
2012 年第 1 期 （总第 89 期） 东南传播

摘 要：文章指出在网络出版环境下，科技期刊需解决
出版时滞、版式质量、检索效能等问题，充分体现其固有社会
功能。科技期刊编辑可在提高网络出版基础文件质量、网络
出版文件合作加工、原版式制作、信息文本化中发挥更多的
有益作用，进一步增强科技期刊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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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作为传播科学技术的特殊载体，为推进人类社
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重大贡献。概括起来，科技期
刊具有存史、教化、交流、评价等功能。[1]在科技期刊网络出版
发行成为科技信息传播主要渠道的今天，如何让科技期刊在
新传播媒介中继续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是每个科技期刊编
辑人应该思考的问题。虽然少数科技期刊通过自主独立网站
全文出版，但网络化出版发行中真正起到传播作用的是依靠
大型网络出版机构，因而科技期刊基本上采用了与大型数据
库联合出版的网络出版方式。总体上来说，这类期刊出版编
辑工作包含了基础文件编辑与网络文件编辑，前者主要解决
文稿审稿、编辑加工、版式编排等，后者主要解决排版数据上
网。因此，通过网络阅读的科技期刊论文实际上是出版流程
中多方合作制成的产品。下面从科技期刊编辑的角度，探讨
如何在网络出版环境下，充分发挥期刊编辑的作用，提高科
技期刊的社会效益。

一、改良合作模式，缩短网络出版时滞
科技论文通过及时有效出版，向全社会传播，被科学技

术界认可和利用，推动科技发展进步使得科研成果以最短时
间面世。因此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单位，甚至是读者，都希望
期刊论文尽快发表。虽然网络出版的传播渠道多速度快，但
从印刷版出版起至上网发行还常延迟一段时间，常称之为网
络出版时滞，一般滞后有 1～2 期，有的甚至达 4 期，未能体
现科技期刊社会功能中传播科技信息的时效性 [2]。产生网络
出版滞后的原因主要是，在期刊网络出版工作流程中，期刊
资料到达数据库加工环节后，因上网文件加工工作量浩大且
要求精细，造成工作效能相对不足而引起网上出版延迟。

期刊出版单位与网络数据库出版商采用的一般合作模
式中，上网文件由后者负责加工。由目前各家出版商的生产
能力来看，远不能满足网络文件及时出版要求。不少期刊出
版单位缺乏积极参与网络出版后期工作的计划，有些是认为
自身技术力量不够，甚至有的认为这是专属出版商的工作。
实际上，期刊出版单位在网络期刊出版合作环节中，在提高
出版效能上有相当大的可发挥作用的空间，再说，提高出版
质量是各方的合作目标，并非出版商一方所担。目前已有期
刊单位改变了一般合作模式，如《物理学报》、《数学学报》、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版）》、《北京大学 （自然版）》、《宁波大
学》等，由各期刊出版单位制作网络版，制成上网文件交予

“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等数据库收
编，由数据库统一整合上网发行。在这种新合作模式中，期刊
编辑部与数据库分工合作，充分发挥各自所长，期刊出版单
位由原来的单纯提供印本和排版数据变为网络版加工主体，
数据库部门在收到期刊出版单位的适用 PDF 版文件后，只
需完成文本信息抽取入库（万方版另自加页面超链接），省略
大量的版面加工制作，因而缩短出版时滞。（图 1）

期刊出版单位在制作网络版文件过程中，可发挥编辑部
人员相对充足、编辑熟悉期刊编排格式和论文内容等优势，
快速完成文件加工，及时发现和更正转换中可能出现的错
误，保证出版质量。

为实现学术期刊稿件即时数字出版，加快出版速度，中
国知网推出了《“中国知网”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平台》。参
加合作的期刊出版单位，其经审定刊用的稿件能及时得到有
效出版确认，这些通过网络出版审核程序出版论文，可及时
实现网上下载浏览，达到与纸质版期刊同步甚至更快出版。
优先数字出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系列研究中，及时发
表的论文能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列为参考文献。论文来
稿中常有标有某结论（结果）“拟在另文发表”，此“另文”即是
亟待发表的作品，因刊期问题在等待发表中，未能作为正式
引用文献，属作者无奈之举。期刊出版单位与期刊数据库的
这种合作，可满足当前信息时代广大读者的信息需求，同时
满足当前科技高速发展对科研成果快速发表和传播的需要。

二、保持原版式出版，提高原件凭证权威性
科技期刊的另一功能是其具凭证属性，可作为作者的科

技水平评审依据。在网络出版时代，为保持科技期刊原件特性
和特征，势必要求期刊论文网络版具有固定的统一的原样。然
而，在我国不同数据库中，同一篇论文在出版样式上并不统
一，与印刷版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3]。可以说，这是当前我国科
技期刊数字化发展进程中的突出问题。这种不统一和差异对
网络期刊的凭证功能发挥时会产生负面影响，在需要确立网
络出版原件文件时，因版式不统一势将削弱科技期刊网络出
版原件凭证权威性。中国知网出版合作协议中提出“优先数字
出版期刊文献…….与印刷期刊一致的版式设计专用权归甲方
所有…….”体现了网络出版原版式的重要性。为了维护科技期
刊网络版的凭证权威性，数据库之间以及数据库与期刊出版
单位应形成共识：共同承认并在互联网上发行出版以原版式
为唯一版本，适用性能上达到可与印刷版文件媲美，形式稳
定，来源可靠，实用性强，体现其应有点社会使用功能。

网络出版中提高科技期刊社会功能的探讨

陈 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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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期刊单位与数据库合作模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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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多家单位制作版式很难做到统一，因此，应将多
家制作改为独家制作，这“独家”应当由期刊出版单位来执
行，自主完成或请专业技术公司来协助完成。期刊出版单位
作为原版式制作的主体是出于原版式 PDF 文件制作的人工
干预需要，因为科技期刊的字体、插图图像质量等在通过排
版文件转制 PDF 文件时往往不能一步到位，如 Word 和
PageMaker 排版文件稍加加工可以实现转成 PDF，而方正系
列仍需较为复杂的人工干预方可完成。进行人工干预以求达
到原版式要求是一项细致工作，不但要求掌握软件使用方
法，更要熟悉期刊内容和版式。目前数据库编辑工作人员难
以做到熟悉所有期刊的内容和版式，基于此，期刊出版单位
编辑人员可发挥其学科知识和业务水平优势，完成网络版原
版式制作，或通过有关专业单位协助，出版单位把关制成。

如今我国越来越多的科技期刊通过网络传播走向全世
界。美国化学文摘社（CAS）希望与入库期刊进行全文链接，
正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就此磋商。作为科技
知识信息资料，这时在网络上保持与国内数据库版式统一的
原版式出版，彰显其原件凭证权威，尤其重要。知网期刊数据
库的网络版被国外数据库全文链接后，其中摘要、图表、生物
学名、参考文献的英文信息将备受众多国外读者关注，但知网
网络版这部分恰恰存在明显缺点：外文字符排列间隔不规整，
甚至出现叠位。这种偏离原版式的网络文件，不但影响阅读效
果，更是损害了其作为科技期刊文件资料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全国使用最为广泛的排版软件为方正系列排版软件，但
方正系列排版数据转换为 PDF 格式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
方。Word 和 PageMaker 等排版和办公系统可以实现直接
向 PDF，稍加修整即可成为原版式网络版文件，采用这种排
版文件变为上网文件是期刊单位今后较为实用的一种工作
方法 [4]。《广东海洋大学学报》发挥自主制作优势，以 Word 完
成排版制成原版式文件送交数据库，同时在知网、万方、维普
和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等多个数据库中发行统一的原版式期
刊文件，这使得作为有效出版的科技资料发挥凭证功能时充
分维护了其权威性。

三、提高检索效能，增强信息查询服务
科技文献浩如烟海，而科技期刊是当今最主要的科技情

报信息源。科技期刊信息服务功能是期刊的社会功能的重要
体现，为科技界提供各种信息情报，为科技成果的新颖性审
查和规避学术不端提供更加准确、及时的信息服务。在信息
查询服务当中，提高检索效能是服务核心需求，而提高查全
率和查准率，则是提高信息服务质量的具体要求。数据库或
网络上目标文件的文本内容是检索源，是检索信息数据中的
数据元素，只有文本化内容才能被网络检索系统识别。因此，
原文件文本化是提高信息查全率和查准率的基础，文本化程
度直接影响到信息资源丰富程度和检索效能。

数字化时代不断加大了文献检索范围和深度，部分文献
能彻底实现全文检索，甚至还拓展到文本链接（如我国万方
网络期刊文件），但总体上来说，检索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还受
到文本数据不全的限制。我国中文数据库科技文献文本数据
不全包含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插图、表格、公式甚至是行文字
符不能解析为文本；另一种是文件虽然可解析为文本，但表
达不准确，如解析 Bemisia tabaci（烟粉虱），出现字位分离
“Bem isia tabac I”、乱码“Bemisi 口 tabaci”或不能解析(零字
符)。这些信息虽然可以在原文件中读到，但因未能有效解析
为相应文本字符，未能得到检索提取和组织，影响了查全率
和查准率，淹没于论文海洋中。随着中文期刊数据库走向世
界对外服务，国外读者对中文期刊的信息需求增加，中文期

刊的英文信息元素受到国外读者的更多关注，第二种情况检
索问题逐显突出。目前 28 种国际重要数据库收录中国期刊
达 2 千多种。期刊单位应当重视研究网络出版特点，提高期
刊出版的文本制作质量，满足更多的读者要求，比如目前
Medline 数据库中虽然采用了现代汉语拼音，但实际采用每
个字分写，不符合国际标准，如：Zhonghua ke za zhi，造成
CAS对个别期刊也采用了这一分写格式，导致检索困难。

数据库在改进文件文本化方面目前显得力不从心。制作
部门工作主要集中在网络上定期维护更新数千种期刊数万
篇学术论文，文本数据信息收集范围限于排版文件转换的自
动生成部分，对文本信息进行检验、加工、补充则无暇顾及。
相对而言，期刊出版单位可在网络文件文本化改进方面有所
作为。改进的方向是增强有效文本信息覆盖率，为提高网络
数据库信息的检索效能提供基础文件。

造成信息准确文本化出错的原因有许多种，涉及原稿内
容、编辑加工、软件功能等，这些因素在整个出版流程包括原
稿加工到网络文件加工在内的各个环节都会出现。手工绘制
扫描制作、设备仪器输出、软件输出的图表如为向量文件，编
辑要求作者配合修改，或改变输出格式，或对原图表文字文
本化处理，以满足后期图表文字信息文本化制作需要。图表
中的生物名称、地理名称、数据可能是重要的检索元素，如果
这部分图像化了，就难以进入检索范围。

而英文字符错位要在后期解决。在方正系列排版软件转
换而成的 PDF文件，英文文题、摘要、关键词等出现字符移位
时，造成信息检索出错，可采用 Adobe Acrobat 加以修订，方
法是：使用 Adobe Acroba 将需要修改的英文内容整幅改为
无色，形成空白区域，英文内容重新以 Word、PageMaker 或
Adobe indesign 等依原版式排版，用 Adobe Acrobat 转换为
PDF文件，并替换到原文空白区域覆盖保存。覆盖后的区域
的文本化信息完全包含了所有显示信息，满足全文搜索需
求。全文文本化 PDF 网络版文件可进行包括各种外文字符
在内全文搜索，对于题目和关键词中没有出现检索词的文献
也能检索到，查全率和查准率可达 100%，也可满足包括表
格数据在内的学术不端检索（AMLC要求）。

综上所述，科技期刊编辑因其职业特点，在基础文件编
辑加工方面有较明显优势，在改进网络期刊基础文件质量上
可发挥其独特作用，因而在网络出版环境下，使科技期刊在
科技传播、凭证依据、信息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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