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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稿件处理应用程序的设计及应用体会△

龙　尧　　邓丽琼　　刘建滔　　林加西

（广东医学院学报编辑部　湛江５２４０２３）

摘　要：　利用Ｖｉｓｕａｌ　ＦｏｘＰｒｏ可视化编程技术编写稿件处理应用程序，经多年的实践应用表明，该软件系统功能齐全，能自动处

理和监督稿件操作的全过程，实现了“无需用笔”的稿件处理自动化，大大地减轻了编辑人员的工作负荷，显著提高编辑部的工作质量

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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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件处理是期刊编辑部日常的中心工作。充分 利 用 电 脑

进行程序化处理稿件，对减轻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工 作 负 荷，减

少差错，提高工 作 质 量 和 效 率 极 为 重 要。笔 者 不 是 计 算 机 专

业软件编程人员，而是医学专业技术人员，但对编制 软 件 颇 有

业余兴趣，曾成功 设 计 编 制 了 医 学 院 校 教 研 室 试 题 库 应 用 程

序［１］。本研究是笔者在兼职广东医学院学报编辑 部 编 审 工 作

期间编制的软 件，本 软 件 是 利 用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ｏｘＰｒｏ编 程 技 术［２］，

结合多年来在稿 件 处 理 工 作 中 所 积 累 的 经 验 编 写 而 成，是 较

实用的稿件处理 应 用 程 序，经 数 年 来 使 用 得 心 应 手。现 谈 谈

笔者的编程和应用体会。

１　系统的设计

１．１　主要的程序模块设计

本系统的主要程序模块见图１所示。

系统主要模块及其功能

｜

稿件输入 　　　　 稿件查询 　　　　 稿件送审 　　　　 其它处理 　　　 各人专用 　　　　 其它功能

　｜　　　　　　　　｜　　　　　　　　｜ 　　　　｜ 　　　　｜ ｜

　

每 篇 论 文 输

入 后 立 即 打

印 回 执 信 封

和 回 执 单。

对 表 单 输 入

属 性 的 设 置

避 免 了 误 输

入。

　　　

可 分 别 按 稿

号、作 者 姓

名、单 位、论

文 题 目 （包

含 其 中 部 分

字 节 即 可，

不 必 全 部 输

入）等 随 意

查 找，极 方

便 快 捷 地 查

找 到 要 找 的

论文。

　　

按 专 业 选 择

审 稿 专 家，

选 中 后 即 时

打 印 审 稿 的

有 关 资 料

（如 专 家 审

稿 单、信 封

及 审 稿 费 签

收单等）

　　

标 记 送 审、

审 回、退 修、

定 稿、退 稿

等 日 期 及 把

有 关 资 料

（如 审 稿 专

家 意 见 或 编

辑 部 退 修 意

见）拷 入 备

注 中 以 便 今

后查阅。

　　

显 示 各 编 辑 人

员 的 稿 件 处 理

综 合 明 细 表 以

及 近 几 天 的 稿

件 处 理 明 细

表，有 利 于 编

辑 人 员 对 近 日

工 作 的 回 顾，

以 便 每 位 编 辑

及 时 了 解 自 己

工 作 中 存 在 的

问题。

　　

自 动 生 成 每 期

的 目 次 页 （按

目 次 页 的 格 式

和 顺 序）、缴 交

版 面 费 通 知

单、专 家 审 稿

费 及 作 者 稿 费

单 等；随 意 显

示 刊 登 的 稿 件

（如 每 期 或 每

年）；各 编 辑 人

员 稿 件 处 理 情

况通报等。

图１　稿件处理系统的程序模块示意图

１．２　数据库表文件结构的设计

该数据库包含２个 表 文 件：稿 件 表 和 专 家 表。稿 件 表 的

结构包含３方面的信息：①作者方面：包括姓名、作者单位、邮

政编码、论文题目、来稿日期、稿号等；②审稿人方面：包括 审

稿人姓名、单位、邮 政 编 码 等，这 样 仅 通 过 查 稿 件 库 则 可 了 解

某稿的审稿情况，有关审稿人的其它信息留在专家 库 中 保 存；

③稿件处理方面：包括送审日期、审回日期、退修日期、定稿日

期、退稿日期、刊登期号、刊登形式、备注 等。备 注 字 段 主 要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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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和编辑的退修意见。专家表 文 件 专 用

于储存审稿专家 的 详 细 信 息，表 的 结 构 包 括 专 家 姓 名、单 位、

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话、电子信箱、审 稿 专 长、审 稿 质 量 等。

专家表与稿件表可以关联和共享，为编程提供方便，避 免 了 在

稿件表中有关审 稿 专 家 信 息 的 不 必 要 重 复，提 高 程 序 的 运 行

速度和效率。

２　本系统的特点及应用体会

２．１　利用数据库函数编写代码自动生成整齐美观的目次页

期刊中目次页中的格 式 及 排 列 顺 序 是：“论 文 题 目”＋“
…”＋“作者姓名”＋“起 始 页”。由 于 每 篇 论 文 题 目 的 长 短 不

一，作者 数 不 等（在 目 次 页 中 一 般 标 出 前１～３位 作 者），二 者

在每篇论文所占字符的长度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中间的 点 号“
…”的长短要随之改变，即点号“…”的长短与论文题目及作者

所占字符的长度 成 反 比，也 就 是 说，论 文 题 目 越 长，所 占 的 字

符越多，点号“…”就要越短，这样才能使编排出来的目次页整

齐美观。在目次页中，为使论文题目与作者姓名之 间 的 点 号“
…”长度精确，我 们 利 用 了 数 据 库 函 数，并 通 过 编 写 代 码 来 实

现这一目的。所利用的 函 数 分 别 是ａｌｌｔｒｉｍ（）、ｌｅｎ（）、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
（），这３个函数的 功 能 分 别 是：ａｌｌｔｒｉｍ（）函 数，利 用 该 函 数 可

把论文题目和作者姓名 中 的 头 尾 空 格 删 除；ｌｅｎ（），利 用 该 函

数可计算该论文题目及作者姓名中占用的 字 符 长 度；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
（），利用该函数画出点号的长度。在程序中编写代码是：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Ｋ－（ｌｅｎ（ａｌｌｔｒｉｍ（论文题目））＋ｌｅｎ（ａｌｌ－
ｔｒｉｍ（作者姓名）））））

式中：Ｋ为常数，表 示 目 次 页 中 每 一 行 的 字 符 数 长 度（取

值视每种期刊的具体情 况 而 定，一 般 为９０～１００）；ｌｅｎ（ａｌｌｔｒｉｍ
（论文题目）），此复合函数的返回值为论文题目所占 的 字 符 数

长度；ｌｅｎ（ａｌｌｔｒｉｍ（作者姓名）），此复合函数 的 返 回 值 为 作 者 姓

名所占的字符数长度；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ｎ），此函数中ｎ为重复

画点“…”的次数，在上述代码 中ｎ＝ Ｋ－（ｌｅｎ（ａｌｌｔｒｉｍ（论 文 题

目））＋ｌｅｎ（ａｌｌｔｒｉｍ（作 者 姓 名）））。程 序 运 行 后 就 可 自 动 生 成

整齐美观的目次页了。

２．２　系统功能齐全，实现了“无需用笔”的稿件处理自动化

本系统不仅解决了稿件处理过程中编辑人员所 面 临 的 繁

杂问题，而且也解决了编辑部管理事务中的一些实 际 问 题，既

大大减轻了编辑部人员的工作负荷，也避免了差错，明 显 提 高

了稿件处理的质量和效率。凡作者投来的稿件将有 关 信 息 全

部一次性输入并存盘后，系统即自动打印回执（包括作 者 的 信

封和回执单），并询问是否立即送审（如需即时送审，即 弹 出 稿

件送审程序，送审处理完后又自动回到添加程序）。每 一 稿 件

的有关资料一经 输 入，今 后 对 该 稿 处 理 的 全 过 程 均 可 随 意 调

用，比如要送审该 稿，只 要 输 入 稿 号，按 回 车 键 或 用 鼠 标 点 击

确认后，弹出的窗口上部是该稿的有关信息，窗口下 部 显 示 审

稿专家库（按审稿专业索引），用户可从库中挑选审稿专 家（用

鼠标点击选中的专家姓名即可），即时可打印审稿专家 的 通 讯

资料和审稿费签收单。我们在送审单上要求审稿人 尽 可 能 利

用ＥＭＡＩＬ发来审稿意见，以 便 直 接 拷 贝 到 备 注 栏 内，极 为 方

便。待专家审回后，编辑人员即可结合专家的 审 稿 意 见，直 接

在该程序中调用 ＷＯＲＤ编写“稿件退修单”，然后把 此 退 修 单

的内容直接粘贴在该稿的备注栏内保存，以便今后 随 时 查 阅。

整个送审与退修过程均用鼠标或键盘操作，基本实现了“无 需

用笔”。当每期稿件确定之 后，系 统 将 调 用 库 中 的 有 关 资 料 自

动生成诸如目次页、作者信封和交发表费通知单、审 稿 费 详 情

单等文件。所 生 成 的 文 件 信 息 完 整，格 式 规 范，可 用 直 接 打

印。这种高度程序 化 的 稿 件 处 理 工 作，可 极 大 地 提 高 质 量 和

效率。举例来说，过 去 要 送 审 一 篇 稿，诸 如“稿 号、作 者 姓 名、

作者单位、论文题目、审稿专家姓名、审稿人单位”等，要用手工

分别填写在“稿 件 送 审 登 记 本、稿 件 送 审 单、专 家 审 稿 费 签 收

单”等有关记录本中，每一内容最少要重复抄写３遍，既烦人又

低效率。自从应用该程序以来，所有这些工作均由电脑自动完

成，真正大大地减轻编辑人员的工作负荷，提高了效率。

２．３　系统能自动监督稿件处理的全过程

２．３．１　避免错误输 入　输 入 错 误 将 为 今 后 的 稿 件 处 理 工 作

带来麻烦，并可能导致差错，正确的输入极为 重 要。为 减 少 输

入差错的发生率，设 计 了 系 统 自 动 监 督 错 误 的 程 序，例 如，若

输入库中已有的 稿 号，系 统 即 刻 提 示“该 稿 号 已 被 占 用，请 重

输！”，杜绝了一稿 多 号 或 多 稿 同 号 的 差 错；又 如，“分 类 处 理”
（代表编辑个人处理的稿件）必须正确输入各编辑人员的 相 应

代码，否则系统将提示“稿件分类代码输入错误”。

２．３．２　随时显示审 稿 专 家 审 稿 超 时 的 情 况　根 据 我 刊 的 具

体情况，我们规定 本 校 专 家 审 稿 时 间 最 长 不 超 过１２天，校 外

的专家审稿最长不能超过３０天，如果审稿专家未 及 时 把 稿 件

寄回，系统会自动显示审稿超时的情况，并可即时打 印 审 稿 超

时通知信函（包括审稿人信封、审稿超时通知单等均由 系 统 自

动生成和打印），这对保证专家按时完成审稿具有重要意义。

２．３．３　随时显示各 编 辑 人 员 稿 件 处 理 中 所 存 在 的 问 题　本

系统设计了“稿件处理情况通报总表”、“每位编辑人员 稿 件 处

理情况明细表”和“各 编 辑 人 员 最 近 几 天 稿 件 处 理 情 况 明 细

表”等，可随时显示“未处理”（即未审、未修改、未 退 稿、未 刊 登

的稿件）、“退修超时”（寄给作者修改时间超时２个 月）、“审 稿

超时”（本院 专 家 审 稿 时 间 超 过１２天，院 外 超 过１个 月）、“论

文刊登篇数”、“退稿数”等稿件处理的有关情 况。其 中，“稿 件

处理情况通报总表”既可供随时浏览，又可定期把上述 指 标 自

动存档，可基本了解每位编辑日常工作的质量和效 率，并 可 作

为编辑人员年度 考 核 的 重 要 指 标。另 外，每 位 编 辑 人 员 只 要

经常浏览 “每位编辑人员稿 件 处 理 情 况 明 细 表”和“最 近 几 天

处理情况明 细 表”，即 可 对 自 己 稿 件 处 理 的 具 体 情 况 一 目 了

然，这确实对各 人 的 工 作 起 到 自 动 化 监 督 作 用。倘 若 某 一 编

辑人员工作不积极主动、敷衍了事，本系统将把结果 明 确 地 显

示出来，无疑这将会对每个人的工作起到督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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