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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识别伪作者的方法
———以《护理学报》实践为例

江 霞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护理学报》编辑部，510515，广州

摘 要 以《护理学报》实践为例，总结科技期刊识别伪作者的

方法与体会。从期刊网站注册的作者信息中识别伪作者，从作者

工作单位与文章内容吻合度来识别伪作者，从电话沟通过程中识

别伪作者，这些方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弄虚作假的学术不端

行为。认为采取多种方法识别伪作者，治理学术不端行为，更需要

管理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的跟进，以及网络媒体平台的自治与社会

监管、高等院校对学术道德的培养等多个层面的齐心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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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es to identify the gift authors of sci-tech journals: taking
the practice of Journal of Nursing as an example∥JIANG Xia
Abstract From the practice of Journal of Nursing，we summarized
several approaches to identify the gift author of sci-tech journals．
By the information of the author registered in the website of the
journal，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author's work units and the
article content，and the telephone conversation process with the
author，we can identify and prevent the research misconduct to
some extent． To govern the research misconduct，we need more
improvements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concerned laws，as
well as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online media platform's self-
control，the social regulation and the academic moral culti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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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学术论文论述的事物不得主观臆造，必

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1］。目前，许

多论文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恶意的一稿多投等学

术不端现象［2］。《护理学报》从 2009 年 9 月起，正式启

用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简称 AMLC) 对所

有投稿进行检测以杜绝学术不端行为［3］，在利用 AMLC
判断抄袭行为方面取得了较好的实效，但在审稿过程中

对作者主观的弄虚作假却难以识别。鉴于此，《护理学

报》编辑在审稿过程中有意识地去识别“伪作者”以杜

绝弄虚作假行为，现将做法和体会介绍如下。

1 何谓伪作者

“伪”( 形容词) ，假的，故意做作以掩盖真相的( 与

“真相对”) ［4］。伪作者指虚假的论文作者，即论文真

正的写作者并非署名作者。

2 伪作者识别方法

2. 1 从期刊网站注册的作者信息中识别 目前，许多

科技期刊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护理学报》编辑部

针对自身的工作特点和工作流程，自行设计开发了

《护理学报》网站，2007 年起全面投入使用，接受网络

在线投稿［5］。作者登录网站在线投稿的首要任务是

注册用户名，填写作者的真实个人信息。网站投稿系

统中作者和编辑均可以用稿件编号或作者真实姓名查

询稿件处理进度。编辑通常以作者姓名查找并下载电

子稿件进行审稿。2009 年，一名编辑以作者姓名查找稿

件，投稿系统中显示该作者共投了 13 篇稿件，而且这些

稿件都是在同一个月内投稿的，编辑好奇于作者的相关

研究与写作能力，将这 13 篇稿件全部下载后仔细研读，

发现这 13 篇稿件中显示的作者姓名和单位均不相同，

而网站注册的作者信息却是同一人。为了一探询究竟，

编辑直接打电话与注册作者联系，问他是如何在这么短

的时间内以不同作者的身份，在不同省份的各家医院收

集到不同时间段的病例资料写成了 13 篇文章。这名作

者非常得意，并且直言不讳地告诉编辑，他是代理写论

文的中介，并声称自己有专业的写作团队，想与本刊编

辑部合作，还要求本刊编辑部优先发表“他的”论文。
这一信息令编辑部全体人员惊诧不已。经编辑部

全体人员慎重研究，认为这 13 篇稿件是由伪作者弄虚

作假编造而成的，不具备学术论文的科学性与真实性，

全部予以退稿，并再次打电话联系该注册作者，对其进

行批评教育，告知他以后的投稿本刊编辑部均不予以

受理。
此事件后，所有编辑在审稿过程中都提高警惕，特

别留意网站注册的作者信息与稿件上的署名作者信息

是否吻合，以识别伪作者。此后，未再发现明显的类似

事件。说明将期刊网站注册的作者信息与署名作者信

息进行比较可以识别伪作者，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

弄虚作假的学术不端行为。
2. 2 从作者工作单位与文章内容吻合度来识别 护

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和经验科学。护理

论文是护理实践的总结，是护理人员将理论和专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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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在实践中的运用与升华［6］; 因此，业内认为护理论

文是“做”( 实践经验) 出来的，而不是“写”( 闭门造

车) 出来的。不经过实际工作而“写”出来的护理论文

只能是泛泛而谈，蜻蜓点水，极有可能漏洞百出，甚至

于误导临床，引发护理差错与纠纷。本着“以质量求

发展”的办刊宗旨，《护理学报》编辑部严把质量关，尤

其是在审稿过程中非常关注作者的实践经历，以保证

文章内容的真实性与实用性。
判断作者的实践经历很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作者的

工作单位。笔者在审稿过程中发现，作者的工作单位

是“× × × 医院手术室”，而其所写论文的内容是“肝

癌术后病人的护理”。按其工作科室( 手术室) 的职能

讲，作者的工作实践经历仅仅是在手术室配合医生完

成手术，不可能在外科病房对“肝癌术后病人”实施护

理; 因此，笔者打电话与作者沟通，询问与论文相关的

问题，以及作者的实际工作经历与工作范畴等。发现

作者对与论文相关的问题模糊不清，经过进一步的交

流，作者承认文章是由他人代写的。
笔者通过这一方法识别出为数不少的伪作者。都

明确告知作者，其稿件不具备学术论文的科学性与真

实性，不予录用。这从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弄虚作假的

学术不端行为。
2. 3 从电话沟通过程中识别 《护理学报》始终坚持

“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铸品牌”的办刊理念，践行品牌

服务，紧贴读者和作者需求，不断推出新的服务举措。
近几年来开通编辑部 QQ 与作者在线交流，公布责任编

辑的手机号码，方便作者随时随地咨询审稿进度及修稿

意见。这些贴心的服务获得了广大作者的高度赞赏。
编辑在审稿过程中或是与作者打电话交流时，经

常有意识地去识别伪作者。由于目前护理工作者绝大

多数为女性，对于作者简介中显示为女性而通话人实际

是男性者，笔者就会通过对文章内容的陈述，以及其以

非作者身份打电话的目的等进行核实，以识别伪作者。
笔者曾接到不少男性的电话，经沟通与识别得知:

有的自称是医生，称他是为科室护理人员而写的论文;

有的借口为自己的亲戚朋友查询稿件; 其中一名男性

明确阐明自己的身份，称其是 × × × 公司的业务员，与

医院的护理人员有紧密的业务往来关系，所投的稿件

是花钱请人“捉刀”帮助护理人员代写的……。
针对这些情况，笔者通过交流基本能判断他们是

伪作者，便要求论文的署名作者打电话来沟通相关问

题。结果是很少有署名作者出面来对论文存在的问题

进行解释，极少数来电话沟通者也因其对论文内容不熟

悉而将修稿意见搁置一边，不再修回。编辑在客观上提

出严谨的修稿意见让心虚的伪作者不会修稿竟知难而

退，对明显能识别的伪作者则即时果断地给予退稿。
从电话沟通过程中识别伪作者，也从一定程度上

杜绝了弄虚作假的学术不端行为。

3 结束语

在当今一些地方学术风气日趋低下的社会环境

中，许多作者为了完成单位的“发表论文”任务或是为

了晋升职称，通过网上“论文代写”机构实施网上论文

买卖行为。例如，在百度网络上以“论文代写”“论文

发表”为关键词能搜索到许多相应的网页，有些“论文

代写”机构甚至明目张胆、明码标价，按撰写一篇论

文、在真实作者指定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等不同情况收

取作者的高额费用。同时，伪作者的身份与行为比较

隐蔽，不易识别，加上相关部门对学术不端行为过于宽

容、处罚过轻，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学术不端行为。
《护理学报》编辑部在审稿过程中没有“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纵容学术不端行为，而是想方设法识别

伪作者，尽最大努力杜绝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力

争为学术期刊创建一方净土。虽有勇气和魄力，但此

力量却是杯水车薪。
目前，在防范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方面，我国还没有

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而且司法机关也基本不介入学

术腐败案件的调查处理。这种缺位使我国在学术腐败行

为处理上少了法律威慑力［7］; 因此，采取多种方法识别伪

作者，治理学术不端行为，更需要管理制度的完善和法律

的跟进，以及网络媒体平台的自治与社会监管、高等院校

对学生学术道德的培养等多个层面的齐心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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