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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院校学报与高职高专学报编校质量之比较

张 琴!刘文华

!安徽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杂志社#合肥 ;D>><?"

摘 要!目的"对本科院校学报与高职高专学报编校质量进行调查!对存在的问题作分析比较!并提出改进对

策#方法"收集国内!"#所高等院校学报!分成高职高专组和本科院校组!抽取$!%#篇文章进行编校质量调查#结果"两

组学报都存在一些不规范的问题!本科院校学报编校质量明显好于高职院校编校质量!经统计学分析!有显著性差异

$&'%(%)%& 结论"被调查的学报编辑质量都存在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其规范方法是"$(加强编辑人员的培训和学习!提

高编辑人员的素质'!(建立规范的统稿制度!要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审稿*编辑+双轨运行,'*(管理机构加强监督*检

查!制定奖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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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出版物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期刊的编校质

量决定期刊发展的未来$ 为进一步促进学术期刊编辑

的规范化#提高学术期刊办刊的科学性$本课题组进行

了本科院校学报与高职高专学报编校质量的比较#从

期刊编校质量方面分别对其进行调查# 然后对收集资

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并提出相应改进对策$

一$调查资料来源与方法

课题组收集了 ;>>E 年 ? 月%;>?> 年 ?> 月国内

;F>所高等院校学报# 分成本科院校组 ?;>所和高职

高专组 ?;>所#每校 ?本#共计 ;F>本学报#对每本学

报抽取第 ; 篇&第 ?; 篇&第 ;; 篇&第 D; 篇&第 F; 篇

!不足 F;篇的选最后 ?篇"文章共计 ?;>>篇文章的编

校质量进行调查#调查根据 ;>>=年 D月 ?日开始实施

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

G?H

#对编校质量阅读调查#调查

的内容有摘要&标题&参考文献&统计表&插图&量名词

及符号&单位及符号&外文字母正斜体&错别字&量值&

数字用法&数字及偏差范围及多位数分节等$有关标准

以'科学技术报告&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IJKK?D%

EK"

G;H

&'标点符号用法(!IJLM?=EDF%?NN="

GDH

&'出版物

的数字用法规定(!IJLM?=ED=%?NN="

GFH

&'量和单位(

!IJD?>>%D?>;%?NND"

G=H

&'现代汉语词典(

G<H

&'中国学

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等行业规范及

常用工具书为参考依据$

从调查的学报中整理出摘要&参考文献&标题&图

表!文章内无图表的不计算在不规范率里面"及正文编

校等几个主要方面的不规范项及差错# 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不规范项目的界定方法)不规范项&不规范率&不

规范项次的界定根据课题设计的要求# 各项目设三点

要求$ 若发现该项目中有一点不规范则判定为不规范

项#并计算该项的不规范率O!不规范项L调查文章的篇

数"#若该项目中有多项内容不规范#则统计其不规范

项次$如)不规范摘要设定为)!?"结构式不规范*!;"使

用人称不规范*!D"字量不符规范要求$ 参考文献不规

范项设定为)!?"书写顺序不规范*!;"角码未在正文引

用处加注*!D"参考文献内容列项不完整$ 插图不规范

设定为)!?"无图题和图号*!;"纵&横坐标无标目&刻度

和计量单位*!D"图例设置不规范$ 统计表不规范设定

为)!?"无标题和表号*!;"纵横标目无单位*!D"表中数

据书写不规范$ 图&表按!不规范图或表数L调查的图或

表数"计算不规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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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不规范项目名称 不规范项次 不规范篇数 不规范率&

$ 摘要 $'"( '$) (*+,

! 插图 !-, $$,. !-/ -'+,

/ 标题 (*( -*! /,+/

- 参考文献 '), -$$ /-+/

) 统计表 /), $$/.-!$ !(+*

高职组!01(%%篇" 本科组!01(%%篇"

序号 不规范项 例次 不规范篇
不规范

率!&"

不规范项 例次 不规范篇
不规范

率!&"

$ 摘要 $%'$ )-% ,%+%! 标题 --' !'! -*+%!

! 参考文献 (*, /!% )/+/! 摘要 *!) !*) -)+'!

/ 统计表 !(( !(/.$,$" //+% 计量单位 -!% !$% /)+%

- 标题 !'! $,% /$+*! 错别字 !%$ $%! $*+%

) 插图 $*$ !/(.$(%" !!+) 参考文献 $'% ,$ $)+!!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总体编校质量

本科组不规范或差错前 )项是标题#摘要#计量单

位#错别字#参考文献$高职高专组不规范或差错前 )

项是摘要#参考文献#统计表#标题#插图% 统计数据经

统计研究分析&本科组格式规范较好&但正文编校质量

有待加强$高职高专组格式规范比本科组差&但正文编

校质量较好&错别字#计量单位#标点符号等不规范项

明显低于本科组%

!二"两组主要不规范项及差错问题

$+论文摘要常见不规范项% 第一&字量不规范$摘

要应简明扼要&其详简程度取决于文献的内容% 通常中

文摘要不超过 -%%字为宜&纯指示性文摘&应控制在 !%%

字以内&外文文摘不宜超过 !)%个实词2!3

% 第二&使用人

称不规范$ 调查中有部分摘要以本文''&作者''等

第一人称语气&摘要应用第三人称写2!3

%第三&结构式不

规范$摘要未按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四要素的规范结

构来书写%

!+标题不规范表现形式% 第一&字数不规范% 我国

对科技出版物一般要求&论文题名用字不宜超过 !%个

汉字&外文题名不超过 #%个实词2!3

% 如某刊 !%#%年第

/)卷一篇标题为 (生存素基因联合细胞蛋白 #,片段

抗原及癌胚抗原检测对肺癌引起胸腔积液的诊断意

义)&标题达 /'个字%第二&标题中出现不规范的书写%

题名应尽量避免使用化学结构式#数字公式#生僻的符

号#简称#缩写以及商品名称2!3

%

/+参考文献不规范项% 依据的国家标准是*45.

6**$-+!"")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2*7'3

&均存在对参

考文献的数量#注脚码#书写格式#标注等不规范项%

-+插图不规范项% 对于每一图应有图号和图题名&

必要时可将图#表中的符号#标记#代码&以及说明事

项&排于图#表题下&作为图注%曲线图的纵横坐标必须

标注(量#标准规定符号#单位)% 此三者只有在不必要

标明!如量纲等"的情况下方可省略% 坐标上标注的量

的符号和缩略词必须与正文中一致% 既有标值&纵#横

坐标尾部就无须画箭头2,3

%

)+表的各栏均应标明(量或测试项目#规定符号#

单位等)% 只有在无必要标注的情况下方可省略% 表中

的缩略调和符号&须与正文中一致%

!三"两组不规范差错位次比较分析!见表 #"

通过调查显示- 高职高专学报对编辑规范要求不

够重视&参考文献#摘要#统计表#插图不规范处明显高

于本科组&本科组只有标题不规范处高于高职组&经统

计学处理 89%+%)% 高职组编辑校对较认真&错别字#计

量单位及符号# 数字用法混乱错误率明显低于本科院

校学报% 本科院校办刊时间较长&重视期刊规范&但编

辑对文章校对质量有待重视和加强%

三!两组编校质量差异及不规范或差错原因分析

造成学术论文摘要#关键词#标题#参考文献等不

规范因素有很多&但其主要素因在编辑% 第一&编辑知

识素养不够全面%期刊编辑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

编辑要了解本学科理论及发展动态& 还要有较强的文

字组织能力&高职高专学报一般办刊时间较短&在期刊

编校标准的熟悉和把握方面有待加强$ 本科院校学报

办刊时间较长&稿件质量也比较高&在期刊编校规范标

准方面要求做得比较好&但是校对不够彻底&比如&对

于作者来稿内文&错别字或阿拉伯数字与汉字混用%编

辑应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严谨治学的学风&认真校对

改正&或给作者提出修改意见&把好编校质量关%第二&

作者原因% 语言组织能力较差& 对摘要不能很好地概

括&对标题不能很好地拟用$对于标准的术语及相关符

号等不能准确地运用%因此&也就造成论文中较多不规

范之处%

四!提高编校质量的对策及方法

第一&提升稿件质量%稿件的质量是期刊质量发展

的根本&是编校的出发点2#%3

% 可以说&没有稿件质量的

表 ! 两组不规范项目率位次比较

!两组比较不规范率统计学处理有显著差异 !"#$#%

表 " 两组 !"##篇文章中不规范项目率前 $位排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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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就没有期刊质量的真正提高# 从源头来看"作者

的写作水平和文字功底也很重要#

第二"提高编辑人员业务能力和思想素质# 编辑

人员不仅需具备编辑专业知识"还需要有深厚的语言

文字及专业基础"具有扎实的文字编辑素养"这是提

高编校质量的一个重要前提# 编辑人员要认真学习期

刊管理部门印发的质量考核标准"按照要求对论文内

的标题$摘要$图表$公式$文字等做好技术处理工作#

达到上述要求"编辑人员要不断充实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知识"认真学习图书编校规范和执行标准"保证

期刊从内容到形式有较高的质量# 随着现代社会新生

事物的不断更新" 期刊编排标准和规范也在不断更

新"因此编辑人员要不断学习"及时了解期刊编辑新

标准$新规范#

第三"严格执行编辑工作程序# 减少编校差错"提

高编校质量"还必须要有严格的工作制度作保证#严格

执行%三审三校&制度是一项提高期刊质量行之有效的

途径"期刊社要制定完善%三审三校&制实施细则$责任

编辑制$责任校对制等有关规定"使编校人员在每一环

节应各司其职"精益求精#首先要明确%三审三校&的职

责和质量要求# 职责和要求明确" 才能便于执行和考

评#其次要提出%三审三校&的制约措施#对编审质量进

行考评#复审复校对初审质量评级"终审对复审复校评

级"按审稿校对质量的不同"分别评为优秀$良好$合格

及不合格"填写审稿校对意见书"以此作为年终对有关

人员进行综合考评的重要指标# 为保证期刊内在质量

不出差错"稿件需按专业对口原则"由有关学科编辑或

副高以上职称专业人员责任审定#在编校时严格按%三

审三校&"建议同时实行编校%双轨运行&制# 所谓编辑

工作%双轨运行&"即编辑人员在编辑工作中实行双审

双校"互审互校"双轨运行"共同把关"保证编辑既认真

严谨"又民主公正#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学报编辑部专

职人员少"兼职人员多且流动性较大"可保证杂志编辑

出版质量#

第四"加强学习培训# '$(各个编辑单位要组织编

辑的业务学习及培训"定期考评$考核"考核不合格的"

责令业务能力提高并达标"否则将不能担任此项工作#

开展集体学习讨论"实行内审制度"坚持编辑部内部审

稿差错分析# '!(省$市新闻出版局应及时下发期刊的

新标准$新编辑规范"还可举行一些培训活动"对编辑

进行业务考评"对优秀编辑进行奖励# '%(编辑要善于

自我学习提高"认真执行编辑规范"做到一专多能# '&(

针对本科学报与高职高专学报不规范或差错差异分

析"可组织其编辑定期开展业务交流学习活动#

第五"建立规范的统稿制度# 高水平的统稿"能消

除稿件中的差错"提高稿件质量#建立规范的统稿制度

是搞好统稿工作"提高统稿水平的保证#统稿制度中应

规定统稿人具备的条件"明确统稿任务$方法和职责"

提出统稿质量要求"规定统稿质量的检查方法#统稿时

主要关注内容的统一$词语运用的统一$规范标准的统

一"通过逐篇通读和相同项目集中检查"发现稿件中的

差错# 统稿时发现问题可通过逐一核实"逐一改正#

第六"省市和学校管理部门$行业学会可以组织编

辑交流学习"加强检查"监督考评和业务培训"定期或

不定期对期刊和编辑进行评优$评奖"对期刊编辑质量

好的进行奖励"对编校质量不合格的要批评与惩罚#

第七"国家制定统一标准和规范要求#新闻出版总

署对期刊编校提出一套统一规范而且操作性强的标

准"统一期刊的编校指导原则#

期刊的编校质量"是期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灵魂"

关系着期刊发展的前途# 通过调查发现编辑质量中出

现了一些不规范问题"编辑人员可以通过一些方法$途

径减少不规范率"从而提高期刊的编校质量#任何事物

都是在不断发展中进行完善 '$$(

"期刊编辑部门要加强

管理" 而作为编辑应不断加强自身的编辑素质和编校

水平"努力使期刊办得更好# 随着新标准的实施$编辑

人员素质水平的提高"这为中国科技期刊走向市场化$

网络化$国际化提供了重要保证"这也逐步加大了我国

科技期刊与一些国际重要检索系统 )*+$))*+$,+等的

接轨"期刊的编校质量也能不断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 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新闻出版总署第 %&号令'!(#)

!%# 国家标准 *+,,"-!"./,0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

论文的编写格式!(#)北京1中国标准出版社0%223)

!-# *+45"3/-6!"..30标点符号用法!(#)

!6# *+45"3/-3!"..30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3# *+45"&"3.!"..&0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

!&# 国家技术监督局)*+-"22!-"2%!"..- 量和单位!(#)北京1

中国标准出版社0"..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45,,"6!%223 文后参考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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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跃居全国理工类高校文科学报转载量排名第
!

位

根据我国重要的学术期刊信息检索中心!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图书馆"!"$$年 &月提供的信息检索报

告#$!%$%年全国理工类大学学报!社科版"被转载篇

目排序表%显示#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刊发

的论文在 !%$%年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

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北京大学学报'等文摘转载

收录数量居全国理工类高校文科学报第 '位#连续 (

年居全省理工类高校文科学报第 #位)

被文摘转载量是衡量办刊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

一#也是学术期刊各项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近年来#

本刊转载量排名从 !%%)年的全国第 !%位#!%%*年第

$"位#以至上升到 !"$"年第 '位* 这得益于本刊在

学界广大专家学者以及校内外师生的关心支持下#紧

紧围绕教育部名栏+名刊建设工程的要求#在选题策

划(学术规范性(学术期刊品牌塑造等方面开展了一系

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全面提高了学报论文质量和学术

水平* !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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