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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审稿专家信息库的思考
赵志宏 , 杨　琦

(《中国公路学报》编辑部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在分析了科技期刊评审专家《名典》和同行建立评审专家信息库的优缺点及笔者建立评审

专家信息库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强化审稿专家信息、建立合适的信息表示模式、加强审

稿专家信息库的主、被动式维护是建立高水平、高素质、高度完备的审稿专家信息库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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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stablishing Examining Manuscript Expert Informational Base

Z HAO Zhi-hong , YANG Qi

( Edito rial Depa rtment o f Journal of China High way and T ranspo r t, Xi′an 710064, China )

Abstract: On the base o f analy zing a modern examining expert dictiona ry o f science and

technolog y periodical , the sho rtag es and advantages of the present expert bases a re discussed.

With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autho r 's establishing base, it is v ery impo rtant to st reng then

expert info rmation, establish sui table model of info rmation expressing and enfo rce pa ssiv e and

ini tiativ e modifying o f expert informa tion base, which is the basic guarountee of establishing high

level, high quali ty and complete expert info rmation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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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科技期刊要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 ,完成自

己的使命 ,必须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学术期刊质量的

高低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 为了提高科技

期刊的学术质量 ,保证学术期刊刊登论文的实用性、

科学性、创新性 ,促进科技成果的交流与转化 ,论文

发表前的专家审稿是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工作中一个

重要的环节和方面 ,是编辑决定论文取舍的重要依

据。审稿人是科技期刊刊登论文的质量与水平的把

关人 ,审稿的认识主体是知识渊博、学风正派、信息

敏感度强、洞察力敏锐、道德高尚的同行专家 ,只有

同行专家才能够了解稿件所涉及领域的现实情况和

前沿动态 ,对具体一篇科技论文的学术水平、技术质

量、实用价值等做出公正、准确、科学的评价 [1 ]。如果

编辑不能给被审稿件一个准确的定位 ,找不准“小同

行”的审稿专家 ,那么就可能会造成谬误流传 ,新的

学术思想受到压制 ,给科技事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

损失 ,影响学术期刊的质量。尤其在当今知识经济的

时代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科学研究不断地向

纵深处、空白处发展 ,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 ,学科之

间的交叉、渗透、互溶、互用现象加剧 ,学科涉及的面

愈来愈广 ,新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加 ,新的学科不断涌

现 ,因此为了把住审稿关 ,把学术期刊办成优秀的、

高质量的期刊 ,吸引高水平、高质量的稿件 ,使期刊

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各期刊编辑部纷纷搜集学术水平高、学风正派、责任

心强的专家学者 ,建立适合自己期刊的审稿专家信

息库 [2 ]。

笔者根据自己使用科技期刊评审专家《名典》的

经验 ,总结同行构建审稿专家信息库的优缺点及自

己建库的心得体会 ,深入研究了 IN TERN ET的有

关功能和特点 ,认为获得充分的专家信息 ,促进编辑

与审稿专家的沟通 ,加强编辑对审稿专家的了解 ,优



化审稿专家队伍 ,建立健全审稿专家信息库必须从

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健全的专家信息

掌握详细的审稿专家信息是保证审稿工作顺利

进行的前提和保障。只有了解专家 ,编辑才能与专家

保持频繁的联系 ,给每一篇来稿找到准确的定位 ,保

证审稿工作的实效性和有效性 ,提高稿件审阅的质

量。从编辑实践中看 ,许多编辑部由于平时一味地信

赖稿件初审专家的推荐或想当然 ,对审稿专家的信

息知之不多 ,不知道专家信息的重要性和多重性 ,往

往造成稿件在外滞留时间长 ,甚至一去不复返 ;稿件

被退回 ,编辑必须重新找审稿人 ;有时 ,审稿人找对

了 ,但是 ,由于审稿人态度不认真或寻私情等原因 ,

往往使被审稿件得不到公正的评价等 ,从不知不觉

中降低了科技期刊的质量 ,而且浪费人力、财力 ,这

样对作者和编辑部带来损失 ,因此 ,每一个科技期刊

编辑部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审稿专家的信

息 ,做到心中有数 ,有的放矢。

(一 )专家联络方式

包括审稿专家详细的通讯地址、邮编、电话、传

真、网址、电子信箱等。在信息社会里 ,列出这部分内

容可以缩短编辑与审稿专家之间的时空距离 ,方便

编辑与审稿专家之间的联系 ,及时了解被审稿件的

情况 ,缩短稿件在外的滞留时间。

(二 )专家身份

包括审稿专家的姓名、性别、年龄、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以及所从事的主要科研工作和所取得的主

要成果。这样以便编辑对审稿专家有一个比较全面

的了解。

(三 )专家基本素质

包括审稿专家的业务能力、学术水平、思想道

德、身体健康状况和心理素质、社交状况及近期所从

事的科研工作和取得的科研成果。这些信息是编辑

选择审稿专家的重要依据 ,是给一篇科技论文合理

定位的关键所在。

二、合理的信息表示模式

世界上任何需要进行交流、处理的对象都需要

用适当的形式表示出来 ,才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对

于信息也是这样 ,信息的表示模式又称信息的表示

技术 ,它是一种计算机可接受的专家信息的描述形

式。只有把审稿专家信息以一定的模式表示出来 ,存

入到计算机中 ,才能实现专家信息的网上传输 ,达到

编辑和用户对专家信息的动态维护、交流和运用。对

于一个给定的领域问题 ,一般都有多种等价的知识

表示方法可供选择使用 ,但它们的表示效果一般是

不同的。 因为不同领域中的知识一般都有自己不同

的特点 ,而每一种表示模式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不

足 ,因此为了把专家信息充分地表现出来 ,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选择知识的表示模式。

1. 充分表示专家信息 ,根据专家信息的特点 ,

在选择知识表示模式时必须把信息的共性与个性 ,

及信息间的联系充分表示出来 ;

2. 有利于知识的利用 ,知识表示的目的就是把

信息表示出来存入到计算机中 ,以便信息的利用 ;

3. 便于信息的维护和管理 ;

4. 便于理解和实现 ,一种信息表示模式必须符

合人们的思维习惯 ,容易被人们接受和理解 ,而且便

于在计算机上实现。

根据上述四点要求 ,《中国公路学报》编辑部选

择了框架式的知识表示模式 ,如图 1所示。这种知识

表示模式不仅能够将结构化的专家知识充分地表示

出来 ,便于用户和编辑的联想记忆 ,而且可以使用户

和编辑人员利用广泛深度优先选择的搜索机制十分

方便地按照审稿专家编号、姓名、年龄、专业、地址、

籍贯、职务、职称、电话等查阅、检验审稿专家具体信

息 ,有助于专家信息库的一致性维护。

专
家
名

电

话

地

址

邮

编

传

真

网

址

电子

信箱

性

别

年

龄

职

务

职

称

工作

单位

业务

能力

学术

水平

健康

状况

政治

素质

社交

能力

专业

方向

科研

成果

学术

论文

审稿

时效

审稿

质量

图 1　框架模式

三、信息的动态维护和管理

因人员的流动、机构的变更、研究课题的转向、

青年人的倔起、出国人员的归返、新兴学科的诞生

等 ,都要求编辑对审稿专家信息库及时做出修订 ,以

便信息库中的专家确实能客观地代表同行业学术研

究领域中有成就的学者 ,从而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学

术论文的学术质量 ,促进研究水平与期刊质量的稳

步提高。

随着 IN T ERN ET网的高速发展 ,国际上各种

学术期刊纷纷走进信息网 ,把自身的形象以一套信

息网页向全世界展示 , IN TERNET为网络上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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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高效、短周期、低成本以及所谓的自由传播提供了

有效的技术手段。 各编辑部借助于 IN T ERN ET网

的信息共享功能、文件传输功能和远程登录功能可

以 方便地实现专家信息 的动态维护。 借助

IN T ERN ET网的上述功能 ,《中国公路学报》编辑

部在古城热线网络服务器上租用了一个空间 ,建立

了自己的主页 ,把审稿专家的信息公布于自己的网

上 ,并建立了适当的服务方式 ,运用信息主动式和被

动式维护方式以便用户对审稿专家的信息浏览并提

出反馈意见 ,编辑及时对审稿专家信息进行修改、补

充、扩充和维护 ,以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具有先

进水平、实用、动态的学述论文评审专家信息库 ,具

体做法如下:

(一 )信息的被动式维护

审稿专家的信息以合理的形式表示出来 ,形成

信息库并发送到网上 ,连接在相应的网页中。无论是

读者 ,还是审稿专家将自己的终端电脑变成远离本

地的主机的远程终端 ,通过拨号或专线上网进入本

网站 ,便可在专家信息连接下 ,利用评审专家信息库

相关的检索功能从地址、姓名、年龄、专业等方面查

询、浏览本网站的审稿专家信息 ,并可以对专家信息

进行正确性检验。 同时 ,编辑部为了增加年富力强、

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学术道德、在某一学术

领域造诣高、审稿注重实效的中青年专家学者作为

本学术期刊的审稿人 ,编辑部把征求审稿专家的通

知公布于网上 ,以便于同行业的专家学者自荐或推

荐同行业的学术带头人作为本期刊的审稿人。 为了

方便用户 ,网站设有用户留言电子信箱并附有用户

对专家信息库进行修补的表格及详细的填表说明 ,

这样 ,专家学者就能方便地对专家信息库进行维护 ,

把专家信息中某些要修改、增加、删除、或总结评价

性的东西写在留言栏上即可 ,编辑部就可以根据用

户的反馈意见 ,直接对审稿专家信息进行维护。

(二 )信息的主动式维护

编辑部为了对已有审稿专家近期的学术动态、

身体状况、思想道德、业务能力、政治素质、学术水

平、审稿的时效性、是否热心所编期刊的审稿工作等

情况从正面或侧面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详细了解 ,

达到对已有专家的再认定。 编辑部在自己的网站上

应开辟活跃性的栏目 ,例如网上谈心、学术论坛、学

术动态等 ,以加强编辑和同行专家学者之间的感情、

思想与学术交流。这样 ,编辑不仅可以从不同的侧面

了解一些审稿专家的近期情况和目前期刊所服务行

业的最新学术动态 ,解决一些学术上的难题 ,处理审

稿过程中有争议的稿件 ,而且可以和审稿专家进行

感情交流 ,从精神上给予他们以关怀和支持 ,希望他

们能更好地为编辑部服务 ,出色地完成审稿任务。编

辑可以根据上述相应留言栏中的记录信息和审稿专

家临时数据库中的信息定期不定期地对审稿专家数

据库进行维护 ,达到已有审稿专家的再认定 ,同时 ,

还能发现一些学术上有一见之长、年富力强的优秀

的专家学者加入审稿队伍 ,完善审稿专家信息库。

同时 ,编辑部不能总是依靠专家学者的推荐和

自荐来补充审稿专家信息库 ,而要利用计算机和

IN TERN ET网络从网上寻找审稿专家。随着计算

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计算机网上的信息越来越多 ,学

术水平高、影响大、信息量大的学术刊物、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和连续出版的大规模、集成化、多功能学术

期刊文献检索系统一般均已上网。 编辑可以通过浏

览各个网站来了解不同科技领域目前的发展状况 ,

并从中搜集专家学者的资料 ,积极与他们取得联系 ,

通过电子预约、网上谈天加强对专家学者的了解 ,使

符合审稿人条件的专家学者进入编辑部构建的专家

信息库。

四、结　语

审稿是提高科技期刊质量的重要环节。 通过实

践 ,只有强化审稿专家的信息 ,并以合理的形式表示

出来 ,采取各种方式不断地加强维护 ,才能确保审稿

专家信息库的完整性、权威性和生命力 ,使学术期刊

编辑能更有效地开展审稿工作 ,力求使每一篇来稿

都能得到公正地评价 ,保证每一篇刊登论文的质量 ,

促进期刊质量的稳步提高。

参考文献:

[ 1]　施才能 .选准审稿专家是确保审稿质量的关键 [ J].编

辑学报 , 1995, 11( 7): 198— 199.

[2 ]　顾泉佩 ,郑美莺 .建立学术刊物审稿网的设想 [ J].编辑

之友 , 1998, 10( 2): 91— 94.

93第 1期　　　　　　　　　　　赵志宏 ,等: 构建审稿专家信息库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