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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小同行）审稿人？ 

丁佐奇 

（中国药科大学《中国天然药物》编辑部） 

目前，同行评议（Peer Review）或同行专家审稿仍是科技论文发表不可或缺

的关键环节，因此国内外正规的专业学术刊物都把同行专家审稿人作为科技期刊

论文质量水平的重要把关者[1]。审稿人选择得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稿件的命运，

选择得不合适有可能使优质稿件流失，也可能让劣质稿件蒙混过关。关注数字环

境下科技期刊出版的同行评议既有解决现实“审稿难”问题的必要，又是与国际

先进水平缩短差距的契机[2]。选择（小同行）审稿人对于办刊人来说，是非常关

键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选择（小同行）审稿人要遵循很多原则，包括：1）

研究方向符合期刊涉及的专业领域 (或某一子领域)，具备较高的学术造诣，了

解该领域的前沿动态；2）学风严谨，客观公正；3）富有责任心，对刊物有认同

感，乐于担任审稿工作，能腾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完成审稿工作[3]；4）和稿件

作者、内容无利益冲突关系。在此基础上，关键是要建立学科分支明确的审稿专

家库，而且要不断更新和完善审稿专家库。 

    以下是建立审稿专家库的几种途径： 

（1）从编委会中遴选 

    编委是最了解期刊收稿范围和录用原则的专家。编辑部可将编委按照学科分

支归类；鉴于很多编委公务繁忙且身兼多本期刊的编委等原因，也可以请编委提

供 1~2 位课题组骨干人员的信息，协助审稿； 

（2）利用招生简章遴选 

    每年各高校或研究机构在网上公布的招生简章上列有众多的硕士研究生或

博士研究生导师名单，并有详细的研究方向等内容，而且每年更新一次，利于审

稿专家库的更新[4]。 

（3）在各类基金获得者中遴选 

    各类基金如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省部级基金、博士点基金

等的获得者都是在各学科有新见解、活跃在科研一线的学者，他们是一支十分有

实力的审稿队伍。编辑部可以利用多种官方网站搜集每年获得各类基金的人员名

单，了解其研究方向及联系方法，补充至审稿专家库中。 

（4）接受个人的直接申请 

    编辑部的邮箱中经常会收到一些青年学者特别是海外华人学者的自荐审稿

函，在研究申请人简历背景符合要求的前提下，可将其补充至审稿专家库中，遇

到合适的稿件时请他们评审。 

（5）利用作者推荐的审稿人 

    虽然作者推荐的审稿人学科相关性及同意审阅的概率较高，但考虑到利益冲

突的因素，最终是否请作者推荐的人审稿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编辑部在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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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推荐审稿人的同时必须要选择 1~2 位非推荐审稿人的意见作为参考，还可以

将这些推荐专家补充至审稿专家库，请他们审阅其他作者的相关文章。 

（6）利用审稿专家推荐的审稿人 

    有些负责任的专家在收到审稿通知后，如果他们没有时间或对论文的研究领

域不熟悉，他们会积极推荐合适的审稿人，这对编辑送审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7）根据关键词查询审稿人 

    利用文章题名、关键词等信息在国内外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寻找小同行审稿

人，在请他们审稿的同时将他们补充至审稿专家库，以进一步完善数据库。  

（8）在参考文献中选择审稿人 

    参考文献往往与论文内容密切相关，可以利用参考文献所提供的信息，选择

尽可能对口的审稿人。但对 1 篇文章审稿人的选择也不能完全依赖参考文献。

Matthias Egger曾在 2005年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同行评议和生物医学出版大会上报

告，如果审稿人自己的论文在被审论文中被多次引用，那么，该审稿人建议这篇

论文退稿的可能性会减少 26%
[5]。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学科和刊物的发展，以及审稿人自身的一些变化，

使得审稿人数据库中的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审稿人都不再适合担任刊物的审稿人。

一些投审稿系统对审稿专家的审稿篇数、完成的时间等情况有报表功能，再结合

他们给出的具体意见可以对审稿专家进行评价，及时对审稿专家库做动态调整。

所以，仅仅建立一个审稿人数据库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才能使

其更好地服务于刊物的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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