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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在稿件初审中的应用

林 杨,乔旭霞,高维英
(陕西气象编辑部,西安 710016)

摘 要:根据 《陕西气象》利用科技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AMLC)初审稿件的检测结果,统计

分析了不同文字复制比区间的稿件数量及涉及学术不端的状况,并针对不同情况探讨了稿件处

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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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尽管科学界和政府以及有关管理部

门对学术腐败问题越来越重视,一些学术不端事

件的责任人受到严厉的惩罚,但学术不断行为并

没有得到有效遏止和杜绝。目前还没有一种有效

的办法能够做到杜绝剽窃和抄袭[1]。

科技论文初审是科技期刊编辑根据办刊方

针、报道范围、选题方向、栏目特色等对来稿进

行初步审读、筛选和评判的环节,是对文稿的学

术价值、行文规范等进行考量和评价的过程[2]。

初审作为三级审稿的第一级审核,是评审稿件的

基础,更是鉴别、判断稿件优劣,尤其是是否涉

及学术不端的第一道关口。《陕西气象》为双月

刊,近年来每年的来稿有300多篇,稿件录用率

较低,为35%左右,编辑部责任编辑较少,编

辑的工作量大,再加上编辑的学识和精力有限,

仅靠传统的查重方式既烦琐又效率低,而且也很

难发现和控制稿件中的学术不端行为。在初审过

程中 合 理 利 用 科 技 期 刊 学 术 不 端 检 测 系 统

(AMLC)的检测结果能够帮助编辑初步判断稿件

是否为学术不端稿件及学术不端的类型,提高工

作效率,避免人力和财力的浪费。

1 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AMLC)由

中国知网研发并免费提供给科技期刊编辑部,

用于检测来稿和已发表文献。目前国内多数科

技期刊编辑部都在使用该系统,也有一些编辑

就审稿过程中如何利用该系统及系统的使用情

况等进行了一些研究探讨[2-7]。《陕西气象》编

辑部于2011年10月申请使用该系统,选择的

比对库和范围: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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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

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专利

全文数据库,互联网资源,英文数据库,互联

网文档资源。截止目前,已对615篇来稿进行

了检测。

2 AMLC在初审中的应用

目前,对于使用 AMLC的编辑部和编辑来

说,文字复制比的高低是判断稿件是否涉嫌学术

不端的重要依据,但由于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不

能简单的依据其对稿件进行定性的判定,尤其是

在稿件初审阶段。实况表明,复制比高的区间审

核出学术不端的稿件比较多,复制比低的区间的

学术不端稿件相对较少,因此,按照检测稿件依

据文字复制比的高低分为3种情况进行统计和分

析。

2.1 复制比高的情况

通常认为,文字复制比>50%的稿件有全篇

抄袭的嫌疑[3]。复制比>50%的稿件有70篇,

约占稿件总数的11%。这些稿件大部分都属于

严重抄袭或重复发表,编辑对检测结果进行进一

步的核查,通常能够快速确认退稿。对于退稿稿

件,《陕西气象》编辑部在退稿意见中明确说明

退稿原因,希望能对给作者起到警示作用。有3
篇稿件被检测出已被有关会议论文集收录。目前

对这类稿件是否属于正式出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

界定[4,7-8],本着对作者负责的态度,这些稿子编

辑通常会认为通过初审,并送有关专家进行评

审,但对稿件的录用会更为审慎。

2.2 复制比较高的情况

文字复制比界于30%~50%稿件有68篇,

也约占稿件总数的11%。虽然稿件数量不多,

但涉及的情况却最为复杂,编辑需要认真细致的

甄别才能确定如何处理稿件。有些稿件的重复内

容主要为结果、分析论述以及结论部分,这类稿

件显然为抄袭,应予以退稿。有些稿件由于引用

文献、基本概念、基本定义、基本理论和方法不

当引起复制比较高,但中心内容和主要的结果、

结论有创新性,或编辑对稿件的创新性方面很难

界定,这类稿件编辑可酌情直接退修或是交由专

家评审。有两篇综述类稿件的复制比接近50%,

这类稿件通常对于编辑来说较难把握,因此送有

关专家进行评审。

2.3 复制比低的情况

文字复制比界于0~30%的稿件数量最多,

有477篇,约占稿件总数的78%,其中,文字

复制比为0的稿件有148篇。总体来说,这些稿

件大多通过编辑初步审核,送有关专家进行评

审。但这并不意味对这些稿件的检测判断就简单

容易,相反,由于编辑的学识有限和 AMLC自

身功能等方面的限制,再加上造假手段越来越高

明,方式越来越隐蔽,因此,编辑只有认真审查

核对,才能审核出一些学术不端的稿件。即使如

此,也不能避免有个别 “漏网之鱼”。有篇稿件

的复制比并不高,但编辑通过仔细比对,发现该

文与其他作者文献的数据完全相同,只是主要的

分析论述内容和主要结果和结论部分的的重复率

比较少,显然这篇稿件作者的不端行为更为恶

劣,应退稿。编辑不能简单依赖 AMLC的检测

结果,还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避免

误判。另外,也有个别稿件的文字复制比较低,

通过比对核查发现重复内容主要集中在引言、原

理、方法等,送审后却被审稿专家发现有学术不

端的情况。

复制比非常低,尤其是为0的稿件通常会受

到编辑的关注和重视,也更容易被编辑直接送专

家评审。但确有个别稿件在初审之后的环节中被

发现涉嫌抄袭或是已发表。

3 结语

AMLC是科技期刊编辑初审过程中很好的

辅助工具,编辑在使用该系统过程中,应该边应

用边总结经验,并与其他编辑部交流使用心得,

合理地利用系统能够较为准确的评审出学术不端

的稿件,为编辑进一步处理稿件提供参考依据。

但仅仅依靠AMLC对稿件进行审核还不够,还

应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搜索引擎等进行评价。科

技期刊编辑部应该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充分利

用有效工具,尽可能杜绝学术不端稿件,并且还

应注意在与作者的交流中,帮助作者对学术不端

的危害树立正确的认识,指导作者在稿件写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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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规定等压面风资料录入文件质量控制方法

林 莉,张 智
(宁夏气象信息中心,银川 750002)

摘 要:2012年中国气象局要求各省开展 “历史高空气象观测记录表数字化处理”。对宁夏气象

局在高空规定等压面风资料录入文件质量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进行总结,以供气象部

门在今后的档案数字化工作中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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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历史高空气象资料的数字化处理起步较

晚,目前业务和科研中使用的高空资料大部分是

收集于实时高空观测业务的探空报和测风报,由

于实时处理时限紧、环节多且未经质量检查,其

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和质量状况都受到一定程

度的影响;此外,由于早期纸质报表内容设置不

完善,部分观测记录内容没有编制到月报表中,

造成观测记录不完整,特别是缺少各规定等压面

的测风资料,使资料无法有效利用,直接影响了

1981—2010年高空资料的整编工作。目前只有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从2000年开始对高空气象观

测记录月报表 (高表-1、高表-2)进行了数字

化扫描和数据录入。2012年中国气象局开展

“历史高空气象观测记录表数字化处理”,要求各

省完成所属高空站1951—2010年气象观测记录

表(高表-11、高表-12、高表-13、高表-14、高

表-16)的图像扫描、规定等压面风 (GAAF)

资料录入处理,并建立图像文件和数据录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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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复制率。只有有效剔除学

术不端稿件,才能够净化学术交流平台,提高期

刊学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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