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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高学术论文 SCI收录率的思考

王军琳
＊

(第四军医大学 口腔医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32)

摘　要　SCI是目前世界上涵盖学科最广 、学术影响力最大且具有独特的科学参考价值的大型文献数据库 ,已经成为我

国衡量科研单位 、高校科研实力及整体排名的重要指标。本文通过对近年来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SCI国际论文发

表情况的回顾 , 对如何提高学术论文的 SCI收录率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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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ScienceCitationIndex)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

所(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 ISI)出版的一部

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 ,它涵盖了 3600余种国

际性权威科技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和引文的数据信

息 ,是目前世界上覆盖学科面最全并且能够查找引用

情况的大型文献数据库 ,在国际学术界占有重要位置 ,

具有独特的科学参考价值 ,学术影响力很大。因此 ,许

多学者和科研管理者用它来辅助进行不同层次的科研

绩效评价
[ 1, 2]

。日本 、韩国等许多国家都把 SCI论文

数量看作是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我国已经把

发表 SCI论文作为衡量科研单位 、高校科研实力及整

体排名的重要指标。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是国内著名 、全军唯一

的口腔专科医院 、口腔医学研究所 ,在口腔医学领域的

研究水平均居于国内甚至国际领先水平。然而 ,由于

种种原因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在 SCI源刊上发

表论文数量偏少 ,使得许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无法登

上国际舞台 ,严重影响了医院的对外交流和科研工作

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 ,医院

越来越认识到 SCI论文对提升医学院学术水平 ,增强

国际竞争力起着重要的作用。从 “十一五 ”开始 ,我院

将 SCI论文的发表作为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 ,并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 ,年发表 SCI论文数量由原来的 4 ～ 5篇

跃至 2006年的 32篇。通过对医院近年来发表 SCI收

录论文的对比分析 ,我们发现在发表 SCI论文的过程

中 ,科研选题是关键 ,科研成果是核心 ,论文写作是基

础 ,良好沟通是条件 ,科研管理是保障 。

1　富有创新的科研选题是提高 SCI收录率的

关键环节

选题是学术论文的生命线 ,优秀的 、富有创新性的

科研选题是所有 SCI论文的必备要素 ,因此挖掘富有创

新性的科研选题是提高 SCI收录率的关键环节
[ 3]

。好

的选题 ,应从实践工作中来而又用来指导实践并具有一

定的创新性 ,这是学术论文的灵魂。优秀的选题不是靠

凭空想象 、闭门造车就可以获得的 ,它是基于对国内外

相关领域已发表 SCI论文归纳总结的基础之上的 。只

有熟悉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 ,才有可能结合实

际提出具有自己特色的选题 。选题通常有两种情况:一

是没有人研究过的问题 ,这是开辟新领域的探索性研

究;二是对已有观点持怀疑态度 ,并通过实验 ,得出与以

往研究不同的结果 ,这是质疑权威的挑战性研究。 SCI

论文强调 “首次提出”、“首次发现”
[ 3]

,因此无论从何种

角度选题 ,都要突出一个 “新”字 。基于鼓励创新 、支持

创新的理念 ,在鼓励全院人员积极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

划(97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等

国家级课题的基础上 ,学校和医院先后设立了校院两级

创新工程 ,对创新性好的课题予以资助。

2　优秀的科研成果是提高 SCI收录率的核心

主体

　　对于一篇高质量学术论文来说 ,选题是灵魂 ,而优

秀的科研成果是核心 。离开了先进的科研方法和创新

成果 ,再好的选题也只是空中楼阁 、海市蜃楼 。因此 ,

一个优秀的选题只有与同时具备先进性 、新颖性 、实用

性及可行性的科研方法相结合 ,才能构成一个理想的

实验设计。也只有建立在这种实验设计基础之上的科

研课题才有可能创造出优秀的科研成果。科研成果优

秀与否 ,主要体现在科研方法是否有创新 ,结果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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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 ,该结果对今后的科研走向 、社会发展是否具有重

要影响 。要确保多出优秀的科研成果 ,必须在规范科

研体系的前提下建立一支高水平的科研工作督导队

伍 。一般来说 ,科研开题是确定实验设计方案的主要

关口 ,而科研结题是提炼总结科研成果的关键步骤。

基于以上认识 ,医院确立了 “抓头 、卡尾 、促中期”的科

研审查方针 ,紧抓所有院内科研人员的开结题及中期

检查工作 ,专门建立了由院内外知名专家教授组成的

课题工作督导小组 ,完善了科室 、院内两级开结题及中

期检查制度 。由于目前国家级 、省部级课题都是根据

当前国际科学前沿 、热点问题和国内重大需求设立 ,并

经过相关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严格论证后批准立项的

科研课题 ,无论是选题还是实验设计都具有很强的创

新性和严谨性 ,因此医院在加强科研督导的基础上非

常注重对内挖掘已有国家级 、省部级课题的潜力 ,鼓励

科研人员围绕已有课题做文章 ,该举措在我院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 , 2005、2006年发表的 45篇 SCI论文中 ,有

65%为国家级课题研究内容 。

3　高水平的论文写作质量是提高 SCI收录率

的重要基础

　　如果说选题是 SCI论文的灵魂 ,优秀的科研成果

是 SCI论文的核心 ,那么论文的写作就是 SCI论文的

外表装饰。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除了选题具有创

新性 ,实验设计可靠 、严谨 ,实验结果理想之外 ,论文的

撰写 、著录等修饰包装技巧也是提高 SCI收录率的重

要保证
[ 4]

。完成一篇高水平学术论文的撰写 ,至少要

过 “提炼关 ”和 “语言关 ”两关 。所谓 “提炼关 ”,是指

如何从已有的实验结果中提炼出最具新意的亮点 ,这

些亮点正是吸引 SCI审稿专家的东西。一个实验完成

之后 ,可以进行写作的角度很多 ,如何在该领域现有研

究的基础上挖掘出我们的亮点至关重要。很多文章可

能从一个角度进行阐述平淡乏味 ,而换一个角度分析

就会光芒四射。所谓 “语言关 ”,我们的母语毕竟不是

英语 ,要按照英语的习惯准确无误将我们的观点表达

清楚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的经验是 ,在英文

文章写作的过程中要做到三个 “反复 ”,即反复阅读并

参考相关领域其他已发表 SCI论文中的语言表述方

式 ,反复推敲修改每一句话 ,反复请相关领域专家审阅

修改。只有经过这三个 “反复 ”处理过的文章 ,方能达

到语句流畅 、行文规范 ,不会因为语言问题影响 SCI审

稿专家的好感 ,甚至拒稿。

4　良好的沟通技巧是提高 SCI收录率的必要

条件

　　一篇文章完成之后 ,如何选择杂志很重要 ,一般情

况下应该选择涵盖本研究方向并与该研究水平相当的

杂志 ,根据杂志的具体稿约要求进行版式编排 ,然后进

行投稿 。投稿切不可随随便便 “一投了之 ”,其中沟通

技巧至关重要。其一 ,自荐信 ,在投稿时写给杂志主编

的信是我们给主编的第一印象 ,这封信能否打动主编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章的接受与否 。一般情况

下 ,作者应该在这封信里对文章从选题 、成果及意义或

展望等方面进行提炼总结 ,以期给主编留下好的印象。

其二 ,专家推荐 ,该领域知名专家的推荐信在一定程度

上会大大提升文章的中标机率 ,因此在论文撰写 、投寄

过程中及时征求知名专家对论文的意见 ,争取得到专

家推荐十分重要 。投稿只是与 SCI杂志社沟通的第一

步 ,投稿完成之后一定要注意及时查收编辑部的反馈

邮件 ,及时与编辑进行沟通 ,切不可因为沟通问题影响

了论文的发表。一般情况下 ,稿件经过审阅后 ,主编会

将审稿人对论文的评审意见寄给作者 ,并会明确通知

作者是否退稿或要求作者修改稿件。如要求对论文进

行修改 ,作者一定要按照评阅人的要求 ,在规定时间内

补充实验数据完成稿件的修改 ,如确因种种原因无法

达到评阅专家的要求 ,在回复评阅专家问题时一定要

实事求是说明原因并适当陈述自己的见解 。如果论文

被退稿 ,也不要气馁 ,按照退稿意见对文章进行修改后

再投寄其他杂志 。

5　科学的科研管理机制是提高 SCI收录率的

可靠保障

　　建立在科学的科研管理机制之下的良好科研环境

是发表 SCI论文的重要保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内 ,医院科技人员由于缺乏与国际同行的交流 ,习惯于

以汉语为主要表达形式 ,很多科技人员对自己的英语

缺乏信心 ,甚至出现了谈 SCI色变的现象 ,即使是承担

了国家级课题的人员 ,由于 SCI论文的审稿时间较长 ,

为了尽快完成课题的研究与结题 ,也不惜将高水平的

研究成果在较低层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 ,这极大地影

响了医院的学术地位。作为科研管理人员 ,我们在积

极推进 “请进来 ,走出去 ”的双向对外交流模式 ,增加

院内科技人员与国外专家面对面交流机会的同时 ,及

时宣传 、奖励发表 SCI论文成绩突出的科技人员 ,并组

织了多场 SCI论文发表经验交流会 ,逐步树立广大科

技人员的信心 ,在全院范围内形成了人人敢发 、人人争

发 SCI论文的良好局面 。与此同时 ,加强国家级课题

的管理 ,明确提出凡是国家 “ 863”计划 、国家科技攻关

计划 、国科金等国家级课题 ,在结题时必须发表 1篇以

上 SCI论文 ,并经常深入课题组关注论文的撰写 、投寄

与发表情况 ,此举不仅从内容上对国家级课题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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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了督促 ,使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 、完善 ,而且

促进了我院 SCI论文的发表 ,提高了医院的学术水平。

此外 ,医院根据具体情况 ,针对以前论文奖励制度中存

在的针对性 、时效性和区分性不强 ,不利于充分调动广

大医务工作者撰写论文积极性的缺陷 ,多次修订了论

文管理规定和科研激励措施 ,把国际论文及 SCI收录

论文纳入医院管理量化考评细则。这一管理措施的出

台对大家来说既有压力又有动力 ,全院国际论文发表

数量得到了大幅提高 。

总之 ,提高学术论文 SCI收录率 ,要从研究的创新

性 、科学性和应用性等方面下功夫 ,重视论文的写作质

量 ,注重与杂志编辑的沟通 ,做到了这些 ,发表 SCI论

文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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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bigliteraturedatabasewiththebroadestsciencefields, ScienceCitationIndex(SCI)nowholdsthe

biggestscientificforces.It′sofuniquesciencereferrencevalue.SCIhasbecomeoneofthemostimportantindexesin

evaluatingthescientificresearchstrengthandplaceincompetitionofhighschoolsorscientificunits.Throughrevie-

wingtheexperienceofreleasinginternationalSCIembodyingpapersinSchoolofStomatology, FourthMilitaryMedical

University, thispapertriestodiscussdeeplyhowtoelevatetheSCIembodyingratioofscientific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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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nancialriskisoneofthemostimportantenterpriserisks.Itcouldbeanaccuratesignalfortheenterprise

management.Throughtheanalysisofcharactersofthefinancialrisks, Managersshouldbuildupanintegratedfinan-

cialriskcontrolmechanism, setupriskcontrolconsciousnessandstrengthentheprecautionoffinancialrisk.Accord-

ingly, managerscouldensuretheefficiencyofenterpriseriskcontrol, enhancetheenduranceabilityofenterpriserisk

andavoidrisks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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