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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审阅《微生物学报》稿件的体会及
提高稿件质量的建议

朱阳
Wageningen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Centre，Bioprocess Engineering Group，Netherlands

《微生物学报》第九、十届编委
《微生物学报》特聘英文编辑

每年我会浏览大量的《微生物学报》稿件，并负责修订部分的英文摘要。大部分稿件的质量较
好，选题有一定新意，表达也较规范，这对保证《微生物学报》的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保证
《微生物学报》始终刊登高质量的中(英)文文章，并使其在同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我提出
以下一些建议以利于进一步提高稿件质量，与其他编委会同仁共同探讨。

1． 注重稿件潜在被引的可能性。

有一部分的文章只是简单描述一个(并非高水平)实验操作的过程以及观察到的结果，写成文
章后与学生在学校里的实验报告差别不大，尽管作者也写了引言、讨论部分。这样的文章，不仅对微
生物学的发展没有贡献、也不具有被同行参考的价值。此类稿件不会被同行引用，对于提升刊物的
质量没有任何帮助。因此，一篇稿件所报道的内容能否被考虑发表，应该将是否具有研究价值和应
用价值作为标准。

2． 强调稿件关于研究目的论述。

《微生物学报》的很多投稿都属于应用型研究。应用型研究就应该针对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而
这个问题应该具有经济上、技术上、环境生态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亟待解决的迫切性(这也是国家研
究经费拨款的主要依据)。只有解决这样的问题，作者的研究工作才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和环境
效应。如果作者阐述的问题不具备这样的特性，那么作者的研究就没有什么价值，也不具备发表的
价值。

3． 不可轻视材料与方法的描述。

不少作者，特别是学生作者，在描述材料与方法的时候很模糊，这是有悖于科技文章对材料与方
法描述要求可重复性的原则。应该做到:读者通过阅读材料与方法要能够重复实验并得到同样的结
果。

投稿是作者向审稿人和编辑学习与交流以提高自己科研能力的途径之一。其实作者投稿，特别
对于学生作者来说，虽然发表核心期刊文章是达到毕业要求的必要条件，但对于作者漫长的科技生
涯来说，从写作、投稿、到发表是一个学会严谨描述科学发现并能够进行科学交流的过程。作为审稿
人、编辑，应该能够从这个角度帮助作者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以影响国家整体科技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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