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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付”那些有“审稿拖延症”的期刊？

Dr. Mike Wang

今年 2 月份《自然》杂志报

道了题为“Does it take too long 

to publish research?”一文 [1]，表

示不少研究人员因文章漫长发表

周期而烦恼。究其原因，是多数

期刊 ( 特别是影响因子 1 分以下

或 30 分以上的期刊 ) 审稿周期特

别漫长，从投稿到接受的平均周

期为 4-5 个月。不少作者自从投

稿以后几乎每天都登陆网上投稿

系统来查看稿件状态；有人甚至

连稿件状态的时间有所变化都很

紧张。有人戏称这是“投稿综合

症”。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稿

件投出去后，首先能做的就是耐

心等待。不过，在一定时候（如

投稿已过三个月），投稿人主动联

系杂志社来咨询稿件状态（也就

是大家常称为的催稿）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一般而言，很多杂

志会给相应回复。但是，大家对

催稿结果不要期望太多，因为多

数情况下收到的回复往往都是杂

志社工作人员发回来的模板内容。

很多时候，杂志社工作人员也不

会因为作者催稿就去询问责任编

辑。也就是说，催稿信起的作用

有限。因此，不少作者在反复催

问无果后就等不急了，要么决定

撤搞，要么一稿两投。也就是说，

催稿、撤搞和一稿两投是许多作

者想到的对付有“拖延症”的期

刊所采取的措施。其实，催稿是

有“学问”和“技巧”的。这里，

笔者通过分享两篇真实的催稿故

事，给大家谈谈如何让催稿达到

预期的效果。

故事一、初次投稿后催稿

这篇文章于 2016 年 1 月 10

日初次投稿至一份领域内的经典

老牌 SCI 期刊（影响因子为 1.6 分

左右）。投稿后没几天，稿件状

态就从 Manuscript received 变为

Under review。但是此后很长时

间毫无进展和音讯。

文章投稿三个月后，投稿人

实在等的心焦，就通过 Scholar-

One 网上投稿系统向杂志社工作

人员发电子邮件咨询稿件进展，

但没有回复；一个月之后，投稿

人又发了一次邮件，还是没有回

复；再过一个月，投稿人发了第

三封催稿信，仍然没有回复。又

等了一个月（即四个月）后，投稿

人感到绝望了，撤搞的心思都有

了。这样漫长的等待实在太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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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了！但投稿人在朋友的推荐下咨

询了美捷登工作人员，并在他们

的鼓励和帮助下，使出了最后一

招，就是在给杂志社工作人员发

邮件的同时也给杂志社的总主编

还有四五个杂志社编委同时发邮

件，解释稿件的投稿日期、及咨

询无回复等情况、以及期望得到

回复等。投稿人发这封催稿信是

抱着“真的冒犯了杂志社也不后

悔”的心态的，但美捷登工作人

员在邮件的措辞上确实非常仔细

和讲究。没想到，邮件发出的第

二天，投稿人就收到杂志社的“小

修”通知，而且编辑还就审稿拖

延道歉。

就这样，在经历了长达六

个多月的审稿周期后，投稿人于

2016 年 7月 22 日终于收到 Minor 

Revision（小修）的通知。返回的“小

修”审稿意见来自两位专家，其

中一位有 3 条建议，另一位有 10

多条建议，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只是让删减图片或重新做统计分

析，没有涉及补做实验等大问题。

8 月18 日文章投回，8 月 22 日就

收到了杂志社接受稿件的通知。

杂志社快速接受稿件的原因，是

因为编辑直接根据修改稿的情况

做出了接受决定，没有再次送外

审。也就是说，文章从第二次投

稿到被接受只用了4 天时间！

故事二、修回稿投稿后催
稿

这篇文章是投到了影响因子

为 1.3 分左右的 SCI 期刊。通常，

该杂志的审稿周期不算慢，一般

为一个月左右。

稿件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在

Editorial Manager 网上系统初次

投稿，投稿人确实在一个月以后、

也就是于 2016 年的 1月 8 日收到

了“小修”的通知，也是有两位

专家的审稿意见，一共加起来也

就 10 来条建议。作者按照专家给

出的建议对稿件进行了认真修改

和提高后，于 1月19 日把修改稿

件投回杂志。按说根据一审的时

间，一个月内应该就会有二审的

结果了，可是投稿人迟迟没有收

到。发信询问杂志社得到的是杂

志社工作人员的模板回复。于是，

投稿人给总主编发信询问稿件进

展，但总主编说不是他负责的稿

件，需要咨询杂志社工作人员，

球又被踢回来了。又等了一个月

后，投稿人再次给杂志的工作人

员发信询问，得到的是同样的模

板回复。感觉工作人员很不负责，

压根儿就没有联系具体负责文章

的副主编。这时，美捷登工作人

员提醒投稿人：小修通知上面有

副主编的信息啊。于是，投稿人

立即给副主编发信询问稿件状态，



【科研写作与发表】 医学研究与发表

2016年12月   第2卷    第四期198

很快就收到这位很负责任的副主

编的回复。原来，这位副主编对

网上投稿系统不太了解，他以为

修改稿投回后会自动发给之前的

专家来进行再次审核（也就是说

这位副主编无意中拖延了二审的

周期，要是投稿人不跟他联系，

那不知还要拖多久）；现在他又

再次人工向两位专家发出审稿邀

请。结果不错，不到两周的时间，

外审完成，4月 2日终于收到了稿

件的被接受通知。

小结

从这两个小故事中文章的审

稿周期及催稿情况来看：

一，有个别期刊不一定会常

规回复投稿人的催稿信，而有些

期刊的工作人员只通过系统给作

者常规的模板回复，却不会或忘

记转达作者询问的内容给具体负

责稿件的主编或副主编进行咨询。

也许，有的期刊根本就只有系统

自动回复。

二，稿件在初审或二审过程

中都有可能被拖延，如何来催问

这些有“拖延症”的期刊还是需

要把握火候和技巧的，不能刚投

稿没有几个星期就催问或者频繁

催问。若一种方法不奏效，还是

需要动动脑筋来催问。除了上面

几招外，如果自觉英文口语比较

好，不妨直接打电话给杂志社。

三，如果可能，咨询经验丰

富的前辈、师兄师姐、或者论文

编辑公司，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

的帮助和建议。值得一提的是，

催稿信也要恰当撰写，模版请

参 见 http://www.medjaden.com/

plus/view.php?aid=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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