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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投屡败还可以逆袭吗？
裴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

逆袭一词，出自日语词汇，

原先来自日本电影，后也成为中

国网络常用语，指在逆境中反击

成功，多用在形容本来是失败的

现状或处境，却最终获得了成功

的结果，它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

精神和正能量。这里笔者将从另

一个角度，与正在投稿尤其是投

稿屡战屡败的同道，分享一些心

得体会，希望能从投稿的失败中，

越挫越勇，成功逆袭。

在论文投稿过程中，多数情

况下，为了降低拒稿率，首先投

稿人会对论文做一些自评或他评，

无论是在线评估或请专业机构，

其目的是希望可以匹配与论文水

平相当的学术期刊，从而可以少

走弯路，增加投稿命中率。即便

如此，拒稿仍难以避免。因为，

除了客观论文质量因素，一些主

观人为因素（作者、编辑、审稿

人）也会影响稿件命运。被拒稿

后，往往作者的自信心会受到一

定程度打击，于是退而求其次，

降低投稿期刊的档次，将文章发

表在低于评估水平的期刊。虽然

最终也能发表，但投稿时遇到的

挫折无形中会为作者今后投稿带

来微妙的心理变化，当下次投稿

再被拒时，作者就会习惯性的降

低预期标准投稿。当然，这并没

有错，也符合常规的思维模式。

但在当前科学研究成果开始从量

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转变的时代背

景下（根据《2017 中国科技论文

统计结果》，我国国际论文的数

量以及被引用次数排名，均位于

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无

论科研机构还是研究者自身对学

术期刊发表的要求已不能仅仅满

足于能否发表，而是能否在更高

质量的学术期刊发表，且发表的

论文能否获得更高的引用率。因

此，尽可能在高水平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成为当前科研工作者的重

要目标。

经过几年辛勤付出完成的论

文，在投稿被拒后，难道命运真

的就只能是“退而求其次”吗？被

拒的那一刻，估计很多作者都会

心有不甘，但如果可以做到以下

几点，在投稿时间充足的情况下，

冲击略高于评估水平的学术期刊

也有可能。

1. 避开投稿高峰期：尽量避

开年底圣诞节等重要节假日，若

有中国的审稿人，则尽量避开春

节前后。总的来说，根据以往投

稿经验，选择 7-9 月投稿，是比

较理想的时间段，审稿人时间相

对宽裕，会有更多耐心。

2. 选择审稿人：若杂志有要

求，需要在 Editorial Board 中选

择推荐审稿人，在完全不清楚审

稿人背景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一

些非强势民族如北欧国家（瑞典、

挪威、芬兰、丹麦、冰岛、荷兰

等）的科学家或教授作为审稿人，

这些国家的科学家一般比较 nice，
相对较强势民族国家（美国，日

本，德国，法国等）的审稿人来说，

审稿尺度略为宽松，若稿件可以

落在比较 nice 的审稿人那里，机

会将更多。如果可以自由推荐审

稿人，则可以选择华人或者导师

比较熟悉的教授作为审稿人，但

最好不要全部选择华人科学家作

为审稿人，其他审稿人选择可以

遵循前面这条。

3. 善待每一条审稿意见：若

前几次投稿被拒，反馈有审稿意

见，请一定仔细研究这些审稿意

见， 无 论 是“minor comments”
还是“major remarks”，从中吸取

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在下次投

稿前，对文章进行逐一修改。这

些是自我救赎、不断完善，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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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逆袭的宝贵财富。

4. 寻求帮助：若没有收到反

馈意见，论文直接在编辑那里被

拒，则有可能：（1）投稿方向有问

题，需要重新调整，选择更符合

论文研究方向的学术期刊进行投

稿；（2）论文没有按照期刊规定的

“guideline”撰写正文和编辑图表

等；（3）论文组织架构、逻辑性

以及语言文字等也可能存在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作者在自身无

法解决的情况，可以寻求师兄、

师姐和老师的帮助，如果没有这

样可以利用的资源，则可以通过

类似“美捷登”这样专业从事论

文编辑与发表的公司对论文进行

修改，可大大增加投稿逆袭的可

能。

总之，投稿的过程看上去是

投稿人与编辑、审稿人之间的博

弈，其实更主要是投稿人自己与

自己的博弈。《晏子春秋》中有

这样一句话：为者常成，行者常

至。意思是努力去做的人常常可

以成功，不倦前行的人常常可以

达到目的。投稿如此，人生亦如

此，希望各位正面临或即将面临

投稿的读者们，能从此文获得启

发，从容面对挫折和失败，在努

力和坚持中获得逆袭与成功。

我的SCI经历
欧丹艳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2 年是我硕士研究生阶段

的最后一年。我对自己在硕士阶

段的成绩不大满意，因为我当时

读的是专业型，大部分时间都是

在临床轮转，而且学校当时对于

专业型研究生毕业还没有发表论

文的硬性规定。因此，直到硕士

毕业我都还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

于是，我萌生了考博的念头。硕

士毕业之前，我通过了本校的博

士研究生初试和复试，在那年 9
月份开学后成为了一名科学型博

士研究生，从此开启了我的科研

之路。

我所在的学校当时对于科学

型博士毕业的最低要求是发表 2

篇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我对

自己的要求是在保证毕业的前提

下争取发表 SCI。我在硕士阶段

做过一个小课题，是关于某个疾

病的基因突变检测，做了几十例

后没发现有意义的突变，但是在

病例中发现了一个基因多态性位

点，于是我在博士阶段的第一学

期里调整了思路，改做病例组与

对照组之间基因多态性位点的比

较。在完成了100 例病例组和 100
例对照组的检测后，我开始了我

第一篇 SCI 论文的撰写。那篇文

章，我花了2 个星期的时间将初

稿写出，其间借助了金山词霸、专

业辞典，还有 9 份专业文献。写

好之后，给导师看过，就网投到

了Pediatric blood & cancer。大

概是经过了1个半月，收到了来自

编辑的邮件，是我们的修改意见。

当时的心情相当激动，第一次收

到别人用英文给我写邮件。我们

按照审稿意见，对每个问题逐一

回答。然后上传修改稿，继续等待。

大概过了2 个星期的时间，再次

收到了编辑的邮件，提出需要修

改个别词句。我专门联系了英语

专业的一位高中同学，她仔细地

帮我看过并认真做了修改。再次

上传修改稿，很快便收到了录用

通知。有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变

得很有信心了。在接下来两年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