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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数据的发表率：减少和善用实验
leftover

Zili Zhai

University of Colorado Denver, Aurora

成年累月、辛辛苦苦收集的

数据如若都能公开发表，那是再

好不过的事情了，但事实并非如

此。首先那些与研究假设冲突的

数据和不支持假设的阴性结果属

于“问题”数据，难以在杂志上

发表；其次由于论文篇幅的限制，

不是所有与假设一致和支持结论

的数据都能有幸出现在论文里。

这里将公开发表的数据占总体有

效数据（阳性结果）的百分比称为

数据发表率或数据利用率。数据

发表率的高低，因人和实验室而

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项目负责

人对数据的态度和对发表论文的

热情程度。譬如有的教授有充足

的经费、器材和人员配备，发表

的文章倒是寥寥无几（这里暂且不

论文章的影响因子，仅谈及文章

数量），相反有的教授没有外源

经费，仅靠 TA 和部门共享的仪

器，年年论文有丰收。尽管前者

的实验室发表的文章较少，但相

信他们收集的数据较后者的为多。

可见，一个人的论文数多不一定

是收集的数据多，而是因为数据

发表率较高。我们除了追求高质

量的论文，也应该用心把握机会，

提高数据的发表率，多发表论文，

面子和里子都要。

1. 未发表的leftover与发
表的数据一样具有学术价
值和实际意义

我们不妨将未能发表的实验

阳性结果称为 leftover，因为它

们可以发表，但由于一些原因而

未出现于论文里。实验材料的重

复（如尝试了不同动物品系和细

胞系）、实验条件的改进（如比

较了多种药物剂量和技术方法）、

不同实验人员的操作技巧、同一

实验的反复验证等，都会产生大

量的相近的数据。这些数据不可

能一咕脑儿不分主次轻重都放进

文章里，从而不得不在成稿时痛

苦的辨别、取舍，将证据性强的、

卖相好的呈现给读者。

对于实验阴性结果和有矛盾

的数据，我们不妨一分为二的看

待，它们有“问题”，只是对于

这篇论文而言有问题，但换一个

角度或换一篇论文，它们很可能

是有意义的数据，毕竟生物系统

内分子间的作用不是单线的、一

个方向的，而是交织的、相互的，

所观察的阴性结果和矛盾数据不

一定是实验操作失误或欠缺实验

技巧造成的，可能真实的反映一

种生物现象，只是不符合假设而

已。所以阴性结果和矛盾数据在

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实验 leftover，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发表。

实验 leftover 不是实验的边角料，

它们与公开发表的数据一样具有

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2. 尽量减少实验leftover

既然实验 leftover 不是什么

坏东西，我们已投入了时间和心

血，它们不能公开发表，我们是

否感到可惜？为了避免遗憾，我

们可以尽量减少 leftover 的产量，

但完全杜绝 leftover 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科学的。我们若将下面几

项工作做好做足，leftover 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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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减少，数据的利用率明显提

高：1）选题前将背景信息了解透

彻，不要想当然，凭猜测，要做

初步实验测试想法是否正确，不

能 100% 相信文献，不是对文献

数据有异议，而是实验条件不完

全一样；2）技术方法不一定采用

最新的、最 cool的，而是最可靠的、

得出的证据最直接的；3）一种方

法不可行，那就变通使用另外一

种可能就成功了；4）收集的数据

尽早发表，不是夜长梦多，而是

做事拖拉坏处多，如时间长，就

会反反复复做同一实验，浪费人

力物力财力；时间久，新数据变

成旧数据了；数据一旧，你就失去

了发表的兴趣；最后这些数据只

能永远在哪犄角旮旯里睡大觉了。

3. 善用实验leftover

既然有实验 leftover，我们

应考虑尽量使用它们：1）如果

leftover 足够多、足够新，可以

自成一体写成一个短文。必要的

话，添加新的数据，将 leftover
有机的衔接起来。如果先前的文

章发表在 IF5.0 杂志上，leftover
可以发表在 IF3.0 杂志上；2）如

果愿意的话，leftover 可以以 sup-
plemental data 的形式发表，既利

用了 leftover，又增加了正文的数

据份量和说服力；3）leftover 可
以放入综述里或写成评论性文章；

4）其实阴性结果和矛盾数据发表

的很常见，只是已经过改头换面、

乔装打扮，没有被识别出来，如

根据实验结果更换个研究目的和

假设；5）现有些接受实验阴性结

果的杂志，如 International Jour-
nal of Negative Results，Journal 
of Negative Results，Negative 
Results 以及某些 BioMed Central
杂志。

总之，只要数据有新意，总

有杂志会慧眼识知识的。

每当我们辛辛苦苦做完实

验，写完论文，就开始发愁往哪

投了，这想发表文章的心情就好

比操心儿女终身大事的老父亲老

母亲们，天天盼望着给自己的“儿

女们”找个好归宿。杂志太好，

门不当户不对，投过去也是秒拒，

还会被审稿人吐槽一番；杂志质

量太差，投稿时又不忍心将自己

的一番心血就这么发了，真是百般

纠结，夜不能寐。那今天小编就

来和大家聊聊写好文章后，该如

何选择投稿杂志呢？

首先，大家对于文章档次应

该有一个初步的预期。文章想投

几分？心仪的杂志是什么？在准备

文章的过程中，相信大家都会参

考一些文献，并且将已经发表的

文章的数据作为参考标准，来设

计和进行自己的实验。因此我们

参考的文献可以作为未来投稿的

一个依据。此外，我们文章的数

据量，内容复杂程度，也是我们

选择杂志的重要标准。

其次，可以到有关网站上进

行杂志信息的查询。现在有很多

网站上都会罗列出杂志的各种信

息。通过网站信息的收集，了解

它们的影响因子、发表周期、国

人的发文量等信息，前人的发表

经验等，从而确定几个目标杂志。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在网站

上收集杂志信息呢？小编在此提供

杂志那么多，我该
如何选择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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