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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深圳市某医院的一位医生觉得非常郁闷：

一篇他自称从未看过的论文在国外杂志发表时将他署

名为通讯作者，而这篇文章被查出存在造假问题，他

便被有关部门责令承担因这篇论文学术不端带来的不

良后果。而其起因是这位医生曾经对外单位的该论文

第一作者说过，“兄弟，写论文的时候带上我”。

在 2019 年最新版的《医学期刊办刊、报道、编

辑和学术出版的推荐规范》（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onduct, Reporting, Editing, and Publication of 

Scholarly Work in Medical Journals）中，国际期刊

编 辑 委 员 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ICMJE）建议，论文作者必须同时

符合以下四个条件：（1）在研究设计或数据的获取、

分析和解释中做出了实质性贡献；（2）撰写论文或对

论文的重要内容做出关键性的修改；（3）对论文发表

前的版本进行最终确认；（4）同意对论文所有内容负

责，确保与论文所有部分的准确性和科研诚信问题

进行恰当的调查并解决。每个作者对自己的工作负

责之外，还应当能够确定知道负责其他各部分的相

应的作者，并对其他作者贡献的诚信有信心。至于

通讯作者，应该对论文全部内容真实性和可靠性以

及诚信问题负责，且应在稿件投稿、同行评议和出

版过程中负责全部沟通事宜，不仅在投稿到发表的

过程中，而且在论文发表后，通讯作者需要让编辑、

审稿专家以及读者能联系上。

前文说到的深圳的医生，要求论文的第一作者

将其署名为论文的通讯作者，却自述根本没有看过

文章，更未在文章发表过程中修改稿件或与编辑部

联系过，没有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质量起到把关的

作用。可是，这位医生因为“交情”而要求人家将

其署名为作者，这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论文署名不

当行为，也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端问题。因此，其

署名为通讯作者的论文出了问题，他承担由此导致

的一切后果，也算是咎由自取了。

长期以来，因为论文署名能给作者带来诸多相

关的荣誉和利益，有关论文署名的违规问题层出不

穷。长此以往，研究人的学术积极性容易受到打击，

不利于学术活动的正常进行。笔者在编辑工作中也

时常会遇到各种各样有关作者署名的问题。有些文

章投稿的时候，只有一位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待

到文章准备录用的时候，作者便提出要求，要将其

他作者加为共同第一或者共同通讯作者，或者调换

作者排序甚至增加作者。

近年来，中国政府机构和学术组织等国家层面

非常重视有关科研诚信的问题，出台了各种规范文件。

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于 2018 年 4月发布了《关

于在学术论文署名中常见问题或错误的诚信提醒》，

其中的“提醒”事项包括论文署名不完整或者夹带

署名（应遵循学术惯例和期刊要求，坚持对参与科

研实践过程并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学者进行署名，反

对进行荣誉性、馈赠性和利益交换性署名）、论文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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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细胞》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观察人类

干细胞在动物胚胎发育研究报告。2017 年 4月，《细

胞》杂志介绍了一项由国际科学家联合参与的早期

研究。在这个研究中，研究人员制造了人类 - 小鼠

嵌合体的胚胎细胞，而且研究发现小鼠多能干细胞

(EPS, Extend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在单细胞水平

上对人类细胞显示出强大的嵌合能力。2019 年 7月

西班牙报纸《埃尔佩斯》(ElPaís) 报道这个研究小组

开始从事人猴嵌合胚胎 (human-monkey chimeras)

方面的研究 (图 1)。今年 4 月 15 日，《细胞》杂志

发表了包括中国昆明科技大学在内的国际联合研究

小组的研究工作进展。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从食

蟹猴 (Macaca fascicularis) 提取受精卵，并使其在培

养皿中分裂并生长。六天后，研究人员向 132 个胚胎

注入了人类 EPS 细胞，然后观察人类细胞在胚胎内

发育生长。由于发育出来人猴细胞组合的胚胎迅速

退化，胚胎再受精后 11 d 和 17 d 分别有 91 个和 12

个存活。到了第 19 d 只存活了3 个。尽管如此，这是

科学家们首次制造出了由人类细胞和猴细胞嵌合而

成的胚胎 [1]。

一、为什么从事人类和灵长类动物细胞混合
胚胎研究?

尽管人体由数百种不同类型细胞构成，但是所有

细胞都源自单一受精卵细胞。研究人员通过将人类

EPS 细胞引入其他动物的胚胎中，产生人类与动物

的杂交体或被称之为“嵌合体 (chimaeras)”的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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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排序不当（按照学术发表惯例或期刊要求，体现

作者对论文贡献程度，不是由论文作者共同确定署

名顺序；反对在同行评议后、论文发表前，任意修

改署名顺序）、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数量过多（应依

据作者的实质性贡献进行署名，避免第一作者或通

讯作者数量过多）和冒用作者署名（在学者不知情的

情况下，冒用其姓名作为署名作者）等。2018 年 5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2019 年 6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

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国家

对于科研诚信违规事件的处理也越来越重视。2019

年 10 月，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了《科研

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 ( 试行 )》。

总的来说，与学术剽窃、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

相比，论文署名问题更隐蔽，容易被忽视。但是，

论文署名问题不仅关乎学术尊严，也与科研工作者

的学术声誉息息相关。因此，广大作者一定要珍惜

自己的声誉，维护好自己的学术尊严，切不可因为一

时的利益而短视，到处在他人的研究成果上“挂名”

或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赠他们（给他人“挂名”）。

否则，一旦被查出，将身败名裂，最终得不偿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