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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高校学报论文发表周期的统计与分析

刘 佩 芬
(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

陕西杨陵
.

7 12 1 0 0)

摘 要 对全国 8 种农业高校学报 1 9 9 2 年刊载的 773 篇论文发表周期的统计分析表

明
,

最大时差为 38 个月
,

最小时差 1 个月
,

各刊平均时差为 4
.

08 个月~ 13
.

66 个月
。

其中 7 种

学报均超出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发表周期 (不超过 3 00 d) 的评比标准
.

通过对 8 种学报具体发

文时差的分布比率比较
,

显示各刊的发表周期存在明显差距
,
8 刊国家基金资助产生的论文

平均时差 ( 1 1
.

25 个月 )大于其卷平均时差 ( 10
.

47 个月 )
。

本文还对缩短论文发表周期的做法

提出了一些建议
。

关键词 农业高校学报
,

研究论文
,

发表周期
,

学术期刊

中图分类号 G 25 5
.

2

论文的发表周期
,

是指从收稿到刊出所用的时间
` ’ 1 。

论文发表时差短
,

科研成果报道

及时
,

科技信息传播得快
,

有利于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

推动我国科技事业进一步发展
。

因此
,

发表周期不仅是作者所关注的问题
,

也是衡量科技期刊质量的一项重要参数
。

本文

试图通过揭示我国 8 种主要农业高校学报 1 9 9 2 年刊出的论文发表周期的概况和特点
,

从

中找出规律性
,

以期为进一步强化核心期刊提供参考
。

1 材料与方法

选取 1 9 9 2年出版 (不包括增刊 )的《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

《西北

农业大学学报 》
、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
、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
、

《沈阳

农业大学学报 》
、

和《浙江农业大学学报 》 (以下简称
“
8 刊 ,’) 为调查对象

,

其中除《西南农业

大学学报 》为双月刊外
,

其余 7 种学报均为季刊
。

每种学报抽取 1 卷 (全年 )共 34 期
,

对标

有收稿 日期的 7 73 篇论文发表周期进行了统计分析
。

发表周期采用发文的最大时差
、

最小时差和平均时差 3 项参数加以测定
。

最大时差指

论文从收稿到发文所间隔的最长时间
; 最小时差则反之

;
平均时差通常用卷时差表示

,

由

全卷论文收发时差累积与篇数之比求得
〔 2 1 :

·

艺间1一n

式中 乙— 卷时差 (月 ) ; n

— 全卷论文数
; `

— 每篇论文收发时差 (月 )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8 刊发表周期的状况

信息量
、

学术水平
、

发表周期和效果系数是评价任何一种学术期刊最起码
、

最主要的

标准
。

由于期刊的显著特点之一是报道快
,

时效强
,

因而在同类或相近的学术期刊中
.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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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越短
,

情报价值也就越大
。

8 刊发表周期概况见表 1
。

由表 1 可知
.

8 刊共 77 3 篇发文平均时差为 10
.

47 个月 ( 3 14 d )
,

比全国综合性农业核

心期刊《中国农业科学 》的平均时差 19
.

25 个 月 ( 5 78 d) 少 8
.

52 个 月 ( 2 6 4 d )
,

比全国优秀

科技期刊论文发表周期 (不超过 3 00 d) 的评 比标准 〔’ J多 14 d
,

基本达标
。

表 1 8刊发表周期概况 ( 1 9 9 2) 月

刊 名 篇 数
’

总时差 最大 时差 最小时差 平均时差 位 次

西南 农业大学学报 1 2 8 5 2 2 13 1 魂
.

0 8 1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7 7 8 1 5 3 2 3 10 5 8 2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9 7 1 0 3 1 2 3 3 1 0
.

6 3 3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1 0 3 1 1 3 4 3 5 3 1 1
.

0 1 4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8 6 9 9 5 1 6 3 1 1
.

5 7 5

沈 阳农业大学学报 8 2 9 7 0 3 8 1 1 1
.

8 3 6

浙江农业大学学报 9 8 1 2 3 0 2 6 2 1 2
.

5 5 7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1 0 2 13 9 3 2 3 3 1 3
.

6 6 8

合 计 7 7 3 8 0 9 0 3 8 1 1 0
.

咯7

,

末标 明收稿日期的
:

南京农大 3 篇
,

北京农大 2 篇
,

华南农大
、

浙江农大
、

沈阳农大各 1 篇
,

均末统计在内
。

由表 1 还可看出
,

除 1 种学报低于 8 刊的平均时差外
,

其余 7 种学报均高于这一平均

值
。

值 得注意的是
,

8 刊中 《西 南农 业大学学 报 》的发文平均 时差最短
,

仅 4
.

08 个月

( 1 2 2 d )
,

发表周期远远小于同类刊物的平均周期
,

其最大时差与最小时差在 8 刊 中也最

小
。

原因可能是该刊刊期短 (为双月刊 )
,

年发文量达 1 28 篇
,

较发文量最少的《华中农业大

学学报 》 ( 7 7篇 )多 5 1篇 ( 6 6
.

2% )
,

比 8 刊平均年发文量 ( 9 7 篇 )多 3 1 篇 ( 3 2
.

0% )
。

信息量

大
,

稿件不易积压
,

利于加快信息的传递速度
。

另外与编辑部对发表周期控制得法也有关

系
。

8 刊中论文发表最大时差为某校学报 1 9 9 2 年第 2 期刊发的一文 ( 1 9 8 9 年 1 月收稿 )
,

时差长达 3 年零 2 个月 ( 38 个月
,

1 14 O d )
,

与最小时差 l( 个 月 )相 比
,

时差跨度 37 个 月
。

由于科技信息具有其相应的时效性
,

在通常情况下随着时间的增长
,

其信息价值逐渐降

低 L3 〕
。

发文时滞过长无疑导致信息损耗
,

不能适应我国科技迅速发展的形势
,

也不利于参

与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学术竞争
。

2
.

2 各刊发表周期的分布

分析发表周期分布有助于揭示各刊发文在不同时差区段内分布的比例及差异
。

由表

2 可知
.

8 刊的 7 73 篇发文中
,

平 均 时 差 在 10 个 月 以 内 的占 5 0
.

2 %
,

n 一 16 个月的占

3 8
.

7%
,

尚有 1 1% ( 8 6 篇 )在 1 7 个月 ( 5 1o d ) 以上
,

仅 9 篇在 1 个月内
,

占总数的 1
.

2%
.

从 8 种农业高校学报论文发表周期分布情况 比较 (附图 )不难看 出
,

平均 时差控制在

10 个月以内占 50 %以上的学报依次是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

、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
、

《华

南农业大学学报 》
、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 ;
仅占 25 %一 35 %的学报依次是

: 《西北农业大学

学报 》
、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

《浙江农业大学学报 》
、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
。

这 4 种学报占

4 5%左右论文发文时滞在一年以上
。

从整体上看
,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发文时差完全达标

(不超过 3 0 O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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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刊发表周期分布比率 肠

发文时差 北京农大 南京农大 西北农大 西南农大 华中农大 华南农大 沈 阳农大 浙江农大 合 计

(月 )篇 攀积 篇 累积 篇 承积
’

篇 票积 篇 象积 篇 系积 篇 累积 篇 累积 篇 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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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8刊论文发表周期分布状况比较

上述统计结果揭示
:
8刊在控制发文时差方面还存在明显的差距

,

应引起重视
。

2
.

3 基金资助论文的发表周期

研究各类基金资助论文所占的比例及其发表周期
,

可从另一侧面反映期刊学术水平
。

一般来说
,

基金资助的论文选题新颖
,

学术水平较高
。

及时报道这些重大科研成果
,

可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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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争得荣誉
,

提高学校的知名度
,

也是提高刊物质量
、

扩大刊物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
。

通常

就同刊而言
,

论文的学术水平越高
,

其发表周期亦应越短
。

表 3 所列篇数系指部委级以上基金资助产生的论文数
,

可以看出
,

8 刊的基金资助论

文共 1 “ 篇
,

占论文数的 21
.

35 纬
,

平均时差 ( 1 1
.

25 个月 ) 比卷时差 ( 10
.

47 个月 )多 0
.

78

个 月
。

最大时差 33 个月 ( 9 9 o d)
,

最小时差 1个月
。

发文时差在 1一 6 个月内占 21
.

2%
,

7

一 10 月内的占 25
.

5 %
,

n ~ 16 月的占 41
.

8%
,

17 个月以上的占 n
.

5%
.

可见基金资助产

生论文有一半以上是在 10 个月后发表的
。

表 3 国家墓金资助论文的发表周期 ( 1 9 9 2 )

发文时差分布 (篇 )

刊 名 篇数
占总论文

( % )
总时差

1~ 6 7~ 1 0 1 1~ 16 1 7 以上

最大
时差

最小

时差

平均 小于平
时差 均时差

“

丫//xx/x/x
月b,二000幻6八,自41匀,曰叮乙00月了左

人,口4勺臼砚6QéOō1几1几八山曰叹丹j1
1

,一勺的j幼叮门了亡d3凡八,工0R.翻心角了户no甘,口九d气」,二,孟,人
,1,111,口几j内」

OnUJ亡J丹OJ曰

,1亡OJ自,目,几0六60ù

,二,工,立111二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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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且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沈 阳农业大学学报

华南农业大学学 报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西北农业大学学报

浙江农业大学学报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合 计

1 0 9 3 13 1

2 2

2 7

5 6

l 5

8 2

5 5

4

3 5 4 2

* 才百与该刊的卷平均时差相比较
,

见表 l
。

从各刊基金论文发表周期的分布看
,

1一 6 个月内发表的论文为数不多
,

主要集中在

n ~ 16 个月区段内
。

基金论文平均时差大于该刊卷平均时差的有 4 种学报
,

如与 10 个月

相比
,

就有 5 种学报超出此标准
。

为什么有的学报基金论文发文时滞反而延长 ? 其影响因

素是多方面的
,

其中编辑的情报意识和学术竞争意识溥弱可能是一重要原因
。

3 几点建议

l) 提高对稿件的处理效率 发表周期虽然不能说明学报的学术质量
,

但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编辑的学术竞争意识及办刊质量
。

发表周期固然与稿源的多少和刊期的长短有

关
,

但跟编辑处理稿件的效率及组稿也有一定关系
。

稿件周转时间
,

从收稿
、

审稿到决定录

用 (退修 )或退稿平均 2一 4 个月
,

其中内外审 2 个月
,

返修时滞 1一 6 个月
。

相对拖延了论

文的发表时间
。

编辑部应缩短审稿时间和返修时滞
,

适当调整各学科存稿数
,

突出重点优

势学科
,

以各类基金资助论文为主
。

根据来稿的数量
、

质量
、

刊物容量及周转率等决定稿件

取舍 [ 4〕
。

2) 从宏观上控制稿件的发表周期 科技信息有其时效性
。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
,

科

技文献发表如果延误 1
.

5一 2年
,

其情报价值将损失 30 % 〔5 〕
。

编辑应增强情报意识
。

编辑

部要明确限定发文最长时差和平均时差
。

例如
,

应最大限度地缩短重要稿件的发表周期
,

快 速及时报道重大科研成果
;
力求及时以

“

研究简报
”
和

“

研究通讯
”
形式扼要报道各学科

领域最新的重要科研成果和阶段性成果
;对 A 级稿件 (包括各类基金资助论文 )发表周期

不超过半年
,

B 级稿不超过 10 个 月
,

C 级稿可用文摘形式刊登
,

或立即退掉
,

减少压稿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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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快 出版倾率
,

缩短刊期 加大刊物信息量是缩短发表周期的重要措施
。

但由于我

国学术期刊的版面是固定的
,

如果某一学报的稿件偏多
,

则停滞时间就偏长
。

因此
,

仅靠加

大信息量的做法毕竟是有限的
。

对稿源丰富
、

科研实力雄厚的学报可缩短学报的出版频

率
,

办双月刊
,

以顺应科技信息和科技成果的生产速度
,

缩短学报的科技信息传递时滞
。

4) 出版综述性
、

评述性科技期刊
,

强化对相 关信
.

么的有效撞制 综述性
、

评述性文章

是对某一时期内某一领域或专题的研究成果
、

动态及发展趋势的综述和评论
,

也是学位论

文的组成部分
。

但鉴于此类文章篇幅太长
,

往往延迟发表
。

这不仅挫伤了作者投稿的积极

性
,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刊物的信息量和发表周期
。

笔者认为
,

各校可根据稿源情况
,

每

年出版一期综述类专辑
;
或由农业部牵头

,

创办农业
、

生物类综述性
、

评述性科技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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