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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气象与环境学报》编辑部与北京玛格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展技术合作，于２００８年初开通了由该公司开发研
制的“稿件远程采编处理系统”和“网站系统”。系统主要包括作者在线投稿系统、作者在线查稿系统、在线审稿系统、编委在线

审稿系统、主编在线审稿系统和远程编辑系统。实现了作者、审者、编者在线稿件收稿、审稿、退修、发稿通知的全过程监控与管

理。网站包括期刊介绍、编委会、投稿须知、期刊订阅、广告合作和编辑部公告等信息。系统运行以来，加快了稿件处理效率，缩

短了论文刊登周期，提高了工作效率，扩大了期刊传播影响力，方便了广大作者和读者，促进了编辑业务现代化建设的进展。通

过对《气象与环境学报》稿件远程采编处理系统的建设和应用的叙述，概述了网站与系统的功能和设置，归纳了应用效果与体

会，讨论了系统和网站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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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互联网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目前已
经成为当今世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信

息基础设施。随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互

联网信息发布与获取成本的降低，获取信息方式更

加方便快捷，科技期刊读者获取信息途径也由纸质

出版物向电子出版物转变。利用互联网信息传播的

速度具有快捷化、范围全球化、内容系统化、方式互

动化等优点［１－２］，克服了期刊传统出版发行方式的有

限性弱点，电子出版、网站建设及远程投审稿已得到

较快发展［３］。《气象与环境学报》编辑部与北京玛格

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积极开展技术合作，２００８年
初正式开通了“稿件采编系统”、“稿件远程处理系

统”和“《气象与环境学报》网站系统”。目前，网上

编辑业务系统正常运行，已实现了在线来稿、审稿、

退修和发稿等网络处理稿件功能，加快了稿件处理

效率并缩短了论文刊登周期。

２　稿件远程采编处理系统与网站

由玛格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研制的远程

投审稿系统及网站系统，在日常编辑业务中，主要涉

及的系统包括：期刊稿件采编系统、采编系统管理、

网刊发布与后台管理、期刊网刊发布系统。见图１。
　　硬件主要为客户端计算机、服务器。
２１　稿件采编系统

系统实现了稿件从收稿、初审、审稿、退修、复

审、发稿、组版、大样浏览和后期处理（当期目录生

图１　期刊稿件采编系统界面

成、稿件费用管理、统计及索引文件的建立等）的全

过程监控与管理。

２１１　稿件管理
稿件管理是编辑部日常主体业务，主要完成稿

件从接收到发稿的一系列稿件流程管理。主要功能

如下。

（１）稿件登记。输入稿件基本信息和稿件内容，
并将新作者加入作者库；系统根据编辑部要求稿件

可以自动编号；自动判断新稿还是重复稿；自动判断

新作者还是老作者；区分一般作者和通信作者。系

统支持在线投稿、Ｅｍａｉｌ来稿和传统纸稿。
（２）稿件提交。收稿后，由编辑部主任进行稿件

初审，然后将新登记的稿件提交给相应的责任编辑，

最后由责任编辑提交给相关的专家进行外审。

（３）打印收稿单。自动从数据库提取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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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打印模板或直接发送电子邮件。可以自定义模

板。

（４）稿件处理。根据权限及稿件的级别分类。自
动判断超时未处理稿件。稿件列表中通过不同颜色图

标自动显示稿件状态，包括新审回稿件、新修回稿件、

超时未处理稿件，以及编辑部拒绝受理的稿件。

（５）稿件查询。根据稿件基本信息、刊出信息，
进行任意方式的查询；可以保留查询条件。

（６）审稿处理。审稿专家填写审稿意见；提交外
审、退修和定稿处理；自动显示专家在审稿件；自动

打印或发送 Ｅｍａｉｌ相应单据。如需要，可以自动发
送手机短信。系统支持任意多个审稿人，可采用背

对背审稿和单／双盲审稿。稿件流程监控，自动催审，
并提示催审状态。

（７）编辑加工。支持文本编辑和 Ｗｏｒｄ编辑，并
保留修改痕迹。系统自动区分原稿、流程稿和阶段

稿（如专家的审改稿、作者修回稿等）。

（８）催审处理。根据计划完成时间、阶段等查
询，统计未完成稿件，并打印催审单。也可以自动Ｅ
ｍａｉｌ催审。

（９）作者修改稿的处理。自动给作者发送要求
修改通知，自动调用修改要求；自动区分作者修改稿

和流程稿及原稿。

（１０）发稿处理。将待编稿件发至“待编稿件库”
待编，并给作者发邮件通知。

（１１）录用。从待编稿件库选择稿件到某期、某
栏目，支持计划稿件优先发表；支持撤销功能；可自

动生成每期文摘，用于发送Ｅｍａｉｌ提醒。
（１２）导出稿件。所有列表信息，均可以导出到

Ｅｘｃｅｌ文件。也可以单独按模板生成各种特殊的Ｅｘ
ｃｅｌ文件，例如稿件登记表、审稿记录表等。
２１２　组版管理

组版管理对已经发稿的稿件进行前期粗略组

稿，主要应用的功能如下。

（１）栏目管理。当期编辑可随时新建当期年度、
期号、栏目、修改出版日期等。

（２）选用稿件。可随时在备用稿件库选用当期
需要刊出的稿件。

（３）制作目录。随时生成当期刊出文章的中英
文目录，并保存打印。

２１３　数据库管理
采编系统采用客户／服务器（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体系

结构，具有较强的数据库处理能力，期刊、稿件、作

者、读者、审者等信息均储存在服务器端的数据库

内，通过客户端各信息栏的列表项进行信息的查阅

与管理。

（１）期刊信息。包括学科信息、专业信息、作者

分类、稿件类别和基金项目稿等。

（２）作者数据库。根据作者姓名、单位模糊查
询、自动入库、数据导出。提供“违规”作者自动报

警；批量发送通知等。

（３）外审专家数据库。维护专家信息；根据专家
姓名、单位模糊查询，数据导出；批量发送通知；查询

审稿记录；对审稿人建立审稿速度和审稿态度的评

价表等。

（４）定稿会专家数据库。增加、删除、修改专家
数据；根据姓名、单位模糊查询，并可将数据导出。

（５）稿件指导者数据库。增加、删除、修改指导
者信息。

（６）关键词数据库。增加、删除、修改关键词信
息；自动建立按拼音索引。

（７）副主题词数据库。增加、删除、修改副主题
词信息。

２１４　通信
该模块完成系统内注册用户间的信息通信，主

要应用如下：

（１）内部邮件。编辑部可通过此系统在局域网
互相发送邮件，编辑部期刊网站登陆后可查阅。

（２）外部邮件。调用 ＯｕｔｌｏｏｋＥｘｐｒｅｓｓ或自定义
外部邮箱收发邮件。

（３）Ｅｍａｉｌ队列管理。自定义设置外部邮箱后，
系统通过此处发送催审、发稿通知等。

２２　采编系统管理
系统设置根据编辑部自定义需求进行系统的初

始化设置，或在运行中逐步根据需求变化设置。系

统管理界面如图２所示。表１为应用采编系统后

图２　系统管理界面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气象与环境学报》刊发论文篇数与刊
登周期统计，明显地缩短了刊登周期。

　　（１）用户组、用户、权限组。用户组为编辑部用
户职务设置，可自定义设置为编辑组、主编、编辑部

主任等。用户为用户组下的个人，可设置具体的登

陆用户名及密码。权限组可根据用户组的职责设置

具体权限，便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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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设置编辑部稿件处理流程。编辑部可根据
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气象与环境学报》刊发论文

篇数与刊登周期

年度 刊发篇数／篇 登记稿篇数／篇 平均刊发周期

２００６ １０３ ２２４ ３—６个月
２００７ ８９ １３６ ２—４个月
２００８ ９１ １６２ １—３个月

自己的业务特点设置稿件处理流程。一般流程为收

稿、初审、外审、终审、退修、发稿和编辑加工等。每个

稿件处理流程的下一步均可根据需要进行自由设置。

（３）单据邮件主题及其他信息设置。每个稿件
处理流程跟踪单据的发送，单据的主题、内容和附件

均可以在此处进行设置，以便调用。

（４）设置其他信息多本期刊作者库、专家库同
步，催审天数等。保存作者、专家信息同步其他期刊

设置，此处需要统一编辑部下的不同期刊。催审日

数期限设置，如２０ｄ。２０ｄ后，系统自动给专家发催
审通知单据至专家邮箱。

（５）系统管理口令设置及备份。修改系统登录管
理员密码，将当前的系统设置进行备份，以备调用。

２３　网站发布与后台管理
２３１　网站发布

网站包括网页及后台管理。网站由编辑部与公

司共同设置，主要提供期刊介绍、投稿须知等页面信

息、在线办公和编辑部公告等。网站界面见图３。

图３　《气象与环境学报》网站界面

　　（１）期刊介绍。包括期刊简介、编委会成员、投
稿须知、期刊订阅、广告合作和联系我们等内容。

（２）在线办公。包括作者投稿、作者查稿、专家
审稿、编委审稿、编辑办公和主编办公等，是远程稿

件处理系统的主要外部接口。提供给作者、审者、编

者友好、简单的操作界面，完成各项稿件处理功能。

（３）编辑部公告。在网页处动态发布编辑部的
最近公告，增进与读者的沟通交流。

２３２　后台管理
后台管理包括网站页面管理系统和编辑部新闻

公告后台管理。

（１）网站页面管理。网刊类信息的管理维护，包
括期刊介绍、编委会、订阅指南、广告服务、投稿指

南、版权协议和联系我们、友情链接等设置。

（２）编辑部新闻公告后台管理。包括登陆用户
管理和信息类管理，信息类管理包括中文公告与英

文公告，可以添加更新编辑部公告内容，支持以文

本、图片等形式发布。

２４　网刊发布与检索系统
网刊发布与检索，包括点击数管理、各期目次管

理、会员信息管理等。编辑将过刊与当期刊物电子

版及信息按各期目次上传至服务器，系统当期目录、

最新录用、过刊浏览、下期目录、高级检索、全年目录

等提供各种在线期刊服务，包括文题、作者、中英文

关键词、中英文摘要、ＰＤＦ全文等。系统支持打印、
下载功能。

３　应用情况

《气象与环境学报》编辑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开通了
“稿件采编系统”和“《气象与环境学报》网站系统”，

运行较为稳定，作者、读者、审者与编者之间实现了

数据处理网络化、规范化，加快了稿件处理效率和缩

短了论文刊登周期。为进一步发挥远程编辑业务系

统效率，引进了“网上过刊数据检索系统”，于２００９
年１月实现了网上过刊检索、作者论文检索和全文
数据免费下载等功能，一方面方便了广大作者和读

者，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期刊影响。

在编辑部及有关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办刊成

绩显著。据２００９年版《中国学术期刊引证报告（扩
刊版）》统计指标表明：《气象与环境学报》２００８年影
响因子（图４）为１３１３，比２００７年（０６８９）提高了近１
倍。在全国大气科学（气象学）２９种期刊排序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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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名，比２００７年（排序１３名）明显提高，已跻身于全

图４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气象与环境学报》总被引频次
与影响因子

国高影响因子（大于等于１０）３９０强科技期刊行列，
并已成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认

定期刊之一。据“中国知网”发行传播数据统计报

告：２００７年《气象与环境学报》网络发行到中国大陆
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及国际机构用户为 １３６１个。
２００８年《气象与环境学报》发行机构用户总计为
２０６４个，分布１０个国家和地区；个人读者分布在１２
个国家和地区。

４　结语

随编辑部业务办公自动化的建设和网络化的快

速发展，采编数字化、期刊数字化已成为科技期刊在

竞争中更好发展与生存的重要策略，其更能满足现

代信息、知识快速、高效、大量复制的传递需求，推动

了编辑业务现代化建设，改善了编辑部传统的工作

方式和编辑业务模式，简化了读者、作者、审者、编者

间的沟通阻碍，加速了信息传递。

　　系统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编辑业务工作的自动
化、信息化、国际化，明显提高了工作效率。系统为

科技期刊实现稿件处理网络化、系统化和全文下载

方面提供了更快捷的现代编辑技术和传播方式。期

刊数字化方便了读者、作者对信息的需求，数字化建

设明显加大了期刊传播发行力度。期刊网站及编辑

部公告增强了期刊宣传，方便了作者、读者、审者和

编者，互动更加透明。采编系统及其他系统的专业

性、灵活性、稳定性与安全性为编辑人员提供了较好

的稿件互动处理平台，简化了采编工作。

虽然采编网络化建设初具规模，以下方面仍需

进一步改进：受网络服务器地域所限，在线编辑处理

稿件和读者、作者读取信息网络速度尚需加快；编辑

办公主要关注稿件采编及处理，网站页面及内容更

新周期不够；作者及读者并未完全关注并认真提取

网站提供的各方面信息服务功能。编辑部为读者、

作者提供的网络服务功能还需完善，如交流、沟通方

式需不断更新，以便为读者提供更新、更快的信息服

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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