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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简介

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是美国科学情报所（简称ISI，

网址：http://www.isinet.com）出版的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大型数据库。

SCI列在国际三大著名检索系统之首。它不仅是一部重要的检索工具书，也

成为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性的、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的重要评

价体系。



SCI出版形式

• SCI Print 印刷版。 1961年创刊至今，双月刊，现在拥有3700余种期刊，全

为核心库。

• SCI-CDE 光盘版。季度更新，全为核心库。

• SCI-CDE with Abstracts，带有摘要的光盘版，逐月更新，全为核心库。

• Magnetic Tape 磁带数据库。每周更新，现在拥有6300余种期刊，扩展库。

• SCI Search Online 联机数据库。每周更新，扩展库。

• The Web of Science SCI的网络版。每周更新，扩展库。



SCI收录范围

• SCI收录报道并标引了10927种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学范畴的所有领域的

领先期刊；

• 学科范围涉及农业与食品科技、天文学、行为科学、生物化学、生物学、生物医

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学、工程学、环境科学、遗传学、地球科学、仪器、

材料科学、数学、医学、微生物学、原子能科学、药理学、物理学、精神病学与

心理学、统计与概率、技术与应用科学、兽医学、动物学等170多个领域。

• 历来被公认为世界范围最权威的科学技术文献的索引工具，能够提供科学技术领

域所有重要的研究成果。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 是指该期刊近两年来的平均被引率，即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

在评价当年被引用的平均次数。

• 影响因子(IF值)的计算公式为：

影响因子（IF） =
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的被引用次数

该期刊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总数



• 投稿前准备

• 投稿

• 修稿回复

讲座提纲



• 如何了解学科领域期刊并判断期刊倾向？如何

利用在线工具选择投稿期刊?



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如果稿件投向了不合适的期刊，则有可能出现下列3种情况：

（1）稿件被简单地退回，理由是稿件的内容“不适合本刊”。

（2）尽管期刊所刊载的论文范围涉及稿件的主题，但由于编辑和审稿人

对作者研究领域的了解比较模糊，从而有可能导致稿件受到较差或不公正

的同行评议。

（3）即便稿件被接受和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埋没在一份同行很少问

津的期刊中，从而达不到与小同行交流的目的。该篇论文也可能从没有被

人引用。



如何选择拟投稿期刊

（1）稿件的主题是否适合于期刊所规定的范围

（2）期刊的读者群和显示度如何谁阅读这份期刊？

（3）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如何，录用率是否适当利用JCR检索

该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来了解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4）要判断期刊对来稿的录用率和倾向性。在不能确定拟投稿期刊

在稿件录用是否具有的倾向性时，可以在SCI数据库检索分析统计该

期刊中论文作者的国家来源，帮助作者选择确定投稿期刊。



如何选择合适的投稿期刊

• 分析您的文章的参考文献，找出哪些期刊的文章是你大量引用

的，这可能代表你的文章与它的取向相同；

• 自己领域的核心期刊

• 自行检索

• 请教同行





例: 流感的流行病研究应投稿至哪本期刊?

方法:

• 检索近5年发表的论文

• 分析这些论文的发表途径

• 选择某一期刊了解详细信息

• 确定投稿





强大的分析功能

-能够处理10万条记录, 多层次的分析



来源期刊：

- 发现相关的学术期刊进行投稿

- 分析备选期刊的录用倾向性



检索该期刊的发文状况









分析发表文章国别，判断录用倾向性









投稿前必须做到----

• 严格参照所投期刊的Guide for Authors，进行论文格式、语言的校

对、审查!

• 语言关：(1)靠你自己！拿出高考短文改错的态度来校对你的英语！

(2)你的导师，师兄、师姐；(3)专业机构（水平参差不齐）。

• Technical checking这一关过不了，论文无法到达主编手上；即便论

文的内容再精彩，也无法送审、录用。







论文框架及写作顺序

• Cover letter7

• Title page4

• Abstract5

• Text : Introduction6; Methods1; Result3; Discussion7

• References

• Acknowledgements9

• Figure legends/captions2

• Tables and Figures

• Supplementary materials8



Title page

Title

Authors

Clearly indicate who
is willing to handle
correspondence at all
stages of refereeing
and publication, also
post-publication.



高被引论文题目的特点

• 题名应：准确、简洁、清楚

• 对于题名的长度、缩写、字母的大小写，应注意参考投稿期刊的作者指南及其

最近期刊所发表的论文。

• 为了突出论文的核心内容，应尽可能地将表达核心内容的重要的词放在题名的

开头，以便引起读者的注意。

• 对于评论性题名可以使用问句，使用探讨性问句可使题名显得生动，易引起读

者的兴趣。

• When is a bird not a bird? Nature,1998,393:729-730



要写好英文摘要，必须回答好以下问题：

1) 本文的目的或要解决的问题(What I want to do?)

2) 解决问题的方法及过程(How I did it?)

3) 主要结果及结论(What results did I get and what conclusions

can I draw?)

4) 本文的创新、独到之处(What is new and original in this

paper?)



• 确保摘要的“独立性” 或“自明性”: 尽量避免引用文献、图

表和缩写；

• 尽量避免使用化学结构式、数学表达式、角标和希腊文等特殊

符号；

• 可适当强调研究中的创新、重要之处; 尽量包括论文的主要论

点和重要细节(重要的论证或数据)



Introduction--论文中最难的部分

引言包含四个元素，或者说四个组成部分。

1. 研究领域

与本研究工作的有关的背景介绍,也就是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正确地

估计研究课题的意义。切忌泛泛而谈！

2. 前人工作

指出他们的成绩与进展（他们很可能是你论文的审稿人，每个人都喜

欢正面的评价），同时委婉地指出他们的工作可能在哪些方面存在不

足（切忌攻击性语言）。



3. 问题所在

•指出在相关领域尚待研究的，也是本文准备涉及的问题。不要

过分地批评他人的工作,如不要用这样的句子： “The deficiency

of Wang’s approach is …..”，“The problem of these papers…”.

可以不直接涉及作者和参考文献来说明问题：”However, the

mechanism has not been fully understood.” “None of the other

phases have been examined in detail.”



4. 本文贡献

• 在引言部分要将本论文的要点简洁明了地用一，二句话点出来，用

词要注意分寸。比如不要轻易用for the first time. 所谓“第一次”通

常是指比较重要的研究进展。

• 也不要轻易讲proved……在自然科学领域，通常我们的研究是支持

了某种学术观点，而不是证明了什么。

• 引言一定要用自己的话来写，而不是将人家论文中的引言部分照抄

一遍。



Cover letter

第1部分：时间，收件人，
期刊名（英文书信格式）

第2部分：说明你要投稿给
贵刊

第3部分：简要说明你论文
的特色，引起主编的兴趣。

第4部分：承诺（无利益冲
突，无一稿多投等）

第5部分：写信人信息（通
讯作者）



Graphic Abstract

Brief summary:  简要的总
结本研究的创新点

用技术线路图的形式
描述本研究主要解决
的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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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前--确认你的投稿材料

(1) Cover Letter（Word文档1）

(2) Manuscript（Word文档2）

(3) Figures（一张一张单独命名，Fig 1, Fig 2, etc）

(4) Table（建议单独放在Word文档3，命名为Table 1）

(5) Title page（题目、作者信息、摘要、关键词；Word文档4）

(6) Highlights (本研究主要的创新点，一般2~3条)

(7) Suggested reviewers (推荐3个审稿人)

(8) Graphic Abstract （Word文档5）

(9) Supplemental Material （ Word文档6）



投稿时--选择合适的编辑





慎重推荐审稿人

• 审稿人的来源：杂志编委会成员；世界同行；推荐的审稿人。通常编辑

部如果能够找到合适的审稿人，就不会采纳作者提供的审稿人，全部采

用不可能。

• 一般性要求：本领域或相关领域专家；没有利益冲突；5年内没有共同论

文经历。

• 如何选择：国内外学术会议认识的教授；老师的朋友；长期保持联系的

国外专家；参考文献支持论文观点的教授；本单位的教授应回避。

• 潜在审稿人信息：姓名，职称，单位，电话传真，Email，推荐理由。



到底推荐谁做审稿人？

• 大牛？【要求严格，大牛很忙，评审慢；但可能更能发现你的研究

价值】

• 小牛？【他也是写论文的主力军，能体谅你的不容易，或许评审速

度很快；但如果你的研究和他很类似，他也许会……】

无论你推荐谁做审稿人，有一点你必须做到---

• 在你论文的参考文献中，一定要尽量多地引用你所推荐的审稿人的

论文。



审稿人（同行评议）关注的问题

• 稿件的内容是否新颖、重要

• 作者的论证是否合乎逻辑，讨论和结论十分合理

• 统计是否清楚

• 伦理方面的问题

• 参考文献的引用是否妥当

• 文字表达是否正确、简明、清楚

• 稿件中的实验描述是否清楚并且能被读者重复、实验数据是否真实、可靠

• 稿件的论题是否适合于相应的期刊

• 图表的使用和设计是否必要、规范、清楚



选择同行评议审稿专家



可推荐的审稿专家







投稿中-熟悉投稿流程

• 注册，登录网上投稿系统（Elsevier, Springer, Scholar One）

• 认真阅读Guide for Authors,节约编辑和审稿人时间

• 上传论文的各个部分

• 推荐审稿人，成功投稿

• 查询稿件处理状态

• 返回意见：小修；大修；修稿后重新投稿；拒稿



投稿后-- 稿件状态查询

Elsevier期刊在线投稿之后的状态：

• Submitted to Journal 

• With Editor

• Technical checking

• With Editor

• Under Review

• Decision in process

• Submissions with a Decision



投稿后-- 稿件状态查询



催稿

• 你的心情非常可以理解----期待尽快得到审稿结果。

• 无奈的事实----审稿人也很忙，国外SCI期刊审稿是无任何报酬的。

• 你需要----Be patient！

• 自我安慰----No message is good message.

• 超过2个月，一般也可以催催主编，咨询审稿情况，但注意言语客气。



催稿信模板：

Dear Prof. Carroll,

Sorry for disturbing you. I am not sure if it is the right time to contact you to

inquire about the status of my submitted revision titled “.........”. (******),

although the status of “Under review” has been lasting for more than six months.

I would be greatly appreciated if you could spend some of your time check the

status for us. I am very pleased to hear from you on the reviewer’s comment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nsideration.

Yours sincerely,

***



审稿结局

• 论文审稿结局之一：Completely accepted！（这种情况很少）

• 论文审稿结局之二：Minor Revision或Major Revision； 好好修改，希望很大。主

编录用论文的倾向性很明显。

• 论文审稿结局之三： Reject & Resubmit； 好好修改，再以新的论文重投，仍有希

望。重投时，需提供原先的论文编号，并详细说明你是如何做修改的。

• 论文审稿结局之四： Reject！痛……但不放弃！参照审稿人的意见，做详细修改，

再改投他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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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修改回复的原则

• 记住，回答问题是一门取悦别人的艺术：

• 不要让问题影响你的情绪；

• 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读懂每个问题，确定回答策略；

• 回答策略就是坚持审稿人是对的；

• 对于审稿人提出的补充实验，尽可能照办；实在完成不了的实验，也要说明不

能做的理由。

• 对于有争议的问题，要不卑不亢地回答。



三大法宝



感谢提问
同意观点 承认错误

五步走策略



如何修改论文

• 投寄修改稿时，除了初次投稿时的项目，还需上传一个Word文档，名称

Response to reviewers‘ comments 或Revision Notes 。

• 其中包含你对审稿意见逐条、逐点的详细回答（ Point By Point ），表示

修改的地方一定进行标注或强调。

• 审稿人提出的问题，你必须全部回答。对审稿意见，有异议的，你可以

反驳，但需足够的证据以及良好的反驳心态。



论文基本信息

感谢主编、感谢审稿人。
别吝啬你的感激之情！
同时说明你根据审稿意
见，做了修改。



回复技巧与策略---明显的错误

• Comment. There is a discrepancy for the treatment dose. In the methods it is

stated that ALA was administered at 200 mg/kg/day i.p. and in the discussion

it states 100 mg/kg. Please correct.

• Respons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is significant reminding（表示感谢）,

and we are sorry for making this obvious mistake（承认错误）. “100 mg/kg”

in discussion section has been changed to “200 mg/kg”. The corresponding

revision is on Page 12, Line 7.（标注修改）.



回复技巧与策略---无法照办的问题

• Comment : The authors of this work are trying to propose that C/EBP beta

knockdown protects cardiomyocytes from hypertrophy using just a cellular

model but Bostroem et al 2010 demonstrated that C/EBPβ reduction leads to

a condition similar to physiological hypertrophy in mice. In order to make

this conclusion, the authors may need to perform transverse aortic banding

on a C/EBP beta-reduced animal such as a conditional knockout (cardiac) of

C/EBP beta in mice to investigate the consequences.



• Response: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sincere thanks for your constructive advice

（表示感谢）. Boström and his colleagues (Boström et al., 2010) demonstrated an

exciting new paradigm that C/EBPβ repress cardiomyocyte growth and proliferation

in adult mammalian heart and that reduction in C/EBPβ is a central signal in

physiological hypertrophy and proliferation. However, the potential role of C/EBPβ

in pathological cardiac hypertrophy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Therefore, it will

be important to elucidate the potential role and molecular pathways of C/EBPβ in

regulating pathological cardiac hypertrophy（引用文献）. Since complete loss of

C/EBPβ resulted in pre- and perinatal lethality, and heterozygous knockout of

C/EBPβ leaded to physiological hypertrophy, it must be very interesting to

investigate the phenotype of the mice with cardiac specific knockout of C/EBPβ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consequence when they are subjected to transverse aortic

banding or abdominal aortic constriction （解释困难）.



• Thus, we plan to focus on these issues and conduct in-depth and systematic study.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revealed that C/EBPβ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ediating

PE-induced cardiac hypertrophy, and the knockdown of C/EBPβ inhibited NFκB-

dependent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thereby inhibited PE-induced cardiac

hypertrophy. However, current study is only a part of our research proposals,

further investigations are still required to confirm this point especially in animal

models （承认缺陷）. Studies utilizing genetic mouse models (transgenic and

knockout) will be essential in our future study. Nevertheless, as part of our project,

the in-vivo experiments by interfering C/EBPβ in rats with cardiac hypertrophy are

being carried out, which would be a complement to this in-vitro studies （承诺未

来）.



收到接收函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