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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论文审稿人的自动选择研究  ̈

陆 伟 王 伟 刘 丹 
(1．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2．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 100871) 

摘要 对于学术期刊论文审稿，通常采用人工阅读待审论文的方式确定审稿人。这种方式不仅耗时，而且带有 
一 定的主观性。如何辅助期刊编辑快速准确地为论文选择审稿人 ，对于缩短审稿周期、提高论文质量，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本文借鉴现代信息检索的思想，分别运用概率模型中的 BM25模型和统计语言模型中的 Jelinek Mercer平 

滑模型对论文审稿人的 自动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实验结果表明，使用 Jelinek Mercer平滑模型自动选择的审稿人 

能够较好的覆盖论文主题，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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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assigning papers to reviewers，the editors often read the papers’information artificially．This approach is 

not 0nly time consuming，but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subjectivity．How tO quickly and accurately assist editors to select reviewers 

for pap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horten cycl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apem．In this paper，we introduce the ide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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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我国学术期刊一般实行三级审稿制度 ，即编辑 

初审 、专家评 审、主编 或副主编 决审⋯。在这 三审 

中，专家评审是整个审稿程序中最关键 的一环。为 

待审论文选择合适的审稿人，是期刊编辑 13常工作 

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确保刊物学术质量的重要 

环节。 

在传统的审稿人选择工作中，一般先由期刊编 

辑阅读待审论文的标题、摘要等信息，确定论文的主 

题 ，然后从编委或 审稿人名录 中选择与论文主题对 

应 的审稿人 ，再将论文转交给审稿人进行评阅，并由 

审稿人提出修改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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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自身专业知识的限制，容易在确定待审论文的 

主题时出现偏差 ，选择了不合适 的审稿人 ，使所提的 

评审意见不到位，为稿件的取舍带来一定的困难；另 

一 方 面，当待审论文数量较多时 ，编辑要阅读大量的 

稿件 ，不仅耗时耗力 ，延长 了论文的审阅周期 ，而且 

还容易由于个人惰性使待审论文主题的确定出现偏 

差。综合多方面考虑 ，实现学术论文审稿人 的 自动 

选择 ，不论是对减轻期刊编辑的工作量 ，还是对缩短 

审稿周期 、提高论文质量 ，都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作为对学术期刊论文审稿人 自动选择的初步探 

索 ，本文以图书情报类 中文核心期刊的编委会 成员 

从 1999～2008年发表 的论 文的标题 、摘要 、关键词 

等信息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测试数据集；同时借鉴现 

代信息检索的思想，运用两种 目前比较成熟的信息 

检索模型 ，通过在测试数据集上的具体实验，对期刊 

论文审稿人的 自动选择问题进行 了研究 ，并对两种 

模型应用于该问题的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在下文章节 2中将介绍国内外审稿人选择的研 

究现状 ；章节 3将详细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模型 ； 

章节4将介绍本文的测试数据集和实验结果；章节 

5将介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从 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开始了学术 

期刊论文或会议论文审稿人的 自动选择研究 ，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 

文献[2]首先运用信息检索思想和隐语义索引 

(LSI)模型 ，对会议论文审稿人的 自动选择进行了研 

究。在文献[3]中，作者通过在 Web上寻找候选审 

稿人发表的论文的摘要，然后使用 TF—IDF权重对候 

选审稿人排序 ，以确定最终人选。文献[4]将该问题 

看作一种基于文档的专家专长发现，在语言模型的 

基础上 ，构建 了一种新的主题模型 ，用来发现审稿人 

专长，并与提交 的论文进行 自动匹配。文献[5]使用 

隐语义索引模型，从待审论文的标题和摘要中识别 

论文主题 ，以及从候 选审稿人发表 的文献 的标题 中 

识别其专长，然后运用一个专家系统 自动实现论文 

审稿人 的选择。在近期的研究中，文献[6]针对为具 

有多个主题的论文选择审稿人的情况，分别从审稿 

人和论文的角度提 出了三种不同的研究策略 ，对这 
一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建立 了四个新的测评 

指标，用于评价每种策略的效果。 

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审稿人的选择研究多集中于审稿人 

选择制度 、影响审稿人选择的因素、从哪里选取审稿 

人等方面，对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审稿人 自动选 

择的文献 目前还很少。 

文献[7]通过对审稿人选择工作的分析，阐述了 

审稿人选择 的重要性和审稿人在审稿过程 中面临的 

各种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审稿判断标准。文献[8] 

针对科技论文学科相互渗透 、专业交叉的特点 ，分析 

了合理选配审稿人应考虑的几个因素。文献 [9]提 

出了利用 网络学术数据库 ，如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数据库、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等，多渠道选取 

期刊审稿人。此外，国内学术期刊的审稿流程正在 

向网络化 、信息化方向转变 ，一些期刊编辑部已经建 

立起在线投稿、审稿系统。但是稿件通过网络提交 

之后 ，仍然需要编辑人工阅读论文和选择审稿人 ，没 

有涉及论文与审稿人的 自动化匹配问题。 

与审稿人 自动选择类似 的是 ，香港城市大学与 

东北大学的学者合作 。。，运用一种混合知识模 型对 

R&D项 目评审人 的 自动选择进行 了研究 ，并建立 了 

一 个原型系统用于实际问题 ，取得 了良好 的效果 。 

3．1 研究方法 

3 方法和模型 

当前 ，科学研究越来 越呈现出一种 多学科交叉 

融合的趋势 ，学术论 文中大多数会涉及两个或两个 

以上不 同的学科或主题 。如果将一篇涉及多个主题 

的待审论文只提交给一位审稿人进行审阅，由于审 

稿人 自身研究领域和知识 的局限性 ，往往不能全面 

覆盖待审论文的研究主题 ，使所提 的评审意见不到 

位 ，从而影响论 文的取舍。因此 ，在实际 的审稿 中， 

一 般会把一篇待审论文提交给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审 

稿人进行审阅。 

如果直接把待审论文 的摘要作为查询式 ，从代 

表候选审稿人的文档集中检索出前 n篇文档作为 

该待审论文的审稿人，可能导致“扎堆”现象，即检索 

出的前 n个审稿人只能覆盖待审论文的一个主题， 

而使其他主题不能被覆盖。因此本文采用聚类的方 

法 ，先对每一篇待审论文摘要中的词进行聚集 ，得到 

n 个词类 ；然后用得到 的每一个词类作为一个查询 

式，从代表候选审稿人的文档集中检索出得分最高 

的一篇文档 ，将该篇文 档所代表 的候选审稿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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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审稿人；最后将 次检索出的 个候选审稿人 

作为待审论文的最终审稿人。 

笔者的具体做法是：①对每一篇待审论文的摘 

要进行中文分词，同时去掉无意义的噪声词，得到待 

聚类的词集合。笔者使用极易软件公 司开发的中文 

分词组件作为处理待审论文摘要的工具，该分词组 

件使用带词典的正向最大匹配算法和词尾多重消歧 

技术，支持英文、数字、中文混合分词和中英文噪声 

词过滤，分词速度和精度良好。．②以词集合中的每 

一 对词在代表候选审稿人的文档集 中的互信息为依 

据，使用 K．Means聚类算法对词集合进行聚类，得到 

n组词类。K．Means聚类作为一种经典 的基于划分 

的聚类算法，因其理论可靠、算法简单、速度快等优 

点被广泛用于文本分类、数据挖掘等领域。使用词 

对在代表候选审稿人的文档集中的互信息作为聚类 

依据，是由于词与词之间的互信息可以较好地反映 

词之间的关联程度 ：两个词同时出现的次数越多 ，关 

联程度就越高，互信息也越大；反之关联程度小，互 

信息小。通过聚类，那些经常同时出现的关系密切 

的词会聚集在一起 ，而这些 聚集在一起的词 又能够 

一 定程度地 表征某一主题领域 。这样 用 rt组词类 

中的每一个词类作为查询式，从文档集中检索出的 

n 个文档就有可能覆盖待审论文的多个主题。 

本文的实验流程如 图 1所示。 

棚  

词I类 

l l 0 ； 

⑨ ⑨  ⋯ “ I
检 I检 I检 

检 +索 索 ★索 索 检 

l 袭 稿 爱辎 篡 蔫 l 

型 l i I f 型 

‘ ● 

审稿人 2 审稿人 审 ． 审强人 

图 1 论文 与审稿 人自动匹配的流程 

3．2 使用的检索模型 

笔者采用两种当前比较成熟的信息检索模型作 

为研究论文审稿人 自动选 择方法 中的实验模型，分 

别是 BM25模型和 Jelinek Mercer平滑统计语言模 

型。本文以 R={r1，⋯，r~}表示审稿人研究领域的 

文档集合 ， 表示描述审稿人 i的研究领域的文档。 

一 1140 —  

3．2．1 BM[25模 型 

BM25模型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信息检索模型之 
一

，它作为一种典型的概率检索模型，是著名的检索 

实验系统 Okapi检索模块的核心模型 “。该模型的 

具体公式参见文献[11]。 

依据该模 型，在给定查 询式 q后 ，可 以获得文 

档 rT的权重得分 ： 

W( q，R)： W ( R) (1) 

其中， ，( ，R)为第 个检索词在文档 中的权重。 

3．2．2 Jelinek Mercer平 滑模 型 

统计语言模型的平滑算法有多种，在实际研究 

中，应用较多 的主要有 Jelinek Mercer平滑 、Dirichlet 

平滑和 Absolute Discounting平滑三种。文献[12]通 

过实验证 明，Dirichlet平滑适合 于长度较短 的查询 

式，而Jelinek Mercer平滑应用于长度较长的查询式 

时效果更好。在本文的研究中，对待审论文摘要进 

行分词、聚类后，平均每一个词类包含的词数超过 

10个 ，这些词构成的检索式长度较长 ，因此 ，本文选 

择 Jelinek Mercer平滑算法作为实验 中统计语言模型 

的平滑方法 。 

Jelinek Mercer平滑算法是一种典型的线性插值 

平滑方法，它将查询词在文档和文档集合中出现的 

概率进行加权处理，作为查询词概率的最大似然估 

计 ，其公式为 ： 

P̂ ( ，I )： (1- )P(ws l r )+ p(鲫 I R) 

(2) 

其中，P( )代表第 J个检索词在文档 中的统 

计概率，P( I R)代表第 J个检索词在文档集 R中 

的统计概率。 

最终在查询式 q下 ，文档 的得分为 ： 

p(ri，q，R)=∑ (wj lrj) (3) 

4 实验结果与评价分析 

4．1 实验数据 

由于没有现成可用的中文数据用来代表审稿 

人，因此本文选择了图书情报类 19种中文核心期 

刊m 的编委会成员作为候选审稿人 ，共 192人。然 

后从“中国知网”上获取每个人从 1999—2008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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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署名发表的所 有学术论文 的标题 、关键词和摘 

要，简单的}[总在一个文档中，作为代表其研究领域 

的特征文档 ，从 而本文得 到了一个包 含 192个文档 

的数据集。另外本文选取《图书情报工作)2009年 

第一期和第二期n 中包含摘要信息的所有学术论 

文 ，共 63篇作为待审论文 ，用于测试。 

要评价方法 的有 效性 ，需 要有一个 评价标 准。 

由于本文是为了研究待审论文与候选审稿人的自动 

匹配 ，每次检索只选出得分最高的审稿人 ，并且使待 

审论文主题能够被检索出的审稿人最大程度覆盖 ， 

因此需要确定每个候选审稿人的研究专长领域，以 

及待审论文的研究主题。笔者通过人工阅读候选审 

稿人 10年问发表 的论文的摘要和待 审阅论文摘要 

的方式，确定 192位候选审稿人的研究领域，以及待 

审论文的主题，以此作为判断标准，用于评估本文使 

用的方法的准确性。 

4．2 评价指标 

本文在每次检索时，只检 索出得分最高的一篇 

文档，传统的查全率和查准率等评价指标不能反映 

选出的审稿人对待审论 文主题 的覆盖程度 ，因此需 

要使用新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采用文献[6]中建 

立 的 评 价 指标 体 系 中 的两 个 评 价 指 标 ，分 别 是 

Coverage和 Confidence。Coverage用来衡 量选 出的审 

稿人对待审论文主题的覆盖程度 ；Confidence用来衡 

量待审论文的每个主题被选择出来的审稿人覆盖的 

冗余度，即待审论文的每一个主题被尽可能多的审 

稿人覆盖。Coverage和 Confidence越 大表示 自动匹 

配方法越好。 

这两项评价指标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Co erag一  (4) 

＼ 1 n 

CDnf／dence： -= (5) 
一 n ， 

其中，n 表示每一篇待审论文的主题数目，n ，表示 

选择为每一篇待审论文所选择的每一个审稿人所能 

覆盖的主题数目，n，代表为每一篇待审论文选择的 

n个审稿人所能覆盖的主题数 目。 

4．3 实验结果 

本文在分词后对词集合进行聚类时，分别设定 

聚类的类目数为2类、3类、4类(类 目数代表为每篇 

待审论文选择的审稿人数)，以比较选择不同审稿人 

不 同论文主题数 的覆盖率和冗余度 比较 

2个审稿人／篇 3个审稿人／篇 4个审稿人，篇 

( G3 G4 G2 G3 G4 G2 G3 G4 

Coverage O．7 O．68 0．58 0．81 0．72 0．71 0．84 0．8 0．7l 

Confi denee O．68 O．68 O．7l 0．54 O．53 O．55 0．48 0．45 0．45 

在本文所选择的审稿人数范围内，随着待审论 

文主题数 目的增加 ，对待 审论文 主题 的覆盖率都有 

所下降，而冗余度的变化则不太明显。这表明待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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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主题数 目越 多，自动选择 的审稿人覆 盖所有 

的论文主题 的难度也越大。 

尽管 Jelinek Memer平滑模型还不能达到主题的 

完全覆盖 ，但是已经能够说 明使用 Jelinek Mercer平 

滑模型作为实现待审论文与审稿人自动匹配的方法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5 结 论 

本文借鉴信息检索的思想，分别采用概率模型 

中的 BM25模型和统计语 言模型 中的 Jelinek Mercer 

平滑模型，在构建的测试数据集上，对学术期刊论文 

审稿人的 自动选择 问题进行了实验研究 ，并对实验 

的结 果 进行 了评价 。评 价结 果 显示 ，使用 Jelinek 

Mercer平滑模 型，在待审论文主题的覆 盖率 和冗余 

度方面，都比 BM25模型的效果更好。因此可以使 

用Jelinek Mercer平滑模型作为实现待审论文审稿人 

自动选择的方法。 

本文所描述的学术期刊论文审稿人的自动选择 

方法不仅可 以用于学术期刊领域 ，还可以运用在与 

此相似的领域，如学术会议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审 

稿人选择匹配。 

由于本文在实验中需要对测试论文 的摘要进行 

中文分词和聚类，因此使用的中文分词算法和聚类 

算法会对构造的检索式有影响，从而影响最后的检 

索精确度。另外由于使用的数据集与测试论文集数 

据都比较少 ，所获得 的结论还需要在更多的数据上 

验证其有效性。未来笔者将对不同的分词算法和聚 

类算法的有效性作进一步比较，并将构建更大规模 

的数据集进行广泛的测试和验证。此外，如何根据 

摘要信息的特征进行聚类数 目的动态分配，以实现 

实验与实际应用的最大符合 ，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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