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中医药》杂志对学术不端稿件的认定和处理办法 

 

为维护科研诚信，保障作者权益，本刊坚决抵制任何学术不端行

为。 

 

1 学术不端行为 

1.1 抄袭文字，剽窃观点 

自我抄袭：在新发表作品中大量重复使用作者自己已公开发表的

作品中的部分内容，且没有告知或没有引用原文献。抄袭他人：指抄

袭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包括数据、实验方法、理论等；窃取他

人的学术思想、观念等；在文章中不加出处地引用他人的观点或数据、

文字。 

1.2 伪造数据 

包括伪造实验数据和样品，伪造证据，伪造虚假的观察与实验结

果，伪造学历、学术经历，伪造同行评议。在科研活动中，没有按照

实际观察和试验中取得的真实数据为依据，而是按照假想或希望值来

得出虚假的结果；或者是为了得出希望的结果而编造数据、伪造样品。 

1.3 不正当署名 

根据《著作权法》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

名的权利。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视

为侵权行为。不正当署名包括：侵占他人成果，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他

人作品；在作品上增加未对此作品有贡献者的名字；为提高作品的声

誉，擅自在作品上增加知名者的姓名。 

1.4 一稿多发 

作者将同一篇论文（包括标题不同内容相似，或标题内容相似作

者排序不同）同时或几乎同时投给两家或两家以上出版单位并先后发



表的行为。 

1.5 标注与文章内容无关的基金项目 

文章投稿时标注的基金项目与论文内容无关，以此骗取审稿人和

编辑部的重视。 

 

2 处理办法 

2.1 认定程序 

对于经万方、知网查重系统查出重复率高于40%的文章，导出重

复率报表，人工审核，确认是否属于抄袭稿件。 

对于由他人举报涉嫌学术不端的稿件，请举报人提供切实证据。 

告知文章作者，所撰写的文章涉嫌学术不端，并将重复率报表或

举报人提供的文字证据复制后交其确认。如作者承认，则文章进入处

理程序；如作者否认，则由编辑部组建专家复核团队。专家组成员由

编辑部和作者邀请的专家共同组成。由专家组审核所有材料后出具认

定报告。 

2.2 处理程序 

未刊登的学术不端稿件予退稿处理，已刊登的学术不端稿件通知

所有数据库撤稿，或不撤稿但在稿件和数据库中明确标出此稿件为学

术不端稿件，不可引用。 

因学术不端造成的他人或其他机构的损失由作者负责赔偿或者

消除影响。 

对已认定的学术不端行为，通报作者单位及同类期刊编辑部，本

刊两年内不再发表该作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