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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 

“有意误导他人的欺骗行为” 
Intention to cause others to regard as true that which is not true 

——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 

“捏造（fabrication）、篡改（falsification）和剽窃（plagiarism）” 
——美国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伪造和篡改数据（falsification and fabrication of data）、盗版和剽窃
（piracy and plagiarism）和不当处理研究对象（mistreatment of research 
subjects）” 

——美国科学编辑委员会（Council of Science Editors） 

“无论研究人员是有意还是无意，所有未到良好伦理和科学规范的行为” 
Behaviour by a researcher, intentional or not, that falls short of good 
ethical and scientific standard 

——英国·学术不端行为的联合会议 



国内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 

“在科学研究及相关活动中发生的违反公认的学术准则、违背学术诚信的行为” 
——教育部《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 

“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或者伪造、篡改研究数据、研究结论；购买、代写、
代投论文，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违反论文署名规范，擅自标注或虚假
标注获得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等资助；弄虚作假，骗取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项目、科研经费以及奖励、荣誉等；有其他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 

“有必要将科研行为中的‘学术不当行为’和‘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区分。对于
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尤其是对影响大的典型案例，要真正做到’零容忍’。而
对于学术不当行为，还是应以教育为主” 

——朱邦芬院士 



发布日期：2019年5月29日 
实施日期：2019年7月1日 
适用范围：本标准界定了学术期刊论文作者、
审稿专家、编辑者所可能涉及的学术不端行
为。本标准适用于学术期刊论文出版过程中
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判断和处理。其他学术
出版物可参照使用。 
起草单位：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起草人：李真真、张宏伟、黄小茹、孙雄勇 
 
 
 

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
（CY/T174—2019）》 



期刊相关的学术不端行为的类型 ——《标准CY/T174—2019 》 

 剽窃 

 伪造 

 篡改 

 不当署名 

 一稿多投 

 重复发表 

 违背研究伦理 

 其他学术不端行为 

 违背学术道德的评审 

 干扰评审程序 

 违反利益冲突规定 

 违反保密规定 

 盗用稿件内容 

 谋取不正当利益 

 其他学术不端行为 

审稿专家 编辑者 
 违背学术和伦理标准提出编辑意见 

 违反利益冲突规定 

 违反保密要求 

 盗用稿件内容 

 干扰评审 

 谋取不正当利益 

 其他学术不端行为 

论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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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来源： 

 编辑（本刊及其他期刊） 

 审稿人 

 作者 

 读者（同行） 

 第三方机构 

 …… 
 
 

学术不端行为的指控 

指控对象： 

 作者 

 审稿人 

 编辑 
 
 



认定的主体： 

 疑似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认定和处理应交由相关人员所在学校、

单位或者基金资助机构负责进行 

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 

期刊的责任： 

 尽力确保所发刊载论文的真实性和原创性，同时符合国际伦理规范 

 在遇到疑似学术不端行为时，及时完成初步调查和相关资料的收集，

并将其汇报给相关人员所在学校、单位或者基金资助机构 

 在明确的调查结果公布后，及时作出相应的更正或撤稿处理 

 



 保密原则   即不得散布未经证实的指控 

 记录原则   即保持完整和准确的记录 

 中立原则   即保持中立，说明事实，不作指控 

 申诉原则   即给予被指控者回应的机会 

 通知原则   即将相关信息通知所有相关各方，包括举报人、

审稿人、作者及其单位或者基金资助机构 

期刊参与调查学术不端行为的五个原则 

COPE, Introduction to Publication Ethics. What to do if you suspect it? 
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resources/elearning/what-can-editors-do 



期刊参与调查学术不端行为的规范流程 

COPE Flowcharts  
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resources/flowcharts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反剽窃政策 
Anti-plagiarism policy of JZUS-A/B & FITEE 
https://doi.org/10.1631/jzus.A1500151 
 
《反剽窃：对编辑与作者的指南》 by Helen Zhang 
Against Plagiarism: A Guide for Editors and Authors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24160-9  
 
Misconduct of images: guidance for biomedical authors and editors 
https://doi.org10.20316/ESE.2019.45.19006 



期刊参与调查学术不端行为的规范流程 



期刊对疑似学术不端行为认定的规范流程 
编辑部收到指控 

是否有异议 
（一般为10天内） 

N 

Y 

指控证据是否 
充分、合理 

Y 

Y 

N 

N 

当指控对象为编辑时， 
调查交由外部专家负责 

主编负责与副主编或编委
会成员协商，进行审查 

通常包括要求所有相关方就
该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情况说
明，并以书面形式汇总 

咨询专家 
隐藏被调查者和 

指控人的身份信息 

初步结论 

将指控内容和审查结果 
通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专家复核（限期三个月） 

学术不端行为不被确认 
将审查结果通知指控者和作者 

学术不端行为 
是否被确认 

编辑部对外公布认定结果 
稿件进入处理流程 

指控对象 
是否为论文作者 

或审稿人 N 
Y 



期刊参与调查学术不端行为的通讯样函 
Dear Corresponding author 
尊敬的通讯作者： 
  
RE: Your manuscript number xxx, name yyy, submitted to journal zzz 
回复：您提交到zzz期刊的论文，稿号xxx，题目yyy 
  
It has been brought to our attention/we have noticed that one of the figures in the above 
manuscript may have been manipulated inappropriately. 
我们注意到您提交的上述稿件中有一个图片可能被不恰当地处理。 
  
If necessary elaborate here – e.g. evidence of splicing of lanes on a gel. 
Refer authors to any guidelines you have on figure preparation 
如有必要，请在此处详细说明上述问题，例如在凝胶上拼接泳道的证据。 
并给作者提供关于绘制/处理图片的指导说明。 
  
We would be grateful for any explanation you can provide and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by… (If paper is not published add this text: Until we have heard from you we cannot 
proceed further with the review/publication of your paper) 
我们将非常感谢您提供的任何解释，并期待通过以下方式收到您的回复......（如果该论文尚未发表，请添加此文
本：在我们收到您的回复之前，我们无法继续审阅/发表您的论文） 
  
Yours sincerely 
谨启 

COPE, Sample Letters for Editors (requires membership to access)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resources/sample-letters 



期刊对疑似学术不端行为的检查方法 

01 文本相似度检测 
AMLC（知网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PSDS（万方提供的论文相似性检测服务）
CrossCheck、Plagiarism、Mudropbox、WordCheck、
Paperpass、TurnItIn 

02 图片篡改/伪造检测 分析图片的属性、源码以及利用JPEGsnoop 
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提供的“Droplets”——PS插件 
艾普蕾公司（iPlagiarism）的“猫图鹰”图像检测平台 

03 统计学检测 

04 代写代投识别 

重新计算，验证统计学结果 
利用统计规律，如统计量分布值与等值关系规律、效应区
间值与等值关系规律 

作者手机号码及登录系统所用IP地址的归属地 
注册邮箱后缀及命名规律 
用户名及密码的规律 
作者学历、职称以及论文本身质量 
 



CrossCheck文本比对在图片重复发表检测中的应用 

a. 投稿论文中多处图题被高亮提示重复匹配 b. 人工比对重复文献来源（同年出版书籍） 

CrossCheck网址：https://app.ithenticate.com 
Ye Q, Lin HF, Misconduct in images: guidance for biomedical authors and editors, European Science Editing, 2019, 45(3):65-68.  



图片篡改检测示例：ORI Droplets工具包进行图片篡改检测示例 

a. 原图 

b. 模拟篡改图片的几种类
型： 
 
1. 复制 
2. 擦除 
3. 用PS印章工具遮挡 

c. Features in dark 
or light areas  
工具包检测结果 d. Forensic-Gr Map 

工具包检测结果 

Droplets工具包下载地址：
https://ori.hhs.gov/content/droplets 

Ye Q, Lin HF, European Science Editing, 2019, 45(3):65-68.  



图片伪造检测示例： ORI Droplets工具包进行图片相似度检测示例 

a. 原图 
疑似重复使用的区域（红框所示） 

b. Advanced Overlay – Adjustment Layers检测结果 
红色：重叠区域； 黑色：有差异区域 

工具包下载地址： 
https://ori.hhs.gov/content/advanced-forensic-actions 



图片伪造检测示例：Motuin 进行图片相似度检测示例 

a. 原图 
疑似重复使用的区域（红框所示） 

b. Motuin相似度检测结果 
绿线两端连接的是高度相似的区域，平行线约密集，
说明这两个区域复制产生的可能越大 

Motuin检测网址：http://motui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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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对疑似学术不端行为的应对政策 

1. 可疑论文的汇报原则 

 期刊通过在其“投稿须知”栏目中明确期刊将疑似学术不端行为向

有关单位或基金资助机构汇报的原则，警告具有学术不端行为倾向

的作者，以降低在投稿阶段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可能 

2. 可疑论文的处理程序 

 明确处理可疑稿件的程序，可以规范期刊编辑和审稿人的职责，从

而保证可疑论文汇报原则的执行 

ORI. Managing Allegations of Scientific Misconduct: A Guidance Document for Editors 
https://ori.dhhs.gov/multimedia/acrobat/masm.pdf 



期刊对疑似学术不端行为的应对政策 

3. 所有作者签名原则 

 在论文正式发表前，要求所有作者在《版权转让协议》中签字 

 在投稿阶段，要求所有作者在《论文贡献声明》中签字 

4. 提交数据原则 

 在“投稿须知”明确作者对原始数据保存以及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提供的义务 

 NCBI网站（https://www.ncbi.nlm.nih.gov）; 

 Protocol Exchange（https://www.nature.com/protocolexchange） 

 《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试行）》（2019年2月11日） 



期刊对疑似学术不端行为的应对政策 

5. 同行评审 

 明确审稿人、作者以及相关编期刊辑的职责，从而维护同行评审的

公平、公正、保密 

6. 勘误、撤稿和关注声明 

 明确：谁要求更正或撤回；更正、撤回或关注声明的标准； 

     声明的内容；声明发布形式，电子版、网页版和印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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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对疑似学术不端行为的稿件处理规范 

已发表论文收到 
投诉或质疑 

是否属于严重的 
学术不端行为 

学术不端行为 
是否被确认 

勘误或更正说明 撤稿声明 拒稿 

N 

Y 

Y 

N 

投稿论文中发现存在 
学术不端行为 

关注声明 撤回 

正常处理 

投稿论文是否 
已经录用 

Y N 

N 

Y 

是否存在 
错误导致论文的 

结果和结论不可信 



更正论文的三种类型：勘误、撤稿及关注声明 

勘误 

撤稿 

关注 
声明 

可能源自研究过程的错误，如研究方法或分
析中存在错误，也可能源自出版过程中的错
误，如印刷错误 

当错误可能会影响到对论文数据或信息的
解读，论文已被证实存在欺骗行为，论文
的研究结果不可重复，或者论文存在其它
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时（如多次或重复发
表、所有作者未能同意出版、剽窃） 

如果编辑有充分的理由担忧或者怀疑，并且
认为读者应了解潜在的误导信息，在相关机
构的调查结果正式公布之前，可以刊出表达
关注的声明 



勘误、撤稿及关注声明的规范 

 （1）声明内容包括，声明的题目（含声明的类型）、发表声明的主

体、声明对象的稿件信息（含doi链接）、声明事由及调查结果； 

 （2）发表形式包括电子版、网页版和印刷版，分配独立页码和doi，

并列入索引系统； 

 （3）做好声明与原文的关联，在原文首页添加相关声明的说明，并

报告数据库更新原稿的收录信息； 

 （4）撤稿论文的原文pdf文件需添加撤稿水印； 

 （5）及时更新CrossMark上的稿件更新信息； 

 （6）原文可以作为参考文献形式添加到相关声明中，以便数据库检

索、互链。 



勘误、撤稿及关注声明规范核对表 
检查条目 勘误 撤稿 关注声明 

1 内容要素完备 

    题目（类型说明） ✔ ✔ ✔ 

    发表主体 ✔ ✔ ✔ 

    处理对象信息 ✔ ✔ ✔ 

    声明事由 ✔ ✔ ✔ 

    调查结果 ✔ ✔ ✖ 

2 发表形式（目录、索引、doi） 

    电子版 ✔ ✔ ✔ 

    网页版 ✔ ✔ ✔ 

    印刷版 ✔ ✔ ✖ 

3 与原文的关联（链接、ref） ✔ ✔ ✔ 

4 水印标记 ✖ ✔ ✖ 

5 原文CrossMark更新 ✔ ✔ ✔ 



勘误示例 

勘误的网页信息 
勘误原文的网页信息 

勘误原文的CrossMark信息 



撤稿及关注声明示例 

撤稿论文的原文网页上信息补充 

关注声明的网页信息 撤稿声明的网页信息 



撤稿及关注声明示例 

撤稿论文电子版水印添加 

原文以参考文献形式出现在撤稿声明中 
原稿、关注声明和撤稿在Web of Science均被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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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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