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师范大学屠树江在学术上存在着严重

的学术不端行为 

屠树江在2000-2004年发表的部分论文出现了几类学术违规的情况：（1）重

复发表的论文有4篇；（2）除去重复发表的论文外，数据部分重复的论文有15篇；

（3）数据明显造假的论文有2篇。除了典型的一稿二投外，屠更多的是采取排列

组合的方式将少数几篇论文的数据编造成十几篇的文章进行发表，这是一种相对

隐蔽的学术不诚信行为。这里共选了21篇论文，按照关联性将它们分成三个部分

进行说明。 

一、论文1-5的违规关系图： 

 

论文 1：Shujiang Tu,* Fang Fang, Songlei Zhu, Tuanjie Li, Xiaojing Zhang, Qiya 

Zhuang. A new Biginelli reaction procedure using potassium hydrogen sulfate as the 

promoter for an efficient synthesis of 3,4-dihydropyrimidin-2(1H)-one, Journal of 

Heterocyclic Chemistry, 2004, 41(2), 253-257.（标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

20372057）收稿日期2003-12-17, DOI: 10.1002/jhet.5570410216 

论文 2：Shujiang Tu,* Fang Fang, Songlei Zhu, Tuanjie Li, Xiaojing Zhang, Qiya 

Zhuang. A new Biginelli reaction procedure using potassium hydrogen sulfate as the 

promoter for an efficient synthesis of 3,4-dihydropyrimidin-2(1H)-one, Synlett, 2004, 

(3), 537-539.（标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20372057）收稿日期2003-12-09, 

DOI: 10.1055/s-2004-815419 

a) 论文 1 与论文 2 属于重复发表，即一稿两投。两篇论文几乎是一模一样，除

了论文 2 多了 5 个化合物（6e, 8a, 8b, 9a, 9b）外。具体分析如下。 

论文 1 题目： 

 

论文 2 题目： 



 

论文 1 中 Scheme 1 & 2：            论文 2 中 Scheme 1 & 2： 

       

论文 1 中 Scheme 3：             论文 2 中 Scheme 4： 

  

论文 3：Shujiang Tu*, Fang Fang, Chunbao Miao, Hong Jiang, Daqing Shi. One-pot 

Synthesis of 3,4-Dihydropyrimidin-2(1H)-one Using TsOH as a Catalyst under 

Microwave Irradi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hemistry, 2003, (06), 706-709. 收稿日期
2002-10-18 

b) 论文 1 的一些数据又抄袭了论文 3 的数据。论文 1 与论文 3 在许多化合物的

表征数据上完全一致，如同一个化合物的红外光谱（IR）值完全一致。通常

情况下，对用不同方法得到的化合物进行表征，这些表征数据中 IR 和元素

分析（Anal. Calcd.）值多多少少是会有一些差别的。具体分析如下。 

论文 1 Table 2： 



 

论文 3 Table 1： 

 

两篇论文中化合物代号对应关系： 

论 文 1 

Table 2 
4c 4b 4a 4d 4e 4f 4g 4h 4i 4j 4k 4q 4l 4m 4n 4o 

论 文 3 

Table 1 
4a 4b 4c 4d 4e 4f 4g 4h 4i 4j 4k 4l 4m 4n 4o 4p 

任取两组表征数据列于下面： 



论文 1 Table 2 中的 4f                 论文 3 Table 1 中的 4f 

  

论文 1 Table 2 中的 4m                  论文 3 Table 1 中的 4n 

  

论文 4：Shujang Tu*, Fang Fang, Chunbao Miao, Hong Jiang, Daqing Shi and 

Xiangshan Wang. One-pot synthesis of 3,4-dihydropyrimidin-2(1H)-ones using 

cadmium sulfate as catalyst, Journal of Chemical Research, 2003, (9), 544-545. 收稿

日期 2003-02-25 

论文 5：Shujang Tu*, Fang Fang, Chunbao Miao, Hong Jiang, Youjian Feng, Daqing 

Shi and Xiangshan Wang. One-pot synthesis of 3,4-dihydropyrimidin-2(1H)-ones using 

boric acid as catalyst, Tetrahedron Letters, 2003, 44(32), 6153-6155. 收稿日期 2003-

02-10, DOI: 10.1016/S0040-4039(03)01466-7 

c) 论文 4 与论文 5 数据为互相抄袭。论文 4 和论文 5 除了合成时用的催化剂不

一样外，但对应的产率（即两论文表中 A 竖栏的数值）非常接近或完全相

同，所测得得熔点范围也完全一样。最令人奇怪的是论文 4 仅给出的 4p 和

4q 二个化合物的表征数据中 IR 和 Anal. Calcd. 值与论文 5 中的一模一样，

丝毫不差，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具体分析如下。 

论文 4 题目： 

 

论文 5 题目： 

 

论文 4 的 Scheme 1:              论文 4 的 Table 1: 



  
论文 5 的 Scheme 1: 

 
论文 5 中 Table 1: 

 

论文 4 中 4p 和 4q 的表征数据          论文 5 中 4p 和 4q 的表征数据 

  

 



d) 论文 1, 2, 3 部分化合物的表征数据和论文 4, 5 中对应化合物的表征数据完全

一样。论文 1, 2, 3 中合成的大部分化合物与论文 4, 5 中的完全相同，其中许

多化合物的熔点值和 IR 值完全一样，1H NMR 值也很一致。具体分析如下。 

下面以论文 1 和 4 为例进行比较。 

论文 1 中 Scheme 2：                论文 4 中 Scheme 1： 

  

论文 1 中 Table 2： 

 

论文 4 中 Table 1： 

 



上面两个表中 4a-4q 的 17 化合物完全是一一对应的；产率 A 的数值非常接近或

相同，所测得的熔点值也完全一致。 

下面比较一下两篇文章中化合物 4p 和 4q 的表征数据。 

论文 1 中 4p 和 4q 的表征数据：     论文 4 中 4p 和 4q 的表征数据： 

  

 
二、论文 6-16 的违规关系图： 

 

论文 6：Shujiang Tu*, Hai Wang, Jianqing Feng, Ailing Tang & Juncai Feng. A 

Convenient synthesis of 2-amino-5,6,7,8-tetrahydro-5-oxo-4-aryl-7,7-dimethyl-4H-

benzo-[b]-pyran-3-ethylcarboylates under microwave irradiation, Synthetic 

Communications, 2001, 31(17), 2663-2666. 收 稿 日 期 2000-11-10, 

DOI: 10.1081/SCC-100105394 

论文 7：屠树江, 王海, 冯建青, 唐爱玲, 冯骏材. 微波辐射下 2-氨基-5 ,6 ,7 ,8-四

氢-5-氧代-4-芳基-7 ,7-二甲基-4H-苯并-[b]-吡喃-3-羧酸乙酯的合成，南京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 2001, 37(2), 267-268. 收稿日期 2000-10-30 

e) 论文 6 与论文 7 属于重复发表，即一稿两投。论文 6 和论文 7 在内容上一

样，只不过论文 6 有表征数据，而论文 7 没有。具体分析如下。 

论文 6 中的反应式及 Table 1 中的 7 种化合物 3a-3g： 

 



 

论文 7 中的反应式及合成的 7 种化合物： 

 

 

可以看出，论文 6 和 7 合成的方法一样，合成的 7 种化合物也一样。 

 

论文 6 中的实验描述： 

 

论文 7 中的实验描述： 

 

 

比较上面论文 6 中 table 1 和论文 7 中的实验方法，可以看到所合成的化合物的

产率的范围完全一致。 

论文 8：高原*, 屠树江, 周建峰, 史达清. 无外加催化剂条件下2-氨基-3-腈基-4-

芳基-7,7-二甲基-5-氧代-4H-5,6,7,8-四氢苯并-[b]-吡喃-3-羧酸乙酯的合成，有机化

学, 2001, 21(7), 535-537. 收稿日期2000-10-30 

f) 论文 6 中绝大部分化合物数据又抄袭自论文 8。论文 6 与论文 8 中的化合物

一一对应。二篇论文除合成方法不一样，导致产率不同外，二篇论文中相对

应化合物的表征数据（m.p., 1H NMR, IR, Anal. Calcd.）完全一样，丝毫不差。

具体分析如下。 

论文8中的反应式及所合成的化合物3a-3g： 



 

可以看到，论文8合成的化合物3a-3g与论文6、7所得到的化合物3a-3g完全对应。 

下面任选论文6和7中的二个化合物，比较一下它们的表征数据： 

论文6中3b：                               论文8中3b： 

 
 

论文6中3g：                               论文8中3g： 

  

论文 9：Shu-Jiang Tu, Xu Deng, Ya-Yin Fang, Ya-Mei Guo, Miao Du*, Xiao-Hong 

Liu. 2-amino-7,7-dimethyl-5-oxo-4-phenyl-5,6,7,8-tetra-hydro-4H-chromene-3-

carbonitrile,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 Structure Reports Online, 2001, E57, 

o358-o359. 收稿日期2001-03-05, DOI: 10.1107/S1600536801004755 

论文  10：Shu-Jiang Tu*, Yuan Gao, Cheng Guo, Daqing Shi, Zaisheng Lu. A 

convenient synthesis of 2-amino-5,6,7,8-tetrahydro-5-oxo-4-aryl-7,7-dimethyl-4H-

benzo-b-pyran-3-carbonitrile under microwave irradiation, Synthetic Communications, 

2002, 32(14), 2137-2141. 收稿日期 2001-02-24, DOI: 10.1081/SCC-120005420 

论文 11：屠树江*, 蒋虹, 庄启亚, 缪春宝, 史达清, 王香善, 高原. 超声辐射下

一步法合成2-氨基-3-氰基-4-芳基-7,7-二甲基-5-氧代-5,6,7,8-四氢-4H-苯并[b]吡

喃, 有机化学, 2003, 23(5), 488-490. 收稿日期2002-08-08 

g) 论文10 & 11涉嫌抄袭论文9的内容，并存在数据造假现象。论文10中3a和论

文11中4a的晶体数据与论文9晶体数据重复，但论文10 中3a的部分晶体数据

明显是被篡改过了。如论文10中（2141页） References 5中C18H3N3O分子式



应该是C18H18N2O2；论文10中 a = 11.3070(10), b = 9.4750(10) Å和 = 99.340(10)

几项括号中的10应该是1；论文10 & 11中 wR2 (or wR) = 0.0961中的0.0961应

该是0.102；还有其它一些数据有问题。尽管论文10投稿日期较论文9早了9天，

但论文9的数据更真实一些，故认为论文10 & 11的晶体数据是在论文9的基

础上抄袭和编造的。具体分析如下。 

论文9的化合物 I：            I 的晶体数据（正确的数据）： 

                

论文10中3a的晶体数据（抄和编造的）：  论文10中4a的晶体数据（抄和编造的）： 

   

下面给出了论文9、10、11中晶体结构的截图。可以看出三篇论文中的晶体结构

图完全一样。其中，作者在论文11中错将图1中4a写成了3a，即显示论文11抄自

于论文10。 

论文9 I的晶体图:       论文10 3a晶体图：        论文11 4a晶体图： 

   

h) 虽然论文11引用了论文10，但论文11很可能是抄袭和杜撰自论文10。论文11

与10用不一样原料和不同的反应条件合成了完全相同的7种化合物。两篇论

文中所对应化合物的产率除了其中的三个有1-2%的差别外，其余的完全一样；

两篇论文中7种化合物的表征数据（mp, 1H NMR, IR, Anal. Calcd.）完全一致，

即使是IR和Anal. Calcd.也丝毫不差；如上面所指出的，二篇论文都给出了同

一个化合物的晶体图，晶体数据也完全一样，即使错误也一样，如论文10 

References 5中wR2 = 0.0961，在论文11中wR = 0.0961，实际上这个0.0961的

数值均是错的，正确的应该是0.102。由上述比较可以发现，论文11又是抄袭

自论文10。论文11合成方法的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即此合成方法也可能是

作者杜撰的。具体分析如下。 

 



论文9中的化合物（I）：     论文10的反应式： 

                 

论文11中的反应式及7种产物：     论文10合成的7种产物：              

    

可以看出论文9中的化合物（I）是论文10或11中的3a或4a；论文10中的化合物3a-

3g和论文11中的4a-4g是完全一致的。各对应化合物的产率几乎相同，各对应化

合物的表征数据中的熔点、核磁氢谱、红外、元素分析也一模一样。下面任意选

择二个对应的化合物进行比较： 

论文10中3b：                           论文11中4b： 

  

论文10中3f：                           论文11中4f： 

  

论文 12：Shu Jiang Tu*, Xiao Hong Liu, Heng Jun Ma, Da Qing Shi, Fang Liu. 

Michael addition reaction without catalyst: The synthesis of 2-amino-5, 6, 7, 8-

tetrahydro-5-oxo-4-aryl-7,7-dimethyl-4H-benzo-b-pyran derivatives, Chinese 

Chemical Letters, 2002, 13(5), 393-395. 收稿日期2001-07-17 

论文 13：Tu, Shu-Jiang (屠树江)*, Miao, Chun-Bao (缪春宝), Gao, Yuan (高原), 

Feng, You-Jian (冯友健), Feng, Jun-Cai (冯骏材). Microwave-prompted Reaction of 

Cinnamonitrile Derivatives with 5,5-Dimethyl-1,3-cyclohexanedione, Chinese Journal 

of Chemistry, 2002, 20, 703-706. 收稿日期2001-09-13 

i) 论文12和13涉嫌抄袭论文9的晶体数据及重复发表，论文13涉嫌数据造假。

论文12中4a及论文13中4的晶体图与论文9的晶体图相同，属于重复抄袭使用；

论文13中晶体4（对应Table 1中3）的数据为重复使用、篡改自论文9相应化



合物的晶体数据。论文12中3b的晶体结构与论文13中3的晶体结构相同，且

二者的表征数据（mp, 1H NMR, IR, Anal. Calcd.）丝毫不差。论文13中化合物

的编号混乱、非常不严谨，一些数据也有问题，如在3的竖栏中wR = 0.0961

的数值应该是0.102，因此论文13是抄袭、造假和杜撰而来的。具体分析如下。 

论文9的晶体数据：                 论文13中晶体4（即Table 1中3）的数据 

  

 

论文9 I的晶体图:       论文12 4a晶体图：        论文13 4晶体图： 

     

论文13的编号非常混乱，如Fig. 2中晶体编号为4的化合物对应于Table 1中的3，

而不是4。比较上面而个晶体数据的截图，可以看出除wR值完全不同外，其他的

数值均完全一致。即可认为论文13中晶体4 （Table 1中3）的数据是抄袭、篡改

自论文9的数据。 

下面再比较一下论文12 3b和论文13 3的晶体图和表征数据。 

论文12 3b晶体图：                   论文13 3晶体图： 

            



论文12 3b的表征数据：                      论文13 3的表征数据： 

  

可以看出，论文12中3b的表征数据与论文13中3的表征数据完全一致。另外论文

13中3（即文中Table 2 3b）的产率也是87%。 

论文13的内容编排极其混乱！Scheme 1、晶体结构、化合物表征、Table 1和2中

的编号极其不一致。如Scheme 1中的4，即晶体结构4，实际对应于Table 1中的3

和Table 2中的3a；而不是Table 1中的4和Table 2中的4a，也不对应表征数据中的

4；Scheme 1中3、晶体结构3与表征数据中3难得对应上了，但却与Table 1中3不

对应，而是对应上了Table 1中的4和Table 2中的3b；论文13中4的表征数据与Table 

1中4的或者3的表征数据完全对应不上；Table 2化合物的编号与文章中前面的编

号也不一致（如Scheme 1中的4（当Ar = C6H5时）应该与Table 2中3a相对应）。 

j) 论文 12 中部分化合物数据又抄袭、篡改自论文 8。论文 12 Table 1 中的化合

物 3a, 3c, 3d, 3e, 3f, 3g 又与论文 8 中的 3a, 3b, 3c, 3d, 3f, 3e 相对应，二篇论

文中化合物的合成方法一样，即反应条件完全相同，引用产物的熔点数值一

致，但相对应的化合物的产率却完全不同；更令人蹊跷的是二篇论文中相对

应的化合物的表征数据完全一样，丝毫不差；论文 12 反应式中将 X = 

COOC2H5 错写成 X = COC2H5。显而易见，论文 12 的数据也是抄袭、编造

和篡改来的。具体分析如下。 

论文8反应式：            论文12反应式（其中的X=COC2H5少写1个O）： 

    

论文8对反应的描述： 

 

论文12对反应的描述： 

 



结合上面的反应式及对反应的描述，可以看出论文12和论文8的合成方法是一模

一样的。 

论文8合成的化合物：  

 

论文12合成的化合物： 

 

即论文8中的3a, 3b, 3c, 3d, 3f, 3e与论文12 Table 1中的化合物3a, 3c, 3d, 3e, 3f, 3g

相对应； 

论文8和论文12对应化合物的产率相差很大，但产物的熔点数值一致，化合物的

表征数据完全一样，丝毫不差。下面任选二组对应的化合物： 

论文8中3b的表征数据：    论文12中3c的表征数据： 

  

论文8中3e的表征数据：    论文12中3g的表征数据： 

  

论文12中的4a-4g的数据又是重复、编造、篡改于参考文献1，详见后面的 n)部分。 

论文 14：Shu-Jiang Tu*, Zaisheng Lu, Daqing Shi, Changsheng Yao, Yuan Gao & 

Cheng Guo. A convenient synthesis of 9-aryl-3,3,6,6-tetramethyl-1,2,3,4,5,6,7,8,9,10-

decahydroacridine-1,8-diones under microwave irradiation without solvent, Synthetic 

Communications, 2002, 32(14), 2181-2185. 收 稿 日 期 2001-02-24, 

DOI: 10.1081/SCC-120005427 



论文 15：Shu-Jiang Tu, Xu Deng, Miao Du*, Ya-Yin Fang, Ya-Mei Guo, Xiao-Hong 

Liu. 9-(4-chlorophenyl)-3,3,6,6-tetramethyl-1,2,3,4,5,6,7,8,9,10-decahydroacridine-

1,8-dione, 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Structure Reports Online, 2001, E57, 

o383-385. 收稿日期2001-03-20, DOI: 10.1107/S1600536801005189 

k) 论文14的晶体数据是抄袭、篡改自论文15，属于重复发表。14中4c的晶体结

构与论文15中的晶体结构相同，但论文14 References 8中的wR = 0.1536是错

的，论文15中wR = 0.208应该是对的。具体分析如下。 

论文14 4c的晶体结构图：           论文15的晶体结构图： 

              

 

论文14 参考文献8中4c的晶体数据： 

  

论文15的晶体数据（部分）： 

       

 

l) 论文13的部分数据又抄袭、篡改自论文14和15。论文13中化合物 5（即5a）

的晶体数据是抄袭自论文15；论文13 Table 2中化合物5a-5h与论文14中Table 

1中化合物4a-4h完全对应，合成各化合物的反应时间和产率完全一样。但二

篇文章的反应原料一个是用NH4OAc，另一个是用NH4HCO3，产率应该有所

不同；论文13中的5（即5c）和论文14中4c的表征数据也完全一样。具体分析

如下。 

 

 



论文13中5 (即5c)的晶体数据:           论文15中的晶体数据: 

          

论文13 Scheme 1（部分）/ 论文14反应式 / 论文14 Table 1: 

    

论文13中Table 2化合物5a-5h： 

 

 

论文13中化合物5a-5h和论文14中化合物4a-4h完全一一对应。合成方法中唯一不

同之处在于二者所使用的盐，论文13中用NH4OAc，论文14中用NH4HCO3。但二

篇论文中合成各对应化合物的反应时间、产率完全一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论文13中的5（即5c）和论文14中4c的表征数据也完全一样，见下面的二个截图。 

论文13中5（也是5c）的表征数据： 

   

论文14中4c的表征数据： 

 



论文 16：屠树江*, 冯友建, 刘晓红, 马恒俊, 史达清, 高原. 微波辐射下2-氨基-

7,7-二甲基-3-乙氧羰基-4-(2-呋喃)基-5-氧代-5,6,7,8-四氢-4H-苯并吡喃的合成和

晶体结构, 结构化学, 2002, 21(1), 96-98. 收稿日期2001-05-08 

m) 论文12和13中的一个晶体结构及相关数据还抄袭自论文16。前面提及论文12

中3b的晶体结构与论文13中3的晶体结构相同，它们又都是抄袭自论文16中

的晶体结构及数据。 

论文12 3b晶体结构：       论文13 3晶体结构：      论文16中的晶体结构： 

   

论文16是结构化学杂志，对所发表的晶体数据要求较严格。但论文12和13没有引

用论文16，故认为论文12 3b和论文13 3的晶体结构及相关数据抄袭自论文16。 

参考文献 1：高原*, 郭成. 无外加催化剂条件下2-氨基-3-腈基-4-芳基-7,7-二甲基

-5-氧代5,6,7,8-四氢-4H-苯并吡喃的合成，应用化学, 2002, 19(4), 401-403. 收稿日

期2001-06-04 

n) 论文12一半的数据编造、篡改于论文8（前面 j) 部分指出），而另一半则重

复、编造、篡改于参考文献1。即论文12 Table 1中化合物4a, 4b, 4c, 4d, 4e, 4f, 

4g又和参考文献1中的3a, 3b, 3c, 3d, 3e, 3f, 3g相对应。反应条件完全相同，

其中的4a, 4b, 4f, 4g与3a, 3b, 3f, 3g的产率和熔点数值（包括引用文献值）一

致，但4c, 4d, 4e和3c, 3d, 3e的产率及所引用熔点数值与参考文献1中的数据

相差很大，明显是编造和篡改的。仔细看可以发现，论文12 Table 1中4d和4e

的产率及所引用熔点值竟然与参考文献1中的3c和3d对应上了，即作者在抄

袭时抄错行了。除了4f的IR多了3651和4g的IR多了3496数值外，论文12中4a-

4g与参考文献1中3a-3g的表征数据几乎完全一样。具体分析如下。 

论文12中的反应式：             参考文献1中的反应式即对应的产物3a-3g： 

   

论文12 Table 1中产物4a-4g： 

 



论文12对反应的描述： 

 

参考文献1中有关反应的描述： 

 

对比上面的截图可以看出，论文12中的4a-4g和参考文献1中的3a-3g分别对应；二

篇论文中的反应条件（溶剂、温度和时间）完全相同；其中的4a, 4b, 4f, 4g（它

们的产率及熔点见上面的Table 1 截图，下同）与3a (产率91%，mp 232-233 ºC，

文献值218 ºC), 3b (产率92%，mp 150-152 ºC), 3f (产率88%，mp 206-208 ºC), 3g 

(产率93%，mp 228-230 ºC)的产率和熔点数值（包括引用文献值）一致；但4c, 4d, 

4e和参考文献1中3c (产率96%，mp 196-198 ºC), 3d (产率89%，mp 220-222 ºC), 3e 

(产率92%，mp 208-210 ºC)的产率及熔点数值相差很大；仔细看可以发现，论文

12中4d和4e的产率及熔点数值与参考文献1中的3c和3d对应上了，即作者在抄袭

的时候抄错行了。  

下面任意截取两组对应化合物的表征数据，做一下对比。 

论文12中4c的表征数据：  

 

参考文献1中3c的表征数据： 

 

论文12中4f的表征数据(仅比参考文献1中3f 的IR多了3651值)：  

 

参考文献1中3f的表征数据： 

 

 

三、论文17-21的违规关系图： 



 

参考文献 2：Vinod Kumar Ahluwalia,* Bindu Goyal and Umashankar Das. One-pot 

Syntheses of 5-Oxo-1,4,5,6,7,8-hexahydroquinolines and Pyrimido[4,5-b]quinolines 

using Microwave Irradiation and Ultrasound, J. CHEM. RESEARCH (Synopses), 1997, 

266. 收稿日期1996-11-26, DOI: 10.1039/a608002b 

论文 17：屠树江，周建峰, 邓 旭, 蔡佩君, 王海, 冯骏材*. 微波辐射一步合成4-

芳基多氢喹啉衍生物, 有机化学, 2001, 21(4), 313-316. 收稿日期2000-10-16 

论文 18：Shu-Jiang Tu*, Xu Deng, Da-Qing Shi, Yuan Gao, Jun-Cai Feng. Microwave 

assisted synthesis of pyridone derivatives, Chinese Journal of Chemistry, 2001, 19, 

714-715. 收稿日期2001-03-05 

论文 19：Shujiang Tu*, Qihua Wei, Hengjun Ma, Daqing Shi, Yuan Gao, Guiyou Cui. 

The synthesis of novel substituted 2,5-dioxo-1,2,3,4,5,6,7,8-octahydroquinolines 

without solvent under microwave irradiation, Synthetic Communications, 2001, 31(17), 

2657-2661. 收稿日期2000-11-10, DOI: 10.1081/SCC-100105393 

论文 20：屠树江, 邓旭, 周建峰, 孙柏旺, 冯骏材*. 微波辐射下芳醛与活性亚甲

基化合物的反应,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2002, 23(2), 222-225. 收稿日期2000-11-04 

o) 论文 17 中 5a-5g 的合成是模仿参考文献 2 的工作进行的。论文 17 在进行微

波反应时加了 EtOH，论文 17 中的 5a, 5b, 5d 化合物与参考文献 2 中的 5c, 

5a, 5e 化合物完全对应，但论文 12 却没有引用参考文献 2。具体见下面的截

图。 

论文17中合成5a, 5b, 5d的反应式：        参考文献2合成5c, 5a,5e的反应式： 

       

 



论文17 Table 1：                       参考文献2中1和2a-f的结构： 

       

p) 论文 18, 19, 20 中部分数据抄袭自论文 17。论文 18 中化合物 7a-7d、论文 19

中化合物 4a-4d、论文 20 化合物 4a-4d 分别与论文 17 中化合物 6a-6d 在合

成条件、反应时间、产率、熔点值方面完全相同。论文 19 中 4b & 4d 及论

文 20 中 4b & 4d 中的 1H NMR, IR, Anal. Calcd.表征数据与论文 17 中 6b & 

6d 的表征数据一模一样（除个别数据抄写错误外）。而论文 17, 19, 20 中都

缺乏 6a, 6c 和对应 4a, 4c 的表征数据，论文 18 中没有给出各化合物的表征

数据。具体见下面的截图。 

论文17合成6a-6d的反应式及Table 1： 

    

论文18合成7 a-7d的反应式： 

 

 

论文19合成4a-4d的反应式： 

 



 

论文20合成4a-4d的反应式： 

 

 

论文17中6b的表征数据：       论文19中4b的表征数据： 

  

论文20中4b的表征数据： 

 

论文20中4d的表征数据： 

 



论文17中6d的表征数据：       论文19中4d的表征数据： 

  

上面截图显示，作者将论文19中4d的1H NMR表征数据之一10.09错抄成10.99。这

几篇论文没有互相引用，即属于互相抄袭、重复发表。 

q) 除上面 p)部分指出的情况外，论文 18 与 19 的其它部分数据相同，也属于重

复发表。论文 18 中的 7e-7g 又与论文 19 中的 4e-4g 在反应时间、合成的产

率、熔点方面的数据完全一致。具体见下面的截图。 

论文18 Table 1中7e-7g: 

 

论文19 Table 1中4e-4g: 

 

论文19 4e-4g的熔点值分别为 4e: 248-250 ºC, 4f: 196-197 ºC, 4g: 234-235 ºC。 

r) 此外，论文 17, 18, 19, 20 又重复发表完全一模一样的晶体结构和表征数据。

论文 17 中 6b 的晶体结构和论文 18 中 7b、论文 19 中 4b、论文 20 中 4b 的

晶体结构完全一样，是同一个化合物的结构图，且晶体数据完全一样。具体

见下面的截图。 

 



论文17 6b的晶体结构：     论文18 7b的晶体结构： 

      

论文19 4b的晶体结构：     论文20 4b的晶体结构： 

       

论文17 6b晶体的数据：         论文18 7b晶体的数据： 

  

论文19 4b晶体的数据：          

 

论文20 4b晶体的数据： 

 

论文 21：屠树江, 史达清, 姚昌盛, 王苏惠, 王香善, 王玉成, 戴桂元. 微波辐照

下4-苯基-7,7-二甲基-2,5-二氧代-1,2,3,4,5,6,7,8八氢喹啉的合成和晶体结构, 结构



化学, 2001, 20(1), 49-52. 收稿日期2000-02-28 

s) 论文 17-20 又重复发表论文 21 中的合成方法。论文 21 中标题化合物与论文

17 中 6a、论文 18 中 7a、论文 19 中 4a、论文 20 中 4a 是同一个化合物，它

们的合成方法完全一致，且产率非常接近（72%或 72.4%），但论文 17-20 却

没有引用论文 21。具体分析如下。 

论文21标题：  

 

论文17 6a：     论文18 7a:       论文19 4a:    论文20 4a:    论文21 

         

上面前四个截图中当Ar为Ph时，即论文17中6a、论文18中7a、论文19中4a、论文

20中4a。最右边的截图为论文21中的标题化合物。论文17-20中均没有给出此化

合物的表征数据，仅给出熔点值209-211 ºC。下面仅比较一下论文19 4a和论文21

标题化合物的合成方法。论文19中 4a-4g的合成方法： 

 

论文21中标题化合物的合成方法： 

  

可以看出，论文19中4a和论文21中标题化合的合成方法完全一致，且产率非常接

近（72.4%和72%） 

以上只是屠树江在2000-2004期间发表的部分文章，确信屠的学术不轨行为

不仅仅这些，一定还有更多的文章涉及到更多类似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