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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要让读者先“读”为快

宫　福　满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部，河南焦作，４５４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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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拜读了冯长根先生与武夷山先生今年３月发
表于《人民日报》的２篇短文［１２］，他们对我国学术论

文引用率低的忧虑，令笔者深有感触。

我国学术论文的引用率低，导致其在世界上的影

响力不高。作为一名科技期刊办刊者的我认为，若要

提高我国科技论文，特别是国内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

的引用率，进而提高我国科技论文的影响力，首要的问

题是提高刊物对读者的吸引力，即办出的刊物要让读

者先“读”为快。不能吸引读者阅读的刊物，被引用也

就无从谈起。科技期刊要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可采

取以下措施。

其一，请学科内知名专家做主编。刊物的主编就

是刊物的旗帜，主编的风格也反映了刊物的风格，主编

的魅力对读者来说就是一种招牌，一种吸引力。科技

期刊主编首先要有专业影响力，因为这种影响力，使其

在学科内拥有较多的“粉丝”，这些人必然十分关注刊

物，而且会将阅读变为一种“悦读”，这样的主编对刊

物发展的促动效应不言而喻。其次，主编不能只是挂

名，他要愿意做科技期刊出版工作，要能心甘情愿地在

刊物上花时间。只是挂名的主编不能通过刊物体现自

己的意志，那些“粉丝”的学术嗅觉可谓“刁钻”，感觉

刊物不对路，就会敬而远之。最后，主编要知道如何让

刊物在众多刊物中很好地生存下去，要能准确地把握

刊物的定位，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读者定位，读者定位准

确，刊物才能与读者“心连心”。纵观在读者中享有盛

誉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它们大都由影响力大的知名

科学家主持［３］，有的刊物的主编亲自披挂上阵写刊首

语，写学科综述，回复读者来信，仅这一点，就能让读者

对刊物“着迷”。

其二，建设具有可持续创新能力的作者队伍。具

有可持续创新能力的作者，在学科内成果的数量和质

量都十分出众，属于那种经常“出镜”的人物。他们在

当前的学科中特别活跃，创新动力充沛，影响力大，最

新成果往往是读者极为关注的对象，这类作者对读者

必然具有较大吸引力；所以，从提高刊物对读者阅读兴

趣的角度来说，刊物若能抓住具有可持续创新能力的

作者，也就抓住了根本。刊物没有具备创新能力的作

者，其载文只能是拾人牙慧，这样的刊物终会被读者唾

弃，而如果作者不具备可持续的创新能力，刊物的质量

就会时好时坏，不具有稳定性，久而久之，刊物也会从

读者的视野中消失。

其三，开设高水平的争鸣栏目。争鸣性栏目之所

以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是因为争鸣的问题往往是人们

一直关注的而且还未形成定论的。当前我国科技期刊

开设争鸣栏目的不多，而那些开设了此类栏目的少数

科技期刊常常成为学科内读者的谈资。实践表明，争

鸣栏目体现着刊物编辑集体意图的组稿，很容易在学

科内读者中激起“涟漪”，产生“共振”，使争鸣的问题

及早得以“水落石出”。值得注意的是，对争鸣类文章

最好采用集体审稿的方式，这种审稿方式对争鸣性稿

件的评价会更准确，对参加争鸣的作者来说也会更公

正。为保证争鸣栏目对读者的吸引力，一是注意争鸣

的问题要有争鸣的价值，不能对那些争论不休但已经

失去争鸣意义的问题再引发争论。二是编辑要站得

高，看得远，即刊物编辑要能控制争鸣的局面，切记不

要使刊物成为失去理性的学术角斗场，否则只会给刊

物的声誉带来损害，从而失去读者。

其四，提高载文信息的密度与强度。近年来科技

期刊对信息的密度已有所重视，但若能既重视信息的

密度，又重视信息的强度，则如“火上浇油”，对读者产

生“震撼”的效果。为此，科技期刊可采取以下几条举

措：首先，编辑应该通过对学科热点的把握，针对同一

个前沿问题，组织稿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并将这

些稿件在同一期上刊出，这样会使读者读着过瘾、解

渴，会更有利于启发读者作更深入的探讨；其次，编辑

可以先约请学科内的专家就某一热点问题撰写综述文

章，同一期再跟上几篇针对该热点的专题性文章，这样

就有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学科的发展脉络；最后，编

辑可以利用文后的空白版面，进行相关知识链接或知

识扩展，如有的刊物在文后刊发其他刊物发表的针对

同类问题的论文摘要，开阔了读者的学术视野，也能激

发读者阅读刊物的兴趣。

其五，要重视编辑立言。所谓编辑立言，就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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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字、版面语言等来反映其办刊构想，它是拉近刊

物与读者距离、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有效手段。编辑

立言常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加“编者按”。编辑通过

“编者按”来对稿件进行推荐、提示，以提请读者注意。

“编者按”可以由责任编辑撰写，也可以是由编委会集

中讨论而成；但 “编者按”的撰写不能随意，一定要有

权威性，它应是编辑部的集体意志，而不能只是编辑个

人的一种偏好，否则不仅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还会适得

其反，甚至造成不良后果。二是编辑对反馈信息进行

评述。编辑针对作者、读者的批评或褒奖性意见进行

回应，可以充分表达刊物对作者、读者意见的认真态

度，体现对作者、读者的尊重。三是编辑可以在目次编

排、栏目设计等方面体现刊物的意图。例如：在目次编

排上，可以通过文章排列的先后或文章题名字体大小

的设定来突出重点文章；在栏目设计上，可以用“本刊

特稿”“专家视点”等来“挑拨”读者的阅读欲望。

其六，通过大众传媒宣传刊物。当前，科技期刊业

内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利用大众传媒来增强刊物影

响力的必要性与可行性［４］，但要真正将这种思路转变

为行动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从国内情况来看，常常

可见到社科类学术刊物在知名媒体上刊登要目，这种

做法在科技期刊领域基本为零。这方面确实有一个理

念问题，当前国内一些科技期刊办刊者依然走不出

“躲进小楼成一统”思维模式的羁绊，一些科技期刊编

辑只专注于刊物出版这一“上游”，而在读者份额这一

“下游”上却不作任何规划。笔者认为，通过大众传媒

的宣传，使得科技期刊这一“小众”读物得以让大众耳

濡目染，无论对刊物信息传播渠道的拓展还是对社会

科技文化的培育都是极为必要的。通过大众传媒宣传

刊物，可操作的方式至少有以下２种：一是举办学科内
的学术会议，并通过大众媒体宣传会况；二是以编辑部

的名义在大众传媒上发布学科热点、学科发展预测等。

这类带有“营销”意味的活动，在提高刊物知名度、增

强刊物影响力的同时，能让读者感受到科技期刊这一

学者交流平台的内在活力。

其七，保证刊物的易读性。易读性是指文本、文字

等印刷符号或信息等被读者理解的速度及准确性［５］。

科技期刊的易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３个方面：一是论
文结构要清晰流畅，不能出现逻辑阻滞现象；二是语言

要准确、简明、精炼，符合科技语体的基本要求；三是插

图、表格、量和单位等要科学、规范［６］；四是不要过于

限制论文篇幅［７］。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科技期刊影响

力小，其易读性差应是原因之一。不能按逻辑展开论

述的论文必然说不清作者的观点，从而使读者产生阅

读障碍；那种文字读起来让人佶屈獒牙的刊物，只会让

读者逐渐失去阅读的耐性；科技期刊如果不重视标准

化、规范化，必然会影响读者接受科技信息的准确性。

要提高科技期刊的易读性，除了需要编辑不断提高业

务水平以及对科技期刊编辑的职业特性具有正确的认

知［８］，还需要编辑充分利用各种途径来实施作者教

育［９］，同时做好对科技文稿的编辑加工［１０］。

其八，要尽量拓宽读者获取刊物的渠道。在当今

形势下，面对海量的信息，读者在获取信息时必然要考

虑时间成本。笔者通过对所在高校的科研人员进行调

查发现，现在他们去图书馆查阅文献的情况少之又少，

他们对文献的获取主要通过各类网络数据库，因为数

据库检索方便，准确性高，且节省时间，正如有人所言，

现在的学术文献已经从“纸上精灵”到了“屏中风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提高科技期刊对读者的吸引力，

进而提高刊物的阅读率，办刊者务必在“易得性”上做

足工作。笔者认为，面对当今信息化、网络化潮流，科

技期刊要顺势而为，一方面要通过努力使刊物尽可能

多地进入国内外重要数据库，另一方面要在刊物的网

络化出版方面尽早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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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年轻编辑的演讲：平凡岗位 精彩人生

潘　秀　华
（河北农业大学期刊社，０７１００１，河北保定 ）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大家好！

我来自直属总支，这是一个由４个单位组成的大
家庭。能代表这样一个大家庭站在这里，是我的荣幸；

可由于对其他单位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所以只能以自

己熟悉的编辑工作为例，又恐怕“以偏概全”。不过我

想，在直属，在河北农大，无论哪个岗位，都是一样的平

凡；无论哪个岗位，都是一样的奉献；无论哪个岗位，都

有闪光而精彩的人生！我所从事的编辑工作，只是其

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所以，我为这次演讲确立了这样

的主题：平凡岗位，精彩人生。

人说，选择了什么样的职业，就选择了什么样的人

生。我说，选择了编辑，就选择了渺小和平凡。这要从

几年前我和儿子的一次谈话说起。那时，儿子念小学

三年级。我让他写日记，但他不能坚持。有一天，我拿

来一本高飞（同事的女儿，当时她刚考上北大）的日

记。儿子看后，立刻认认真真地写起来。我就问他：

“为什么我怎么讲，你都听不进去，高飞的一本日记就

让你写起来。妈妈的话还顶不上一本日记吗？”儿子

的回答，让我至今难忘：“你是谁呀，不就是一个小编

辑吗？高飞姐姐是谁？是我心中的偶像！”我听了，直

惊得半晌无言。一是惊讶于偶像的力量，二是惊讶于

自己的渺小和工作的平凡。我本渺小，不值一提；可我

所从事的编辑工作再怎么平凡，也不至于被一个蓬头

稚子在其前面冠上一个“小”字吧。然而，事实就是如

此。对于儿子送给我的这个称呼，我虽然吃惊，但并没

觉得可悲，反倒突然间升出一种凝重。

我们是小编辑，因为我们从事的工作平凡而又普

通：来稿登记，审稿送稿，退稿修改，编辑加工，责编校

对，出版发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平凡得不能再平

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我们是小编辑，因为我们人微言轻。但是每一份

来稿，我们都视若至宝，精心选择，认真审理。选用的，

我们仔细加工，去粗取精；退掉的，我们真诚地说明理

由，表示歉意，道一声感谢。因为我们珍视的是信赖，

期盼的是新生。

从１９０５年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创办的《北直农话
报》，到１９５９年正式创刊并出版至今的《河北农业大
学学报》，１００年来，有多少这样的小编辑，谁也说不

清。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和姓，只有一卷卷期刊默默无

言，仿佛在告诉人们：在河北农业大学，有这样一个群

体，它的名字叫编辑！能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感

到无上荣光！

选择了编辑，就选择了清贫和奉献。

期刊中一般很少有关于编辑的记载。但在１９１９
年出版的《农学月刊》第１６期最后２页的附件中，却
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本校教员兼月刊主任贾范卿，抱

病殁于保定寓所，身后萧条，照料无人，同人等襄视含

殓，倾助棺衾，暂妥幽魂。后面是长达近２页的捐助者
名单。

贾范卿生前曾在《北直农话报》《农学月刊》发表

一系列论说文章。作为《月刊》主任，他拟写了《月刊》

简章，制定了《月刊》的工作制度和程序，确立了《月

刊》的基本内容和特色。就是这样一个对《月刊》有着

重要贡献的编辑，死后却不得不靠“同人代陈窘状”，

上至校长，下及教师、职工，包括商务印书馆编辑等捐

助，才葬归梓里。这就是我们河北农业大学的先辈编

辑！虽身处穷困，却矢志不渝，为了“吾国农业之蒸蒸

日上”，为了“国家跻身于富强”，“编刊成绩，普赠要

冲”，“每出一稿，无不详加考核”，以期永远出版，精益

求精。他把一生都奉献给农业科教事业，奉献给期刊

编辑事业，没有留下田园家产，甚至没留下子嗣后人，

只留下一篇篇论说简章，一卷卷《农学月刊》，还有那

一串长长的账单……

如果有人说，贾范卿离我们太远，何况那是在民生

不举、风云激荡的年代，那么让我们收藏起旧卷，把镜

头拉回到现在，拉回到我们身边。在河北农大有这样

一位编辑，他叫祁振声。我想，除了编辑部的领导和同

事，还有相关的作者，恐怕在座的好多人并不认识他。

但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又无不为他严谨、执著的敬业精

神所感动。他从事编辑工作几十年，经他培养的作者、

编辑，很多已走上领导岗位，成了专家、教授、博导，而

他退休时还只是个副编审。但他从不抱怨，仍热心于

他所钟爱的编辑事业。当学报需要他时，他二话没说，

毅然放弃照顾女儿和病中的老伴，回到他曾经为之奋

斗、为之奉献的岗位，退而不休，现在还在为我们的学

报编辑事业呕心沥血、皓首穷经。这就是我们的老编

辑，不求显赫，甘为人梯。当伯乐，识良骥；做园丁，育

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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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让百花齐放，满园瑰丽。利禄功名何曾问，德能

勤绩堪为比。洒热血，灌溉我神州，山河碧！

选择了编辑，同时也就选择了神圣与庄严。

打开一部部厚重的历史卷帙，从古迹斑斑、尘封已

久的旧卷，到油黑飘香、鲜活精美的新版，一篇篇文章

真实地再现着河北农大的过去和现在，诠释着“太行

山道路”的内涵和外延；一项项研究成果从这里走出

科学的殿堂，掀起一次次农业科技变革的浪潮，有的已

植根于我神州禹城，有的还在灌溉我锦绣山河；一辈辈

英才从这里脱颖而出，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他们中

有我国农界的先觉，借科学之力，引领人民走向富裕、

国家走向富强；更多的则投身于农业的生产和科研，播

撒农业科技的火种，谱写农业进步的篇章。

放眼这贯穿历史的文化长卷，震撼于它的古朴雄

浑、浩瀚恢弘，神驰于它的旖旎多姿、明丽壮美，更读出

了它的崇高与永恒、神圣与庄严。

为了崇高而选择平凡，为了永恒而留住瞬间，为了

家园的繁荣而忍受孤寂，为了文化的辉煌而甘做地基。

这就是编辑！

虽然渺小，甘把热血滴洒在百年农刊的字里行间；

虽然平凡，却把庄严写进世纪学桴的漫漫航程；虽然普

通，更让中国近代期刊史上这叶先行起航的扁舟，劈波

斩浪，一路前行，跻身于中国高校优秀学报，河北省优

秀期刊，中文核心期刊，美国化学文摘、俄罗斯文摘杂

志等国内外重要数据库来源期刊行列。在全国高等农

业院校学报研究会、河北省高校学报研究会、河北省科

技期刊编辑学会等，学校还被推举为理事长或副理事

长单位。

“我是一名具有３９年编龄的老编辑。我把自己
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我所钟爱的编辑事业。

１９５９年，我还是大学三年级学生时，就看到了《河
北农业大学学报》创刊号。

１９６１年，大学毕业后，就从事了学报的编辑工作。
１９６２年，建校６０年大庆，负责科学论文报告会。
１９６３年出版２期学报，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各出版１期，

１９６６年停刊。
１９７０—１９７８年主办《河北农大科技》。
１９８０年学报恢复出版，任编辑，１９８２年，学报公开

发行，成立编辑部。

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代行主编之责。
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担任学报主编，学报多次获奖，在

河北乃至全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将永远支持我们的学报，直到最后……”

这就是我们的老编辑何锡源普通而平凡的人生。

清晰的履历，记载着奉献；平凡的背后，书写着庄严；朴

实的肩头，承担的是神圣；深邃的目光，关注的是永恒

……

人生真的就像是一份连续出版的期刊，每一页都

是一个新的篇章。要编辑好这样一份期刊，谈何容易。

那看似简单的工艺流程，实际上是一次次鉴审编校才

圈点出的红色年轮，承载着我们的追求与探索、劳动与

创造；那一份份书稿文案、编辑立言，则是心血和汗水

凝结成的人生档案，沉积着我们的理想与誓言、惊喜与

遗憾；而那一期期延绵不断的历史长卷，连同那一个个

奖杯和证书，更是几代新老编辑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

精神凝练，浓缩着几代出版人的光荣与梦想、希冀与信

念！

过去，我们的先辈，曾经用他们的热血和忠诚，编

辑出闪光的人生；而今，我们年轻的编辑，已经接过他

们手中的笔，饱蘸我们的激情和才华，认真编辑人生的

每一期、每一卷……因为在我们心中，平凡的岗位一样

可以书写出精彩的人生！

谢谢大家！

（２００８０５０８收稿；２００８０６１２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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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分子质量的量符号是Ｍｒ
　　描述所研究目标物质的分子大小，尤其是常见的
蛋白质的大小，多用“相对分子质量”来表示。然而在

使用“相对分子质量”的量符号时，很多期刊都出现了

错误。如国内免疫学相关的７本杂志及其他生物学、
医学的杂志，在稿约、正文以及 ＳＤＳＰＡＧ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等结果图中，“相对分子质量”的量符号出现了
Ｍｒ、Ｍｒ、Ｍｒ、Ｍｒ以及仍然沿用 ｋＤ等多种写法，有的在
正文中使用Ｍｒ而插图中使用Ｍｒ。

究竟应该如何书写才正确呢？规则是：量符号采

用斜体字母，量符号中除表示量和变动性数字等的下

标字母应用正体。根据这一规则，相对分子质量中 Ｍ
是量符号，应用斜体；下标 ｒ是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相对的）的首
字母，不是量符号，也不是代表变动性数字，应使用正

体。因此，正确的写法是Ｍｒ。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给
出的相对分子质量的符号就是 Ｍｒ。类似地，相对原子
质量的符号为Ａｒ。

（第三军医大学免疫学杂志编辑部　 侯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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