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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践行医药期刊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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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医药科技期刊的社会属性分析其社会责任，认为医
药期刊应全面履行制止学术不端、继续医学教育、患者教育、突

发事件报道、参与医疗体制改革、扩大对外交流、引领学术发展

等社会责任，并提出了践行相应社会责任的方式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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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种科技期刊出现以来，其主要职责就是有

效地传播知识、交流思想、发布学术成果、促进科学技

术的发展与进步。科技期刊具有与生俱来的社会属

性，所以，在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应承担起应有

的社会责任。作为特殊的科技期刊———医药专业期刊

也不例外。

１　医药期刊的社会属性

　　学术期刊的社会属性由其存在和运行所形成的社
会关系来决定。这种关系主要由学术期刊社及其相关

者（主办单位、主管单位、发行者、办公场地提供者）、

读者、作者以及同类其他期刊等几个方面组成，表明学

术期刊是属于社会的。

学术期刊出版的目的是提供给读者阅读、学习、研

究与应用；读者的社会范围和社会影响力或社会公信

力对学术期刊的社会属性起关键作用；读者是学术期

刊出版后形成社会影响力的关键一环；读者对学术期

刊发布的信息、论文的思想价值的主观能动反映，是判

断学术期刊社会价值的重要方面［１］。

作者来稿是学术期刊的基础，其丰度和质量直接

决定学术期刊的质量和档次。

除以上关系外，学术期刊与其他期刊、管理部门或

其他组织机构也要发生各种联系，当然，这些联系也是

科技期刊的社会属性的一个方面。

学术期刊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社会广

泛联系着的，对社会理论思维产生重大影响，这是其社

会属性的基础。学术期刊的社会属性是决定其社会责

任的根据。学术期刊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社会，也要

承担社会责任。医药期刊也不例外。

２　医药期刊社会责任的体现

２１　制止学术不端　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浮躁之风
复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影响了学术的正常发

展，给社会和个人带来损失，造成资源浪费、重复建设、

虚假浮夸等不良社会影响。学术成果，无论真实还是

虚假，均要首先通过相关的专业期刊呈现给业界，作为

学术交流平台的医药期刊，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监督

和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的社会责任。

《科技导报》长期开展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活动，

并在刊物上刊登举报内容［２］。在这一方面，医药学术

期刊应尽量做到：１）严把稿件质量关。杜绝低水平重
复、粗制滥造的平庸之作。２）甄别并抵制弄虚作假行
为。不给任何虚假“成果”发表的机会。有效利用网

络数据库辨别抄袭剽窃及其他虚假行为。３）健全并
完善审稿制度。坚持“三审”制，必要时进行匿名审

稿，尽量避免作者与审稿人之间的人情往来，确保论文

发表的公平性［３］。

在现代社会里，由于种种原因，科技期刊的功能泛

化，过多地承担了学术评价的功能，这无疑也从某一侧

面导致了学术不端行为的泛滥；但查证、处理学术不端

的责任归属不明，也是杜绝学术不端的一个难题。这

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２２　对医护人员进行继续教育　一直以来，医药学术
期刊为医护人员带来了最新的研究结果、病例分析和

临床经验，但他们也需要其他方面的知识。医药期刊

对医护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应属其“传统”功能。

医疗工作性质特殊，由于医疗科技不断发展，新的

疗法、药物、仪器等不断涌现，从业人员需要不间断地

更新知识，才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医药学术期刊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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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继续医学教育（ＣＭＥ）栏目担当了为医生提供学习
资料进行自学的任务。随着影音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

展，其技术条件已可以满足人们阅读的需要，当然，医

药期刊也可借用各种技术为医护人员提供各种形式的

ＣＭＥ资料，如手术录像、课程音频和具有互动功能的
网页等；但调查发现，部分期刊这一栏目时断时续，多

无持续性或计划性，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近期，医护人员的执业环境恶劣，伤害事件时有发

生，人身安全难以得到有力保护。如何在现行法律的

基础上，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权益免受侵害，是他们亟须

解决的问题；所以，医药学术期刊应另开辟有关栏目，

请医学界或法律界人士撰稿或开设讲座，为医护人员

提供相关的培训或支持，以构建和谐的医疗环境。医

药学术期刊积极主持或参与制订各种全国性医疗操作

技术指南，为特定医疗操作制订行业标准，从而为避免

或预防医疗纠纷提供依据。能成为医疗工作人员的坚

强后盾，是医药学术期刊的终极目标。长期以来被人

们忽略的重要社会责任之一就是学术期刊的行业维

权，在不恰当的社会舆论有损刊物的读者和作者利益

时，办刊人应该据理力争，仗义执言［４］。

医护人员的专业在于医学，良好的沟通能力是其

必需的工作能力，但这种能力体现在论文写作上往往

比较差；所以，他们需要编辑学方面的指导。这一任务

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广大医药期刊编辑的身上。笔者

在工作中常遇到一些令人感动但很可惜的稿件，其学

术水平较高，但并未能对研究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和

挖掘，而使其临床应用意义大打折扣；所以，如何帮助

医护人员更好地将最新成果、最新技术有效地介绍给

广大同行而造福于人民大众，是医药期刊及其编辑所

应考虑的问题。

医药学术期刊，特别是出版周期较短的期刊，应为

医护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医药相关学科的信息和新

闻，以为医护人员节省因搜集相关信息所花费的时间。

为医护人员提供的这种服务，可以通过期刊网站更好

地完成，借助现在较为流行的 ＲＳＳ技术可以为他们提
供更直接、相关性更强的信息资料。

２３　患者教育　国内医药学术期刊鲜有进行患者教
育的例子。《美国医学会杂志》（ＪＡＭＡ）自 １９９８年 ４
月开辟了患者教育栏目（ｐａｔｉｅｎｔｐａｇｅ），帮助医生对患
者进行医学知识教育，以便更好进行治疗。由于内容

较为浅显易懂，患者也可以自己阅读相关的资料进行

自我教育。这样，他们更能理解医护人员的治疗决策，

避免产生误解。其他各知名杂志或开辟专门栏目，或

在其网站上开辟患者教育的频道，让患者更了解自己

的病情，使其能更顺畅地与医护人员沟通，提高接受治

疗的顺应性和依从性。此外，为患者提供预防疾病和

自我诊断的指导，可以提高大众对疾病的认识并提高

早期就诊率，不但减轻了患者个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而且节约了社会资源，也符合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和谐

社会的要求。

２４　突发事件的报道　２００３年，我国不少地区出现
“非典”。为了突出对“非典”的相关报道，《中华内科

杂志》积极组稿并破例尽快刊出，及时地从专业水平

上对“非典”进行深层次报道，为弥补期刊发表的滞后

性，将有关文章的内容率先刊登在中华医学会网站

（ｗｗｗ．ｃｍａ．ｏｒｇ．ｃｎ）上，在第一时间将“非典”的防治经
验传递给医护人员和人民大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５］。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１４时２８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
了里氏８．０级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在这次大难面前，一方面对

灾区人民给以积极支持，另一方面立足本职工作，为抗

震救灾贡献力量。《中华医学杂志》积极组织学术救

治的稿件，如骨外科、创伤、挤压伤的救治指导。《中

华预防医学杂志》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组织震后环

境监测和防护，水源、食品安全监测和防护，尸体处理

原则等一系列稿件。《中华放射学杂志》与抗震救灾

第一线的影像医务工作者联系，在第一时间组织了诊

断和救治地震伤方面的经验总结论文。《中华口腔医

学杂志》利用杂志鼓舞士气，提醒同行处理外伤时要

为今后的生存质量着想。《中华眼科杂志》紧急约请

相关专家撰写《与地震灾害可能相关的眼损伤及其诊

治措施》一文，针对地震灾害可能所致的人群眼部损

伤及其并发症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指出了可

行的诊治措施［６］。

这些都体现出在突发事件中医药期刊所承担的社

会责任。作为精神产品，医药期刊应与时代同呼吸，与

民族共命运，只有反映时代的脉络，给大众以新知，杂

志才能有活力，才能提高本身的社会公民形象。

我国自然灾害比较频繁，在各大自然灾害发生后，

医药学术期刊应承担起灾后防疫的宣传教育工作，并

使之长期化和制度化。这样，在使医药期刊自己履行

社会责任的同时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实现自己的

品牌效应。

２５　参与医疗体制改革　医疗机构是实施医疗体制
改革的主战场，医护人员作为医疗机构的主力军在此

项改革中持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医药学术期刊理应

为这些看法和观点提供发表的可能。医疗体制改革是

医护人员和人民大众共同关心的问题，医药学术期刊

应当给予关注并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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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进行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相关人

员曾认真参阅《英国医学杂志》（ＢＭＪ）发表过的文章，
ＢＭＪ数次组织专家为医疗体制改革献计献策。他们的
观点和建议对当时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细节产生了

极大的影响。《柳叶刀》（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曾于２００３年１２
月５日发表社论，建议当时的托尼·布莱尔政府禁烟，
并促进英国在公共场合禁烟法令的出台。在我国，

１９９８年翁心植院士在《中华结核呼吸杂志》上发表题
为《呼吸专业医师要在我国控烟运动中起带头和榜样

作用》的述评性文章，为呼吸科医师参与控烟、禁烟进

行了有力的倡导［７］。经过数年的努力，我国制定了

《中国临床戒烟指南》，并几易其稿，最新版的指南将

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公布，其目的在于让临床医生对吸烟
的危害及戒烟治疗有明确的认识，为更专业地控烟、禁

烟提供理论支持和操作规范［８］。

所有这些都表明，医药学术期刊完全可以参与与

医疗有关的政治活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建议，以

使政策更合情合理。

２６　扩大对外交流　我国医药学术期刊向世界介绍
我国的医疗改革和发展成果，也是自己必须承担的使

命。国外同行除了从我国科技工作者发表在国外杂志

上的文章外，还通过阅读国内学术期刊了解我国的科

技发展现状，所以，如何如实而有效地表现我国学术发

展的情况，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就是我国学术期刊应

该考虑的问题。《中华外科杂志》于２００７年第５期以
中英文形式刊登卫生部黄洁夫副部长撰写的《中国大

陆肝移植的伦理和立法》（Ｅｔｈ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的
述评文章［９］，对我国肝移植的相关问题向全世界进行

了澄清和解释，避免了因国外某些同行的误解和无端

揣测造成的不良国际社会影响。这篇文章也促进了我

国肝移植准入制度的建立。

为获得对外交流的良好效果，医药学术期刊应做

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１）写好英文摘要。英文摘
要如人的眼睛一样，是交流的窗口，因其短小精悍，涵

盖全文的重要信息，国外同行多是通过阅读它来了解

全文的内容，所以，写好英文摘要尤为重要。２）设计
好图表。图表可让人一目了然地了解研究结果并对结

论进行验证，因此，设计好图表可有效地将论文的重要

信息说明得更加清楚透彻，便于读者理解。３）严把审
稿关。严格审查文稿中的研究是否符合伦理学标准，

并杜绝刊登简单重复、粗制滥造或虚假的论文，以免造

成不良的国际社会影响。

２７　引领学术发展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现状的体
现，学术研究完成之后，需借助相应的学术期刊才能实

现研究成果的社会化，而研究成果一旦发表，就成为客

观、独立的文本化知识，将接受同行和公众的评阅。学

术期刊应引导深层次、建设性的学术争鸣，为这样的学

术争鸣提供舞台［１０］。通过这种争鸣来引领学术研究

朝着积极向上的、有益于社会大众的方向发展。在审

稿和选稿工作中，对代表这种发展方向的稿件要有政

策性倾斜。

学术期刊刊登的论文基本代表着该刊的学术立

场，所以，医药学术期刊应尽量减少刊登表面先进，实

则水平不高的文章，以免浪费出版资源。为此，医药学

术期刊应适时给予读者和作者科研方面的指导或培

训，以提高他们的科研水平，帮助他们更有效地确定更

有临床意义的研究方向，从而促进我国医药科学技术

的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大众。

３　结语

　　医药学术期刊不但肩负着学术传播的任务，而且
应向主办单位、主管单位、发行者、办公场地提供者、读

者、作者负责，这是其社会属性决定的。学术期刊只有

在完美地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前提下，才可能有长足的

发展，否则也只能偏安于一隅，无大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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