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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特色栏目　打造精品期刊
杨永庆　　任延刚

（《中国实用医学》杂志社，１１０００１，沈阳）

摘　要　通过对《中国实用内科杂志》一期专题笔谈栏目选题
策划过程的分析，探讨特色栏目对于打造精品期刊的重要性，

并提出一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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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好的期刊必须有几个特色栏目支撑，特色栏目

构成了期刊品牌的骨架，展示着期刊的气魄、亮点，是期

刊用以吸引读者的磁石［１］。《专题笔谈》栏目一直是《中

国实用内科杂志》的特色栏目和品牌栏目。该栏目的文

章可读性强，内容新颖全面，作者均为国内知名医学专

家，为读者传播最新的医学知识，帮助读者把这些知识应

用于临床，将其转化为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该

栏目自创办以来，始终受到读者的关注和喜爱，被誉为

“医学继续教育的极好教材”“临床工作的指南”“须臾难

离的良师益友”。《中国实用内科杂志》２００６年第１期中
该栏目的选题就是众多优秀选题中的一例典范。该期

《专题笔谈》栏目是以“慢性咳嗽的诊断与治疗”为中心内

容所策划的一期稿件。编辑根据所掌握的有关慢性咳嗽

研究方面的新信息，瞄准临床热点问题，确定选题方向，

然后在读者和专家中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反复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精心策划，确立选题。

１　选题策划的背景及目的

　　慢性咳嗽对人们来说就像熟悉的陌生人，说它熟
悉是指它在广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中普遍存在，而说

它陌生是针对其病因的复杂性而言的。国外对咳嗽已

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进展缓

慢。为了解决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制订临床指南，规

范咳嗽的诊治已经成为共识。

１９９８年美国制定了第一个咳嗽诊治指南［２］，２００４年
欧洲也制定了自己的咳嗽诊治指南［３］。这些指南为咳嗽

的临床诊治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我国，咳嗽诊治所面

临的现实同样严峻，照搬其他国家的指南是不行的，一方

面它们各自都有不足之处，另一方面我国的国情与国外

不同。鉴于此，我们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制订我们自

己的指南。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
学会会长钟南山教授在第１０届亚太地区呼吸病学年会
上公布了中国首部关于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指南［４］。

基于以上背景，《中国实用内科杂志》根据“面向临

床，突出实用，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内科医生的诊治水

平”这一办刊宗旨，精心策划了这期以“慢性咳嗽的诊断

与治疗”为中心内容的《专题笔谈》选题，力求把指南中

最新、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广泛、快速地传递给读者。

２　选题的实施过程

　　编辑策划工作主要是通过设计适应读者最新需求
的选题，物色最佳作者，拟定组稿计划而使高水平的作

品问世。责任编辑根据所掌握的指南发布的最新信

息，认真分析研究指南中所涉及到的诊断和治疗方面

的内容，初步提出了属于临床医生最为关注、最迫切希

望了解的一些选题意见；然后通过信函、电话、面谈等

方式征求呼吸专业编委和其他专家的意见，同时发函

给读者，征求他们的意见。经过反复调研，整合以上３
方面的意见，最终确定该期选题为“慢性咳嗽的诊断

与治疗”，并筛选出６个分题的题目。
为确保所约稿件具有临床指导意义，责任编辑根据

所掌握的情况，并经编委会研究，精心挑选了临床经验

丰富、学识广博、密切关注学科发展动态的呼吸内科专

家作为撰稿人，还请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委、中

国医科大学呼吸病研究所所长、本刊主编康健教授亲自

担任执行编委，负责稿件内容的学术指导和审定。

３　读者的反馈意见

　　此期杂志受到读者普遍欢迎，不仅是呼吸科医生，
其他内科医生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读者认为，慢性

咳嗽是每个临床医生在工作中均能遇到的问题，此期

杂志的刊出，帮助他们更新了对慢性咳嗽的认识，了解

到慢性咳嗽是可防可治的，提高了诊治疾病的水平。

该期内容新颖，紧跟前沿，可读性强，深受读者喜爱。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医院的医生来信说：“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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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用内科杂志》的忠实读者，从大学毕业后参加

工作以来，每年都订阅。本刊的《专题笔谈》栏目办得

十分好，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特

别是２００６年第１期介绍的慢性咳嗽的诊断与治疗，使
我们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认识了咳嗽的诊治思维

程序，在实际工作中少走了许多弯路，为患者节省了医

疗费用。……贵刊对我的继续医学教育及工作帮助实

在是太大了。所以，在此由衷地表达我对贵刊的感

谢———谢谢您，《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来信说：

“贵刊２００６年第１期《专题笔谈》中关于慢性咳嗽的
诊断与治疗相关内容的介绍，反映了国内外对慢性咳

嗽研究的最新动态，文章中洋溢着浓厚的全新理论信

息，是我们临床医生更新知识、提高业务水平的好教

材。我在临床工作中就曾遇到这样一个病人：患者，女

性，４５岁，因干咳４个月来就诊，无畏寒发热，无消瘦
盗汗，亦无咽痛鼻塞流涕症状，胸片示正常，肺功能正

常，予茶碱控释片每日２次，每次０．２ｇ，共５ｄ，无效。
当时我恰好拜读了贵刊 ２００６年第 １期的《专题笔
谈》，备受启发。笔谈中提到‘如果咳嗽患者胸片及肺

功能检查都阴性，应考虑做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可发现

气道内的病变’。按照上述思路，我们给患者做了纤

维支气管镜检查，最终确诊为支气管内膜结核，予正规

抗痨治疗后好转。……贵刊《专题笔谈》内容新颖、实

用，为众多临床医疗工作者所喜爱。”

４　体会

４１　选题必须与期刊的定位相一致　不同的期刊有不
同的读者对象，有不同的目的和任务，选题内容也就各不

相同。《中国实用内科杂志》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各级、各

类医院的临床医生，虽然他们对杂志内容的需求不同，但

根本点是一致的，即“临床实用”。围绕这一根本需求，我

们就要在栏目设置上注意满足各个层面读者的需要，核

心栏目内容的选题更要体现这一原则。该期《专题笔谈》

栏目的选题“慢性咳嗽的诊断与治疗”即是所有临床医生

都希望掌握的知识。很多医生通过阅读本期内容，并将

它应用于临床实践，提高了诊治疾病的水平，减少了不必

要的辅助检查，为患者节约了医疗费用。《中国实用内科

杂志》实实在在地帮助了读者，赢得了信任与支持，发行

量在同类期刊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４２　选题策划要与时俱进　期刊的特色栏目要突出
的是“特色”，这种特色要不断加以爱护和培植，否则，

特色也就会逐渐消失［５］。本刊《专题笔谈》栏目的特色

就是新颖、实用，这就要求在选题策划上要与时俱进。

期刊求新、求特，需要解放思想，但解放思想不等于蛮

干，而是要进行科学的探索；因此，要求期刊工作者，特

别是主编，应该具备较高的素质：一要掌握本刊的性质

和任务，了解相关刊物的主要特色，作到知己知彼；二要

了解本专业研究领域的重点、难点与热点，以便正确策

划选题；三要具备创新意识，学会逆向思维，多视角思考

问题。只有这样，才敢于创新，才能办出特色。

４３　选题策划对编辑有高要求　选题策划是期刊出版
工作的根基［６］。这就要求编辑至少应具备以下２方面
的能力：１）捕捉最新专业信息的能力，即要掌握最新的
相关医疗资讯，策划出新颖的选题，使出版的期刊能够

有的放矢；２）组织能力，主要体现在编辑对作者的组织
能力和对稿件内容的组织能力。为了使医疗事业紧紧

地跟上时代的发展，医务人员在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及

其治疗、预防规律的过程中就需要不断探索，就需要获

得知识。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医学期刊仍然是他

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作为医学期刊的编辑人员，要

树立浓厚的情报意识［７］，在期刊特色栏目的选题策划上

注意安排有用的信息、新颖的信息、准确的信息，力求在

最短时间内帮助读者了解最新的医学动态，更新医学技

术知识，以满足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需要。

总之，精品期刊的打造需要特色栏目的支撑，《中

国实用内科杂志》在打造精品期刊的同时会不断为特

色栏目的选题策划赋予新的内涵，使之围绕办刊宗旨，

不断开拓创新，紧跟时代步伐，永葆新颖实用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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