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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建设的德尔菲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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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设有特色、有实力的专栏有助于不断增强期刊的吸
引力和影响力，才有可能在强手如林的国内２４种口腔医学期
刊业竞争中崭露头角，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本研究采用德尔

菲法进行２轮专家咨询，并结合目前国内其他口腔医学期刊的
栏目现状，确定《中华口腔医学研究杂志》（电子版）重点栏目

建设，旨在寻找其打造品牌及特色发展之路。

关键词　栏目建设；科技期刊；口腔医学；德尔菲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 ｃｏｌｕｍ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ｔｏ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ｄｉ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Ｄｅｌｐｈｉ
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ＮＧＭａｎ，ＷＵＷｅｉｑｉ，ＷＡＮＧＢｏ，ＬＩＮＧＪｕｎｑ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ｕｔ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ｔｏ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ｂｕｉｌｄ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ｄ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ｃｏｌｕｍｎｓ，ｗｈｉｃｈｈｅｌｐ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ｔｓ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ｏｓｔａｎｄｏｕｔｆｒｏｍ ２４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ｔｏ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ｓｃｉｔｅ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ｗｏｒｏｕｎｄ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ｖｉａＤｅｌｐｈｉＭｅｔｈｏｄ，ｔａｋ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ｔｏ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ｓｃｉｔｅ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ｉｎ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ｋｅｙ
ｃｏｌｕｍ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ｏ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ｉｎ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ｔｏｆｉｇｕｒｅｏｕｔｔｈｅｗａｙｏｆ
ｂｒａｎｄａｎｄ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ｕｍ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ｉｔｅ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ｔｏ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ＤｅｌｐｈｉＭｅｔｈｏｄ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Ｓｔｏ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Ｅｄｉｔｉｏｎ），ＧｕａｎｇｈｕａＳｃｈｏｏｌｏｆ
Ｓｔｏ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５１００８０，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栏目设置从多方位、多层次来突出期刊的总体设

计水平、丰富相关信息内容、活跃期刊版面，在避免信

息丢失的同时使文章的功能得以扩展，增强整个栏目

的吸引力、导向作用及栏目整体功能［１］。期刊的具体

栏目设置所提供的信息，往往较之稿约直观得多，此

外，栏目设置是展示期刊特色的重要手段；因此，科技

期刊开辟专栏，特别是有特色的专栏就更为重要［２］。

一种口腔医学期刊是否能反映当前口腔医学专业领域

的发展态势和趋向，进而是否能在本学科领域内起到

一定的导向作用，其关键在于栏目策划［３６］。

德尔菲法也称专家小组法，是一种主观、定性的方

法，不仅可以用于预测领域，而且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具体指标的确定过程［７］。通

常以匿名的方式有控制地进行几轮专家意见征询，组

织者对每一轮的专家意见进行汇总反馈，使专家意见

趋于一致。该方法是系统分析方法在意见和价值领域

内的一种有益延伸，它突破了传统的数量分析界限，为

方案决策过程的合理化开阔了思路。

本文通过德尔菲法调查中国口腔医学界３２位权
威专家意见，以形成《中华口腔医学研究杂志》（电子

版）（以下简称本刊）专家建议常设栏目列表，确定重

点建设栏目，为本刊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１　备选指标的确定

　　将本刊往期出现过的栏目汇总，并综合国内其他
２３种口腔医学期刊的所有栏目，共同构建形成常设栏
目的备选指标池。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专家选择　根据研究目的，采取经验选择方法邀
请３２位在国内口腔界著名口腔医学院工作、具有丰富
的口腔医学相关科教及临床工作经验的口腔医学各学

科领域知名学者作为咨询组成员。

２２　调查咨询 　包括２轮咨询。在文献研究和专家
会议的基础上初步设计了第１轮咨询表，咨询表内容
包括各位专家对备选指标池中各栏目的重要性判断、

专家对指标熟悉程度和判断依据及专家的基本情况

（如年龄、职务职称、专业及从事工作年限等内容），要

求推荐１项栏目作为需要重点加强的特色栏目。此
外，问卷中设置了开放性的问题，以便专家对课题和备

选栏目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为了使专家能够尽快

了解研究主题并提高问卷回收率，在给专家寄送咨询

表的同时，还提供相关的课题背景和文献综述。第２
轮咨询问卷是在汇总第１轮咨询的分析结果及专家意
见与建议后形成的，评价内容与第１轮问卷一致。
２３　专家赋值依据［８］　 赋值项目包括栏目重要程
度、专家推荐特色项目、对栏目熟悉程度及判断依据。

在调查表中，栏目重要程度依据李克特５分量表法（５
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赋值：很重要，５分；重要，４分；一般重要，
３分；不太重要，２分；不重要，１分。专家推荐特色栏
目赋值为１，其余为０。考虑到每位专家对不同问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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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的权威程度不同，需了解专家对每个栏目的宗旨、形

式、内容等方面的熟悉程度和判断依据。熟悉程度分

为５个等级：不熟悉，不太熟悉，一般，较熟悉，很熟悉。
熟悉程度系数依据李克特 ５分量表法，分别是 ０．２、
０４、０．６、０．８、１．０。判断依据按常规分为理论分析、实
践经验、同行了解、直观选择等４类，影响程度分别为
大、中、小，分别赋予不同量化值。

表１　咨询表中判断依据影响程度的赋值

判断依据赋值 大 中 小

理论分析 ０．３ ０．２ ０．１
实践经验 ０．５ ０．４ ０．３
国内外同行了解 ０．１ ０．１ ０．１
直观选择 ０．１ ０．１ ０．１

２４　常设栏目筛选标准　常设栏目筛选以同时满足
重要性赋值均数大于或等于４．００、变异系数小于０．２
这２项指标为标准，同时结合专家意见，进行本刊编委
建议常设栏目筛选结果的确认。

２５　特色栏目推荐　鉴于特色栏目决策的影响因素
较多［９］，采用专家推荐的方式。在问卷最后设置问

题，要求专家根据口腔医学科教及临床技术现状、口腔

医学期刊发展现状及本刊办刊宗旨等综合情况，于现

有栏目中勾选１项作为需要重点加强推荐特色栏目，
并列明理由及栏目建设意见。得票最多栏目，经编委

会开会评议通过确认。

３　关于专家意见的讨论

　　德尔菲法中专家的选择是咨询成败的关键［８］。

本研究选择的专家领域较广，包括口腔颌面外科学、牙

体牙髓病学、口腔修复学等各大领域，既有学术界权威

名宿，也有具有一定临床、科研及教学成就的年轻专

家。有关研究表明，在德尔菲咨询法中，回收率达到

５０％是可以用于分析和报告的基本比例，７０％为非常
好的比例［８］。本研究的 ２轮调查问卷回收率均在
８０％以上，还有很多专家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议，说明
他们对本次调查的热心程度和参与程度都非常高。

３１　专家的积极性和权威程度　本研究共进行２轮咨
询。第１轮咨询专家３２位，问卷回收率９６．９％（有效
３１份）。专家的权威程度由权威系数反映，即判断系数
和熟悉程度系数的算术均值。第１轮咨询专家对指标
的判断系数为０．９２，对指标的熟悉程度为０．８０，而权威
系数为０．８６；第２轮咨询表发放给上轮应答的专家，共
回收有效问卷２９份，回收率为９０．６％，本轮咨询专家对
指标的判断系数为０．９３，对指标的熟悉程度为０．８１，权
威系数为０．８７。２轮咨询的专家权威程度均较高。
３２　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和变异系数 　专家意见的

集中程度主要用重要性得分来表示。在第１轮中，所有
指标重要性平均得分最低为３．１３，最高为４．９０，均值为
４．０６；第２轮指标中重要性平均得分最低为２．８７，最高
为４．７４，均值为４．００。各指标评价结果的变异系数说
明专家对某一指标重要性评价的波动程度，变异系数越

小说明专家的协调程度越高。第２轮指标中变异系数
最小为０．０９，最大为０．２２。通过２轮德尔菲法的筛选，
初步确定本刊编委建议常设栏目，各栏目重要性得分和

变异度见表２。
表２　栏目重要性第２轮评分结果（珋ｘ±ｓ）

栏目名称 重要性得分均数 变异系数

述评 ４．２６±０．７１ ０．１８
专家笔谈 ４．５９±０．６４ ０．１４
基础研究 ４．４４±０．８５ ０．１９
临床研究 ４．４４±０．８５ ０．１９
短篇论著 ２．８７±０．９０ ０．１２
专家视频讲座 ４．７４±０．４５ ０．０９
经验交流 ３．２９±０．７５ ０．２２
综述 ４．０２±０．９１ ０．１７
继续教育园地 ４．４２±０．７１ ０．１８
病例报告 ４．４８±０．６６ ０．１６
疑难病例分析 ３．７９±０．８３ ０．２１
临床病例荟萃 ３．０５±０．８１ ０．２０
设备技术介绍 ３．３２±０．８５ ０．１９
国内外学术动态 ４．０４±０．８３ ０．２１
读者·作者·编者 ４．２５±０１７１ ０．１３

３３　专家意见的协调系数　协调系数Ｗ反映了全部
专家对所有指标的评价意见的一致性，取值范围在０～
１之间。Ｗ越大，表明专家的意见越统一，协调程度越
高。第１轮咨询所得到的协调系数为０．２１２；第２轮
咨询后，所有指标的协调系数上升至０．２４０。经检验
Ｐ＜０．０５，即专家意见协调性较好，咨询结果可取。

４　结束语

４１　常设栏目和特色栏目的确定　《述评》《专家笔
谈》《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专家视频讲座》《综述》

《继续教育园地》《病例报告》《国内外学术动态》《读

者·作者·编者》等１０个栏目重要性调查结果符合
要求，可据此修改现行栏目的设置结构，设以上节目为

常设栏目。同时，需着重加强《专家视频讲座》栏目建

设，将之》《展成为优势栏目和特色栏目，进而成为品

牌栏目。

４２　本刊的栏目建设目标　我国的口腔医学刊物尚
缺少精品，创精品刊物的难度比创品牌栏目大得多。

如果从创品牌栏目抓起，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向

创精品刊物迈进，要更现实些［１０］。本刊从２００７年创
刊以来，针对口腔医学这门操作性强的学科，首创开设

《专家视频讲座》栏目，使读者可通过观摩光盘期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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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录像更直观地吸收和理解；然而，现在该栏目仍存

在许多问题，有待成长。同时，应充分利用并发挥编委

会专家集团的优势，将《专家视频讲座》与用德尔菲法

确定的常设栏目有机结合。对于作者来说，他们能系

统、全面、及时、集中地刊登反映个人或团体研究成果

的系列论文、图像及影音资源，其成果可以反映出有关

院校的科研方向、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这种集束效应

能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对于编者来说，他们用这种

独特的栏目编排，可吸引一批高质量的论文，提高刊物

的学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研究的真实性和可信

度［１１］。在确定了特色栏目与常设栏目之后，正确处理

好两者的关系，将特色栏目做得“专、特、大、强”，在国

内口腔医学期刊之林中产生“万绿丛中一点红”效应，

最终成为品牌栏目将是我们今后重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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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东副署长：使科技期刊成为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先锋力量

　　在２０１０年９月７—８日举办的第６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作了主题发言，

现将要点摘编如下。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断转变、出版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科技期刊管理者和出版工作者要进一步转变思

想，使科技期刊成为我国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先锋力量。

科技期刊是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广大科技期刊工作者牢记使命，立足本职，

扎实工作，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与发达国家科技期刊发展规模和质量相比，我国科

技期刊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当前我国新闻出版业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产业融合不断深化、新兴出版

势头迅猛、数字技术不断创新、产业形态日趋完善的新形势，科技期刊要借助科研开发以及出版业、传媒业、信息

服务业不断发展的推动力，积极实现科技期刊形态转变，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科技期刊在发展过程中，一要切实转变资源配置方式，培育和重塑新型市场主体。对已形成规模和具有发展

潜力的重点科技期刊要加大扶持力度，予以政策支持，推动优秀科技期刊进一步做大做强。二要积极应用新媒体

新技术，获得新的发展动力。科技期刊要利用内容制作的优势，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在刊物的表现形式、为读者

服务的功能及延伸期刊的价值上，进行大胆尝试，作引领期刊数字化的表率。三要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加大对优

秀科技期刊扶持力度。新闻出版总署将在完善学术期刊质量评估标准、建立健全学术期刊编辑队伍管理制度、加

大对违法违规现象管理处罚力度等方面采取措施，优化学术期刊发展环境，推动学术期刊发展，为学术期刊健康

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一个国家科技期刊的水平，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科技实力、科技共同体的凝聚力。我国科技期刊面临着良好的

发展机遇，科技期刊管理者和出版工作者不仅要积极迎接和适应科技发展及国际学术出版竞争的挑战，更要增强

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使其真正成为我国文化建设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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