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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造 医 药 名 刊 的 实 践

罗　耀　民
《家庭医药》杂志社，５３００２２，南宁

摘　要　结合《家庭医药》多年的办刊实践，介绍打造医药名刊
的做法：准确定位；高起点；勇担社会责任；设立特色栏目；拒绝

虚假广告；做好服务；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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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期刊迅速步入健康、稳

步发展的轨道［１］。《家庭医药》适应形势发展，审时度

势，不断强化服务理念，以将期刊办成社会效益和经济

经济效益完美结合的“双效”期刊、读者和作者都喜爱

的“双爱”期刊作为最高追求［２］，２００２年 １月创刊以
来，发行量连续攀升，跻身全国同类期刊前列，成为继

《家庭医生》《大众医学》之后的又一保健类名刊。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连续 ３届荣获“广西十佳自然科技期
刊”称号，为公民的健康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１　准确定位

　　杂志的定位，决定杂志的命运。《家庭医药》的前身
是《生活科学大观》。创刊时，《家庭医生》《大众医学》等

刊物已在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市场上还有《家庭用

药》《家庭医学》等几十种同类期刊。如果定位不准确，就

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到一席之地。杂志社根据老

百姓小病进药店大病进医院、医药知识贫乏、不合理用药

造成触目惊心的危害、医疗资源分布严重失衡（８０％的医
疗资源集中在大中城市）、普通老百姓很难得到权威医学

专家指导的现状，采取差异化定位策略，寻找市场空白

点，明确办刊理念：把《家庭医药》办成“中国３亿家庭就
医选药实用指南”，成为权威专家与老百姓沟通的桥梁。

在内容定位上，强调“既谈医又谈药”，落脚点在药上，弥

补了其他大刊的不足，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读者定位

上，把中老年人作为目标读者。创刊以来，发行量连续几

年高速增长，一些单位主动为离退休员工订阅《家庭医

药》，一些医药公司大批量购买《家庭医药》赠送给客户。

２　高起点

　　现在是一个品牌竞争的时代，谁拥有品牌谁就拥有
未来［３］。《家庭医药》一创刊，杂志社就将把它办成“中国

３亿家庭就医选药实用指南”作为奋斗目标，制定了“面向
家庭，专家撰稿，权威实用，通俗易懂，精益求精，争创名

刊”的编辑方针和“权威，实用，品牌”的办刊宗旨，竭诚为

公民的身心健康服务。与此同时，夯实基础工作。

２１　组建由德高望重、在医药领域中成就卓著的专家
组成的专家团和编委会　他们都是有着丰富的理论和
实践经验的专家，在５０位专家团成员中有６位院士。
２２　建立由名医院（医药院校）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的专家组成的作者队伍　这些专家主要分布在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４个直辖市和广州、南京、长
沙、武汉等中心城市，不少是博导、教授、主任医师、研

究员，而且大都在一线工作。不论是专家团还是编委

会，都为本刊出谋献策，承担指导、咨询、组稿、撰稿、审

稿等实际工作。实践证明，科技期刊之间的竞争实质

是获得一流作者的竞争，谁得到一流作者的支持多，谁

就拥有生存与发展的先机［４］。由于采用上述措施，刊

登的文章具有权威性、指导性和实用性。

２３　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坚持走策划办刊之路　杂志
社十分重视编辑队伍的建设和选题策划：更新观念，强

化培训，扩大视野，提高素质；鼓励编辑走出去多与读

者交流，了解读者和社会的需求；工作中强化选题策

划，并且总编亲自抓选题策划；建立以编辑部为中心，

其他部门参与的选题策划机制；讲究稿件来源，所用稿

件，原则是根据选题策划约稿，不用自由来稿（除几个

互动性小专栏外）；编辑在选题策划之前去研究市场，

研究读者的需求，发挥编辑的才智，下苦功策划选题，

从而提高文章的针对性和可读性。

３　勇担社会责任

　　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指出，任何一个组织
都不只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社会存在。科技期刊也

不例外。科技期刊要通过品牌影响力的提升来实现自

身价值，不仅要依靠市场竞争，还要考虑社会公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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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把承担社会责任与品牌建设紧紧结合起来［５］。创

刊以来，《家庭医药》一直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坚持科

学，反对伪科学，针对“养生书”泛滥，“养生节目”成灾，

伪科学不断的现象，组织专家对其进行有力的批驳，做

负责任的医药传媒。例如：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特别策划》
栏目里以《林光常“排毒餐”：健康问题岂容信口开河》

为题对林光常的《无毒一身轻》进行批驳；２００７年第９
期《话题》专栏以《刘太医的话，该不该听》为题对刘弘

章的《刘太医谈养生》进行告诫；２０１０年第７期《特别策
划》栏目里以《张悟本错在哪里》为题对张悟本的《把吃

出来的病吃回去》进行批驳，还医药界一片净土。

４　设立特色栏目

　　特色栏目对于提高刊物知名度，体现学术水平，扩大
发行量及赢得广泛的受众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刊物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特征和保证［６］。为此，《家庭医药》开

辟了《特别策划》《名医谈病》《专家门诊》《专家评药》《选

药指南》《询诊热线》《妙方精选》等一批独具特色的专栏，

所占的篇幅占总篇幅的５０％以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和好评，提高了整个杂志的质量和档次，成就了《家庭医

药》的品牌。此外，杂志社将这些专栏的文章，编纂成书，

进行资源的再开发。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编辑出版的《家庭医
药·名医谈病精华本》《家庭医药·用药宝典》就是从相

关专栏刊登的作品中选出来的，很受读者欢迎。

５　拒绝虚假广告

　　杂志社不为小利所动，淡化广告经营，全力打造品牌
杂志，不但拒绝虚假的医疗广告，而且用较大的篇幅揭露

虚假医疗广告的欺骗性。从２００２年１月创刊到２００９年，
《特别策划》专栏共发表文章１００多篇，其中，揭露、剖析
虚假医疗广告的１６篇，占特别策划总篇数的１６％。

６　做好服务

　　一是每一封读者来信都有着落。将读者来信分为
共性、疑难、一般、急件等４类：对共性的问题，作为选
题依据，约专家撰稿，在相关的专栏发表；对疑难问题，

约专家解答，在《询诊热线》专栏刊出（花钱请专家为

读者免费解答难题的做法，是本刊的创举）；大量的一

般性问题则由一位副总编直接给读者回信回电，或在

《编读直通车》专栏中的“有问必答”项内答复；对读者

比较急切的问题，立即采取措施，千方百计为其解决。

如２００３年５月９日，编辑部接到广州市姚若瀛女士的
来信，她远在美国的亲属怀的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病，美

国医生称要在３周内作出是否保胎的决定，希望我们
能为她出主意。事情很急，我们立即与北京妇产医院

的专家取得联系，当天就将相关资料寄给姚女士。姚

女士来信说：“你们所做的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杂志

社编辑部的工作范围。在百忙之中，竟然专门为一位

刚刚准备订阅你们刊物的读者做那么多的工作，这实

在让我感动不已。”

二是积极开展公益性活动，为公民的健康服务，扩

大影响力和知名度。如在２００９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广
西十月科普大行动期间，开展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

“名家名医谈健康”“膳食与健康”科普讲座和“健康

进社区”活动，２００９年６月与广西新闻出版局一起开
展科技下乡活动，给群众送医送药，送科普资料。

杂志社诚心为读者服务，得到了读者的真诚回报。

很多读者为杂志当起义务宣传员，向亲友、同事大力推

荐。如深圳市８０多岁的退休教师解菊华咨询的问题，
杂志社请胡大一教授帮她解答，她非常高兴，多次向其

亲友、同事、学生介绍《家庭医药》，在她的影响下，已

有１０多位成为《家庭医药》的新订户。

７　不断创新

　　内容创新是杂志成长的动力［７］。在保持杂志的

服务宗旨、编辑方针不变，主要栏目不变的前提下，杂

志社适时对杂志的专栏、内容及时作调整，提高杂志的

可读性和品位，同时推出新平台。例如：２００３年在《特
别策划》专栏，着重对虚假医疗广告进行剖析，避免读

者上当受骗；２００４年着重关注重大健康问题，给读者
以引导；２００９年关注营养问题，介绍合理膳食；２００８年
９月，推出以“品质生活的养生读本”为主要诉求的中
旬版《快乐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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