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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编辑多途径培养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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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华外科杂志》编辑部；２）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从提高科技期刊软实力的角度出发，阐述科技期刊编
辑培养的重要性。介绍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举办编辑培训班、岗

位技能大赛、编辑沙龙、参加学术会议、鼓励撰写论文等的再教

育模式取得的成果，并提出进一步深化编辑培养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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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软实力的发展，作为软实力

产出的核心———出版文化产业，也面临着改革的机遇

与挑战，这就对科技期刊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

时期的编辑出版人员需要具备何种素质，是众多出版

界人士努力探讨的问题［１２］。石朝云等［３］和于红［４］论

述了复合型编辑出版人才应具备的素质。而创新科技

期刊青年编辑的培养途径和方法，是提高青年编辑素

质、提高学术期刊质量、提升我国出版业竞争力的需

要［５］。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从这一需求出发，开展了多

层次、多角度的科技期刊编辑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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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一定的

　　此外，本文方法还可用于报纸的飞腾 ＥＰＳ文件向
ＰＤＦ文件的转换。由于报纸版面比较复杂且页数较
少，一般采用飞腾排版，生成 ＰＳ文件之前要先发排为
ＥＰＳ文件，利用本文转换法即可将报纸的飞腾 ＥＰＳ文
件转换为ＰＤＦ文件。

３　结束语

　　笔者探索了将飞腾 ＥＰＳ文件转换为 ＰＤＦ校样的
方法。该转换法巧妙利用了 ＮｏｏｏｇＰＳｔｏＰＤＦ免费试用
版软件中将 ＥＰＳ转换为 ＪＰＧ的功能，配合使用 Ａｄｏｂｅ
Ａｃｒｏｂａｔ，可批量地将飞腾 ＥＰＳ文件转换为清晰、可标
记注释的ＰＤＦ校样。该法为编辑部难以解决的飞腾
ＥＰＳ插图的无纸化校对问题提供了经济、快捷的技术
途径，对提高科技期刊插图的校对效率和校对质量具

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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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但尚有一些设想有待实施，现提出与同人交流。

１　编辑、主编、审稿专家培训班

　　１９８５年以来，中华医学会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委
托，承担全国医药卫生期刊主编、编辑的岗位培训任

务。从２００８年开始，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每年还举办审
稿专家培训班，聘请国外名刊总编、国内出版专业领军

人才以及多年为系列杂志审稿的资深专家作专题

报告［６］。

培训班为我国医药卫生出版事业输送了大量人

才，从编辑、审稿人、作者等多个层面为提升期刊的学

术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着如何更新编辑学

理论、紧跟信息化发展，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课题。

在举办培训班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科技期刊从业人

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对编辑学理论、实践以及新知识的

兴趣点不同：有的比较重视编排规范等基本课程，有的

对信息化建设、新的出版模式比较感兴趣。其原因一

方面与编辑自身的视野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不同的期

刊面临的内外部压力有关。中华医学会所属的期刊

中：一部分由承办单位提供办刊所需的人、财、物，编辑

没有经营压力，自然就缺乏相应的动力；一部分期刊依

托科研院所，编辑往往由科研人员兼任，虽可借助医、

教、研、编辑工作的互相辅助以确保期刊的学术水平，

但也造成编辑人员难以专注于编辑学理论与实践［７］。

培训班的课程设置坚持以编排规范为基本内容，每年

增加当年的热点、焦点问题；但每年的热点层出不穷，

因此难免有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之感，缺乏连续性。今

后在设置课程时，应进一步寻找新热点之间纵向的内

在联系，如每年都安排政策法规、数字出版、评价体系

的相应课程。虽然各年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是同一领

域的内容，这样学员既可以了解其最新的发展，也可以

回顾其演变的过程，有利于他们主动思考并从中获得

启示。

２　岗位技能大赛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组织了４次岗
位技能大赛，既培养了编辑出版队伍，又加强了企业文

化建设，已成为中华医学会的品牌活动［６］。特别是

２０１０年第４届大赛，针对科技期刊面临转企改制的课
题，设计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实现全媒体出版的

可行性报告》《中华医学会建立中国医学专业数据库

可行性报告》等调研报告撰写环节。各支队伍在广泛

调研、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交了各具特色的报告。大

赛不仅加深了编辑们对科技期刊改制的认识和思考，

也为杂志社决策层提供了集思广益的途径。

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的特点，决定了编辑同时要独

立面对许多稿件，与其他工作相比，与人交流的机会不

多。年轻编辑在刚进入工作角色时，忙于处理案头工

作，再加上科技期刊界存在“重编辑、轻经营”的传统

理念，可能会使年轻编辑陷入编辑工作的“孤岛”中，

缺乏交流合作的主动意愿和有效途径。岗位技能大赛

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短板，通过培育编辑的合作精神，打

破个体之间的壁垒，各位编辑得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

提高。

岗位技能大赛基本上是每２年一次，是编辑的业
务技能、策划能力、沟通能力、表达能力的一次集中展

现，但只有长年积累，才能厚积薄发；因此，我们需要将

大赛的理念转化为可长期执行的方案，使学习、交流成

为一种常态。

３　编辑沙龙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每月在总会大楼内举办１次编
辑沙龙活动，主题多样，有伦理学问题、科研设计方法，

有文献计量学理论及相关应用，还有出版校对等工作

中的具体问题。主讲人包括国外医学期刊主编、大学

教授、相关行业的专家和杂志社的普通职工，只要有利

于大家工作提高与进步，选题为大家关心者均可立项。

每次沙龙均辅以相关的研讨，参加者在质疑与争鸣中

收获知识［３，６］。

不同科技期刊涵盖的专业领域是不同的，因此，各

位编辑的工作存在共性，也各有特点。每一位编辑都

可以是所在领域编辑工作的专家，都掌握着独有的、值

得传播的知识与技能。编辑沙龙的最大优势，便是让

普通编辑登上讲台，摆脱固有的听众角色，进入讲者的

角色。想要胜任讲者，不仅需要锤炼自己的表达能力，

而且需要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更深更广地进行学习。

我们可以利用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集团化、涵盖医学

各学科的优势，就一些各专业存在的共性问题，请相关

的编辑授课。例如：请影像学、病理学、检验医学杂志

的编辑讲授在描述各种辅助检查、著录相应图片时应

注意的问题；请精通基础研究的编辑讲授基础研究类

论著编辑加工的重点和容易混淆的概念等。这种方

式，一方面可以拓展编辑的视野，另一方面给编辑提供

表达的锻炼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沙龙”的优势。此

外，我们还可以将每年编辑沙龙的内容编撰成册，作为

编辑的知识积累和补充教材。

４　外语学习

　　随着中外学术交流进入新阶段，许多科技期刊加
强了英文摘要的撰写，或创办了英文版。游苏宁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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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立足本土的国际化战略”［８］，“国际化”已成为大多

数科技期刊的愿景。这对科技期刊编辑人员的外语水

平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我国编辑学学科教育还比较

薄弱，科技期刊编辑大多原为科研、英语、信息专业人

员，虽然有一定的英文水平，但离英文编辑的要求尚有

距离［９］。多年来培训班的英文编辑课程，也主要停留

在“读”与“写”上。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针对不同年资的编辑人员采取

了各种培训措施：对于高年资的编辑人员，每年组团参

加各种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如法兰克福书展等；对于

骨干编辑，鼓励投稿参加行业内高水平的国际会议，如

２００９年９月组织２０人的代表团参加在温哥华举行的
第６届国际生物医学期刊同行评议和审稿大会；对于
确有培养前途的年轻骨干编辑，分期分批派往国际著

名的医学杂志或出版集团进修。

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提高英语的“听”“说”能力

已刻不容缓。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从２００８年起，聘请外
教举办每周１次的英语沙龙，提前设定一个主题，编辑
们可与外教以这一话题为中心进行自由交谈。这一活

动在编辑中逐渐形成了辐射效应，促进了编辑对英语

应用能力的重视。

由于科技期刊编辑多是在工作之后才开始接触编

辑学理论的，因此，在与国际同行交流时，缺乏编辑学

专业的语言积累。我们希望借助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

会的平台，编写编辑学英语教材，并吸纳医学专业的热

点，如传染病控制、器官移植、医学伦理学等内容，有的

放矢地提高编辑应用英语的能力。

５　编辑学研究和科研论文撰写小组

　　学术论文的撰写是编辑实践的总结，一般要经过
选择题目、搜集资料、评定资料、组织思想、撰写报告等

过程，整个流程即是一次主动性再教育、再学习的过

程。杂志社一直鼓励编辑积极撰写论文、申请研究课

题。２０１１年杂志社以党团组织为基础，成立编辑学研
究和科研论文撰写小组。组内设组长和组员，由编辑

自发报名：申请任组长者需提出研究课题和实施计划，

并在组员会上宣读；组员可以选择加入感兴趣的小组。

各小组独立开展研究，组长负责分配工作、协调进度和

质量控制，组员分别就自己负责的部分撰写论文，集众

人之力完成整个课题。这样，既能够发挥科研骨干的

带头作用，又可培养编辑的科研策划、实施、总结能力。

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其效果如何，有待实践检验。

６　青年读书会活动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以“世界读书日”为契机，于

２０１１年４—８月组织开展了以“读书明理，励志成才”
为主题的读书活动，得到了广大编辑的积极响应。以

此为基础，８月上旬组织召开了“阅读改变人生”青年
读书交流会。会上，青年编辑们从自己阅读的一本好

书出发，报告自己阅读的心得体会，与会者就每本书的

内容和相关知识踊跃提问，进行深入的探讨。青年读

书会活动，在青年编辑中倡导“多读书，读好书”，先培

养阅读习惯，再慢慢从文艺类书籍转到专业类书籍，促

进了学习型团队的建设。在交流活动后，制作了活动

宣传展板，并在《杂志工作通讯》上策划专刊，使读书

之风深入人心。此外，杂志社还要求参加学术会议的

编辑撰写会议报道并在网站上刊发，培养编辑的采编

及写作能力。

７　结束语

　　通过以上实践，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初步建立了长
短结合、以点带面的科技期刊编辑再教育体系。罗马

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软实力亦如是，它并非朝夕之功。

建筑之美，来自于住在里面的人不知不觉的真实感和

崇高心灵；科技期刊的魅力，并非附加的数字和荣誉，

而在于那种期刊人努力赋予的、由内而外散发的生机。

我们坚信，在信息化时代，只有通过多途径深入开展科

技期刊编辑的培养活动，才能造就符合时代要求、不负

期刊发展重任的合格的编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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