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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创新性与实用性并重的办刊策略
———以《中华放射学杂志》为例

张晓冬　　高　宏

《中华放射学杂志》编辑部，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由于国内医学期刊来稿中真正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

果匮乏，加之国外著名医学期刊均采用创新性与实用性并重的

办刊策略，而且实用性强的研究才有助于解决临床问题，所以

我们要适时调整办刊策略，实施创新性与实用性并重的办刊策

略。同时，医学期刊的编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致力于引

导作者进行科学性强的实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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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放射学杂志》作为我国放射学领域的精品学术

期刊，一直以报道放射学领域最先进的科研成果、反映科

研工作的重大进展为己任，得到了广大作者和读者的肯

定及喜爱，被认为是国内放射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业

学术期刊；然而，近年来，我们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和危机感，面对期刊发展的诸多内忧与外患［１］，在目前形

势下，如何继续成为作者、读者都喜欢的“双爱”期刊［２］，维

护杂志在他们心中的“权威地位”，是我们冥思苦想的问

题。伴随着影像检查设备的更新，影像学科成为近年来

飞速发展的学科之一，尤其是分子影像学被认为是未来

具有发展潜力的１０个医学科学前沿领域之一。作为科

技期刊的编辑，在这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代，我们认为

有必要适时调整办刊策略，从一味强调稿件的创新性向

以注重创新性与实用性并重的办刊策略转换。

１　国内医学期刊来稿中缺乏创新性的成果

　　由于政策导向作用，优秀稿件的外流严重，造成国

内医学期刊发表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匮乏。根据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２０１０年底发布的统计数据，２００９年

美国发表ＳＣＩ论文３９万７５００篇，位居第一，中国（含港

澳地区）发表ＳＣＩ论文１２万７５００篇，位列第二。与

２００６年度相比，我国的ＳＣＩ论文数量翻了１番，年均增

长率为１８．９％，世界排名从第５位前进到第２位
［３］。付

晓霞等［４］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近１０年来，我国ＳＣＩ论文

数的平均增长速度（１６．８６％）远高于在中国科技论文与

引文数据库发表论文的增速（１１．２４％）；ＳＣＩ论文数量排

名前１０位的更是以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为代表的中国最高等级的研究机构和大学。

影像学科期刊的情况也是如此。世界范围内综合

类影像学期刊中影响因子分别居第１位和第２位的期

刊为《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笔

者与其总编交流时得知，这２种期刊的中国投稿量逐年

增加，已经超过了日本和韩国，成为亚洲投稿数量最多

的国家。笔者统计了《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和２０１０年刊登的

中国大陆地区作者的论著类文章数量，分别为１０篇和

１１篇，它们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大

型医疗机构，内容涉及肿瘤的早期诊断和射频消融治疗

技术，均为具有较强创新性的临床研究类文章。在我国

的总体研究水平与美、英等科技强国本就存在较大差距

的情况下，国内作者还将现有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优先投

往国外的ＳＣＩ收录期刊，使我们想得到具有创新性的原

创性论文就难上加难。现在我们不少期刊发表的很多

所谓原创性文章，往往也是重复国外的研究，或者是同

一种方法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原

创”，临床参考价值不大；因此，我们只能审时度势，适时

调整办刊策略，向注重创新性与实用性并重转换。

２　实用性强的研究才有助于解决临床问题

　　医学科研最终是为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为患者

找到价廉、方便、有效、安全的治疗药物和方法。而目

前我国的医学论文存在着如下诸多问题。

１）临床医师以现有的时间和条件很难做出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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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因为临床工作已经占据了他们大

部分的时间。此外，对于高深的理论，现阶段如果不是

临床医生工作所必需的，他们也缺乏兴趣去学习。而

专门从事研究的科研人员，又往往缺乏临床工作经验，

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即使有创新性，大部分目前对临

床医生和患者的帮助也不大。

２）大量的基层临床医生迫切需要借鉴和学习他人

的研究成果，为临床工作服务。

３）医疗机构、科研院所和医学院校的研究生如果

不发表论文（有的甚至要求是ＳＣＩ收录的论文）就不

能毕业，而这些研究生大都从未参与过临床工作，他们

的导师又无暇悉心指导，这样发表的大量论文距离临

床太远，临床和科研被人为地分隔开了。

４）发表科研论文与晋升职称、职务挂钩，催生了论

文造假和学术浮躁的氛围，部分医生因急功近利而拼

凑“论文”，这样的文章毫无借鉴价值。

临床医学是以实践为主的学科，医学影像学科就

是典型的临床学科。《中华放射学杂志》的目标读者是

全国超过６万名放射诊断、介入放射科医师和技术人

员，其中绝大多数在中等和基层医院工作，他们急需实

用性强的研究成果指导临床工作，而且他们对杂志的

热爱度和忠诚度高，很多人坚持自费订阅本刊。在目

前的形势下，我们应更多地考虑他们的需求，将办刊策

略向以注重创新性与实用性并重为主转移，多刊登对

提高他们的诊疗水平切实有帮助的文章，加强继续教

育等栏目内容的比重。我们的继续教育栏目内容以图

片为主，侧重介绍各种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使读者

阅读后能迅速应用于临床。

３　创新性与实用性并重是国外名刊的经验

　　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每年都会刊登数百篇以

临床医学为主的研究论文，２０１０年底，该编辑部评选

出１０篇“年度最具影响力的报道”，这些研究涉及肿瘤

学（３篇）、血管外科（２篇）、感染（２篇）、急救医学（１

篇）、重症监护医学（１篇）和呼吸科（１篇）等领域
［５］，引

起了医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这１０篇报道全

是与临床密切相关、注重实用性的文章。

笔者对２０１０年《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上刊登的３６０篇论著

类文章进行了分析，其中３２５篇（９０．３％）为临床研究

类，３５篇（９．７％）为动物实验类。在这３５篇论文中，

２２篇（６．１％）涉及肿瘤及其他疾病的早期诊断和射频

消融技术，１０篇（２．８％）涉及冠状动脉斑块和心肌活

性的检查，３篇（０．８％）为分子影像学研究的文章。目

前分子影像学尚处于研究阶段，但被认为是具有发展

潜力的前沿领域，有望产生重大突破，除这３篇文章侧

重创新性外，其余３５７篇（９９．２％）均注重实用性。

本文第一作者在欧洲进修期间，《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杂志总编Ｄｉｘｏｎ教授曾多次提到，将文章

的实用性和创新性作为衡量是否被录用的标准，他们的

杂 志 只 刊 登 临 床 研 究 类 论 文。同 类 杂 志

《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每期必有的继续教育栏目，通过大量图

片配以简单的文字说明对某个器官的各种正常影像表

现、常见的异常影像表现、影像表现和病理的对应关系

以及鉴别诊断进行介绍，实用性强，很受放射科医生欢

迎。由此可见，国外著名的医学期刊和影像专业期刊在

考虑文章是否可以被录用时均将其实用价值放在首位。

４　引导作者进行科学性强的实用性研究

　　我国基层临床医生普遍科研水平不高，其原因主

要有：１）医疗任务重，没有时间搞科研；２）对“科研促临

床”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科研氛围；３）没有经过系

统培训，缺乏科研知识；４）科研所需的软硬件条件不

足。２００３年巴德年院士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评

论，呼吁临床医生加强临床医学研究，进一步提高临床

医学水平。他提到，我国的临床研究具有相当的优势，

临床流行病学、临床诊治的新技术新方法等，都很具有

中国特色，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深入研究，如此必将能创

造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临床研究成果［６］。

作为科技期刊的编辑，我们有责任引导并帮助临

床医生进行科学性强的实用性研究。对此，《中华放射

学杂志》采取了如下措施。

１）举办多次科研设计和论文写作学习班，邀请专

家对科研选题、科研设计、临床统计学方法的应用等进

行系统讲座，使临床医生掌握最基本的知识；还采用专

家点评的方式对论文进行实例分析，指出文章在上述

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修改意见，以使临床医生更好

地掌握这些知识。

２）针对临床研究资金不足的问题，请相关专家讲

解不同基金资助的侧重点和如何书写基金申请标书。

３）组织专家将临床问题凝练成科学问题，组织多

家医院的临床医生进行合作研究，并给予全程指导。

４）举办以疾病为中心、跨学科的学术研讨会，邀请

除影像科医生以外包括病理、内科、外科、核医学科等

专业的医生对某一疾病进行系统讲座，使临床医生开

阔视野，形成以疾病为中心的科研思路。

５）请《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等

名刊的总编举办以如何进行临床研究为内容的讲座，进

一步提高基础较好的临床医生的科研能力。

当然，临床医生科研能力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就

可以实现的，需要经过系统的培训和反复的实践。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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