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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航天科技期刊编辑的文化使命———
以《航天器环境工程》为例

闫德葵　刘雪光　冯　妍　张润卿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航天器环境工程》编辑部，１０００２９，北京

摘　要　着眼于“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
以及期刊出版大变革的背景，论述航天科技期刊编辑应具备的

文化素养及所承担的文化使命。还以实例就如何利用封页与

补白宣扬航天文化作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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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航天科

技期刊作为航天科技交流的主要窗口，在传播航天科

研成果、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航空航天在期刊评价体系中被单独划定为一个

学科领域，具有其鲜明的特点，如政治敏感性强，系关

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和利益，既有专业性又有系统性、综

合性，在保密方面的要求较严等。

作为航天科技期刊的编辑，不仅要了解国家出版

大政方针，练就过硬的编辑功夫，而且必须顾及行业特

点和发展需求，特别要加强航天职业敏感性，利用好期

刊的传播平台，在增进学术技术交流的同时，推广传播

优秀的航天文化，为航天科技大厦积累精神财富，激励

广大航天人不断奋斗，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１　来自航天精神的启示

　　航天事业关乎国防安全，对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增强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重大意义。

航天科技期刊是航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科技

期刊中别具影响力和生命力，是我国科技学术出版的重

要组成部分［１］。航天科技期刊本质上具有很强的教育

和科学文化特性，它能使专业读者了解航天领域最新的

探索、发现、成果，交流技术经验，服务于型号研制任务，

也为更多的普通读者提供接触航天、了解航天的窗口。

在中国空间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

征程中，优秀的航天人培育了以爱国、创新、协作、奉献

为突出特色的航天传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

航天精神以及追求“严、慎、细、实”的航天质量文化。

这些优良传统和特色文化是航天事业与民族精神、时

代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构成推动我国空间事业蓬勃发

展的精神动力。

航天科技期刊见证着我国航天事业的艰巨和光

荣，凝聚了其中大量技术成果，浸透着无数航天人的宝

贵心血，诠释着航天精神不变的内涵。每一位航天期

刊编辑，与广大航天科技人员一样，都是航天精神的践

行者和传播者，有责任、有义务将航天精神在新时期进

一步发扬光大，通过期刊这一学术平台展现航天大国

战略、航天文化魅力和影响力，从而提升国人自信心，

增进对外交流与合作，以开放姿态面对世界，不断在新

起点上取得新业绩。

２　从文字编辑向文化编辑转换

　　航天航空学科涉及面广，交叉性强，涉及数学、力
学、物理学、机械、电子、电工、材料、自动化、计量、可靠

性、系统工程等；因此，航天科技期刊编辑须对本学科

的知识点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与把握，如各种专业术语，

航天器、航天机构的规范名称，量和单位，常用的缩略

语等。细节决定成败［２］，在这方面，编辑非下一番苦

功不可。此外，保密也是航天科技期刊中不可忽视的

重要方面：不光要注意文章中型号产品名称、代号以及

具体技术内容的涉密问题，还要注意国防口作者单位

和部门以及有关涉军基金项目的处理，对于航天器故

障原因分析方面的稿件要择情采用，插图以及参考文

献中避免出现不宜公开的资料，等等。

编辑常被理解为是与文字打交道的工作，但其职

业内涵远不止如此。仅会处理文字顶多只能做一名合

格编辑，而要成为好编辑、名编辑，他们与人的交往沟

通，对语言美、科技美的追求，对大媒体时代的走势判

断，包括自身散发出来的个人魅力，无不诠释着这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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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综合文化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编辑是一种独

特的文化存在［３］。选择了编辑出版，也就选择了一种

独特的工作和生活方式，需要全面动员起自己的个性、

人生观、世界观以及知识、教养、技术，甚至日常生活方

式等个人的一切（所谓“完整的人格”［４］）。编辑是整

个文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要有足够的自信力，珍

惜并担负起自身的文化角色，逐步实现从“工”到

“匠”，再从精雕细琢到有主创意识的编辑人，从而完

成由文字编辑向文化编辑的转变与升华。只有在细微

处体现编辑的人文关怀，才能更好地贴近读者，提升期

刊文化品位，塑造良好形象，增强期刊的市场竞争力。

３　利用封页与补白宣扬航天文化

　　笔者注意到，科技期刊的封页和补白是一块颇值
得开发的出版资源，然而在很多期刊中并没有得到应

有的重视：封页仅仅用来做广告或刊登稿约；对页面留

白则直接采取接排措施填补以节省版面。以上做法使

科技期刊的版式雷同，读者拿到手里的感觉都大同小

异，缺乏对每一期的别样阅读体验。

鲜明的个性与特色是期刊的生命，航天类科技期

刊尤其应打造出航天特色。其实，完全可以利用封页

与补白做番文章，使之成为期刊的一个特色和亮点，从

而全方位吸引读者眼球，为学术、技术期刊平添科普性

和趣味性，增强其传播价值。在这方面，《航天器环境

工程》有所实践和体会。

３１　主题鲜明的封页设计　封页（特别是封面）通过
精心打造，可以突出展示期刊主题元素和价值理念，从

而借助连续出版的媒体优势，通过重复的视觉刺激在

读者心目中形成较为固定的文化印象和认知。

《航天器环境工程》自２００５年公开发行以来，一
直十分重视封页的设计。２００７年中入围中国科技核
心期刊之后，更不断针对与航天有关的各种时事热点

做足文章，体现主编和美编的精品意识及匠心所在，得

到了编委和读者的一致好评。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为庆祝航天英雄翟志刚在太空留
下第一个中国人的脚步，我们在封面打出“热烈祝贺

‘神舟七号’任务圆满成功”的红色醒目题语，并在封

二、封三刊登了“神舟七号”飞船上天前在北京卫星环

境工程研究所（《航天器环境工程》的主办单位）模拟

设备上作试验的清晰照片，读来令人颇感振奋和自豪。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适逢国庆６０周年之际，我们在当期
封面设计了突出的红色空心艺术字“６０”，里面烙上“祝
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的字样，充分表达了航天人对祖国

未来的美好祝愿。封二则以“辉煌６０年”为题，以天安
门华表作背景，用“一个个伟大决策”“一座座里程碑”

引出“创人类航天文明，铸民族科技丰碑”的主题。

２０１０年首期，值孙家栋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之际，我们在封二开辟专版表达祝贺，并摘引了孙

家栋院士有关寄语，字里行间渗透出孙老对航天技术

发展和人才储备的殷切希望。同年第３期封二，为纪
念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４０周
年，我们用“传承和发扬”和“开创与兴旺”２大板块回
顾了航天精神的诞生及沿革、航天器研制发射的里程

碑事件以及空间环境模拟设备体积由小到大、功能由

简到繁的发展历程，一系列介绍如数家珍，航天事业腾

飞之架势跃然纸上。

２０１１年末，值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圆满成
功之际，我们出版了《天宫一号／神舟八号》专刊：封面
打出庆祝标语；封二回顾了交会对接任务大事时间表

及突破的关键技术，辅以“成功”“突破”“跨越”的字

样及星箭图案设计，气势恢弘；封三以浩渺苍穹作背

景，回顾主办单位在此次任务中的贡献，用略带抒情的

叙述表达出航天人不求闻达，但求无悔的意念。

封页的精心策划为期刊做了厚重的文化铺垫，实

现了科技与文化的有机融合，使刊物自然多出一分典

雅和庄重的气质，并因此平添其学术分量和收藏价值。

３２　小补白，大文章　尽管数字化、网络化大趋势下
的传播无法彰显纸刊的质地和色彩，然而在网络版期

刊中正文的补白同样可以吸引读者，体现编辑在细微

之处的功力，有助于提高期刊知名度及网络下载率。

《航天器环境工程》从２００９年起，试将补白也分
割成各具特色的小栏目，如《航天快讯》《明星档案》

《图片解读》《技术沙龙》《知识链接》《写作技巧》《编

校园地》《科普走廊》《会讯短波》等。《航天快讯》顾

名思义是报道国内外航天特别是空间环境工程学领域

的最新进展；《明星档案》对国内外近期成功发射的卫

星种类、用途、参数等作简要介绍；《图片解读》针对设

备或人物照片等剖析解读，讲述其背景和意义；《技术

沙龙》报道近期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侧重于对专项

技术的探讨，也包括项目协作、智力／设备引进等；《知
识链接》就当期某篇文章中的概念、定义等给予更详

细的阐释，使读者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启迪；《写作技

巧》《编校园地》不定期摘编有关科技论文写作的标准

规范，以帮助读者提高论文写作水平；《科普走廊》则

多面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关注热点，推出集知识性

和趣味性于一体的主题内容；《会讯短波》及时报道近

期有关学术会议动态，为促进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提供

平台。

从２０１１年起，《航天器环境工程》又新增《国际眺
览》和《院士语录》板块：前者跟踪航天大国（特别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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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布的有关航天政策走向及其影响；后者相继回

顾了老一辈航天泰斗如孙家栋、朱光亚、钱学森、庄逢

甘等的生平事迹和真情感言，以院士的人格魅力激励

广大航天人继续奋斗前进。

补白对期刊来说不仅仅是花絮，还可与刊登的论

文相辅相成，形成有机的整体，间接起到传播推广航天

文化的作用。补白策划与设计体现出编辑的良苦用

心，对读者的人文关怀，对航天事业的由衷热爱。

４　结束语

　　当今社会，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
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家“硬实力”竞争已逐

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５］。党的十

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文化强国战略［６］。从提高国

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来理解科技期刊编辑的使

命，是一项值得思考的课题。

目前正值我国期刊的又一大转型期，也是我国从

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机遇期。《航天

器环境工程》凭借其厚重的航天科技文化底蕴，以及

编辑敏锐的文化嗅觉与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利用封页

与补白，对近年我国航天事业取得的一系列令世人瞩

目的重大成就作出适时快速的跟踪反应，获得读者的

广泛关注和好评，诠释了期刊价值的新内涵。这是科

技期刊的社会功能凸现的范例，同时也使期刊的影响

力和感召力获得了提升［７］。

科技期刊编辑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角色，“通过文

化选择、文化积累、文化缔构和文化传播，将文化成果

献给大众，献给历史，献给社会”［８］。刘杲同志曾高屋

建瓴地指出编辑要“做精神食粮的生产者，先进文化

的传播者，民族素质的培育者，社会文明的建设

者”［９］。因此，航天科技期刊编辑须强化编辑主体意

识，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增强文化表达能力、传

播能力与示范能力；以扎实的文字功底、宽广的知识

面、丰富的阅历、独到的见解、精准的判断力，引领读者

的文化需求和品位；要充分运用丰富而独特的航天科

技文化资源，为航天事业和文化出版产业繁荣发展作

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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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是“将数字用于加、减、乘、除运算”吗？

　　问　“计量”定义为“将数字用于加、减、乘、除运
算”正确吗？

答　ＧＢ／Ｔ１５８３５—２０１１《出版物上数字用法》３．１
节中确实将术语“计量”定义为“将数字用于加、减、

乘、除运算”。这里混淆了“计量”和“计算”２个含义
不相同的概念。

《现代汉语词典》的普及性释义：“计量，把一个暂

时未知的量与一个已知的量比较，如用尺量布，用温度

计量体温。”更为科学的定义是：“实现单位统一和量

值准确可靠的测量”称为“计量”。可见，计量的目的

是确定被计量对象的量值，计量本身是一种测量。这

里的“量”是物理量的简称，指的“是现象、物体或物质

可以定性区别和定量确定的一种属性”，不同于日常

生活中常用的数事物的个数、统计数目的术语“计

数”。计量使用的是计量单位，如米、千克、秒、安［培］

等；而计数量使用的是计数单位，如个、只、次、条、种、

根、件、遍等。计量的普及性定义中的“一个已知的

量”，其实就是计量单位，凡是测量得到的量值，都应

包含有计量单位。而“将数字用于加、减、乘、除运算”

的结果，仍然是数字，并不是量。很显然，“将数字用

于加、减、乘、除运算”作为“计量”的定义是错误的，它

仅可以作为纯数学的术语“计算”的定义。 （郝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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