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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刊名瓶颈制约　拓展期刊发展空间
———《食药用菌》更名成功的实践与思考

吴永华　蔡为明　郑　玲　周　礼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食药用菌》编辑部，３１００２１，杭州

摘　要　结合《食药用菌》更名实践，阐述科技期刊为适应形势
发展、拓展发展空间，需要破解刊名制约而更名时，应在充分论

证更名的利弊、选择恰当的更名时机、缜密选定新刊名、发挥好

更名的宣传效应等环节下工夫，以确保更名成功，取得预

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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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药用菌》杂志原名为《浙江食用菌》，１９８２年
伴随着我国食用菌产业大发展应运而生，并得到了快

速发展。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起，电视、网络等新媒体
的强劲冲击，给该刊的发展带来困难。近几年来，随着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食药用菌研究及其产业呈现新

的发展态势，给相关期刊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而原

刊《浙江食用菌》地域局限、专业单一等不足越来越成

为其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瓶颈。为此，编辑部在主管

单位的指导下，认真分析期刊特点、社会需求以及形势

变化，充分论证利弊得失，大胆进行期刊更名，以破解刊

名瓶颈制约，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寻求新的增长点。通

过精心策划，积极争取，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从２０１１
年第１期开始启用新刊名。１年来的运行结果表明，该
刊不仅没有明显产生通常因更名而对期刊知名度、稿

源、发行量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实现了平稳过渡，而且期

刊的学科得到拓展，栏目得到优化，影响力得到提升，呈

现稿源、读者、效益三者同步快速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

尤其是广告量大幅增长，每期保持在２０页以上［１］。回

顾期刊更名的实践过程，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１　充分论证更名的利弊

　　刊名在一定范围内是体现办刊质量、影响期刊发
行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一些编辑部在办刊宗旨、

报道内容等都未变动的情况下，对期刊名称作局部改

变来体现期刊档次的提高［２］；但更名也会产生不利影

响，如当有些情报机构进行期刊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

统计时，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对更名期刊没有及时

更新，仍使用以往刊名数据进行统计，导致更名期刊的

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明显下滑［３］。如果宣传工作跟

不上，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到稿源和发行量［１］。因

此，期刊更名务必慎重，尤其要作充分的必要性论证，

全面分析更名的利弊得失。

在更名实践中，我们从外部需求和内在要求２个
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论证。

从外部需求看，食用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

传统育种、栽培技术研究向生物技术育种、现代化生产

以及深加工资源利用拓展；食用菌产业呈现新特点，生

产由单家独户向工厂化、集约化、组织化转变；从业人

员向以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年轻化为特征的新生

代转变；公众消费需求由温饱、营养型向保健性、功能

性等提升。与此同时，国内食用菌及相关专业的期刊

却只有少数几家，专门针对药用菌的则为空白，有较大

市场空间。

从内在要求看，期刊面临着拓展学科、扩大作者和

读者群、促进广告经营３大任务，而原刊名受地域限
制，学科又单一，迫切需要破解发展瓶颈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只有以市场为导向才能

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改名利大弊小。

２　选择恰当的更名时机

２１　把握国家产业政策推动的关键时期　目前，食用
菌产值在我国种植业中排第６位，总产量居世界首位，
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食用菌产业不与人争粮，不与

粮争地，不与地争肥，不与农争时，不与其他行业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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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点草成金，变废为宝；因此，近几年来，食用菌产

业是循环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全社会的共

识，各级政府和领导越来越重视，相关政策力度不断加

强。同时，政策支持构建多功能产业发展研究创新平

台。从食用菌产业升级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到“十

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的开展，到成立教

育部食药用菌产业化工程中心、国家食用菌工程研究

中心、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所有这些都支撑着

食用菌产业的发展［４］。这为服务于该产业的科技期

刊拓展空间、加快发展提供了良好机会。

２２　把握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热点时机　近几年来，食
药用菌产业已成为社会各投资主体关注的热点之一，投

资热情高涨，工厂化生产方兴未艾，食药用菌生产与加工

机械等相关产业也随之快速发展。这为期刊寻求合作伙

伴、开展广告业务等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食用菌引领健

康，高蛋白、低脂肪，含人体所需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是兼有荤素两者之长的高档食品，还有调节机体免疫等

多种保健功能［４］。食药用菌的营养与保健功能越来越被

业内人士及大众广泛认同；食药用菌精深加工、资源利

用、功能成分研究开发等趋热，市场需求旺盛。这也带动

了从业人员乃至全社会对食药用菌知识、信息、技术等全

方位的需求增加。此时，期刊为适应新形势，抓住新机

遇，赢得新空间，更名也就水到渠成。

３　缜密选定新刊名

３１　坚持３条“有利于”原则　刊名应当简明确切，
能够准确界定该期刊所涉及的知识和活动领域，并便

于引用［５］。选择新的刊名时，我们首先确定了３条原
则，即有利于打破地域限制，有利于拓展发展空间，有

利于增强原有优势。按照这３条原则，基本上明确了
刊名要改掉什么、保留什么和新增什么，决定去掉具有

明显地域限制的“浙江”２字，保留了原有报道优势
“食用菌”，新增加了拓展内容“药用菌”，并根据业内

权威专家的意见和通常用法，归并为“食药用菌”。

３２　坚持差异化发展道路　国内同类期刊主要有
《中国食用菌》《食用菌》《食用菌学报》等少数几种。

我们分析发现它们基本上偏重学术性，且没有出现

“药用菌”指向的字词，这为我们选定新刊名提供了空

间；再分析本刊，综合性报道是特色和强项，但在刊名

上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根据扬长避短、争取空间的思

路，我们的新刊名体现了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３３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作为综合性农业期刊，根本
出路是适应市场需要，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在提高与普

及之间寻找平衡点。更名不是“学报”化，而是调整报道

方向，明确报道重点，打破地域限制，并采取各种措施加

强宣传［６］；因此，我们综合考虑了专业、产业和栏目等３
方面的因素，力求体现专业特色、产业特色和栏目特色，

排除了带有“学报”“科学”“研究”等字眼的名称，而采

用了既专业指向性明确，又不限制报道形式的新刊名。

４　发挥好更名的宣传效应

　　期刊更名是其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具有标志
性意义。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性机遇，开展一系列宣传

推介活动，不仅会大大降低因更名产生的不利影响，而

且能有效扩大期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拓展期刊

的发展空间。在更名前后一段时间，我们精心策划了

一系列的宣传活动。

一是通过国内影响力较大的食用菌行业门户网站

“易菇网”开展有奖征集新刊标（ｌｏｇｏ）活动，受到广泛
关注，通过有关专家评审，不仅取得了满意的刊标，还

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二是借参加全国性学术活动、产业活动等之机，精

心准备宣传资料，广泛开展有关更名的宣传活动。如

以“媒体支持单位”身份在“中国蘑菇节”上使新刊名

亮相，迅速提高了知名度。

三是以适当方式请业内知名专家、学者、领导以及

相关单位参与更名过程。如请国际著名的蕈菌学家、

“国际药用菌之父”张树庭教授题写新刊名，并题词；

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菌物学会理事长李玉教授在

新刊第１期发表重要文章；邀请国内２０余个省市自治
区６０余家相关单位参与祝贺活动；等等。

四是主动对接新兴学科与产业，积极开展互访和

交流，努力从食药用菌生产、初加工领域向功能成分研

究、开发、应用领域拓展。

这些工作，使期刊更名的宣传效应达到最大化，为

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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