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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 Ａｐｐ应用及特征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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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众期刊纷纷试水Ａｐｐ，而科技期刊Ａｐｐ在我国的应
用还没有完全起步。前人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且都以大众期

刊Ａｐｐ的优点论述其可能在科技期刊中的应用。文章借鉴
Ａｐｐ在大众期刊中应用的特征，根据科技期刊的特点，研究其
在科技期刊中主要的应用障碍。认为目前科技期刊应用增强

型Ａｐｐ技术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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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手段的丰富，加快了信息流通的速度，改

变了传播模式，更重塑了受众。科技期刊作为传播科

学知识的一个重要载体，不可避免地受到传播环境的

影响。传播环境的改变一方面给科技期刊带来了一定

的冲击，另一方面也为科技期刊的信息沟通、传播模式

提供了新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科技期刊如何与新

媒体进行对接，并有效利用新媒体，成为学界和业界普

遍关注的焦点［１］。

１　期刊Ａｐｐ应用现状及问题的提出

　　Ａｐｐ是应用程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ｇｒａｍ”的简称，
现在多指应用于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应

用程序，有时也被通俗地称为移动客户端［２］。目前，

对Ａｐｐ在科技期刊中应用的研究较少，少数研究也大
都是对期刊Ａｐｐ应用的介绍及论述 Ａｐｐ在大众期刊
中的应用，即便在更适合 Ａｐｐ的大众期刊中其应用也
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３６］。

近年来，大众期刊纷纷试水移动客户端，适用于各

种移动电子阅读终端的 Ａｐｐ（智能终端第三方应用程
序）不断涌现。国外一些一流名刊，都开始推出这项

应用［７］，但科技期刊的移动客户端在国内并未全面起

步。国外科技期刊Ａｐｐ的先行者也仅仅是少数，且这
些期刊（如《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Ｃｅｌｌ》等）成名已久，底
蕴深厚，拥有的优势，包括品牌、资金、人员等方面，都

不是国内大部分期刊能够比拟的。

目前Ａｐｐ期刊制作可以分为２种：一种为真正的
多元素优化阅读感受的 Ａｐｐ期刊制作；另一种为简单
纸质期刊电子版转换格式（以版式电子格式 ＰＤＦ居
多）的Ａｐｐ期刊应用。前者是高水平制作所追求的形
式，融入了制作人员的技术、思维等增值服务；后者往

往是纸质期刊的电子版本，阅读体验较前者差了很多。

一般所说的Ａｐｐ期刊应用都是指前一种类型，后一种
类型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过渡 Ａｐｐ形式。目前，Ａｐｐ
的应用主要在大众期刊中较为广泛［８］。大众期刊的

特点与科技期刊差别较大，对于 Ａｐｐ是否能够与科技
期刊很好地融合还应进行更细致的研究。目前以第２
种方式的Ａｐｐ在科技期刊中的应用也很少（龙源网上
科技期刊 Ａｐｐ仅有４００多种，只占了我国科技期刊总
数的４％，大都是第２类Ａｐｐ）。少量的相关研究都没
有深入讨论科技期刊的特点，与大众期刊 Ａｐｐ难以区
分［３］，研究具有盲目性，甚至将大众期刊 Ａｐｐ的优越
性照搬到了科技期刊中，夸大其应用意义的居多，缺少

对目前科技期刊没有真正意义 Ａｐｐ的原因分析。如
有文章指出“期刊 Ａｐｐ可以充分发挥多媒体的特性，
很多期刊Ａｐｐ集合了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而不
再如ＰＣ互联网上一样，仅仅是纸质版的ＰＤＦ”［７］。

笔者认为，这不应该是 Ａｐｐ的优势，因为 Ａｐｐ集
合的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 ＰＣ互联网条件完全可
以实现，ＰＣ机的功能较移动客户端更强大，多媒体效
果更佳，移动客户端能做的 ＰＣ更加胜任，Ａｐｐ真正的
优势仅仅在于便携和随时随地浏览。

笔者借鉴 Ａｐｐ在大众期刊中应用的特点，对比科
技期刊，认为虽然移动客户端网络的发展咄咄逼人，但

对于国内科技期刊，要实现真正的 Ａｐｐ应用，距离尚
远，研究其主要的应用障碍，以期在这一新的领域为科

技期刊工作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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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Ａｐｐ应用于科技期刊的主要限制因素

２１　显示字数与科技论文字数的矛盾　数字出版的
２个核心技术是碎片化和检索功能。真正的Ａｐｐ的优
势在于将文章内容碎片化再加入多种声、光、电等优质

体验元素。如大众期刊由于要混入 Ａｐｐ插图、音乐、
互动及其他各种优化体验的元素，加之移动客户端手

机或平板的屏幕和字体字号（不可太小）受到限制，每

屏幕文章字数只能为几十到上百字之间，而科技期刊

文章一般比大众期刊长得多，科技论文动辄五六千字，

还不算图表，这样一篇文章制作标准意义的 Ａｐｐ就会
产生多页码，一篇文章的阅读就伴随不停地翻页和拖

拽，阅读体验比大众期刊Ａｐｐ要差很多。
２２　阅读方式的差别　Ａｐｐ应用于大众期刊较多，主
要原因是其碎片化和浅阅读［７］的特点与人们以碎片

化的闲暇和娱乐为主的生活方式相契合，而科技期刊

发表的是研究成果，读者需要整体和深入阅读，这与

Ａｐｐ应用的契合度不高。科技期刊的读者一般需要对
文章进行精读、细读、深读、思考甚至要做笔记和推演，

常要多篇文章对比研究，这些更适于在办公室里完成。

目前很多Ａｐｐ期刊进入移动客户端软件后无法提供
多窗口显示，只能通过目录定位于单篇文章，很多Ａｐｐ
并不支持跳页功能，单篇文章也只能通过单页顺序浏

览；因此，Ａｐｐ移动客户端无法提供传统纸质期刊或
ＰＣ互联网的多篇文章多窗口切换和迅速翻阅的功能，
使用十分不便。

２３　科技期刊Ａｐｐ论文格式带来的不便　Ａｐｐ另一
个简捷的制作形式就是制作纸质版本的 ＰＤＦ文件格
式，供移动客户端浏览；但是，这样的期刊 Ａｐｐ制作脱
离了Ａｐｐ的本源，更谈不上传统Ａｐｐ带给人们的互动
性和优美阅读感受，纸质期刊什么版式客户端只能看

到什么版式。这给在客户端上浏览同样带来不便，比

如有的科技期刊单栏排版，有的双栏排版，还有的３栏
排版，读者在移动客户端的浏览过程中就要不停地左

右、上下、全方位拖拽和缩放，阅读体验极差。Ａｐｐ最
大的优势就在于方便，对于多点击一次都可能造成客

户流失的期刊读者群，这种整篇或整本期刊 ＰＤＦ格式
阅读方式注定会逐渐被冷落。

２４　受众数量及年龄层次的限制　Ａｐｐ应用于大众
期刊较多，科技期刊较少，原因之一是大众期刊受众面

更广，如医疗保健、新闻娱乐、文学艺术等面向所有读

者，而科技期刊只针对某一科研领域。科技期刊的论

文一般都是各学科领域前沿和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

其特点是面窄而深，与大众期刊相比受众面极窄。另

一方面，移动客户端Ａｐｐ刚刚兴起，整体而言，大众期

刊较科技期刊 Ａｐｐ应用的碎片化和浅阅读的特点更
易渗透于高年龄段的受众，即便如此大众期刊的 Ａｐｐ
应用对于年轻人的影响较年长者也大很多。科技期刊

的整体化和深入阅读等特点导致其受众年龄结构目前

受到更大的限制。科技期刊的受众多为某一研究领域

的科研工作者，一些年长的学者往往是各学科科技前

沿研究的佼佼者，科技期刊 Ａｐｐ难以抓住这部分受
众，显然是Ａｐｐ的巨大损失。
２５　客户端软硬件条件的限制　目前移动客户端设
备配置差别较大，受到网速、网费、硬件磁盘空间和配

置的极大限制，加之收费和一些注册操作繁琐，使得移

动客户端下载期刊 Ａｐｐ应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而
导致潜在用户流失。科技期刊更是如此。科技期刊领

域具有多方体验真正意义的 Ａｐｐ期刊制作非常难，目
前的科技期刊Ａｐｐ应用大多为ＰＤＦ格式，一期期刊所
占容量较大，图表多的期刊可达几百兆，这对于手机和

平板用户就会产生空间、网费、网速等限制。另一方

面，以往的研究中都未提及客户端软、硬件问题引起的

阅读体验降低，但目前确实客观存在着客户端手机和

平板的质量参差不齐及各种原因造成期刊 Ａｐｐ应用
过程中出现莫名其妙的闪退、死机、不兼容现象或客户

端终止服务等问题。

２６　科技期刊受众阅读过程中思维模式的限制　有
研究者统计，大众期刊 Ａｐｐ受众的平均阅读时间仅为
１５～２０ｍｉｎ，而科技期刊读者在查阅文献时往往要阅
读内容相关的多篇文章，这种Ａｐｐ浅阅读的“碎片化”
特征必定带来思想上的“碎片化”，思想上的“碎片化”

不利于科技工作者短期内对知识的汲取，即读者无法

在碎片化的模式下阅读科技论文和思考问题，进而使

读者远离这种阅读模式。这归根到底是大众期刊与科

技期刊自身特点不同所决定的，大众期刊读者的阅读

是随心所欲的，思维是发散的，而科技期刊读者的思维

则集中于某一研究内容。这也是目前科技期刊 Ａｐｐ
应用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２７　期刊Ａｐｐ出版时滞和政策法规的限制　科技期
刊Ａｐｐ还都是纸质版的电子版本，往往滞后于纸质
版，对于科技论文的时效性没有更多的帮助。这一点

与科技期刊业所追求的缩短出版时滞是相矛盾的。反

之，如果科技期刊 Ａｐｐ提前于纸质版，则会产生成果
安全问题甚至版权问题［１１］，目前首发权认定还大都以

纸质期刊为准，对于非纸质期刊文章的保护，相关的政

策法规仍不够健全，这也是期刊 Ａｐｐ的担忧问题之
一。如果形成行业规模化后还将涉及规范化等问题。

２８　受众使用心理的研究和制约因素　有调查［１２］问

期刊 Ａｐｐ最吸引您的因素是什么？７４．８％的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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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纸质内容相同”，这说明品牌效应及受众对某些

期刊的喜爱在起作用；但是，这样的心理在期刊尤其是

科技期刊中会产生阶段性的使用 Ａｐｐ的热情，新鲜感
过后这部分受众又容易回归到纸质或 ＰＣ机期刊阅读
中去。

２９　科技期刊素材收集的限制　科技期刊 Ａｐｐ的制
作并不是一期两期，应是长期的 Ａｐｐ制作模式，这就
需要懂技术也懂科技期刊专业的相关制作人员，目前

这两者结合的人员培养难度较大。大众期刊可以找专

门的Ａｐｐ制作公司或个人，而这些公司或个人不懂科
技期刊的相关专业，无法将专业内容较强的科技论文

内容做到最恰当和最完美的展示。科技期刊 Ａｐｐ制
作也不只是一句话的转变，而是一种出版模式的转变。

大众期刊为浅阅读，在文章素材中加入一定的音乐、图

片、视频和互动就可以产生优质的阅读体验；而科技期

刊要想做成优质的期刊 Ａｐｐ，则除了这些还应该依据
专业知识、文章内容加入合理的动画、音效和视频等，

以更好地展示科研进度及其内容。例如石油勘探类期

刊中表现含油气盆地的动态模拟，就需要懂专业和技

术的制作人员根据内容向作者索取相关盆地模拟软件

产出的３Ｄ动态素材。先不说作者能否提供，每期每
篇文章每页内容仅这部分工作就将花费编辑或制作者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此外对作者的要求也更多、更高。

因此笔者认为，科技期刊 Ａｐｐ应用将改变的是编辑的
整个工作模式，甚至涉及改变作者群的投稿模式。这

是目前科技期刊优质Ａｐｐ应用最大的障碍，也是造成
目前科技期刊 Ａｐｐ跟进严重滞后和仅是纸质期刊转
换为简单电子版格式的根本原因。

此外，科技期刊高水平 Ａｐｐ的制作需要大量的时
间和资金保障，这对本来就以忙碌和资金短缺为特点

的国内期刊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虽然如 Ａｐｐｂｏｏｋ、
Ｉｅｂｏｏｋ等Ａｐｐ期刊制作软件都已模块化，但这些软件
更适合于大众期刊。这也反向说明科技期刊编辑工作

者的专业和编辑学背景是其立足的根基，迅速发展的

技术只能逐渐成为科技编辑工作者的工具，而不易对

我们的行业产生如有些人认为的新媒体对期刊编辑过

于悲观的冲击。科技期刊从根本上不同于大众期刊和

报纸行业，相关内容笔者有过详细论证［１１］，这里不再

赘述。因此，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树立科技期刊编辑

职业自信心，立足于专业根基的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不

易被替代。科技的进步和新媒体只能对我们科技期刊

工作带来“渐进式的改变”而不是“断崖式的冲击”。

３　结束语

　　笔者根据Ａｐｐ的使用和目前存在的科技期刊Ａｐｐ

形式将科技期刊Ａｐｐ的应用分成２类。科技期刊Ａｐｐ
不应该仅仅是纸质期刊的电子版，目前各种类型的科

技期刊Ａｐｐ都有各自的特点，但都不利于科技期刊受
众的阅读。科技期刊Ａｐｐ易受到字数，阅读方式，论文
格式，受众的年龄、文化层次和思维模式，客户端软硬件

条件，科技期刊出版时滞以及政策法规等多方的限制。

Ａｐｐ浅阅读的“碎片化”特征必定带来思维上的“碎片
化”，读者无法在碎片化的模式下阅读科技论文和思考

问题，是目前科技期刊Ａｐｐ应用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之
一。纸质期刊电子版的阅读体验很差，而高水平Ａｐｐ应
用在论文素材获取、制作人员、成本等方面存在发展瓶

颈，也是造成目前科技期刊Ａｐｐ跟进严重滞后和仅为纸
质期刊简单转换成电子版格式的根本原因。

科技期刊 Ａｐｐ的应用虽然存在问题很多，但毕竟
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

新媒体不断更新的大环境中，我们科技期刊工作者应

该实事求是，既不能盲目地鼓吹某项新技术的优势，又

要认真分析自身与新技术的特点和兼容性，客观面对

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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