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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服务平台和优质数据，借助移动传播

提升科技期刊信息服务能力

刘　冰　姜永茂　沈锡宾　郝秀原　李　鹏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介绍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近年来借助云技术的发展
加强平台建设，通过优质数据生产提升出版效率，以及利用移

动传播手段加强期刊内容、学术会议的宣传等方面的实践，探

讨科技期刊如何在泛在网络环境下加强数字化出版资源的组

织、管理和传播，提升数据质量，完善服务功能，拓展传播模式

和途径，全面提升信息服务品质。提出了服务创新应坚持以用

户需求为中心，结合互联网＋做好连接服务，构建基于知识挖掘
和社区交互的主动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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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８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
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推动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

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

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

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

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

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

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要一手抓融

合，一手抓管理，确保融合发展沿着正确方向推进［１］。

２０１５年４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发布《关
于推进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针

对创新内容生产和服务、扩大内容传播渠道、加强重点

平台建设和发挥市场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闫

鑫［２］的研究显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我国的移动出版产业呈
现了引领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社交媒体和移动出版继续

深入融合，音视频增长空间巨大的局面。无论政策层面

还是市场发育，互联网和大数据给当前科技期刊发展带

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应该顺势而为，推动科技

期刊的信息化、数据化发展。在此背景下，结合承担国

家复合出版工程的试点工作，中华医学会杂志社逐步建

设基于云技术的科技期刊全流程工作流管理平台。在

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了工作：基于云技术的科技期刊全产

业链解决方案，基于云技术的学术期刊结构化排版引擎

开发，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知识标引系统，专业领域多维

度广视阈评价体系。

“大数据＋移动互联”发展态势下，科技期刊的服
务创新在理论研究和刊群实践方面如何再造生产流

程、重组数据资产实现知识聚合，面向用户多元化需求

实现服务融合方面的经验值得总结。中华医学会系列

杂志（以下简称系列杂志）近１年来加强了平台建设、
数据生产，重视在组合信息终端立体化传播方面能力

的提升，现就重点工作阐述如下。

１　云平台服务体系建设

　　我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不断提升系列杂志信
息化基础平台的服务水平，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信息化

在推动期刊转型和创新管理与服务模式转换中的积极

作用。通过有效整合杂志社和中华医学会的产品、资

源和服务，为读者、专家、会员、医务工作者和公众提供

综合性、多样化的信息服务。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建设统一的

信息资源服务平台，为系列杂志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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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竭动力。随着云服务的愈加成熟和价格优势的凸

显，我们以云平台＋软件开发的模式进一步夯实了出
版平台和服务体系。一是以“私有云数据中心”建设

为抓手，建设公共医学出版服务平台，服务于系列杂

志。同时为外围加盟杂志提供设备托管、数据存储、出

版平台和编辑工具的云服务，实现系列杂志与其他兄

弟医学期刊的资源分享和业务互联互通，形成网络化

协同整合发展新格局，在现有系列杂志基于管理的集

群模式上进一步探索基于出版服务平台的集约模式，

向国际科技期刊出版集团提供的标准化出版平台服务

模式迈进。二是以“读者和杂志会员管理和服务”为

抓手，整合客户管理资源、建立客户连接关系，聚合学

术期刊、继续教育等系统资源，打造具有学会资源特色

的系列期刊网络和移动资源品牌，通过门户网站、远程

继续教育平台、在线学术交流等多种途径为读者、会员

乃至全国医务工作者和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服

务。如同《Ｓｃｉｅｎｃｅ》建立科技新闻频道，进行科技进展
的信息采集，为读者提供一流的前沿信息。三是以

“系列杂志网站群”建设为抓手，通过建设专有的内容

管理和发布平台，实现系列杂志网站统一建设，数据统

一管理和维护，实现资源整合共享。四是以“新媒体

平台应用”为抓手，打造系列杂志微平台，拓展新媒体

资源增值服务模式。建立视频演播厅，为专家、读者和

会员提供网络新闻采访、在线访谈等服务（图１）。

图１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云平台及信息服务体系

　　中华医学会重症分会通过网络多媒体平台为会员
提供多媒体资源、互动服务和个性化优质服务，提升会

员凝聚力极具示范效应，其微信平台建设和推广经验对

系列杂志的网络和微信平台建设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２　优质数据提升服务效率和品质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优质数据是开展数字化服务
的基础。目前，通过回溯近１０年的出版资料，共累计
加工１３０余种过刊数据，形成 ＰＤＦ全文８０余万篇，结
构化数据４万余篇，图表和公式８万余个，现有生产能
力每年能够新增４～５万篇数据。这些数据的生产依
然是基于已出版的数据再进行二次加工完成的，后续

将通过与合作伙伴北大方正打造的中文结构化排版成

熟工具的全面应用，完成结构化数据的一次生成、多次

发布。已经发表论文的结构化处理，数据收集的平均

时滞为９．７ｄ，加工的平均时滞为８．６ｄ，加起来平均时
滞在１８．３ｄ左右。结构化数据发布在系列杂志官网
极大提升了展示效率，同时借助网刊发布平台的整体

规划，也增加了系列杂志整体形象提升。结构化数据

满足国际出版平台数字化数据的规范，为提升期刊的

显示度提供了快捷的通路，系列杂志有２６种期刊被美
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Ｍｅｄｌｉｎｅ）收
录，通过 ＸＭＬ数据的直接交割，迅速提升了展示时
效［３］。比以往的委托第三方加工数据再上传取得了

明显的及时展示和文献引用增加的效果。在 Ｍｅｄｌｉｎｅ
展示的英文摘要，点击量由２０１５年３月初步上线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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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１５次，迅速在２０１６年２月达到３７４４５次。当然，
二次加工完成的结构化数据仍需进一步提升和优化，

我们期待着进一步构建自动化标引体系，通过标引对

数据进行更加细致的描述和管理，方便后期数据在专

科数据库和专题展示应用。

我们也利用文章结构化过程同步析出的图表数

据，专门建立了系列杂志图表数据库用于查询服务。

国际上《ＰＡＮＳ》（美国科学院院刊）、《Ｔｈｅ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Ｃｅｌｌ》（细
胞）都提供了利用论文中的图片提供查询、科研教学

和ＰＰＴ制图服务，这些成熟实践值得我们借鉴。

３　整合数据和用户资源，借助移动端加强公众
号传播

３１　指南和共识类资源和知识管理　系列杂志发表
了２０００余份指南，新媒体部通过分析，把近５年的指
南分类整理后打造的专题指南服务包在中华医学网免

费开放，并通过微信平台推送，阅读量很大。这些指南

也通过各种途径分散在不同的微信或应用（Ａｐｐ）终端
传播，指南发挥了最大的传播效应和应用价值。

３２　“期刊＋”彰显学术传播新途径　期刊内容除纸
版传播外，可以利用互联网和移动端加强传播的长尾

效应。网络和移动平台对于信息的持续和反复传播，

形成的涓涓信息细流，汇聚成河的“长尾效应”，可以

使很多信息焕发长久的生命力。自微信平台运营以

来，系列杂志有８０余种期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服务，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与供应商合作提供了统一的微信服

务平台直接与结构化数据对接。２年来，平台上运行
的期刊取得了不错的推送和展示效果。《中华心血管

病杂志》微信平台经营时间为２年，其余杂志微信平
台经营时间为１年。应用统一平台的１７本期刊，每月
粉丝增长率７．１％，粉丝数量共１６１２１３位；２０１６年９
月菜单栏单月点击总数１４３５２次，截至２０１６年９月
推送消息图文页阅读总数量达到２５２２４５次。这些期
刊微信平台有如下几个特点：

１）粉丝数持续增加。总计粉丝数量：《中华心血
管病杂志》３万多，《中华口腔杂志》近２万，《中华儿
科杂志》１．５万余，《中华全科医师杂志》《中华神经科
杂志》均达１万余。
２）推送文章效果好。有些推送消息阅读量非常

大，比如，《中华心血管病杂志》推送的文章 《颈动

脉斑块是否需要治疗？如何治疗？》阅读量达到３０８３７
次；《中华口腔医学杂志》的“２０１５年度读者最喜爱的
专家评述类文章投票活动”阅读量４３８１４次；《中华神
经科杂志》推送的转载文章《处病哲学》阅读量达到

２６５１７次。
３）栏目丰富。《中华心血管病杂志》设计了指南

预约、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俱乐部、心血管影像、微

信杂志上市会等专栏；《中华老年医学杂志》设计有微

病例有奖问答；《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结合所在医院

病例，设计有瑞金病例空中课堂；《中华糖尿病杂志》

结合会议设计有中国糖尿病年会（ＣＳＤ）、血糖监测指
南发放。

４）合作形式多样。合作伙伴及可利用资源来源
于杂志社、专家、学术会务部、医院；支持自建专题专

栏，与杂志社微信平台共享资源、共建学术品牌专区；

相关国内外指南解读的直播、录播，指南与共识的巡

讲，指南预约与发放；重点号作者演讲直播。

５）与实体活动结合。比如：
①《中华糖尿病杂志》在中国血糖监测临床应用

指南推出之前，设计了微信送指南 、微信指南抢先看、

微信看课件活动，提前２周开始预约活动，共有３３１名
医生参与活动获赠指南。首发在线指南简版的点击量

５１５４次。指南制定专家贾伟平教授、陈莉明教授录制
指南解读的累计点击量超过５０００次。

②《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在长城国际心脏病学术
会议期间，在专题会议现场扫码关注微信平台和读者

进行互动，增加微信用户关注人数１２９８人，而实际当
场专题会议现场人数为１２０人。现场问答４８人，现场
调研９６份。通过微信平台，取得了比实际面对面宣讲
更好的推送效果。

③《中华心血管病杂志》指南学术推广设计如图２
所示：自《中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 ２０１２（简
本）》更新以来，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及其相关领

域又积累了众多临床证据。为此，由中华医学会心血

管病分会介入学组、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分

会血栓防治专业委员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部

专家组联合发起，由韩雅玲院士执笔，组织国内１１３名
专家共同编写了《中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

（２０１６）》（以下简称《指南》）。《指南》消息４月３０日
上线，累积关注人数 ３万多，图文页阅读次数（最近
３０ｄ）３８８００次，推送消息３５０余条。《指南》免费发
放的消息推送后获得关注３４３０次，《指南》简介（韩雅
玲院士视频）播放１０４４９次，而同期国际介入心脏病
学大会现场的参会人数仅７０００～８０００人。截止活动
结束，预约《指南》的人数达到２２７５人。该活动和企
业合作，利用各项专家资源、活动资源、学术资源扩大

宣传范围，整合线上线下活动，实现高效传播，为市场

推广提供了优秀、性价比高的学术传播平台。通过快

速传播且有效整合专家资源，围绕《指南》的学术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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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幅提升品牌宣传效率、学术品牌性、权威性，聚合 关注《指南》的医生，为以后的活动提供了示范效应。

图２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在微信平台的学术推广设计

３３　微信平台助推实体会议宣传推广　通过微信平
台在现场学术会议开展前后和开会期间的关联，加强

了卫星会现场互动、直播、录播，杂志专属展台宣传，品

牌专栏审稿会，品牌相关文献解读等模块。在学术年

会上，微信宣传助力增加实体活动互动、病例大赛等。

有些临床科室可以利用杂志微信平台中的视频平台开

展现场互动、科室会课件回顾等学术推广，也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微信平台可以为作者提供稿件查询、杂志

购买等服务，栏目合作可以把传统的合作转移到线上

平台，通过多种推广途径获得商业合作的收益。

４　结合微信平台开展视频服务，延长实体会议
在互联网平台的价值

　　杂志社积极建设并提供公共信息管理平台和微官
网建设服务。目前运维５０多个微信工作号，形成学科
空间和期刊官微２大阵营。集约化管理实现了工作模
式化、专业化、流水化，结构化数据可以无缝解析在官

网微平台展示。

４１　利用微信平台开展空中课堂　疾病管理形式的
严峻性与多学科学术的交叉，加上互联网学习的个性

化特点、广覆盖以及学习模式的逐渐成熟，杂志社市场

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病）空中课堂”项目利用互

联网平台，为临床医生提供的慢病防控的跨学科医学

教育和交流的专业平台，打造慢病医生的网络学习新

时代。自 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２９日开播至 ２０１６年 ８月 １９
日，注册医生 ３４６３３人。１周时间内，平均观看直播

４８５３人次，平均观看录播２２４５人次。累计观看直播
医生２９０１６３人次，累计观看录播医生１４６１７８人次。
利用微信平台推广和宣传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微信平

台采集到的关注者的行为数据，为后续期刊开展实体

学术活动提供了更加精准的指向。

４２　指南巡讲实体会议与微信平台互为补充　中华
医学会杂志社一直致力于打造指南与规范更新、制定、

发表、推广的大平台。自２０１４年开始在耳鼻喉、产科、
心血管、儿科等专业开展了多场基层规范普及型的巡

讲，巡讲的专家就是起草指南的专家，他们对指南的理

解更透彻，也更能对基层医院和医生进行规范的普及。

自此项目开展以来，指南广受欢迎，各专业累计接受规

范培训的医生有几万人，随着这个项目更深入的普及

和推广，医生的受众面会更广。同时，我们也在相应场

次组织各专业指南制定和起草的专家对新制定、要更

新、将发表的指南进行讨论，真正做到指南制定、发表、

推广相结合。在传播过程中为期刊内容带来持续的价

值增长。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０１６年３月，市场部的指南
与进展巡讲项目在２５个城市开展了２８场次。会前、
会中通过微信平台的宣传，提高了听众变为粉丝的直

接转化率。网络课堂实现了最快速全面的实时报道。

在搭建互联网平台的同时，配合线下活动，发挥线上线

下各自优势，取长补短，使线上的高效与线下的传播需

求相辅相成。

４３　利用视频展示期刊核心内容　国际著名医学期
刊在利用新媒体技术“增强出版”（在网络文字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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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增加音视频、数据库等出版形态）方面已有成熟

经验。音频如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Ｃｅｌｌ》的音频
ＰｏｄＣａｓｔ，视频如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ｉｄｅｏＰｏｒｔ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Ｖｉｄｅｏ、Ｃｅｌｌ
ＰａｐｅｒＦｌｉｃｋ，帮助作者了解科研前沿进展与思想，拓展
思维引发思考。另外，上述杂志的子刊还有专门的视

频音频材料介绍本学科的最新科研进展与思想［４５］。

系列杂志目前已有多本外科类期刊开展了二维码展示

文章的关键手术过程或视频导读服务，杂志社新媒体

部的“中华科研大讲堂”上线以来，科研设计和写作培

训视频项目也广受欢迎。

５　推动数据库产品营销，构建知识服务生态链
和专业服务

　　临床决策支持（ＣＤＳ）指在适当的临床场景下通过
智能筛选，为临床医务工作者提供医学知识和个性化

信息，以提高医疗质量和水平。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ＣＤＳＳ）是复杂精密的医学信息系统，通过合理的机制
架构组织医学知识和数据，在临床环境中为医务工作

者呈现有用的信息。ＣＤＳＳ将临床情景和医学知识结
合起来，辅助医师的临床决策，以提高医疗质量和价

值。《ＢＭＪ》（英国医学会杂志）最佳实践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Ｐ）是较好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工具之一，
疾病和医学病症覆盖率、文章编辑质量、循证医学证

据、内容数量都是目前同类产品中较好的［６］。ＢＰ整合
了来自全球的系统性和综合性证据、最佳指南及专家

意见，由国际专家和编辑团队编写而成，通过严格的同

行评审，并根据最新证据不断更新。内容涉及１０１０
个专题，覆盖８０％的常见疾病，包括１万多种诊断方
法，３０００多项诊断性检测、４０００多篇国际指南及多样
图片［７］。杂志社联合英国医学会出版集团（ＢＭＪ
Ｇｒｏｕｐ）进行了全数据库翻译。除全文汉化外，还添加
了１００余篇中国指南和专家共识链接，并邀请本地专
家为核心专题进行评述。中文版的体系内容结构化，

按照实际诊疗流程呈现。此项目杂志社一方面进行数

据库的销售，另外与百度医生、医客等互联网企业合作

建立医生端Ａｐｐ，在医疗新媒体和其他线上渠道宣传
推广，提升了其更广泛的应用空间。

６　结束语

　　科技期刊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资源，如何更加
有效地利用和传播信息，是期刊研究工作和实践发展

的重要课题。泛在融合网络环境下，建立有效的信息

服务模式，提高期刊信息的利用率是期刊工作的重要

目标，科技期刊应该坚持和坚守“质量优先，内容为

王”，加快数据平台和新媒体的建设和推广。在大数

据和“互联网＋”条件下，科技期刊有必要结合信息技
术的发展动向，就期刊的创新方向、发展路径做必要的

设计。服务创新必须坚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构建基

于知识挖掘和社区交互的主动服务模式。进一步加强

数字化出版资源的组织、管理和传播，提升数据质量、

完善服务功能、拓展传播模式和途径，提升信息服务品

质［８］。从办刊思路、模式、方法和内容上进行调整和

创新，为读者提供高端、前沿、实用、快捷的医学信息；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全方位为读者服务的思想，以最快

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最低的成本、最优的服务，来满足

读者和作者的需求。逐步建立集期刊、网站、手机等为

一体化的“组合信息终端”平台，在展示手段上实现多

媒体化。实现内容产品从可读到可视、从静态到动态、

从一维到多维的升级融合，以满足多终端传播和多种

体验的需求［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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