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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刊物定位　服务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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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８年来办刊的做法和体会是：以
明确办刊定位，服务学科发展为重点；以精心策划选题，搭建学

术交流平台，促进学科及杂志发展为支柱；从自身实际出发，以

创建医学精品期刊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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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消化外科杂志》原名《消化外科》，１９９９年
创刊（内刊），２００２年正式出版发行，２００４年成为中国
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２００６年在重庆市第４届期刊综
合质量考评中被评为一级期刊，２００７年成为中华医学
会系列杂志，更名为《中华消化外科杂志》。经过８年
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中华消化外科杂志》已成为

国内唯一涵盖消化外科各领域的专业期刊。回顾８年
的办刊历程，《中华消化外科杂志》在探索中不断明确

定位，在为学科发展服务中不断进步，走出了一条创办

精品医学期刊之路。

１　准确定位，履行办刊宗旨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作为国内唯一涵盖消化外
科各领域（包括食管、胃肠、肝、胆、胰、脾、血管、内镜、

介入治疗及外科营养支持等相关学科）的专业期刊，

其读者主体是医学院校师生、医学科研机构研究人员

以及消化外科临床医师。创刊伊始，我们确立了“传

播国内外消化外科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经验，立

志成为联系国内外消化外科同道的纽带，推动我国消

化外科学的发展”的办刊宗旨和“着重提高，兼顾普

及”的办刊方针。根据办刊宗旨，我们开设了多种多

样的栏目，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和作者的需要。

“如果说期刊内容是质地醇香的酒，那么，栏目则

是表现醇香的酒的标志。”［１］我们围绕读者群体，设置

了近２０个栏目。除《临床和实验研究》外，有突出消
化外科特点的《今日外科》《外科天地》，有为了促进临

床影像诊断经验的交流和诊断水平的提高，以图片展

示为主的《影像集锦》，有为青年外科医生提供经验教

训的《病例报道》《大巡诊》，还有国内著名的消化外科

专家将本学科最新的理论、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大

家的《专家论坛》。《中华消化外科杂志》刊登的黄志

强院士撰写的《２１世纪外科的发展与前景》［２］和《传

统外科与消失中的外科传统———外科学的历史发展

观》［３］，郑树森院士撰写的《肝移植的适应证与手术时

机》［４］，董家鸿教授撰写的《重塑肝细胞癌的系统化治

疗模式》［５］等述评均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这些文

章的发表，不仅吸引了一大批消化外科的同道和读者，

而且团结了许多消化外科领域的大家和名家。我们在

为消化外科专家、读者服务的同时，杂志也得到了快速

发展。在１９９９年试刊后的第３年就取得了正式刊号，
在正式出版发行后第２年被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确定
为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２００７年成为中华医学会系列
杂志。

２　精心策划选题，服务学科发展

　　选题是刊物定位的体现，是推出精品期刊的前提
和基础［６］。在选题工作中，编辑首先查阅国内外本学

科的学术发展动态，同时征集同行专家问卷调查，然后

拟定每期选题草案，最后经编辑委员会论证确定次年

每期选题。例如，在２００７年５月召开的编委会上，通
过２００８年重点选题现场问卷调查和讨论，确定了
２００８年重点选题并将它刊登在２００７年８月出版的第
４期上，同时组稿工作也开始启动。由每期责任编辑
负责发出组稿函，根据确定的两三名组稿专家拟定题

名和作者，发出约稿函。

选题有重点，阅读当然也有重点。阅读的习惯通

常都是选择性的，内容提要能给读者提供快速而方便

的导向。吴益伟等［７］提倡“要发挥好编辑在读者、作

者中的主导作用，增强优化选择导向意识”。《中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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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外科杂志》从２００７年第２期开始由当期责任编辑针
对文章的创新性、先进性、科学性和罕见性，配发《本

期导读》，使报道更加生动，吸引读者阅读。例如，在

《肝胆管结石病诊治指南》栏目中，黄志强院士撰写的

《胆道外科中的血管外科：一个在诊断与处理上值得

重视的问题》，赵玉沛教授撰写的《胰腺癌诊治存在的

问题与争议》等论文均配发导读指南，引起了读者的

普遍重视。

选题有权威性，自然就能彰显学科建设的成就。

对于医学而言，某种疾病的诊治指南或者规范性的标

准都是一种权威。对期刊而言，刊登这样权威性的文

章，不仅能提升杂志的知名度，而且能促进本学科的发

展。我们先后与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

组、肝脏外科学组等合作，成功地获得了《肝胆管结石

病诊治指南》栏目的独家报道版权［８］。为了广泛推广

《肝胆管结石病诊断治疗指南》，我们积极组织专家讨

论，发表“专家论坛”和“导读”，充分发挥该指南在肝

胆管结石病诊治中的学术指导作用，从而有助于临床

医生对病情的准确评估和治疗方法的正确选择，有助

于对各种治疗方法的治疗效果进行循证研究评价。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在北京召开的２００７中国外科周暨第１６
届亚洲外科年会上，我们印发的２０００份《肝胆管结石
病诊断治疗指南》单行本供不应求。

３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学科和杂志发展

　　２０世纪，国外先后成立了国际消化外科学会和亚
太消化病学会，而我国却面临没有消化外科学会的局

面。《消化外科》创刊以前，有关消化外科的学术交流

分属外科领域的多个专科分会；创刊以后，我们以成为

“联系国内外消化外科同道的纽带”为己任，积极搭建

消化外科学术交流平台。每２年定期组办的“中国国
际肝胆外科论坛”和“中国消化外科学术会议”，为我

国消化外科领域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吸引了众多国

内外专家和同行的积极参与。

为了总结一个多世纪以来消化外科各领域的发

展，展望２１世纪的消化外科发展前景，２０００年我们主
办“２０００中国消化外科学术会议”；２００２年主办“第１０
届全国胆道外科学术会议暨第１届中国国际肝胆外科
论坛”。大会以院士论坛、外科医生“华山论剑”、现场

手术及内镜演示、专题报告、Ｖｉｄｅｏ展播等板块对肝胆
外科近年来的新概念、新观点和新技术进行了全面回

顾与总结，并对胆道外科领域的热点问题和尚存的争

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研讨。我们邀请英国、美

国、日本、澳大利亚消化外科领域著名的专家２０余人，

加上国内著名专家７０余人，共７００余人出席。这些活
动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消化外科领域的国际、国内学术

交流，同时提升了《中华消化外科杂志》在国内外学术

界的知名度和声誉。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我们又成功地主办了“２届中国
国际肝胆外科论坛暨中国消化外科学术会议”，分别

邀请世界消化外科领域的首席专家———法国 Ｂｉｓｍｕｔｈ
教授、日本消化外科界的带头人 Ｎｉｍｕｒａ教授、香港中
文大学外科学系刘允怡院士做学术演讲。这些会议为

消化外科同道提供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同时扩大

了《中华消化外科杂志》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

４　结束语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创刊８年来，积极促进本学
科的发展，千方百计地为读者、作者提供良好的服务，

取得了一些成绩，得到了广大读者和作者的肯定，在消

化外科领域初步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由于创刊时

间较短，杂志还有很多不足。我们将抓住杂志进入中

华系列和消化外科蓬勃发展为期刊繁荣带来的机遇，

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认真履行办刊宗旨，不断提

高学术质量，力争加入更多的国际著名的医学文献数

据库，进一步提高我国消化外科在国际医学界的地位，

以质量求生存，更好地为广大读者和作者服务，使《中

华消化外科杂志》早日成为中华医学系列杂志中的精

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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