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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医学期刊编辑的新闻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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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整形外科杂志》编辑部，１００１４４，北京）

摘　要　新闻敏感对医学期刊编辑的栏目策划、选题组稿、审
稿改稿等编辑环节具有重要的作用，编辑可以从增强政治敏感

和社会责任感、广泛积累知识、深入实践以及提高职业兴趣等

方面培养新闻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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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是指“新鲜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是由大众媒介报道出来的新发生的事实信息［１］１２。新

闻敏感 “是人们靠长期的经验积累形成的一种综合能

力”，“是记者、编辑发现和判断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

的能力”［２］。进入２１世纪，生命科学已成为继信息科
学之后科技发展的领衔学科，而医学科学又是生命科

学的重点学科和热门领域，新理论、新技术层出不

穷［３］。如何从呈几何级增长的医学信息中将最重要

的观点和最正确的认识以最快的速度传达给受众，需

要编辑在工作实践中应该有与新闻记者一样的新闻敏

感力，以敏锐的眼光发现社会新热点、学科新动向，使

医学期刊真正成为及时有效地传播最新医学科研成果

和学术发展信息的载体，更好地发挥学术研究的前沿

阵地的作用，促进我国医学又好又快持续地发展。

１　新闻敏感在医学期刊编辑工作中的作用

１１　新闻敏感有助于编辑进行栏目创新　栏目是期
刊中不同内容板块的有机分割或划分，通过栏目便于

灵活处理不同体裁的文稿和期刊所关注的重点问题。

医学期刊栏目既要保持相对稳定，形成名牌，又要根据

社会、临床和科研实际需要，适时设置急需栏目。

比如，“非典”疫情流行期间，中华医学会系列杂

志某些期刊及时开辟《非典防治》专栏，对疫情控制发

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４］。再如，在５·１２汶川地震中，
某些医学期刊均在第一时间开辟了与地震有关的崭新

栏目，《中国循证医学杂志》的《汶川地震医疗救援》，

《中华口腔医学杂志》的《战地报道》，《中华眼科杂志》

的《汶川特稿》，《中华全科医师杂志》的《热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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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相长；跨行型编辑要培养热爱编辑工作的兴趣，把主要

精力投入到编辑工作中来，认真学习编辑学知识和技能，

使自己已有的专业知识与编辑工作密切结合，都有提高。

当然，当前的科技期刊编辑学和科技论文写作学

都是成长过程中的学科，也没有专门培养这些学科人

才的教育专业和机构；因此，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的

人员要想成为优秀的学者型编辑，需要经过一段时间

的积累和所在部门优秀编辑的传帮带，与其他成熟学

科的人员相比，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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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神经外科杂志》的《地震救治》等专栏的及时设

置，刊载了大量的有关汶川地震医疗救援的文章，积极

探讨了这一熟悉而陌生的新的重大课题———灾害医学

救治的理论与技术，为提高医疗救援的速度、质量和效

果，共同提升灾害医学的救治水平，推进灾害医学的国

际化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医学编辑们对我国

政府第一时间“抢救生命”的价值取向，２４ｈ实时视频
和音讯播报地震救援信息，第一时间动员全国相关力

量现代立体抢救与接受国际社会无私专业医疗救援参

与的英明决策的及时有效的响应。在这里，医学期刊

编辑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在新闻报道中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特殊作用［５］。

１２　新闻敏感是编辑选题组稿的前提条件　医学期
刊编辑对社会关注的敏锐性非常重要，全面、迅速地获

取相关信息，了解并掌握医疗卫生政策和学科研究的

最新成果和动态，做到博闻多识，是编辑选题策划的前

提条件。具有新闻敏感的编辑，就能受其他新闻线索

的启发，并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和出版计划，确立具有

社会影响力的选题，组织到具有极强现实指导意义的

稿件，发挥学术期刊的导向作用［６］。

例如：２００２年底广东出现“非典”病人，《解放军医
学杂志》编辑以对传染病可能影响军队作战力的敏感

性，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２００３年２月来
自广州的一条电视新闻说，“广州市民大量抢购板蓝

根冲剂”，“药店脱销或加价出售”，编辑以其敏锐的新

闻触角觉察到事件的严重性，迅速作出反应，立刻组织

力量对“非典”的疫情、疫源地、病原学、微生物学、分

子生物学、临床诊断和治疗等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及

时深入科研一线选题组稿，从２００３年第５期至第９期
就发表论文３５篇，出版专刊１期（４３篇论文），通过报
道最新研究成果，成功而有效地指导了医生对“非典”

的防治工作［７］。如果编辑的新闻敏感不强，就不会发

现那条电视新闻的潜在价值，就不可能在第一时间组

织到北京地区首例死亡“非典”病人尸检报告和“非

典”病毒体外感染实验病理观察报告等论文。

期刊编辑的选题策划灵感来源于其新闻敏感。医

学期刊编辑在策划活动、组织稿件时，一定要在新闻敏

感的驱使下，敏锐地在纷纭的研究课题中准确地把握

热点、重点选题和最新、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８］。

１３　新闻敏感是编辑把握稿件传播价值的关键　新
闻敏感有助于编辑在审稿时以敏锐的眼光迅速、准确

地发现和判断稿件的新闻价值，找准最佳表现角度，找

到稿件中最值得本媒体传播、最能吸引受众注意力的

侧面，从而使稿件的传播价值最大化。

例如，２００７年５月，《中华整形外科杂志》刊登了

一篇题为《一例同种异体部分颜面移植围手术期免疫

抑制治疗方案》的文章［９］，得到业界的好评；因为此文

成功的免疫抑制治疗经验为以后的“换脸术”在控制

免疫排斥问题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这篇稿

件是我们２００６年８月底在大量的稿件中发现的，原题
为《首例同种异体颜面移植围手术期药物治疗》，作者

是西安西京医院张旭东等。看到题名和作者单位，编

辑迅速判断：这是一篇极具报道价值的文章。同种异

体颜面组织移植，俗称“换脸”，这在全球整形外科领

域内都是一个新而难的课题。在审稿过程中，编辑的

新闻敏感决定其学术敏感。要审视论文的选题与正

文，判断该文研究范围是前沿地带的还是空白区域的，

研究内容是热点问题还是难点、疑点问题［１０］。对于异

体颜面移植，其免疫抑制治疗在临床应用还是一个未

知领域，是受众最想知道的。受众需求越高，新闻价值

就越大［１］４３，传播价值也就越大。鉴于这一认识以及

手术过程已经被相关媒体广泛报道，编辑建议作者对

手术过程部分仅作简要叙述，而突出在围手术期如何

应用药物尤其是免疫抑制剂的应用，题名中的“药物

治疗”相应地改为“免疫抑制治疗方案”。同时，将“首

例”改为“一例”，因为本刊此前曾报道过一例同种异

体移植病例［１１］；在“颜面”之前添加了“部分”２字。这
样的修改，使得题名与内容相符，既保证了论文的创新

性，又保证了论文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２　医学期刊编辑新闻敏感的培养

２１　提高政治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　医药卫生报刊
是我国卫生新闻宣传的重要载体，是卫生新闻宣传和

科技教育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敏感是新闻敏感

的核心［１２］。首先，编辑要努力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学

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学会

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的思考，并作出准确的判断。

其次，医学编辑要熟悉党和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政

策，要了解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情况，要以推动医学科

技进步和促进人类健康事业为己任。

编辑在工作实践中必须认真履行自己的社会责

任，做到守土有责［１３］，要承担起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

政治责任，更要承担起传播医学科学知识的文化责任，

真诚地为医学科技工作者服务。社会责任感对编辑捕

捉新闻起着关键的作用，责任感越强，不但触发新闻敏

感的机会越多，而且产生的动力也越大，促使编辑去捕

捉新的信息的能动性也就越大。

２２　广泛积累知识，提高信息素养　新闻敏感又叫新
闻嗅觉，是信息意识的强化，是新闻传播者头脑中知识

储备与新信息相撞的灵光［１］２０。医学期刊编辑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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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新闻敏感，就必须具备扎实的医学专业知识，具

备广博的科技知识，具备深厚的编辑业务和人文知

识［１４］。还要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这样才能及时掌握国

外的学科动态和信息，才能扩大与国外的交流和合作。

此外，编辑还应涉猎其他各方面的知识，如新闻学、传

播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知识面越广，新闻

敏感就越强［１５］，在审稿时就越能鉴别稿件的优劣、发

现稿件的传播价值。编辑要注意知识的积累，建立合

理的知识结构，这是编辑感受新知识的基础。

医学科学的飞速发展，要求医学期刊编辑对新的

学术信息具有快速的感受能力和反应能力，及时、准确

地抓住有关领域的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感受新的知

识点，获取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学术研究的发展态

势。这种能力的形成，要求医学编辑必须具有较高的

信息素养，必须加强信息意识，尤其是查新意识［１６］。

编辑要把准确感知和使用信息作为日常生活的例行事

务的一部分，不仅需要勤于吸收新信息，还要善于吸

收。编辑要掌握各种信息检索技术，缩短对新知识、新

的研究成果的获取途径，增强敏感性和时效性，以新闻

敏感力寻找具有创新意义、发展潜力并富有市场广阔

前景的科技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作最

广泛的传播，以发挥科技信息的最大价值［１０］。

２３　实践是打造新闻敏感的最根本的途径　新闻敏
感的产生源于直觉，没有直觉，便没有新闻敏感［１］２２，

直觉只有与丰富的知识以及从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相

遇，才能擦出新闻敏感的火花［１２］；因此，编辑决不能满

足于坐在办公室里等稿子、改稿子，而应该在培养自己

捕捉、鉴别和挖掘有创新价值稿件的能力上多下工

夫［１７］。编辑可以深入科研一线作调研，并将一批研究

者团结在自己期刊的周围，选取他们的有创新性的研

究成果成为期刊丰富的稿源，使研究与期刊共同发

展［８］。编辑可以通过多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多与读

者和作者交流，掌握各学科各专业的发展动态和前沿

性的课题。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专业内的新闻线

索和新闻热点，敏锐地识别出新信息，进行选题组稿，

策划深度报道，组织热点专题讨论。期刊之间的竞争

归根结底是如何获得创新性信息的竞争，没有创新性

信息等于资源浪费［１６］。编辑只有经过实践的磨练，才

能对新信息形成敏锐的感知力、判断力和捕获力。

２４　增强职业兴趣　职业兴趣是人们对某种职业活
动所具有的比较稳定而持久的心理倾向，并伴随着浓

厚的情感状态。职业兴趣一旦产生，就成为职业活动

中精力旺盛、充满乐趣、专心致志的一种精神力量［１８］。

对科技期刊编辑有很大职业兴趣的人，对工作就会充

满信心和热情，精力充沛，干劲十足［１９］。人的积极的

肯定的情感对认知活动有着特殊的作用，它会使人反

应灵敏［１］１１６１１９，促使编辑关注自己刊物所报道领域的

科技知识和前沿进展，及时、有效地发现有创新价值的

信息，判断稿件的创新点，策划组织有传播价值的稿

件；因此，科技期刊编辑对出版事业持有浓厚的兴趣，

是产生新闻敏感的动力所在，灵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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