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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更名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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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期刊更名是否会带来知名度降低等许多负面
影响，选取２００６年更名的８种医学期刊，比较分析其作者地区
分布、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指标，并以《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为例说明，期刊采取正确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创立品牌效应，

更名对期刊的负面影响甚小，甚至会提升期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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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时间跨度大，在出版过程中会出现期刊刊名变

化的情况。据张芝兰［１］１９９８年初统计，中国科学院文
献情报中心收藏的约２５００种科技期刊中有４０２种先后
更名，约占藏刊总数的１６％。１９９７年后，变更刊名的科
技期刊就达３７６种。另据樊绍明等［２］调查统计，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年间更名的期刊共有４７９种，并呈逐年上升趋势。
期刊更名的原因有多种［３７］，例如：适应时代变化，反映

学科发展情况；为获得更多的读者，扩大报道范围；促进

期刊专业化；办刊单位名称改变；适应市场需求；期刊合

并分版；无意义更改。有文献报道期刊更名会带来知名

度降低、科学管理不便等负面的影响［２，８９］，但是否所有

的更名期刊都会产生此类负面影响，未见报道。我们选

取２００６年更名的医学期刊，通过比较分析期刊的各项
评价指标，来研究期刊更名对期刊的影响。

１　期刊更名的影响

１１　对期刊知名度、稿源和发行量的影响　选取

２００６年更名的医学类科技期刊１４种，包括以综述为
主的《国外医学》５种。９种非综述类期刊更名前后作
者地区分布变化情况（表１）表明，除了《中国小儿血液
与肿瘤杂志》在更名后的第１年（２００６年），其作者所
在的地区数未下降，大部分期刊比更名前（２００５年）
增加。

由于近年来网络的发展，即使更名后的期刊在邮

政部门编印的征订目录中未附原刊名，但对发行量的

影响也不大，而且许多期刊因电子版的发行使其对邮

发发行量的影响就更小。期刊更名是否会影响稿源和

发行量？《南方医科大学学报》的情况对此是否定的，

它更名前后的收稿量分别为１０１７和１０６０篇，同时发
行量也未下滑。

１２　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影响　姜晓岗［１３］从中国科学

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入编期刊中选择１９９７年更名的３
种期刊，对其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的被引频次变化情况作了
调查统计，在更名后的第１年，被引频次均降到历史最
低点，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期刊的学科范畴、载文质

量等因素起了一定的作用，被引频次才会不同程度地

回升。周桂莲［８］等报道，期刊的影响因子直到更名后

的第４年，３种期刊中只有１种期刊的被引频次回升
到了更名前的水平。而笔者的调查发现，除个别期刊

在更名的当年影响因子略有下降外，其余均比更名前

上升，而且他引率均比更名前增加。

１３　对数据库收录和能否进入核心期刊的影响　被
国内外多少家著名数据库收录，是衡量期刊质量和影

响力的指标之一，因此，尽早进入这些数据库已成为扩

大期刊传播范围、提高期刊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之一。

此外，在期刊评价界颇具影响力的《中文核心期刊要

目总览》，其多个评价指标（如自然科学类、医药卫生

类和农业科学类期刊的被索量、被引量、他引量、影响

因子）都被指定来自 ＣＳＣＤ，而 ＣＳＣＤ的来源期刊是经
过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诸多指标综合评定严格筛选

的，因此，更名对期刊数据库的影响也甚微。

２　更名前后的应对措施

２１　更名前宣传、组稿、征订工作　《南方医科大学
学报》更名获批后离正式更名还有半年就开始进行多

渠道、大范围的更名宣传和组稿、征订工作，取得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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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效果。更名后发行量未下降，当年的收稿量还比

更名前略有增加。具体做法如下。

１）利用同类期刊和过去的作者，通过编委及与本
专业有关的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并利用网络进行宣传

和征订工作。

２）积极参加各种专业性会议和科技期刊的有关

会议，在会议期间，积极宣传本刊的更名情况，让业内

人士更多地了解本刊的演变历史。

３）加大约稿力度，向国内医学界知名的专家和有
重大科研项目的中青年医学、生物学专家主动约稿，将

高水平的科研论文尽可能多地吸引到本刊来，提高了

本刊的学术质量。

表１　科技期刊更名前后总被引频次的变化情况

期刊名称 曾用名
总被引频次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５
影响因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地区分布数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５
护理学报 南方护理学报 ６１０ ９１５ ２６ ２６ ２６ ０．７８３ ０．５ ０．６ ０．８３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 第一军医大学学报 １０４７ １１３９ １８ １８ １８ ０．５７２ ０．７８ ０．８８ ０．９４
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 ４２１ ５３０ ２７ ２７ ２７ ０．３７６ ０．７ ０．８４ ０．９
中国美容整形外科杂志 中国实用美容整形外科杂志 ４６９ ６３７ ２１ ２１ ２１ １．２２４ ０．７２ ０．７９ ０．８１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 ７５４ ９２３ ２９ ２９ ２９ ０．５８７ ０．７９ ０．８３ ０．８９
中国小儿急救医学 小儿急救医学 ２９５ ４０７ ２５ ２５ ２５ ０．４６ ０．８８ ０．８６ ０．９４
中国小儿血液与肿瘤杂志 中国小儿血液 １１７ １４７ ２５ ２５ ２５ ０．２３９ ０．８５ ０．９１ ０．９３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肿瘤防治杂志 ４３６ ７２０ ２７ ２７ ２７ ０．５４４ ０．８９ ０．７５ ０．８３

　　　　注：数据分别来自文献［１０１２］。

２２　更名后的宣传工作　在期刊更名之后的一定时
期内，要让读者、作者以及期刊评价和管理部门知道该

刊是由哪一刊物更名而来的。宣传期刊继承性的最好

方法是，更名后至少在封面或目次页等醒目位置附登

１年原刊名。此外，要积极与国内外知名的数据库如
《中国期刊网》《万方数字化期刊群》《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以及《俄罗斯文摘》（ＡＪ）、《美国医学文
摘》（ＩＭ）、《化学文摘》（ＣＡ）等联系，向它们通报更名
一事，并介绍本刊的演变过程，使它们对刊物更名有所

了解，并利用其提供的网页对期刊进行宣传，以方便读

者通过网络查阅和引用。有条件的，最好建立自己的

网站，以加强网络宣传。到目前为止，以上任何一家数

据库还没有因为《南方医科大学学报》更名而中断对

此刊的收录。

２３　出精品创名牌　文章被引率和期刊影响力的决
定因素是刊文质量和期刊品牌。科技期刊更名之后，

编者一开始就要树立精品和名牌意识，全面提高刊物

质量。在稿件的筛选和采用方面，要有质有量，先质后

量，以质求量。要建立并用好作者档案库，抓好作者队

伍建设，加强选题策划和组稿工作；建立并用好审稿专

家档案库，保证审稿质量；还要排除一切人情因素的干

扰，严格以质取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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