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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的再次选择
———记《中华妇产科杂志》编辑部主任潘伟

宁　　远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有人说潘伟是
“弃医从编”，这很

容易让人想到鲁迅

先生的 “弃医从

文”。如果说鲁迅

先生的弃医从文更

多的是在当时的社

会条件下为了文化

救国，对她而言，其

实更多的是职业生涯的再次选择！一个人聪明与否、

能力高低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要勤于思考、不懈努

力！这是常听潘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她也正是用这

一座右铭实践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１９８３年，她从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先后
在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安贞医院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近

１０年，从１９９２年８月开始，在《中华妇产科杂志》编辑部
做编辑至今。现任《中华妇产科杂志》副总编、编辑部主

任。２６年如一日，她一直工作在妇幼保健和卫生事业
的第一线。无论是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还是做科技期

刊的编辑，勤于思考、不懈努力是她永远的座右铭。

１　执著于妇幼卫生事业

　　潘伟从分配到北京妇产医院工作的那一刻开始，
她的一生就与妇女保健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热爱

临床工作，努力将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用心地

去发现临床实践中的问题，１０年的妇产科临床工作，
使她顺利完成了从住院医师到主治医师的临床实践。

她热爱妇幼卫生事业，把为妇女服务、为病人解忧作为

己任，良好的沟通能力，赢得了病人对她的信赖，她把

病人看作是自己的姐妹，病人更是把她视为亲人。除

了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外，她高度关注科技期刊，自费订

阅了《中华妇产科杂志》《国外医学·妇产科学分册》

等，常常看到她在业余时间手捧杂志，认真阅读。尽管

作为大学毕业不久的小大夫，她对杂志上有些高深的

研究论文还不能完全理解，但仍然孜孜以求，不断地结

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认真思考。在此期间，她完成临床

研究论文２篇，主持教学查房、示教和讲课，均收到良
好效果。

２　奉献于编辑学实践

２１　以期刊为阵地引领学科发展　为配合《母婴保
健法》的颁布和母乳喂养管理条例的实施，在她的积

极倡议和参与下，《中华妇产科杂志》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
在南京主办了全国母乳喂养学术研讨会，会后在杂志

上刊出了重点号———母乳喂养，对在全国范围内推动

母乳喂养、有效降低新生儿患病率和死亡率发挥了重

要作用。１９９０年，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了《儿
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执行九十年代儿童

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行动计划》，提出了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年间使孕产妇死亡率降低一半等 ７项指标。
１９９１年３月，中国政府签署了以上２个文件，并作出
了庄严的承诺。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她积极参

与卫生部组织的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产科质量调查，

了解到全国产科质量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急需针对

城乡不同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高危妊娠管理条例和产

前检查制度。根据这一情况，她积极在卫生部和《中

华妇产科杂志》编委会间进行沟通，于１９９５年５月，以
《中华妇产科杂志》编委会的名义组织召开了“首届全

国提高产科质量、保护母婴安全”学术研讨会。此次

会议除学术讨论外，还组织妇产科临床医师和妇幼保

健人员学习《全国高危妊娠管理条例》及《农村保健保

偿管理条例》，使其在会后逐渐在全国推广实施。经

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孕产妇死亡率有了明显下降，由

１９８９年的 ９４．７／１０万下降至 ２０００年的 ５３０／１０万。
为实现国家《卫生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

的到２０１０年，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４０／１０万以内的目
标，针对造成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她的积极努力

下，《中华妇产科杂志》先后主办了“产科出血的防治”

“妊娠合并症与并发症的诊断和处理”“产科合理用

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基础研究与诊治”“第２届
全国提高产科质量、保护母婴安全”等学术研讨会，并

在杂志上组织了“胎儿监护”“产前诊断”“妊娠期糖尿

病的诊治”“妊娠并发症的产科处理”等多期重点号，

对有效降低我国的孕产妇死亡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妇产科学发展很快，学术气氛活跃，研究热

点不断涌现。她带领的编辑部注意紧紧追踪学科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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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如微创理念、盆底重建概念、胎儿医学、妇科恶性

肿瘤的耐药研究、肿瘤疫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在位内

膜决定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代谢异常和聚焦超声治

疗等，组织相关的学术交流会１０余次，在杂志上刊出
重点号５０余期，引领并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受到了妇产科同行

和同类科技期刊的认可与好评。在全国２００８年中国
百篇被引频次最高的学术论文中，就有该刊发表的文

章２篇；在中国科协期刊优秀学术论文评奖中，该刊共
有５篇论文获奖。
２２　培养科研人才　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
国有在册妇产科医师１９万，其中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
医师仅占５３％。也就是说，全国除大城市外，中基层
妇产科临床医师的基本组成主要以大学本科和中专学

历为主，他们缺乏系统的科研训练，在科研设计及方法

学研究、医学论文撰写等方面知识薄弱。针对这种情

况，在广泛调研和与专家沟通后，从１９９４年开始，她积
极在杂志上主持了《如何撰写医学科技论文》栏目，连

续刊出相关文章１０篇；此后，就“如何进行科研设计”
“如何撰写医学科技论文”“妇产科杂志的审稿流程与

投稿要求”“科技期刊评价指标分析”等在全国进行专

题讲座近百场，在培养人才、提高读者和作者水平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妇产科同行和专家的高度

评价。

对新编辑的培养她也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中华

妇产科杂志》现共有５位编辑，其中近年入行的编辑
有２位。她除在日常工作中言传身教外，还特别重视
新编辑的成长，鼓励并积极争取机会让低年资的编辑

参加各种编辑学术研讨会，请《编辑学报》主编和中华

医学会杂志社总编辑参加编辑部的活动，给予具体指

导，她还指导年轻编辑如何收集资料并带领他们撰写

编辑学研究论文，促使年轻编辑更快成长。

２３　编辑学研究和期刊发展　编辑学是一门新兴的
科学，虽然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引起中国出版界的
关注，但直到８０年代初期才被正式提出。她从１９９２
年从事编辑工作以来，注重编辑学特别是科技期刊学

研究，工作实践中善于观察，勤于思考，针对杂志３审
５定中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中华妇产科杂志审稿现状
及对策》；针对科技期刊与企业合作的日益深入，以及

临床医师与药品、器械厂商联系日益密切的现状，经过

深入的调查了解，她撰写了《５种医学期刊中经济利益
冲突问题的调查及分析》，该文获得中国科协首届优

秀编辑学论文一等奖；２００３年是《中华妇产科杂志》创
刊５０周年，她撰写了《面向国际的中华妇产科杂志发
展对策》，清醒地分析了《中华妇产科杂志》在国内的

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提出了开拓海外市场、加强国际合

作、使其走向世界的目标；杂志５０周年庆典会后，她又
撰写了《科技期刊举办庆典活动所引发的思考》，热议

了期刊的品牌建设、品牌效应和品牌拓展；她还结合自

己的工作实际，先后撰写了相关学术论文３０余篇，被
资深编辑评价为“有洞察力”的编辑，她也因对妇产科

学科和编辑学科的贡献而获得了２００８年卫生部有突
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提名，并进入《编辑学报》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发表文章的高产作者之列。

《中华妇产科杂志》是国内学术权威性最高、学术

影响力最大的妇产科专业期刊，创刊５０多年来，始终
以推动学科发展、促进学术交流为己任，忠实地记载着

妇产科学每一领域的发展。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她担任编
辑部主任以来，不仅一如既往地为学科的发展贡献着

自己的力量，而且对期刊的发展投入了满腔热情。为

牢牢把握学科发展方向，保持《中华妇产科杂志》的国

内最高水平，７年来进行编委会换届１次，召开全体编
委会４次，总编扩大会３次，常委会２次；聘请海外编
委７人，特邀审稿专家４７人。为了在编委会和编辑部
间建立有效的沟通和联系，她创办了《杂志工作通

讯》，不定期向编委发放，及时将编辑部的工作重点向

编委汇报，她还利用各种机会与总编和专家交流，积极

建立了与国内同一领域科技期刊的兄弟友谊，始终保

持了《中华妇产科杂志》的国内领先水平。针对近年

来由于相关政策的导向使国内很多优秀论文外流的现

实，她深入调研、积极思考，撰写了《妇产科工作者的

科学责任》一文，并联合国内最具影响力的６种妇产
科学术期刊同期发表，在学科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一位读者反馈说：“看到您发表的评论性文章———《妇

产科工作者的科学责任》，倍感亲切，倍感振奋。文章

极具感召力、极具领导力。字里行间流露出您对我国

医学科研水平、科技期刊质量、医学科学发展的高度责

任心，也展示出一个一流学术期刊领导的文采及人格

魅力，必将对我国医学的发展及提高科研水平、提高期

刊质量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华妇产科杂志》多项期

刊评价指标一直在国内同领域期刊中名列前茅，连续

４次获得中国科协“自然科学基础性、高科技学术期刊
经费资助”。２００５年在国家期刊奖评奖中，荣获百种
重点科技期刊称号，从２００６年开始连续４次获得“中
国科协精品期刊工程”资助。《中华妇产科杂志》在国

内已经成为引领学科发展的排头兵，现在她思考更多

的是如何能够推动《中华妇产科杂志》走出国门，加入

到国际交流中。２００８年７月，她与《国际妇产科杂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主编
Ｓｔｅｅｒ教授会面，就互相关心的问题与可能的合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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