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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中照片图的编排理念和编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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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医学论文中的照片图，在尊重原图真实性前提
下，编排理念是“图文相随，能合不散，能半不通”，编辑方法是

“能缩不裁，能裁不缩，缩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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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图是客观事物原貌的展现，它形象而真实，可

以超越语言表达障碍，是信息传递的自然媒介［１］。医

学形态学研究是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和常用方

法，涉及形态学内容或采用形态学方法的论文大多会

展示较多的图片。从某种意义上讲，形态学照片是医

学形态学研究的灵魂。照片图编辑得恰当与否，不但

直接涉及学术论文的真实性，而且影响版面的美观程

度［２］；因此，照片图的编辑已成为医学期刊编辑工作

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技术之一。目前，有关照片图编辑

的文献大多着眼于具体的现代化制图方法的探讨，鲜

有涉及其编辑理念的系统探究。笔者着重从照片图的

编辑思路上谈谈自己的实践心得。

１　医学照片图的种类、选取原则及大小尺寸

　　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医学研究手段的不断进步
及学科之间的交叉贯通，医学期刊中照片图的种类和

数量不断增加，已成为主要的插图类型之一。目前，医

学期刊中的照片图主要有普通照片图（患者照片、标

本照片）、显微照片图、超微照片图、电泳照片图、流式

细胞图及医学影像学图片等。根据成像设备的不同，

显微照片图又可分为普通显微照片图和特殊显微照片

图；根据不同的成像原理，超微照片图又可分为透射电

镜图和扫描电镜图；而医学影像学图片更是品种繁多，

性状各异，常见的有Ｘ线、Ｂ超、ＣＴ、ＭＲＩ（磁共振）等。
不同性状的照片对编排的要求亦不同。

照片所展现的主题内容及其拍摄质量是选择照片

的内在和表观标准，顾及美术性而不追求美术性［２］。

“必要”是其存在的理由，“精选”是其取舍的原则。编

辑在通晓全文、掌握主题的基础上，力争精选出高质量

照片。就展现主题而言，务须主题突出，能充分表达论

文的特点和所论证的重要问题。对表达内容价值不大

的照片，即使构图再美，也不应采用；可用可不用的照

片一律不用。就拍摄质量而言，所选照片应构图美观，

主题突出，图像清晰，层次分明，反差适中。所以，就单

篇论文而言，１０余幅照片不为多，１幅照片亦不算少。
照片图的形状和尺寸决定其画面主体的视觉表达

效果和版面的美观程度。尺寸过大，会使整个版面显

得壅塞而呆板，过小又有空虚、失重之嫌［３］。编辑既

要根据图片的自身形状灵活处理，又应遵循图像基本

的视觉规律和章法要求［４］。

１）单张照片图的形状和尺寸。单张图的视觉效
果以长方形最为理想，看上去舒适、美观。正方形的画

面虽然端正平稳，但会使人感到呆板；过于狭长的画面

会使人产生挤压感和失重感。这类照片尽可能通过恰

当的裁剪，使其达到长方形的视觉要求。单张照片多

为半栏排列，其大小和长宽比例应结合期刊的开本、版

面尺寸综合考虑。一般情况下，单张照片图的宽度以

６．０～７．５ｃｍ为宜，长宽比例以２９．７∶２１．０（大 Ａ４开
本）为佳。这一比例不但与整个版式协调一致，而且

符合“黄金分割”定律。

２）集合排图的形状尺寸。集合排图是多张图片的
有机集合而形成的大画面，其整图的形状和尺寸可依照

单张图的处理规范，而其中各子图可作灵活多变的互补

处理，这样，既变化无穷，又高度统一。集合图的宽度，

半栏以６．５～７．５ｃｍ为妥，通栏以１３．０～１６．５ｃｍ为宜。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些主体对象有“极性”的照

片，如黏膜组织等，一定要注意其方向性。

２　医学照片图的编排理念

２１　图文相随　指图文的相对位置而言。一般情况
下，图片的放置应与其表达的主题文字如影随形，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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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见，且最好置于文字之下，这样比较符合表达和阅读

的逻辑性［５］。特殊情况下，如受版面限制等，图片可

考虑适当后移，但不能前置，切忌跨栏、跨版。目前在

医学期刊中有悖于图文相随原则的主要有“图文相

失”和“图文相卖”２种情况。“图文相失”即有图无文
或有文无图：文字大段详述图中所见而无图片支持，使

人难以为信；仅提供图片展示而不作任何文字点评，使

文章主体内容缺失。“图文相卖”是指图、文产生空间

上的背离，出现了“跨段、跨栏”乃至“跨版”的现象，读

者难以寻找图文之间的承接关系。出现上述问题的主

观原因是，单纯追求版式的美观，而忽视了学术论文的

真实性和逻辑性要求；客观原因是“过度”的集合排图

所导致的被动图文背离现象。当然，“图文相随”原则

与追求版面美观之间并不矛盾，在尊重表述逻辑的前

提下，应尽可能追求版面美观。如半栏图最好不要左

右栏水平
#

排，通栏图尽可能避免 “顶天立地”排列

等，均是出于对版面美观的考虑。

２２　能合不散　指能够集中排列在一起的图片就最好
不要散排。这主要适用于支持同一主题内容的多幅图片

的编排。在医学论文中，这种方式最常用于以下３种情
况：１）同一主题对象不同分组之间的比较；２）同一主题对
象不同时空之间的比较；３）同一主题对象不同显色方法
之间的比较。这些图片往往有共同的展示主体，具有较

强的可比性，集中排列不仅能节约版面、美化版式，而且

无形中增加了图片的对比度和说服力；但值得注意的是，

应用该方式应严格掌握其禁忌证，不同主题及不同性质

的照片不能牵强集中排列。另外，集中排列的各子图间

应留有一定的间距，一般以１ｍｍ为宜，过大为散，过小为
拘，无间距对反差较小的图片观察最为不利。

２３　能半不通　也是就集中排图而言，即能够半栏排
列的集合图就最好不要采用通栏排列。对比中、外期

刊发现，国外期刊大多采用半栏排图，而国内期刊较多

崇尚通栏排图。其原因可能与不同民族的视觉审美情

趣差异有关，中国人传统追求“对称美”和“平衡美”，

反映在期刊中就是对通栏图情有独钟。就科技期刊而

言，通栏图影响阅读顺序，尤其是当其处于版面之间时

出现的“十”字交叉，将版面分为上下左右４个象限，
分别形成上下２个“∽”形的阅读顺序；多张通栏图将
版面分割得更为杂碎，如果再出现表格干扰，则更不利

于读者判断文字的承接关系：所以笔者以为，能半栏不

通栏，因为科技期刊必定以学术交流和信息传播为第

一要务，方便阅读才是最重要的。

３　医学照片图的编辑方法

　　在医学论文中，作者提供的原始照片一般均较大，

需要编辑在保证照片真实性的前提下对照片作二次编

辑加工，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对原始照片作相应的

裁剪和等比例缩放处理，使之展示内容更为精确，且符

合版式的美观要求。

３１　能裁不缩　指对作者提供的原始照片如能通过
适度裁剪达到编辑要求的，就不要采用简单的“等比

例缩小”方法来完成。这里所说的“裁”，并非仅是对

照片周边非实质性内容的裁修，而主要是指对图片实

质图像部分的适当取舍。该法主要适用于中、高倍

（２００～４００倍）显微照片图。中、高倍显微照片所展示
的主体对象多为细胞形态，大多无需刻意要求保留组

织结构的完整性，因而有较为充足的裁剪空间，如医学

期刊中较常出现的免疫组织化学、免疫细胞化学照片

均属此类。另外，对一些镜下主体对象呈现均一状结

构的照片，如细胞涂片、细胞培养的倒置显微照片，亦

可采用“见一斑而窥全貌”的裁剪手法。其特点是，在

不丧失原始照片的真实性及其所展示的支持主题内容

的情况下，照片尺寸变小，而展现的主体对象更加突

出、大气，容易分辨，避免了显微照片因整体缩小而带

来的视觉分辨障碍。

３２　能缩不裁　指那些对展示的主体对象的完整性
有较高要求的照片，最好采用“等比例缩小”的方法来

处理，避免盲目裁剪。如担心单纯的“缩图”影响视觉

分辨效果，可在具体的缩图比例上多加斟酌［６］。该法

主要适用于以下３类照片的处理：１）低倍的组织显微
照片，主要展示组织的轮廓结构，对视野的完整性有较

高的要求，因而照片可供裁剪的空间不大，只能采用

“缩图法”来处理；２）超微结构照片，所展示的是组织
的超微结构，其放大倍数动辄几千倍、几万倍，乃至几

十万倍，所观察的对象越是精微，其对视野的完整性要

求越高，这就主张用“缩图法”来处理，否则可能会造

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后果；３）医学影像学照片，
是由医学检测设备以模拟方式自动生成的，共其同特

点是实质图像之外常标注有该幅照片成像的相关技术

参数，可供裁剪的空间亦不大，为保证图像的真实性，

应尽量用“缩法”，因为缺乏技术参数信息的影像学照

片是无法说明问题的。另外，对一些亦由设备自动生

成的，但非模拟组织结构的指示性照片，如流式细胞图

等，也要注意保证其周边参数的完整性。

３３　缩裁结合　即上述“裁法”和“缩法”的结合运用。
该法主要适用于既有一定的裁剪空间，又对视野的完整

性有较高要求的照片。在日常的照片编辑中，单纯用“缩

法”或“裁法”能一次处理到位的照片并不多，而大多数照

片通常均可采用灵活多变的“缩裁结合”的方法来完成。

该法综合了“裁法”和“缩法”的优点，所处理的照片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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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清晰、大气、完整，既增加了照片的显示度和说服力，

又可兼顾版面的美观要求。当然，该法对编辑的技术要

求较高，具体操作也较为复杂，其制图效果依赖于编辑对

图片内容的深入认识和制图经验的积累。笔者以为，凡

能用“缩裁结合”法处理的照片，就最好不用“单纯法”来

完成。如医学期刊中常见的电泳照片，通过该法处理后

均能获得满意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电泳照片一定要

保证“加样点”的完整显示。

４　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有关显微照片放大倍数的标注问题，目前似有不同
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显微照片标注的放大倍数应随照

片的后期缩放而相应变化［７］；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显微照

片的放大倍数是由显微镜的目镜和物镜决定的，即目镜

和物镜放大倍数的乘积，与照片后期的缩放比例无关。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显微镜的放大倍数和图片的

后期缩放比例是２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决定组织结构
的分辨率，一个是表达画面的相对大小，不能混为一谈。

如一个“微米”的镜下结构，不会随着图片的缩放而有“毫

米”或“纳米”结构之嫌；但考虑到可能产生歧义，建议最

好在标注的放大倍数之前加上“原始”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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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８，２０（１）：４１

（２０１００１２６收稿；２０１００３０９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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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辑 学 报 》启 事

根据中国科协书记处冯长根书记关于积极推进“会员号”在学会期刊上使用的指示精神，切实贯彻落实中国

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关于学会期刊应用“会员号”的要求，加强科技期刊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提高科技期刊学术

质量和办刊水平，充分体现单位会员的办刊优势，《编辑学报》决定自２０１１年第１期起在作者所在单位后括注
“会员号”。凡属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单位会员所属成员向《编辑学报》投稿，务请在单位名称后括注１１
位“会员号”。在文章质量相当的情况下，会员的文章将优先录用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

科学出版社期刊出版中心招聘启事

科学出版社期刊出版中心是专业化科技期刊出版服务机构，致力于打造中国科技期刊的集团军，做大做强科

技期刊产业。现因业务发展需要，招聘以下岗位人员。

１．编辑人员 ５人，包括出版管理编辑 １人，医学编辑 ３人（中文２人、英文１人），工程技术编辑 １人。职位
要求：１）硕士及以上学历，理工科或医学相关专业，３５岁以下；２）熟悉科技出版工作，有期刊工作经历或在国内外
专业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者优先；３）有较好的语言、文字写作与审鉴能力，较强的沟通、组织协调及执行力；４）电脑
操作熟练，工作认真，积极向上，有团队合作精神。

２．期刊业务拓展人员 ２人。职位要求：１）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专业学科背景，如地球科学、技术科学、生命
科学等，３５岁以下；２）具有出版行业３年以上相关经历，熟悉期刊出版流程；３）有较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较
强的公关、组织协调及执行力；４）电脑操作熟练，工作认真，思维活跃，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３．计算机技术人员 １人。职位要求：１）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等相关专业，３５岁以下；２）

有２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历，熟悉期刊出版流程和数字出版流程者优先；３）良好团队合作精神，时间观念强、
讲求效率，对待工作认真负责。

联系方式：应聘者请将简历发至ｚｈｕｗｅｉ＠ｍａｉ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ｃｏｍ，邮件主题注明“本人姓名＋应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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