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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临床医学期刊栏目设置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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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比较２０种中外临床医学期刊的栏目设置情况。结
果显示：国内临床医学期刊的固定栏目占每期栏目总数的比例低

于国外期刊，但每期平均栏目数和总栏目数高于国外期刊；国内期

刊综述类文章比例偏高，达９．９３％，而国外期刊只占３．４４％，相反，
通信类、评论类和指南类文章在国外期刊中分别占到１９．１２％、
９９１％、３．４９％，在国内期刊中则分别占０．２１％、８．５％、１．６４％。认
为：国内临床医学期刊栏目的稳定性尚待提高，名称需要进一步规

范化，指南类和评论类栏目的文章比例有待提高；国内外临床期刊

的一些特色栏目值得在编辑策划中予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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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是根据期刊的办刊宗旨和文章内容、性质、形

式开辟的版面，是期刊的基本单位，也是期刊特色和风

格的重要体现［１２］。有学者对国内外医学期刊的栏目

设置进行过研究和分析［３５］，但多数是介绍特色栏目，

而对栏目文章所占比例少有分析。笔者分析比较２０
种中外临床医学期刊的栏目比例及特色，以期进一步

改进并丰富临床医学期刊的栏目设置。

１　方法与资料来源

　　选择由中华医学会主办、被 Ｍｅｄｌｉｎｅ收录的１０种

临床医学类期刊，包括《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眼科杂

志》《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华儿科杂志》《中华妇产

科杂志》《中华内科杂志》《中华口腔病学杂志》《中华

外科杂志》《中华血液学杂志》《中华肿瘤杂志》，以及

国外影响因子（参考２００９年６月由 ＩＳＩ公布的《期刊
引证报告》（ＪＣＲ））居本专业前３位的１０种相应学科
的英文期刊，包括《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眼科学）、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循环）、《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儿科学）、《Ｏｂｓｔｅｒ
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妇产科学）、《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内科医学年鉴）、《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ｅｎｔ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牙科研究杂志）、《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Ｓｕｒｇｅｒｙ》（外科年
鉴）、《Ｂｌｏｏｄ》（血液）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临床肿瘤杂志）。收集上述期刊２００９年第１～６期，
分析１２０期的栏目名称、频次及文章比例等。非学术
类栏目如期刊声明、消息、书讯、更正等不在分析之列。

２　结果

２１　栏目设置一般情况　１０种国内期刊共设置１０４
个栏目，涉及文章１４００篇，国外期刊设置８７个栏目，
涉及文章１９７９篇，见表１。可以看出，国内临床医学
期刊的固定栏目数和固定栏目占每期栏目的比例均低

于国外期刊，但每期的栏目数和总栏目数则高于国外

期刊。在每期的文章数方面，国内期刊比国外期刊低

近１／３，文章总数也低于国外期刊。
２２　栏目独立分析　将国内１０４个栏目和国外８７个
栏目按照文章篇数比例排序，前１０位栏目见表２。国
内期刊中，栏目文章篇数最高的是论著、临床研究和短

篇论著，篇数比例分别为２０．５０％、１２．３６％、８．４３％，
在所有６０期期刊中的出现频次分别为２９、２４、２７。国
外期刊中论著（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ｓ）、论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和致编
辑的信（ｌｅｔｔ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栏目居前３位，篇数比例
分别为 １７．８４％、１６．１７％、９．９０％，出现频次分别为
２４、１２、２２。
２３　栏目分类比较　将统计出的所有１９１个栏目按照
内容分为研究、通信、评论、临床、指南、综述、会议、技术

和其他９大类，对每类栏目的文章总数、比例和频次进
行汇总排序，结果见表３。可以看出：研究类栏目文章在
中外医学期刊中均居首位，文章比例分别为５８．０２％和

６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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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４３％；通信类栏目文章的比例，国外期刊为１９．１２％，
国内期刊仅为０．２０％；评论类栏目和指南类栏目，国外
期刊分别占９．９１％和３．４９％，均高出国内期刊（分别为

８．５０％和１．６４％）；临床类栏目，国内期刊占１５．５７％，远
高于国外期刊５．２６％；综述类栏目、会议类栏目和技术
类栏目文章比例同样是国内期刊高于国外期刊。

表１　２０种中外临床医学期刊栏目设置的一般情况（平均值（范围））

国内外期刊 固定栏目数 每期栏目数 每期固定栏目数 栏目总数 每期文章数 期刊文章总数

国内期刊 ３．５（１～６） ８．１４（５．３～１１．７） ０．４４（０．０８～０．７５） １６．１（６～３２） ２３．３４（１８～３２．５） １４０（１０８～１９５）
国外期刊 ４．７（３～１１） ７．４（３～１５．７） ０．６７（０．４５～１） １３．８（３～３０） ３２．９８（１５．３～７１．２）１９７．９（９２～４２７）

表２　国内外２０种临床医学期刊１９１个栏目独立分析

排序
国内期刊

栏目名称 篇数 文章比例／％ 频次

国外期刊

栏目名称 篇数 文章比例／％ 频次

１ 论著 ２８７ ２０．５０ ２９ 论著 ３５３ １７．８４ ２４
２ 临床研究 １７３ １２．３６ ２４ 论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３２０ １６．１７ １２
３ 短篇论著 １１８ ８．４３ ２７ 致编辑的信（ｌｅｔｔｅｒｓｔｏ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 １９６ ９．９０ ２２
４ 病例报告 １１７ ８．３６ ４９ 述评（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１０９ ５．５１ ４６
５ 综述 ９０ ６．４３ ４７ 原始报告（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１０２ ５．１５ ６
６ 基础研究 ８０ ５．７１ ２２ 原始研究（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９９ ５．００ ６
７ 临床应用 ４１ ２．９３ ６ 通信（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８９ ４．５０ ２２
８ 讲座 ２６ １．８６ １５ 来信（ｌｅｔｔｅｒ） ８２ ４．１４ ８
９ 专论 ２４ １．７１ １３ 研究报告（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 ６９ ３．４９ ６
１０ 述评 ２０ １．４３ １８ 综述（ｒｅｖｉｅｗ） ５５ ２．７８ ３２

表３　国内外２０种临床期刊９类栏目综合比较

栏目类别
国外期刊

文章数 文章比例／％ 频次

国内期刊

文章数 文章比例／％ 频次

研究类 １１４７ ５８．０２ １５６ ８４６ ６０．４３ １７７
通信类 ３７８ １９．１２ ５４ ３ ０．２１ ３
评论类 １９６ ９．９１ ８５ １１９ ８．５ ７８
临床类＃ １０４ ５．２６ ５７ ２１８ １５．５７ ９１
指南类 ６９ ３．４９ ３２ ２３ １．６４ １９
综述类 ６８ ３．４４ ４４ １３９ ９．９３ ８１
会议类 ４ ０．２０ ３ ２９ ２．０７ ２１
技术类 １ ０．０５ １ １９ １．３６ １４
其他 １０ ０．５０ １０ ４ ０．２８ ４

　注：＃包括国内临床期刊的临床实践、病例报告、临床诊治经验、图片
精粹、临床应用、临床病例讨论、经验交流、疑难病例分析、经验介绍、临

床疑难问题及对策、疑难病例析评，以及国外临床期刊的经验与原因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治疗（ｈｏｗＩｔｒｅａｔ）、心血管医学影像（ｉｍａｇｅｓ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ｍｅｄｉｃｉｎｅ）、临床医学影像（ｉｍａｇｅｓ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肿
瘤诊断（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ｉｎｏｎｃｏｌｏｇｙ）、影像（ｖｉｄｅｏｓ）、马萨诸塞综合医院病例报
告（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栏目等。

包括国外期刊的历史类栏目，如历史文献（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心
脏学历史回顾（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ｉｎ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和国内期刊的试题解
析、二次发表文章、海外发表论文选读等栏目。

３　讨论

　　由分析上述比较结果及栏目设置情况可知，国内
临床期刊栏目设置的主要问题如下。

１）栏目稳定性不足。由栏目的一般比较可以看出，
国内临床医学期刊的固定栏目占每期栏目总数的比例

（０．４４）低于国外期刊（０．６７），每期平均栏目数和栏目总
数高于国外期刊，且每期文章数比国外期刊平均少１／３。
可见，国内期刊栏目的变动性更大，稳定性偏低。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一定数量的国内

期刊按照学科专题分类，导致栏目过多过细，另一个可

能原因是栏目设置不规范，含义不清［５６］，存在一义多

名现象，即同一类内容在一种期刊中有几个类似的栏

目名称［７］，如综述和专题综述，专题笔谈与专题评论，

专论和专家论坛等几组栏目名称分别先后出现在同一

种期刊中，可见命名过于随意。

栏目设置应该分工明确，依据客观，特色鲜明，定

义准确［８９］。陈咏梅等［６］曾指出，期刊的栏目应该有

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每期可保留２／３的固定栏目
以维持期刊的稳定性，剩余１／３作为可变栏目。国内
临床医学期刊的固定栏目比例有待提高。

关于栏目数量问题。有学者指出学术性刊物的栏

目总数应控制在 １０～１５范围内，每期栏目数为 ５～
８［８］。本次统计发现，中外临床医学期刊的栏目总数
平均分别为１６．１和１３．８，平均每期的栏目数为８．１４
和７．４０。可见，中外临床期刊的栏目总数和每期栏目
数均略高，可能与临床医学的学科特点有关，也说明医

学编辑比较重视栏目设置。

２）评论类和指南类栏目文章比例偏低。就文章数比
例而言，原创类栏目论著、研究和报告在中外临床医学期

刊中均是刊出的重点。不同的是，国内期刊中综述文章

比例偏高，达６．４３％，而国外期刊只占２．７８％，相反，述评
文章在国外期刊中占到５．５１％，而国内期刊仅占１．４３％。

一般来说，综述的重点在于“述”，读者可以从中

拓展视野；但有时不能得到指导性意见，因为综述作

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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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特别是国内综述作者，往往只是陈述相关领域的现

状，很少作进一步的评论或分析。述评一般由在某一

领域有一定成就或建树的专家撰写，是在“述”的基础

上进行“评”，重点是“评”，其意义在于读者能从中获

得专业的指导性意见。相比而言，期刊或者作者可能

更需要述评或者评论类文章，因为多数读者可以自己去

浏览、搜索既往研究的结果，但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能从

纷繁复杂的结果中看出规律，看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造成国内临床医学期刊评论类栏目偏低、综述类栏

目比例偏高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一是编辑约稿意

识薄弱。临床医学编辑对评论类栏目的意义认识不足，

约稿的力度不够。二是评论类文章作者缺乏。由于评

论类文章需要在充分认识相关领域历史和现状的基础

上对相关的专题进行深入剖析，需要作者既有较深的学

术造诣，扎实的写作功底，又要有充足的精力和时间。

国内这类作者相对缺乏，因此，稿源也会受到限制。

指南类栏目通常刊出官方政策、法规或医学团体

的共识，可以为临床医师提供诊疗依据和行医准则，因

此是体现期刊价值的重要元素之一。国内临床期刊中

指南类栏目文章的比例为１．６４％，总频次为１９，而国
外期刊为３．４４％和３２。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有２个：
一是国内临床期刊对医学团体资源优势的认识不

足［１０］，与团体间的沟通有待加强；二是国外指南类栏

目的设置更具开放性，如美国妇产科医学会出版物

（ＡＣＯＧ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栏目，来自美国儿科协会（Ｆｒｏｍ
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栏目、美国临床肿
瘤协会专题文章（ＡＳＣＯ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栏目、美国心脏
协会科学建议（ＡＨ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ｄｖｉｓｏｒｙ）栏目等。反观国
内期刊的指南类栏目，则一般用指南、标准、共识、规范

等命名，内容受到一定的限制。

３）特色栏目偏少。本次分析发现，中外临床期刊
均有各自的特色栏目，但国内期刊的特色栏目相对单

一，而国外的临床期刊则具有更为丰富的特色栏目。

国内期刊特色栏目几乎均与报道学科进展有关。

例如：《海外发表论文选读栏目》，以中等长度摘要形

式刊登国内作者以其他语言形式发表的优秀论文；

《医学动态栏目》，以简短的语言摘要介绍国际权威期

刊上发表的相关学科的重要文章；《会议纪要栏目》，

选择性阐述国内国际学术会议的讨论要点。这３种栏
目在带给读者方便的同时，也使期刊的价值得到提升。

国外期刊中的特色栏目大致可以分为４类，即政策
类、基础教育类、人文类和历史类。部分期刊专设有解读

医学政策法规的栏目，如《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杂志的《卫生法》《种族与人权》栏目，《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杂志的《卫生政策声明》等栏目，都是对卫生法规和政策

的解读，是规范临床实践的重要手段。基础教育类栏目，

有如《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杂志的《结果研究要点》栏目、《心血管
研究的统计基础》栏目和《临床医师基础》栏目等，主要对

心血管临床或基础研究的方法进行介绍和探讨，指导作

者和读者进行相关的研究。人文类的代表栏目是《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杂志的《Ｏｎｂｅｉｎｇａｄｏｃｔｏｒ》和《Ａｄｌｉ
ｂｉｔｕｍ》栏目、《Ｏｂｓｔｅｒ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杂志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ｅｌｌｏｗｅｓｓａｙｓ》栏目、《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ｙ》杂志的
《ａｒｔｏｆｏｎｃｏｌｏｇｙ》栏目等，报道医生在临床实践中的感悟
和随想，带给读者的是医疗实践中的人文关怀，为刻板生

硬的学术期刊带来一些人文气息，满足读者精神层面的

需要，使期刊更富人性。历史类栏目，如《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杂
志的《心脏病学发展史观》栏目和《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杂志的《史
料》栏目，报道相关学科临床的历史发展进程，为医学的

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他栏目有《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Ｉｎｔｅｒ
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杂志的《美国医师协会杂志俱乐部》栏目，报
道研究人员和临床编辑从１３０多种杂志中严格遴选出的
最新、最准确的临床科研证据，类似国内的《医学动态》栏

目，让读者在短时间内了解学科最新的重要进展。

本次比较分析结果的启示是：国内临床医学期刊栏

目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及指南类和述评类栏目的文章

比例尚需提高；栏目设置有待进一步规范化；国外期刊的

一些特色栏目，如政策类和人文类栏目，国内期刊可以适

当进行尝试，使临床杂志的栏目更丰富，内容更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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