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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在期刊编辑中的应用

郖　胜　修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编辑部，５２４０２５，广东湛江）

摘　要　根据“相关链接”在期刊编辑中的应用情况，论述相关
链接在期刊编辑中的作用和内容，总结出相关链接的方式。相

关链接作为期刊的一种新的编辑方法，丰富了传播内容，创新

了编辑模式，并有助于美化版面。相关链接的内容有补充性信

息和扩展性信息２类，其方式有附件式链接、栏目式链接和标
题式链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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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也称超级链接或超链接，本是网络编辑术

语，指把并不连续的２段文字或２个文件联系起来［１］。

现在已被纸质媒介广泛借用，指的是根据编辑传播的

需要，把与主题文章相关的信息以特殊的方式同时予

以报道。

相关链接有利于增加信息密度，尤其适合深度报

道的需要［２］，故在报纸新闻编辑中广泛使用［３］。相关

链接作为一种新的编辑方法，近年来在期刊编辑中的

使用也逐渐多起来。

本文试对相关链接在期刊编辑中的作用以及应用

内容和方式作一探讨。

１　相关链接的作用

１１　丰富传播内容　期刊是单篇文章的组合体，单篇
文章由于主题表达的要求或者篇章结构和篇幅的限

制，写作内容有严格的选择性，不可能凡是有关的内容

都在文章中表达。相关链接正是把这些无法在主题文

章中表达但又有助于读者深入认识和了解的内容，以

一种特殊的方式与主题文章一起报道，作为主题文章

内容的补充或扩展，从而使刊物传播的信息内容更加

丰富充分，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１２　创新编辑模式　期刊传统的编辑模式是单篇文
章的序列组合，每篇文章的题名都必须著录于目次表

中；而相关链接作为主题文章内容的补充或扩展，既可

是单篇信息，也可是多篇信息，这些信息虽然与主题文

章的内容息息相关，有的甚至是主题文章的组成部分，

但它不独立作为篇目，其标题无需著录于目次表中

（有时也可连同“相关链接”字样或直接以“相关链接”

为题著录于目次表中），而是与主题文章组成一个相

对独立的小系统，共同成为期刊组合的一个元素。这

样，不但可在不增加篇目的情况下增加期刊的信息量，

而且打破了传统期刊由独立的单篇文章组合而成的编

辑模式，使期刊的组构方法变得灵活多样。

１３　美化刊物版面　相关链接在编排上处理得好，往
往富有装饰性，收到美化版面的效果。在科普期刊中，

相关链接常常编排于版面的侧边或者一隅，或者与主

题文章穿插编排，链接的内容加框或者色底，稿件之间

界限分明，使版面显得活泼有致。尤其是对于长篇文

章，在版面的２侧或相间插排相关链接，以加框或色底
相区别，使版面点与块相结合，可避免版面的单调呆

板。而对于学术期刊，相关链接用作补白，可消除版面

大片留白的空缺感。

２　相关链接的内容

　　期刊相关链接的内容可分补充性信息和扩展性信
息２类。

所谓补充性信息，是指对主题文章相关内容的补

充说明的信息，这些信息既可以是纵向的，即追根溯

源，对主题文章所涉及的人物、事件的历史作必要的介

绍，也可以是横向的，即对主题文章所涉及的人、地、事

的概况等作补充的交代。补充性信息多是资料性信

息，如背景资料信息、重要人物的生平资料信息、有关

地方的地理资料信息、所涉及的科学技术的知识性资

料信息，以及某些名 词 术 语 的 解 释 性 资 料 信

息，等等［４］。

而扩展性信息则是主题文章内容的延伸，主要为

读者提供更多相关的阅读资料，从而使之获得对主题

文章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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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心理与健康》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刊登了
《我们在行动———首都心理卫生工作者赴四川灾区救

援掠影》，图文并茂地反映了汶川地震后卫生部派出

１７１名精神科医生组成心理救援队对受灾群众、救灾
战士和医护人员进行心理援助的主题文章，接着相关

链接了《“９．１１”恐怖袭击后的心理救援》《印尼海啸后
的心理危机干预》《ＳＡＲＳ后的心理救援》等短文［５］，这

些短文的内容就属于扩展性信息，使读者对灾后心理

救援的作用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更大的

阅读满足。

３　相关链接的方式

３１　附件式链接　附件式链接就是把与主题文章相
关的信息，像公文的附件一样紧随主题文章编排。附

件式链接是科技期刊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链接方

式，编排时要标明“相关链接”“链接”等字样，如果链

接的文章有多篇，则可标明“相关链接１”“相关链接
２”“相关链接３”，等等。

例如，《中国新技术新产品精选》杂志２００７年第４
期刊登了《创新基金：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的“催化

剂”》的主题文章，后面以“附件”的形式链接了《创新

基金支持对象》短文，介绍了创新基金支持的对象、重

点支持范围和不支持对象等补充性信息［６］。

再如，《北方牧业》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１８期的《特别
报道》专栏刊登了《“结石门”告诉了我们什么》

《行业救赎：从三鹿奶粉事件看中国奶业发展的未来

之路》２篇有关三鹿奶粉事件的主题文章，接着又以
“附件”的形式相关链接了《新闻链接一：什么是三聚

氰胺？》《新闻链接二：黑龙江缘何“幸免”》《新闻链接

三：近年来发生的全球乳制品污染事件》《新闻链接

四：看各国如何监管奶制品》等补充说明性和扩展性

信息［７］。

３２　栏目式链接　栏目式链接就是把“相关链接”像
栏目一样标示出来，但又不是期刊独立的栏目。栏目

式链接与附件式链接的区别在于：附件式链接可以是

单篇信息，但栏目式链接必须是多篇信息；附件式链接

如果是多篇信息，一般用“相关链接１”“相关链接２”
……标示，而栏目式链接则由“相关链接”统领，无需

标明“相关链接１”“相关链接２”等字样。
例如，《果农之友》杂志在２００５年第２、第７、第８、

第１２期，２００６年第３期，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分别刊登了
《早熟油桃新品种“中油桃５号”》《优质、晚熟、耐贮梨

新品种———中华玉梨》《名优柑桔（橘———本刊编者

注）橙柚新品种扫描》《葡萄极早熟新品种———超宝》

《在赣南栽培表现良好的几个杂柑类品种》《柑橘新品

种———粤引红脐橙》等文章，在各篇文章的后面链接

了一组摘自其他报刊的果树新品种的特征特性和栽培

技术要点的相对独立的短文［８１３］，这些短文都是以“相

关链接”作为栏目的形式编排的。

３３　标题式链接　所谓标题式链接，就是直接把“×
×相关链接”作为链接文章的标题，形成“主题 ＋相关
链接”的标题形式。这种方式没有独立的主题文章，

链接的主题就在标题之中。

例如，《科学中国人》杂志２００３年第６期的《热点
测温》栏目就刊登了一篇直接题为《ＳＡＲＳ相关链接》
的文章，从“ＳＡＲＳ中国传播链”“‘非典’研究———与
ＳＡＲＳ病毒赛跑”“人类收获”“直面挑战”“历史佐证”
“记忆档案”“非常花絮”等７个方面介绍了有关ＳＡＲＳ
的病源、病毒特征与防治，以及文献记录、命名等

知识［１４］。

以“××相关链接”直接做标题，只要内容具有相
关性，就可包罗其中，而不必像正式文章那样讲究结构

和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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