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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编辑从网络获取信息知识的３途径
周　红　兵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３１００２３，杭州

摘　要　科技期刊编辑应充分利用网络传播的便捷，拓展获取
信息和知识的途径，变被动等待为主动发现。通过浏览科技期

刊学会（协会、研究会）网页来跟踪了解行业的新动态，获取重

要信息与机会；通过加入科技期刊编辑 ＱＱ群，广交良师益友，
吸纳群体智慧；通过品读编辑学者博客，丰富内涵，提高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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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网络已渗透到科技期刊工作的诸多方

面。网络还可以成为科技期刊编辑获取信息和知识的

便捷途径。

１　途径１：科技期刊社团网站
　　科技期刊社团网站是展示其工作与活动内容的窗
口，是科技期刊编辑的“网上之家”。各级学会网站一

般都设有内容相对固定的栏目，如简介、章程、机构等，

也设有内容不断更新的栏目，如动态、通知（会议、培

训、征稿、评奖、课题申报）、会讯、国际检索等。通过

它们来传递科技期刊行业内的新动态、新信息。

面对网站上众多的相关信息，哪些信息要重点关

注呢？对编辑个体而言，笔者认为：一是有时间期限的

信息，如会议、培训报名，征稿、评奖及课题申报等，此

类信息通常还涉及所编刊物及编辑个人的切身利益，

一旦超过时间就会错失良机；二是对刊物质量及编辑

技艺的提高有较大帮助的信息。就信息传递的速度而

言，笔者经过对比发现：如能定期上网（前提），一般通

过网站获取信息比通过纸质信函来得更快。纸质信函

甚至还出现过在投递中遗失的个别情况。就网站栏目

设置而言，笔者也比较了几家经常登录的网站，如中国

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网站［１］，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

学会网站［２］，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网

站［３］，以及浙江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网站［４］。

通过比较发现：各网站栏目设置有相似之处，但因

涉及对象或领域的不同，又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在这

些网站上，笔者常能淘到“宝贝”。例如在中国高校科

技期刊研究会网站上，《编辑论坛》中的《２００９年高校
科技期刊审读意见汇总》［５］便是值得编辑学习、反思

的好材料。《汇总》将７１位审读员提出的审读意见进
行归纳整理，将科技期刊、科技论文编排中存在的普遍

性问题和个别现象作了详尽的总结。这对提高期刊质

量和编辑技艺均有较大的帮助。又如在中国科学技术

期刊编辑学会网站上，留言板（ＢＢＳ）的开通增进了学
会与编辑间的互动，而笔者正是在浏览留言板回复时

找到了参考答案。再如在浙江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网

站上，《特色资源》栏目中的《咬文嚼字》，收集整理了

９１则有关用字、用词和标点符号使用等方面的知识，
可谓编辑们的好参谋。网络上的“宝贝”还真不少，在

此就不一一列举了。编辑如能养成定期登录这些网站

浏览信息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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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行业内的重要信息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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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能“一网打尽”。此外，其他网站，如编辑之家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ｄｉｔｏｒｈｏｍｅ．ｃｎ）、编辑中文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ｚｇｂｊｗｅｂ．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等也值得登录。

２　途径２：科技期刊编辑ＱＱ群

　　ＱＱ群好似一个空间超大的网上会议厅，为群员的
交流提供了充分的场地。群的优势在于突破了一对一

交流方式的局限，可多人一起交流。在 ＱＱ群里，群员
通过聊天交流、传递信息，共同讨论，解决问题，可谓

“群”策“群”议。群好似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时刻为有

需求的成员伸出援手。笔者加入了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ＱＱ群和浙江省高校学报ＱＱ群等，曾多次在群里提问，
虽不能“一呼百应”，但也收效甚佳。群的号召力和高效

率常在一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时间段上得到印证。

例如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ＱＱ群上，《现代地质》
的一位编辑提出问题（时间是０８：５９：２１）：

“以下２种说法在科技论文中哪个更好一些？有
没有更好的说法？为什么？

Ｇａｓ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ｇｅｎｔｆｏｒ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ｏｃｃｕｒ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ｌｏｐｅｓａｎｄ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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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刻，《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编辑便提

出：第２种说法好些。紧接着，讨论在《江西农业大学
学报》《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石油大学学

报》的编辑及笔者间展开，到０９：１２：４９，讨论结果：第２
种说法更好。

多次实践证明，ＱＱ群也是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好
途径。ＱＱ群除了可用于交流信息和讨论问题外，还
通过共享文件夹让群员分享信息资源。如在浙江省高

校学报ＱＱ群共享文件夹里，就有热心群员上传的信
息资料：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通讯录、２００９年高校科
技期刊审读意见汇总、检索数据库入口地址汇总等。

从下载量来看，颇受青睐。共享文件夹成为群员共同

的资源宝库。

此外，群相册也是汇聚群员精神财富资源的“百

宝箱”。如在浙江省高校学报群相册里，就有群员原

创的摄影、书画作品。栩栩如生的图片展现了大自然

千姿百态的旖旎风光，行云流水般的书法挥洒自如，气

势磅礴。这在展示编辑才艺的同时，给同行带来了美

好的视觉享受与艺术熏陶。间或，特别活跃的群员会

出来调侃一番，给大家在忙碌之余增添些许情趣。

其实，建立一个ＱＱ群的条件很容易达到：１）级别

达到１６级（即挂足３２０ｄ，就可以创建一个群）；２）成
为ＱＱ会员（１个会员可以创建４个群）。因此，笔者
建议：可由各级科技期刊学会出来牵头组建 ＱＱ群，为
科技期刊编辑提供更多、更广阔的交流平台。比如浙

江省高校学报ＱＱ群就是由浙江省高校学报编辑研究
会牵头，由热心的编辑来组建的。

３　途径３：科技期刊编辑学者博客

　　“博客”（Ｂｌｏｇ）一词来源于“网络日志”（ｗｅｂ
ｌｏｇ），但它的内容远不止“日志”。博客是继电子邮箱
（Ｅｍａｉｌ）、留言板（ＢＢＳ）、好友聊天（ＱＱ）之后出现的第
４种网络交流方式［６］。有人认为：博客代表着新的生

活方式和新的工作方式，更代表着新的学习方式。通

过博客，自己学到很多，别人学到更多。更有人断言，

它将是下一代印刷杂志的发展方向。

发现同行学者博客缘于一次网上搜索。这次无意

中的发现令笔者收获不小，顺着链接又找到不少同行

学者的博客，并为发现如此好的精神食粮而惊喜不已！

在博客里，学者们以他们敏锐、独到的眼光追踪科

技前沿，发表真知灼见，推荐好书、好文，传授知识、经

验；透过博文，笔者还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亲人友人的

关爱，对人生的乐观豁达，对事业的孜孜以求，以及无

私奉献的高尚情怀。品博文似心灵交流，虽与其素未

谋面，却似老友重逢。

如学者苏青的博客［７］（目前博文３３９篇），其签名
“读好书明是明非明理，效前贤做文做事做人”似诲己

诲人。品其文后更觉其文理俱通，博学多才，情感丰

富。其诗真切感人，其文纵横文理，涉猎广泛。

又如学者任胜利的博客［８］（目前博文３６１篇），信息
导入速度快，范围广。栏目《科技写作漫谈》从２００８年
第１期到目前的第７５期，细解了科技写作中存在的诸
多问题，内容丰富而翔实，使人受益匪浅。栏目《轻松一

刻》，让人在轻松中领悟到蕴含的哲理，可谓妙在其中。

博客，传递了学者们良好的心态、凝练的智慧及深

邃的思想，达到“让自己学到很多，让别人学到更多”

的效果，同时也缩短了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

笔者还拜读了学者赵大良［９］、任火［１０］、钱建立［１１］及

听雨（魏彦红）［１２］的博客，也颇受熏陶与启发，值得品味。

４　结束语

　　上述是笔者对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和知识的经验之
谈，意在为同行提供参考。作为信息时代的科技期刊

编辑，应充分利用网络传播之便捷，探索、尝试工作、学

习的新方式、新途径［１３］，以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素质修

养。如是，何愁信息无路、学习无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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