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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期刊与新媒体微博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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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华消化杂志》编辑部，２０００４０，上海；２）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中华消化杂志》借助丁香园网站医学专业会员汇聚

的优势，开设了丁香客微博官方主页，初步建立了一个有活力、

高效率的线上交流平台，大大增进了编者与读者及作者间的沟

通和互动。通过微博平台让临床医师及时了解到消化领域的

发展动态，拉近了读者和作者间的距离，提高了杂志知名度，增

加了杂志的发行量。网站借助入驻杂志的业界影响力，吸引更

多的网友关注网站，帮助网站打造品牌形象，推广延伸产品和

服务。我们的实践表明，传统医学期刊与新媒体微博相结合实

现了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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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网络普及时代，许多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都

在寻求数字化突破［１２］。在内容制作上，不仅早已实现内

容电子化，而且制作过程也日益网络化，实现了稿件在线

处理；在传播方式上，积极开发移动客户端新版本，注重

利用新兴网络进行推广；在盈利模式上，积极尝试与互联

网、电信网络等结合，力图依靠网络增加收益［３７］。

微博具有随时随地、语言简短的特性，“微博体”更适

应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与“短快平”的阅读习惯。微博更带

有社交网络的性质，社会化的传播模式增强了用户之间

的亲和性，有价值的微内容可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极大

的传播效果。微博改变了普通人的社会影响力，每个普

通博主既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又可以是信息的传播者，

微博的直播、转发和评论，将个人的行为放大成为社会性

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舆论走向。微博的诞生，不仅

在于其所带来的传播模式与传播理念的变化，其最大的

意义在于它进一步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渠道霸权”，报纸、

广播、电视不再是新闻传播的唯一渠道［８］。

作为传统医学学术期刊，《中华消化杂志》一直试图

在网络空前发展的新格局下寻求更多的发展空间；因此，

借助丁香园网站医学专业会员汇聚的优势，开设了丁香

客微博官方主页（ｈｔｔｐ：∥ｉ．ｄｘｙ．ｃｎ／ｃｊｄ），有幸成为入驻丁

香客微博网页的首家中文期刊。上线仅３个月，粉丝即

已达３６００余人，留言互动超１０００条，《中华消化杂志》已

通过丁香园网站初步建立了一个有活力、高效率的交流

平台，大大增进了杂志与读者、作者的沟通和交流。

１　传统媒体使用微博状况

１１　驻扎微博成为纸质媒体新的展现形式　截至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日，新浪微博—广场—媒体汇—杂志频

道下已有２７７家专业刊物入驻，其中生物医学类占１８

家。传统媒体选择微博这种传播速度快、受众广的网

络平台，能较大程度、较快速度地提升知名度和信誉

度。《新周刊》原是一种比较普通的杂志，但在新浪开

博至今已拥有超过４３０万名粉丝，如今它的每条微博

都会受到追捧，很多条微博都有上千次的转发和评论，

开设微博使得《新周刊》的品牌价值得到了很好的提

升，也吸引了新老读者对期刊的关注。

１２　微博成为传统媒体的新闻源　微博由于具有信

息量丰富、渠道广泛、获取容易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

优势，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新闻来源［９］。传统媒体在

微博上不仅可以利用“关注”跟踪有关用户，还可以“关

注”中外媒体如ＣＮＮ、ＢＢＣ、新华社、东方卫视等，关注

热点话题和焦点人物，在辨别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丰

富自身的新闻线索。《大众医学》杂志在第一时间即对

ＬＡＳＩＫ激光近视手术、熊胆等动物药之争等微博热门

话题作出反应，并积极联络相关专家撰写并刊发相应

稿件来解除广大读者的疑惑。

１３　传统媒体利用微博实现口碑营销　很多传统媒

体，如《新周刊》《大众医学》以及湖南卫视等，都已与微博

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它们都是微博客关注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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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体，关注相同的新闻话题为双方提高了知名度，凝聚

了新媒体的网络人气，也提高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美

誉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合作方式在网络上实现了传

统媒体的口碑营销，对双方都是一种宣传，从而实现新老

媒体的双赢［１０］。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些杂志总编／主

编的人气都高过杂志本身，如《咬文嚼字》总编郝铭鉴的

粉丝数达４万７０２８人，远超过《咬文嚼字》杂志粉丝数

（１７９２人），求是《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粉丝

数达５１万５７１０人，更是大大超过该杂志本身（１万７７１１

人）。这表明，杂志作为一种个性化很强的媒体，其掌门

人的风格和个人魅力对杂志的影响深远。

２　传统医学期刊与专业生物医药媒体微博结合

　　《中华消化杂志》创刊至今已３１年，是全国性消化科

专业传统医学学术期刊，以消化内科医师为主要读者对

象，兼顾腹部外科、消化内镜等相关专业，设有《论著》《短

篇论著》《病例报告》《综述》《临床病例讨论》等常设栏目

等，同时不定期设《述评》《专论》《专家笔谈》《讲座》《继续

教育园地》《国外学术交流》等专栏，对增进我国消化专业

医生之间的交流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丁香园生物医药科技网原名“丁香园医学文献检索

网”“丁香园医学主页”，始建于２０００年，目前已汇聚了

近３００万医学、药学和生命科学的专业工作者，每月新

增会员３万名，超过７０％的会员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网站旗下有“丁香园论坛”“丁香通”“丁香客”等多个网

站产品，每天独立ＩＰ访问量超过１５万次，每天同时在

线人数最高超过１．８万人，每天页面访问量超过２００万

次，也是消化领域的临床医师们访问较多的网站。

互联网已经悄悄改变了新一代知识群体民意诉求表

达的渠道、方法和表现形式，杂志开微博，将微博作为关

注读者作者意愿的新窗口，可实现杂志与他们的有效沟

通，以便更及时、更直接、更真实地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

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散在的读者作者群体［１１］。

考虑到丁香园为生物医药专业网站，其注册会员

中很大一部分已经身份认证，均是活跃在临床第一线

的医师和研究生等，有很多是我们杂志实际上和潜在

的读者作者，且遵纪守法、热爱并专注医学及其发展；

因此，我们选择丁香园而非新浪、搜狐等大众媒体网站

开设微博。这样，因目标群体更集中而更易激起共鸣，

达到预期效应。通过反复多次的意见沟通和网站页

面、功能的修改设计，《中华消化杂志》的丁香客微博官

方主页终于在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中华医学会第１１次全国

消化系疾病学术会议召开之前正式上线。点开丁香园

首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ｘｙ．ｃｎ）—丁香客—中华消化杂

志，就可以进入到以纸版杂志封面蓝色为基调的官方微

博主页。主页右侧栏是杂志简介，主管、主办单位以及

编委信息等，左侧栏是杂志主办各项活动的通告、精选

可提供下载的文献链接和投稿信息等，中间版块自上而

下则排列着杂志方的评论回复和网友的留言提问等。

最初上线时，连续３天在丁香园首页播放“中华消

化杂志入驻丁香客”的公告，借助丁香园的网络人气，

短期内即有数十人造访杂志微博主页并留言。之后我

们积极推出鼓励网友关注微博、积极留言的活动，在留

言网友中抽取幸运读者赠阅全年杂志，这一措施深受

网友欢迎。很多网友已经在留言中憧憬着再不用去图

书馆翻阅，而是手捧杂志靠在沙发里慢慢品味的场景。

短短几天内，粉丝即飙升到１０００余人，留言数以百

计，其中不乏众多读者给杂志提出的中肯建议和对杂

志的殷切期望。

与此同时，我们又结合全国消化年会的召开，及时

地介绍一些年会讲座信息等，报道杂志社同人参会的

情况，都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和评论。在获得中华

医学会杂志社许可后，《中华消化杂志》又尝试每期挑

选出部分可读性好、实用性强的共识指南及专家解读

等文稿提供给网友们免费下载阅读，很多文献广受欢

迎，刚开放几天下载次数即达上百次。随着这些重点

文章的被阅读和传播，逐渐地有一些网友将自己的疑

惑之处上传至微博，以期寻求合理的解释，同时有一批

热心、活跃的网友主动回应并讨论，杂志方也精选一些

具有共性的问题转发给相关专家请他们答疑解惑，逐

渐形成了微博上浓厚的学术讨论氛围，也更激发了网

友（尤其是年轻医师）的学习热情。

近日，我们又将纸质版杂志正在举办的一些活动

推广到微博上，如刚刚开始的一项疑难病例征集交流

活动，直接把此次病例征集活动的网站与杂志微博链

接起来，使该活动获得急速推广，成功吸引到很多临床

医师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３　传统医学期刊与生物医药微博在合作发展

中共赢

　　采用这种新的合作模式，对于《中华消化杂志》有

如下好处。

１）快捷服务于读者。通过微博平台，在每期纸质

杂志出版前即精选实用性好且可读性强的亮点和精品

文章的全文或摘要分享到丁香客，可以让广大平时忙

碌紧张的临床医师们在最短时间内及时了解到消化领

域的发展动态［１２］。

２）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杂志通过丁香客把

文章的全文或摘要开放出来，读者阅读后可以在网上

发表自己的看法和疑问，作者获知后即可在网上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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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答，有利于读者与作者的学术交流，甚至还可能促

成双方的学术合作［１３］。

３）拉近了编者与读者和作者的距离。一方面编者

通过阅读读者的评论反馈，可以方便地了解到他们的

建议和关注重点，有助于编者了解杂志选题的优缺点，

明确需要改进之处，而读者也更加方便地找到了建议

渠道；另一方面，编者和作者的互动，可以使广大作者

更准确地了解杂志的稿件定位，进而有针对性地投稿，

提高投稿的命中率。

４）提高了杂志知名度并扩大了杂志的影响力，排

除了非法网站的干扰［１４］，同时刺激了消化临床医师对

专业期刊的阅读欲，从而增加了杂志的线下发行量。

对于网站方来说，微博信息是实时更新的，由于用

户频繁访问主页，微博的ＰＶ访问量可堪比内容频道。

同时，微博的共享功能还可能刺激传统门户内容的流

量。这种传媒社交网络对商业用户极具吸引力，可以

帮助网站打造品牌形象，推广延伸产品和服务。

随着《中华消化杂志》的正式入驻和成功运营，丁

香客上也逐步吸引了一些国内领先的杂志（如《Ｃｅｌ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学会协会（如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医

院科室（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等的正式入

驻。借助它们的业界影响力，网站人气不断飙升，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医学界人士关注并推动网站的发展。

随着网站知名度的不断提升，更可以开发线下延

伸服务，如开设论文写作与投稿、实验技术的经验交流

及培训讲座，医学专业知识学习班，以及实验器材和耗

材导购等，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网友并实现经济收益。

４　传统医学期刊与生物医药微博结合发展中

的后期要求和目标

４１　展现传统媒体新姿态，继续增强亲民性　在新媒

体平台上你“关注”的人应超过“关注”你的人，传统医学

期刊不应仅把微博当成一个信息发布和推广的平台，或

是新闻线索的来源，而更应把它打造成一个可以与读者

作者即时交流、平等对话、倾听心声的园地。从这种意

义上讲，微博也是传统纸质媒体改善与读者作者关系的

一个绝佳途径［１５］。同时，通过微博与更广泛的读者作

者群的交流，传统媒体可以实现品牌的推广，这种推广

比传统的方式目标更精准，花费更经济，效果更扎实。

４２　向社会化媒体学习，尽力增强亲和性　社会化媒体

很重要的特点是用户之间的相互交流，这也是其强劲的

亲和性表现之一，因而信息的传播能力更强。学习社会

化媒体，不仅要建立传统医学期刊与读者作者之间的联

系，还要建立同一媒介读者作者群之间的联系。只有建

立这样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才能使读者作者群紧紧围绕

在媒介的周围。传统医学期刊必须改变以提供内容为中

心的定位，要学会以读者作者群为中心，借助与读者作者

之间的互动来加快医学研究成果和进展等的传播。这样

更能增强传统医学期刊与读者作者之间的亲和性，从而

真正打造出读者与作者都喜爱的“双爱”期刊［１６］。

对于专业学术杂志，微博将是发布信息的第一渠

道，以简短的文字告知广大读者研究的简单内容，以吸

引注意力，随后通过杂志主刊发布全部内容，再由杂志

深入解读、微博及时评论，保持读者对该研究的持续关

注。这是微博时代的杂志，也是微博时代传统媒体所

应积极采取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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