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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应重视编辑与读者和作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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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期刊编辑、读者、作者是学术交流舞台的主体，三
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编辑作为联系读者和作者的纽带，应

坚持“为读者办刊”的理念，在深入了解读者需求的基础上充分

保证期刊的可读性和实用性；同时要不断强化对作者的培养意

识和服务意识，促进并帮助作者产出优秀的成果，提高期刊的

传播力和影响力，促进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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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医学科技的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术、新理

念不断涌现。医学科技期刊不仅报道了各学科最前沿

的进展和信息，更为广大医务工作者提供了学术交流

和思想碰撞的平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期刊编辑、读者、作者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和

制约。离开读者，期刊将失去生命力；离开作者，期刊

将是“无米之炊”。作为一名医学期刊编辑，处理好与

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１　编辑与读者

１１　坚持“为读者办刊”的理念　医学期刊的受众群

体是医务工作者，目前医务人员治疗患者、学习积累临

床经验、掌握医学诊疗新进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

医学期刊所发表的文章；所以坚持“为读者办刊”的理

念极为重要。为读者办刊，就要使办刊宗旨和办刊方

针的总体设计满足医务工作者对医学进展、科研成果、

继续医学教育、临床实践、医学人文等各方面的需求。

目前有多种办刊理念与模式，诸如“为作者办刊”

“为数据库办刊”“为影响因子办刊”等。《中华儿科杂

志》作为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一员，创刊于１９５０年，
是国内儿科专业期刊的翘楚，收获了“中国百种杰出

学术期刊”“中国百强报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荣

誉。《中华儿科杂志》一直秉承“为读者办刊”的理念，

深知为读者服务的重要性，没有了读者，医学期刊就犹

如空中楼阁，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邹韬奋先生曾经说过：“我们要用敏锐的目光、深

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读者所需的是怎样的

精神食粮，这是编辑必须负起的责任。”［１］日常工作

中，有时会接到作者的电话或函件，说他们阅读我们杂

志某篇文章后，有何异议或问题等。每当这时，我们都

深感兴奋，为有这么认真的读者而感到骄傲，为他们能

将想法主动反馈给我们而感动。为此，《中华儿科杂

志》曾多次在《读者·作者·编者》栏目中刊登诸如

《与〈酪酸梭菌二联活菌散剂预防肺炎儿童抗生素相关

性腹泻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一文作者的商榷》

《就〈新生儿化脓性脑膜脑炎并发内源性眼内炎一例〉

与作者商榷 》《关于ｓｅｐｓｉｓ中文译名的商榷》等文章。
１２　深入了解读者需求　编辑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为
了读者，我们应摆正读者在编辑活动中的位置，使读者

享有充分的话语权［２］，急读者之所急，想读者之所想。

《中华儿科杂志》基于为读者服务的理念，

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

曾先后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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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未被引、重点号文章被引等情况进行深入剖析［３５］，

研究显示：指南类文章被引次数最高，《儿童哮喘防治常

规（试行）》一文的被引高达２４２６次；评论类文章（述评、
专论等）和论著类文章总体被引较好；但是病例类、争鸣

类文章被引不理想。此外，据万方数据库（ｈｔｔｐ：∥ｍｅｄ．
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ｃｏｍ．ｃｎ／）资料，１９９８年至今网络下载量最高
的２０篇论文均来自《标准·方案·指南》栏目。《儿童支
气管哮喘诊断与防治指南》一文的下载量多达９８９次，这
充分反映了临床儿科医生的需求，也为编辑约稿、选题策

划指明了方向。

近几年，《中华儿科杂志》及时调整栏目设置，一方面

不断加大与各专业学组的合作，共同策划制定临床指南

与共识，另一方面不断加大临床类研究文章的刊登比例，

突出实用性，关注如何指导临床实践和相对具体的疾病，

充分体现专业特点。

近期，根据各医疗机构横、纵向研究课题不断增多，

多中心临床研究如火如荼开展，临床医生顶层研究欠缺，

投稿文章统计学问题较多等问题，《中华儿科杂志》特邀

临床流行病专家团队开设《临床研究方法学园地》专栏，

分期介绍临床和科研实践中的共性问题并回应读者反馈

或感兴趣的相关问题，旨在从临床研究方法学和共性技

术角度释疑解惑，在满足读者需求的同时，促使儿科临床

研究在规范化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从而进一步产出更

多高质量的论文。

２　编辑与作者

２１　优化培养作者的意识　医学历经了漫长的发展过
程，同样，临床医生的成长也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处

于成长期的医务工作者正是我们医学期刊作者中的一大

群体。编辑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作者为一篇文

章倾注了很大精力但结果仍不尽如人意，这时便要发挥

编辑培养作者的意识。

《中华儿科杂志》一直坚持“编辑初审、专家外审、定

稿会终审”的审稿制度，编辑除了要做好初审环节的筛选

工作，更应做好一名审稿信息的传递者，而不是单纯的

“搬运工”，即：如何将退修意见反馈给作者，明确指出文

章的欠缺之处，帮助其修改完善；如何将退稿意见反馈给

作者，帮助其日后提高。

我们曾遇到一名研究生，她的课题内容非常丰富，工

作量也非常大，撰写出来的论著面面俱到却不得要领。

虽然审稿专家认可其科研思路和创新点，但是因为文不

对题、重点不突出等意见而最终退稿。我们深知一名研

究生在自己课题中所倾注的精力和心血，所以在撰写退

稿意见时，反复认真阅读了专家意见和作者原文，帮助其

提炼出可以修改之处，并主动联系作者，帮助其重新梳理

文章结构，建议保留其中一部分进入深入拓展，其他部

分可以另行撰文。作者在重新整理和多次修改后投稿，

最终被录用，也表示从中收获良多。

２２　强化服务作者的意识　服务意识是医学学术期
刊编辑应具备的基本职业素质，也是编辑工作的基本

要求［６］。目前国内医疗机构都有其相应的晋升制度，

无论细节如何，大多都会对发表科研论文提出一定的

要求，这造就了所谓的“唯核心期刊论”“唯 ＳＣＩ论”等
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编辑的职权化色彩。在

编辑工作中应克服“居高临下”的骄傲态度，充分体现

对作者的人性化关怀，由“强势主义”转变为“服务主

义”［７］。对作者要服务好，应有以下“三心”。

１）细心对待每一篇稿件。从投稿开始，作者已经
成为我们的服务对象，细心的服务应该贯穿于稿件处

理的全过程。我们应该理解作者投稿后焦急等待的心

情，应该积极、热情地回答作者的查询与提问。中华医

学会系列杂志投稿系统具有作者留言的功能，编辑应

该时常关注并给予回复。对于需要修改的稿件，编辑

应认真汇总审稿专家的意见，适时给作者提出中肯的、

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尽可能帮助作者塑造出完美佳

作；对于需要退稿的稿件，更应该涉身处地感受作者被

退稿时的彷徨与无奈，应该多为作者着想，要在语言艺

术、说服策略、沟通技巧等方面多下功夫，切忌使用千

篇一律的退稿信，要尽可能多地给作者提供有用的信

息，以助其日后提高［８］。

帮助作者提高的过程，也是提高编辑自身学术造

诣的过程。真诚和尊重都是相互的。不久前，本文第

一作者曾遇到一位年轻作者，她的稿件正处在修改环

节，但是她主动与编辑联系，说“投稿时并未检索到有

类似的文章发表，但近日检索时发现２个月前某杂志
刚刚刊登了类似的文章，如果因此原因而被退稿，我毫

无怨言”。收到作者来信后，我们因作者的信任与真

诚而非常感动。我们想，这就是编辑与作者间在做真

挚、最有效的沟通。

２）虚心对待每一次提问。正所谓“术业有专攻”，
医学期刊的编辑虽大多有医学背景，但是毕竟已经脱

离临床，更不可能擅长于每一个专业。即使是审稿专

家，也未必对每一项研究都精通。从此方面来讲，作者

是编辑的老师。在稿件修改过程中，编辑难免会对某

些专业问题产生异议。编辑应保持虚心求教的心态，

倾听作者的反馈意见。每一次交流都是一种学习。多

与作者沟通有助于了解特定医学领域的具体医学知

识、最前沿的研究热点和动态。

３）用心对待每一位作者。医学期刊的作者大到
院士及某领域先锋，小到研究生或住院医师，编辑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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