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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移动出版实践

刘　冰　姜永茂　沈锡宾　李　鹏　郝秀园　刘伟竹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介绍新媒体大发展背景下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积极
开展移动出版的实践，探索适应市场需要的新型产品和可行的

盈利模式。为传统科技期刊在新媒体技术发展和推动下如何

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期刊的立体化转型，提供参考和借

鉴。认为传统科技期刊应该借助并利用新兴媒体，以简单、经

济、迅速的方式提供有效的信息和服务，扩大影响力，把新兴媒

体打造成有效的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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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及移动互联技术为科技期刊业态发展提供了

重要引擎和强大动力。《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蓝皮书指出：截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我国移动互
联网用户总数已突破８亿３８００万，手机网民数达５
亿，占网民总量的８０％［１］。移动互联技术帮助科技期

刊催生新业态、拓展市场、结构调整，为增强产品的感

染力和传播力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技术支撑。同时，国

际期刊出版商也在积极顺应新趋势，研发、推广和应用

移动信息技术，利用新媒体随时随地进行信息传播。

全球领先的ＳＴＭ出版商借助智能化信息服务平台提

供权威和即时的分类医学信息、工作流软件等服

务［２］。２０１４年８月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在遵循新闻传播规律

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全面推动传统媒体和新

兴媒体融合发展［３］。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使得媒体

融合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必将迎来新的蓬勃发展机遇。

当前，信息服务已经从内容生产到数字化传播，再

到产品流通，以至消费者阅读，形成了完整的分工协作

链条。重新审视并探索医学期刊数字化、移动化服务的

新模式，对推进我国医学期刊数字化出版产业转型进程

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如何组织和使用既有信息是最

大程度发挥信息这种战略资源效能和提供服务的关键。

截至２０１４年５月，中华医学会主办的１３０种中华
医学会系列杂志业已成为国内医药卫生界数量最大、学

科种类较全、学术水平高的权威性期刊群，被医药从业

者誉为“中华牌”杂志［４］；然而，体制机制、技术手段、人

才资源、经营管理模式等原因限制了我们把现有品牌和

内容优势转化为信息化条件下的传播优势，依据我国当

前的政策和实际情况，我们顺应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倡导

和引导的数字传播发展方向和趋势，积极并多途径地推

动了自身的数字化发展。通过与数据库集成和检索服

务商开展信息网络传播权合作，探索科技期刊数字化合

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共同推动我国医学信息服务产业水

平的提升。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特别关注数字融合趋势

以及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动向，充分认识到移动数字出版

建设的极端重要性［５］。我们在传统网络服务的基础上，

通过分类整合、数据挖掘、消费需求分析，在移动领域开

展了更加多元的尝试，包括在线学习工具Ａｐｐ应用以及
微信公众号空间、微官网建设等。通过线上线下整合，

打造实体业务向线上转型的流程管理和应用工具。

１　打造移动版医学期刊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以下
简称系列杂志）Ａｐｐ正式发布，首期２３种系列杂志上
线，在期刊生产完成 ＰＤＦ内容的基础上，经过自行开
发的转换体系将内容直接转换生成为满足手机端和平

板端的版本，实现移动在线发布。有 ｉｏｓ和 ａｎｄｒｏｉｄ２
个平台，适用于 ｉｐｈｏｎｅ、ｉｐａｄ、安卓手机以及平板等设
备。用户使用智能移动终端到 Ａｐｐｓｔｏｒｅ或者各大

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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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ｒｏｉｄ应用商店可下载使用。系列杂志 Ａｐｐ正式开
启了线上销售，相对于纸质期刊，价格更加优惠。用户

可通过注册为会员，进行杂志预览，并根据需求购买一

整年度的杂志或单本杂志。２３种系列杂志自上线后，
２０１４年上半年累积上线杂志达１４２册、３３３０篇文献。
读者下载量达２万４７１２次，阅读３万５３１８篇。２０１５
年另１０７种期刊将陆续上线。

此款Ａｐｐ提供了实名制注册在线订阅，也提供线
下团购，售价大约为传统纸质期刊的６０％左右，除了
使用户的购买成本大大降低外，还使用户使用数据文

献的效率大大提升。

这一移动期刊出版平台的特点和优势如下：１）通
过集成客户端，集多刊阅读于一体，低碳环保；２）口袋
工具，轻易携带，一个手机和账号可以永续存放收藏，

随时随地通过客户端访问、阅读杂志；３）整合系列杂
志统一渠道和品牌推广，减少单一杂志的推广成本；

４）便于用户行为分析和数据挖掘管理；５）可通过关键
词、专科、作者、期刊名称等自由组合条件综合检索，快

速准确定位文献，并提供全文阅读；６）用户在使用系
列杂志Ａｐｐ客户端过程中，任何信息交互与传递都相
互独立，且经过多重加密与防篡改验证，保证了用户信

息安全。

在单刊及集群产品成熟后，迅速推进了该产品的个

性化推广。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联合医药企业推进《中华

内分泌代谢杂志》与《中华糖尿病杂志》智能移动端应

用。为支持中国内分泌临床水平的进步，发起了《中华

内分泌代谢杂志》和《中华糖尿病杂志》电子版Ａｐｐ赠
阅活动，全国２万名内分泌专科医生通过“中华医学会
系列杂志Ａｐｐ”申领２刊为期１年的免费阅读权限。

２　医学指南针的开发与应用

　　１）系列杂志在引领学术方面有其独特的专家云
集、人才密集、联系广泛、专业覆盖面广的优势。表现

之一即是系列杂志通过编委会的高端专家资源制定了

相关领域的临床诊疗指南或共识２０００多份。为把这
些指南更加广泛地传播，杂志编辑部举办了很多实体

会议，开展指南的解读和实际应用推广；但每次实体会

覆盖的学员毕竟有限，而移动应用提供了非常好的契

机。基于以下原因，我们合作开发了系列杂志指南针

Ａｐｐ：①作为最高等级学术向导———医学指南是临床
医生工作的主要参考依据；②由于缺乏充分的学习交
流互动平台，对基层医生而言指南学习的便捷性有限，

学习也只能以单一的文本形式完成，就指南进行深层

的探究和讨论更加缺少手段；③移动互联趋势打破地
域和级别限制，将对指南的制定以及推广和学习产生

革命性变化；④探索全新学术内容（文献、幻灯、视频
等）的学习方案；⑤探索互动交流经验，促使临床医生
主动学习指南并分享其学习成果，促进交流和互动；⑥
通过互动反馈，探索大数据技术对于未来指南编写获

得循证证据的创新方案。

２０１４年５月，系列杂志指南针 Ａｐｐ上线，目的是
整合及优化指南类文献学术资源、引领医学学术发展、

多层次多维度服务读者和杂志的会员，探索医学信息

传播的全新模式和方法。此款 Ａｐｐ上线后，迅速实现
了沉睡信息在移动互联网的激活（表１），优化梳理并
真正为临床医生所用。

表１　系列杂志指南针Ａｐｐ上线内容情况

学科领域
指南原文

篇数

参考文献

篇数

医学幻灯

套数

医学视频

个数

急诊重症 ３２ １０７８ ２５ ４１
儿科 ３９ ９１９ ２５ ５７
耳鼻喉 １２ ２６２ ２５ ３７
呼吸 ２６ ６２７ ２８ ４２
神内 ３０ ９９５ ５ ４０
神外 １８ ５５３ ２５ ４３
内分泌 ２９ １３９７ ２５ ４１
消化 ４５ １５１０ ５ ２
血液 ２８ ２７１ ５ ０
肾内 １３ ２５９ ２５ ３８
感染 ２０ ８４７ １０ ０
心内 ５０ ２２６０ ２５ ３８
风湿 １５ ３０６ ２５ ０
合计 ３５７ １１２８４ ２５３ ３７９

注：指南针Ａｐｐ另集成有医学工具，包括用药手册７４７篇，检验手册６４０篇。

２）以医学指南针项目为抓手，建立覆盖中华医学
会５０万会员，以学科为单位涵盖指南撰写、发表、推
广，开展学习效果监测，同时可以获得实际使用者对于

指南修订的反馈意见，建设信息收集和指南制定的标

准化流程。

３）搭建移动终端 Ａｐｐ软件，利用 Ａｐｐ独特优势，
优化指南学习使用分享以及交流互动的体验。此款

Ａｐｐ上线后，后续进一步开发差异化功能，增强使用体
验和客户黏度，加强创意界面布局，完善版块细节，开

展商业运营。基于良好的阅读体验，拟借助注册的读

者资源，建立互动体验形成医疗朋友圈，推出“专业

圈”交互社区概念，增强互动功能。同时，通过收集用

户反馈，进一步提升功能价值。在此基础上，形成医生

患者生态服务圈。通过加强功能应用，迭代版本优

化，开发服务于实体医疗服务的系列关联应用。

３　微信应用的扩展

　　腾讯公司２０１１年１月推出面向智能终端的即时
通信软件———微信。２０１２年８月，微信推出微信公众

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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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功能，为媒体、企业等机构用户提供了便捷的发展

渠道和推广平台，适合与特定的群体进行文字、图片、

语音的全方位沟通和互动［６］。截至２０１３年底，微信注
册用户已超过６亿，预计２０１４年底突破１０亿。微信
已应用到各行各业，传统媒体也陆续跟进，希望借助这

一新的传播渠道，拓展自身影响力，塑造品牌形象。

随着对微信平台的认知，《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华医学

杂志》和《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等１６种期刊陆续
开始应用微信平台。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新媒体部和市

场部也开通了以频道命名的中华医学会杂志社、中华

医学会杂志社读者俱乐部、耳鼻喉空间、妇产科空间、

骨科空间、呼吸科空间、心血管空间等微信订阅号服务

平台。经过前期客户沉淀，这些微信平台构建了自媒

体传播或客户服务平台，每天以文字、图片以及新闻链

接等多种形式把项目和活动信息推送给读者，大大丰富

了传播形式。微信对认证服务号开放了众多高级接口，

粉丝分组、分组群发消息、客服接口都是为客户服务应

用准备的，经过实际运营证实微信客服可以通过设置活

动关键字自动回复，在微信中满足大部分客户自助获取

信息的需求，也可以通过智能问答方式，给客户提供精

准、有效的回复。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拟将这一功能对接

远程稿件管理系统，全面提升信息服务效率。

微信本来不具备３Ｇ网站功能，但由于微信的开
放接口策略，使得第三方得以借助微信开放平台实现

微官网功能。微信网站已经成为各平台的基础功能。

在网站上可以开展微电商、微支付。通过利用微信接

口，用户、员工、合作伙伴可以完成原来在网站、Ａｐｐ上
才能实现的业务。在运营层面，我们将通过整合信息

资源，开展医药类第三方软件合作推广，医药类社区论

坛活动推广，新媒体自媒体合作推广。通过科室或企

业团购、线上零售实现期刊的在线销售。

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态势下，信息

的传播手段不断更新，效率迅速提升。新技术体现为

开放、集成、互联、创造。在以微信、微博、微官网为主

的传播媒介中，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变成以移动终端

为载体的微传播，人们逐渐步入微传播时代。网络使

得任何知识不再有边界，期刊人应该重新审视数字时

代的信息传播，借此为自身期刊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实现转型成功。

４　信息服务模式的全方位开发

　　 ２００９年国务院通过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
要推动出版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加快从主要依赖纸

质出版物向多介质形态出版物的数字出版产业转型。

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柳斌杰指出，要充分发挥政策、资

金、项目的杠杆作用和拉动力，加快传统出版企业技术

升级和战略转型的步伐。我们利用新技术带来的契机，

全力推动杂志社成为信息资源产品、信息增值服务一体

化的综合信息服务提供者，争取在品牌推广、产品设计

和宣传、产品销售和服务等层面有较强的竞争力，为实

现 “传承百年经典，铸就精品中华期刊群；再现世纪华

章，打造医学信息新航母”的理念，整合各类优质医学信

息资源，建立分类数据库和一站式医学知识服务平台，

打造基于知识管理的决策支持服务体系，特别是通过规

范结构化数据体系、提升检索效率等措施加速向医学科

研工作者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的进程，开展满足用户个性

化需求、药企和机构空间等形式的全方位、立体化服务，

实现医学信息的迅捷传播，方便读者检索和阅读。

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李东东曾言：在新的形势

下，期刊业如何认清发展方向，创新发展思路，积极利

用新兴传播技术，紧跟信息化发展步伐，有效融入数字

化出版潮流，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开创行业的全新业

态和发展模式，决定着期刊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水

平［７］。我们将在移动出版初试的基础上，打造立体移

动平台，致力于解决读者实际需求，满足读者快乐、方

便学习的方案，使得期刊内容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

对于已有的Ａｐｐ或微信平台工具，实现内容生命周期
的应用和管理，加强个性化的阅读体验，医学大数据的

整合，提升学术资讯的时效性。

在国际信息服务巨头进入中国并不断扩充自身资

源，利用巨额资本全力本地化发展的态势下，我们更加

有责任为民族医学信息服务业的繁荣和发展，为提升

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整体实力共同努力和奋斗。

用户信息需求是推动信息服务体系不断发展的根

本动力，也是建设信息服务体系的导向和依据。我们

会更加关注并系统比较、综合分析网络环境特别是移

动互联网环境中用户的需求特征，系统建设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生物医学信息资源服务体系，完善发展模

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动医学信息采集、整合及

发布工作的一体化进程，竭力提高产业竞争能力，进一

步发挥医学信息在政府卫生管理、科学决策、科技创新

和公众健康素养培育中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作用。

我们将不断拓展信息服务渠道和平台，深度开发

各类数字产品，推动增值服务和升级换代，提升出版实

力、产品竞争力和服务品质，为国内外用户提供全方

位、多层次、个性化的医学信息服务，确保始终走在传

播最新医学知识、交流最新科研成果、引导学术发展方

向、推动医学科技进步的前沿［４］。

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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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５届中国科技期刊青年编辑学术研讨会闭幕
　　本刊讯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５—１７日，由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
学会主办、青年工作委员会承办、山东卫生报刊社协办的“第１５届
中国科技期刊青年编辑学术研讨会”在泉城济南召开。会议以“媒

体融合与创新”为主题，来自全国的近９０位代表参加会。
开幕式由青委会副主任、《中国实用内科杂志》副主编、编

辑部主任任延刚主持。青委会主任、《金属加工》杂志社社长栗

延文代表大会组委会致开幕词。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刘建生，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副理事长、《编辑学报》主编陈浩

元，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副理事长、《地球科学》主编王

亨君，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秘书长兼学会办公室主任姚

希彤，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西安交通大学期刊

中心主任赵大良，山东卫生报刊社副社长邱源等领导出席开幕

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青年编辑在科技期刊媒体融

合与创新的转型发展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中国科技期刊

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开幕式后，７位特邀报告人做了精彩的大会报告：刘建生
副局长“关于媒体融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李

建臣副司长“数字时代科技期刊融合发展”，王亨君副理事长

“科技期刊国际化和期刊质量保障体系”，陈浩元主编“参考文

献著录新标准对旧标准的主要修改”，赵大良主任“关于传统媒

体转型的路径思考”，超星集团期刊中心张林林主任“互联网＋
下期刊域出版战略探讨”，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陈禾副主

任“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期刊发展态势”。这７个大会报告，从国
际到国内，从整体到行业，从战略思考到具体问题，从理论到实

践，全方位立体化地让参会者了解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形势、

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会议在特邀学术报告后特设“全媒体面对

面”的访谈环节，由航空知识杂志社俞敏副社长担任访谈主持

人，邀请赵大良主任、栗延文社长、张林林主任、陈禾副主任和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刘冰副社长作为嘉宾，通过“简体报告 ＋嘉
宾访谈 ＋微信提问 ＋现场互动 ＋场外互动 ＋微信直播”的形
式，与参会代表以及场外同行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成为本

次会议的一大亮点。

“青年编辑讲坛”是本次会议的新亮点。７位青年编辑分
别介绍了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期刊发展的具体实践和体会，并

与现场听众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互动。他们是：《中国实用内科

杂志》编辑部张建军“《中国实用内科杂志》媒体转型融合产业

化初探”，《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郭雨齐“《中国科学院院

刊》办刊实践”，《物理学报》编辑部王雪峰“传统科技期刊积极

应对媒体融合———以《物理学报》为例”，《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编辑部唐栋“六款移动场景工具比较”，《遥感学报》编辑部刘

兴“ＨＴＭＬ５技术初探”，《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Ｅｃｏｌｏｇｙ》编辑部刘丽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ｌａｎｔＥｃｏｌｏｇｙ》办刊经验分享”，《武警医学》编辑部
武建虎“医学期刊编辑掌握统计学的必要性和主要手段”。

本次会议采用微信平台和易企秀全程及时发布会议进程，

进行场内外交流互动，并首次使用易企秀视频展示了大会内

容，受到同行好评。技术组的５位青年编辑———唐栋、刘兴、高
贵现、陈宏宇、万晓燕提供了优秀的技术支持。

大会闭幕式由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组织工作委员会主

任、青委会副主任、《软件学报》编辑部主任方梅主持。青委会

委员、《植物生态学报》编辑部主任谢巍作大会总结，她用 ＰＰＴ
概括展示了大会内容及花絮，带领大家重温了会议的精彩瞬

间。媒体融合发展关系到科技期刊发展的未来，本次会议从会

议报告内容的选择到会议的组织表现方式，均聚焦于“科技期

刊媒体融合发展”这一主题，是一次从理论、认识到实践全方位

探索科技期刊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互动及

直播体现了新媒体传播的魅力和强大的传播力，是一次身临其

境的深刻体验，是一次传播创新的成功案例，对于推进科技期

刊提高对转型的认识，促进期刊编辑加快角色转变，并努力提

升传播技能，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青年编辑朋友通过本

次会议，可以学习他人之精神，借鉴他人之思路，发扬自身特

色，探索发展之路，用激情成就期刊发展之梦，用奋斗点亮期刊

发展的未来。 （卿恭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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