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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发展逐渐进入转化医学时代，医学科技期刊编辑
应积极探索期刊如何发展才能适应转化医学时代的要求。文

章提出的高度关注转化医学研究领域的动态、加大转化医学稿

件组稿力度、从转化医学的视角去改变期刊的选稿方向等发展

建议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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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除了具备科技期刊的一般属性外，还具

有很强的医学科学属性，故而其发展除了要适应时代

变迁给期刊带来的变化之外，还要适应医学发展方向

的改变。转化医学是当前医学科学发展的主流方向和

新模式［１３］，随着医学发展逐渐进入转化医学时

代［４７］，医学期刊编辑理应探索期刊如何发展才能适

应转化医学时代的要求，从而进一步发挥医学期刊促

进医学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功能。

笔者总结现有转化医学相关期刊的办刊经验和发

展举措，并根据笔者所在《实用医学杂志》所做的尝试

及未来工作设想，提出以下发展建议以供参考。

１　医学朝转化医学模式转移对医学期刊的影响

１１　转化医学论文数量持续增多　近年来转化医学
论文数量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８１０］，而随着医学发展逐

渐进入转化医学时代［４７］，可以预期，未来数年甚至数

十年内相关论文数量还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

１２　转化医学专业期刊相继创刊并优势明显　随着
转化医学论文数量增多，转化医学专业期刊也孕育而

生。转化医学专业期刊创刊之初，就将报道的重点放

在转化医学研究，在编委会筹建、审稿专家遴选等方面

更有针对性，也就更易把握研究的热点方向；再者，较

之非转化医学专业期刊，从“专业对口”的角度来讲，

作者也更愿将稿件投向专业期刊。姚亮等［８］和应倩

等［９］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现象。

１３　非转化医学专业期刊介入报道转化医学研究成
果　转化医学这一概念是在非转化医学专业期刊上首
现。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转化医学的重要性，非转化

医学专业期刊也开始争相发表转化医学研究论文。李

宁等［１０］运用引文分析方法发现国外影响力高的转化

医学研究文章都没有发表在转化医学专业期刊上。由

此可见，非转化医学专业期刊在促进转化医学发展方

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其同样可以刊发优质

的转化医学研究论文。

２　转化医学期刊办刊经验和发展举措总结

２１　现有转化医学专业期刊的办刊模式　尽管目前
国内外转化医学专业期刊只有３０余种，但其对推动转
化医学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因此，总结它们的办刊模

式，对于制订相关发展建议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２１１　国外转化医学专业期刊办刊特点及模式　１）
有特定的高度关注的报道方向和学科领域。２）期刊
类型细化多样，除了有涉及各个相关研究领域的综合

性期刊之外，还分化出多种只聚焦某一领域的细分学

科期刊。３）国际化的编委会和审稿专家队伍。例如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共有来自
美、英、法、中等２０个国家３２１位编委会成员。４）必须
同行评议，同行评议是国外转化医学专业期刊审稿程

序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和步骤。５）多数期刊有大型出
版集团的支持。６）开放存取。
２１２　国内转化医学专业期刊办刊特点及模式　１）
走自 主 化 的 国 际 化 办 刊 道 路。如 《Ａｎｎａｌｓ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在２０１３年４月创刊之初就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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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走有别于“借船出海”的国际化办刊之路，通过主动

打造国际化的专家队伍、向国内外专家约稿、完全同行

评议等方法很快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５
日进入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１１］。２）举办专业论坛，积极提
升杂志的影响力。如《转化医学杂志》利用承办第 ４
届中美临床和转化医学国际论坛的契机召开编委会会

议，既扩大了杂志的影响力，又进一步明确了办刊方

向。３）期刊类型细化。我国近年来新获刊号的转化
医学专业期刊中，除《转化医学杂志》《转化医学电子

杂志》是综合性期刊外，其他均为只关注某一特定研

究领域的细分学科期刊。４）申报基金项目，获取办刊
经费。《临床转化神经医学》（英文）即通过申请获批

２０１４年度《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实施方
案》Ｄ类（新刊创办）项目，为期刊增加了办刊经费。
２２　非转化医学专业期刊吸引转化医学研究人员投
稿的措施　如上所述，非转化医学专业期刊对于促进
转化医学研究发展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分析非

转化医学专业期刊采取了哪些举措用于吸引转化医学

研究人员投稿对于制订发展规划也很重要。

２２１　设立《转化医学》栏目　目前，如《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等顶级期刊几乎都设置了转化医
学性质的栏目，这些国际一流名刊本身就名满天下，再

加上特设《转化医学》栏目，无疑更能吸引优质稿源；

而国内期刊，如《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亦设置了

《转化医学》栏目，并在该栏目征稿启事中明确征稿方

向，同时对此类稿件开辟快速发表通道。

２２２　积极约稿　虽然不少期刊并未开辟《转化医
学》专栏，但其非常重视转化医学研究，主要体现在通

过积极约稿报道相关研究成果。如《中国实用外科杂

志》《医学与哲学》等都曾组织专家撰写过转化医学研

究专题文章，相关文章在业内的影响力也非常不错。

３　建议

３１　高度关注转化医学研究领域的动态
１）关注政府部门出台的有关转化医学发展的政

策。当前在我国，转化医学已成为国家在生物医学领

域里一项重大的政策［３］，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以

支持和推动转化医学发展，如医学科技发展“十二五”

规划中明确写道：“要建立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

恶性肿瘤、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精神心理疾患、呼吸

系统疾病、出生缺陷等３０～５０个临床／转化医学研究
中心。”本刊即参照这些政策中指明的未来我国转化

医学发展的重点学科方向进行选稿和组稿。

２）关注转化医学研究专项基金资助项目。一般
而言，获得国家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其学术水平相对

较高，所产生的科研论文历来都是科技期刊争相抢夺

的优质稿源，在转化医学时代想必依旧如此。

３）关注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的科研进展。转化医
学研究中心无疑是转化医学科研成果最重要的集中产

出地，医学期刊编辑通过观察其科研动态，更易于把握

转化医学研究的热点方向以指导选稿和组稿。倘若能

与这些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建立联系，在向他们约稿

的同时争取将该科研团队的学术论文打包集中刊发在

杂志上，对于提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将大有裨益。

３２　设立《转化医学》栏目　转化医学受到医学科研
工作者的重视已毋庸置疑，目前国内外许多医学期刊

已在争相报道转化医学研究成果。如何在众多期刊中

脱颖而出，刊发更多的相关研究论文并提升影响力？

结合目前非转化医学专业期刊的经验佐证，笔者认为

通过设立《转化医学》栏目，并借助多种途径发布征稿

启事，既能在吸引更多作者投稿的同时，还可使专业读

者尽快了解所需的信息并加以引用。

３３　加大对转化医学稿件的组稿力度　深度报道，内
容制胜，已是当今期刊发展的必然方向。单单通过设

立《转化医学》栏目坐等作者投稿远远不够，还需要通

过组织与邀约来高质量的稿件才能进一步提升栏目乃

至期刊的知名度［１２］，当知名度提升后，自然又会吸引

更多的作者投稿，也更加方便组稿，形成一种良性循

环；而如果稿源有限，无法常设《转化医学》栏目，那么

组稿的作用就更明显。本刊就曾于２０１０年约稿转化
医学论文２篇，刊登后被引频次分别达到２７和２３次，
组稿之一《转化医学的基本概念》更是被评为精品期

刊顶尖论文（Ｆ５０００论文）。再者，目前笔者已成功向
广州市乳腺癌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的宋尔卫教

授、广州市小儿白内障临床医学研究与转化中心陈伟

蓉教授、中华医学会实验外科与转化医学学组委员张

琪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转化医学中心邓宇斌

教授等多位转化医学领域专家约稿，以进一步提升本

刊在转化医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３４　以转化医学的视角去选稿［１３］

１）提倡选择有临床应用价值的基础研究稿件。
本刊近年来已不再刊登诸如《气虚血瘀型Ｃｏｒｔｉ器毛细
胞损伤动物模型的建立》一类临床转化能力较弱的基

础研究稿件，却加大了诸如《ｍｉＲ１４５联合替莫唑胺对
Ｕ２５１胶质瘤细胞恶性行为的影响》这些有着临床转化
潜能的基础研究稿件的刊登力度。

２）对转化医学热点研究领域的报道要细化。目
前，转化医学关注的重点领域多且分散，一本期刊若想

面面俱到实在太难，反而不如细化报道方向，侧重于其

一则更能做到有的放矢。《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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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的做法就值得借鉴，其稿约中明确指明该刊
特别关注肿瘤微环境、疾病生物标志物、细胞／组织及基
因治疗等１６个方面，且每个方向都有专职编辑负责。
３）加大对中医中药转化医学文章的报道。本刊

近年来一直对如《宣白承气汤预先给药对脓毒症大鼠

肠上皮机械屏障保护作用机制研究》《槲皮素对内毒

素诱导急性肺损伤大鼠的作用机制》一类具备转化潜

能的中医药文稿予以扶持发表，而屠呦呦教授受祖国

传统医学启发成功实现中药青蒿向青蒿素的转化并荣

获诺贝尔奖的事实再次证实，中医中药转化医学大有

可为，这也更加坚定了本刊未来继续加大此类稿件刊

发力度的信心。

３５　优先选择复合型的转化医学人才进入专家队伍
　转化医学是一种新的医学研究模式，涉及多个学科
领域，仅有临床经验或基础医学知识的单一型专家并

不能完全满足转化医学研究的要求，所以应改为优先

选择兼备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等研究背景的复合型专

家成为期刊专家库成员，倘若能有针对性地吸引到目

前已就转化医学研究热点问题发表过文章的专家则是

更好。此外，期刊专家特别是编委的国际化，是期刊走

向国际的必备条件，且转化医学在欧美等国的发展要

比国内更早些；因此，积极吸纳国际转化医学专家进入

期刊专家队伍应受到我国期刊人的重视，而《Ａｎｎａｌｓ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的成功也验证了这一点。
３６　创新审读流程　国内期刊目前大部分审稿专家
还是单一型专家，而期刊要想在短期内吸纳众多的复

合型专家对论文进行审读也绝非易事；因此，创新审读

流程就显得非常必要。既然转化医学涉及多个学科领

域，那么在进行论文审读时，就针对论文所涉及的学科

多邀请几位专家共同参与。闻浩等［１４］介绍的在针对

肿瘤学的研究论文进行审读时会同时安排临床肿瘤

学、影像学、分子肿瘤医学，甚至医学工程材料方面的

研究人员共同参与的方法就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因

为这一做法更符合国内期刊的实际。

３７　以转化医学理念培养编辑人才　转化医学是一
个崭新的概念，将医学期刊的主体 编辑培养成能

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双向转化中发挥能动作用的

“桥梁”式人才，有助于保证医学期刊成为搭建医学创

新与成果转化的重要桥梁；因此，在培养编辑人才时，

应指导并要求其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主动、认真学习

转化医学有关知识，充分利用和拓展相关资源，深度参

与医学科技成果转化［１５１６］。笔者近年在本刊主办单

位领导的指导下，积极思索如何将转化医学的发展与

办刊联系在一起，目前已承担３项关于转化医学的省
级科研项目，并发表了相关论文２篇。未来，笔者还打

算借助本刊主办单位之一广东省医学会的影响力，与

省内的转化医学研究专家一起打造广东省医学会转化

医学专科分会这样一个融合了专家、编辑等于一体，致

力于促进广东省转化医学学术交流平台的建设。

３８　积极举办／参与转化专业学术会议　转化医学的
发展日新月异，国内外不时都有转化医学专业学术会

议召开以促进学术交流。期刊通过举办和参与此类学

术会议，一是可以了解最新的转化医学研究进展，二是

能近距离向参会专家约稿，三是能提高期刊的曝光率。

本刊即计划待广东省医学会转化医学专科分会成立后

参办转化专业学术会议。

３９　积极新办某一特定领域的转化医学专业期刊　
从目前国内外已经创刊的转化医学专业期刊类型来

看，除了少部分是关注所有领域的综合性期刊外，大部

分是关注某个领域的细化型期刊，且一般而言，在一个

新兴领域或者特定的细化研究领域创办新刊，由于同

类型期刊较少，其竞争压力较小，也就较易取得成功；

故而有学者［１７］预测，根据国际期刊分化的现状，未来

我国关注的热点疾病研究领域（如各类肿瘤、免疫学、

心血管疾病、传染病学、精神疾病等）和某些生物领域

（遗传学、系统生物学、生物标志物、合成生物学等）的

专业性转化医学期刊可能还将陆续创刊。我国期刊人

如能审时度势，积极创办特色期刊，则无疑更能适应转

化医学时代对期刊发展带来的挑战。

３１０　融合其他期刊发展策略　身处转化医学时代的
医学期刊还同时处于新媒体时代、大数据时代、数字化

时代、“互联网＋”时代，这些不同的时代同样对期刊的
发展提出了各异的要求；所幸，国内外期刊人就此提出

了多种发展策略予以应对［１８１９］。将这些发展策略与

转化医学时代医学期刊发展策略融合在一起，才能齐

头并进［２０］。比如，《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就
邀请一批国内专家学者对其刊发的部分优秀文章和精

彩内容进行点评和解读，然后通过网站（丁香园）、微

信号（“科研时间”）、微博、Ａｐｐ客户端等多种途径予
以发布，供读者阅读。

４　结束语

　　转化医学是近２０多年来国际生物医学领域出现
的新概念，转化医学研究的开展更是一种医学研究模

式及研究理念的升华。期刊人要以广义的转化医学概

念为引领，时刻将“转化”２字嵌入办刊的日常工作中，
经常思考哪些方法才能促进期刊发展。这样才能保证

思想认识到位和行动无偏差，真正重视并报道好转化

医学研究成果，迎合转化医学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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