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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封面设计：基本规范·主要类型·图片获取

———以《岩石学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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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期刊国际化进程日趋加快，期刊封面设计个性
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增强刊物对读者的吸引力、推进期刊品

牌效应、扩大发行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期刊封面设

计的基本规范、主要类型的阐述，结合实例剖析封面图片应如

何获取，分析与说明期刊封面设计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设计理

念和构创思路，以期引起相关人员的关注，并为实践和研究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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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科技期刊在内容、编校、印刷质量和装帧设计等方

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研究表明，在影响期刊综合效益

的各个因素中，封面设计占７５％，刊名和口碑占１５％，
刊物内容占１０％［１］。由此可以看出，科技期刊的核心

竞争力在于其品牌效应和个性化程度。传统科技期刊

的封面早期主要起保护期刊的作用，尤其是其昏暗的

色彩和单调版式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２］。目前的

科技期刊封面已逐步摒弃过去单调、刻板、雷同的弱

点，而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风格特征。

科技期刊的封面是期刊的“门面”，是期刊作用于

读者的最初、最直观的视觉感受和印象，它既突出了期

刊的个性化特征，又展示了其自身的形象和风貌［３４］；

因此，个性化的的封面能多方面体现期刊品牌的特征，

成为构成期刊品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期刊

品牌和形象最重要、最直观的体现。此外，独特的期刊

封面一定要符合本刊的发展方向，体现刊物的风格和

特色，遵循其办刊方针和宗旨，尤其应注意与刊物的内

容相关联，尽量突出本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

１　科技期刊封面设计的基本规范

　　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封面设计主要依据《期刊出版
管理规定》《期刊编排格式》《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等中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要求公开发行的期刊，其封

面必须具备以下内容，如刊名，包括可能有的副刊名和

并列刊名；出版年、卷号、期号，或出版年、期号；主办者

（刊名已表明主办者除外）；出版者（必要时）；中国标准

连续出版物号；条码；等等［５］。在实际设计封面时应避

免刻板僵化，应灵活变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学术严谨性。科技学术期刊的宗旨是传播科
研成果和科学技术知识，这是科技期刊的根本学术属

性；因此，封面图片不应过于艳丽花哨，应当严肃正式，

符合学术界读者的审美品位，营造一种特有的学术氛

围［６］。此外，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读者的学术层次也

不相同，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内，在不同层次的受众面前

也要展现学科的专业性。

２）编排的规范性。科技期刊标注的信息主要包
括刊名、年卷期、ＩＳＳＮ、ＣＮ号、条码等，这些是期刊间
相互区别的特定标志，也是期刊登记、著录、检索、装

订、管理的依据；所以应准确标注期刊的这些信

息［７８］。此外，封面设计应规范使用字符，因为字体类

型、字型大小、文字信息位置布局等因素对封面设计风

格和信息传播效果都有一定的影响。

３）设计的简洁性。科技期刊封面应简洁明了，除
必要信息以外，尽量减少冗余信息，即使是背景信息也

不可过多过滥，力求简洁抽象但寓意深刻丰富［９］。将

读者注意力聚焦在刊名和封面图片等主要信息上。应

注意的是，不宜过于频繁地更改封面的设计风格和理

念，这既表现在时间序列上的稳定性，也体现在空间上

的对称与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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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表达的多样性。不同学科间和相同学科内的
封面图片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千差万别，各具特色［１０］。

有以原始研究数据展现科研之精，图片采自原文，构图

简单直接，表达简明准确，省时省力；也有以艺术改编

和再创图示科研之趣，通过艺术手法改编图片和再创

科学故事，丰富封面内容，提高美感体验；还有以摄影

与绘画礼赞科研之美，摄影和绘画最易为大众接受，生

成轻松、有效的感知方式，引起读者共鸣，以达到信息

的有效传递。

５）艺术的创造性。科技期刊的封面设计是一种
艺术创造活动，它将构成封面的基本要素按照一定规

律和秩序排列组合，互相协调，突出版面主题，统一构

图格调，使空间和形态上协调一致［１１１２］。在设计理念

上，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在设计创意上，精心设计，巧

妙构思，尽量做到原创；在表现手法上，不拘于形式，勇

于探索：以凸现科技期刊的艺术美为目标。

２　国内外科技期刊封面的主要类型

　　国内外一些优秀期刊，如《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ｅｌｌ》《Ｌａｎｃｅｔ》《ＰｈｙｓｉｃｓＲｅｖｉｅ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Ｃｅｌ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以及《中国科学》系列、《科学通报》、中华医
学会系列杂志的封面各具特色。基于对大量期刊的调

研，可以将科技期刊的封面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类型［１３］。

１）封面没有图片，只有刊名、年卷期号、主办单
位、出版单位、ＩＳＳＮ、ＣＮ号等必要信息，色调单一，或
呈条纹渐变色，多色块组合叠加等形式。此类封面颜

色比较单一，呆板，没有自己的风格。

２）封面设置与本刊专业不相关的图片，如自然环
境、人文地理、风景、科普等图片，只起到增加观赏性的

作用。这样设计的封面虽然外表美观，但缺点亦十分

明显，即不严谨，专业性不强，与本专业毫无关联。

３）封面放置广告，广告内容为医疗器械、工程装
备、实验仪器等，其作用不是突出学术价值和科研主

题，而是为获得商业利益，学术氛围不浓，不适合专业

类学术型期刊。

４）期刊采用与本专业知识有关的图片作为整体
背景，能较好地反映学科特点，体现学科定位。此外，

也用抽象的概念图片作为封面，试图以抽象的概念表

达具体的科研主题，一般一年内各期封面相同，极个别

期刊几年内都不更换。应该注意的是，长期一成不变

的封面，会削弱期刊的学术内涵和感染力。

５）封面采用每期重点文章里的图片，辅助以简明
的色彩和简约的线条，总体风格简约而不简单，使之既

体现了学术的严谨性，又体现了审美的艺术性，能吸引

读者的注意力，突出每期的主题和学术内涵；但过于频

繁更换封面会增加印刷成本。

３　《岩石学报》封面图片获取实例

　　《岩石学报》主要报道岩石学领域各学科包括岩
浆岩石学、变质岩石学、沉积岩石学、岩石大地构造学、

岩石同位素年代学和同位素地球化学、岩石成矿学、造

岩矿物学等方面的重要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同

时刊载综述性文章、问题讨论、学术动态以及书评等。

其正文中的图件多涉及区域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元素

判别和构造演化等，从美观、实用性和实际效果等方面

考虑，这些图件不适合作为期刊封面；因此，本刊选用

经典的岩石、矿物或构造现象等作为封面。若封面每

期都更换又显得过于杂乱，所以，本刊封面采用一年一

换，年度内各期相同，这样既体现了连贯性又突出了变

化性。

３１　针对最新科研发现选取图片　现代海底黑烟囱
及其硫化物矿产的发现，是全球海洋地质调查近１０年
中取得的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之一，因其与海底成矿、生

命起源等重大问题有关而成为国际科学前沿；但因现

代“黑烟囱”分布在海底，仅有美、德、法、加、日等少数

国家有能力开展研究。科学家于是将目光投向了陆地

上的“黑烟囱”化石，但迄今仅在俄罗斯、爱尔兰发现３
亿至４亿年前的“黑烟囱”残片。
２００２年，北京大学李江海课题小组首先在山西五

台山地区发现了古海底“黑烟囱”残片，又于当年 １０
月在河北兴隆发现了保存完整的古老“黑烟囱”，初步

判断其地质年龄约有１４３亿“岁”。这是世界上首次
发现完整的古海底“黑烟囱”，这些亿万年前生长在海

底的“黑烟囱”不仅能喷“金”吐“银”、形成海底矿藏，

而且很可能与生命起源有关。

２００３年，《岩石学报》先于新闻报纸记者以中国元
古代地层中发现“黑烟囱”的图片作为封面，“黑烟囱”

本身又是块状硫化物多金属矿床的一部分，它涉及矿

产资源的形成理论。此外，“黑烟囱”代表着生命起

源，因为现代深海观测表明，在海底几千米深处发现有

生物存在，这些生物靠的不是光合作用，而是海底热液

生存；热液为生物提供了生存的能源，生物起源于深海

的假说是当前世界科学研究的热点。从远处看，“黑

烟囱”外形像一个人脸，有眼睛、有嘴，如果再仔细看，

又像一个婴孩的形状，象征着一个生命的诞生。从以

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黑烟囱”既涉及矿产资源，又

与生命起源相联系；因此，我们选择了这一具有科学意

义的图片作为期刊封面（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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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岩石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２期封面

３２　针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选取图片　地球是由地
壳、地幔和地核组合而成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地
质学家们只能对地壳浅层岩石的研究来反演地球的形

成和演化，而对地球深部的研究只能通过地球物理的

手段，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多解性。１９９３年美国制
定《大陆动力学计划》，随后，许多国家及有关的国际

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先后制定了自己的大陆动力学研

究计划，如欧洲的地学大断面计划（ＥＧＴ）、法国的
ＥＣＯＲＥ计划、英国的ＢＩＲＰＳ计划、意大利的国家计划、
加拿大岩石圈探测计划、国际岩石圈１０年计划、国际
地学大断面计划（ＧＧＴ）等；２００４年美国又提出并开始
执行《地球透镜计划》（Ｅａｒｔｈｓｃｏｐｅ）。
２０００年７月，我国实施“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

（ＣＣＳＤ），是国家“九五”重大科学工程项目之一。该
项目是利用深部钻探技术开展地学研究的高科技系统

工程，在具有全球地学意义的大别—苏鲁超高压变质

带东部（江苏省东海县）实施科学深钻，是继苏联和德

国之后第３个超过５ｋｍ的科学深钻，具有深远的科学
研究意义，有助于了解地球内部深层的地质情况。

我们对这个项目连续追踪了５年，每年出一个专
辑。项目进行到第２年时，我们约请该项目首席科学家
许志琴院士组织出版专辑。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７年本刊选用
钻探工程中所开采的岩芯柱样品作为当年刊物的封面

（图２和图３），视图美丽直观，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大大提升了《岩石学报》及该项科研的国际影响力。

３３　针对国家特大自然灾害选取图片　２００８年５月
１２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８．０级特大地震，其成因是龙
门山断裂带的映秀—北川断裂突发错动的结果，地表

图２　《岩石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封面

图３　《岩石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２期封面

上形成２００多ｋｍ长的地表破裂带。地震学和地质学
是地球科学研究的２个方向：地震学侧重于研究固体
地球介质中地震发生的规律、地震波的传播规律以及

地震的宏观后果等课题的综合性科学；地质学则主要

研究地球的物质组成、内部构造、外部特征、各层圈之

间的相互作用和演变历史的知识体系。二者在岩石

学、矿物学和构造地质学等方面是相一致的。尽管

《岩石学报》的办刊宗旨侧重于地质学而与地震学看

似关联不大，但我们仍抓住了这一社会与学术的双重

热点，约请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许志琴院士撰

５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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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大陆动力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理论与应用》

一文，试图从地球动力学的角度解析青藏高原的起源

及其对地震所起到的作用。

２００８年本刊采用伟晶岩中生长的绿柱石样品作
为封面图片，图片主体呈黑色调，以表示对受灾民众的

哀悼（图４）。底部的灰褐色伟晶岩代表汶川地震后形
成的废墟，而中间垂直生长的绿柱石代表在废墟中重

建的建筑物。绿色象征生命和希望，表明我国人民在

特大灾害面前和衷共济、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再现了

中华民族在艰难困苦面前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的光荣

传统。愈是苦难，愈是坚强；愈是艰难，愈是团结；愈是

磨难，愈是向前。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在凤凰涅

?中浴火重生。

图４　《岩石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封面

４　结束语

　　科技期刊的封面在传播科学知识、塑造期刊形象等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科技期刊的封面设计是科学专业

性和艺术创造性相结合的创作型劳动，既要充分体现期

刊的严肃性和准确性，又要完美展现艺术创作的灵动性

和活泼性。新兴科技、网络资源和数字技术的运用，以

及装帧技术的日臻完善，为封面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

扩展并丰富了封面设计的表现手法，使其无论在设计风

格、内容展示还是传播手段、表现形式等方面一改以往

保守单调的风格，设计更加新颖，时代色彩更加浓厚。

　　现阶段我国期刊的封面设计的总体面貌有了很大
改善，但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与外国顶级期刊的封面

在艺术原创质量、内容丰富程度、图片与期刊及成果相

关性方面还有巨大差距。未来期刊封面的设计质量，

将在吸引读者注意力，扩大期刊影响力和创立品牌效

应等方面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我们应清醒地意识

到：读图时代，期刊封面设计关乎期刊的生存；数字时

代，期刊封面设计关乎期刊的发展；信息时代，期刊封

面设计关乎期刊的竞争。希望国内科研工作者、科技

期刊编辑和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提高对期刊封面的重

视程度，增强学习意识，开展国外封面经典案例研究，

全方位提升我国期刊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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