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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微信公众平台应用现状调查分析及提升策略
———基于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开通情况的分析

徐小明　董燕萍　杨　扬　鲍夏茜　王攀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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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华医学会１７４种系列杂志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分
析其微信公众平台开通和运营状况，总结这些微信公众号存在

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为推动医学期刊数字化建设以

及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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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平台的主要作用是为用户提供获取资讯、

方便生活和学习知识的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１］。由于

微信公众平台能够方便、快捷地将信息直接推送到受众

手机上，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因此受到传统媒体越来越

多的关注，成为当下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渠道之

一［２］。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相比新媒体，传统医学期刊

正面临受众范围过窄、传播途径有限以及读者流失速度

加快等问题，微信公众平台的问世为传统医学期刊传播

学术信息提供了新的途径［３］。传统医学期刊如果想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下抓住机遇寻求更大发展，应该积极主

动地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推动其在医学期刊中的应用，

进而扩大自身的学术影响力，提升传播效率，改善经营

现状［４］；因此，调查和分析医学期刊微信公众号的运营

状况对医学期刊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１　研究方法

　　以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华医学会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ｍａ．ｏｒｇ．ｃｎ／ｘｉｌｉｅｚａｚｈｉ／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公示的１７４

种医学期刊为调研对象，包括中华系列９２种、国际系
列２４种、中国系列 １５种以及电子版系列 ４３种，于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通过手机微信“添加好友”，分别以
杂志全名、杂志名称前缀、杂志英文全拼和杂志拼音缩

写为检索词，逐个检索公众号，并对检索结果进行筛

查，共统计出７６种医学期刊已开通微信公众号，除推
送消息平均阅读次数（统计日期为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５日）
外，其余统计数据截止日期均为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０日。

２　数据分析

２１　开通情况　对１７４种医学期刊进行调查统计，最
终筛选出７６种已开通微信公众平台的医学期刊，占比
４３７％（７６／１７４）。从期刊系列来看，中华系列 ５０种
期刊开通，占比５４．３％（５０／９２），国际系列１０种期刊
开通，占比４１．２％（１０／２４），中国系列１种期刊开通，
占比６．７％（１／１５），电子版系列１５种期刊开通，占比
３４．９％（１５／４３）。
２２　基本资料　微信公众平台基本资料分析主要包
括微信头像、官方认证、注册单位、自定义选单以及欢

迎语等５部分。
微信公众平台允许用户上传照片设置自身头像。

从调研结果来看，有６０种期刊采用本刊封面作为微信
公众号的头像，占比７８．９％（６０／７６），８种期刊采用包
含本刊中文名称的图片作为微信公众号的头像，占比

１０．５％（８／７６），２种期刊采用仅包含本刊英文名称的
图片作为微信公众号的头像，占比２．６％（２／７６），６种
期刊采用既不含本刊中文名称也不含英文名称的图片

作为微信公众号的头像，占比７．９％（６／７６）。
微信认证不仅可以使注册的微信公众号更加“正

规化”和“合法化”，而且可以使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者

获得更加强大的功能和全面的服务。从调研结果来

看，共有 ４１个微信公众号完成了微信认证，占比
５３．９％（４１／７６）。统计分析微信公众号认证日期，可以
初步了解各期刊运用微信公众平台提升本刊影响力的

总体进度，结果如表１。可以看出，大部分微信公众号
认证日期都集中在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９月，２０１４年完成认
证的微信公众号数量较少，只有２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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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微信公众号认证日期

微信公众号认证日期 数量

　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０
　２０１４０４—０６ １
　２０１４０７—０９ ０
　２０１４１０—１２ １

微信公众号认证日期 数量

　２０１５—０１—０３ ６
　２０１５０４—０６ １６
　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１２
　２０１５１０—１１ ４

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者可以以单位或者个人名义注

册微信公众号。调研结果是：３３种期刊以个人名义注
册，占比４３．４％（３３／７６）；２０种期刊以《中华医学杂
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名义注册，占比２６．３％（２０／７６）；
１５种期刊以本刊编辑部或者承办单位名义注册，占比
１９７％（１５／７６）；６种期刊以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有限责任公司名义注册，占比７．９％（６／７６）；２种期刊
以广告设计公司名义注册，占比２．６％（２／７６）。

微信公众号的功能介绍是用户了解微信公众号功

能和定位的重要渠道之一。此次调研的结果如下：

１９个微信公众号在功能介绍一栏中详细介绍了期
刊的功能、定位及创办年份等信息，占比２５．０％
（１９／７６）；１０个微信公众号主要介绍微信公众号的
功能及所要发布的信息，占比 １３．２％（１０／７６）；５
个微信公众号简要介绍本刊发文情况，占比 ６．６％
（５／７６）；３７个微信公众号介绍过于简要，无相关详
细功能的描述，占比 ４８．７％（３７／７６）；５个微信公
众号在该栏中无任何与期刊功能和定位等相关的

信息介绍，占比６．６％（５／７６）。
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被关注的微信公众号会向

所关注的用户推送一条欢迎语，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者

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设置欢迎语的内容，以吸引关注用

户进一步关注或者浏览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内容。调研

结果是：２２种期刊采用微信公众平台系统默认的欢迎
语，占比２８．９％（２２／７６）；２７种期刊自己设计了欢迎
语，欢迎语中的内容主要包括推送信息介绍、期刊信息

以及祝福语等，占比３５．５％（２７／７６）；２７种期刊未设
置任何欢迎语，占比３５．５％（２７／７６）。
２３　消息推送情况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首次推送日
期、推送频率、推送内容、平均阅读次数、高阅读量消息

类型分析等指标，综合评价医学期刊各微信公众号推

送消息的数量和质量。

用户点击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可以查看该微信

公众号所发布的全部历史消息。本文统计分析了各期

刊开通微信公众号后首次推送消息的日期（排除７个
未推送或者只推送了１条消息的微信公众号），结果
如表２。可以看出，２０１３年开始推送消息的微信公众
号数量较少，从２０１４年第４季度开始，数量明显增加，
其中２０１５年第４季度达到１６个。

表２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微信公众号首次推送消息日期

消息首次推送日期
微信公众

号数量

　２０１３—０１—０３ １
　２０１３０４—０６ ３
　２０１３０７—０９ １
　２０１３１０—１２ ２
　２０１４０１—０３ ３
　２０１４０４—０６ ４

消息首次推送日期
微信公众

号数量

　２０１４—０７—０９ ５
　２０１４１０—１２ ５
　２０１５０１—０３ １４
　２０１５０４—０６ １４
　２０１５０７—０９ １６
　２０１５１０—１１ １

微信公众号推送消息的频率和消息模式，可以较

好地反映其运营状况。本文系统地统计了７６种已开
通微信公众号的医学期刊推送消息的频率，分别以日

均、周均和月均推送消息数量为统计指标。调研结果

是：８个微信公众号从未推送消息或者只推送１条消
息；３个微信公众号基本可以达到日均推送１次，分别
为《中华医学信息导报》《国际中医中药杂志》《中华眼

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推送次数小于日均推送１
次而大于周均推送１次的微信公众号有２６个；小于周
均推送１次而大于月均推送１次的微信公众号有１９
个；２０个微信公众号月均推送次数小于１次。此外，
从推送消息的模式来看，以单图文消息为主的微信公

众号有３５个，模式不固定（间接推送单图文消息和多
图文消息）的有１４个，以多图文消息为主的有２７个。
微信公众号推送消息的内容是吸引读者、扩大本刊影

响力最重要的前提条件。由分析上述图文消息可知，

各个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消息主要以本刊文章和学术会

议为主。

微信公众号推送消息的阅读量可以很好地反映其

用户的关注度，也是评价一个微信公众号运行质量的

重要指标。考虑到每周工作日为５ｄ以及微信公众平
台的时效性，本文以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０日为时间点，于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５日统计分析这７６个微信公众号在该时
间点前推送的５条消息的平均阅读次数（排除推送消
息数量不到５次的１１个微信公众号），见表３。统计
结果是：平均阅读次数在 １００次以内的比例较高，占
３０．８％（２０／６５）；１０００次以上的微信公众号有７个，占
１０．８％（７／６５）。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统计结果来
看，有２个微信公众号曾推出过阅读次数超过１万的
消息，分别为《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和《中华

皮肤科杂志》。

目前微信公众号的功能主要有２方面：一方面是
实现自我宣传的功能，一般情况下，关注人数超过１００
基本上就可以实现这方面的功能；另一方面是通过增

加关注用户数量而后投放广告实现盈利，此时关注人

数一般要超过１万。从本次统计结果来看，大部分微
信公众号都实现了自我宣传的功能。

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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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０日前微信公众号推送的
５条微信消息平均阅读情况

平均阅读次数
微信公众

号数量

０～１００ ２０
１０１～２００ １０
２０１～３００ ７
３０１～４００ ４
４０１～５００ ８
５０１～６００ ３

平均阅读次数
微信公众

号数量

６０１～７００ １
７０１～８００ ３
８０１～９００ ０
９０１～１０００ ２
＞１０００ ７

为进一步分析用户关注度高的消息类型，优化微

信公众平台消息的推送模式，本文选取表３中运营较
为成熟的微信公众号（５条微信消息平均阅读次数＞
５００，且推送消息类型≥３类），共计１１个，作为分析对
象。结果显示，这些微信公众号推送的内容主要有本刊

文章、本刊新闻、会议消息、人物专访、专家笔谈、本刊目

录、学术动态、征文启事、事迹报道、活动投票这几类。

以阅读次数的高低，对这些类型的消息进行排序，

结果表明，人物专访类消息排名第一的有３个微信公
众号，会议消息类排名第一的也有３个，本刊文章类排
名第一的有２个，本刊目录类、事迹报道以及活动投票
类排名第一的分别有１个。

上述结果表明，微信公众号不仅可以用于推送本

刊文章类消息，会议以及人物专访等类型的消息也有

较好的传播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中华眼科杂志》通

过微信平台发布的征文启事，其阅读量达到４３００次，
表明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成为一个良好的征文平台。

３　讨论

３１　医学期刊开通微信公众平台的必要性　首先，必
须认识到数字化是未来出版业的发展之路［５］。长期

以来，传统医学期刊在促进医学各学科发展、推动学术

交流、培养基础与临床医学专业人才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６］；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传统期刊

受到了迅猛发展的新媒体的巨大冲击。在这种时代背

景之下，传统医学期刊的缺点，例如传播途径比较单

一，传播范围比较狭窄，传播对象比较局限以及时效性

差等，被无形地放大。微信公众平台是继微博热潮之

后又一个活跃于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自２０１２年８月
问世以来，迅速吸引了大量关注用户，基于微信庞大的

受众群体，各种广播电视媒体、出版社以及杂志等纷纷

利用该平台，建立自己的新媒体平台。

分析微信公众平台的特点，不难发现，微信公众平

台具有时效性强、传播速度快、操作简便快捷、信息交

流高效以及传播范围广等优点，可以很好地弥补传统

医学期刊的缺点和不足［７］；因此，传统医学期刊开通

微信公众号既符合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数

字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同

时，对于传统医学期刊而言，这也为其加快自身发展提

供了宝贵的机遇和挑战。传统医学期刊应该依托自身

优质的内容资源，积极建立并利用微信公众号，打造一

个与作者及读者交流互动的高效的信息服务平台，提

升自身的影响力。

３２　医学期刊创建微信公众平台存在的问题　此次
调查结果表明，虽然一半以上的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

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但许多杂志对微信公众平台的作

用认识不明确。主要表现如下：１）内容更新速度慢；
２）推送消息内容单一；３）微信公众平台头像设计及功
能介绍过于简略；４）微信公众平台功能运用及了解不
够深入。

首先，此次调查结果是，共有２８个微信公众号推
送频率低于１次／月，占所有开通微信公众号数量的
３６．８％（２８／７６）。由于目前开通的微信公众号数量巨
大，且大部分用户都是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微信公众

号的内容；因此，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推送频率，该微信

公众平台就无法给用户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也无法

建立可靠的用户忠实度，没有一定的用户忠实度，也就

失去了建立微信公众平台的主要意义。

其次，此次调查结果显示，部分微信公众号推送的

消息内容过于单一。例如，共计３５个微信公众号推送
模式基本以单图文消息模式推送，占所有开通微信公

众号数量的４６．１％（３５／７６）。虽然在互联网时代微信
公众平台更受读者青睐，其用户数量也远远超过传统

医学期刊的发行量；但是不可否认，传统医学期刊也有

其自身的明显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是其掌握了大量

的优质内容。不论是传统医学期刊，还是微信公众平

台的发展，都应遵循“内容为王”的不变定律，这也是

两者生存发展的根本［８］。如果传统医学期刊在运用

微信公众平台提升自身品牌影响力的过程中无法充分

利用其自身掌握的大量优质内容，长此以往，不仅会失

去建立微信公众平台的意义，而且在发展过程中还会

面临更多的瓶颈。

此外，部分微信公众号头像设计和功能介绍过于

单调和简略。微信公众号头像设计得好坏和功能介绍

是否恰当，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用户对该公众号的第一

印象，精美的头像设计以及详略得当的内容介绍可以

有效提升用户的体验。然而，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８
个微信公众号采用只带本刊英文名称或者中英文名称

都不带的图片作为微信公众号的头像；有４２个微信公
众号功能介绍一栏要么缺乏对本微信公众号详细功能

的描述，要么无任何文字描述，用户无法了解微信公众

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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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定位与功能，这将直接降低用户体验。

除上述问题外，医学期刊微信公众号还存在另外

一个问题，即对微信平台功能运用及了解不够深入。

主要体现在图文消息的图片视觉效果、微信认证以及

欢迎语的设置上。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微信公众

号在推送图文消息（包括单图文和多图文消息）时，消

息界面的图片显示不完全或者与消息内容关联性小，

对用户的吸引力有限。微信公众号完成微信认证之后

可以解锁很多功能选项，大大提高微信运营者的权限。

从目前来看，只有４１种期刊完成了微信认证，勉强达
到一半。另一项与用户体验息息相关的欢迎语一栏，

只有２７个微信公众号自己设计了欢迎语的内容，其余
微信公众号则采用微信公众平台默认的欢迎语或者未

设置欢迎语内容。

３３　医学期刊微信公众平台改进和完善措施
１）保证推送频率，丰富推送内容。保证一定的推

送频率是保障关注用户忠诚度的重要前提条件，还可

以使用户形成稳定的阅读习惯。微信公众号运营者应

根据自身情况，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努力保证一定的

推送频率，推送周期不宜太长。在推送内容方面，微信

公众号应该丰富推送的内容。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大

部分微信公众号主要推送本刊发表的论文，模式过于

单一。应丰富推送内容，例如，可推送本学科领域最新

研究进展、会议消息以及本刊近期所获得的荣誉等等，

全方位、多角度的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２）完善基本信息，深入发掘功能。微信公众号设
置主要包括头像、功能介绍和认证情况３个方面。各
医学期刊应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头

像照片、完善功能介绍一栏内容、尽快完成微信认证。

头像照片的选择和设计应尽量让关注用户对照片和杂

志之间形成直接联系，选择期刊封面相对而言是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期刊封面是期刊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对于关注用户而言，可以迅速与期刊本身建立起联系，

对于提升期刊知名度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外，未

完成微信认证的公众号应尽快完成微信认证，以方便

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者获得更丰富的运营权限，使其可

以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最终大大提升用户体验。

３）依托自身优势，增加关注用户。传统医学期刊
具有良好的自身优势，包括优质的内容资源、成熟的编

辑队伍以及高效的稿件处理模式等［９］。无论是新媒

体，还是传统医学期刊，其发展都离不开优质的内容资

源，即“内容为王”；因此，医学期刊微信公众平台应积

极发掘和利用自身优势，分析用户关注度高的消息类

型，借鉴新媒体发展思路，努力打造一套多元化的运营

模式，吸引更多的关注用户，提升期刊影响力，加快自

身发展。此外，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利用自身集群化的

优势，以专业学科频道命名开通的耳鼻喉空间、妇产科

空间和呼吸科空间等微信订阅号服务平台，有更多的

关注用户以及阅读点击次数，这也为今后完善医学期

刊微信公众平台提供了新的途径［１０］。

４）提升用户体验，扩大盈利范围。随着微信公众
号关注用户数量增加，医学期刊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挖

掘微信公众号的经营潜力。例如，可以让用户通过微

信公众号订阅期刊，或者推送消息时投放一定量的广

告。此次调查结果表明，虽然只有２种期刊推送的消
息阅读量超过１万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还有２种期
刊推送的消息阅读量曾超过４０００次。鉴于目前这些
微信公众号运营时间都不长，运营模式还未完善；因

此，医学期刊微信公众号通过提升用户体验，发掘微信

公众号经营潜力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４　结束语

　　综上所述，微信作为当下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媒体
形式，凭借其无与伦比的时效性和便捷性，吸引了大批

用户，这个巨大的用户群体同样包含着传统医学期刊

最重要的阅读人群———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科研工

作者；因此，医学期刊应利用好微信公众平台，努力将

传统期刊与新媒体融合起来，加快自身数字化建设，提

高办刊质量，扩大期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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