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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虽然移动终端阅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但是否适合在医学期刊中推广

（医学期刊的属性）？

用户是否愿意利用移动终端阅读专业性较强的医学期刊（阅读需求；阅读体验）？

医学期刊开展移动终端阅读服务的方式？

国外期刊：集团出版模式为主，开发期刊App应用

国内期刊：单刊出版模式为主，开发期刊App应用？与数据库平台服务商合作？

医学期刊人关注的问题，目前文献还未见针对医学期刊主要受众所做的调查研究



研究目的

对医学院校学生、科研工作者以及医生等医学期刊核心受众进行问卷调查

了解用户的移动终端阅读需求和阅读体验，获取用户阅读特征

判断医学期刊是否适合采用移动出版形式，以及采用怎样的方式能达到较好

的传播效果

根据调查结果，利用《第三军医大学学报》平台尝试开展移动终端阅读服务



调查内容与方法：调查对象

 从《第三军医大学学报》投稿系统中选取2015年4月1日至2017年10月26日在学

报发表论文的在校医学研究生、医学院校科研工作者、医生以及医学院校教师共

计871名作者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来自国内29个省市的各大医学院校及医院机构，尽量减少选择偏倚

 选取的调查对象尽量考虑到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的各个因素（性别、年龄、

学历层次、从事的职业、职称等），并保证各种特征的调查者都有足够的样本量



调查内容与方法：问卷发放形式

采用网络问卷（问卷星）形式发放，被调查者均通过手机端/网络链

接填写，对有疑问的选项通过电话回访的形式对受访者进行调查

题目形式：单选题、多选题和填空题



调查内容与方法：问卷设计

采用自制问卷，共设计18道题，从四个维度调查

调查对象的
基本资料

阅读需求 阅读行为阅读体验



调查内容与方法：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比及构成比等形式表示，采用Excel 2013作

图，并利用Graphpad Prism 5软件对各组间率的比较进行Chi-square

或Fisher’s exac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调查结果：受调查者基本情况

共回收调查问卷325份，其中有效

问卷325份，有效回收率100%



调查结果：阅读意愿分析

 受调查者中92.31%（300人）的用户愿

意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阅读医学期刊

 医学期刊手机阅读更受20～40岁中青年

读者的喜爱

 医学期刊手机阅读更受医生的青睐
a

a：P＜0.05，与＞50岁比较
各年龄段受调查者手机阅读
意愿统计结果

a：P＜0.05，与教师、科研
工作者比较

各职业受调查者手机阅读意
愿统计结果



调查结果：

微信阅读：74.33%（223人）
App阅读： 65.00%（195人）
自适应移动端的官网阅读：31.00%（93人）

只阅读国外医学期刊：6.00%（18人）
只阅读国内医学期刊：8.33%（25人）
国外、国内医学期刊都阅读：85.67%（257人）

刊群阅读：80.00%（240人）
单刊阅读：20.00%（60人）

阅读形式需求分析



调查结果：阅读内容需求分析

1：需要阅读有一定学术深度的研究论文全文（深阅读内容）；2：需要阅读介绍国际上医学相关领域学术期刊上发
表的最新研究动态和进展的科学快报；3：需要阅读研究论文摘要（浅阅读内容）；4：最新一期期刊内容；5：需
要阅读对医学期刊内容所做的科普性质介绍的导读短文（浅阅读内容）；6：学术视频直播；7：专题定制；8：包
含手术视频等的富媒体内容；9：图文并茂的会议报道；10：继续医学教育；11：过刊阅读；12：其他内容需求

相关领域的临床最新指南；
评论性的短文



调查结果：阅读体验（功能设计）

 其他功能需求：文献下载功能，并提供

参考文献下载或阅读链接；医学相关词

汇释义/翻译功能；导入到文献管理软

件功能和自带词典功能

 阅读格式：67.00%（201人）的用户倾

向于使用PDF格式阅读医学期刊，

33.00%（99人）的用户选择使用流媒

体格式阅读
1：信息检索功能；2：个人阅读笔记和标注信息功能；3：收藏订阅
功能；4：交互式阅读功能（互动、转发、分享、评论）；5：书签
功能；6：导航功能；7：图表缩放功能；8：调整字号大小功能；9：
其他功能设计



调查结果：阅读行为

医学期刊移动终端阅读时间

＜0.5小时：18.00%（54人）

0.5～1小时：66.00%（198人）

＞1～2小时：14.67%（44人）

＞2小时：1.33%（4人）



本刊实践

借助微信公众号向核心读者群推送

与数据库平台服务商合作开展
移动出版服务



本刊实践：与数据库平台服务商合作

学术视频直播一

手术视频二

专题出版三



本刊实践：学术视频直播

 本刊特邀陆军军医大学饶贤才教授作学术报告

“生命合成与生物安全”，“学习通”新媒体部为学

报做全程直播。直播观看人数达620余人（只

统计“学习通”观看人数，不包括微信端等其他

终端观看人数）

 本刊和超星公司合作完成了“首届科技期刊青年

编辑业务大赛”的全程直播（ “学习通”观看人数

达650余人）



本刊实践：手术视频

将手术视频嵌入到

流媒体论文里面传播



本刊实践：专题出版

本刊整合已发表的文献资源，在移

动端创建并发布7个专题

本刊特增设了“评论（Comment）”

栏目，2017年第24期发表了由陆军

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和心理

学院两位专家联合撰写的专家述评

《军事应激研究进展与类战争心身

应激模型建立的思考》，并特邀程

天民院士对“类战争心身应激模型”

作创新评价



本刊实践：借助微信公众号向核心读者群推送

发布“导读”内容，引领读者“读文章”一

“科学快报”引领读者“读大刊”二

会议直击三



本刊实践：发布“导读”内容，引领读者“读文章”

2016年6月正式开通微信公众号。学报对公众号进

行了差异化设计，重点突出浅阅读的科普性内容。

设置“读文章”版块，将本刊中创新性较强、有一定

科普价值的文章挑选出来制作成导读短文作为精品

推荐向读者推送，并配上与主题相关的精美插图

对专题论文采取专题整体内容介绍的整体推送和专

题单篇文章内容介绍的单篇推送相结合的导读推送

方式。2017年11期本刊“饮水与健康”专题出版后，

以导读的形式对专题的6篇论文作了整体推送和单

篇推送



本刊实践：“科学快报”引领读者“读大刊”

对在同类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重要

意义的论文摘其要点加以翻译，以科学

快报的形式将原创性研究内容作短篇报

道，向用户介绍或导读国际上的相关领

域最新研究动态和进展



本刊实践：会议直击

对期刊界、医学界的一些重要会议，本刊在会后利用

“美篇”等软件制作成图文并茂的会议纪要，发布到朋

友圈，扩大会议影响。2017年“全军第十届医学科学

技术委员会医学编辑学专业委员会”在陆军军医大学召

开后，本刊用“美篇”App制作了相关会议纪要并在朋

友圈转发、分享，浏览量达到1603次，点赞11次



谢谢！ 本刊将根据调查结果，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移动终端阅读服务，改善读者阅读体验，

提升期刊传播能力

学报微信公众号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在 “幻灯片放映”模式，单击箭头进入 PowerPoint 入门中心。

http://o15.officeredir.microsoft.com/r/rlid2013GettingStartedCntrPPT?clid=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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