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4
26( 2)

编 辑 学 报
ACTA EDITOLOGICA

 通信作者

医学类期刊设置导读栏目的意义探析
李广宇1) 张 宁2) 

1)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510080; 2)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华创伤骨科杂志》编辑部，510515: 广州

摘 要 导读在报纸和科普类期刊中作为重要栏目被普遍设

置，但在科技期刊中的应用并未受到重视。文章对医学期刊设

置导读栏目的现状作了调查，对医学期刊较少设立导读栏目的

原因作了分析，并就医学期刊设置导读栏目的必要性和对编辑

的要求作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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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是被广泛应用于报纸和科普期刊的新闻品

种，主要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激发阅读兴趣［1］。在当

今的“快餐式”阅读习惯面前，报纸要吸引读者眼球，

必须在头版设立导读，将报纸最精彩的内容最大限度

地呈现出来。报界曾流行“三五”说法: “要让读者三

米之外注意到，五秒钟之内决定是否购买。”［2］那么医

学期刊对于导读的设置，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1 医学期刊导读栏目的现状

相对于报纸的广泛应用不同，导读一直未能引起

科技期刊界应有的重视。目前，根据文献检索，我国科

技期刊配发导读的极少，而医学期刊配发导读的则更

少。顾佳等［3］以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为调查对象，初

步报道了我国医学期刊导读类栏目的现状，并指出，

2009 年 1 月—2010 年 6 月 123 种中华医学会系列杂

志中只有 12 种( 9． 8% ) 设立了导读类栏目。
对于科技期刊较少设立导读栏目的原因，笔者分

析可能有如下几点: 1) 报纸的销量关乎报社的生存和

发展，所以报纸要通过导读来增加读者的购买欲，提升

销量; 而许多科技期刊由主办单位资助运营，销量多少

并不影响期刊社运营，从而失去动力。2) 部分编辑人

员过于“严谨”甚至呆板，认为导读这种东西过于花

哨，并不适合在尊崇科学性的科技期刊中刊登。3 ) 编

辑人员的惰性使然，认为期刊的办刊风格照旧就好，不

愿作出改变和创新。4 ) 有些编辑对导读的作用并不

了解，也不具备撰写导读的能力。

2 医学期刊设立导读栏目的必要性

2. 1 提高读者的阅读效率 在信息爆炸时代，如何指

导读者更高效地阅读成为科技期刊编辑新时期的责任

和义务。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导读便是重要文

章飘出巷口的“酒香”，引领读者寻香而至。一本好的

期刊，读者能够轻易地找到他需要阅读的论文在什么

位置。有了清晰的标志，读者就能很快获得所需要的

信息，加快阅读速度。导读就是引导读者找到所需论

文的快速通道［4］。
2. 2 导读并非是目次的重复 某些编辑认为导读仅

仅是目次的重复，没有必要存在。笔者认为，目次与导

读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目次是面，只是当期每篇文章的

罗列，有助于读者纵览期刊全貌，并没有对重头文章的

点评和介绍; 而导读是点，是重点文章信息的有序整

合，其中加入了编者对文章的理解和评论，不但发挥信

息导航的重要作用，而且有利于读者更深入理解文章

的信息和内涵。
2. 3 促进科学技术发展 科学真理通常在矛盾与争

论中形成; 所以，有些研究结果虽然较为片面，但并不

代表其不具有科学性，不应予以发表。通过编者的导

读，吸引更多的读者和专家参与探讨、争鸣，推动科学

技术的发展。
例如，《中华创伤骨折杂志》刊登的《微创内固定系

统对股骨远端骨折的间接复位作用》一文，作者根据自

己多年的临床实践，利用微创内固定系统( LISS) 对股骨

远端骨折进行间接复位，与目前 AO 组织提供的 LISS 操

作手册要求的进行骨折内固定时应遵循“先复位后固

定”的原则完全不同，作者将“先固定后复位”的理念应

用于 13 例患者并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在导读中，

编者首先对作者的创新精神给予了肯定，“虽然此文为

回顾性研究且病例数较少，但亦提出了一种新的手术技

巧”，在导读中还说明“该方法有其应用限制———本方

法是针对特殊骨折的一种变通手术方式，不建议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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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应用，且此理念的科学性、有效性等仍需更多的临

床实践加以佐证”。试想如果没有导读栏目给予的特殊

说明，读者将此方法滥用于临床，会是怎样的后果呢?

3 导读撰写对编辑的要求和策略

导读撰写的主导者自始至终都是当期的责任编

辑，从选择题材到查阅参考资料、请教专家，到最后的

撰写都是编辑一人包办; 因此，导读撰写对编辑的能力

也提出了要求。
3. 1 树立主动服务意识 读者是期刊服务的主体，期

刊应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求［6］，这也是期刊做大做强

的关键所在; 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及时通过随刊读者问卷调查、杂志举办会议时与读

者交流等方式，了解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不断创

新理念，以更为人性化服务的精神设置导读这类更加

贴近读者的栏目，提升期刊在读者心目中的价值。
3. 2 加深对文章内容的再理解 面对每期数十篇文

章，如何选择导读题材要求编辑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而

对文章的敏感性其实质是编辑科学素养的体现［7］。
哪些文章需要特别给予说明配以导读，哪些文章的不

足之处需要编辑提醒读者注意，哪些文章反映的是目

前的前沿内容? 编辑一定要熟悉自己所写导读文章的

专业内容，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即才能对文章的先进

性、存在的问题提出客观的、权威的综合评价。
对于许多医学期刊编辑而言，专业知识是个难题。

首先有许多编辑并非医学专业出身，而是情报科学或

中文专业，医学知识底子薄; 再者，由于医学科学的日

新月异，许多编辑面临着知识结构老化，跟不上医学知

识更新的脚步。这就要求医学期刊编辑必须通过多种

途径加强专业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对于提升学科专业知识的途径，笔者亦有较深的

体会。1) 通过传统的途径: 平时多看专业书籍、参加

医学会议，注重与读者、作者和编委的交流，利用与专

家约稿的机会，及时沟通交流学科信息，不断培养对学

科动态的兴趣，发掘对内容的敏感性，避免闭门造车。
2) 通过网络途径: 每天抽时间浏览几大医学网站的医

学新闻和学术动态，参加“丁香园”等医学论坛的病例

讨论，从一开始的旁观者变成积极的参与者，多年的习

惯使笔者对本学科动态了然于心。3 ) 10 年不变的每

天参加临床科室早交班和临床查房使笔者获益匪浅，

尤其是早交班中的病例讨论环节，各种新旧学术观点

的碰撞，在无形中笔者的科学素养也得以提升。
3. 3 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 与报纸以图文并茂吸引

眼球不同，期刊的导读要重在内容［8］; 因此，导读的撰

写不但要求编辑具有较高的学科专业水平，还必须具

备一定的文字功底，缺一不可。写作是学术期刊编辑

的基本功 之 一，只 能 依 靠 平 时 的 点 滴 积 累，不 能 一

蹴而就。
然而，国内医学期刊编辑多为医学专业出身，未曾

接受过写作方面的系统培训，文字创作水平参差不齐。
对于写作能力的提高，笔者有以下体会。1) 订阅几份

文学期刊，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

素养，并坚持每个月读一本畅销书。汲取他人遣词造

句、篇章构思的方法。2 ) 勤写作，这里并非指专业文

章的撰写，而是平时的生活写实，如发表博客和微博

等。这主要是为了保持对写作的热情，因为不断增加

的编辑工作强度，容易导致某些编辑的写作热情淡化，

从而导致写作技能退步; 所以，应强调写作实践，先保

热情后提技巧。3) 勤推敲，好的导读通常都经过数遍

的修改，撰写者也会从字斟句酌中领会写作要领。4 )

写作避免在没有灵感时进行。这一点笔者感触特别深

刻，在有灵感和思路时，通常文思泉涌，基本可以一挥

而就，这样写出来的导读水平也高，结构合理，语句通

顺，畅快淋漓。而没有灵感时，文路闭塞，通常只字难

以下笔，没有效率和质量可言。

4 结束语

品牌期刊的打造离不开编辑的独特见解和特色栏

目的设置，而导读正是这两者的深度呈现。医学期刊

编辑应正确看待导读的必要性，树立主动服务意识，积

极办好导读栏目，不但有利于期刊品牌的打造，而且有

利于个人职业前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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