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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青年编辑如何组稿
袁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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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年编辑是医学期刊的未来和希望，组稿是保证医学

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方法，青年编辑如何掌握好组稿的技巧对

医学期刊的发展至关重要。文章总结分析青年编辑的特点及

其组稿的难点，并结合《实用医学杂志》编辑部的管理经验和作

者的切身体会，提出了医学期刊青年编辑组稿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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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ademic quality of the medical journals，so young editors must

learn well how to solicite contributio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editors，and the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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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编辑是保证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的生力军，

如何培养青年编辑，青年编辑如何提升自我一直是编

辑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学术质量是科技期刊的生

命，优秀稿源是学术质量的保证［1］。组稿作为一种能

有效地对稿源及其质量进行控制的方法，是编辑工作

的重中之重［2］。作为科技期刊未来的青年编辑，应当

熟练地掌握组稿的技巧; 然而，青年编辑参加工作的时

间普遍不长，对如何组稿往往比较迷茫，而且笔者检索

相关文献，发现针对青年编辑介绍组稿经验的文章少

之又少。
《实用医学杂志》( 以下简称本刊) 自 2004 年由月

刊改为半月刊后，为适应杂志发展，陆续招聘了包括笔

者在内的 8 名青年编辑，通过老同事的言传身教和自

身的努力，目前，大部分青年编辑已经可以独立完成专

题组稿工作，成为了编辑部的组稿主力军。本文将总

结分析青年编辑的特点及其组稿的难点，并结合本刊

的管理经验和笔者的切身体会，对医学期刊青年编辑

如何组稿进行探讨。

1 医学期刊青年编辑的特点及其组稿的难点

1. 1 具备一定的医学专业基础知识，但编辑学知识相

对匮乏 目前，我国从事医学期刊编辑工作的青年编

辑，大多是直接毕业于医学院校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其

专业知识的结构与层次基本完善，对于专业稿件具备

一定的判断力、理解力和把握力; 但他们大多不是编辑

专业科班出身，参加工作之前对编辑工作知之甚少，对

科技期刊工作流程不甚熟悉［3］。
组稿包括信息采集和选题策划的过程，如果对这

2 个环节的研究不够深入，势必影响到稿件的质量和

组稿工作的进行。如作者信息采集不全，未将某一选

题中的核心作者列为约稿对象; 又如作者信息采集错

误，将“行外”的作者当作了“行内”的作者; 再如选题

策划过程中忽略了对组稿计划进行科学性、可行性的

反复论证，导致组稿工作开始后又反复修正更改，甚至

造成组稿工作中断。
1. 2 创新精神强，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但缺乏组稿的

实际经验 国内外的统计资料表明，25 ～ 45 岁是科技

人才实现创造性突破的最佳年龄段，也称之为创造性

表现的黄金期［4］。处于这一年龄段的青年编辑善于

追踪学科发展的新动态，对于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有

独到的见解，然后提出新颖、有创意的选题。同时，青

年编辑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愿意学习各种新知识，也能

接受对同一事物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再者，青年编辑

不愿墨守成规，敢于对老问题、老论断从不同的角度去

怀疑和思考［3］。这些特点都说明青年编辑完全可以

把“新颖”“热点”“焦点”“争议性”的选题作为组稿的

方向; 但是，要让“想法”结出“果实”，必须实践，否则，

再好的想法也只是空中楼阁。青年编辑大多组稿实践

经验不足，对组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预计不足，在

与专家意见相左时容易被专家“牵着鼻子走”。
1. 3 组稿工作有热情，但无学术影响力 医学期刊青

年编辑刚接触组稿工作时，会觉得比较新鲜，愿意积极

尝试，而且热情也高; 但由于参加工作时间不长，无论是

在编辑学界还是在医学界，几乎没有学术影响力可言，

又受限于专业知识不够深厚，无法就某一学科前沿问题

与专家深谈，导致无法与专家深交而使约稿困难。此

外，虽然向国内外知名学者约稿是公认的有效组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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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作为名声在外的学科领域“泰斗”“领军人物”，在

面对无学术建树且素无交往的青年编辑的约稿，往往更

愿意将精力和注意力放在来自学科顶尖期刊编辑的约

稿上，或者是自己熟悉的期刊编辑的约稿上。
1. 4 协作沟通能力差，缺乏毅力，易受挫折影响 现在

的青年编辑大多是独生子女，缺乏毅力，稍遇挫折就易

情绪波动而失去动力，不愿也不会与人协作沟通是其通

病。青年编辑在组稿过程中难免碰壁，唯有坚定信念，

积极调整情绪，沉着应对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组稿又

是一项需要编辑发挥协作沟通能力才能完成的工作: 1)

读者的评价是检验专题稿件质量高低的“金标准”，因

此，医学期刊编辑在选择组稿方向时，应了解什么样的

文章会对读者的临床工作带来指导意义。2) 在组稿过

程中，编辑首先要向数位甚至数十位专家简明扼要地表

述清楚组稿的意图，然后根据专家们的反应，就选题的

方向、具体内容等进行协商沟通以达成认识一致。在商

定某位专家具体写哪一个专题内容的过程中，还需让彼

此内容交叉重复或相近的某几位专家另辟选题，避免文

章内容的重复报道。3) 在专家写作过程中，编辑应协助

专家收集和整理相关资料。4) 待专家写好初稿后，编辑

除对其进行初评外还需请其他专家进行同行评议，然后

编辑将评审意见反馈给组稿专家，并与组稿专家充分、
反复交换意见，这样才能打造出精品专题。

2 编辑部如何培养青年编辑的组稿能力

培养青年编辑学会组稿的技巧，将会对科技期刊

的发展和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本刊自 2008 年入编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后，编辑部领导更是意识到

组稿对提高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引导青年编辑参与组稿。
例如: 1) 鼓励青年编辑参加各种编辑培训班、学

术会议，提升编辑学知识水平，为组稿打下坚实基础。
2) “苛刻”地规定达到一定工作年限的青年编辑每年

至少完成 1 个专题的组稿工作，并对超额完成任务的

编辑给予奖励。3) 由于本刊是综合性医药卫生期刊，

报道范围基本涵盖医药学的各个领域，为避免青年编

辑组稿无头绪，本刊进行了学科划分，专人分管几个学

科进行专注研究。这种有的放矢的做法保证了组稿的

深度和广度。4 ) 有计划地组织青年编辑参加相关专

业的医学学术会议，让他们充分了解学科领域的最新

研究进展及不同专家的观点［5］，使组稿更有针对性。
5) 老编辑无私传授组稿经验，避免青年编辑走弯路，

有的老编辑更是将自己认识的名家介绍给青年编辑，

帮助青年编辑拓宽人脉。6) 针对青年编辑协作沟通能

力差的特点，本刊将编辑人员分为 2 组，细化相关工作，

从而加强彼此间的合作; 定期开展科室内部交流学习，

锻炼青年编辑的口才; 经常总结审稿经验，加深青年编

辑对某一问题的认识。7) 积极提升青年编辑的学术名

气，推荐优秀编辑参加各种优秀编辑工作者、优秀科技

论文评奖活动，从而方便青年编辑约稿。8) 经老同志帮

带后，敢于放手，让青年编辑独立组稿，经受锻炼。
通过以上措施，本刊的大部分青年编辑都先后组织

了专题，对本刊学术影响力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本刊 2011 年被评为“第 2 届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并继

续入编 2011 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3 青年编辑如何做好组稿工作

3. 1 充分认识自我 老子曾说过: “知人者智，自知

者明。”青年编辑年富力强，富有创造性和干劲，但同

时也存在各种不足。充分认识自我并合理利用自身优

点，扬长避短，以良好的心态面对组稿过程中遇到的种

种困难，最终方能顺利完成组稿工作。
3. 2 积极主动学习，培养职业敏感性 “学者化”的

编辑是社会对编辑的一种期待，一名优秀的医学期刊

编辑，既应是编辑学家，也应是医学专家。青年编辑唯

有不断努力学习，才能制定出有创新意识的选题目标，

组织出精品专题［6］。
例如，本刊 2012 年第 1 期原计划组稿的选题为“快

速康复外科( fast-track surgery，FTS) 在结直肠手术中应

用的进展”。FTS 理念虽在 2006 年才引入国内，但因其

可明显改善患者的外科预后，显著加速术后康复进程而

迅速引起了诸如黎介寿院士等外科医生的关注。原本

这一选题比较具体，也很有针对性，组稿的可行性也较

强; 但笔者在认真研读国内发表的有关文献后发现，迄

今有关 FTS 的文献几乎都集中在结直肠手术，而结直肠

手术只是外科手术中的一种，为何其他疾病的 FTS 应用

报道极少呢? FTS 能否在心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妇科、
胸外科等其他外科手术中得以运用呢? 其应用现状又

是如何呢? 笔者果断将选题更改为“快速康复外科在临

床外科手术中应用的进展”。这一选题立刻得到程黎阳

教授的认可，并由他牵头组织相关专家在国内率先报道

了 FTS 在心脏外科、泌尿外科中的应用现状及前景展

望，首次比较了 FTS 理念下结直肠癌手术中腹腔镜与开

腹手术的差异。黎介寿院士和江志伟教授更是将 FTS
理念上升到应受到医院管理部门重视的新高度。这一

改动，使得整个选题的临床意义得到极大的提升，对促

进 FTS 在我国外科领域推广应用起到了积极作用。
又如本刊即将刊发的眩晕专题。当大多数期刊在

报道眩晕的西医诊治进展时，笔者却另辟蹊径，从祖国

传统医学入手，邀请广东省中医院覃小兰教授介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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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诊治的进展。
3. 3 通过专家认识名家 与专家成为益友、与学者成

为朋友，增进相互了解，增强彼此信任和友谊是期刊做

好组稿工作的前提和基础［6］。本刊青年编辑就结合自

己分管的专科，积极与相关作者、审稿专家交往，深入地

了解他们的研究方向和近年来取得的成果，从而为组稿

提供有利条件。此外，与青年编辑相比，专家和名家们

在同一个学科领域内进行研究，他们的联系会紧密很

多，如果能通过专家的推荐从而认识名家，无疑可为青

年编辑向名家约稿提供极大的便利。笔者即通过中青

年学者秦兵的引荐认识了中国抗癫痫协会常务理事张

国君教授和翟琼香教授，并获得这 2 位专家的支持，为

本刊 2012 年第 13 期刊登的癫痫专题撰写了专题笔谈。
3. 4 转变组稿思路，多向中青年学者约稿 能约到名

家写的好稿，是每个编辑组稿的最高愿望; 但名家的稿

难约，且青年编辑没有学术影响力，就更难约到名家的

好稿。此时何不转变思路，转向中青年学者约稿呢?

中青年专家声望渐起，其科研工作和学术活动正处于

黄金期和高峰期，论文产出率较高，而且比较重视利用

期刊的平台作用［7］，即便是青年编辑向他们约稿，往往

也能够积极响应，并认真完成，文章质量也相对较高。
本刊 2012 年第 13 期刊登的癫痫专题，大部分组

稿专家为处于学术上升期的中青年副主任医师，从接

受约稿到交稿仅用半个多月，在高效配合的同时又保

证文稿质量均属上乘，其中癫痫的发作症状学分类

( SSC) 体系介绍及临床应用，以及 2010 年才提出的局

灶性皮质发 育 不 良 最 新 分 类 介 绍 在 国 内 均 为 首 次

报道。
3. 5 有效利用各种优势资源进行组稿 每种期刊都

有自己的优势资源，有的是主管、主办单位的优势，有

的是编委会的优势，有的是国家政策照顾的优势，利用

好这些优势能为组稿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本刊的主办单位广东省医学会成立于 1917 年，目

前拥有几乎覆盖所有专业学科的 87 个专科分会，每个

专科分会的委员都是广东各学科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本刊青年编辑张倩便借助学会优势，以 2012 年广东省

糖尿病学学术年会为契机，积极与糖尿病学专家约稿，

目前该糖尿病专题已刊发于本刊 2012 年第 16 期。本

刊 2011 年关于登革热和血液透析的 2 个专题，就是由

青年编辑黄月薪利用参加广东省某医学人员评审事务

性工作的机会，与相关评审专家建立联系后组得的。
3. 6 走出编辑部组稿

1) 参加各种学术会议。青年编辑应借助会议平

台获取更多的信息，同时从与会的众多专家中找到合

适的约稿对象［8］。我国著名消化病专家徐克成教授

2011 年为本刊撰写的述评《肿瘤的抗转移治疗》即为

青年编辑黄月薪通过学术会议约稿而来。
2) 走访高校。我国高校是科技论文的主要产出

单位，稿源丰富的同时稿件质量也高，是编辑部应该重

点关注的组稿对象。
3) 走访科研院所。科研院所的论文产出量也相

当可观，而且科研院所拥有一流的人才和设备，承担着

大量的高精尖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向其组稿是保证

期刊发表热点稿件的重要途径。本刊青年编辑对后两

者缺乏实践经验，将是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方向。
3. 7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青年编辑要积极向本部的同

事学习组稿的经验和技巧，更要向行业内优秀期刊的同

行学习。本刊青年编辑就经常翻阅中华系列、中国实用

系列杂志报道的专题，通过阅读这些专题稿件，一方面

加深对学科知识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在借鉴他人的选题

思路和组稿方法后加以提升，找到新的组稿方向。

4 结束语

青年编辑是科技期刊的未来，学术质量是科技期

刊的生命，组稿是保证期刊学术质量尤为重要的方

法［9］; 因此，青年编辑应当将组稿工作作为编辑工作

的重点，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有益的尝试，总结成功的经

验，分析失败的原因，在实现自我增值的同时促进期刊

学术质量的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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