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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医学期刊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期刊的数量、种类、学科分布方面取得了不小成就，但在管理体制、学术质

量、编辑人才等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医学期刊的规范化、电子化及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医学期刊日后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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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工作者的创造性研究成果大多数都是以文章、报告的形式发表在医学期刊上.唐鸿在我国预防医

学文献信息流研究中发现,在期刊、图书、特种文献 3 类引文中，以期刊被引率最高，达 73.67%［1］.表明医学

期刊是传递最新医学研究信息的主要载体、情报交流的桥梁、交流学术思想的工具，大大推动了医学事业

的快速发展.本文探讨我国医学期刊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其发展趋，为医学期刊及相关工作人员参考.

1 我国医学期刊的现状

1.1 我国医学期刊的总体状况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郭玉等进行了大规模的统计，截至 2005 年 2 月 26 日，他们调查了 4 758 种

科技期刊，其中医学期刊有 987 种，占 20.7%，在各类期刊中，仅次于工程技术类期刊（1 965 种，占 41%）而

居各第二位 ［2］.而据王雁等统计,我国医学期刊现有 1 058 种［3］.虽然有关医学期刊的总数有所不同，可能是

刊物入选标准（如是否将非法医学期刊或内部交流刊物入选在内）及人力、物力有限而未能作全面的调查

所致.但上述数据也反映了医学期刊在我国科技期刊界中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医学的发展

水平.目前，各类医学期刊的格局主要可划分为“中华”系列、“中国”系列、“学报”系列、“省市”系列、其他系

列.
1.2 医学期刊的学科分布

刘宏韬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 4 版)为依据对 949 种医学期刊进行分类统计,我国医药卫生综合类

期刊为 204 种(21.49%),预防医学、卫生学类期刊 16 种(17.39%)，中国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内科学、外

科学和药学类期刊分别为 85 种、64 种、58 种、72 种、67 种和 7 种, 各占 8.96%、6.74%、6.11%、7.59%、7.06%
和 7.59%;而妇产科学、儿科学、耳鼻咽喉科学类期刊数量较少,分别只有 9 种、10 种和 10 种［4］.这说明,我国

医学期刊中，综合性医学期刊占主体,专科类刊物所占份额较小;结构分布不尽合理,学科发展也不平衡.随
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医学分科将会越来越细，医学期刊也有待向专科化转变.
1.3 医学期主办部门与地域分布

据王雁等的统计，全国性学术团体 220 种，地方性学术团体 182 种，科研院校 461 种，政府机关 117
种，行业机关 76 种［3］.张东涛以 2002 年度邮发期刊征订目录及 2002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CJCR)
为依据,对医学期刊的地区分布进行了分析，发现首都北京的邮发医学期刊总数占全国的 1/4,在 738 种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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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期刊中北京就有 189 种［5］,故其它省市无法与之相比,即使是上海市其期刊的总数也只有 70 种,不及北京

市的一半.由此看出北京是我国医学期刊的主要基地,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占绝对优势.总体讲,经济文化

事业发达地区或工业基础较好的省份,期刊也相对较多,但西部地区和经济文化事业欠发达地区,期刊的数

量相对较少.邮局发行的期刊海南省为 2 种,宁夏为 1 种,青海 2 种,贵州、内蒙古各 4 种,甘肃、新疆、云南各

5 种.
1.4 医学期刊的刊期分布

在王雁等统计的 1 058 种医学期刊中 ,半月刊有 12 种，占 1.1%；月刊有 178 种，占 16.8%；双月刊有

371 种，占 35.1%；季刊有 481 种，占 45.5%；半年刊 16 种，占 1.5%［3］.由此可见，月刊、双月刊、季刊是我国的

医学期刊出版的主要形式，出版周期均较长.出版周期最快的也是半月刊，周刊或旬刊尚为空白.在国外医

学期刊中,季刊、半年刊十分鲜见,周刊却在占有重要位置,周刊的速度虽稍慢于报纸,但报道速度却大大快

于月刊、双月刊和季刊.国际上的知名医学期刊如《美国医学会杂志》、《英国医学会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柳叶刀》等均为周刊.在缩短刊期，提高出版速度方面，我国医学期刊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2 医学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管理体制问题

我国现行的出版管理体制形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80 年代后才逐步走上法制轨道，它曾对我国出版事

业的发展壮大和规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近十几年来，这套管理体制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内容粗放、单

一，可操作性不强，与目前迅速发展的出版事业和经济全球化的社会环境不相适应.从宏观上看，国家对科

技期刊管得过死，条款框框太多，使刊物主动适应市场经济与世界接轨受到诸多限制.例如现行的出版管理

体制对刊号的发放相当严格，目的是防止出版市场的混乱与严把舆论关.但对科技期刊实行如此严格的刊

号限制却是没有必要的.科技期刊毕竟是科学技术的信息载体，刊载的是客观自然的学科信息，引导的是经

济产业的发展，不存在对社会政治文化及舆论导向的影响.从微观上看，大部分医学期刊由教学、科研等单

位主办, 主管单位对刊物的管理几乎全是沿袭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体制僵化，计划经济式的用人和分配

机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导致分配不公，用人不活，严重挫伤办刊人员的积极性.例如办刊经费和人员工资

由主办单位承担,期刊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没有独立的人事权和财物支配权,期刊生产和经营基本上还是

小作坊模式,规模小,实力弱.整个医学期刊界还处于高度离散状态,期刊进行产业化运作的相关链条还没有

形成，这种状况阻碍了各刊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提高医学期刊编辑单位的效益，提高它们在市场中的竞争能

力，必须要创新管理体制，实行医学期刊的自主管理；还应在人才的选拔、培育、流动、激励方面形成完善的

机制,以建立起优秀的编辑出版队伍,充分发挥人才的潜力.
2.2 学术质量问题

学术质量是医学期刊质量的核心.但现阶段，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中国医学期刊数量仍非常少.期刊学术

质量的高低可以通过是否被国际知名检索系统或数据库收录来反映， 也可以某种期刊中论文的平均被引

率，即影响因子(IF)为指标.以美国《医学索引》(IM)为例,1997 年我国只有 56 种医学期刊被收录其中,仅占 IM
收录期刊总数的 11.6%;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也是世界著名的大型检索工具,至 1998 年底被 SCI 收录

的我国医学期刊只有《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和《中国药理学报》两种,而在世界前 500 家期刊排名榜中,这
两家期刊均未能收入. 作为医学领域中最重要数据库的美国 MEDLINE,2001 年也仅收录 57 种我国医学类

科技期刊.《中华医学杂志》 的被引次数虽在全国医学期刊中排首位, 但其平均年影响因子 1998 年仅为

0.344,而《新英格兰杂志》为 21.1,《柳叶刀杂志》为 14.5，差距甚远.我国医学期刊年刊载量小于 200 篇者占

72.96%,，总被引频次小于 400 次者占 80.18%［6］.目前，我国医学类期刊被 SCI 收录的只有 3 种,在 2008 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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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 2007 年度 SCI 收录期刊影响因子 ［7］中，《中国药理学报》IF 为 1.677,《中华医学杂志》为 0.636,《中国科

学》C 辑为 0.635，这与 2007 年度 SCI 中 IF 最高的 Ca-Cancer J Clin(69.026)相比,分别相差 41.16、108.53、
108.70 倍.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医学期刊的水平与国际水平比较，尚存在较大差距.

提高医学期刊学术质量水平，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因为只有医学期刊的稿件质量得到改善，医学

期刊的学术质量才能在整体上得到提高；而稿件质量提高，又与众多因素有关.核心期刊对吸引高质量稿件

有优越性，因为核心期刊不仅是各种类型和不同级别的图书馆收藏中文期刊的参考依据,而且是各个专业

和不同层次的读者选择阅读期刊的参考依据， 它自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作者投稿并希望所发文章产

生较大影响而选择期刊的参考依据.缩短刊期有利于提高稿件的质量，由于刊期变短，出版速度提高，在极

短时间内将可能刊登出版，将更有优势吸引更多学术水平较高的优秀稿件刊登，形成更加明显的优稿→优

刊→优稿的良性循环，为期刊质量的跳跃式提高积淀并储蓄更大的能量.国际学术出版者学会（ALPSP）通

过对期刊作者的调查分析表明，作者关注期刊的主要方面有：期刊声誉（73.8%），期刊的影响因子（59.9%），
同行评议质量（59.1%），期刊的国际显示度及被文摘和检索系统收录情况（54.3%）［8］.而期刊的发行量、期刊

主题所涵盖的学科范围也是作者在投稿前所考虑的有关因素.目前，对医学期刊学术稿件质量影响因素的

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的水平，定量研究并未多见，因而，有必要对此进一步深入展开研究.
2.3 编辑人才问题

医学编辑担负着传播先进医学技术、挖掘作者队伍的重任,是医学期刊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但医学期

刊的学术性对编辑人员有较高的素质要求.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健康也越来越重视,医学

技术的发展也日新月异,作为报道和传播医学新技术、新经验、新成果的医学期刊面临到前所未有的机遇和

挑战.医学期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之而来的也是编辑人员的急剧紧缺 ［9］.郭玉的调查结果显示，科技期刊

编辑出版工作者为 26 359 人,有 407 种科技期刊未报人数,总数估计为 3 万人左右,与 1993 年相比,人数并

没有增长;但 1993 年的科技期刊总数为 3 955 种,至 2005 年 2 月,种数增长了 20%.医学期刊编辑部的现有

状况也不容乐观，编辑人员普遍不足，缺少高级人才，编辑超负荷工作，总体水平不高、知识陈旧、技能老化.
国家《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规定:期刊必须有健全的编辑部,编辑人数:季刊不少于 3 人,双月刊不少于 5
人,月刊不少于 7 人.不少医学期刊没有正式配编的编辑部,许多非正式期刊只有编辑室,个别甚至无编辑室,
编辑工作是挂靠在单位内的其他部门;编辑人数中,约有 80%的编辑部未达到国家规定的人数,少数期刊甚

至没有固定的编辑人员.许多医学期刊的专职编辑也非医学专业毕业,有的甚至没有专职编辑,仅由 1~2 名

医学专业人员兼任编辑,这些兼职编辑或因太忙,或因工作岗位的需要,常常工作 1~2 年,短的大概 1~2 个月

就被换掉了,人员流动性较大,造成期刊专业设计缺乏连续性,难以突出期刊的特色.对于那些非医学专业毕

业的专职编辑,也只是注重编辑专业素质和技能的培养和提高,造成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严重脱节现象,但医

学专业人员大多又不愿放弃专业,转而从事编辑工作.中国加入 WTO 后,出版行业逐步开放,我国的医学期

刊将受到巨大冲击,各期刊之间的竞争也将日益激烈.因此,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医学期刊行业中长期立于不

败之地,必须建立一支政治素质高、事业心强、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精通业务、乐于奉献的稳定的编辑队伍.造
成目前这种高素质复合型编辑人才缺乏的原因可能是编辑人员待遇低下, 继续教育和培养的力度不够,培
养的渠道不畅.面对眼下的严峻局势,必须加强对青年编辑人才的培养.目前我国培养专业编辑人才的能力

有限,无法满足众多需求,对于专业性极强的医学期刊,只能从高等院校引进人才,在医学期刊编辑队伍中,老
龄编辑占较大比例,随着他们逐步退离编辑岗位,青年编辑将会成为各编辑部的主力军,而一些期刊编辑单

位长期不重视对青年编辑的引进和培养,编辑年龄层断层的局面已经出现,这势必会影响到医学期刊的持

续发展.而加强对青年编辑能力的培养不仅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更是关系到医学期刊未来的可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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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

3 医学期刊的发展趋势

3.1 规范化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标准化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高低的尺

度，推行标准化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标准化、
规范化越来越重视.同样，医学文献的编写和编辑工作标准化是实现期刊编排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是提高医

学期刊质量的关键环节，也是进行文献计算机处理和国际交流的需要.目前，撰写医学论文时常用的国家标

准已有 8 个.尽管经过十多年的实施,我国学术期刊规范化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多数学术期刊已经

按照国际国内标准进行规范化编辑,但我国学术期刊的规范化开始比较晚,直到目前为止,离国际国内标准

仍有相当距离.许多不规范的编辑给读者对学术论文的阅读、检索和复印带来很大不便,也影响论文文献的

国际化交流.根据不同调查研究人员对近几年各种学术期刊的抽样调查,在学术期刊的条码、目次、索引、摘

要、关键词、分类号、参考文献等方面都存在不符合标准的混乱情况.其原因可归为以下两点：（1）国家标准

与规范落后于形势的发展；（2）作者与编辑人员执行标准与规范不力 ［10］.医学期刊规范化也是促进国际交流

的需要.21 世纪将是进一步开放和国际化的时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对外交流的加强，医学期

刊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国际化势在必行.医学期刊的规范化有利于促进我国医学期刊在全世界范围内交流

和传递，有利于充分发挥我们自身医学期刊的功能和作用，有利于我国的科技论文进入国际重要的科技情

报检索系统，有利于缩小我国科技期刊与国际期刊的质量上的差距.为了保证医学期刊和医学论文的质量,作者

和编者应共同努力,认真学习有关的国家标准, 掌握好相关知识,熟练应用国家标准,提高科技期刊的质量.
3.2 电子化

期刊电子化是将期刊通过电子媒体发行,它既包括只以电子文件格式发行的期刊,也包括传统印刷型

期刊的网上电子版.电子出版物被视为继语言、文字、印刷之后,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的第 4 次革命.电子期

刊的发展为迅速传递医学信息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途径.电子期刊具有出版周期短，信息量大，检索方便，
传播速度快且具备交互功能等特点,能满足广大医务人员不同的信息需求,也有力推动了传统期刊工作的

改革与发展以及医学技术的进步.因此,要更加重视医学电子期刊的发展,最终实现我国医学期刊的网络化、
数字化，以更好的服务于迅速发展的医学事业 .在我国 ,从 1994 年起,随着四大主干网(CHINANET、CER-
NET、CSTNET、CHINAGBNET)的建成,一些科技期刊分别利用四大网先后上网.1995 年,我国出版了第一个

大规模集成化的全文电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1998 年,原国家科委信息司、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主办的万方数据系统(ChinaInfo)网络中心推出的 120 种同步入网科技期刊,是我国首家 Internet 网上中文期刊群

体.1999 年 6 月 18 日,中国期刊网正式开通运行,将原《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 3 300 多个核心和专业特

色期刊,以题录、文摘、全文数据库的形式同时上网.时至今日，万方数据库、中国期刊网及维普数据库等三大权威

数据库已将国内绝大多数期刊收入其中.电子期刊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有如此迅速的发展,这与它本身所具有的特

点以及在情报服务方面的优势是息息相关的.电子期刊必是未来医学期刊发展的主流.
3.3 规模经营

我国已有的 9 千余种期刊分别由 5 000 余家杂志社(编辑部)经营运作,平均每家运作的期刊仅为 1.6
种,它们各有自己不同的主管和主办单位,呈条块分割状态,行政化、机关化趋向明显，品种繁多却总体实力

偏弱,市场化程度不高.我国的医学期刊也存在类似情况，刊物众多，使有限的资金和稿源分流，这在很大程

度上降低了医学期刊的学术水平，限制了医学期刊的发展.规模经营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成功模式，也

是发达国家成功办刊和经营的经验所在.如果说条块分割状态下的医学期刊市场是在抢分一块蛋糕,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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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化运作就是要把这块蛋糕做大.组建期刊集团，可以集中资本、集中人才、集中设备办大事，形成一定程度

的规模经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 ［11］.因此，应改变单一办刊模式，探索医学期刊优化组合，
向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集团化方向发展.通过集约化经营，整合资源，利用国内外资金，组建集各类期刊为

一体的同专业期刊群的期刊集团，走规模化、集团化道路，形成规模效应.各期刊集团根据学科特色创办若

干个专业化期刊，这些期刊同样可以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自己的特色，办成有影响的名刊或精品期刊,打
造出自己的品牌.但产业化、集团化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一切经营活动按市场机制运行，在市场中接受挑

战和考验.通过建立完善的经营管理体制，在策划、制作、发行、营销、广告、服务、合同、财会、规章等方面与

市场经济接轨，适应读者和市场需求；同时，要以市场为导向，以追求利润为动力，通过合法经营谋取期刊

集团的最大效益，求得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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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statu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medical journal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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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 Zhanjiang 524023, Guangdong，China）
Abstract：After been developed for nearly a hundred years , the number, types and subjects distribution of
medical journals in China make great progress.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
academic quality and editing talents.Standardization,electronic and scale operations will be become tendenc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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