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降至最低。另外 ,我们在版式设计时也突出方便

性 ,将临床上实用的经验或心得加以特别标示 ,使

年轻医师在紧急时刻很快就能找到。这本书以我

自己的临床经历为基点 ,设身处地为年轻医师着

想 ,面世后市场反响不错 ,现已重印。

妇产科属于临床医学中一门涉及面较广、整

体性较强的学科 ,有大量的医学信息需要掌握。

我做妇产科医师时深有体会 ,许许多多的数据 (例

如 ,在B 型超声监测胎儿生长发育的数据当中 ,妊

娠 20 周股骨长正常值为 32 mm、妊娠 21 周股骨

长正常值为 35 mm 等等) 要记住 ,以便临床诊断

分析。妇产科医师都希望拥有一本简明、实用的

信息查阅手册。因此我又策划了《妇产科速查》一

书。我将《妇产科速查》定位为小型工具书 ,目的

是方便医生携带 ,且能迅速查阅有关妇产科知识 ,

以备临床之需。但由于与作者沟通不够 ,作者没

有真正理解我的策划目的 ,书稿的样章为大段大

段的文字 ,数据与知识点湮没于文字之中 ,根本无

法体现“速查”二字。我将问题向作者反馈 ,不断

与之沟通。修改后的书稿在内容上不过高要求系

统性 ,但求实用 ,且以大量的表格列举数据 ,以简

明、提纲挈领式的语言列出疾病的临床表现、处理

方案。可以说 :“‘速查’口袋装 ,治病心不慌。”

《妇产科速查》问世以来 ,销售情况表现不错 ,有望

今年重印。由此我体会到 ,编辑与作者在写作前

的沟通以及编辑审稿非常重要。编辑在审稿时要

保持清醒的头脑 ,善于发现作者看不出的缺陷 ,提

升稿件质量 ,使之达到选题策划时的要求。

总结几年来的医学编辑工作 ,我认为 :医学编

辑应时常站在读者的立场审视自己的编辑出版工

作 ,及时了解、发现他们的需要 ,注重他们的反馈

意见 ,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且在当今时代 ,医学科

学发展迅速 ,并不断出现新的分支 ,医学图书的出

版规模也越来越大 ,内容也越来越艰深 ,医学策划

编辑应不断学习 ,经常翻阅专业书籍和杂志 ,参加

学术会议和科研课题论证报告会等 ,以抓住医学

领域的热点和前沿 ,策划出高质量的、满足市场、

符合读者需求的好书。 ■

实现从电子稿到期刊印刷版和网络版的编排校一体化
《广东海洋大学学报》编辑部 　陈庄 　　胜修

摘　要　探索了以编辑为主体的新型编排校一体

化方法。结果表明 :编辑人员使用 Word 为排版

编辑软件 ,配合使用其他计算机应用技术 ,可以实

现科技期刊的编排校一体化 ,高效率地完成高质

量的印前文件和网络版文件。

关键词 　科技期刊 ; 编排校一体化 ; Word ; 期刊

印刷版 ; 期刊网络版

随着稿件媒介和编辑工具的日益计算机化 ,

编辑人员使用计算机完成编排校一体化出版工作

成为了可能[1 - 3 ] ,个别地区已有约 30 %的期刊实

现了编排校一体化[1 ] ,在工作效率、期刊质量提高

方面也越来越显示出其优势[1 - 7 ] 。排版为编排校

一体化中的主要环节之一 ,排版软件的使用更是

关系到一体化能否顺利进行和版式质量[8 ]的好

坏。以方正书版为主的编辑编排校一体化因其操

作不易掌握[1 - 2 ,6 ] ,致使使用普及化存在困难 ;其

他软件如 LaTex[9 ]亦是如此 ; Publisher 排版[10 ]易

于控制版面 ,但因页眉、页脚设置自动化程度不高

而并不被大多数编辑部使用。从出版流程和效果

来看 ,编排校一体化研究往往止步于排版文件的

完成 ;从编排校一体化工作下的期刊质量研究来

看 ,往往只限于工作效率、纠错、版面[1 - 7 ]等方面 ;

对编排校一体化工作下的网络版出版质量的研究

未见有报道。如何适应数字化出版的要求 ,寻求

一种既便于操作同时又能提高期刊网络版质量的

编排校一体化模式 ,显得尤其重要。目前编辑部

接收的电子文档中 90 %以上为 Word 文档[11 ] ,编

辑人员也普遍熟悉并掌握 Word 软件的操作 ,因

此笔者进行了用 Word 软件编辑和排版 ,输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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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印前文件和网络版的编排校一体化探索。

1 　数字化出版形势下的期刊编辑一体
化工作模式探索

　　期刊编排校一体化模式的优势之一在于工作

效率的提高 ,这一特点符合数字化出版缩短信息

传递的功能需求。目前我国期刊编排校一体化往

往仅限于期刊印刷版的出版 ,编辑部不直接承担

其后的网络版的制作 ,而多是由期刊数据库集成

单位来完成这一工作。这种模式的优点是编辑部

可以有更多的精力专注于期刊内容质量和编校质

量 ,但因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在网络版上 ,容易出现

网络版的质量不如印刷版的质量 ,更不用说花费

精力在网络版内容的深度利用上了。如何在现有

的期刊编排校一体化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期

刊包括印刷版和网络版在内的整体质量 ,值得我

们期刊出版单位考虑。2006 年以来 ,《广东海洋

大学学报》编辑部在原有编排校工作基础上加以

改进 ,除了编排校输出胶片 (硫酸纸) 外 ,还输出可

供数据库 (CN KI) 直接使用上网的网络版文件 (见

图 1) ,这为期刊网络化和期刊内容的深度挖掘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Word 稿件 —编 —排 —校
胶片 (硫酸纸)

网络版

图 1 　编排校一体化改进模式

2 　编辑一体化工作的关键环节

211 　软硬件配置

编辑排版软件 : 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3

(安装方正字库) 。

图片处理软件 : Microsoft Office Visio 2003、

Photoshop 610。

PDF 生成软件 :Adobe Acrobat 710。

打印机 :方正文杰 A5100 激光打印机。

212 　几项重要的设置

(1) 排版模板页面设置及使用

页边距 :页边距上距 216 cm , 下距 216 cm , 左

距 210 cm , 右距 210 cm。

纸张 :A4。

版式 :节的起始位置为“持续本页”;页眉和页

脚取“奇偶页不同”、“首页不同”。

文档网格 :选“无网格”。绘图网格对齐项全

选 ,水平、垂直间距分别选最小值 0101 字符和

0101 行。

页眉与页脚 :页眉页边距取 1180 cm ,页脚取

214 cm。篇首页页眉如需留空 2 行 ,可在页眉第 3

行起输入页眉内容 ,包括刊名、卷号、期号、出版年

月 ;页脚输入“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基金项目”

等字样 ,方便使用模板排版时填入当篇相应内容。

偶数页和奇数页页眉设置首先要从插入页码

开始 ,选“插入”“页码”项 ,“位置”选页眉 ,对齐方

式“外侧”,“首页显示页码”不选。然后在偶数页

页眉填上其他项如刊名、出版年或卷次 ;奇数页页

眉填上期次 (居左) 、作者和题名 (居中) ,因作者和

题名变换项目字符数改变时 ,会引起同行项位置

改变。为确保期次 (居左) 位置稳定 ,可给期次项

加上文本框 (去掉线条颜色) 。

页面设置完毕后另存为模板文档。排版使用

时 ,将编辑加工好的 Word 格式文稿复制到模板

上 ,进行字体、字号、段落等格式编排。改动奇数

页任何一页页眉的作者和题名项 ,其他奇数页页

次的页眉就有同样的变动。同时 ,改动“插入”“页

码”项的“格式”中的“起始页码”,除了篇首页之外

的所有页面对页码也自动重新显示 ,偶数页和奇

数页页眉的其他内容也随之变化。这样能较好地

提高页眉和页码的排版自动化程度。

进行格式编排过程中 ,页面分栏时会产生分

节符 ,分节符的位置会影响到该页页眉页脚的显

示。当节的起始位置位于新建页的页首时 ,该页

页眉页脚显示的却是首页页眉页脚的内容 ,这时

需要调整。调整方法是 :在页首插入分隔符中的

分页符 ,则令实际单偶数页眉页脚重新显示。

(2) 表格、数学公式的处理参照文献[ 5 ] ,插图

处理参照文献[ 12 ] 。

(3) 其他涉及编辑加工和校对的问题

无法由键盘直接输入的字符需要造字。

Word 文档中的造字可用“格式”修改完成。如

“　”字是通过字符缩放为 60 %和间距紧缩 015

磅值用“鱼”和“骨”拼成的。文稿排版之前一般要

进行编辑加工。编辑可使用“修订”、“批注”的功

能进行修改 ,也可直接在待加工的格式文稿中进

行修改。退改阶段的稿件修改幅度较大 ,可以发

给作者 Word 格式文稿 ,方便作者修改。

校样阶段稿件修改幅度较小 ,编辑部把排版

文件转为可注解 PDF 格式发给作者 ,作者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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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DF 文档中作修订注释。之所以给作者 PDF

电子校对稿而不是 Word 电子校对稿 ,是为了避免作

者复制、误删等造成的字符错漏、乱码和缺字等。

(4) 输出与效果

胶片 (硫酸纸) 的输出方法见文献[ 5 ] 。

上网文件输出 :我国几家主要期刊数据库上

网文件格式为 PDF。Word 排版文件除了可输出

胶片 (硫酸纸) 外 ,还可以转为 PDF 文件。方法

是 :打开 Word 排版文件 ,选择“文件”“打印”—

Adobe PDF 打印机—“确定”。经此方法制成的

PDF 文件 ,不但完全保持了原版式 ,而且还具有

文本选择功能 ,能进行全文检索 ,可作为数据库上

网文件。《广东海洋大学学报》自 2007 年第 4 期

起把用 Word 排版文件制成的原版式 PDF 文件送

交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知网) 也

直接使用其为上网文件 ,除增加彩色图之外 ,内容

及版式与印刷版完全一致。从知网上下载的文

件 ,字符、插图清晰 ,其版式与原版相比显现出高

度的一致性 ,打印效果良好。

3 　体会

目前编排校一体化编辑流程 (模式) 可概括 :

电子 ( Word) 稿件—编—排—校—胶片 (硫酸纸) 。

各编辑部编排校一体化程度视技术力量和设备条

件而定。比如 ,技术力量好的编辑部其全部流程

由编辑在计算机上完成 ;有的则是采用其中的部

分[1 ,5 ,7 ] 。以方正书版系列为科技期刊排版软件

的 ,存在版面预览不能及时人工干预、操作复

杂[5 ] 、不能直接使用电子稿 (如 Word) 中的表格、

公式、插图[6 ]等不足 ,不易被广大编辑人员所接

受。本研究使用 Word 为排版软件 ,全部保留了

原电子稿中的内容信息 ,避免了重复劳动 ,对于专

家评审、编辑编排、作者校对等都具适用性。

文本选择性和检索性是检验期刊网络版文件

的重要指标之一。使用方正系列排版文件制作

PDF 的方法[13 - 14 ] ,制成的含有多种字体和中英

文混排的科技期刊 PDF 文件 ,全部或相当部分属

于非文本形式 ,文字内容的可编辑性、检索性差 ,

不适合作为制作数据库上网文件的源文件。

前人有以 Word 为主体的科技期刊编排校一

体化报道[5 ] ,较详尽地介绍了从 Word 稿件到硫

酸纸输出的整个流程 ,但其排版操作不具模板性 ;

也指出了使用 Word 进行期刊编排的几个关键问

题的解决方法[11 ] ,但均未提及科技期刊排版中重

要的页眉页脚单双页设置问题 ,且无 PDF 网络版

输出。本文中 Word 模板达到了较高的页眉和页

码排版上的自动化水平。

本研究通过设置和使用 Word 模板进行排

版、校对、输出 ,所得网络版文件 ,具有文字信息的

全文文本选择性和文本检索性。较突出的是 ,插

图中的顶左底右方向的文字和外文字符均可全文

检出。

结果表明 :编辑人员使用 Word 为排版编辑

软件 ,配合使用图片、打印软件 ,可以实现科技期

刊的编排校一体化 ,高效率地完成高质量的印前

文件和网络版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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