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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学术期刊是健康传播的一种方式 ,对传播和交流

学术思想、沟通情报信息、推动医学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但

是 ,医学学术期刊的健康传播过程也存在信息的选择方式较传

统、出版时滞长、表现形式单一和受众面相对小等问题。医学

编辑应该努力提高专业素养 ,提高稿件处理效率并不断学习大

众媒体多样化的表现手法 ,以更好地发挥医学学术期刊的健康

传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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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academ ic journal is one of the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It p 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ubject based on its function of academ ic ideas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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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has some weaknesses such as conventional information op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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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传播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和部分。根据美国学

者 Rogers的定义 ,健康传播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

为大众的健康知识 ,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 ,降低疾病

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

和健康水准的过程 [1 ]。2年后 , Rogers又对健康传播做出

了更为广泛的定义 :“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的内

容 ,就是健康传播。”[2 ]根据拉斯韦尔的五因素传播模式 ,

一个经典的传播过程包括 5部分 [3 ]
: 1)传播者 ; 2)信息与

讯息 ; 3)媒介渠道 ; 4)受传者 ; 5)效果。

从目前的传播模式来看 ,卫生系统各类人员、政府、

大众传媒 ,从事与健康有关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

的单位 ,教育、环保、质监等部门均参与了健康传播并成

为传播的主要社会力量。它们通过各种媒介包括电视广

播、书报刊、面对面的教育等渠道向社会人群传递与健康

相关的资讯 ,预防疾病 ,促进健康。医学学术期刊作为一

种重要的传播媒介 ,在跟踪医学最新前沿进展、传播医学

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医学学术期刊的健康传播作用

　　医学学术期刊是常见的讯息载体 ,是医学研究和

医务工作者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医学学术研究状态与科

学技术进步动态的重要信息来源 ,本质也是一种信息

传播 [ 4 ]。它在医学工作者开展医学科研、教学和医疗

及传播和交流学术思想、沟通情报信息方面 ,起着不可

替代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在医学学术期刊的健康传播中 ,传播者 (即作者 )

　　社会热点的持续时间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

题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一般最多持续到下一个社会热点

出现之前 ,但通常会短得多。

3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科技期刊选题策划的一种类型 ———社

会热点切入式 ,并且讨论了这类选题成功的关键 ,而一

个未提及的更为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是主编或编

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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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受传者主要都是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作者作为信

息的提供者 ,对大量的原始医学信息提取后进行粗加

工再提交给期刊编辑部。期刊编辑人员筛选后将作者

稿件的信息送与相应的医学专家审查、修正 ,并对合适

的稿件进行修改和精细加工 ,保证信息的质量和可靠

性 ,最后才传递到相应的读者手中 ,完成信息的一个传

播过程。

期刊是传播过程中的媒介和信息的载体 ,医学编

辑则是信息的把关人和信息的加工和创造性生产者 [ 5 ]。

这个过程产生的传播效果是提供给医务工作者先进的

医学成果和经验、前瞻性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前

沿的动态和趋势 , 是医院临床、科研和教学的主要信息

来源 ,并成为将实验室中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新的有

效药物、新的医学仪器等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的桥梁和中介。如国外著名的医学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 Science 》《Nature 》

《Lancet》等 ,国内的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中国医学系

列杂志等都从不同的深度和广度记载并传播了重大的

医学信息 ,成为医学界及大众了解、交流医学问题的重

要平台 ,为推动医学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　医学学术期刊在健康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医学学术期刊作为医学信息的重要载体 ,在健康

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其传播过程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

211　对信息的选择存在倾向性 　同大多数科技期刊

一样 ,医学学术期刊也是采用国际通行的同行审稿制

度 ,对所发表的每一篇论文都进行严格的审稿和讨论 ,

以保证期刊所载论文的质量和信息的正确性与实用性。

尽管目前的审稿制度对论文质量起到了很好的把关作

用 ,但同时也过滤了部分有新意的稿件 ,尤其是实验结

果没有统计学意义或者阴性的稿件。由于医学研究对

象的特殊性 ,审稿专家及期刊编辑比其他期刊更青睐于

有效的、有明显阳性结果或者实 (试 )验成功的论文 ,而

对无效的、阴性结果或有争议的论文 ,多数给予否定作

退稿处理 ,于是读者接受到的大部分是统一和 (或 )同一

模式的医学信息 ,难以引起学术争鸣、激发更新的创意 ,

对学术的导向缺少“百花齐放”的引导机制。

再者 ,医学学术期刊的编辑人员由于自身的思维定

势 ,对医学信息的筛选也存在一定的不利影响。医学是

一门经验性非常强的学科 ,学术带头人或高年资的临床、

科研人员无疑具备更深厚的学术底蕴 ,也更值得大众信

服 ;因此 ,医学期刊的编辑在筛选医学信息时 ,主观上会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倾向于这类传播者撰写的论文 ,而过

滤掉了部分可能更有新意或价值的青年探索者的研究成

果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健康传播的效果。

212　出版时滞长 　出版时滞指自作者投稿之日起至稿

件刊出所经历的时间 ,即该信息从传播者手中到媒介将

其传播出去所需的时间 ,其长短对传播效果有很大的影

响。当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 ,论文若不能及时发表 ,就会

影响其信息的价值。有资料显示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的今天 ,知识的年平均老化速率在 10%左右 ,如科技论文

延误 1. 5～2. 0年发表 ,其信息价值就将损失 30%。

国内医学期刊论文的平均出版时滞相对于国外偏

长。张丽君等 [ 6 ]对 2000—2007年的《贵阳医学院学

报》的出版周期进行了分析 ,所发表的 2 170篇论文的

出版时滞平均为 214 d,比 1990—1999年的 316 d缩短

了 102 d。闫富宏等 [ 7 ]统计分析国内主流医学期刊之

一 ———《中华骨科杂志 》2006年第 2、6、9 期的论文发

现 ,出版时滞最长的为 490 d , 最短的为 112 d , 平均

225183 d。国外学术期刊的出版时滞相对短于国内 ,

如《Science》论文的平均发表时滞为 3个月左右。

作为医学学术期刊 , 面对信息时代全球知识传播

速度、传播途径日新月异的巨大挑战 , 要想提高健康传

播的效果 ,让更多的人群接受到健康信息 ,除了精心把

好信息的质量关以外 , 还应重视缩短医学信息的传播

周期 ,让最新、最受大家关注尤其对未来可能产生重大

影响的医学研究成果以尽可能短的时滞传递给受众。

213　表现形式单一和受众面窄小 　纵观国内外的医

学学术期刊可以发现 ,其表现形式过于“科学化”和“专业

化”, 通常以晦涩难懂的专业性传播符号进行知识和技术

的灌输 ,而忽视了受众的阅读趣味及接受需求 ,也因此将

传播对象局限到了医学专业人士而把大众读者挡在了接

受信息的门外。这种枯燥、单一的表现形式和狭窄的受

众面严重影响了医学学术期刊的传播效果。

医学服务的对象是社会大众 ,与全社会的每个个体

的健康密切相关 ,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也是每个

社会个体都希望关注和期待接受的信息源。如果最新的

医学研究进展和创新因为传播过程太过于专业化和术语

化 ,不能及时正确地被大众所知晓 ,那医学信息传播的意

义也会大大降低 [8 ]。医学学术期刊的编辑没有必要因为

专业医学信息的准确性、精确性及科学性高而将传播过

程以职业科学家的认知模式强加给公众 ,而过于科学化

和专业化 ,就会使其变成大众束之高阁的“阳春白雪”。

国外的许多优秀医学学术期刊近年来逐渐认识到

这个问题 ,如医学界著名学术刊物《Cell》认为“不是只

有科学家才需要了解科学。对大众宣传一些科技信

息 ,让更多的人了解最新的科学成果 ,对整个社会大有

裨益 ,对出版机构来说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

它们逐渐用生动浅显的表现方式处理传播符号 ,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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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易懂 ,提高了期刊信息的易读性 ,从而减小了科技

传播的障碍 ,吸引了大众的眼球 ,并与专业的科学界人

士形成了良好的互动。《Nature》和《Science》杂志也都

设置了新闻栏目 ,每周给读者提供影响科学界的即时

新闻。《Nature》还刊登 1周来科学家感兴趣的国际事件

以及公众感兴趣的某些话题 ,给不同的群体传递所需的

信息 ,以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者。同时 ,这 2个杂志的语

言风格和表现形式也尽量学习科普类期刊通俗易懂、生

动有趣的风格 ,甚至在自己的网站上播放短小动画 ,以这

种多媒体表现形式使大众能轻松、容易地获得科学界传

递的学术信息 ,揭开科学难以触及的神圣面纱 ,很大程度

上提高了传播效果。由于大众媒体受众广泛 ,几乎覆盖

了所有具备视听能力和视听渠道的公众 ,这些期刊还与

大众媒体结合起来 ,将学术界重要的科技成果撰写为新

闻 ,通过多种渠道向大众发布 ,让象牙塔中的抽象科学以

多种方式走进普通的家庭 ,扩大了信息传播的受众面 [ 9 ]。

3　应当更好地发挥学术刊物的医学传播作用

　　医学编辑不是健康信息的简单的传声筒 ,而应直接

参与到学术信息的生产之中 [10 ]。医务工作者向编辑部投

稿后 ,编辑结合专家评审对论文进行筛选 ,保证信源的质

量 ,然后经过精细的加工、修改 ,变成规范的传播符号后

才能得以顺利传播 ;因此 ,医学编辑在健康传播的过程中

起着重要的纽带作用。为此 ,医学编辑更应把好自己这

一关 ,采取各种措施发挥好学术期刊的健康传播作用。

首先 ,医学编辑必须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学术

期刊毕竟是科学信息的载体 ,内容必须保证正确而科

学。编辑自身的学术底蕴和专业素养直接决定了信息

筛选、加工的好坏。国外很多医学期刊的编辑本身就

是某专业的学术带头人或领军人物 ,至少也是在本专

业领域有一定造诣和影响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专业医

学信息的处理能力是非常专业和到位的。国内的医学

期刊编辑自身的专业素养相对于国外有所弱化 ,因此 ,

除了依靠评审专家的学术把关以外 ,编辑自身必须熟

悉该专业的基本理论以及研究进展。信息取舍的最终

决定权还是编辑 ,评审专家的意见只是作为参考。评

审专家的视角 ,以及某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有时难免会

对信息的把握即所给出的评审意见有些偏颇 ,所以 ,此

时需要医学编辑站在客观的立场上 ,以及受众需要的

角度对信息的取舍进行抉择 ,这就有赖于编辑自身的

专业素养和敏锐的传媒触觉。

其次 ,医学编辑应该加快稿件的处理速度并接受不

同的学术声音。如前所述 ,出版时滞在很大程度上阻碍

了信息的传播效果。医学编辑应当尽可能地加快信息

的传播速度 ,减少不必要的信息滞留 ,最大限度地缩短

出版时滞。目前逐渐扩大使用范围的网络审稿系统很

大程度上减少了既往论文邮政寄送的时间耽误和丢失

概率 ,使作者、专家以及编辑均可通过网络进行交流 ,极

大地方便了信息的传播 ,刊社应尽可能地予以采用。另

外 ,作为信息加工主体的编辑 ,还应有强烈的责任心和

使命感 ,要能发现重要的、领先的学术成果 ,并给予“绿

色通道”,使其得到优先、快速发表。同时 ,医学编辑还

应鼓励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 ,激发作者的兴趣和热情 ,

参与到信息的不断交流过程中 ,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

第三 ,医学编辑要勇于探索 ,努力学习一些大众媒

体的表现手法 ,优化学术期刊的表现形式 ,提高传播效

果。健康信息各个人群都渴望获得并有权利获得 ,晦

涩深奥的专业化描述和术语堆砌 ,使得大众难以走进

学术前沿信息的大门。医学编辑要在保证学术论文科

学、正确、严谨的基础上 ,尽量采用一些通俗生动的方

式 ,如插入与大众接近的图片或图解 ,开发出一定的版

面以科普通俗的手法提取专业研究中的医学信息 ,借助

大众媒体的宣传 ,等等 ,增强学术文章的易读性 ,使非专

业人士也能够参与信息接受 ,并形成良好的互动。编辑

还要多与大众沟通。医学研究是为了全人类的健康 ,其

研究的源泉就是大众群体。医学编辑若能与大众建立

良好的互动关系 ,了解大众的健康需求并有意识地进行

相关的主题组稿 ,引导新的学术研究 ,将会有重大的实

践意义 ,并引领着健康传播不断向新的台阶迈进。

4　参考文献

[ 1 ]　Rogers EM. The field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today[ J ].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994, 38 (2) : 2082214

[ 2 ]　Rogers E M. Up2to2Date Report[ J ]. Journal of Health Com2
munication, 1996, 1 (1) : 15223

[ 3 ]　张国良. 大众传播社会学 [M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1998: 245

[ 4 ]　颜志森 ,姚远. 科技期刊信息传播功能的演进 [ J ]. 编辑学

报 , 2001, 13 (1) : 9211

[ 5 ]　闫玉玺. 科技期刊出版的传播学特征 [ J ]. 沈阳农业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9 (2) : 2972300

[ 6 ]　张丽君 ,黄文涌. 2000—2007年《贵阳医学院学报 》出版时

滞统计分析 [ J ].贵阳医学院学报 , 2008, 33 (2) : 2072208

[ 7 ]　闫富宏 ,马英. 医学论文出版时滞探讨 [ J ]. 编辑之窗 ,

2008 (1) : 74275

[ 8 ]　李治飞 ,董朝菊 ,张放论 ,等. 科技期刊的易读性及其构建

[ J ]. 编辑学报 , 2008, 20 (2) : 95297

[ 9 ]　高健 ,陈新石 ,游苏宁. 应充分利用大众媒体宣传科技期

刊 [ J ]. 编辑学报 , 2008, 20 (3) : 2352237

[ 10 ] 刘红霞 ,费郁红.科技期刊传播学研究的 6个层面 [ J ]. 编

辑学报 , 2007, 19 (6) : 4102412

(2008212210收稿 ; 2009203210修回 )

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