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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总结本刊增设《编读往来》栏目的具体实践及对编辑、读者关系的思考，探讨编辑如何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方法】借鉴国外知名综合性医学学术期刊在编读互动方面的优秀做法，介绍本刊增设《编读往来》栏目的具体做法及内容

设置，并思考期刊编辑如何为读者更好的服务。【结果】《编读往来》栏目推出后，能引导读者迅速地获取感兴趣的论文全

文。通过推出便捷的二维码推送阅读服务，让读者能方便地获取全文，进一步提升了编辑为读者服务的意识。【结论】增设

《编读往来》栏目能一改综合性医学期刊的“呆板”脸孔，提高编辑为读者服务的意识，提升期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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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栏目是杂志编辑与读者沟通互动

的模块，可以建立起期刊对读者的尊重与信任，传

达对读者的感谢; 更能广泛收集读者对杂志的评价

与建议，经过完善以使杂志的内容更加充实、生动。
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开设此类栏目的现象屡见不鲜，

如国际知名综合性医学学术期刊《自然》杂志，除了

刊登国际顶级的医学论文外，编辑们还在网站上开

设栏目，向读者们推荐新发表的论文; 读者可以根

据自己的专业、兴趣通过 ＲSS 订阅他们需要的文

献; 读者可以随时给编辑写信，发表对杂志的意见

和建议，编辑也会及时回复。而国内学术期刊与国

际知名综合性学术期刊《自然》等杂志编读互动的

做法相距甚远［1］。受学术评价体制的束缚和数字

化出版浪潮的冲击，在发展新媒体出版的同时，国

内学术期刊仍然无法摈弃纸质出版，科技评价仍要

以纸质出版为准［2］。作者的课题结题、毕业答辩、
职称晋升，需均要通过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得以实

现，学术期刊扮演的角色倾向于“为作者服务”，编

辑的工作大多埋头于稿件的编校，完全忽略了读者

的需求，与读者关系疏远，为读者服务的意识淡漠。
学术期刊带给读者的感觉总是“高高在上”。如本

刊就是一本综合性医学学术期刊，刊登的医学论文

涵盖了医学各专业，论文出版后，编辑没有再进行

后续跟踪调研，编辑与读者之间没有做到真正的交

流互动。本刊试图从增强纸质期刊的可读性、扩大

读者受众的方面来增强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在借鉴

国外综合性医学学术期刊的做法后，从 2014 年 1 月

起，增设了《编读往来》栏目［3］。

1 设想的提出

学术期刊因其所刊文章有较强的专业性，如果是

非医学专业的普通读者阅读存在较大困难，所以提出

增设《编读往来》栏目的设想是让学术期刊也带点

“科普味”，更通俗易懂。国际知名综合性医学学术

期刊《自然》在编读互动方面就给国内的综合性医学

学术期刊做了很好的榜样。浏览《自然》杂志中文版

网站，编辑在显著位置设置了“研究亮点”栏目，均为

杂志近期发表文章的推荐，栏目下方有多条趣味化、
大众化的标题，如“营养学: 是什么让零食如此诱人?”
点击标题，进入文章介绍，读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

取到该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在文章介绍的下方，点击

获取原文，即可阅读到英文全文，即使是非医学专业

的读者也能读懂文章介绍。在数字出版环境下，读者

的阅读习惯、阅读需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的纸

质阅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读者，他们常常采用“碎片

化”的时间阅读［4］。在面对海量的信息时，读者习惯

采用“快餐化”的阅读模式［5］，从传统的“翻”，到“检

索”，再到”内容的推送”，可以看出，当代读者需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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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已发生急速转变，通过编辑推送重点文章的方式，

能够让读者在海量信息中迅速找到所需要的文献。
因此，本刊借鉴国外综合性医学学术期刊的做法，尝

试在纸质期刊和网站进行重点文章推送，在期刊首页

位置增设了《编读往来》栏目，旨在通过推荐重点文

章，推动读者去阅读、下载，甚至引用，进一步扩大期

刊影响力。

2 增设《编读往来》栏目的具体做法

本刊编辑在供稿或者在轮流承担责任编辑处

理文章的过程中对优秀的文章进行总结，提炼出一

个能够吸引读者的题目，并用简洁、通俗易懂的语

言整理出该篇文章的研究背景及目的、方法、结果、
意义，并附上文章优先出版的网址和网址对应的二

维码。每期杂志在首页刊载 2 ～ 3 篇，有专职编辑进

行微信、邮件推送给可能感兴趣的专业读者。感兴

趣的读者可以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快速地阅读到

全文。
例: 一篇《类获得性免疫缺陷 ( 阴性 HIV) “患

者”的流行病学调查》的文章，研究人员对调查在高

危性行为后出现身体不适，即自身怀疑感染了 HIV，

经过反复、多次在权威部门检测，均显示 HIV 阴性

的“患者”采用定性系统分析筛检国内外相关综合

征报道病例，探索类 AIDS 综合征“病例”临床特征

可能的聚类属性; 通过现况调查掌握“病例”人群的

一般特征和临床特征，发现该类“患者”出现的症状

不能完全用心理因素来解释，其呈现的临床特征有

明显的一致性和规律性［6］。
为此，编辑撰写了题为《HIV 检测为阴性的都

是“恐艾症“患者吗?》［7］，以此希望引发对该类人群

的关注。这篇论文和《编读往来》刊出以后，引起了

不少学术争鸣，也引起了“恐艾症”患者的广泛关

注，他们纷纷给编辑写信，咨询相关的研究进展，该

篇文章在本刊主页浏览量达 25000 余次，下载次数

2000 余次。见图 1。

3 对编读关系的思考

学术期刊传播的是学术成果，但传播的过程不

仅仅是通过印刷出版就能完成，需要编辑、读者、作
者三方面的共同作用［8］。作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

文章的目的许多是为了评定职称或者毕业答辩，目

的性强，学术期刊为“作者服务”的角色扮演得淋漓

尽致，但是学术期刊应该怎么为读者服务? 这是值

图 1 本刊《编读往来》栏目及内容示意图

得编辑思考的问题［9］。充分发挥读者的能动作用，

对扩大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不可或缺。作为

期刊编辑，应站在读者角度，考虑读者对期刊的需

求是什么［10］。作为一本综合性学术期刊，给读者的

印象是不是“呆板、沉闷”，缺乏“活力”? 设立《编读

往来》栏目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善读者对学术期刊

的看法。
3. 1 设立引人入胜的通俗的科普题目

从阅读的角度来看，题目最先映入读者眼帘，

是全文的点睛之笔，也是最容易让读者理解记忆

的部 分。一 个 好 的 题 目，能 做 到 让 读 者 过 目 不

忘［11］。编辑拟定《编读往来》题目的关键在于抓

住需推荐论文的核心，比如是一项新技术或者新

论点，将其从文中提炼出来，应该考虑到作为普通

非医学专业的读者是否也能读懂这个题目，有没

有吸引其继续读下去的诱惑力? 这样的题目必能

吸引读者注意。
例: 一篇《血液灌流对代谢综合征患者血脂、血

压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的文章，研究人员采用在

药物中毒、肝衰竭、清除血脂等方面应用较为广泛

的血液灌流法治疗代谢综合征患者，探讨灌流后患

者血脂、血压的变化及其规律，发现血液灌流能有

效降低患者血脂水平并降低血压。
这是一篇临床研究的文章，如果光看论文题

目，虽然题目概括了全文的主要内容，但并非能让

读者眼前一亮。如果编辑想要推荐这篇文章，则必

须拟定出一个能体现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的题目，

经过斟酌考虑，拟定题目为《代谢综合征未来治疗

的新方式———血液灌流》，既简洁，又有新意，以此

激发相关学科的医学专业读者或者想了解代谢综

合征这种疾病的普通读者的阅读欲望。
3. 2 制作二维码以适应现代阅读的需要

编辑推荐的文章除了题目是重点外，二维码也

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科技的发展，读者的

阅读习惯已从传统的纸质阅读逐渐发展到手机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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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阅读时间趋于碎片化，而二维码则是适应这一

阅读变化的新兴事物。二维码是特定的几何图形

按特定的规律在二维平面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

形，目前在软件下载、网络支付等领域被广泛使用，

其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新技术，也越来越多地被学

术期刊采用［12 － 13］。本刊在《编读往来》栏目中将推

荐文章的优先出版网址使用在线制作二维码网站

制作成二维码，让对文章感兴趣的读者使用其移动

设备上的二维码扫描软件，直接扫描二维码进入本

刊的网站，点击下载文章，轻松阅读，通过这种渠道

增加文章的下载量，甚至是被引频次，同时也为学

术期刊获得很好的宣传效果，一改学术期刊往日

“沉闷、呆板”的面孔，给读者树立与时俱进的期刊

形象。
在如今互联网时代，传统学术期刊渴望向数字

化期刊转型，但由于政策、体制等原因，传统学术期

刊向数字化期刊转型举步维艰，将纸质出版和数字

出版实现融合发展是当前学术期刊改变其出版模

式的目标定位［2］，牢固树立为读者服务的意识才是

期刊的生存之道。互联网拉近了编辑与读者的距

离，编辑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这一优势，除了在纸质

出版物上登载《编读往来》外，在本刊网站主页上也

进行了重点文章的推送，编辑或者读者可将文章分

享到微博、微信、QQ 空间，新媒体的运用可以使纸

质出版物的阅读空间得到延伸，传播范围更为深

远［14 － 16］。本刊将创建期刊的微信平台，实现《编

读往来》的微信推送。微信是凝聚读者的有效手

段，在微信平台上，读者还可以对编辑重点推送的

文章即时发表意见和建议。编辑将把重点文章的

推送作为日常工作的份内事，相信为读者服务的

越多，编读之间的关系拉得越近，期刊的影响力也

会越大。
本刊设立《编读往来》栏目之初，还希望读者能

对本刊已刊登的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真正实现

“编读互动”，但目前收到的读者来信还比较少，今

后还需设立更好的读者奖励制度，鼓励读者对《编

读往来》踊跃投稿。
综上所述，读者是期刊的“核心”资产，是期刊

办刊的动力源泉，综合性学术期刊读者群不如专业

性学术期刊集中，如何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是作为一

个期刊编辑应该思考的问题。随着新技术的不断

涌现，读者阅读模式的变化，也给期刊的变革带来

了新的契机，同时也启示传统学术期刊，在数字出

版的大环境下，应该抓住机遇，除了不断完善提升

期刊的学术水平、论文质量以外，还应善于应用新

媒体新技术服务于读者，树立期刊的新形象，进一

步扩大期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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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 added in comprehensive medical periodicals

WANG Xiaohan，LENG Huaiming

Editorial Office of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30 Gaotanyan Street，Shapingba District，Chongqing 400038，China

Abstract: ［Purposes］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sum up the way of setting up“letters to the reader”column and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itors and readers． ［Methods］This paper used references of interactive practices from foreign famous
magazines，such as Nature's“Ｒesearch highlight”column． It introduced the reason for setting up“letters to the reader”column and
how to write“letters to the reader”． ［Findings］The paper introduces simple two-dimensional and modern code means，which can
guide the readers to quickly get the full-text papers they are interest in．［Conclusions］Adding“letters to the reader”column can
improve the service consciousness of editors for readers and change the comprehensive medical periodi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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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严正声明

近期，《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部发现互联网上一些网站提供可以在我刊快速发表论文的所谓“服

务”，编辑部也接到一些作者电话咨询是否交审稿费就能在我刊快速发表论文。为避免某些作者上当受骗，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部特此声明并告知广大作者: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一贯秉承严谨的学术作风和期刊编辑规范，视质量为期刊的生命。所有稿件均通

过在线投稿系统( http: / /www． cjstp． cn) 投稿并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进行评审。稿件处理正常周期平均 3 －
4 个月。我刊没有对投稿收取审稿费，只有在经过同行评议决定录用稿件后通知作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

取论文版面费。我刊也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第三方公司或个人提供任何代理服务。凡号称提供与代写论

文服务、收取审稿费快速发表有关的公司或个人，均与《中国科技期刊研究》无关，均属欺诈行为! 作者若遇

到可疑信息，可与编辑部直接联系( 电话: 010 － 62572403，电子邮件: cjstp@ mail． las． ac． cn) 。凡稿件未投编

辑部的投稿系统或审稿录用后的版面费未寄至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均为上当受骗。请广大作者高度

警惕，随时与编辑部保持沟通。若有作者请他人代写论文并向《中国科技期刊研究》投稿，一经查实，将公开

撤销稿件，并在本刊网站和相关网站公开通报并告知作者单位。
本刊正告那些号称提供《中国科技期刊研究》论文代写服务或代收费的公司及个人，立即终止这些诈骗

行为并向《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公开道歉! 对于那些继续对《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名誉造成损害的公司及个

人，《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将保留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权力。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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