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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医学期刊编辑的专业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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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要使医学期刊编辑工作真正成为一种兼具专业技能
和社会责任的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就需要一种属于医学期刊编

辑的专业主义精神。该文对这种精神进行了探讨，认为这种专

业主义精神落实到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医学期刊编辑对专业知

识的把握，对学术前沿的了解，并掌握期刊组稿的主动权以及

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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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知识化、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专

业主义精神已成为时代主流［１］。行业专业主义精神

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是行业向精、专方向持续稳定发展

的保证，而各行业的稳定发展和专业化，必将使社会走

向一种有秩序的繁荣。

我国最早的中文医学期刊是《医学报》旬刊，大约

于１９０５年创刊，由上海中医学公报社编辑出版［２］。

１９１５年１月，《中华医学杂志》在上海创刊，它是我国
刊龄最长的中文医学期刊，至今形成了具有规模的

“中华”系列医学期刊［３］。

据新闻出版总署统计，目前我国公开发行的科技

期刊有４３８６种，其中医学期刊９４９种，占２１．６４％［４］。

经过１个多世纪的发展，通过先哲贤人以及现代广大
期刊工作者的孜孜追求和努力，我国医学期刊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已成为中国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重要媒

体之一。通过医学期刊发表论文也已成为医生和医学

研究者交流临床经验、展示医学研究成果的最主要、最

便捷和最有效的形式［５］。随着医学期刊的发展，我们

也应该提倡医学期刊编辑发展特属于这个行业的专业

主义精神，以适应时代和期刊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但迄

今为止，尚未见关于医学期刊编辑的专业主义精神的

研究文献。笔者试对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１　医学期刊编辑树立专业主义精神的必要性

　　专业主义精神是一种职业意识，是从事某一领域
的人员应具备的职业原则、职业精神和专业要求，包括

职业理想、使命追求和相应的业务手段。在这种专业

主义精神的引领下，许多行业有了在这个社会合法性

生存且无可替代的地位，如医生、教师及律师等行业，

而新闻业更是以１９世纪工业革命后新闻专业主义的
确立为其成为一种专业的标志，新闻从业人员也是因

为具有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才被看作是专业人士。

医学期刊编辑作为科技期刊编辑的一部分，他们

所编辑的是与生命相关的医学知识；但现在，在许多人

看来医学期刊编辑是在“为他人做嫁衣”，也就是说，

医学期刊编辑还没有使自己成为整个医疗体系中举足

轻重的部分，甚至有些人认为只要具备一些医学常识

和编辑知识的人都能成为医学编辑。这样看来，医学

期刊编辑就与新闻专业主义确立前的新闻工作者被视

为“包打听”一样，没有自己独立和重要的价值，也没

有为这个职业赢得相应的社会地位。

根据西方社会学界对专业化（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研究，“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其职业角色通过职

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它强调个体在从业过程

中的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专业化程度较低的

职业，其职业行为更多地由外部控制而非来自内部压

力”［６］。目前，医学期刊编辑工作因为缺少编辑的主

动参与，以及没有形成一系列内化了的专业信念、价值

观和行为规范，而成为一种被外部因素所控制的低专

业化的职业；因此，笔者认为，为了让医学期刊编辑在

医疗体系中发挥自己独特和重要的作用，成为不可或

缺的专业人士，同时为了让医学期刊编辑工作真正成

为一种兼具专业技能和社会责任的高专业化的职业，

就需要一种特属于医学期刊编辑的专业主义精神。

２　医学期刊编辑专业主义精神的几种表现

２１　了解世界医学研究进展，保证期刊的时效性、前
沿性和高质量　就像医生的专业主义精神首先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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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湛医术的追求一样，编辑出版高质量的期刊是医

学期刊编辑的立身之本，而要办好期刊，必须有扎实的

专业知识，不仅包括编辑知识，还包括医学知识。现

在，绝大多数医学期刊编辑来自２个专业，即医学专业
或编辑出版专业。这２个专业的编辑各有所长，医学
期刊编辑是这２个专业的结合体，必须不断学习以完
善自己的全面的能力。

除了适应并掌握不断调整的编辑规范之外，作为

专业学术期刊的医学期刊的编辑，对于医学研究中的

新突破和热点问题更应该去了解和熟悉，而且还要去

关注这些研究的成果及其意义和临床用途等，并学习

与之相关的知识，以便对它们有比较全面的把握。只

有这样，医学期刊编辑才能洞悉学科发展的方向，并将

之用于指导组稿、审稿和编辑等环节，以保证期刊的时

效性、前沿性和高质量。

目前，对医学研究进展状况的获取非常便利，不仅

可通过书本，而且可以通过网络及各类新闻中去了解。

如ＭＤＣｏｎｓｕｌｔ（ｗｗｗ．ｍｄｃｏｎｓｕｌｔ．ｃｏｍ）中的新闻栏目，就
罗列有最近２周内的热门医学研究文章，它们来源于
包括美国医学会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柳叶刀、英

国医学杂志、内科年报、内科文献、加拿大医学会期刊

及小儿科学等方面的资料，这些机构的数据基本囊括

了世界上所有权威的英文期刊，从这些网站可以了解

医学最前沿的发展动态；另外，如 ｈｔｔｐ：／／ｉｓｉ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中的《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ｓ》列出了哪些文章被
关注引用最多，《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１０００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列出了有关生物医学方面的热点文章，等等。

对专业知识的追求和掌握在任何领域都是专业主

义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医学期刊编辑，其不可

取代的专业性就表现在通过各种途径及时了解并掌握

自己所编辑的专业领域内的信息，并且在不断把握动

态和创新中让自己的期刊成为有特色、高质量的期刊，

为进一步的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理

论或实践研究成果。

２２　转换编辑理念，变被动为主动　编辑常被称为
“幕后英雄”，医学期刊编辑经常也只是坐在编辑部办

公室等着作者来稿，而缺乏与作者、读者的互动。这种

状态显然不是一种主动的由行业内部来自主控制的专

业化的状态，因为很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如果有好的

话题好的稿件，就能编辑出好的期刊，而如果没有好的

稿件和有价值的成果，期刊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因此，医学期刊编辑必须转换编辑理念，从被动的

等待稿件到主动参与到组稿、约稿以及宣传有价值的

稿件等各个环节当中去。

如上所述，医学期刊编辑应该时刻关注并了解学

科发展前沿，这样，他们有比作者更好的优势，多数作

者可能对自己领域的发展动向比较了解和关注，但对

别的领域的关注就不一定那么详细和全面；因此，编辑

应走到台前，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应充分利用这些信

息，变被动等稿为主动组稿、约稿和选稿，建立优秀作

者库，同作者经常保持联系，交流各自的资源及见解，

引导或者帮助作者写稿，不但可以将热点信息传递给

相关作者，还可以将新的医学突破传递给新闻媒体，传

递给读者。比如肿瘤的基因诊断与治疗，艾滋病、肝炎

或其他传染病治疗的进展，生物材料、纳米材料的进

展，新药、特效药的出现等，这些信息的传递，不仅有助

于促进医学信息的交流，有助于医学知识的普及，而且

有助于对新的研究热点的启发和引导。

这些信息的交流，同时扩大了自身期刊的影响力

及知名度，扩大了期刊被公众的接受与认可度。在市

场经济环境中，这是期刊经营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

会让作者受益，而且会使细心的读者受益，还能增加读

者对期刊的信任度。期刊公众活动的参与在实现自身

价值的同时，也能达到为期刊做广告的目的。这些措

施的实施也将使期刊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

２３　应该具备社会责任感，让医学研究成果真正为公
众健康服务　医学期刊办刊的初衷是用于学术交流，
主要是为医学专业人士提供医疗技术交流和探讨的平

台，为医学发展服务；但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如非典型肺炎、Ｈ５Ｎ１型禽流感、手足口疫等，这些疾
病引发了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公众在面对这些情况

时由于缺乏相关知识而显得惶恐和焦虑，甚至部分医

务工作者也并不十分了解相关知识。这就十分有必要

对这些疾病进行相关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迅速传播，

使公众能尽快从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让医学专业期刊更好地参与到健康知识的传播中

去，是赋予医学期刊编辑的社会责任，也是体现编辑专

业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时代的发展，会伴随出现各

种新的疾病或社会突发事件，给人类提出新的医学难

题。对这些新情况，医学编辑应立即着手联系并组织

这方面的专家撰稿，对相应事件作综合性的报道，可采

用论坛、讲座、基础研究或经验报道等多种形式，让公

众对之尽快有个系统、全面的了解。对某些特定季节

易发的传染病，编辑还可以提前刊登相关论文提醒公

众；对常见病、急危重病的保健预防的新观点也应该及

时报道与宣传，并与公众、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联合

电视或报纸将这些权威性知识及时传播给公众，以真

正让医学研究直接服务于社会。譬如在２００３年抗击
“非典”的战役中，《中华内科杂志》对“非典”进行突

出报道，约稿并破例尽快刊登，其中对姜素椿教授那篇

９７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１卷

以自己亲身经历撰写的《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给内科

医生的启迪》专论，在感人的同时又极具时效性和实

用性，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７］。

此外，培养新闻敏感性对体现医学期刊编辑的社

会责任感有极大的作用。如在２００３年“龙胆泻肝丸”
事件［８］中，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４日，新华社记者朱玉的一篇
题为《龙胆泻肝丸———清火良药还是“致病”根源》的

报道，引起社会和医药界的轩然大波。报道披露，人们

用了很多年的传统中药龙胆泻肝丸即使正常服用也会

造成肾损害，动摇了国人头脑中固有的“中药没有毒

副作用”的传统观念，龙胆泻肝丸含有马兜铃酸，它可

造成肾损害。医学上最初报道于１９６４年，因其只是个
例，所以未引起医务界的重视。１９９３年，比利时医学
界发现马兜铃酸导致肾病，国外将其称为“中草药肾

病”。在我国，早在２０００年，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就在权
威医学刊物上发表了关于马兜铃酸肾病的临床研究文

章［９］，但仍未引起医院、药厂和卫生行政部门等的重

视，更不要说公众。直到记者朱玉的新闻报道才使很

多患者恍然大悟，也使公众有了新的认识。从这个事

件我们可以知道，当公众对某种危害还未意识到时，期

刊编辑可能已经了解第一手资料，如果仅仅只是将这

些论文资料发表，可能还不能收到迅速传播、警示公众

的效果，还应该尽快通过各种手段，增强宣传力度，使

公众迅速了解；因此，医学期刊编辑在工作中要培养并

保持新闻敏感，经常与新闻媒体之间保持互动。只有

这样，才能在日常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成绩，充分体现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专业主义精神。

３　结语

　　专业主义精神能让医学期刊编辑“对自己所承担

的特殊社会角色以及履行的使命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

自觉意识，并充满热情，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项事

业”［１０］，并且在专业主义精神的引领和鼓舞下，不断地

提升编辑能力、提高刊物质量、服务社会并真正成为医

疗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无论是医学

期刊编辑本人还是这门职业，才能具有独特而不可取

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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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刊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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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学的编辑标准化规范化问题。２００９年将开设《期
刊现代化》《读者编者著者》《好书荐读》等栏目，欢迎大

家踊跃赐稿，并请按本刊论文格式撰文。不属于上述刊

登范围的稿件请另投相关报刊，以免耽误发表时机。

２）本刊一般不接收纸介质投稿，请将电子文稿发
至ｂｊｘｂ＿ｂｊ＠１６３．ｃｏｍ。
３）为进一步缩短本刊论文发表周期，恳请作者在

收到修改通知后３０天内将文章修回，对逾期者，仿效
他刊做法对修回的文章按新投稿计算收稿日期。

４）２００９年本刊仍按惯例收取论文审理费５０元／
篇和版面费 ３００元／版。审理费在投稿的同时寄至
“１０００６９北京右安门外首都医科大学内编辑学报编辑
部”；版面费按文章录用通知中约定的数额缴纳。

５）本刊为学术性期刊，要求所刊用论文的篇均文
献引用量一般不少于１０条／篇。请尽可能多引用文
献，特别应注意多引用本刊以外的报刊上的文献，并严

格按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规定的项目和格式准确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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