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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办好医学科普期刊

原　宝　华
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医学教育技术杂志》编辑部，７１００６１，西安

摘　要　通过对居民健康素养现状的分析，探讨如何进行医学
科普期刊内容和形式上的策划，提高其可读性，以满足不同人

群的医疗卫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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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医学科普期刊责任重大

　　２００９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６４８％的居民具有健康素养，说明公众获取权威健康
知识的途径不通畅［１］。２０１０年 ２月 １日，湖南卫视
《百科全说》播出一期《张悟本谈养生》，让其一夜走

红，而他“喝绿豆汤、生吃长条茄子可治疑难杂症”“生

吃泥鳅可去虚火”一时间也成为人们治病、养生的方

法，不少人对他的说法深信不疑［２］。此外，每年在央视

３．１５晚会上曝光的侵害老百姓权益的案例中，涉及医疗
卫生的不在少数。这对人们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社

会影响很坏；也从一个侧面暴露出目前医学科普期刊在

群众中的影响力不大，至少没有像“康福宝”神床、神奇

降压手表、磁项链等对人们的影响力大。

由于人们的健康素养不高，医学知识缺乏，使得他

们对一些虚假宣传所展现的神奇疗效深信不疑，导致

受骗上当。这也说明老百姓缺少专业的、正确的寻医

问药的渠道，急需专业的医疗卫生保健常识的指导，而

专业的医学信息又离老百姓太远，似“阳春白雪”被束

之高阁；所以，将专业的医学知识、医疗卫生的政策法

规及保健信息传递给人民大众，是医学科普期刊的职

责所在［２］。

医学科普期刊是面向大众的以普及健康知识为办

刊宗旨的刊物，承担着传播和推广医学科技成果，介绍

和宣传医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的健康素质、自我保健意

识和能力的重要使命［４］，它们以其较强的专业性和广

阔的读者层面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那么，如何使“科

学化”和“专业化”的医学知识贴近受众的阅读趣味及

接受需求，形式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真正成为大众的健

康保健顾问，为人们寻医问药提供专业的医疗资讯，使

之成为医患之间沟通的桥梁，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

性、指导性于一体，是办好科普期刊的关键所在［５］。

近年来，国外的许多优秀医学学术期刊逐渐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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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因此，医学科普期刊应以向大众普及医学科学知

识为己任，认真分析读者的需求，对大众宣传一些医学

科技信息，让更多的人了解最新的医学科研成果，从内

容上贴近不同需要的人群，在形式上应充分利用现代

多种媒体手段，图、文 、声、像结合，还可以采用讲故事

的方式，让内容富有人情味［５］，对医学知识进行合理

表现，充分调动人们的阅读积极性。医学科普期刊要

既能起到普及医学知识的作用，还能缓解医患矛盾，提

高人们遵医治疗的意识，免受一些“伪科学”等虚假宣

传的误导。

２　医学科普期刊的内容定位

　　医学科普期刊既要有学术期刊的科学性，又要有
一般科普期刊的知识性和实用性，还要有休闲类期刊

的新闻性和趣味性，也就是说，医学科普期刊是一种良

师益友型的大众类期刊。它既有大众类期刊的一些特

点，又有学术类科技期刊的一些要求。医学科普期刊

面向大众，于是读者便成为期刊最根本的生命源泉。

这就形成了医学科普期刊最大的特点———需要进行市

场化管理。

医学科普期刊是一种文化产品，读者和广告商是

消费者，期刊编辑部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期刊内容应

满足读者、医生和商家三者的需求［６］。

医学科普期刊内容定位的基本点如下。

１）了解受众的需求。医学科普期刊的内容要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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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受众，也就是消费者。首先要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根

据需求来确定内容。应把自己当作一个消费者，站在

消费者的角度来体会他们需要什么，会遇到什么问题，

想了解什么内容，困惑是什么，等等，以此来设计栏目

和内容，做到“想读者之所想，才会供读者之所需”，才

能使刊物内容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先说读者的需求。读者包括患者、亚健康人群和

一般人群。他们除了想了解医疗资讯、健康保健知识

外，更想了解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医疗知识，特别是

患者。

比如高血压患者，最想了解的内容不仅仅是高血

压病的发生、发展、转归，高血压病如何分型，同时他们

也想知道，自己目前是什么状况，日常生活行为中该注

意什么，吃什么药，如何预防并发症等。这就是他们的

主要需求。让他们了解并掌握高血压病的相关医学知

识、生活行为指导及高血压强化治疗方案，可以使患者

认识到生活行为在高血压致病中的作用及高血压的危

害，进而主动改善不良生活行为，提高科学遵医治疗的

意识及对高血压病的认识，还能提高人们对高血压病

的知晓率、服药率和控制率，从而降低脑卒中的发生

率、致残率、致死率等。这对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大有

裨益［７］，也能免受诸如“降压手表”“磁项链”的误导 。

又如白内障，是老年人的高发眼病，严重影响他们

的生活质量，给其日常生活带来不便。目前的治疗手

段是超声乳化术，给患者换个晶体即可。那么，患者该

换什么晶体，适合什么价位的晶体，黄晶体、白晶体，还

是高分子晶体，等等，都是与患者密切相关的专业知

识。如果把手术过程以一个白内障患者看病的故事贯

穿其中，从检查、看病到手术，把看病流程做成人们喜

闻乐见的美术小册子，不仅可以解除患者和家属的看

病疑虑，提高对所患疾病的认识和遵医治疗的意识，积

极配合医生治疗，还有利于规范医疗行为，改善医

患关系。

再说商家的需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医院的医疗设备不断更新，各种检查、检验设备和

治疗手段层出不穷，为提高疾病的诊断率，及早发现疾

病提供了有利的工具。此外，各种新药、特药、生物制

品的大量涌现，使许多慢性病，尤其是肿瘤得到有效控

制，但也使医疗费用猛涨。加之有些医院、医生受经济

利益驱动，会让病人作一些无关的检查、治疗及用药。

这些负面报道也经常见诸报端等各种媒体，使医患关

系空前紧张。

病人看病的时候，面对医生开出的检查单、化验

单，都会下意识地产生“这些检查我需要做吗？医生

该不会拿我挣钱吧？”等等的疑问。如果在病人候诊

时，阅读了相关检查、治疗手段的原理、适应证、禁忌证

以及目的介绍，就解决了患者需要了解的问题，既节省

了医务人员对病患的解释时间，也使患者主动配合医

务人员的医疗行为，有利于疾病的诊治，同时向患者客

观地介绍了一些检查仪器、设备的功能及功效，扩大了

厂商的知名度。

最后说医生的需求。现代医学日新月异，发展很

快，因此，各种医疗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涌现。医生在

给患者看病的同时，也想把最新的医疗知识介绍给大

众，包括自己的患者；但医生的时间有限，不可能对每

个病人都作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医学科普期刊如果与

医生联合，把最新的医疗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

给受众，将会有利于专业医疗知识的推广和传播。

医学科普期刊在内容设置方面应具有以下特点：

它是患者了解尖端医疗科技的第一窗口；是名医名院

最新科研成果的发布平台；是最具权威的新药、特药的

发布平台；是最新医疗器械的宣传、推广平台；是全面

反映医疗科技成果与最高水平的舞台；是对患者答疑

解惑的重要场所。

２）内容定位。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医学科普期刊
在内容策划上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① 让人们在第一时间了解医学界的最新讯息、健
康生活趋势（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方式中的可借鉴之处

等），以开阔人们的医疗知识视野。

② 国际、国内近期受到公众关注的医药行业的话
题和事件，并深度剖析事件发生的背景。

③ 医药界知名人士的传记、语录，近期引起公众
影响人物的轶事，相关的专家在医德、伦理、人文等在

尊重、关爱生命方面的看法，以拉近医学专家与患者

的距离。

④ 透视医院：解密医院内受到普遍关注的部门的
操作规程和技术，将此以通俗的方式展现给读者，如手

术室、婴儿室、介入治疗室等；介绍医院进行的有关诊

断、治疗技术，最新的医疗器械设备及其使用，从而解

除人们对这些科室的神秘感和对有关诊断、治疗技术

的恐惧感。

⑤ 医学教育。这又为以下３个方面。
ａ）医师继续教育，包括处方药动态（提供最新、实

用的处方药物信息）、最新医学科研成果论坛。

ｂ）病患就医教育，介绍医院内部相关政策制度、
服务流程、医保办理、就医注意事项，以及提供最新的

专家门诊时间、实用的ＯＴＣ药物信息，还有用药常识、
用药安全、康复器械等知识的普及。

ｃ）大众保健教育，提供保健品、食品的相关知识
和最新信息，曝光虚假信息，举办常见病预防、保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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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以及基础医学知识如解剖、生理学讲座。

⑥医患沟通———观点交锋：关于医疗界有争议问
题的各方观点；对话：分别从医务人员和患者角度谈一

些切身经历和看法；关注生命：有关生命的高尚事迹，

励志故事，求医经历。

⑦ 医苑奇趣。改善刊物整体氛围，以轻松、活泼
为主，如世界各地奇人奇事，科学奥秘及与医学有关的

漫画和笑话。

⑧ 医学美术，包括医学视觉作品选登、疾病图解，
以及设立特色栏目，以全新的形式（图片、插图、动漫

等）详细解读典型疾病的抽象原理和直观的治疗手

段，以增强医学知识的可读性和亲和力。

３　表现形式

　　目前的科普期刊仍沿用以前的办刊模式，大多以
文字方式呈现，有的配以少量的插图，缺乏专业的指

导，与临床贴近不紧密，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导致人

们的阅读欲望不高；所以，应充分利用现代媒体手段，

图、文、声、像并茂，才能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

３１　形式多样活泼：充分发挥医学美术的优势　医学
美术主要展现专业的医学插图、手术插图和医学教学

插图，为专业的医学教学、科研服务［９］，将医学美术与

现代临床医疗技术结合，以图解的形式展现医学科普

知识，有着其他非专业插图无法比拟的优势。

专家的观点在人们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特别是

本省三甲医院的名医，因此，通过知名专家宣传良好的

生活习惯以及疾病防治知识，对广大群众有较大的影

响力。在组稿过程中，多与专家沟通，理解专家的意

图，把专家的意图用美术的手法予以合理展现。

此外．一些特殊病人的亲身感受也常常会引起读
者的兴趣，对于健康教育，如果以故事的形式出现，就

会使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得到放松，又能受到健康

教育。例如，我们制作的“看病”系列科普连环画———

《头晕的“真凶”》，以老刘２年前刚退休，有“头晕病”，
最近犯起来十分严重为故事情节，对脑卒中的发生原

因、临床表现、检查治疗、预防方法等进行了详细的、图

文并茂的介绍，配以指导专家的图片和个人简介，提高

了内容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受到专家和患者的欢迎。

对一些特殊的人群，如住院病人，进行健康教育将

受到更大的欢迎。如果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卫生科普

资料进入病房，绝大多数病人愿意花钱购买［８］，而且

准备予以保存。例如，我们联合糖尿病专家制作的

“看病”系列科普连环画《糖尿病治疗的现状———胰岛

移植及胰岛干细胞的相关技术》，使住院病人和门诊

糖尿病病人了解到糖尿病治疗的新进展和新方法，提

高了病人对糖尿病治疗的认识。

３２　充分发挥计算机和网络的优势　目前，计算机技
术和网络技术已进入千家万户，影响着人们工作和生

活的方方面面。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性，可以使医学科

普期刊的表现形式多样化，使读者能多渠道、多形式，

方便、快捷地获取医学科普知识［１０］。我们可将纸质版

的内容放在网站上，读者通过点击即可轻松地获取医

学信息。同时，还可将一些原理性、技术性的内容，以

动画的方式，图文并茂、有立体感地展现给读者。例

如，根据目前青少年早恋现象导致的意外怀孕，我们通

过ＦＬＡＳＨ动画，以讲故事的形式，将妊娠的发生、发展
及临床表现、检查、分娩过程展现出来，向人们宣传早

孕对少女身体产生的危害，对于青春期的卫生宣教有

很好的作用。

综上所述，医学科普期刊只有在内容上贴近群众，

贴近消费者，才能提供读者所需的内容；同时在形式

上要勇于创新，充分利用多种媒体手段，图文并茂地展

现医学科普知识，才能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只有把内容

和形式都搞得很好，医学科普期刊才能真正成为大众

的良师益友，成为患者寻医问药的顾问，成为沟通医患

关系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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