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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读者来信的撰写

王世贤１）　常秀青１）　张　媛２）　石朝云３）

１）《中华病理学杂志》编辑部；２）《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编辑部；３）中华医学会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０，北京

摘　要　读者来信为文章作者和期刊读者及编者提供一种交流

的平台，它是对期刊内容进行的一种可持续对话。国内医学期

刊此栏目的发展状况不太受重视的原因之一就是读者、作者及

编者对此栏目的撰写要求不太了解，该文就这一方面作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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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中的《读者来信》栏目是读者、作者及编

者之间进行交流和互动的平台，因此，掌握“读者来

信”的撰写方法和要求对指导读者和作者非常重要。

汪谋岳［１］、杨颖等［２］、王世贤等［３］曾分析了国内医学

期刊此栏目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并与国外一些医学

期刊此栏目的发表从数量上作了比较；李娜等［４］对国

内外科技期刊中《读者来信》栏目的设置状况作了分

析，一致认为争鸣性质的读者来信在国内不受重视，并

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其一就是读者对如何写“读者来

信”要求不甚明了，有的期刊甚至把《读者来信》栏目

放在了通知栏或消息栏中［２］。

读者在读任何一篇学术类期刊文章时肯定会有一

些疑问或想法，比如他可能会对文章某个观点产生共

鸣或存在不同意见，或是要对文章某一部分进行评论

或阐述一种新的观点。这时有些读者可能给编辑部写

信，表明自己的观点。有些读者有给编辑部写信的想

法，但往往因某种原因而予以放弃。

从万方医学网数据库上检索发现，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中，只有３２种期刊设有此栏目，
占所收录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２６．７％［３］。为此，笔

者撰写此文，以期为杂志的读者和作者如何往《读者

来信》栏目投稿作一说明。

１　谁可以写“读者来信”

　　写“读者来信”的人不一定是某领域的学者或者
是擅长写作的人，其实杂志的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给

编辑部编辑写信，前提是读者需要仔细通读并理解已

刊发的文章，然后才可提出问题，最好是对所提出的问

题曾发表过类似的文章。

２　《读者来信》栏目为何重要

　　读者来信、评论性栏目都是读者喜闻乐见的栏目
形式［２］，受众即市场，读者喜欢什么栏目编辑部就应

在这方面有所侧重。《读者来信》栏目的主要功

能如下。

１）可为热爱本刊的读者开辟话语空间。读者可
以及时、方便地发表对于期刊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向

编辑部提供对于期刊所刊登论文的反馈信息，满足自

己求得认同的心理，使作者、读者和编者之间进行充分

的交流。此栏目还可刊登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经验

体会，引发读者共鸣，达到共同学习、交流探讨的目的。

２）可以增强期刊在读者中的凝聚力和亲和力。
编辑部对读者来信给予及时回复，并给出尽可能权威

的意见和建议，读者会从中得到被尊重的感觉。

３）可以反映工作面貌和办刊理念。此栏目办得
生动活泼，拥有数量丰富、质量较高的读者来信，肯定、

否定、质疑俱存，就会使版面充满生气，让读者感觉到

编辑部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工作面貌，同时也体现出

编辑部读者至上的办刊理念。

４）可以成为倡导学术探讨风气的窗口。刊登否
定和质疑期刊中已发表的文章、平等交换作者和读者

意见的争鸣类读者来信，有助于形成学术探讨的风气。

５）可以帮助优化选题、调整方向、提高编校质量［４］。

６）可以了解读者群为发行作准备。目前纸质期
刊出版发行渠道主要是通过邮局，编辑本身无从了解

读者群体，通过读者来信的反馈，可初步了解读者群，

为期刊发行做好准备工作。

许多作者或编者可能存在这种想法，文章一旦发

表即是最后的结局。其实出版后文章只是学术交流的

起点，通过读者来信，可以对原文章的某个观点分析更

为透彻，会出现一种“出版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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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读者来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有代表性的《读者来信》栏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列出错误并作纠正，一般是以《更正》栏目刊出。如
发表于《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的文献［５］。２）提出不
同的学术观点，即读者对某一问题持不同看法或意见，

如文献［６］。３）提供一些额外的信息，如文献［７］。
４）支持原文作者的观点，并提供额外的辅佐证据或提
供可供选择的理论，如文献［８］。

读者提出问题或观点要简洁、确切，一定要避免个

人对原文作者的评论，所提出的理论最好有参考文献

以便能支持自己的观点。所撰写的内容一般目标明

确，重点突出，尽量不要长篇幅地重复原文。

４　“读者来信”的要求是什么

　　通常，对“读者来信”稿件的要求如下：１）见解要
独到；２）观点不宜过多，需要明确、清楚，且具有针对
性；３）叙述时应避免使用粗俗的语言进行人身攻击，
应以商讨语气表明自己的观点或看法；４）尽量避免重
复原文的内容；５）来稿应及时；６）确保内容未发表在
其他杂志或者网站上。

在投稿前，读者最好了解一下该杂志对“读者来

信”的要求。有的杂志对读者来信有专门的要求且有

一定限制，因此，提前了解这些规定很有好处。例如：

有的杂志要求，“读者来信”稿件一般不超过２５００字，
参考文献不超过８条；有的杂志要求时间上必须是在
原文发表后的几个月内，否则不予受理。最重要的一

点，写“读者来信”一定不要写成论文似的文章。

有的杂志只接受对本刊文章评论的读者来信。换

句话说，作者若对某杂志文章进行了评论，但却投给另

一种杂志，通常该杂志是不会接纳的；而有的杂志也可

接收一些与本杂志内容无关的读者来信，如临床论坛、

病例报告等。作者最好在投稿前与编辑部联系，以确

保是否有其他问题。要根据投稿要求写读者来信，大

多数杂志一般禁止读者与原文作者直接联系，以确保

来信程序得到正确的处理，如果有问题可直接与编辑

部联系，而不是与原文作者联系。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信，编辑部要求作者最好交代

一下背景，主要是说明来信是对文章的评论，所想表达

的只是一些学术信息，而与杂志作者无利益冲突等。

除了公开声明外，还要有所有作者的亲笔签名。读者

来信虽简洁，但它也是杂志的一个栏目的文章；因此，

读者来信与其他文章一样，也需要签署论文授权书。

５　“读者来信”提交后会发生什么

　　读者来信提交后就会进入审稿程序，其处理同其

他文章一样。编辑的作用首先要对读者来信进行初

审，确认来信是否有意义，是否纠正了已发文章的错误

或补充了其遗漏的内容，或提供的证据是否准确，确认

来信是否及时，或格式是否正确，等等。然后通过审稿

系统进行同行评议，外审专家会对所提出的问题或建

议进行审阅，编辑部会把意见反馈给作者。对于商榷

的问题，编辑部也会把读者来信转发给原文作者。

６　来信一旦被接受接下来会做什么

　　若读者收到编辑部的采纳函，说明来信已进入采
纳程序。作为互动，通常情况下编辑部会把来信及时

反馈给原文作者，原文作者可以选择回复或者不回复，

这取决于作者认为是否有回复的必要。编辑部可以确

认来信发表在哪期上，它可以与原文作者回复不在同

一期上发表。之后进入编辑加工程序和排版，最后请

作者看清样后确认，并将“读者来信”校样在规定时间

内反回编辑部。

７　结束语

　　期刊办好《读者来信》栏目是作者学术水平、读者
反馈意见的正确性及编者判断能力的综合体现。希望

通过本文，不同期刊的作者、读者及编者都了解“读者

来信”的投稿方式及要求。期待国内的学术期刊通过

“读者来信”使学术交流更加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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