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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医学期刊栏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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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编辑部，３５０００１，福州）

摘　要　对国内外优秀医学期刊栏目的设置进行比较，认为医
学期刊均有按专业学科设置栏目的趋势。国内医学期刊内容

单一，专业性强；国外期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互动性好：因

此，国内医学期刊应注重构建互动性的栏目，增设研究快报栏

目，减少首报论文外流，提高中国医学期刊的质量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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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是根据期刊宗旨按文章内容、性质或形式所

开辟的版面，是期刊的基本单位和重要组成部分。由

于目前没有有关标准，使得栏目设置有较大的随意

性［１］。一般来说，国内期刊栏目的划分有３种基本体
系：１）按文体类型来划分，如论著、论著摘要、述评、综
述、讲座、短篇报道、个案报道、简报等，许多早期创刊

的刊物，其栏目都是按文体类型来划分的；２）根据文
章的实际内容来划分，如经验交流（总结）、技术与方

法、技术交流、误诊误治、药物与临床、临床病例（理）

讨论等；３）按专业学科范围来划分，如基础医学、实验
研究、临床医学、中医、预防医学、影像诊断、医学检验

等。随着现代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医学论文

的分类日趋专业化，按专业学科分栏目已是国内外医

学期刊的发展趋势［２］。此外，国外的医学期刊还注重

与读者的互动性以及读者的跨学科阅读的栏目，一些

专业性很强的医学刊物，设置有新闻、美术和诗歌等。

本文就国内外医学期刊栏目的异同进行比较分

析，以期为医学期刊的栏目设置提供参考。

１　栏目设置比较

１１　国内医学期刊栏目设置的情况及特点　《中华
医学杂志》的栏目设置按文体类型、文章内容这２部
分来划分。在其后来新增的７个栏目中，只有短篇论
著的文章属于文体类型，其余医学动态、疑难病例析

评、循证病例报告、新技术新方法、新药与临床、临床医

学影像都是根据文章内容来划分的（见表１）。

表１　５种国内优秀医学期刊栏目设置情况

刊　名 栏目设置（文体／文章内容／专业学科）

中华医学杂志（文体／文章内容）
　论著、综述、讲座、述评、病例报告、短篇论著／专家论坛、医药卫生策略探讨、临床病理讨论、专题笔谈、心理与疾病、
国内外学术动态、读者来信、医学动态、疑难病例析评、循证病例报告、新技术新方法、新药与临床、临床医学影像

中华护理杂志（文体／文章内容） 　综述／护理研究、专科护理、护理管理、护理教育、手术室护理、基础护理、心理卫生
中华儿科杂志（文体／文章内容） 　述评、专论、论著摘要、综述、病例报告、讲座、会议纪要／讲座、会议纪要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专业学科）
　细菌学、病毒学、分子微生物学、临床微生物学、基础免疫学、临床免疫学、分子免疫学、免疫遗传学、肿瘤免
疫学、移植免疫、中药与免疫、免疫学技术、检测技术

病毒学报（文体／专业学科） 　论著、简报、文摘、综述／人与动物病毒、昆虫病毒、病毒学诊断、技术方法

　　《中华护理杂志》１９５４年创刊，影响因子为１．８６１，
在医学期刊中排名第一，栏目设置有２种：按文体划分
的栏目只有综述，其余 ７个栏目按文章内容划分。
《中华儿科杂志》创刊于１９５０年，影响因子１．６５２，其
栏目设置分２种，也是文体和文章内容。《中华微生
物学和免疫学杂志》１９８１年创刊，影响因子 ０．４６８，
《病毒学报》１９８５年创刊，影响因子０．５８５，２刊的栏目

均是以专业学科为主来划分的（以上影响因子均来自

２００７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１２　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栏目设置的情况及特点　
《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柳叶刀）１８２３年创刊，影响因子２８．６３８，
为医学出版界权威刊物。与国内将期刊分为“社科

类”“科技类”不同的是，《柳叶刀》的２１个栏目涉及范
围广，除专业学科栏目外，还有新闻、伦敦透视、环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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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等栏目，以满足读者的多层次需求［３］。

《Ｃｅｌｌ》（细胞）杂志是举世公认的生命科学研究领
域的顶尖杂志，创刊于１９７４年，影响因子２９．８８７，其
栏目总体上分为“学术研究”及“前沿”２大类，之下又
细分出多个子栏目。《学术研究》刊登的全部是原创

性研究报告，细分的４个子栏目中，有一特别栏目是对
《Ｃｅｌｌ》已发表的科学成果的质疑和挑战。“前沿”部分
约占整刊内容的１５％，下属７个细分栏目，其中有４

个传统细分栏目，前不久又增加了《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Ｅｓｓａｙ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等３个新的细分栏目［４］。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ＥＩＤ）是由美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出版的关于新发现和再肆虐的传染病

方面的医学期刊，创刊于 １９９５年，影响因子 ５．０９４。
共设置８个栏目，包括《Ａｎｏｔｈｅ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其他文
体，亦译为别有天地）和持续多年固定不变的《关于封

面》（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ｃｏｖｅｒ）以及《来信》等［５］（见表２）。

表２　３种国际著名期刊栏目设置情况

刊　名 一级栏目 文体／文章内容 专业学科／非专业学科 互动栏目

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

　根据文体：社论、评论、论著综述、短篇报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ＳｈｏｒｔＲｅ
ｐｏｒｔｓ）／根据文章内容：研究动态、方法与设计、假
设、观点、临床服务、医院服务、读者来信、书讯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Ｄｅ
ｖｉｃｅｓ，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ｔｈｅＥｄｉｔｏｒ，ＢｏｏｋＳｈｅｌｆ）

　专业学科：医学科学、公共卫生、医学与法
律（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Ｌａｗ）／非专业学科：新闻、伦敦透视、环
游世界、今日英国、札记与新闻、当代观察

（Ｎｅｗｓ，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Ｎｏｗ，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Ｎｅｗｓ，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Ｃｅｌｌ

学术研究

　根据文章内容：研究性文章、资源性文章、理论
性文章和讨论性文章（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ＭａｔｔｅｒｓＡｒｉｓｉｎ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前沿

　根据文章内容：评论性文章、会议报告、述评、
杂文、通信（Ｐｒｅｖｉｅｗｓ，Ｍｉｎｉｒｅｖｉｅｗｓ，Ｒｅｖｉｅｗｓ，Ｍｅｅｔ
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Ｅｓｓａｙ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Ｅｓｓａｙｓ， 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根据文章内容：纵览、概述、研究调查、政策和
历史性回顾、快讯、述评、来信（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ｎ
ｏｐｓ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
ｖｉｅｗｓ，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ｌｅｔｔｅｒｓ）

　非专业学科：其他文体、关于封面（Ａｎｏｔｈｅ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ｃｏｖｅ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　分析

　　早年创刊的《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儿科杂志》
除了延续使用按文体类型划分栏目的方式外，还根据

文章内容设置栏目。按文体划分栏目比较抽象，读者

一般不会通过论文的载体来决定是否阅读。单靠传统

的依据文体设置划分栏目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发展及文

献检索的需求。《中华护理杂志》则大部分按文章内

容划分栏目，相对按文体划分类栏目读者更容易检索

到自己需要的文章。尽管《中华护理杂志》的影响因

子比《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儿科杂志》都高，但没有

学科分类引导还是无法使读者和作者有效地了解栏目

的真正旨意。对于读者而言，按文章内容划分栏目比

按文体栏目划分更为实用。

在图书馆、文献检索数据库中，文章是按专业学科

分类提供给读者的，同样，将文章按专业学科归纳入相

应的领域，必将为读者提供方便的阅读途径。从本文

分析的５种国内医学期刊的栏目设置情况看，早期的
按文体类型划分的栏目，如论著、综述、讲座、述评和病

例报告等，大都沿用下来，无论是具有７０年历史的老
刊物，还是近年新创办的刊物，都保留了部分按文体划

分的栏目，其他栏目则随着期刊创刊时间的远去，新设

栏目由原来的依据文章内容划分逐渐转为依据专业学

科划分。《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和《病毒学

报》是１９８０年以后创刊的，其部分栏目则按专业学科
划分帮助读者检索阅读。

《柳叶刀》是医学出版界的权威刊物，影响因子远远

高于国内最高排名的同类期刊，其２１个栏目中有１／３按
我国的分类则属于社科类内容，这必然带来广泛的读者

来源。《细胞》（Ｃｅｌｌ）的《前沿》栏目，其新增的３个子栏
目中：《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发表影响生物学研究的观点，如关
于科学政策、研究发现、生物伦理学方面，等等；《Ｅｓｓａｙｓ》
是以简明的论点对已发表的科学成果提出新的见解，也

可探讨以往的科学成果对当今的启示和作用；在“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栏目下，读者可以对过去２个月内《Ｃｅｌｌ》发表
的任何一篇研究报告或评论型文章发表评论，它成为

《Ｃｅｌｌ》的一个反馈渠道，也因此让更多的人关注《Ｃｅｌｌ》已
刊出的内容。《Ｃｅｌｌ》多层次栏目的划分无处不体现着“参
与”和“吸引”的理念，从各个角度和层次鼓励“参与”对作

者及读者产生强有力的吸引效应［４］。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ＥＩＤ）》（可译为“新
兴传染病”）其《来信》（Ｌｅｔｔｅｒ）一栏刊载的内容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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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同名栏目设置完全不同，刊载的文章有评述、新病

例报告、新疾病暴发和新科研成果的报告，还有对本月

内发表的文章进行评述，只要是“新的”就可以放在这

一栏目。《ＥＩＤ》的专业性极强，但其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一栏，接近于“文学专栏”，刊登的小故事、
诗、散文，除了具有医学价值外，也具有文学价值。

《ＥＩＤ》的封面每期都有一幅新的油画，在当期配有文
章介绍该作品及其作者。

我国的期刊有“科技类”与“社科类”之分，医学期

刊不刊登“新闻”类和“文学鉴赏”类文章，而《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和《ＥＩＤ》设置“新闻”和“艺术鉴赏”类栏目，为
读者提供休闲和提高文化素质的平台，扩大其视野并

增强阅读兴趣。这３种国外期刊都至少设有３个互动
栏目，如《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Ｌｅｔｔｅｒ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等。
表明国外期刊栏目设置更丰富，互动栏目较多。

３　讨论

　　医学期刊所涉及的专业领域一般都是一门具有一
定规模的专业学科，栏目可将某学科的分支或具体问

题划分出来，以便专业读者尽快获得自己学术领域的

信息；因此，栏目设置更要求系统性、层次性、专业性和

适用性，便于作者投稿和读者选阅及检索。

我国医学期刊的栏目比较单调，一般是刊登原创

论文，插空刊登研究简讯或会议通报，基本是单方面介

绍、灌输科技知识的栏目，读者只能看到作者的自我评

价，很难准确把握论文的价值和局限性。国外一些著名

期刊都安排了若干互动性的栏目，刊登专家和普通读者

对已登论文的评论、研究性通信、专题问答、热点问题讨

论等，突出交流的作用，达到吸引读者、作者参与的目的

（见表２）［５］。此外，国外期刊栏目多以内容、文体类型
为依据设置，期刊通常有某一学科的分册（如《Ｃｅｌｌ》就
有《Ｎａｔｕｒｅ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Ｎａｔｕｒｅ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等分册），《ＥＩＤ》干脆将整期定为某学科的专刊，如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ＴＢ”（结核病广泛抗药）、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ｅｓ”（冠状病毒）、“ＰｒｉｏｎＤｉｓｅａｓｅ”（朊病毒
病）等热点问题都曾经成为该刊某一期的主题。

国内期刊的《来信》《读者来信》栏目，刊登的只是单

纯书信，其内容一般仅限于对编者或某篇文章的观点进

行讨论或提出建议。国外期刊的《读者来信》实际上远远

超出“信”的含义，国内有的将其翻译成“简报”“快报”，内

容很丰富，是不容忽视的一种短小精悍的文章载体。国

际物理学界最权威的一种期刊《物理评论快报》（ＰＲＬ）就
是５０年前由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中的一个栏目《给编辑
的快报》（ｌｅｔｔｅｒｓ）分离出来的一种新期刊［６］。

增设研究快报栏目是减少首报论文外流的好措

施，近几年我国向国外投稿的数量在向国内外投稿总

量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尤其是

各种基金资助课题、各种攻关任务、各种获奖项目的科

学研究成果的优秀学术论文，不是在国内科技期刊上

发表，而是纷纷投向国外期刊。这不仅对于我国的科

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而且对

我国科技期刊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也是一个挑战。如果

全国几千种科技期刊都设有研究快报栏目，相信我国作

者首报论文外流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７８］。这既有利于

提高我国科学技术在国际上的地位，又有利于进一步提

高我国科技期刊的质量及其在国际上的影响。

４　结束语

　　科技期刊的每个栏目，都有特定的读者群；所以，
评价一种科技期刊质量的好坏，不能只从整本期刊来

衡量，而应看其相关的栏目是否能给读者带来阅读期

待。栏目的自然、贴切、准确不仅会提升期刊的品位，

也能提高期刊的水平［７，９］。

国内医学期刊应注重构建专业性强的栏目，以吸

引高水平的论文，形成局部优势，还应重视评论性栏

目。国内外的一些著名期刊都有大量的评论性栏目，

它们能加强学术导向，开展深入研究，及时纠正谬误，

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此外，还可增加报道性栏目，刊登

重要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以吸引更多的读者［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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