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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学系列期刊国际化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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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国外医学系列期刊变更为国际医学系列期刊５年
来的国际化程度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国际医学系列期刊国际

化程度还很低，这说明大多数国际医学系列期刊不具备国际性

期刊的水准。期刊应重新审视自己在行业中的合理定位，办出

自己的特色，不盲目追求国际化，为国际医学交流和促进国内

医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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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国内与国外学术

交流的扩大，科技期刊的国际化越来越受到期刊编辑

学界的重视。原国外医学系列期刊自办刊之日起，积

极介绍国外医学领域的前沿进展、科研成果，为促进我

国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由于原刊

名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新闻出版总署

文件精神，从２００５年起，原国外医学系列期刊变更为
国际医学系列期刊，办刊宗旨也由单纯报道国外医学

进展和动态发生了转变，栏目的设置和内容应反映国

际上医学领域基础和临床的最新进展，更好地促进国

内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为了解更改刊名以来国际医学

系列期刊国际化的程度，我们在同系列期刊的协助下，

对反映科技期刊国际化水平的几个指标进行了调查。

１　方法

　　采取发放调查表格的方式由各个编辑部自行填
写，内容包括自２００５年以来编委会有无国外及港澳台
编委，发表的文章有无国际稿源，国际数据库收入情

况，有无网络版（指独立运营、文章发表的网站，而不

是印刷版的扫描），国际合作情况（包括与国外出版公

司或某一家期刊的合作），有无英文版，对期刊有无英

文摘要也进行了调查。为了保证调查的准确性，除了

给各编辑部网上发送及邮寄表格各１份外，还在网上
对各期刊进行了浏览，并在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

研究所图书室、上海市图书馆对所藏期刊进行阅览。

２　结果

　　共发出调查表 ４６份，得到回复 ３３份，回复率
７２％。在对这３３份表格内容进行核对、统计、整理后
发现，目前国际医学系列期刊国际化水平还处于比较

低的程度，尤其是反映国际化重要指标的国际编委、国

际稿源均只有１５．１％。而在有国际编委的５本期刊
中，一本期刊仅有１名国际编委，一本期刊仅有１名香
港编委。在发表过国际稿源文章的５本期刊中，其发
表的数量也十分有限，有１本期刊过去５年内仅发表
过１篇国外文章。虽然有英文摘要的期刊占调查期刊
的７７．８％，但是相当数量的期刊只是论著类文章有英
文摘要，综述类文章并没有，而国际医学系列期刊综述

栏目是主要和特色栏目，这对期刊进行国际交流是十

分不利的。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国际医学系列期刊国际化指标（ｎ＝３３）

指标 国际编委 国际稿源 网络版 国外合作 英文摘要

期刊数量１） ５ ５ １ １ ２６

比例／％ １５．１ １５．１ ３ ３ ７７．８

　１）期刊数量是指有国际编委、国际稿源、网络版、国外合作及英文摘
要的期刊。

虽然有２４．４％的期刊入选了一些国际上的数据
库，但仅限于影响力不是很强的数据库，知名的数据库

如 ＳＣＩ、ＰｕｂＭｅｄ等无 １本期刊入选。由于历史的原
因，英语毫无疑问成为国际交流中最常用的一种语言，

ＳＣＩ收录的期刊８０％以上是英文期刊，科研成果的交
流与传播主要科技语言是英语［１］，英文版期刊是期刊

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国际医学系列期刊有英文版

的期刊仅有３本（９．１％），远不能满足国际化的需要。

３　讨论

　　国外医学系列期刊是卫生部在当时国情较封闭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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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下设立的期刊，以介绍国外的医学进展为己任，介绍

了大量医学领域的新进展、新动态、新技术、新经验，对

我国引进先进的医学科研成果，促进我国医学科学技

术的发展和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近年来国

际交往的扩大，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著作权的规定及国

内医学专业人员外语水平的普遍提高，以编译和综述

栏目为主要特色的国外医学系列期刊已经不适应形势

发展的需要，期刊迫切需要改变困境并开拓出一条新

的发展道路。２００５年国外医学系列期刊陆续更改刊
名为国际医学系列期刊后，虽然期刊普遍栏目灵活，稿

源增多，学术性提高，影响扩大，但５年来的实践表明，
国际医学系列期刊国际化程度还很低，绝大多数此类

期刊还达不到国际性期刊的水准。因此，期刊应该实

事求是的评估自己在国内和国外行业领域中的地位，

明确办刊目的和读者对象，合理确定期刊定位，找到适

合自己的发展空间。

我国科技期刊的办刊目的是为了加强学术交流，

促进我国的科学进步和发展，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

务，因此，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决不能背离这一目

的。首先应让本国的专业人员了解国际上的科技发展

动态，促进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的科研水平。现

阶段，大部分国际医学系列期刊应面向国内，以为国内

读者提供学科发展的新动态、新进展、新技术、新经验

和高质量的论文为己任。国际医学系列期刊的特色栏

目是综述，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具有相当的

实力，期刊应继续加强综述栏目的建设，保持传统特

色。每期报道应突出重点，对一种学术论点展开多层

次、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和探讨，并加大约稿力度，有

针对性地进行组稿。同时，加强述评栏目，邀请有影响

的专家就当前的难点、热点问题及学科发展方向撰写

述评，这对科学研究的导向作用和提升期刊的学术影

响力都是十分重要的。对于论著栏目和基础研究、临

床研究栏目，栏目设立初始不能放低标准，要从基础工

作做起，逐渐吸引高水平、高质量的稿件。文章要突出

科学性和临床实用性，依靠审稿专家严格把关，对学术

观点、学术名词、计量单位及统计学方法仔细核对，认

真检查，保证文章内容的准确和编辑加工的规范，逐步

树立期刊的品牌。

一些英文编辑能力较强的期刊应从英文摘要入

手，下工夫写出内容翔实并符合英语习惯的英文摘要，

尤其要重视综述英文摘要的撰写，提高英文摘要的水

平和质量，以利于期刊被国外著名数据库收录。同时，

在扩大国际编委和国际稿源方面多做些工作，逐步扩

大与国际作者、读者的接触和联系。

科技期刊作为国家科技体系中非常重要的要素，

必须紧跟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办出有国际影响的学

术期刊，从而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提高国内科研水平

和创新能力。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小部分的国际医

学系列期刊已经对期刊走向世界进行了比较好的尝

试，有９．１％的期刊设立了英文版，这对期刊国际化是
十分有利的条件。目前期刊应加强英文编辑工作，提

高英语撰写用语的准确性，并严格按照国际标准编辑

期刊。内容是期刊国际化的核心［２］，从这些期刊的学

科背景上考查，它们的学科和专业领域在国内具有领

先水平，科技研究发展和科技期刊的发展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３］，因此，依托强大学科专业的科研实力，

争取发表更多国内学者的一流科研论文和国外学者的

优秀论文，这些期刊有可能率先成为国际性期刊，国家

有关部门也应从政策、资金、人才配备上给予相应的支

持，帮助其成为国际性期刊。

总之，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是过去讨论比较多的话

题，这也是代表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高质量期刊为之

努力的目标。但从国际医学系列期刊的历史地位、报

道内容、读者定位和办刊水平等方面考察，现阶段大多

数国际医学系列期刊不应盲目追求国际化，而应实事

求是的重新审视自己在行业中的合理定位，充分发挥

自己的特长和优势，不断提高办刊水平，办出自己的特

色，从而为国内与国外医学科学技术交流和促进国内

学科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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