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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岭南心血管病杂志》杂志社的数字化实践经验，

从数字化人才储备、电子采编系统应用、杂志特色网站建设、开
放获取期刊发展方向等方面探讨医学专业期刊数字化进程中

的对策。认为传统出版应该以数字化技术为重要的辅助手段

扩大影响和宣传，进一步开发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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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of medical journals through the following aspects:
employing special talents，applying electronic manuscript system，

building up website of the journal，adopting open access policy，

etc． We consider that traditional publication should take digitization
technology as an important assistant method to extend its influence
and publicizing，and to further develop its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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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期刊正处于转型的临界点上，科技期刊

面临改进传统的出版模式和不断优化以应对多元化出

版的冲击已是大势所趋［1］。数字技术正在推动并创

造新的发展机遇，医学专业期刊应通过行业内和行业

间的交流合作达成更多的共识和共赢，逐渐接近并达

到国际期刊业的发展水平。《岭南心血管病杂志》( 以

下简称本刊) 主动投身于数字化改革的浪潮中，除了

积极申请加入各种数据库之外，还对杂志社的管理模

式、网站建设及发展方向等作出一系列的数字化改革。

1 储备数字化人才

在第 36 届世界期刊大会上，美国国际数据集团

( DG) 高级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熊晓鸽先生说: “我们

大家都应该准备好数字出版，包括我们的编辑，我们出

版行业的同仁，包括我们的期刊界，我们共同合作，一

起进入到数字出版的行业发展的大潮当中去。”［2］面

对网络社会冲击和数字化出版，必须培养数据化的编

辑人才，才能正确、高效地利用网络工具和数字化信息

为期刊出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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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作者

在的问题，并积极与编辑部沟通后对有争议的学术观

点，组织不同层次的人员进行讨论。编辑部也应具备

一定的组织策划能力，针对某些有争议的稿件，组织一

些专家进行讨论，从而通过争鸣达到更高层次上的

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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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招聘医学信息管理方向的人才从事相关的数

据管理工作，派遣有医学背景的年轻编辑参加国内举

办的各种期刊数字化培训班，如参加 2009 年在南京举

办的科技报刊图书骨干编辑技术培训班、2010 年在青

岛举办的网络环境下版权管理与保护培训班、2010 年

在南宁举办的国家职业资格( 二级) 网络编辑师专场

培训班等，让这些编辑能获取有效信息，融语言表达、
信息智能化、计算机应用等相关领域的知识为一体，掌

握网络的交际属性、网络交际的特点、网上信息的分类

和猎取、网络信息的加工处理传播、网络单双向交流、
网络道德和网络法规等。

2 采用电子采编系统

数字化环境中，科技期刊的合理运行机制主要体

现在建立数字化的编辑部管理系统、建立网络环境中

快速出版机制、建立传统的发行方式与网上发行并存

的发行机制，以及建立网络环境中学术团体指导机

制等［3］。
本刊于 2004 年就采用了电子采编系统，建立起依

据网络平台的网上投稿、网上查稿、网上审稿及编辑部

内部包括主编、副主编等稿件系统共享的一个开放、友
好的平台，也就是建立起一个电子化和网络化的期刊

编辑部管理系统。这既提高了稿件前期处理的效率，

同时作者也可以随时通过网上查询功能获知稿件的处

理状态，改变了过去打电话询问的方式。此外，主编及

编辑部相关人员能够及时了解到每篇稿件的处理状

态，有助于在工作中大家互相帮助、互相监督、相互配

合，更好地完成编辑出版任务。
该系统通过吸收传统审稿系统的优点并拓展其外

延，强化了编辑、专家绩效评价功能，通过电子布告栏

系统( BBS) 审稿加强了学术争鸣。该系统的使用，实

现了期刊的专家、作者资源共享及协同管理; 加强了作

者、编辑、审者之间的信息交互，解决期刊稿件处理过

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方便相关人员随时进行信息

查询; 规范了稿件处理流程，提升了采编效率，增强了

期刊的竞争力，对期刊的质量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

3 建设杂志特色网站

随着各种类型数字出版媒体的出现和互联网技术

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建设在线出版平台( 期刊网站) 不

仅可以实现期刊信息和内容发布、为作者和读者服务

的网络化，而且可以实现期刊编辑流程、出版发行和经

营管理的全方位功能的数字化和网络化，从而实现提

高工作效率、扩大期刊显示度、吸引读者、规范管理的

目的［4］。
本刊有独立的网站( www． jcd． org． cn) ，是读者快

捷获取本刊文献资源的途径之一，深受读者喜爱。建

立一个为读者提供服务和主动宣传、推广期刊内容的

网络期刊发布平台，是提高网络期刊影响力和加强编

读交互的有效方式。业已证实，网络期刊可以加快文

稿的发表速度，为读者提供更加快捷、人性化的阅读服

务和丰富的阅读体验。随着新型出版载体和模式的日

趋成熟，各类网络期刊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传送到各

种阅读终端［5］。
为了加快网络速度，方便网友点击，本刊购进了独

立的网络服务器系统( DELL R710 E5620* 2 8G( 2G*
4) 300G* 3 RAID5 DVD 870W 电源* 2 DELL 键鼠

DELL 2008 中文标准版) ，并且向电信局申请了独立的

网线，这样就可以保证网络通畅，网友访问不受阻。
现在，本刊网站具备以下功能。
1) 信息发布。发布有关期刊各种信息的功能，使

读者通过网站对期刊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2) 采编系统。期刊在线办公的功能，可实现在线

投稿、在线审稿、远程编辑等。
3) 网刊发布。期刊内容数字化功能，包括印刷版

内容的数字化，论文辅助信息( 音频、视频) 的发布，纯

网络版期刊的发布等。
4) 综合服务。为读者提供服务的功能，如基于期

刊内容的系统内和跨系统检索、参考文献的系统内和

跨系统链接、读者个性化文献定制、在线留言、科普园

地、政策法规、专家讲座、继续教育、会议信息等; 期刊

在线经营和管理功能，如读者会员管理、在线订阅、在
线支付等; 统计功能; 其他扩展功能，如发布广告和行

业信息、博客、论坛等［6］。
本刊每年承办“中国南方国际心血管病学术会

议”( 南 方 会) ，有 南 方 会 的 官 方 网 站 ( www． sc-icc．
com) ，拥有心血管医学界巨大的专家库。本刊网站与

南方会的官方网站联合起来，利用南方会庞大的专家

数据库搭建起高端专家与普通患者的沟通渠道，建设

医疗供求信息和求医问药信息服务平台，为医患沟通

开辟空间。提供在线咨询，通过完善、周密和个性化的

服务程序，解决医疗过程中的疑点、难点问题，帮患者

维护和促进健康，建立起有序健康的生活方式，降低风

险状态，远离疾病，使医学专业期刊网站成为多功能的

服务平台，实现科技期刊的社会责任。
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曾经指出: “出版产业

的核心是内容，核心竞争力是创新，这是中国出版业的

希望所在。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新媒介和新技术，推动

出版业的内容创新与资源整合。”［7］对于医学专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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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而言，创新主要体现在刊出大量具有权威性和创新

性的学术论文，为读者提供新颖有用的信息。富有创

新性的选题策划无疑将有助于提高期刊论文的创新含

金量，从而提高科技期刊自身的学术权威性和影响力，

推动期刊的可持续发展。科技期刊的主要价值和效益

体现在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和生产力的发展方面。
本刊同大型学术会议合作，将参加会议交流的优

秀稿件与会议同步在本刊发表，并且在杂志网站和会

议官方网站上互相宣传信息，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譬

如承办的“南方会”，是我国心脏病学领域规模最大的

国际性学术会议之一，我们每年配合该会议出版 1 期

增刊。通过承办会议，我们不仅约到了高质量的稿件，

还了解到国内外该领域发展的前沿动态，结识了众多

的专家学者，发展了新的审稿专家，并且在会议的网站

上宣传作为承办方的本刊，扩大了杂志的影响，增强了

杂志的品牌效应，并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4 开放存取期刊的发展方向

运用多媒体手段对科技期刊进行编辑加工已成为

一种趋势，多媒体技术的应用给编辑工作带来了全新

的变革。期刊基本上是采用计算机排版，在排版印刷

的同时制作相应的网络版，及时上网传递发行，并通过

不断的积累( 包括过刊) 形成相应的期刊文献数据库，

就可进行开放存取。期刊开放存取作为一种学术共享

机制，对一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学术交流和科学技术发

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推动开放存取、建立新的学术交

流模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8］。
目前，本刊正在朝开放存取期刊方向发展，在网站

上发布期刊已发表的文章，甚至把已经录用的经过编

辑加工的稿件在送印刷厂排版印刷前就在网站上发

布，允许世界各地读者免费阅读、下载和保存文献全

文，并鼓 励 读 者 将 这 些 资 源 适 度 分 发 给 其 他 读 者，

促进文献的流动和知识的传播，体现了为广大读者服

务的办刊理念。此外，我们还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已经

发表的文章在“365 心血管网”“医师网”等门户网站

上发布，提高文章的引用率，增强文章的影响力，收效

不错。

5 结束语

数字化和网络环境为医学专业期刊的发展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传统出版和数字化出版的发

展会相互冲击，产生矛盾; 但它们绝不是一种你死我活

的关系，传统出版应该以技术发展商为重要的辅助手

段扩大影响和宣传，进一步开发自身价值。
数字出版已成为出版业的大势所趋，面对数字化

和网络化的冲击，传统出版单位应当做好如下几项

工作。
1) 加强自己的品牌建设。
2) 创造新的市场份额。
3) 主动探索新的数字出版商业模式，促进出版行

为市场化，持续增加收入规模和品种，开发适合网络出

版的新产品。
4) 整合出版资源。可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不

断扩大自己在市场中的份额，还可在现有的内容资源

数字化的基础上，加强对多媒体内容的开发工作，逐渐

形成一定规模的数字资源库，以求得新的发展。
5) 主动向内容服务提供商、数字出版商转变，对

内容进行建立数据库、专业分类等深度加工; 注重资源

整合，发挥品牌和平台效应; 积极探索内容收费模式与

广告模式的结合; 建立专业垂直搜索引擎，在国家政策

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宣传自身的产品［1］。
传统出版有着对版权的优势，所以，在数字化探索

的过程中应该握有主动权。探索数字化道路并不是把

传统的内容简单地提供给技术发展商，否则主权就会

转移到技术发展商手中，使自己的资源丧失，无法进行

资源整合。应该将技术发展商作为辅助的内容传播平

台，在充分开发自己资源的条件下，通过技术发展商扩

大自己的影响并增强宣传作用，从而形成传统的期刊

出版社—传媒集团—综合性集团的渐进性发展模式，

最终发展成为资源共享的混合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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