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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突发事件是一种特殊的新闻 ,就如四川大地震。及时

组织和出版重大突发事件的相关稿件体现了科技期刊勇于承

担社会责任 ,反映了期刊及编辑的创新能力 ,也有助于提升期

刊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力。我们及时编发 3期与抗震救灾相关

的“震后医学 ”专题稿件。认为针对突发事件组稿时 ,应事先确

定专题的合理结构 ,选择合适的作者群体 ,同事间充分交流合

作 ,形成高效的项目团队 ,充分利用新闻效应做好组稿宣传和

出版后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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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idents are special news, just like Sichuan

Earthquake. To organize and publish the articles about these

accidents rep resen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journals and editors for

social affairs, showing the creativity of the journals and editors, and

helpful for p romoting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journals. W e have

published 3 issues of special top ic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Earthquake, and we learned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ascertain a

suitable structure of the special top ic and to choose suitable

authors. Meanwhile, good cooperation among the colleagues to form

an effective item team, dissem ination in virtue of the news effects

during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articles and after publication are

crucial.

Key words 　 accident; special top ic organization; special top ic

scheme; news consciousness; medicine after earthquake

Authorπs address 　 Editorial Office, Journal of SUN Yan2sen

University (Medical Sciences) , 510080, Guangzhou, China

科技期刊编辑要有新闻意识。李建新 [ 1 ]认为 ,凡

能把新闻意识很好地融入到科学编辑工作中的人 ,大

都会有一个全面、快速、高效的发展 ,具有生机和活力 ,

反之则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阻梗。《给水排水 》杂志社

的“鸟巢 ”系列专题正是由于编辑能够很好融入新闻

意识而进行的选题组稿 ,刊物能够及时报道有关专题

而取得了良好效果 [ 2 ]。

突发事件是一种特殊的不可预测的新闻 ,如 2008

年 5月以汶川为震中的里氏 8. 0级大地震等。科技期

刊对与突发事件相关的科技内容进行选题组稿发稿 ,

可以反映社会的热点 ,具有很好的新闻效应 ;然而 ,突

发事件毕竟与可预知的新闻事件不同 ,在选题组稿至

发稿的过程当中 ,存在较多的困难。我们在四川大地

震之后 ,着手组织一批与地震相关的医学稿件 ,共出版

了 3期“震后医学专题 ”,其中首期专题稿件 [ 3 7 ]从约

稿到出版不足 2月 ,从收稿到出版则不足 1月 ,其中 ,

审稿、编辑加工、退修和定稿时间仅为 10 d左右 ,作者

单位涵盖了中山大学附属医院、暨南大学附属医院、广

东省疾病控制中心 ,以及四川震区医院 ,如青川县医院

等。本次专题也在读者、作者和审稿专家中引起了很

好的反响。这里总结专题出版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 ,

与同人共享。

1　突发事件专题组稿的意义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形势下 ,编辑应转换观念 ,

在办好期刊的前提下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 8 ]
,而关注

社会热点 ,及时组织专题稿件尽快出版就是承担社会

责任与办刊的完美结合。

科技期刊的专题策划具有如下的实践意义 :开辟

窗口 ,促进科技进步 ;发挥导向作用 ,加速科研成果诞

生 ;满足读者需要 ,架设实践桥梁 ;体现期刊特色 ,创造

社会效益 [ 9 ]。专题组稿论文最能体现期刊的创新性 ,

容易将一个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研究原著集中起来 ,

及时反映该学科的动态与发展趋势 ;最能体现期刊的

学术水平 ,包括科学性与实用性 ;有利于文献检索 ;有

利于扩大稿源和期刊影响 [ 10 ]。选题组稿 ,密切编者与

作者和读者的关系 ,实现作者 —编者 —读者协同办刊

是创办精品科技期刊的重要途径 [ 11 ]。

突发事件的专题组稿 ,不但具有一般专题策划的

实践性意义 ,而且具有新闻性和对读者的吸引力和亲

和力 ,是增强科技期刊可读性和趣味性的重要手段 ,也

是科技期刊编辑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必将提升

科技期刊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力。

此外 ,突发事件的专题组稿也因其时效性和新闻

性而比较突出地反映了一个编辑的新闻意识、创新意

识以及紧急状况下的组稿与处理稿件的能力 ,也就反

映了科技期刊的创新水平 ,反映了编辑部的团队合作

能力。

我们本次专题组稿由于集中了同一专题不同方面

的诸多文章 ,需要相互引用 ,因此 ,自然地提高了期刊

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 ,对指导以后可能发生类似

事件时的策划与组稿具有重要意义 ,也必将进一步提

高期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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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题的内容结构策划与体会

　　吴新宇总结了期刊专题策划的 5个要素 ,即视觉

的专注度 ,思维的纵深感 ,角度的切入点 ,内容的涵盖

面 ,文本的表现力 [ 12 ]。对于科技期刊来说 ,内容的涵

盖面 ,也就是专题的结构 ,可能是最重要的。

地震发生后 ,我们考虑专题必须突出地震特色 ,不

能混同于一般的救死扶伤。初步分析 ,震后相关的医

学问题大概可以分为外伤的抢救及继发疾病的救治、

震区的防疫、震后心理创伤的康复等几个部分。如果

细分的话 ,外伤救治可以分为颅脑外科、骨科、皮肤科、

感染科等各科的救治 ,影像学等诊断 ,以及重症患者的

监护与护理等 ;但是 ,外伤的抢救在学术上与普通外伤

区别不大 ,于是重点放在心理诊治和防疫上。后来与

正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医疗队员通过电话商量 ,觉得

震后疾病谱的变化对以后抗震救灾的指挥与组织有极

大帮助 ,因此 ,有必要补充一篇相关文章。考虑到原著

比较单调 ,结合发表综述会使专题的结构更加饱满 ,于

是策划的专题结构是 1或 2篇综述、3或 4篇原著 ,内

容侧重于心理、疾病谱变化和防疫方面。结果是 ,首期

专题发表了 2篇关于震后伤员心理状况的论文 [ 3 4 ]、1

篇反映短期疾病谱变化的论文 [ 5 ]、1篇防疫措施的论

文 [ 6 ]和 1篇创伤后心理障碍的综述 [ 7 ]。

在专题的结构策划中 ,策划编辑除了查找文献信

息外 ,还必须与多个医学领域的专家及本编辑部的沟

通 ,以弥补自身知识面的不足 ,掌握该专题涉及的大致

方面 ,便于策划选题。此外 ,也要与现场的专家沟通 ,

了解到现场的具体情况 ,知道哪些选题是有意义的 ,而

哪些又是可以实现的。有些有意义的选题如果现场暂

时无法收集资料 ,则可以用综述性文章代替。专题的

内容结构确定后 ,应将它细化 ,关键的还是“要分析定

位 ,找准突破口 ”[ 10 ]。

3　专题的作者选定与沟通

　　专题作者的选定 ,有不少学者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黎崇贞 [ 13 ]认为 ,可以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据

库、全国博士生招生目录名单、已往作者、学术交流会、

编委会、院士候选名单、名刊和核心期刊的作者中组

稿。金伟 [ 14 ]认为 ,可以充分发挥特约编委的功能 ,从

特约编委或其推荐的人员中选定作者。

我们此次专题的组稿 ,消息刚发布 ,就得到了众多

作者的响应 ,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以及具中级职

称者更为主动 ,中山大学各附属医院赴川抗震救灾医

疗队首批就有 30余人参加 ,之后由四川省转移到中山

大学各附属医院治疗的病人也不少 ;因此 ,可选的专题

作者不少。我们认为 ,专题的组稿不能仅凭一腔热情 ,

学术质量必须是第一位的 ,否则容易造成稿件质量不

高、稿件未达到刊出要求、约稿失败、约稿内容失实

等 [ 15 ]。

因此规定 : 1 )非特约的来稿作者中 ,硕士或博士

研究生未亲临现场者只能写综述 ,且完成后必须由导

师签名、把关 ; 2)所有作者撰写综述或原著时必须先

与编辑部专题负责人沟通 ,协商专题论文的写作方向 ,

最好确定写作框架 ,避免重复和低水平 ; 3 )为保证专

题按所需要的结构进行组稿 ,对尚无作者声明写作的

方向 ,必须另外特约作者 ; 4)向所有来稿作者声明 ,专

题稿件仍需经专家审稿 ,未达到要求者以退稿处理 ;

5)除了撰写前的沟通外 ,论文写作中可以随时与专题

负责人联系协商 ,论文提交后编辑初审意见、专家复审

意见和主编终审意见都会及时通过 E2mail提交给作

者 ,并通过电话通知作者收信。

经过与作者的充分沟通 ,有些硕士生放弃了专题

论文的写作 ,有些作者提高了对论文的写作要求 ,有些

作者对初审后被退稿表示理解 ,有些作者被建议多次

修改但仍不厌其烦 ,甚至有作者修改多次后被退稿还

表示理解。最后 ,专题稿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得以

顺利和快速出版。

4　专题的组稿宣传与方式

　　对于一般的来稿选登方式 ,想要宣传也不易。不

过 ,兼具新闻效应的优秀选题却可以大力宣传。宣传

造势 ,一是便于组稿约稿 ,二是便于说服审稿专家做到

快速审稿 ,三是能为读者预报下期论文目次 ,四是公告

编辑部的主动工作项目。

高校学报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的宣传平台以及各入

编全文数据库提供的大平台 (如中国知网、万方数据

库、维普 )或公共网站进行宣传。我们采取了编辑部

主页发布通知、校园网发布通知等非针对性的宣传方

式和 E2mail、电话组稿等针对性方式。这 2种方式都

利用了现代通信与信息交流工具 ,以最快的速度告知

受众。

我们的专题出版事实证明 :非针对性地公开宣传

方式能起到渲染气氛及组织部分稿件的作用 ,但不能

完全解决问题 ,关键的稿件还需要有针对性地通过电

话或面谈的方式组稿。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能取得较

好效果。

5　专题的内部交流与合作

　　对突发事件进行专题组稿 ,不是某一位编辑的事

情 ,应该是整个编辑部的事情 ;因此 ,策划编辑应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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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的想法和打算并与主编商量 ,由主编亲自或

授权策划编辑将专题的各阶段和各个方面的某些任务

分配给各位同事 ,从而把策划人员的个人行为转化为

编辑部的集体行动。

可以借鉴出版社重点选题项目管理的办法 ,在短

时间内集中有限的人力和物力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

合理配备 ,形成目标明确、富有工作激情的项目团队 ,

发挥团队优势 ,各部门通力配合 ,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 16 ]。

专题团队组成人员可以包括主编、策划编辑、各模

块的组稿编辑、编务和行政人员。

主编的主要任务是统领编辑部相关人员集中精力

搞好专题和定稿 ,解决出版过程中的疑难问题。

策划编辑主要拟定专题的详细组稿计划、流程安

排、栏目说明、专题编排与方案设计、宣传与推广措施

等 ,并督促其他人员按时完成计划规定的任务 ,可以同

时担任组稿编辑。

组稿编辑应按计划完成组稿、送审、退修、编辑加

工、校对等任务。

编务和行政人员协助编辑做好通知、收费、校对、

对外联系等工作。

6　重视专题出版后的新闻效应

　　突发事件具有新闻效应 ,与突发事件相关的专栏

理应趁此机会走得更远一些。如像一般组稿出版之后

仅赠刊并致谢 [ 15 ]
,就浪费了专题背后的“新闻效应 ”。

新闻效应的关键点在于时间 ,因此 ,应采取多种办法做

好专题出版后的各项工作 ,并扩大影响。

首先 ,应以最快的速度将出版的该期刊物赠送给

专题作者、审稿专家、各有关部门或有关领导人员以及

需要该期刊物的其他人员。

其次 ,应以最快的速度上网 ,包括编辑部自身网

页、各入编全文或摘要数据库网页公开发布专题论文 ,

可以在出版前将排版定稿的电子文件传送至各网络数

据库。

最后 ,还应通过合适的媒体 ,最简单的莫过于自身

网站主页的新闻栏及校园网等发布专题顺利出版的消

息 ,有条件的可以通过校报等内部报纸或其他公开报

纸发布消息。

7　结语

　　对突发事件进行专题组稿能够反映一个编辑的创

新意识和紧急处理问题的能力 ,反映科技期刊的创新

水平 ,体现科技期刊的社会责任 ,从而提升科技期刊的

社会效益和影响力。

对突发事件组稿时 ,应事先确定专题的合理结构 ,

选择合适的作者群体 ,编辑部同事间应充分交流合作 ,

以形成高效的项目团队 ,充分利用新闻效应做好组稿

宣传和出版后的宣传工作 ,进一步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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