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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医学期刊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很强，目前许多

医学期刊均设有审稿专家队伍。但各杂志社或编辑部

的做法不尽相同，有些直接将编委会成员作为审稿专

家，有些则聘请专门的审稿专家。

一般而言，医学期刊审稿专家通常都是兼职的。

审稿专家是期刊质量的把关者，是期刊学术导向的指

引者，其作用日益明显。

但一些医学期刊杂志社或编辑部在发挥审稿专家

的作用方面却大不相同，有些能够很好地组织审稿专

家严把质量关，发挥其学术把关和指导作用; 有些偶尔

组织他们对期刊的编辑出版问题进行讨论; 有些则基

本不开展活动，形同虚设［1］。如何充分发挥审稿专家

的作用是许多医学期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1 审稿专家的作用

1． 1 参与审稿，保证期刊学术质量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越分越细，编辑不可能

通晓所有学科领域，所以多数医学期刊编辑部均实行

稿件外审，将稿件的评审重任交给审稿专家，让其把握

和评价稿件的学术质量，切实保证期刊的学术质量，是

期刊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2］。
1． 2 参与组稿，扩大稿源

随着国内医学期刊的逐步发展和国外期刊的介

入，稿源争夺日趋激烈，特别是对高质量和高水平稿件

的争夺趋于白热化。由于审稿专家洞悉学科发展方

向，在其专业领域内组稿，可以争取到一部分优秀稿

件，同时通过审稿专家的联系和介绍，可以争取到相关

专业的更多作者，以扩大稿源。
1． 3 挖掘、培养、推荐作者

由于审稿专家学识渊博，专业基础扎实，往往能慧

眼识珠，可为期刊发掘、培养优秀作者。审稿专家通过

审稿能为期刊挖掘有科研潜力的作者，通过自身言传

身教能为本期刊培养作者，通过工作联系和业务交流

能为期刊推荐作者。
1． 4 及时反馈各方的意见和建议

审稿专家大多处于临床科研或教学及管理一线，

可以及时反馈读者和作者等对期刊的意见和建议。此

外，一些审稿专家可能担任一种或数种刊物的审稿任

务，甚至担任国外刊物的审稿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

用，能够促进科技期刊之间的学术交流，借鉴彼此办刊

经验和开展合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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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状

2． 1 编辑部与审稿专家的关系淡化

审稿专家能否发挥作用与编辑部工作是否到位有

很大关系。增加信息量和追踪医学前沿研究成果是目

前国际上很多著名医学期刊所追求的。由于编辑部的

工作非常琐碎与繁忙，有些编辑部认为只要审稿专家

把好稿件的质量关，期刊能够按时出版即可，自觉或不

自觉地疏于与审稿专家的沟通和交流。例如不召开审

稿专家会议，不与审稿专家通电话或信件交流，不重视

收集审稿专家的各种信息或相关意见、建议等。长此

以往将不利于医学期刊的发展。
2． 2 审稿专家的职责不明确

有些医学期刊编辑部搞不清审稿专家的职责，用

本编辑部的专职编辑代替专家审稿，也不要求审稿专

家组稿。目前国内的医学期刊编辑并不像国外医学期

刊编辑那样是真正的学者编辑，他们大都长期脱离临

床、科研或教学一线，对本学科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

并不完全了解。

另外医学期刊专职编辑往往注重于论文的写作方

法和技巧、法定计量单位的使用以及文字和图表的加

工等，而对本学科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方向难以把握，

更难以准确评价论文的学术价值。因此，只有让临床、

科研和教学一线的专家审稿，才能把好期刊质量关，从

根本上保证论文的学术质量［4］。
2． 3 审稿专家责任意识弱化

虽然许多医学期刊都聘请了审稿专家，但一般都

没有将其责任与劳动报酬挂钩，也没有明确的奖惩制

度，只能依靠其职业道德和自觉性自我约束。另外，有

些审稿专家起初非常热心，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现审

稿并无实际名利，或者不认为审稿是荣誉，于是产生了

懈怠情绪［5］。审稿专家的责、权、利不明确，直接影响

审稿专家的积极性［6］。
2． 4 审稿专家选择形式化

有些医学期刊除了设有一般审稿队伍或编委会

外，还设有特约审稿专家，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遍

布全国各地，乃至国外。除少数影响较大、专业范围较

广、出版周期短的医学期刊需要众多的审稿专家外，其

他期刊是根据社会影响、经济效益、行政支持等选择审

稿专家的，所以一些并不具备审稿资格的人员也名列

其中，成为形式上的审稿专家。由于诸多因素渗透在

审稿专家选择的过程中，审稿专家并没有真正发挥实

际作用。

3 充分发挥审稿专家作用的途径

3． 1 加强沟通，促进交流

随着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处于医教研管理一线

的审稿专家是医学期刊编辑部的“眼睛”。因此，医学

杂志社或编辑部必须加强与审稿专家的沟通，不仅要

让他们审阅稿件，还要认真听取他们对期刊发展的意

见和建议。同时，要使审稿专家与编辑部融为一体，成

为编辑部的一员，使其认识到刊物的荣辱与其密切相

关。期刊编辑部应充分利用机会，了解本学科领域的

最新发展动态，加强和增进与审稿专家的沟通和交流。
3． 2 健全制度，奖罚分明

为了期刊的长远发展和提高审稿专家或编委的积

极性，编辑部必须建立健全奖罚制度。对提出合理化

建议、审稿严格认真、组稿质量较高的编委或审稿专

家，要适当给予奖励，可以物质奖励，也可以是精神

奖励。

目前，国内许多医学期刊编辑部对稿件都收取一

定的审稿费，编辑部应将这部分资金全部或部分用于

审稿工作。对不收取审稿费的期刊编辑部，也应对审

稿专家的工作给予一定的报酬。另外，为了保证审稿

质量，应建立审稿专家评价制度［7］。对于那些不审稿、

不组稿，又提不出建议和意见的编委或审稿专家，应采

取一定的处罚措施，直至取消其审稿专家资格。
3． 3 定期更新，保证稳定

合理选配审稿专家是提高期刊质量的有效途径。

审稿专家的选配应考虑专业因素、年龄因素、区域因

素、新老因素等［3］。首先，为了保证期刊的学术质量，

对审稿、组稿力不从心的审稿专家，编辑部要减轻他们

的负担，定期更新审稿专家队伍。其次，应及时将较高

学术水平且年富力强的临床、科研和教学人员补充到

审稿专家队伍。总之，期刊编辑部应当遴选学风优良、

办事公正、学识渊博，而且对办刊有热情、有兴趣，同时

又有一定时间和精力的专家担任审稿专家，真正发挥

其作用。亦可聘请国际知名学者为刊物的名誉编委或

审稿专家，以提高刊物的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8］。
3． 4 责权清晰，分工明确

期刊编辑部应对审稿专家的工作范围作出明确的

界定，让审稿专家能够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既要发挥

其学术优势，又要符合期刊的特色要求。在赋予审稿

专家责任的同时，也应给予一定的权利，使他们既能认

真审稿、适时组稿，又能对期刊学术建设“评头论足”。
( 下转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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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分类。以下是对医学学报的分类结果［9］。
2． 3． 1 社会科学学报归入 C031

如南京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归入 C031，

北京医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归入 C031，南京中

医药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归入 C031，医院院长论

坛－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社科版) 归入 C031。
2． 3． 2 自然科学学报归入 N031

如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 自 然 科 学 版 ) 归

入 N031。
2． 3． 3 中医药大学( 学院) 学报归入 R2－03

如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入 R2－5－03，福建中医

学院学报入 R2－5—03，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入 R2－
5－03，山西医科大学学报( 基础医学教育版) 归入

R2－5－03 等等。
2． 3． 4 医科大学、医学院学报、综合性大学医学版

归入 R－03

如首都医科大学学报入 R－03，山东医科大学

学报入 R－03，江西医学院学报入 R－03，青海医学

院学报入 R－03，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医学版) 入 R－
03，山东大学学报( 医学版) 入 R－03。
2． 3． 5 药科大学、药学院学报归入 R9－03

如沈阳药科大学学报入 R9－03，广东药学院学

报入 R9－03。
2． 3． 6 军医大学( 学院) 学报入 R82－03

如第四军医大学学报入 R82－03，白求恩军医学

院学报入 R82－03，军医进修学院学报入 R82－03，武

警医学院学报入 R82－03。
2． 3． 7 集中反映某一学科并且刊名中多带有“学

报”、“学刊”等语词的刊的分类

根据其内容，辨明其属性，结合本馆馆藏特色

归入适当分类，并加上形式复分号 03。如北京中医

药大学学报( 中医临床版) 入 R224－03，中国人兽共

患病学报入 R535－03。医学研究生学报入 R03，中

国药理学报应入 R96－03，解剖学报应入 R322－03，

遗传学报应入 R394－03。
3 医学期刊准确分类的关键［4］

医学期刊分类是医学期刊科学管理过程中的

一项重要工作，是期刊准确分类排架的必要前提条

件。期刊分类的关键是准确判断期刊的属性，否则

无从进行。因此，需要期刊编目人员具有较高的专

业水平，既要通晓图书、期刊分类法，又要具备医药

方面的基础知识。只有这样，才能降低中医药期刊

分类的差错率，使医学期刊得到合理科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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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应防止审稿专家凌驾于编辑部之外的家长作

风［8］。总之，医学期刊杂志社或编辑部都应认识到

审稿专家的重要性，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保证期

刊的学术质量，让医学期刊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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