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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统计的 66种药学期刊为研究对象，通过网络搜索和网站访问，系统调查我国药学
期刊网站构建、开发、备案及运行维护情况，从信息发布、稿件采编、网刊发布与过刊数字化、综合服务等方面分析评价药学期刊
网站的内容及功能，总结药学期刊网站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以期为我国药学期刊的数字化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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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出版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无线移动终端的普及，

传统印刷版科技期刊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数字化变革。面对数

字出版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国科技期刊积极探索数字化发展

的策略。从20 世纪90 年代起，我国科技期刊陆续加入了中国知

网( CNKI)、万方、维普等国内大型全文数据库，在出版形态和文

献检索方面基本实现了数字化。除了加入数据库外，越来越多

的科技期刊还通过自建网站的方式展示期刊品牌形象，采编管

理稿件，提供网络交流平台，以加快自身数字化建设［1］。

药学期刊是医药卫生学术出版界的一个重要群体。据中国

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等单位研制的 2010 年版《中国学术

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我国现有药学期刊 66 种，其中收录于

2011 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有 16 种。经十几年的摸

索与实践，部分药学期刊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例如，《中国新药杂志》成功地建立了中国新药网，创造了较好的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药学学报》利用 ScienceDirect 平台以

OA 方式出版网络英文刊，扩大了学术成果在国际上的传播范

围。但是，大部分药学期刊的数字化发展都还处于起步摸索阶

段，网站建设水平参差不齐。本研究以我国 66 种药学期刊为研

究对象，系统调查其网站建设情况，总结药学期刊网站建设存在

的问题，并对期刊网站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以期为我

国药学期刊的数字化发展提供参考。

1 药学期刊网站的建设情况

本研究采用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对 66 种药学期刊进

行检索，系统调查我国药学期刊的网站建设情况。调研的期

刊网站不包括基于 CNKI、万方等数据库网站期刊平台设立

的期刊网页，也不包括在主办单位网站或行业信息网站上仅

有刊物简介的网页。为了保证期刊网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本研究通过对比纸质期刊版权页信息和实际访问，逐一核

对，加以确定。本研究调查内容为期刊网站的构建、内容及

功能( 统计时间截止 2011 年 11 月底) 。

1. 1 网站的构建

在我国 66 种 药 学 期 刊 中，41 种 拥 有 自 建 网 站 ( 占

62. 1% ) 。其中，核心期刊的建站比例与整体建站比例相当，

16 种药学核心期刊中，10 种拥有自建网站( 占 62. 5% ) 。根

据期刊网站的域名，科技期刊网站构建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

刊单独上网、多刊联合上网、依托主办单位上网、依托学科信

息网站上网，以及在国外网络出版商的网络平台上网［3］。目

前，我国药学期刊的自建网站建站形式多为一刊单独上网

( 表 1) 。66 种药学期刊中，3 种英文药学期刊均拥有自建网

站。其中，《中国药理学报》( Acta Parmacologica Sinica，APS)

表 1 我国药学期刊网站构建情况

建站形式

药学期刊网站

数量
所占比例

( % )

药学核心期刊网站

数量
所占比例

( % )

一刊单独上网 35 85. 4 10 100
多刊联合上网 1 2. 4 0 0
依托主办单位上网 5 12. 2 0 0
依托学科信息网站上网 0 0. 0 0 0
合计 41 100. 0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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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天然药物》还分别与自然出版集团( Nature Publishing

Group，NPG) 和爱思唯尔公司( Elsevier) 合作，通过国外网络

出版商提供的平台上网，提高刊物的国际显示度。

1. 1. 1 网站建设开发

在 35 种一刊单独上网的药学期刊网站中，30 种明确标

注了网站开发方，分别为: 玛格泰克( 12 种) 、勤云科技 ( 7

种) 、志清伟业( 5 种) 、重庆同数( 2 种) 、三才科技( 1 种) 、中

联星空( 1 种) 、重庆光正( 1 种) 和中国康网( 1 种) 等期刊网

站服务公司。多刊联合上网和依托主办单位上网的 6 种药

学期刊网站均由主办单位统一开发。调查中发现，部分期刊

网站将稿件处理系统单独外包给期刊网站服务公司，如《中

国药业》的网站仅保留了期刊基本信息介绍和信息发布功

能，而将稿件处理系统链接到重庆同数科技有限公司的二级

域名下。

1. 1. 2 网站的备案

非经营性网站标注互联网信息服务( ICP) 备案号是其合

法性的重要标志［4］。但调查显示期刊在网站备案方面未给

予足够的重视。调查的 35 种拥有一级域名的药学期刊网站

中，仅有 18 种 期 刊 网 站 在 主 页 上 标 注 了 网 站 备 案 号 ( 占

51. 4% ) 。而网站服务公司开发的 29 种药学期刊网站中，在

主页标注网站备案号的也只有 15 种( 占 51. 7% ) ，其中某公

司开发的网站无一标注备案号。这说明，部分网站服务公司

在开发期刊网站时也未尽到提醒备案和在网站主页标注备

案号的义务。

1. 1. 3 网站的运行维护

大多数药学期刊网站未对网站访问量和流量进行统计

分析，而这些统计分析对于网站的优化与后继建设是十分重

要的。41 种期刊网站中只有 12 种在主页上标注了网站的访

问量统计( 占 29. 3% ) ，7 种标注了网站流量统计工具的标志

符号( 占 17. 1% ) 。由此可见，在网站建设后，许多药学期刊

还没有意识到流量统计分析对于网络优化的重要性。

1. 2 网站的内容与功能

科技期刊网站的内容与功能可分为信息发布、稿件采

编、网刊管理与过刊数字化、综合服务四个部分［3］。我国药

学期刊网站的内容与功能据此归纳如下。

1. 2. 1 信息发布

药学期刊网站发布的信息可分为期刊基本信息和动态

信息两类。期刊基本信息包括期刊介绍、编委会组成、获奖

情况、编辑部成员及联系方式、投稿要求、论文模板、版权转

让协议、期刊征订、网站版权归属等固定信息; 动态信息主要

为新闻公告、最新录用稿件、行业信息、会议信息、企业宣传

等具有时效性的信息。统计发现，在 41 种药学期刊网站中，

39 种网站主页有较全面的刊物基本信息( 占 95. 1% ) ，40 种

期刊网站的主页上有动态信息( 占 97. 6% ) ，其中 38 种期刊

网站的动态信息包含新闻公告( 占 95% ) 。而发布药学行业

信息、药学会议信息、企业宣传等动态信息的网站比例分别

只有 47. 5%，47. 5%和 20%。这些数据说明，药学期刊网站

大都重视刊物自身信息的发布，却忽视了其他相关信息的发

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网络资源的浪费。

1. 2. 2 稿件采编

远程稿件采编是科技期刊实现办公网络化的关键，也是

当前科技期刊网站的主要功能之一。目前，已建有网站的药

学期刊大都采用了在线稿件采编系统代替传统的纸质、E-

mail 等稿件传递方式。在 41 种药学期刊网站中，38 种期刊

网站具有稿件采编系统( 占 92. 7% ) ，具有远程投稿、审稿、

查稿和编辑的功能，其余 3 种期刊网站仍采用 E-mail 投稿

方式。

1. 2. 3 网刊发布与过刊数字化

科技期刊通过建立网站，采用稿件采编系统和网刊管理

系统，可以实现现刊的在线出版和过刊的数字化。我国药学

期刊网站在线提供的数据大都为期刊网站建设之日后出版

的刊物内容，过刊数字内容不全或未提供( 表 2) 。期刊全文

回溯时间最长的 3 种期刊，分别为《药学学报》( 1953 年) ，

《中国药学杂志》( 1953 年) 和《中国药理学报》( APS) ( 1981

年) 。在提 供 全 文 下 载 的 23 种 期 刊 中，21 种 为 免 费 下 载

( OA) ，另外 2 种为会员下载。此外，尚无药学期刊在自建网

站 上 实 现 类 似 ScienceXpress ( 科 学 出 版 集 团 ) 和 AOP

(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自然出版集团) 的刊物网络预出

版。网站中全文下载格式均为 PDF 格式。在网刊页面制作

方面，尽管 13 种药学期刊网站的网页上有全文 HTML 格式

标签，但是除《中国药理学报》( APS) 提供少数刊期的 HTML

格式全文外，其余药学期刊网站均不提供 HTML 格式全文。

这点与国外优秀的在线出版网站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表 2 我国药学期刊网站网刊发布与过刊数字化情况

期刊上网

内容

网刊发布

刊数
所占比例

( % )

过刊内容回溯至 2000 年之前

刊数
所占比例

( % )

目次 35 85. 4 15 36. 6

摘要 32 78. 0 10 24. 4

全文 23 56. 1 7 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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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综合服务

科技期刊网站的综合服务是基于网站信息平台、稿件采

编系统和网刊管理系统三者所形成的数据库而提供的特色

服务，旨在扩大期刊网站信息服务范围，提高网站的吸引力

和点击率。这些服务包括: 快速查找网内资源的检索功能，

定期向预定用户提供信息的推送功能( 包括 E-mail Alert 和

RSS 订阅) ，揭示大部分读者关注方向的点击或下载排行，便

于学术研究信息传播的最新录用稿件查看功能，与读者保持

互动的论坛或留言功能，以及资料下载、友情链接等功能。

41 种药学期刊网站中提供的综合服务情况为: 检索功能( 30

种，占 73. 2% ) 、网站信息推送( 13 种，占 31. 7% ) 、点击或下

载排行 ( 16 种，占 39. 0% ) 、最 新 录 用 稿 件 查 看 ( 4 种，占

9. 8% ) 、读者留言( 13 种，占 31. 7% ) 、相关下载 ( 25 种，占

61. 0% ) 、友情链接( 37 种，占 90. 2% ) ，等。需要说明的是，

13 种期刊网站有最新录用稿件查看的功能，但有内容的只有

4 种。此外，在编读互动方面，《中国药理学报》( APS) 网站将

期刊论坛链接至丁香园( 生物医药科技网站) 论坛专区的做

法，可为在开设论坛中遇到困难的期刊网站提供一种新的

思路。

2 药学期刊网站建设存在的问题

2. 1 网站搜索排名靠后，合法性难以辨别

在此次网站调查的查询过程中，部分药学期刊的网站由

于网站初建、更新频率低或点击数量少，在百度或谷歌中的

搜索排名靠后，有的甚至不能出现在搜索结果的第一页，读

者难以在众多搜索结果中快速准确地找到期刊的官方网站。

此外，还有不法人员盗用期刊信息制作期刊网页，冒充编辑

人员在网络上发布虚假信息，败坏期刊声誉。此类现象在未

建网站的药学期刊中更为普遍。

调查中有半数药学期刊网站未标注网站备案号，在繁杂

且真伪难辨的网页中，其合法性就容易遭到读者质疑。期刊

网站也会因未备案或者未标注备案号而被关停或受到处罚，

影响期刊正常的编辑工作与网络访问。

2. 2 网站无特色，部分功能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科技期刊建立网站的目的，除了办公网络化，更多的是

在数字环境下彰显刊物特色，推进期刊品牌建设。网站的设

计应注重保持纸质期刊的风格，以建立读者的心理认同感。

然而，药学期刊网站大部分由期刊网站服务公司开发，同一

公司设计的网站构架模式相同，导致部分药学期刊虽在功能

设置上有些许差异，但网站风格相同、界面相似，既难以延续

期刊已形成的品牌优势，也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网站功能设置上，由于借鉴了国外科技期刊网站成熟

的经验，部分药学期刊网站功能较为全面。但是除了日常编

辑工作中必须使用的功能( 信息发布、稿件采编) 外，其余多

数功能并未得到很好的利用，甚至被闲置。比如，前文提到

很多药学期刊网站设有“最新录用”以及 HTML 格式全文显

示等功能，但打开链接后并无实际内容。

2. 3 信息量小，更新不及时

通过追溯网站信息发布的时间可知，药学期刊网站大多

是近 5 年建立起来的。但其栏目设置和内容大都和纸质期

刊刊载的内容相近或一致，数字化优势并未得到很好体现，

目前仍处于纸质期刊附属物的地位。及时更新信息对提升

药学期刊网站质量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41 种药学期刊自

建网站 中，信 息 在 0 ～ 3 个 月 内 更 新 的 只 有 26 种 ( 占

63. 4% ) ，个别药学期刊网站上的信息甚至从 2007 年、2008

年起就未作更新。网站信息量小、更新不及时，这样不仅起

不到对期刊的宣传作用，还会误导作者，更降低期刊在读者

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

2. 4 缺乏网站维护与优化意识

药学期刊网站建设好后，后期的维护与优化工作主要由

编辑部来完成。由于编辑部普遍人员较少，因此网站的维护

与优化工作往往被忽略。前文提到，很少有编辑部重视对网

站访问量和流量的统计分析工作，缺少对网站内容、板块、布

局等方面的优化调整。此外，还有的药学期刊网站缺少必要

的维护，存在无效链接，网页链接看似正常，点击后却不能打

开相应界面。总体而言，我国药学期刊网站与国外科技期刊

网站［5］相比，用户体验较差。

3 药学期刊网站发展的建议

3. 1 充实网站内容，完善网站功能

拥有高质量的内容是网站成功的关键。因此，药学期刊

网站建立后，除了需要及时发布更新网站信息，将现刊和过

刊内容数字化并传至网上，答复作者、读者和审稿人的留言，

更需要明确刊物的核心竞争力，对现有网站资源进行编辑整

合并合理布局。例如，《中国药科大学学报》在其网站主页上

设立“药学前沿”专栏，对纸刊的获奖特色栏目“药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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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进行汇总，将期刊品牌建设延伸到网络这个媒体平

台上。

在药学期刊网站内容建设的同时，网站的功能也需要进

一步丰富与完善，以满足数字时代下作者和读者获取信息的

习惯。在网站功能设置上，要坚持以用户为中心的准则，侧

重于能够真正加深与读者的关系、争取到更大浏览量的新功

能［6］。例如，Science、Nature 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网站以导

读、评论、论坛等多重手段有效引导读者进行深入阅读和编

读互动，以充分发挥期刊网站优势，促进纸质期刊内容的

使用。

3. 2 多渠道进行网站内容的推送

为了在同类期刊网站中脱颖而出，药学期刊网站有必要

对网站的内容进行推送。前文提到的 E-mail Alert 和 RSS 订

阅，可以针对用户个性化的需求，将其所关注的信息及时传

递给订阅者，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目前被国外期刊网站所

普遍采用。除此之外，药学期刊还可通过博客、微博、手机短

信等新兴媒体推送网站内容，在吸引读者浏览期刊网站的同

时，也增加了编读之间的信息交互。例如，《广东药学院学

报》等已通过新浪等门户网站开设微博，发布期刊动态。

3. 3 借鉴国外科技期刊网站的运营模式

我国科技期刊网站盈利模式尚不清晰。调查显示，药学

期刊网站多处于免费浏览和无收入的运营状态中。相比之

下，国外科技期刊在网站运营方面的经验较丰富，值得我国

药学期刊网站借鉴。

( 1) 充分利用现有学术资源，通过加工整合，打造资源多

次开发的运营模式。如，美国物理学会( APS) 将其系列期刊

发表的重要成果进行汇编，推出在线版 Physics［7］。

( 2) 延伸服务范围，提供特色增值服务。如，美国自然出

版集团( NPG) 为作者提供有偿英语语言编辑服务和黑白或

彩色抽印本订购服务。

( 3) 拓展网上发行渠道，转变盈利模式。如，美国公共科

学图书馆(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PLoS) 通过会员制营销及

电子商务营销等，将产品与服务根据需求进行组合、捆绑销

售，扩大市场［8］。

( 4) 发挥品牌优势，拓展网上广告业务。如，Science 等国

际知名科技期刊通过在其网站边栏发布产品、服务、招聘、会

议等 信 息，获 得 广 告 收 入。英 国 生 物 医 学 中 心 ( BioMed

central，BMC) 网站一年广告收入甚至可达到上百万美元［9］。

( 5) 走集群化发展道路。国外科技期刊大多是集团化运

作，由出版公司或学会统一建立网站，在节省各编辑部开发

网站成本的同时，凝聚了集团化品牌的力量。在我国期刊网

站 集 群 化 发 展 方 面，中 国 光 学 期 刊 网 ( http: / /

www. opticsjournal. net / ) 的成功建立［10］或许可为目前仍处于

单打独斗状态中的药学期刊网站的集群化发展提供参考。

3. 4 增强网络技能，提高编辑综合素质

药学期刊网站的建设与发展对编辑人员的素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因此，编辑人员在钻研专业知识和编辑学理论

的同时，应主动了解和体验不断推陈出新的信息媒体技术，

不断加强网络、多媒体及网络传播等方面的技术学习，以具

备网站更新、维护、优化的能力，以及与技术人员沟通的能

力。此外，编辑还应关注国内外科技期刊网站对新技术的应

用，借鉴其他媒体网站( 如新闻与娱乐网站) 的发展经验，强

化市场意识与服务意识，在坚持内容为王的前提下，将网站

的内容资源与新媒体技术完美结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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