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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分析 App医学期刊数字化出版形式的优势和不足,促进医学期刊的数字化出版。
方法:以App“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和App“医客”为例,深入分析App在医学期刊出版中的应用现状,提
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结果:App作为医学期刊数字化出版的应用形式之一,在价

格、时效性、用户需求、阅读体验和功能完善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但同时在应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需要

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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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目前,移动互联网最主要的两种形式是 Web和Appo

 

Web是指用户通过网页获得相关需求满足,而 App
则是通过特定程序满足需求[o

 

z}o
 

App是指基于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第三方应用程序。

iOS,
 

Android,
 

WP三大移动操作系统对App模式的

推广,使其逐渐成为了移动互联网应用的核心形式。
美国钓奎线》杂志甚至发出了“Web己死”的论断。

1 App在医学期刊数字出版中的应用
现状

1.1 功能多样
APP“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可以实现期刊的同

步发行上线,并提供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预览和在

线订阅。分别有i0S和 Android两个平台,适用于

ipad、安卓手机、平板等设备。此应用支持单指、双指

和三指翻页操作,阅读无需放大缩小,根据Retina分

辨率重组自动适应屏幕,使读者阅读时更加方便。此

外,应用中包括书架、书店和设置三大部分。书架的

设置可以使读者对所购期刊进行系统管理,支持离线

阅读和收藏,实现个人的移动电子图书馆功能。

1.2 时效性强
根据中国知网对100多本纸质期刊时滞指标的

统计,印刷加上网最长时滞达757天,学科刊均最长

时滞为1年5个月。经统计,出版时滞对于文献学术

影响力的影响相当严重[Dal。优先数字化出版的最

大特点是“快”,即投稿论文在通过期刊杂志编辑部审

核,决定录用后,经过编辑加工定稿,作者签署授权,
即可直接将文章以数字出版的形式发表,从而使作者

科研成果的首发权及时得到认可。而医生职业的特

殊性往往要求医生尽快获得相关的医学研究信息。
医学期刊通过 APP实现数字化出版,较好地满足了

本领域对时效性的要求。

1.3 粘合度高
App“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要求具有合法资质

的医生实名进行注册。根据行业规定,该款产品为专

业医学研究文献期刊,会员需要实名制注册,注册时

需提供“职业医师资格证”,仅对中国具有合法资质的

医生开放订阅此种注册方法划定了受众范围,目标读

者定位准确,建立起一个长期且固的医学领域的读者

群,为最新的医学科研成果的传播找到最合适的受

众,也使医生对医生专属 APP有更高的认同感和粘

合度。

1.4 价格优惠
传统纸质期刊主要会形成较高的印刷成本和物

流成本。而通过App模式,下载应用本身是免费的,
仅在APP上获得杂志内容需要收费。这一模式不仅

拓宽了医学期刊的发行渠道,而且相对于纸质杂志,
电子版的“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将更加优惠,售价大

约为纸质版的60%左右,购买成本大大降低。
目前医学期刊 App属于试水阶段,也许尚未盈

利,但发行和广告两个相对清晰的盈利模式为其提供

了发展路径和目标。如何完善期刊内容本身,扩大用

户群,随着无线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进一步普及,盈
利目标的实现前景乐观[D

 

of。后续试通过有些期刊

免费的形式获得较大的用户群,同时以内置广告的形

式获得收益,也是一种可行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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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p应用于医学期刊数字出版的未
来探索方向
App应用于医学期刊数字出版的尝试是有实践

意义的,结合当前医学期刊App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依据己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探

索医学期刊数字出版的新途径,是需要出版者不断思

考的问题。本文就以下几点实践方法进行探讨:

2.1 机构合作与互利共赢
探索建设App“中国医药卫生期刊联盟”中华医

学会的App“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和App“医客”在
医学期刊数字出版实践中己有了一定的积极探索。
针对涵盖杂志数量少的问题,出版者未来应通过不断

地整合资源,增加更多的应用功能,培育更庞大的读

者群,将两款 App进行深度整合,取长补短,打造一

款医生专用的学术性Appo更进一步,医学期刊的数

字出版应该以多机构的合作模式为方向,突破封闭的

管理体制和单一机构的自我保障模式,形成资源与服

务的共享机制。
当前,为提供更全面的内容服务,降低用户使用

各类资源的资金和人力成本,己经有越来越多的信息

服务机构、大学联合起来,发扬协作精神,在不同程

度、不同方面开展合作共享,将各种优质服务延伸到

更广泛的用户。未来可以通过探索医药卫生刊整合

资源的渠道与模式,在医药卫生领域的传统出版商之

间采用竞合发展模式,组建数字出版战略联盟,通过

充分的资源整合,着力解决和提升整个联盟的数字出

版能力,探索建设 App“中国医药卫生期刊联盟”,为
打造中国的PubMed奠定坚实的基础。

2.2 大数据时代下的个性化专业服务
大数据时代给数字出版带来了新的活力。针对

App“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无专业或专题细分问题,

探索App应用于医学期刊数字出版的途径,可将焦

点定位在通过大数据分析来实现对读者推送内容的

个性化定制和专业服务。目前,大数据可以实现依据

客户购买与阅读行为的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建立读者

数据库,管理读者信息并分析其专业所属、兴趣爱好

和购买习惯,进行精准内容投送,个性化、精确化营销

定位。充分挖掘大数据的深层次价值,就可以开发出

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服务,也能实现精

确而个性化的广告推送。
医学期刊 App的建设和完善,可以通过用户注

册的情况,了解用户数量、兴趣偏好等统计数据,并通

过读者反馈及时进行沟通,为读者提供内容广告的推

送服务。由于医学各专科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特点,可
以在App中设计不同的专题板块,针对读者所在的

专科领域,进行专题的期刊内容推送和有针对性的广

告推送。其中,期刊内容推送可包括原始文章内容和

经过二次加工整合后的“精品内容”推送。电子期刊

提供“摘要性信息”和“全文内容”分开发布的模式,先
由读者对“摘要性信息”进行浅阅读,由读者决定是否

进一步深阅读。如果读者选择继续深阅读,只需点击

“查看全文”即可链接到文章全文界面。

3 结论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如何做大做强医学期刊的数

字出版,业内同仁己经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面对心态之困、盈利之困和整合之困等问题,进一步

需要把握内容、服务和用户体验3个核心要素。从而

逐步实现从传统内容到特色服务、从定向传播到社会

价值、从线下传播到线上互动,从专业期刊到产业集

群的转型。依托医学期刊自身优势,灵活运用移动互

联网的先进技术,医学期刊的数字出版一定大有可

为,但同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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