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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号对提升中文学术期刊影响力的探讨
——以卓越计划梯队中文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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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通过逐一调研梯队中文刊视频号，剖析视频内容展现形式以及互动次数，发现开

通视频号的梯队中文刊数量少，发布的视频数量也较少。账号信息不完整，视频号运营者对内

容策划不足，缺乏高质量的视频，与用户互动不足，传播效果有限。研究提出中文学术期刊要

积极开展新媒体传播，完善视频号平台信息，树立科学有公信力的官媒形象，树立用户思维，

组织策划高质量的内容，加速学术成果的传播，培养期刊的作者群体，吸引来稿，以期提高期

刊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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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

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党的二十大指出：“加

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

态。”随着5G推广，媒体的传播深度和广度已今

非昔比，期刊作为科技成果传播载体，媒体融合

已成为其发展的必由之路。

视频以视听的方式，更加生动、快捷的阅读

体验，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截至2022

年6月，短视频用户规模为9.62亿，占网民整体

的91.5% [1]，知识服务类短视频也逐渐崛起 [2]，成

为大众获取知识的另一途径。学术期刊是科技成

果和科学知识的集中地，主动求变，学习新媒体

技术并与其深度融合，促进学术信息更广泛地传

播，更好地服务科技。早在2006年，JoVE作为世

界上第一种可视化的实验期刊正式创刊 [3]，为视频

与科技期刊的结合拉开了序幕。

2020年，继抖音和B站等短视频平台兴起之

后，微信视频号问世，其背靠微信的庞大用户群

体，与微信程序无缝衔接的优势，易将微信用户

导流，2022年6月视频号的活跃用户规模达到8.13

亿，已超过了抖音（6.8亿）和快手（3.9亿）。[4]

加之95%的学术期刊运营了微信公众号 [5]，相较于

抖音、B站、快手、西瓜等视频平台，视频号更受

到学术期刊的青睐，运营数量最多 [6]，可成为学术

期刊宣传的另一途径。

国内目前对学术期刊视频号的研究较少，主

要集中在单刊或者某一学科期刊视频号的运营现

状进行总结并提出发展策略。[7-10] 这些都对期刊视

频号运营提供了较好的借鉴，但是鲜有对如何通

过短视频运营提升期刊学术影响力探讨的研究。

本文以卓越计划梯队中文刊视频号为研究对象，结

合笔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深入剖析梯队中文刊视频

号的构建、视频内容的优化，探讨通过视频号的

运营来扩大期刊影响力，提升期刊学术质量。

1 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入选“卓越行动计划”梯队的中文刊共有100

种，其中基础研究类期刊68种、工程技术类期刊

27种、科普类期刊5种。[11] 由于5种科普期刊与学

术期刊差别较大，因此，本文选取科普类期刊之

外的梯队中文刊作为研究对象，共95种（以下简

称梯队中文刊）。在国内，梯队中文刊是一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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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内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术

期刊，是各个学科领域的高影响力刊物 [12]，因而

其视频号运营现状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我国中文

学术期刊视频号的运营现状。

笔者通过知网的期刊导航，查询各刊的年发

文量；通过微信App，逐一搜索了95种期刊的视

频号，并逐一核对名称（调研时间为2022年8月

26—27日），仔细查阅每一个视频，收集数据进

行分析。

2 视频号运营现状分析

2.1  账号数量较少，基本信息不完整，定位不

清晰

调研结果表明，95种梯队中文刊中，仅有

23%的期刊（22种期刊）开通了视频号，《中国

激光》和《光学学报》同属中国激光杂志社，并

由杂志社视频号统一运营，因而共有21个账号

（见表1）。

有18个账号直接使用期刊的名称（或包含了

期刊名称）作为视频号的名称，有1个账号使用了

与期刊相近的名称，有2个账号的名称与期刊名称

相距甚远。有20个视频号的认证主体为机构，有

助于树立视频号的公信力和官媒形象。有17个视

频号在2021—2022年注册开通并取得认证，账号

运营时间较短。21个视频号均与其微信公众号关

联，说明期刊重视粉丝的维系，有意将公众号与

视频号的粉丝相互导流。

12个视频号设置了账号简介，其中2个账号的

简介为期刊介绍，5个账号为官方账号的声明，3

个账号介绍了其功能定位。此外，10个账号采用

期刊名称、学术会议名称、热点词、视频栏目等

作为标签。总体上，期刊视频号，账号信息不完

整，定位不清晰，对其重视度不够。

2.2  策划不足，高质量的视频偏少

运营视频号的梯队中文刊数量较少，其视频

的数量也偏少。截止到调研结束，视频数量超过

100个的账号仅有3个。部分视频号的视频数量仅

为个位数（表2），21个账号平均发布的视频数量

为59.6个（表2）。视频号的更新频次较为随意，

有长期不更新，又或者短时间内集中发布等。由

此可见，账号对内容的策划不足，尚未对发布内

容、频次等进行规划。

表1  梯队中文学术期刊视频号的基本信息

期刊名称 视频号名称 认证时间 账号主体 账号简介 标签
与微信公
众号关联

生物技术通报 生物技术通报 2020/12/2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所（事

业媒体）
无 无 关联

土壤学报 土壤学报 2022/5/25 中国土壤学会（企业媒体） 无 无 关联

中国公路学报 中国公路学报 2022/5/13 长安大学（事业媒体） 无
8个，学术会议

名称
关联

航空学报 航空学报CJA 2022/5/28 航空知识杂志社（事业媒体）
传播空天文化，促进学

术交流
无 关联

测绘学报 测绘科服 2022/2/21
测绘出版社有限公司（企业 

媒体）
无 1个，期刊名称 关联

纺织学报 纺织学报 2021/4/8
《纺织学报》杂志社（事业 

媒体）
期刊简介 无 关联

光学学报、
中国激光

中国激光杂志社 2020/5/19
《中国激光》杂志社有限公司

（企业媒体）
中国激光杂志社官方
号，让光学动起来

10个，栏目名称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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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视频号名称 认证时间 账号主体 账号简介 标签
与微信公
众号关联

化工学报 化工学报 2021/1/13 北京进展期刊社（企业媒体） 中国化工学会会刊 1个，科普 关联

控制与决策 控制与决策 2021/3/31 东北大学（事业单位） 无 无 关联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2022/2/26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企业 

媒体）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官方

视频号
5个，均为学术

会议名称
关联

机械工程学报 JME学院 2020/12/10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其他组织） 视频号内容介绍
10个，热点词、
会议名称、期刊

名称等
关联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有色牛
2021/12/5（第一
个视频发布时间）

无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中英文版）视频号

2个，期刊名
称，视频名称

关联

中国中药杂志 中国中药杂志 2020/11/6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事

业媒体）
与大家分享中医药知识

5个，热点词、
主题词

关联

中华肝脏病杂志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22/6/27
《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

司（企业媒体）
期刊获奖、收录简介 1个，王宝恩 关联

生态学报 生态学报编辑部 2022/4/5 中国生态学学会（其他组织） 生态学报官方视频号 0 关联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22/4/13
《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

司（企业媒体）
无 无 关联

中华护理杂志 中华护理杂志社 2022/8/10
《中华护理杂志》社有限责任公

司（企业媒体）
无 无 关联

电力系统自动化 电力系统自动化 2022/4/23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媒体）
无 无 关联

高电压技术 高电压技术 2022/6/29
《电网技术》杂志社有限公司

（企业）
中、英文版的创刊时间 无 关联

棉纺织技术 棉纺织技术新媒体 2021/2/3
陕西棉纺织技术期刊社（企业 

媒体）
无 10个，栏目名称 关联

中华放射学杂志 中华放射学杂志 2021/7/12
《中华医学杂志》社有限责任公

司（企业媒体）
中华放射学杂志官方视

频号
无 关联

续表

表2  梯队中文刊视频号运营情况

期刊名称
数量
/个

与微信关联
视频数量/个

视频主要内容 点赞/次 转发/次 收藏/次 评论/次
平均互动
次数/次

总互动次
数/次

生物技术通报 1 0 在线学术报告预告片 2 5 19 0 26 26

土壤学报 2 0 论文颁奖、论文推介 14.5 53 34.5 1 103 206

中国公路学报 30 30 专题学术报告、大课堂 6.0 22.8 16.1 1.3 46.3 1 389.9

航空学报 20 2
期刊介绍、专题学术报告、新闻报道、宣传片、

学术活动预告，等
23.5 61.1 53.9 1.6 140.1 2 802.0

测绘学报 10 0 论文推介 8.5 19.9 16.7 0.1 45.2 452.0

纺织学报 13 1 期刊介绍、论文推荐、学术活动宣传 4.2 31.3 54.5 1.5 91.5 1 189.5

光学学报、
中国激光

108 7
论文推介、期刊介绍、成果介绍、年度光学十大

进展、新闻报道、新年祝福，等
23.1 43.6 37.0 1.6 105.3 11 376.7

化工学报 13 12 科普，期刊活动介绍和宣传 15 87.9 130 2.5 235.4 3 060.2

控制与决策 81 0 优秀学术成果展播，等 3.9 18.3 109.0 2.8 134 10 854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40 0 科普、院士访谈、电力之光、学术报告等 56.3 221.1 117.6 2.1 397.1 15 884

机械工程学报 331 35 学术报告、成果介绍、论文推介、预告，等 13.5 59.8 59.7 3.1 136.1 45 052.4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 14 0 期刊介绍、学术论文写作、创刊30周年活动 14.6 57.4 40.8 0.1 112.9 1 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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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根据视频内容将视频分为六大类，包

括论文推介、学术报告、成果展示/介绍、科

普、学术活动预告和其他（新闻转载、新年祝

福、期刊简介、论文写作等）。根据文献 [6] 定

义至少发布1个视频的账号为有效账号，发布视

频数量≥5的为活跃账号，梯队中文刊中视频数

量超过5个的账号有16个，将16个账号的视频按

其功能分别统计（表3）。基础研究类期刊视频

以学术报告（占比为40.96%）和成果介绍（占

比为16.85%）为主，论文推介较少（占比为

8.86%）。工程技术类期刊视频内容以其他类（占

比为52.89%）为主，其次是成果介绍（占比为

27.88%）、学术报告（占比为7.69%）、论文推介

（占比为5.13%）。两类期刊的科普短视频数量均 

较少。 

笔者逐一观看每一个视频，发现学术报告类

视频通常为学术会议直播录屏，制作相对简单，

因而数量较多，但视频耗时长，内容枯燥，不符

合“碎片化”的阅读特质。相较之下，论文推介

视频时长较短，但主要通过PPT转化，AI配音

或是作者讲述合成，专业有余生动不足，由于其

制作繁琐，因而数量较少。工程技术类期刊，以

《棉纺织技术》的视频数量最多，占工程技术类

视频数量的85.4%，内容以企业宣传和产品推广为

主，通过现场拍摄制作而成。总体上，梯队中文

刊高质量的视频数量较少。

期刊名称
数量
/个

与微信关联
视频数量/个

视频主要内容 点赞/次 转发/次 收藏/次 评论/次
平均互动
次数/次

总互动次
数/次

中国中药杂志 62 6
科普、论文推介、与东奥相关话题、与新冠肺炎

相关话题
64.4 519.8 330.5 13.1 927.8 57 523.6

中华肝脏病杂志 91 2 学术报告、新书推介等 6.5 14.8 14.9 1.2 37.4 3 403.4

生态学报 - - - - - -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18 15 论文推介、学术报告等 25.7 251.6 60.4 0.8 338.5 6 093

中华护理杂志 4 2
中华护理杂志社统一运行，杂志社旗下4个期刊

介绍
23.3 38.3 57.3 1.8 120.7 482.8

电力系统自动化 14 3 学术报告、期刊介绍、论文推介、青年有约等 88.2 170.9 151.4 3.7 414.2 5 798.8

高电压技术 10 0 学术报告、论文写作小技巧，等 5 11.8 10.7 0.1 27.6 276

棉纺织技术 270 4
梭子讲堂、双清智能、纺观新闻、论文推介、企

业拜年，等
1.8 12.9 24.9 0.78 40.38 10 902.6

中华放射学杂志 - - - - - -

平均值 59.6 21.1 89.5 70.5 2.1 183.1 9 387.0

注：点赞、转发、收藏、评论次数均为平均值。

续表

表3  梯队中文刊视频号发布视频基本情况

视频内容/个

数量 论文推介 学术报告 成果介绍 科普 预告 其他

基础研究 总和/个 813 72 333 137 55 55 161

类期刊 占比/% 100 8.86 40.96 16.85 6.77 6.77 19.80

工程技术 总和/个 312 16 24 87 5 15 165

类期刊 占比/% 100 5.13 7.69 27.88 1.6 4.81 52.89



74 融媒之光 | DIGITAL TECH.

科技与出版 | 2023年第9期

2.3  传播效果有限，未与公众号充分联动

由表2可知，视频的点赞、转发、收藏、评论

平均次数分别为：21.1次、89.5次、70.5次、2.1

次，表明与读者的交流互动较少，尤其是评论次

数。笔者将这4种互动方式的次数相加（表2），

其值一定程度反映出读者与视频号的互动及视频

号的传播效果。有5个账号的总互动次数过万，其

中《中国中药杂志》最高，为57 523.6次。视频平

均互动次数均未过千，《中国中药杂志》最高，

也仅为927.8次（表2），由于点赞和互动次数基本

与粉丝数量成正比 [10]，因而视频号的粉丝数量偏

少，传播有限。为了进一步了解视频的传播效果，

笔者根据表3的分类，分别统计了不同类别视频的

互动次数，结果见表4。互动次数最高为科普视

频，其值为444.88次，但其数量较少，其他依次为

学术报告视频（工程类）、论文推介（基础类）。

虽然21个视频号均与公众号关联（表1），但

两者内容上交叉互补较少，1 132个视频仅有119个

视频（占比为10.50%）关联了微信推文（表2），

有些期刊的视频均未与微信推文有关联，说明两

者运营相对独立，交叉较少，尚未深度融合。

3 运营视频号提升期刊影响力策略的探讨

视频号属于新生事物，期刊对其认识尚不全

面，未充分发挥其价值。期刊视频号要有清晰的

定位，才能有的放矢。根据视频的内容和作用，

学术期刊视频号有3种定位：第一种是期刊出版的

延伸，即以视频摘要的方式推荐期刊发表的学术

论文；第二种是将视频号作为交流平台，进行学

术交流；第三种是以科普为主，拓展学科知识。

但无论是哪种定位，视频号作为期刊宣传的一种

方式，肩负着提升期刊影响力的使命。根据本文调

研发现梯队中文刊视频号的运营效果参差不齐，尚

未充分发挥视频号的作用，从视频号平台的信息到

内容仍有提升的空间。

3.1  明确视频号定位，树立有公信力的期刊 

品牌

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明确账号定位，树

表4  视频的互动次数

数量/个 占比/% 点赞/次 转发/次 收藏/次 评论/次 互动次数/次

基础研究类

论文推介 72 8.86 39.05 105.06 127.46 3.76 275.32

学术报告 333 40.96 21.32 78.64 44.57 1.13 145.67

成果展示/介绍 137 16.85 11.06 36.89 83.47 3.22 134.63

科普 55 6.77 27.90 179.214 126.90 3.90 337.92

活动预告 55 6.77 19.99 70.74 50.21 1.23 142.18

其他 161 19.80 27.81 112.85 90.49 3.43 234.58

工程技术类

论文推介 16 5.13 15.17 28.02 30.57 1.19 74.94

学术报告 24 7.69 37.12 208.27 75.32 0.77 321.47

成果展示/介绍 87 27.88 0.74 14.22 32.55 1.05 48.56

科普 5 1.60 135.50 98.38 206.25 4.75 444.88

预告 15 4.81 3.20 9.67 29.73 0.73 43.33

其他 165 52.89 37.61 63.31 70.83 5.14 176.88

均值 21.1 89.5 70.5 2.1 183.1

注：点赞、转发、收藏、评论次数均为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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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官方权威的公众形象。首先，要有一个直截了

当的名称，如××杂志社、××编辑部、或是直

接使用期刊的名称，用户不仅可以直接预见到视

频号的内容，也为其可靠性、科学性做了背书，

与此同时，还提高了期刊在公众视野的曝光度。

其次，采用机构作为主体完成视频号的认证，有

助于树立视频号官媒的形象。第三通过账号简介

给视频号做侧写，使用户快速了解账号的功能和

定位。完整的平台信息，有助于提高账号的公信

力，同时提升期刊的品牌。

3.2  用户思维，内容为王，提升期刊学术影 

响力 

由表4可知，科普、论文推介、学术报告视频

是视频中相对受用户喜爱的视频，但其互动次数

并不高。在信息爆炸时代，内容为王、持续传播

优质的内容才能使视频号具有品牌价值，凝聚粉

丝。视频号针对用户群体，提供高效、有用、优

质的知识服务，以确保视频号具有竞争力。

3.2.1  科普添翼，扩大期刊传播范围

科普视频具有较高的关注度（表4），可以

借此来提高期刊的关注度。《中国中药杂志》视

频号定位科普，以科普视频为主，其中讲述针灸

发展史的科普视频，贴近日常生活、内容清晰、

通俗易懂、制作精致，短短十几分钟让用户了解

了针灸的知识，其互动指数为7 694；“冬奥展示

中医药——中医药动漫形象发布啦”的视频，讲

述了冬奥会里与中医药相关的故事，其发布时值

冬奥开幕之前，视频的互动次数为9 586次；“主

编张伯礼院士：应对奥密克戎，中医药治疗效果

好”的视频，在全世界被新冠疫情肆虐的背景下，

由学术界权威人士来解读中医药对奥密克戎的疗

效，直击大众最关切的问题，该视频的互动次数

为4 517次。科普视频的高互动，可以帮助视频号

吸引和凝聚粉丝，该刊的2个论文推介视频互动指

数为1 038，远高于此类视频的平均值（275.32，表

4），以此反哺期刊，提升其影响力。

视频号运营者要善于捕捉学术成果与大众

关切的结合点，如能结合当时的新闻热点，通过

新闻的发酵，能快速地引起关注。比如对于科技

的热点事件——嫦娥五号，视频号运营者围绕嫦

娥五号整个过程，从同行抑或大众的需求来策

划、组织视频内容、形式，将专业性较强的内容

转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辅以动画解释，使得整

个视频达到通俗易懂、科学可信。同时，期刊梳

理与该主题相关的学术论文，通过“软广告”的

形式将学术论文融入视频中，在视频末列出参考

文献，借助视频号与公众号的关联，用微信推文

对学术论文进一步补充。通过科普的高关注度

来加速学术成果的推广，带动期刊学术影响力 

提升。

3.2.2  加强学术论文推介

期刊影响力的提升依靠一篇篇学术论文的积

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要及时传播优质的学术

信息，并给读者留有印象。有研究表明，视频摘

要比文字摘要更受科研人员的喜爱。[13-14] 通常，

读者观看一段2～3分钟的视频就能了解一篇学术

论文的精华，而这一阅读很可能在堵车、等待、

甚至做家务的时候就可以完成，大大节省了阅读

时间。

调研发现，仅有9种梯队中文刊的视频号发

布了论文推介的视频，共88个。笔者逐一观看，

总结有以下几点不足：①视频缺乏仪式感。视频

封面不明显，没有期刊名称、论文名称，部分视

频甚至没有封面，读者很难识别视频的内容。视

频与微信公众号关联较少，仅有44个视频与微信

公众号关联。②忽视用户体验感。部分视频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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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配文字说明，没有语音讲解，仅有背

景音乐，读者必须仔细观看视频才能获得信息，

这大大降低了视频给读者带来的观看体验；部分

视频采用PPT+AI配音讲解或是作者讲解，这类

视频学术性较强，枯燥，缺乏生动性。③视频内

容松散随意。部分视频虽然以推介论文的形式呈

现（视频封面有论文题目等信息），但却成为作

者或是团队介绍的宣传视频，又或者仅展现了论

文的实验过程，缺乏结果、结论、观点等核心 

内容。

视频号推介论文时，首先，重视视频的封

面，封面包括期刊名称、logo、论文题目、作者、

卷、期等相关信息，形成统一的风格，易于辨认

识别。借助标签功能集为专栏，便于读者查阅视

频。其次，视频不是照搬学术论文，而是对其进

行二次加工，去繁就简，省略尖深难懂的逻辑推

导，强调创新点、结果、结论。同时充分利用视

频的视听优势，弥补传统出版仅能以文字形式表

达的局限，添加论文中涉及的实验过程等信息，

声、形并茂，更好的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论

文。再次，视频配上简短的说明，并与公众号推

文关联。视频引起读者关注，微信推文以图文的

形式进行详解，附上全文链接，便于读者深入阅

读、研究，甚至引用该文。

3.2.3  促进学术交流，构建良好学术氛围

学术会议是最新学术成果的集中地，关注度

较高。本次调研结果显示，学术报告的视频受到

读者的喜爱，期刊视频号运营者充分利用学术报

告的关注度来提升期刊的关注度。基础研究类有

40.96%的视频是会议学术报告，数量最多，但内

容相对枯燥，耗时长，用户体验较差，因而互动

次数偏少（表4）。

视频号运营者要重视用户体验感，推送高

质量的视频。首先，精选报告。举办一次学术会

议，少则十几个报告，多则上百个，运营者要精

选出价值较高的学术报告推荐。其次，少量多

次。通常学术会议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举行，信

息量较大，相较于现场听取学术报告，视频的

用户场景不同，视频号要满足用户“碎片化”

的阅读需求，因而学术报告视频不宜一次性发

布，易造成信息量过大，不利于读者精读，而

是通过设立专题、专栏逐一发布。再次，撰写

荐语。视频荐语可有效帮助读者迅速筛选出是否

需要观看该视频，提高读者的阅读效率。同时，

运营者可梳理期刊相关的学术论文，在视频后或

推文末尾推荐，便于读者查阅，不仅增加了文

章的被关注度，还能暗示期刊的学术方向，引导 

投稿。

3.2.4  重视用户需求，提高用户黏性，扩大期刊

作者群

使 用 微 信 视 频 号 的 主 力 人 群 年 龄 集 中 在

20～29岁 [15]，表明研究生是期刊视频号的最大

用户群体，且大部分研究生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

中文期刊上。[16] 论文的写作对于刚踏入科研领

域的研究生是个难题，他们希望能从期刊编辑部

获得论文写作的技能 [17]，但据本文的调查结果

发现梯队中文刊的视频号忽略了这一需求，仅

《测绘学报》《有色金属学报》《高电压技术》

发布此类视频。学术期刊要针对研究生论文写作

的难点，审稿中常见的不足以及学术论文应具

备的要素等，举办讲座、制作视频等，供研究生

观看、学习，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写作上的困难，

增强研究生对期刊的黏性，培养、扩大期刊的作 

者群。

3.3  促进互动，巧设标签，提升期刊知名度

调研发现，梯队中文刊的视频互动次数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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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少，评论次数仅个位数，且大部分评论并没有

实质性的交流。新媒体的一大优势就是打通了作

者、读者、期刊编辑部之间的沟通。期刊积极回

应读者留言，适当引导评论。例如《中国国家地

理》回复读者留言“点赞超过500就推送与外星人

相关的文章”，同时留下互动话题“如果真的存

在外星人，你见到他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引导读者留言。[18] 通过参与性的活动及开放性话

题讨论的方式与读者互动，拉进彼此间的距离，

得到读者认可、分享等，有助于视频在学术圈内

扩散。同时，加强视频号与公众号的联动，促进

粉丝的相互引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提高期刊

的学术知名度。

视频的标签，就好比论文的关键词。恰当的

标签有助于视频被搜索，但梯队中文刊视频号仅

有10个账号使用了“标签”，大部分使用期刊名

称、学术会议名称、视频栏目作为标签，有2个账

号使用了热点词。期刊可以借助热点词以及自带

流量的“学术大咖”提高视频的显示度，同时。

标签可以将同类视频形成合集，增加视频的曝 

光率。

4 结语

媒体融合背景下，视频逐渐成为大众获取

知识信息的重要渠道，视频号借助微信庞大的用

户基础迅速渗透，用户数量激增。学术期刊要借

助新媒体的优势提升其学术影响力。调研发现梯

队中文刊的视频号数量较少，视频数量也较少，

账号运营策划不足，运营效果有待提升。学术期

刊视频号首先要完善平台信息，树立科学、可信

的官媒形象；其次坚持“内容为王”和用户需

求，组织策划并持续推出高质量视频，吸引和凝

聚用户；最后，维护用户群体，积极响应用户的

留言，并组织话题讨论等，加强用户对期刊的认

可。通过运营视频号不断扩大期刊的受众范围和

作者群，提升学术论文的曝光度，增加期刊的稿

源，以期提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助力建设一流

中文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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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个健康为什么丛书》“健康一生系列”新书发布会暨
“主动健康系列”“就医问药系列”“康养康复系列”“应急急救系列”编写启动会在京举行

2023 年9 月 21日，《十万个健康为什么丛书》“健康一生

系列”新书发布会暨“主动健康系列”“就医问药系列”“康养

康复系列”“应急急救系列”编写启动会在京举行。中国红十

字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党

组成员李斌；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和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院学

术委员会主席，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党组成员王培安；

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创会理事长白书忠；国家卫生健康委宣

传司副司长米锋；中宣部出版局图书处处长王为衡；陈君石院

士，人民卫生出版社董事长王雪凝、总编辑杜贤、总经理李新

华等出席会议。丛书专家指导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丛书“健

康一生系列”“主动健康系列”“就医问药系列”“康养康复系

列”“应急急救系列”各分册的主编、副主编、学术秘书等 20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通过新华网《新华大健康》及其合作平

台，人民卫生出版社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天猫旗舰店，中

华预防医学会快手号，健康报视频号，央央阅读抖音号、中国

出版传媒商报视频号等平台同步直播，线上累计观看人数近

320 万。

《十万个健康为什么丛书》是人卫社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关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面向人民健

康需求，服务公民健康素养提升，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团结

广大医学科学家、健康传播专家、学（协）会、媒体、平台，共

同策划的系列健康科普丛书。丛书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健康

需求，提供从健康知识普及到健康行为指导的全生命周期、全

媒体的健康知识服务体系。丛书构建“1+N”的结构体系，即

以 “健康一生系列”为“1”；以不同人群、不同场景的不同健

康需求或面临的挑战为“N”，成熟一个系列就开发一个系列。

目前已经策划了“主动健康系列”“就医问药系列”“康养康复

系列”和“应急急救系列”等多个系列，将在“十四五”期间陆

续启动和出版，并将根据丛书的建设进展和公众普遍关心的

新健康问题持续更新和完善。

人民卫生出版社成立于1953 年6月1日，今年是人卫社

成立70 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人卫社始终把健康科学普

及作为大社之责，自觉肩负起引领社会健康发展、推动全民健

康素养提升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媒体融合推动健康科普传播，

打造人卫科普品牌，提升精品意识和原创精品出版能力，从

作者团队的专业化、管理体系的完善化、管理措施的精细化等

多维度，主动适应新时代科普工作可及性、针对性、感染力、

凝聚力的新要求。人卫社将发挥好卫生健康出版国家队的作

用，以满足公众需求为导向，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知识服务；

强调价值引领、精神弘扬、情感共鸣的科普导向；以数字技术

赋能科普传播模式；创新探索健康科普出版建设路径，将高质

量的要求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为丛书的高质量建设提供全方

位保障，全方位、全媒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人民健康。

（来源：人民卫生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