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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雕细琢《创伤学》 打造精品长销医学专著 

谭学军 赵襄玲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创伤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创伤学理论和技术的医

学专著，它既包括传统的创伤外科基本内容，又充分反映了创伤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诊治

技术的新进展。全书20篇，分上、下两册，上册为创伤基础部分，下册为创伤临床部分。

全书由创伤学泰斗、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正国教授领衔，10位权威院士、100多位专家教授

联合撰写。每一篇内容都由相应专业的院士担任分篇主编，由如此多的院士共同写作一部

专著，这在出版史上是少有的，所以其内容的系统性、前瞻性、实用性是毋庸置疑的。该

书在学术上代表我国目前在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其中部分内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创伤

医学的代表性著作。 

    书稿最初字数为500余万字，经过编辑、排版、插入图片后版面字数已达750万字。我

们将它与《王忠诚神经外科学》作了一个比较：《王忠诚神经外科学》总字数230万字，

1124码，书脊厚40毫米，定价238元。由此推算出《创伤学》分成上、下两册，如果每册

1500码，只能容纳600万字，从读者使用方便的角度考虑，要求容量应该更少些。还由于

该书稿篇幅巨大，内容上又分为基础和临床两部分，作者队伍庞大并分散在全国各地，故

作者之间、编作之间的交流不是很方便的，所以导致了书稿出现内容上重复或相近的问

题，一些内容在基础部分讲过，到了临床部分又有所涉及。每一位作者都倾其全部，写得

过全过细，最典型的要算“颅脑创伤”，完全可以独立出来成为一本完整的《颅脑创伤

学》。于是，社领导对我们编辑工作提出了“多质疑、多推敲、多讨论”的三多原则和

“精确、精简、精典”的三精原则。在“三多”“三精”原则的要求下，李慎谦副社长和

我们3位责任编辑分头看稿，各自提出稿件中的具体问题，并经过多次讨论确定了审稿修

改的主要任务是理顺全书脉络，合并相近内容，删减重复部分。 

    由于主编王正国院士是创伤学的权威，是我国冲击伤、创伤弹道学、交通医学研究的

主要创始人，是该领域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所以社领导要求我们看稿时要瞻前顾后，找

出内容重复或相近的部分，对每一个问题要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在和作者交谈稿件修改

时，不要泛泛而谈，要做到有条有理，言必有据，用事实说服作者，用真情打动作者。在

编辑加工审稿期间我们除做了详细的编辑审稿记录外，通过多次讨论，反复比较，归纳出

6个方面的修改建议。  

     1.逻辑结构方面。1）篇的逻辑顺序。2）章的逻辑顺序。3）各篇章的平衡。  

     2.内容重复。1）部分章的内容相近。2）文字内容的重复。  

   3.表格问题。1）部分表中数据不对。2）严谨性问题。  

   4.插图问题。1）个别图的内容不正确。2）图、文、表内容的一致性。3）中英文混

用。  

     5.文字方面的问题。1）有的表述过繁。2）有的表述过简。3）全书统一问题。 

     6.参考文献的问题。1）有的篇章参考文献过多。2）有的篇章无参考文献。3）有的

参考文献著录不规范。 

    由于《创伤学》是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重点图书，也是长江出版集团成立后出版的

重点图书规划项目，集团和社领导非常重视图书的质量，多次强调对编校质量高标准严要

求。2005年7月20日，我们一行4人带着《创伤学》的校样、详细的编审记录及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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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位于重庆的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和王正国院士及部分作者进行了零距离接

触，对稿件进行了详细修改。 

    到达重庆的当天我们就直奔王院士的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将书稿、审稿记录按篇一

一铺在会议桌上，就书稿的修改事宜与王院士及部分作者进行了热烈、友好而又真诚的座

谈。在座谈会上我们4人分别汇报了书稿中的具体问题。王院士听了我们的汇报，看了校

样、审稿记录和修改建议后，对我们深入细致的工作大加赞赏，并表态：“为让《创伤

学》成为精品图书，编辑方面的问题由出版社做主，内容修改上我负责，愿意和你们出版

社一起，精雕细琢，力争将《创伤学》修改成精品专著。”  

    此后7天，王院士推掉了一次出差和几个会议，集中全部精力来解决稿件中的问题。

在修改过程中，他充分展示了一个军人的勇敢、坚决、果断的气魄，他对重复的内容挥起

“大刀”，哪怕是院士，甚至是他的老师亲手写的，他都毫不留情地删掉，还边删改边幽

默地说：“对不起了，老先生。”就是在修改他自己写的“交通伤”内容时，凡是别人和

他重复的，他都大刀阔斧地砍掉自己的。因《创伤学》交稿是在2002年，引用数据到2002

年为止，趁这次修改机会，他及时更新了数据，补写了新的内容。对于在他的专业之外的

内容，他也绝不含糊，遇到难啃的骨头时，他经常一个电话，将临床医院的专家、博导请

过来帮忙解决。如第16篇“四肢创伤”中“肘与前臂损伤”的内容标题级别混乱，有的大

小标题与正文无法识别、区分，由于该部分内容的作者均在兰州，我们查看作者寄过来的

校样，发现此部分内容未作任何更正，王院士就和我们一起反复斟酌、讨论、查看参考

书，当最后仍理不出头绪时，王院士一个电话，将大坪医院刚从俄罗斯留学回来才1个星

期的骨科主任请来了，花了3个小时，终于将本篇的问题全部解决。 

    就是在小节上，王院士也毫不马虎，比如参考文献，虽然王院士一再对编写人员强调

每章只能用20条左右，以最近10年的为主，但实际交稿时，许多人未遵守此要求，有的竟

然引用了200余条。我们按王院士给出的规定修改后，仍有十几章的参考文献在70条左

右，且英文参考文献居多，出版年均在2002年前后，我们的能力无法确定其专业的权威

性，不好取舍。王院士得知这一情况后，在我们即将返汉、他自己也将出差的前一个晚

上，抽出2个小时将这十几章的参考文献一一梳理清楚。 

    王院士就是这样认真对待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每天和我们一起修改稿件到夜晚11

点以后，有时在我们离开后，他还留下来继续解决问题。王院士严谨治学的态度和作风深

深地感动着我们，同时鞭策着我们：一定要尽全力把《创伤学》打造成学术精品。 

    通过7天紧张有序的工作，我们初步完成了稿件的修改，基本上达到了预定目标，书

稿中编辑提出的疑问90%以上得到解决，未解决部分整理后留给王院士，由他发给原作者

处理。作者删减、压缩文字近100万字。 

    《创伤学》已经经过两个来回的修改，我们相信，通过作者和我们出版社的继续努

力、共同打磨，它一定会成为一本传之久远的长销精品图书。  

 

(作者单位：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ID:888) 

【您是第位访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