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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学术期刊的版式特点 , 阐述了学术期刊版式设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 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 层次清晰 , 节奏分明 ; 比例协调 ,
对称有度 ; 静动相宜 , 虚实互补 , 强调了版式设计中应注重人本主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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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ing withthe format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journal , the basic pri nciples inthe format design of academic journal should be followed
as harmonious unity of content and form, clear layer and rhythm, harmonious proportion and moderate symmetry , dynamic and static balance , the recipro-
cal of false and true . It was emphasized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humanistic factors inthe forma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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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期刊作为一种信息和知识的载体, 对现代科学研究

中信息的传播和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 2] 。期刊的版

式设计不仅是学术期刊装帧设计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

要环节, 而且是一项具有很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技巧性的

主体工程[ 3] , 是运用美学原理进行艺术创造、确保期刊美学

质量的科学活动。学术期刊从封面到内文的标题、文字、公

式的字体字号, 编排格式与层次, 图表大小与位置, 以及页

眉、页码、空白直至封底, 无不展现出美学的内涵。成功的版

式设计融版式美和科学美于一体, 整体上给人以端庄、大方、

淡雅、稳重的视觉效果, 如同一幅好的绘画强烈地吸引读者 ,

使读者在获得大量科技信息的同时, 从中获得美的享受, 从

而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而这种吸引力来自于版式设计者

的创新思想和艺术表现力的综合[ 4] 。目前, 学术期刊的版式

设计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如版式呆板、单调、缺少活力

等, 对学术期刊的整体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此, 笔者就

学术期刊版式设计的特点及其基本原则作一综述。

1  学术期刊版式设计的特点

学术期刊版式设计具有整体性、结构性、主体性和时间

性的特点[ 5] 。学术期刊的整体设计既要体现宏观上的战略

思考, 又要体现每篇文章的个性特征, 达到版面结构合理、体

例层次清晰, 使期刊体例和风格完整统一。期刊是由不同作

者不同体裁的文章汇集而成, 而学术期刊版式设计是根据文

章的内容和体裁进行有序的组合, 使整本期刊结构统一, 浑

然一体。期刊的主体应体现鲜明的目的性、主动性和选择

性, 表达一种审美意识。版式设计中应体现文图编排疏密得

当, 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要素统一规范, 达到美观易读 ,

引人入胜的效果。学术期刊作为定期的连续出版物, 出版周

期短, 信息传递快, 期刊内容的编排上要突出时间特点[ 3] , 以

适应现代化期刊出版的需要。

2  学术期刊版式设计的基本原则

版式设计是对组成文稿的部件和各种元素进行集散成

锦的艺术处理。学术期刊版式设计总体上应追求格式一致

与节奏变化的统一, 整体性与连贯性的统一[ 5] 。通常应遵循

以下原则:

2 .1 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 学术期刊的版式设计属于形式

美范畴。形式美从属于内容美, 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学

术期刊版式设计中, 和谐指文字、图、表、点、线、面搭配适当

和匀称, 统一指个体上的差异要在整体上达到一致性[ 4] 。两

者相辅相成, 完美统一是学术期刊版式设计的最高境界。一

篇文章的行距、字距适宜, 文字、图、表搭配得当 , 版式排列适

度, 空白利用充分, 才能使作品达到形式美与内容美的完美

统一。学术期刊的版式设计一般强调整齐、稳重、庄严。在

版式设计中 , 既要照顾到同类体裁文章的相似性、不同类体

裁文章的差别, 还要考虑各篇文章的个性特征 , 寓多变于整

齐之中, 从而达到整体上和谐统一, 局部上又富有个性的效

果[ 6 - 7] 。这就需要在版式设计时, 注意合理的比例、恰当地

运用对称度和空白等。如文章天头、地脚、订口、切口、行距、

字距、图表与文字距离的空白面积统一 ; 不同体裁和风格的

文章通过局部空白变化 , 力求达到版式新颖独特、内容和谐

统一, 且寓于变化的艺术效果, 让期刊的面貌常新, 从而引起

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对期刊的长期关注。

2 .2  层次清晰 , 节奏分明 学术期刊是由长短不同的科技

论文组成, 每篇论文包含题名、作者姓名及单位、中英文摘要

和关键词、中图分类号、正文、致谢及参考文献诸多要素 ; 正

文可分出引言、方法、结果、讨论和结论等章节, 而这些章节

层次根据具体内容还可分出若干个次级层次。这些要素和

层次均要在版式中给予清晰的表达。学术期刊的版式设计

属于纸面二维空间设计, 不同于对物体进行多角度主体形象

描绘的三维立体设计。在版式设计中 , 可以运用字号、字体

的变换, 标题、正文文字、图表的合理搭配, 插图中点与线的

反差, 以及不同面积的空白搭配 , 形成由深到浅、由近及远的

层次深度和梯级结构, 使期刊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空间 ,

在视觉上达到三维空间的立体艺术效果[ 5] 。其中, 各章、节、

段落之间的间歇和停顿, 各级标题、图、表, 以及整本期刊中

文章的反复出现, 形成了多层次的同类反复。既有字体、字

号的变换, 又有版面空间的变化, 还有文章篇幅以及时间长

短的变化, 形成重复、渐变和跳跃的不同层次 , 从而调节期刊

整体的空间节奏, 使读者如身临其境, 既理清了文章的层次 ,

又消除了阅读时产生的视觉疲劳 , 有助于对文章内容进行回

味与思考, 从而提高阅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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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比例协调, 对称有度  比例是学术期刊版式设计中的

重要环节。学术期刊的每个版面均是由标题、正文、图表、页

眉等要素组成, 并以分栏、分题的形式排列, 其间存在一定的

比例关系。合理协调的比例会产生错落有致的美感。在版

式设计中, 应根据文章的内容和体裁, 采用“黄金分割律”进

行组合和分割, 注意天头、地脚、各级标题、图题、表题的字

号, 版心与开本的比例关系 , 插图图面墨量与文字版面的对

比及空白间隔, 以调节全文的空间节律。对称关系在视觉上

给人以平稳、均衡之感。学术期刊刊载的论文通常是首页信

息居中, 正文双栏编排且以中轴对称, 使版面整体上端庄、大

方和稳定。如果整本期刊皆如此, 势必显得呆板和单调。在

版式设计中 , 应注意对称和非对称的关系, 在均衡布局的原

则下, 采用等量不同形的手法加以变化[ 8] 。如正文中各级标

题采用左顶格排列, 并以不同字号、字体与行文加以区别, 赋

予版面以活力; 图题、表题, 以及表格纵向栏目文字左齐排

列, 新颖独特, 从而获得美学的版式效果。

2 .4 虚实互补, 动静相宜 在期刊版面中, 一个字可视作一

个“点”, 文字排列成行就成为“线”, 按一定规律组合起来的

“字行”就成为“面”[ 9] 。版式设计中的虚与实是指版面的空

白与图文的对比。空白的合理运用就像一幅画作中的蓝天

白云, 一篇乐章中的休止符, 能给读者以视觉缓冲, 产生错落

有致的美感。例如开本与版心、天头与地脚面积; 题名字号

与正文中各级标题字号 ; 行宽和行距; 插图与版心间的墨迹

浓淡; 标题的设置、占行和空行; 衬页、篇章页的配置以及全

刊的布局等。如版式设计中, 运用“知黑守白”的版面构图

美学原理 , 把文字的点、线、面与黑、灰、白等色调合理搭配 ,

通过版面的变化产生强烈的视觉反差, 造成高低起伏、方向

规律的流动艺术效果, 给读者带来清新愉悦的感觉, 从而增

强期刊的整体表现力。

在烘托文章主体上, 通常采用增强和减弱的方法。如各

级标题的字号和色调的逐级递降, 以增强对比反差; 插图的

线条描绘上 , 轮廓线或函数曲线采用增强手法 , 而中心线和

剖面线等辅助线则采用减弱手法, 使插图线条清晰匀称、美

观规范 , 从而使读者及时捕获到图中给出的重要信息。

2 .5 以人为本, 关注读者 随着学术期刊竞争日益激烈, 读

者对学术期刊的要求越来越高。学术期刊作为传播科学知

识的载体, 其版式设计不仅关系到期刊本身, 而且影响到读

者的阅读兴趣[ 10] 。倡导人本主义的版式设计已成为现代学

术期刊编辑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11] 。因此, 学术期刊版

式设计中, 应从作者和读者出发 , 贯彻以人为本的办刊理念 ,

在文章接排、拼接和彩插等细节安排上, 充分体现人文关怀。

3  结语

学术期刊的版式设计是一门形象的艺术语言。成功的

版式设计不仅能充分体现期刊的内容, 使读者从中获得大量

的科技信息, 还能使读者获得美的享受 , 激发读者的求知欲 ,

从而提升学术期刊的社会功能。为此, 学术期刊技术编辑应

该充分认识自己对社会、作者和读者所担负的责任, 不断提

高设计水平和创新能力, 使期刊的版式设计充分体现科学美

和版式美的和谐统一。同时, 版式设计时应多从作者和读者

的角度出发 , 让读者随时随地感受到期刊所传递的人文关

怀, 推动学术理论知识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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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但考虑到供 NH4
+ 处理需消耗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说

明供 NH4
+ 处理的蔗糖利用效率较低。

综上所述 ,NH4
+ 和 NO3

- 对水稻蔗糖代谢的影响有着

显著的差异。这必然引起与之紧密相关的氮素代谢的差

别。NH4
+ 引起蔗糖积累的重要原因可能是 NH4

+ 抑制酸性

转化酶活性;NO3
- 的施用有利于碳水化合物的合成和分解

代谢 , 一方面提供了较充足的氮素同化所需要的碳骨架 , 另

一方面有利于根部蔗糖的水解 , 保障根部碳水化合物的供

应。氮素的吸收效率与根生物量呈正相关 , 所以发育良好

的根系对加强氮素的吸收是至关重要的。NO3
- 可能通过

调节碳水化合物代谢 , 对单独施用铵产生的不利影响起缓

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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