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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学报发行量少且主要依靠纸质媒介传播知识信息!传播信息的实时性和知识的可验证性较差!

传播信息的受众数量较小!难以凸显高校学报学术交流的效果和影响力% 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具有一般信息学的

本质特征!符合香农")*+,,-,&的一般信息传播模式!由此构建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 高校学报的信息传

播也是一个大众传播过程!运用大众传播理论和物联网技术!构建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体系结构!在感

知层实现知识信息的可追溯性和验证性!在网络层实现知识传播的实时性和传播信息受众的广泛性!在应用层实

现多媒体手段的知识信息获取和高校学报的综合评估认证% 因此!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对于高校学报

数字化'网络化是一种提升%

关键词!高校学报#物联网#信息传播#网络传播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第 !"卷第 #期

!$%&年 %&月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 (. /012),+ 3+045*6078 (. /105+15 9 :+;0+55*0+; </(10,- /105+156 :=070(+>

?(-@&" A(@#

B51@!$%!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研究项目/!!)0"!1&"!()0!"1&#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课题/23"(!!!(4

作者简介!胡 虹/!5$5.6!女!四川广安人!副编审!研究方向(编辑学'文献计量学%

网络出版时间!"(!".!!."( 网络出版地址!*7789::;;;<=,>?<,@7:>=ABCD@7+?E:F!<!$1$<G<"(!"!!"(<!$&%<((!<*7AE

科技期刊的数字化# 网络化是近年来编辑出版行

业持续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也是高校学报今后的

重要发展方向C%D&E

%科技期刊所传播的信息$可以消除读

者在相关问题认识上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的减

少&&&熵"$从而获得新的知识内容'同时$科技期刊所

传播的信息是一种资源$ 这种资源通过一定的编码变

换$便可以在适当的传输媒介中进行传输$根据受众对

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传输方式$ 实现知识资源的共

享% 因此$科技期刊信息的传输$充分体现了一般信息

学的本质%

高校学报作为科技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主

要还是以纸质介质作为信息载体进行信息的传播$而

且大多数高校学报的发行量都不大$ 所传播信息的实

时性#覆盖范围和受众数量等都是极其有限的$在一定

程度上弱化了高校学报应有的影响和作用CFDGE

% 尽管有

一些文献研究了科技期刊的信息传播$ 但大多数都停

留在一般性的论述上$随着期刊的数字化发展$需要有

传播学和信息论等方面的理论来支撑和促进科技期刊

的数字化#网络化发展CHE

%从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看$物联

网作为第三代 IJ技术$是未来网络应用的重要支撑平

台%因此$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应立足于新型的信息技

术和网络平台$ 以此为基础来研究探索其信息传播的

过程#方法和应用%

一%高校学报信息传播方式的渊源

#一&信息传播方式及其载体的变迁

从古至今$ 信息的传播和交流都是至关重要的$从

元谋时代的肢体语言交流到鸿雁飞鸽烽火驿站的信息

传播$ 再到后来的电子信息和今天的数字信息传播$无

不展示了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定社会文明和信

息传播的发展水平C#E

%总的来看$信息传播的发展阶段可

以分为(非语言符号传播阶段#口头传播阶段#手写传播

阶段#印刷传播阶段#电子传播阶段#网络传播阶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信息传播的载体也不

断发生变化$ 不同的信息传播载体具有不同的传播特

性和传播效用C"E

% 人类语言文字出现以后$%$GK年宋代

%$&



人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年德国人古登堡发明

并制造出了金属活字印刷机! 从而人类开始了文字传

播的鼎盛期"!%&'年美国人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第一

台可以使用的电报机"!%'# 年英国人亚历山大#格拉

汉姆#贝尔发明了电话"!%(# 年意大利人马可尼首次

进行无线通讯获得成功"!()$年 !!月 )日!在美国匹

兹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正式的广播电台$$$*+*,

广播电台"!(&-年 !!月 )日!世界上第一座黑白电视

台英国广播公司正式播放电视节目! 这是电视作为大

众媒介正式诞生的标志"!("-年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

的物理系副教授约翰%阿坦那索夫和其研究生助手克

利夫#贝瑞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0,1'"!(-(年美

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23,)建立世界上第一个

分组交换网络(,23,/45)!由此进入到了今天的互联

网6075487459时代"!(((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传感器网

络研究!)$$#年 !!月!在突尼斯举行的信息社会世界

峰会(:;0;)上!国际电信联盟(0<=)发布了*0<=互联

网报告 )$$#+物联网,!正式提出了物联网(07548745 >?

<@A7BC)---即物与物相连的网络D%E

. 由此可以看到信

息传播载体/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的发展变化.

!二"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方式

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 科技期刊正在尽力借助各

种网络传播形式等新的载体形态! 改变信息的传播方

式!提升知识信息的传播能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

科技期刊在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高校学报目前的信息传播模式也面临严峻

的挑战.世界上第一本科技期刊诞生至今已有 &"$多年

历史!第一份高校学报*利济学堂报,至今也有 !$$多年

的历史!在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D(E

. !#世纪以后!人们传播和交流知识信息

的主要媒介是书籍!然而!用书籍交流存在实时性/互动

性等方面的缺陷. !'世纪之后!信函交流成为人们传播

新思想和新发现等信息的热门手段和主导传播方式!同

时以此来确立知识发现时间的先后顺序.到了 !%世纪!

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开始形成印刷商/书

商/出版商等职业化的信息传播者!科技期刊赖以发展

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条件日渐成熟.到 !%世纪末!科

技期刊开始向行业化/学科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到 !(

世纪!专业性科技期刊几乎遍及所有的科学技术研究和

应用领域. )$世纪以来!科技期刊(高校学报)获得了快

速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期刊获得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科技期刊的种类以每 #$年增加

(倍的速率发展! 使科技期刊逐渐演化为科学交流的

一种主要的知识信息媒体D!E D!$F!!E

.

二#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模型概况及结构

!一"通用的信息传播模型

!("%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奠基人香农6;@G77>79

提出了信息传播的一般模式D!)E

!如图 !所示. 该模型高

度概括了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无论是人人/人机/人

物/物物之间的通信都适用于该模型!因此该模型也适

用于物联网的信息传播过程分析. 无论是什么环境下

的信息传播!都应该包含四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

传播媒介/受传者.

同时!(!)信息传播是一种社会信息共享活动. 信

息可以同时为许多个个体拥有! 这是信息的共享性特

征. 信息在经过传播之后!对受传者来说!增加了所接

收到的信息! 而传播者并不因为该信息为受传者所获

取!自己就失去这一信息!而是与受传者同时拥有这一

信息. ())信息传播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又是一定

社会关系的体现. 传播活动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性

质决定了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

只要有信息传播活动出现! 就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

系中发生的.信息传播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

成员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工作

环境!还会创造新的社会关系. (&)信息传播是一种双

向的社会互动行为. 信息传播是在传播者和受传者之

间进行的! 传播者总是由于某种目的向受传者传播信

息!受传者在接受信息之后也总是要考虑所接收的信息

与自己的关系+接受/部分接受还是不接受!而这一点正

是传播者迫切需要知道的.(")传/受双方具备共通的意

义空间是信息传播实现的前提.信息传播必须以符号为

中介才能实现!而符号的含义必须是传/受双方&共通'

的. 共通的意义空间指的是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的意

义拥有相同的理解. 在广义上!共通的意义空间还包括

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对于信息传播过程! 一些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

不同的各有优劣的传播模型! 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

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分析!提出&#:'模式D!&E

+谁

6:@>9!说什么6;GHC :@G59!通过什么渠道607 :@AI@

1@G774J9!对谁 6<> K@>L9!取得什么效果 6:A5@ K@G5

4??4I5C9. 另外!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模式/施拉姆

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 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以及卢

因的&守门人'模式等等!对于信息传播研究和应用具

图 ! "#$%%&%的通用信息传播模型

!$&



图 !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体系结构

有一定的理论借鉴!同时也有一定的理论缺陷"本文主

要依据 !"#$$%$传播模式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

根据高校学报对知识信息的编辑加工处理和出版

发行过程!对照香农的通用信息传播模型!具体分析模

型中的各个要素可以得到#传播内容$即信源%包括论

文全部的创新性内容及其相关信息$如参考文献等%

&'()

&

传播者应该包括论文作者'编辑'审稿专家和印刷者&

传播媒介包括#纸质期刊和发行渠道等&受传者包括#

审读专家'一般读者等(由此分析可以得到高校学报传

统的信息传播模型$如图 *%)

+,信源#知识信息" 这种知识信息是客观实在的!

知识产品是客观的!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且

这种知识信息由问题'事实'假设和理论等组成!具有

复杂的结构!每一种知识信息都有自己的内核!或表现

为一种逻辑结构!它们在变换中是不变的!但是内核的

具体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 高校学报要传输的知识信

息包括#传承科学理论!如#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综合

评述&传播工程技术!如#新技术'新工艺'新设计'新设

备'新材料等相关的知识集合及文献信息"

-,编码#信源的编码涉及论文作者'编辑加工'专

家审稿及印刷出版等多个方面的方法'技术和规范!编

码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信源的传播质量和效率" 其

中论文作者通过自己的学习研究和相互的交流研讨决

定并给出知识信息! 因此其在高校学报传播模式中居

于重要地位&编辑部包括编辑加工和专家审稿!其主要

责任在于把作者提供的初始文稿信息进一步选择'处

理'分析'加工'完形等!保证知识信息的质量和提高知

识信息的强度!以求达到知识信息出版发行的目的"

.,信道#纸质媒介或网络传输!其主要功能是将作

者和编辑部处理转化过的信息符号! 依照适应性和媒

介性原则进行有效的技术处理和编辑 *诸如划版+标

注'排版'校对'改版等%!使之进一步具体化'畅通化和

对应化!并最终通过完整化的期刊文章的文字转换*由

手稿转换成印刷符号%"而这其中只是将学报作为知识

信息传播的一个通道"

(,译码#对传输的知识信息的理解和接收分析!主要

涉及读者或读者群等" 通常!读者意味着高校学报传播

功能价值和功能意义的直接承接者'呈现者和评价者&+/)

"

/,信宿#对信息传输的结果'效果进行评估!读者

经过理解和分析得出学报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知识信息

熵的大小" 信息熵是反映论文价值高低的量度和读者

对论文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三#基于物联网

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体系结构

物联网01"2 3$425$24 %6 4"7$89:可简单定义为#物物

相连的互联网" 具体包含两层涵义#第一!物联网是互

联网的核心和基础!是互联网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第

二!物联网用户终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

物品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播" 因此!可以说物联网是通

过射频识别*;<3=%'各类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

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特定的协议!把各种

物品与互联网实现连接!进行信息处理'传递和交换!

以实现物品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的一种网络" 为了实现

物联网的功能目标!其中的,物-应该具备#0+:要有唯一

的身份标识码&0*:要有存储功能&0.:要有被感知的数据

接口&0@:要有处理数据的能力0A?B:&0/:要有数据传输

通道0含协议:) 否则!难以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系统! 其中的

,物-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与知识源的真实性'科学

性相关的所有,物-!如#实验地点'实验设备'实验数据

的原始记录!还有分析检测的'实验验证的相关信息'论

文作者的背景信息等等&二是与信息受众相关的终端设

备!如#计算机'手机'电视和其它阅读设备等等)这样可

以构建一个宏观与微观'定性和定量地分析高校学报承

载知识信息'编辑加工和专家审稿的水平'信息传输效

率等功能的物联网系统*如图 .%!同时又可以很好地了

解论文作者的创新过程!增大受众的信息量!又可以方

便验证论文数据的真伪!防止实验结论造假)

该体系结构模型包含感知层' 网络层和应用层三

图 " 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

+C@



个层次!在感知层实现知识信息的可追溯性和验证性!

在网络层实现知识传播的实时性和传播信息受众的广

泛性! 在应用层实现多媒体手段的知识信息获取和高

校学报的综合评估认证" 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主要有#

对各种科学实验设备和检测设备的感知和实验数据的汇

集!以及对这些设备唯一身份的编码标识!对论文作者研

究背景数据库的建立和作者知识背景的溯源分析$ 还有

高校学报知识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和关于知识逻辑的云

计算模型分析等等" 无论怎样! 这些关键技术的逐步解

决!对于高校学报数字化%网络化的应用和发展!特别是

基于物联网的数字化%网络化的应用!提高高校学报的协

作效率和资源共享程度均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四!结 语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系统是一个十分

复杂的知识传播系统! 要具体实现并真正起到应用的

作用!必须从系统论的思想出发!结合信息学%传播学

和信息技术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 建立规范! 认真规

划!政策保障!分布实施!才能使高校学报所传播的知

识信息适应知识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时代要求"

参考文献"

!"# 姚远$陈镱文%中国科技期刊史研究评述!&#%中国科技期刊

研究$'(()$*"+,"-.'(%

!'# 孙永泰%从编辑学者化看高校学报的可持续发展!&#%集美大

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0# 胡虹%论高校学报的功能属性与质量属性!&#%四川理工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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