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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正处于科技日新月异 ,知识不断更新 ,信息社会化和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历史时期 ,科技期

刊必须与时俱进 ,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创新 ,才能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跻身于世界期刊的前列。

《中草药》杂志是由中国药学会和天津药物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综合性中药学术期刊 ,创刊 34年来 ,在中

国药学会和天津药物研究院的正确领导下 ,在药学界的专家、教授、历届编委和协办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下 ,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提高 ,为推动我国中药事业的蓬勃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因此得到了我国医药界

科技人员的高度重视与厚爱 ,它已成为我国最有知名度的药学科技期刊之一。特别是在近两年来 ,《中草药》

杂志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使期刊上了一个新台阶。 2003年本刊荣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 ,国家期刊奖

是我国期刊界唯一的政府奖 ,也是期刊界的最高奖 ,它是从国内近 5 000种科技期刊中遴选出的 30种杂志 ,

药学期刊中获此殊荣的只有《中草药》和《中国药学杂志》 ; 2002年本刊还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中国期刊

方阵“双奖期刊” ,这两个大奖的获得 ,大大地提高了本刊的知名度 ,扩大了本刊在国内、外的影响。

《中草药》杂志为中国中文核心期刊和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 ,它以“新 (选题新、发表成果创新性强 )、快

(编辑出版速度快 )、高 (刊文学术水平高和编辑质量高 )为办刊特色 ,载文覆盖面广、信息量大、学术水平高 ,

刊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和其他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论文的比例数逐年增加 , 2001年占

30% , 2002年占 40% , 2003年预计将超过 50% ;根据《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连续 5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 ,在

中国科技期刊总被引频次数前 500名的排行表中 ,本刊一直名列前 18名 ,中药学类第 1名。多年来本刊一直

名列美国《化学文摘》 ( CA)千刊表中 , 2001年为第 625位 ,国内第 34名 ; 2002年为第 323位 ,国内第 11名。

本刊还被美国《国际药学文摘》 ( IPA)、俄罗斯《文摘杂志》 ( JA)、美国国立图书馆 ( Medline)、《中国科学引文

数据库》、《中国万方数据库》、《中国药学文摘》、《中国药学文献数据库》、《中国药用植物数据库》、《植物药有

效成分数据库》、《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和《中文科技资料目录——中草药》等国内外著名的文摘

期刊和数据库收录。 本刊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和“中国学术期刊综合数据库来源期刊” ,并由

“中国期刊网”和“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全文收录 ,读者在网上能全文检索到本刊传播的信息 ,大幅度地扩

大了国内外的读者群体。

《中草药》杂志创刊 34年来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这是历届编委和几代编辑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 ,成绩只

能说明过去 ,在世界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科技期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提高科技期刊的整

体质量 ,如何进一步拓展科技期刊的生存空间 ,如何提高科技期刊的国际竞争能力 ,如何建立具有可持续发

展能力的科技期刊运行模式 ,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研究与解决的问题。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即进一步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 ,切实加强期刊的国际化程度 ,制定期刊的精品化战略 ,形成期刊的学术特色。

1　进一步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

质量是期刊的生命 ,本刊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办刊方针 ,经过 30多年来的运作和积累 ,我们已经有一

支较稳定的高水平的作者队伍 ,他们就是国内著名的医药院校、研究机构、医院、药检部门及国内重点制药企

业的广大科技人员 ,既有资深的老专家、老教授 ,又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富有青春活力的博士

生、硕士生等。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等科研单位 ,北京大学药学院、中国药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

天津大学、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药学院及药物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苏州大学中药研究所、天

津中医学院、武警医学院等教学单位 ;南京军区总医院、沈阳军区总医院、解放军 302医院、解放军 301医院

等临床单位 ,天津天士力集团、桂林三金药业集团、山东绿叶制药公司、广州中一药业公司、西安天诚生物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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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公司、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公司等企业单位每年都给我们投来许多质量上乘的科研论文。

由于本刊在国内知名度大 ,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本刊稿源十分丰富 ,几乎年年不断扩大版面 ,目前稿件

的利用率仍然只有 25%左右 ,为了增加信息量、缩短稿件刊出周期 , 2004年本刊将扩版至 120页。

编辑部非常重视选稿、审稿、校对和出版、印刷工作的各个环节 ,充分发挥编委会专家的学术领导作用 ,

《中草药》杂志编委会由近百名全国科研、教学、生产、检验和临床等方面学术造诣精湛的专家组成 ,他们是办

好本刊的坚强后盾。编委们以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精神 ,严密的科学态度 ,仔细审阅稿件 ,严格把关 ,对提高

本刊的质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狠抓刊物学术质量、编辑质量等内在质量的同时 ,我们还注意提高本

刊的印刷装帧质量 ,力求使刊物精美大方。

2　切实加快刊物的国际化进程

我国加入 WTO以后 ,随着国际市场的全面开放 ,国际交流的不断深入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科技期刊国

际化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 ,为了促进中药现代化 ,让中药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药 ,作为

国内知名的中药专业期刊—— 《中草药》杂志更加应该加快国际化的进程。为了便于国际交流 ,尽快被“ SCI”

(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收录 ,我们提出了“在进一步办好中文版《中草药》杂志的同时 ,积极创办英文版的《中草

药》杂志”的计划。首先 ,尽量增加刊物的英文信息 ,中文论文尽量配置英文标题 ,对国际同行有较大参考价值

的重要论文 ,除了文题、作者姓名、单位及图题、表题配置英文外 ,还要提供内容全面的英文摘要 ,使读者通过

阅读摘要即可明确该试验所用材料、方法及主要结果。为了符合“ SCI”的录用要求 ,从 2003年第 1期开始 ,文

后参考文献编排表全部译成英文。 科技期刊走向世界主要标志之一就是能否被世界著名的检索系统收录 ,

SCI目前是国际上最权威的科技信息技术系统之一。 2001年我国有自然科学期刊近 5千种 , SCI(核心版 )

2001年收录中国期刊仅 19种 ,其中药学类的期刊只有英文版《中国药理学报》 ,到目前为止 ,国内尚无英文

版的中药杂志。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语言障碍已经影响了国际学术交流 ,也是《中草药》杂志被“ SCI”收

录的主要障碍 ,因此我国科技人员每年都有大量的优秀的中药研究方面的论文发表于国外科技期刊 ,形成科

技论文“外流现象” ,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在中药研究方面的国际地位及中药期刊的媒体作用。天津药物研究院

经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和中国药学会协商 ,决定联合创办《中草药》杂志 (英文版 ) ,准备建立一

个由国内外知名的植物药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参加的强有力的编委会 ,为我们审稿、把关 ;尽量吸引本国乃

至国外高质量的稿件 ,努力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 ;坚持按照国际标准编辑 ,加强刊物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充分

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英语 ,加强与国际知名科技期刊的交流合作 ;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 ,努力把《中草

药》杂志办成国际知名的精品期刊。

3　抓好人才队伍建设 ,重视培养年青人

期刊要办好 ,除了认真执行各项标准和重视刊物内在质量的提高外 ,根本的问题是人才 ,只有有了高素

质的编辑队伍 ,才能编出高水平的科技期刊。 随着老同志的不断退休 ,我部自 2000年～ 2002年每年招收一

名大学毕业生补充到编辑队伍中 ,这 3名新同志 ,分别是学习分析化学、中药学和药理学专业的 ,其中 2名同

志通过了大学英语 6级考试。这些新同志的加盟给我部带来了新的活力 ,这几位新同志经过主编、副主编和

老同志的“传、帮、带” ,将我刊多年办刊实践形成的“二级编辑”、“三级审稿”、“三校一统看加互校”、“审读及

刊后质量回查”等制度能继续认真贯彻、执行 ,为《中草药》杂志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坚持两个效益一起抓 ,主动配合经济建设需要 ,与国内著名大型企业密切协作 ,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本刊与国内近 20家著名大型中药企业建立了协作办刊关系 ,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 ,我们为这些企业在杂志上

刊登药品广告 ;刊登新产品介绍和企业介绍 ;在版权页上标明协作办刊单位 ,通过以上途径达到宣传企业、推广新

产品 ,提高企业知名度的目的。 企业每年给我们提供一定数额的办刊经费 ,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医疗保健和繁荣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今世

界在“回归自然”思想的影响下 ,许多国家正在逐步认识、接受中药 ,有的国家通过立法赋予中草药一定的法

律地位 ,这给我们中药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 《中草药》杂志作为国内、外有影响的中药科

技期刊 ,以研究论文、简报、综述和专论等栏目集中报道我国中药基础研究、生产、检验与临床应用方法的最

新成果。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 ,争创国际化期刊 ,将我国中药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时向世界传播 ,为中药走向世

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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