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届中药新药研究与开发信息交流会暨《中草药》
杂志第九届编委会”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

　　 由天津药物研究院和中国药学会主办、《中草药》杂志编辑部承办、浙江维康药业有限公

司等企业协办的“第五届中药新药研究与开发信息交流会暨《中草药》杂志第九届编委会”于

2005年 11月 25日～ 30日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任德权同

志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民族医药协会会长诸国本 ,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郑尚金局长等领导同志和中国工程院刘昌孝院士、中国科学院孙汉董院士出席了会议。出席这

次会议代表共 250余人 ,分别来自全国科研、教学、生产、管理、药检和临床单位 ,他们中既有资

深的老专家 ,又有朝气蓬勃的后起之秀 ,确实是我国中药行业的又一次群英盛会。 经过几天的

紧张工作 ,圆满地完成了会议的 4项议程:

1)会议首先由《中草药》杂志主编、天津药物研究院院长汤立达同志致开幕词 ;《中草药》杂

志执行主编陈常青同志作编辑部近年来的工作报告: “开拓创新 ,办精品期刊”。 《中草药》杂志

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和“质量第一”的原则 ,坚持理论与应用相结合 ,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方

针 ,及时报道了我国中药研究、生产和临床应用方面重要科研成果 ,发表了大量反映我国中药

研究水平的研究论文 ,对我国中药新药的研发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中草药》杂志在国内外

所处的学术地位不断提高 ,是我国最有知名度的药学科技期刊之一。《中草药》杂志是我国自然

科学核心期刊 ,根据《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连续 8年来的统计数据表明 ,在中国科技期刊总被

引频次排行表中名列前 18名 ,中药学类第 1名。根据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的“中国期刊引证

报告” ( 2003～ 2004年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中草药》杂志 2003年总被引频次 5 017,影响因子

1. 040; 2004年总被引频次 5 647,影响因子 1. 283,均名列我国药学、中药学期刊之前。 2003年

荣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 ; 2005年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所

有关心、支持和信赖我们的各位领导、专家、编委、广大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2)任德权副局长、刘昌孝院士、孙汉董院士和国内 12名知名专家和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

围绕中药研究方面的热点问题和中药现代化、中药如何走向国际 ,做了大会专题学术报告 (详

细内容刊载于《中草药》杂志 2005年第 36卷增刊 ) ,他们的报告题材新颖、内容丰富 ,具有前瞻

性 ,学术水平高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深受启发 ,受益匪浅 ,达到了交流信息、开拓思路的目的。

3)组织了 13位代表进行了大会交流、科研成果发布和产品介绍。通过这一活动使产、学、

研互相沟通 ,促进中药产业的发展 ,必将产生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召开了《中草药》杂志第九届编委会。为了进一步完善编委会 ,更好地发挥专家的作用 ,

调整和组织了新一届的编委会。增加了部分新编委 ,特别是国内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学科带头

人 ,进一步增强了编委会的活力。在编委会上 ,无论是连任的老委员 ,还是新当选的委员对《中

草药》杂志如何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 ,保持刊物特色 ,加强审稿标准建设和杂志如何进一步走

向市场、走向国际 ,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表现出编委对刊物的极大关心和爱护。《中草药》

杂志编辑部将这些意见归纳整理后 ,将逐步进行实施改进 ,把刊物办得更好。

(《中草药》杂志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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