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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学杂志岛津杯

第九届全国药物分析优秀论文评选交流会征文通知

　　为推动我国药物分析事业的发展 ,促进药物分析技术的交流 , 在中国药学会支持下 , 中国药学会药物分析专业委员会 、
《中国药学杂志》编辑部和岛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曾先后于 1992 、1995、1997 、1999 、2001、2003 、2005、2007 年 8 次分别

在北京 、苏州 、西安 、武汉联合举办中国药学杂志岛津杯全国药物分析优秀论文评选交流会 , 该会议已成为药物分析界的品牌
会议。2009 年即将举办中国药学杂志岛津杯第九届全国药物分析优秀论文评选交流会。征文通知如下 。
1　征文内容:近几年国内外药物分析新理论 、新技术 、新方法研究;现代分析手段和检测技术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新药质量
标准的建立和要求;注射剂的质控和安全性研究;药物血药浓度监测和药代动力学;药物生物利用度和溶出度的研究;药物快
速分析检定新方法 、新技术;毒物快速分析检定;药典标准的相关研究;计算机和数学在药物分析领域中的应用;药物分析技
术在打假中的应用。
2　征文要求:要求未公开发表及未在全国性会议上交流过 , 有一定创新性和指导意义。论文体例 、格式请参见本刊 2009 年第

1 期稿约。
3　其他事宜:(1)本次会议通过论文交流后将由国内著名药物分析专家组成评委会 , 评选出优秀论文一等奖 3 名(每名奖金
3000 元)、二等奖 6 名(每名奖金 2000元)、三等奖 10 名(每名奖金 1000 元)。获一 、二等奖的论文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将在《中
国药学杂志》上发表。(2)征文截止时间:2009 年 4 月 30 日(以邮戳为准)。稿件及信封请注明“岛津征文”字样并附单位介绍
信。同时将电子文件发至:daojinbei@yahoo.com.cn;zgyx zz@cpa.or g.cn(标题请注明岛津征文)。(3)会议时间:2009 年 5 月

(暂定)。地点:广州市(暂定)。(4)应征论文被录用后 ,将通知作者 , 论文录用与否 ,一律不退稿 , 请自留底稿。
地　址:北京朝阳区建外大街 4号建外 SOH O九号楼 1803 室　　邮　编:100022　　联系人:李亚娟　田菁
电　话:010-58699275/ 80 转 831/ 829　　传　真:010-5869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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