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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杂志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出版基金资助 

 

8 月 17 日，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评审结果公布，《中草药》杂志喜获重点学术期刊项

目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 2012 年度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间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 170 792 项，经初步

审查受理 165 651 项。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和

专家评审意见，决定资助面上项目、重点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

究项目、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自由申请项目、部分联合基金项目

和重点学术期刊项目合计 34 779 项。 

《中草药》杂志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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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屡获大奖，如中国出

版政府奖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及期刊人、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中国精

品科技期刊等。《中草药》杂志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平，扩大影响力，并带动中草药

杂志社的整体发展，走集团化道路，把中草药杂志社做大做强。同时，将竭力打造中草药英文版——Chinese 

Herbal Medicines，积极推进其国际化进程，为中药现代化、国际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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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杂志最新佳绩 

《中草药》杂志 2011 年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是国家新闻出版行业的最高奖，

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首次设立期刊奖，《中草药》等 10 种科技期刊获此殊荣。2011 年 3 月 18 日于北京

举行了盛大的颁奖典礼。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2011 年 12 月 2 日发布：《中草药》杂志 2010 年总被引频次 6 178，名列我

国科技期刊第 14 名，中医学与中药类期刊第 1 名；影响因子 0.904，基金论文比 0.680，权威因子 2 269.200；

综合评价总分 76.6，位列中医学与中药学类期刊第 1 名。连续 7 年（2005—2011 年）荣获“百种中国杰出

学术期刊”，再次荣获“中国精品科技期刊”（2008 年首次设立，每 3 年一届），荣获天津市第十届优秀

期刊评选特别奖。 

中国知网（CNKI）《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2011 年 12 月 22 日发布：《中草药》杂志总被引

频次 16 359，影响因子 1.453，位列中医学与中药学期刊第 1 名，基金论文比 0.74，WEB 下载量 39.1 万次。 

注册商标“中草药”2011 年被评为天津市著名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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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与征订启事 

《 》（原《中文科技资料目录•中草药》）杂志是由中国药学会和天津药物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国家级药学科技学

术性期刊，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桑国卫院士为名誉主编，刘昌孝院士任编委会主任委员，汤立达研究员为主编。 

办刊宗旨：报道药物评价工作实践，推动药物评价方法研究，开展药物评价标准或技术探讨，促进药物评价与研究水平

的提高，为广大药物研究人员提供交流平台。 

内容与栏目：针对药物及其制剂的评价规范以及药学评价、安全性评价、药效学评价、药物代谢动力学评价、临床评价、

上市药物评价等评价研究的内容，设置论坛、综述、方法学研究、试验研究（论著）、审评规范、国外信息、专题 7 个栏目。 

读者对象：药品管理、新药研发、药物临床应用、药学教育等相关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CRO 组织、生产企业、药

品管理与审评机构的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临床医生和研究生等。 

本刊的创办填补了药物评价领域期刊的空白，将为我国广大药物研究人员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交流药物评价工作

的实践经验，发展和完善评价的方法学，探讨评价相关的国际标准或指南，提高我国的总体评价研究水平。 

欢迎广大作者积极投稿，广大读者踊跃订阅﹗本刊自办发行，订阅请直接与编辑部联系！本刊热忱与中外制药企业合作，

宣传推广、刊登广告（包括处方药品广告）。 

本刊已正式开通网上在线投稿、审稿、查询系统，欢迎广大读者、作者、编委使用！ 

 

《 》编辑部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 308 号（300193）   网址：www.中草药杂志社.中国 

电话/传真：022-23006822                             www.tiprpress.com 

E-mail：der@tiprpress.com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天津南开支行 

帐号：441140100100081504                     户名：天津中草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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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中草药》杂志 1996—2009 年增刊 
 

为了扩大学术交流，提高新药研究水平，经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批准，我部从1996年起，每年出版增刊一册。 

1996年增刊：特邀了国内知名专家就中药新药研究的方向、法规及如何与国际接轨等热点问题撰文阐述。 

1997年增刊：包括紫杉醇的化学成分、提取工艺及组织培养等方面的科研论文，并特邀国内从事紫杉醇研究的知名专家撰写

综述文章，充分反映了紫杉醇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进展和新动态。 

1998年增刊：以当今国际研究的热点银杏叶为专论重点，包括银杏叶的化学成分、提取工艺、质量控制、药理作用及临床应

用等方面，充分反映了国内银杏叶开发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进展和新动态。 

1999年增刊：为“庆祝《中草药》杂志创刊30周年”会议论文集，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中心

及知名专家就中药新药研究热点问题撰写了综述文章。 

2000年增刊：以“中药新理论、新剂型、新工艺和新技术”为主要内容。 

2001年增刊：特邀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就加快中药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入世后中药产业的发展新对策及西部药用植物资

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等撰写综述文章。 

2002年增刊：以“中药现代化”和“中药指纹图谱”为主要内容。 

2003—2008年增刊：包括中药创新药物开发的思路和方法、中药现代化研究、中药知识产权保护、中药专利的申请及中药

走向国际等热点内容。 

2009年增刊：为庆祝“《中草药》杂志创刊40周年”和“中草药英文版（Chinese Herbal Medicines，CHM）创刊”，以中药

创新药物开发的思路和方法、活性天然产物的发现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中药代谢组学研究、生药学研究、中药

的安全性评价和不良反应监控、中药新药审评法规的最新进展、中药知识产权保护和专利的申请、民族药研究

为主要内容；学术水平高，内容丰富，信息量大。 

以上各卷增刊选题广泛、内容新颖、学术水平高、科学性强，欢迎广大读者订阅。以上增刊为我部自办发行，邮局订阅

《中草药》不含增刊，但能提供订阅凭证者，购买增刊7折优惠，款到寄刊。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308号     邮编：300193            网址：www.tiprpress.com; www.中草药杂志社.中国 

电话：(022)27474913  23006821        传真：(022)23006821      E-mail: zcy@tiprpress.com 

                                                           
                                                                   《中草药》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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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现代研究策论》简介 

本书根据全军中药研究所所长，解放军第三○二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

任肖小河教授所发表的专论性和述评性文章编撰而成，反映了肖教授多年来

对中药现代研究关键学科问题所进行的潜心思考与大胆探索，也可从一方面

窥见我国中药现代化发展概貌。 

全书内容广泛，涵盖中药现代科技产业的上游、中游、下游各个环节的

关键科技问题，涉及中医药基本概念与内涵的创新诠释，中药现代化国际化

发展战略与对策、道地药材品质辨识与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中药质量评价

与控制模式的创新发展、中药药性理论与合理用药、中药新药科学创制等。 

既有理论探索，又有方法创新；既有专题论述，又有系统分析；既有回顾性研究，又有前瞻性分析。 

本书的出版发行对有志于中医药科技事业的各界朋友将具有良好的启示和参考价值，对中药科技事业

可持续发展将产生一定推动作用。 

                                                                         

                                                                                      （本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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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CHM, 中草药英文版） 

我国第一份中药专业的英文期刊——Chinese Herbal Medicines（CHM，中草药英文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已于

2009 年 10 月正式创刊，国内统一连续出版号为：CN12—1410/R。 

CHM 由天津药物研究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主办，天津中草药杂志社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

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肖培根教授担任主编；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药物研究院刘昌孝研究员，天津药物研究院院

长汤立达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陈士林研究员共同担任副主编；天津药物研究院医药信息中心主任、

《中草药》杂志执行主编陈常青研究员担任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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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判断其是否辐照过。考虑到欧洲标准（EN）

13751∶2002 在结果判定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

实验结合筛查 PSL 法的原理和中药的特点，通过对

大量中药材样品辐照前后光子计数率的变化规律以

及校正PSL法中光子计数率显著增加的幅度进行研

究，建立了先以光子计数率 700 为阈值，对中药材

样品进行辐照初筛，再以校正 PSL 法进行确证的辐

照中药材 PSL 系统检测法。 
  参考欧洲标准（EN）13751∶2002，筛查 PSL 法

采用光子计数率 700 作为阈值，校正 PSL 法以 1 kGy
作为校正辐照剂量。前期实验还对不同粒度、光照

强度、水分等因素对中药材样品光子计数率的影响

进行了研究，确定了辐照中药材 PSL 筛查法的最佳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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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植物药活性成分大辞典》（上、中、下册） 

植物中的活性成分是植物药发挥疗效的物质基础，植物活性成分研究是阐释植物

药的生物活性、临床疗效和毒性的必要手段，也是新药发现和创制的可行途径，更是

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研究、质量控制以及配伍合理性及作用规律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近

些年来，随着国际上植物化学以及天然药物化学学科的迅速发展，大量的植物活性成

分被研究和报道，形成大量、丰富的植物活性成分研究的信息源。但是，这些资料作

为原始文献散在于成千上万的中外学术期刊上，不能满足读者对植物活性成分的系统

了解、方便查阅和迅速掌握的需要。 

天津药物研究院在国家科技部和原国家医药管理局新药管理办公室支持下，在建立“植物活性成分数据库”

的基础上，组织科研人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编纂了大型工具书《植物药活性成分大辞典》。本套书分上、中、

下共三册，共收载植物活性成分 8 719 个，共约 700 万字。正文中每个活性成分包含英文正名、中文正名、异

名（异名之间用分号隔开）、化学名、结构式、分子式和分子量、理化性状（晶型、熔点、溶解性、旋光、紫外、

红外、质谱、氢谱和碳谱）、植物来源、生物活性等项内容。并于下册正文后附有三种索引——植物药活性成分

中文名、植物药活性成分英文名和植物拉丁名索引。全书涵盖大量国内外专业期刊的翔实数据，内容丰富、信

息量大，具有反映和体现信息趋时、简便实用的特色；作者在注重数据科学性、系统性的同时，着眼于全球药

物研发前沿需求与我国市场实际应用的结合，为新药研究人员选题、立项、准确评价成果提供快速、简便、有

效的检索途径，为植物药的开发、利用提供疗效优异、结构独特的活性分子或先导化合物。  

本套书的出版必将为我国“十二五”医药事业发展和天然药物产业发展提供翔实而可靠的科学数据和技术

支撑，为促进植物药资源的利用，重大创新药物的研究以及促进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趋时的数据资源和

检索途径。 

该书已批准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于 2011 年 11 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大

16 开精装本，每套定价 588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