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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创刊 40 周年

编委座谈会会议纪要

DOI：10. 7661/j. cjim. 2021111. 252

• 会议纪要 •

2021 年 10 月 10 日，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创

刊 40 周年编委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英文

版副主编、编辑部主任郭艳主持。共有来自国内各省

70 余名编委齐聚一堂，围绕如何发展中西医结合杂

志及中西医结合事业建言献策。

自 1981 年《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文版）创

刊以来，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在陈可冀院士的带领

下，砥砺奋进，开拓进取，先后创办日文版、韩文版、

英文版， 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英

文版） 2020 年 SCI 影响因子达到 1.978。中国中西医

结合杂志社始终以宣传国家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为宗

旨，发表了一系列中西医结合领域的最新学术进展，

同时严把学术和编校质量，杂志获得各类国家级奖

项，国内外影响力与日俱增，有力推动了中西医结合

事业的发展。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主编陈可冀院士首先进

行了主旨发言。时光荏苒，杂志已成立 40 载，进

入不惑之年，感谢各位编委对杂志的大力支持。未

来，杂志将一如既往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深入贯

彻党的中医政策，全面落实国家的中西医结合方针。

希望编委畅所欲言，献计献策，齐心协力共谋杂志

发展。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常务副主编陈维养教授发

言，她见证了杂志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杂志社取得现在的成绩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首先是

中央正确的中西医结合方针；第二是各级领导的支持；

第三是广大作者的支持，还有编辑部同仁的努力，以

及编委会广大专家的努力。编委会专家积极投稿、组

稿、审稿，为我刊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同时她认

为 1985 年召开的第三届编委会上，周金黄教授提议

开设“博士之窗”栏目，助力研究生发表研究成果，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中文版编辑部主任赵芳芳及英文版编辑部主任郭

艳就两本期刊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及发展方向进行了

汇报。赵芳芳主任介绍了杂志创办 40 年来在刊期、

编委会成员及收录数据库等情况，特别提出中文版连

续 17 年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连续 16 年获

“中国精品期刊”等荣誉奖项，135篇论文入选“F5000
全国精品期刊顶尖学术论文”。创刊 40 年来，中文

版共刊出论文 18 285 篇，通过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的方法展示了报道热点的演变，分析了发表机构、高

被引论文的情况。针对未来工作，首先将围绕国家

“十四五”规划等，进一步加强重点专题组稿，积极

参与行业学术会议，紧跟科研热点和前沿；第二要进

一步提升论文的展示度，利用杂志官网、电子邮件及

微信公众号平台等推送论文；第三是提高论文检索的

便利性，加强论文摘要、关键词提炼的准确性；第四

是加强学术伦理学要求及论文报告规范。

郭艳主任在介绍英文版时首先指出，自 1995 年

英文版创刊以来，很多编委及专家随着杂志的成长一

路走来，向编委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英文版自 2007
年被 SCI-E 收录以来，影响因子不断提高，国内外影

响力不断提升，自首届连续 9 年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

学术期刊。通过多年发展，英文版在来稿、订阅用户、

编委会成员的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20
年，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英文版发表系列论文，其中

刘建平教授撰写的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潜在作用的论

文被引频次超过 2 000 次。郭艳主任也介绍了我社创

办的品牌会议——“医学科研设计与优秀论文写作研

讨会”以及主持制定中医药英文期刊团体编校标准的

情况。未来工作方面，编辑部将进一步加强出版伦理



• •1289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1 年 11 月第 41 卷第 11 期 CJITWM，November 2021，Vol. 41，No. 11

规范和科研诚信建设；不断提高编辑出版编辑和科研

能力；与 TrendMD 合作等提升文章发表后价值，加

快国际化推广。

各位编委对中文版创刊 40 周年和英文版创刊 26
周年表示祝贺。韩济生院士一直很关心期刊的发展，

他提出“模仿、学习、追求”，希望期刊能以《中国

中西医结合杂志》为榜样，有所进步。陈士奎教授认

为，党中央、国务院为我国制定了正确的保障中医药

及中西医结合发展的方针政策，他热爱中西医结合事

业，希望中西医结合杂志能高举和坚持中西医结合的

旗帜。张永祥教授讲到，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防

治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中西医结合体现了中医药的特

色，期刊应和国家部署相结合，发挥引领作用；同时

可以丰富期刊栏目，尤其是临床药理学研究。蔡定芳

教授认为杂志是伯乐，伯乐需要发现千里马，希望杂

志认识更多的千里马，搞好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

进入新的阶段，是否有新的思路，值得我们思考。刘

平教授讲到，如何提高办刊水平，是我们目前遇到的

压力和挑战。引导中西医结合的方向，中文版可增加

“专家述评”，英文版可增加非药物疗法文章的发表，

尤其西方更注重非药物疗法，如针刺疗法，更容易接

受。刘平教授还认为致力于中西医结合的人，有责任

和义务为中西医结合事业做贡献和发展，希望编委多

为杂志贡献。史载祥教授认为，编委不仅是一种荣誉，

更是一份责任，建议杂志与临床联系更紧密些，应扩

大读者面。谢恬教授讲到，杂志的生命在于文章的质

量，高质量的文章来源于好的稿源，好的稿源必须吸

引优秀的作者。如何吸引有优秀的作者？杂志仍需提

升影响因子。此外，为获取国际化的稿源，约稿也是

一条途径。商洪才教授认为期刊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

台，约稿可以从热点及高质量的文章上准备，同时提

高编辑效率，快速地把作者成果展现出来，增强作者

投稿愿望。林瑞超教授介绍世界卫生组织的 logo 是

典型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结合，世界卫生组织不

排除任何一种医学；对于中医药的一些研究设计，期

刊可以提前介入，提前约稿更具前瞻性、探索性，中

医药需要在传统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王伽伯教授

认为杂志要办得更好，应调动年轻学者，他们更有精

力，把中国的研究呈现给世界，并建议发展更多青年

编委和设立青年编委委员会，提高审稿速度，吸引优

秀稿源。最后郭艳主任对各位编委长期以来的关心和

支持表示感谢，杂志社会后将认真归纳、总结专家提

出的建议，并切实做好贯彻和落实工作，进一步提高

中文版和英文版学术质量及国际影响力，为推动中西

医结合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邱禹 白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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