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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期刊特色 发挥资源优势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的办刊实践

于琴琴　　刘典伟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编辑部，４３００７１，武汉）

摘　要　从坚持办刊宗旨和期刊特色，充分利用科学图书馆的
文献和信息资源提高期刊内涵质量，开展多元化的文献信息服

务，深化期刊工作等方面介绍《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的办刊理

念和实践，以期为科技期刊尤其是科学图书馆主办的科技期刊

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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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是科技期刊的生命，是其走向稳定和成熟的

体现，也是科技期刊保证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条件。

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展现个性特色，把握学术导向，提

高期刊内涵质量，以及不断扩大刊物影响力等是科技

期刊编辑工作的重心。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杂志创刊于１９９２年，由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与中国科学院武汉

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科学图书馆武汉分馆）联合主办，

报道内容涵盖环境科学、地学、生物学、社会经济等学

科。经过１５年的发展历程，该刊已成为在资源环境科
学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刊

物。本文从坚持办刊宗旨，突出个性特色，充分利用主

办单位之一———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在文献

信息资源方面的优势，坚持报道内容的创新性和现实

性，开展多元化的文献信息服务，以及重视刊物发表论

文和论文作者的显示度，不断扩大刊物影响等方面介

绍该刊的办刊实践，目的是与同人交流，同时希望能够

为兄弟期刊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１　坚持办刊宗旨，形成刊物特色

　　截至２００５年，我国已有科技期刊４９５７种［１］，“期

刊大国”名副其实，因此，一种科技期刊要想在如此广

袤的期刊之林中生存并可持续发展，坚持特定的办刊

宗旨，并在办刊实践中形成刊物特色是科技期刊办刊

工作的重要环节［２］。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是全国唯一一种专门研

究长江流域各种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

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创刊伊始，杂志就有着明确的定

位和办刊主旨，即立足长江流域，面向国内外，围绕长

江流域的资源开发与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重大问题，报道原创性的研究

成果；因此，以长江流域为立足点的地域特色使杂志有

明显的区域性和鲜明的个性，使其在众多的科技期刊

中独树一帜，形成了比较独特的办刊思路和办刊模式。

在办刊实践中，编辑部坚持报道宗旨，根据科学和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贴近流域内重大现实问题和重点

难点问题，调整报道重点，为从事相关工作的科研人员

和高等院校师生提供有价值的文献，并为相关的决策

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同时，在以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主

要研究领域的基础上，杂志兼顾了农业发展、城市环境

与城市发展、自然灾害等与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密

切相关的研究内容，紧跟资源环境科学和区域可持续

发展研究进展与当前多学科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重

点报道跨学科、综合性、交叉性以及新兴学科的研究成

果，体现了该刊作为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学术性和综合

性［３］。组稿过程中，在突出重点的基础上，编辑部一

直坚持组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优秀稿件，这部

分稿件的报道内容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社会经

济和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从而为相关领域

的科研服务。这是刊物同时为ＣＳＣＤ和ＣＳＳＣＩ收录的
主要原因。这样该刊既有适合于自然科学领域，又有

适合于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读者和作者，扩

大了影响面，也体现了杂志的综合性。

因此，区域性、学术性、综合性是该刊的几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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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在办刊过程中，编辑部坚持这些特色，以人为

本，坚持“读者第一”的办刊理念，服务于社会，服务于

科学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和作者群，

读者遍及全世界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使该刊成为一种
在国内外影响力日益增大的学术刊物。

２　坚持报道内容的创新性和现实性

　　科技期刊肩负着促进科学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光荣使命。为科学发展服务需要杂志具有科学性和创

新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要求杂志报道内容具

有现实应用性，能够服务于现实的经济建设：这一切都

需要编辑人员具有把握学科发展方向，认清重大现实

问题的能力，并能对科学的发展做出比较准确的判

断［４５］。这是对编辑人员科研素质的最高要求。集文

献保障和情报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科学图书馆，为编辑

人员科研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科学图书

馆的专业文献是编辑人员强化学科理论知识、不断提

高专业素养的重要资源，而丰富的电子文献资源使编

辑人员能够快速了解到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从

而及时有效地进行组稿和约稿。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编辑部充分利用中国科

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的文献信息资源，提炼相关学

科的科技信息，从而不断优化报道重点，为科学研究和

社会发展服务。在三峡工程建设前后，编辑部围绕三

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库区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移民、区域可持续发展等组织了大批优秀稿

件，对这些问题进行重点报道，并出版了《长江三峡工

程与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专刊，为三峡工程建设和相

关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参考。根据长江流域区

域可持续发展等热点问题，编辑部及时设置了《长江

流域的发展与区域协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研

究》等特色专栏，并出版了《大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研

究》《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等

专刊。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不久，编辑部便编辑出版

了《长江经济带与西部大开发》专刊，报道长江经济带

建设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以及如何建设长江经济带

以促进西部大开发等现实问题。

目前，根据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和前沿

问题，以及流域内的重大现实问题，该刊已经将报道重

点转移到南水北调工程重大理论和关键技术、湿地保

护及其生态系统研究、长江中上游水资源保护和调控

机制、水循环与水资源、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生

物多样性保护、重大自然灾害暴发机制及预警机制等

问题上。

另一方面，编辑部通过科学图书馆的数据库及其

他信息资源，及时查阅相关杂志的出版信息、作者信息

和论文信息，防止了一稿多登，使期刊能够健康发展，

积极推动全社会的学术道德建设。

３　开展多元化的文献信息服务工作

　　随着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科技
信息重要载体的科技期刊，其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因

此，将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工作融情报调研、检索、报

道和信息咨询与服务于一体，把期刊同时办成学科信

息中心，将是期刊发展的重要形式［６］。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编辑部利用主办单位的

信息资源优势，并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

致力于将杂志建成相关领域和学科作者和读者进行信

息交流的平台，实现多元化的文献信息服务。除了杂

志本身作为文献信息载体为广大读者提供科技信息以

外，编辑部还提供光盘版、网络版等电子期刊，尤其是

整合了长江流域资源环境典藏和电子资源，自建或共

建了专题网站和特色数据库，包括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网站、长江信息平台、湖泊富营养化与蓝藻水华专题

网站、长江流域资源环境科学文献数据库、长江流域灾

害库、长江流域信息网等。这些富于特色的文献信息

资源完全为广大读者和科研工作者开放，为其科研工

作提供多方位的服务，同时也加强了编辑部与读者和

作者之间的交流沟通，深化了我们杂志的编辑出版工

作，受到了读者和作者的好评。

编辑部还承担了相关课题的情报研究工作，完成

的主要课题研究项目包括：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项目

“长江流域资源生态环境信息门户研制”，世界自然科

学基金会专家项目“湿地研究综述及文献信息索引”，

中国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项目“国外大型水利工程生

态调度信息研究”和“三峡库区灾害分析”院士咨询项

目等。其中，“科技期刊与文献信息服务的多元化”获

湖北省科技信息成果二等奖，“国外大型水利工程生

态调度信息研究”项目成果以简报形式被国务院办公

厅采用。这些年来，编辑部开展的这些相关的情报研

究工作，为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提供的咨询服务，以及为

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的决策参考，为国家的经济

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展示了编辑部的科研实

力，得到了广大读者和专家的信任，为该刊的进一步发

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４　重视发表论文及作者的显示度

　　提高刊物所发论文的显示度，通过各种渠道加强
对杂志本身的宣传，对于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和吸引优

秀稿源等都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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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刊初期，该刊通过各种媒体对创刊信息、办刊

宗旨和报道范围等进行宣传，使其尽快“为人所知”；

紧接着又积极与各相关学科的文摘编辑部联系沟通，

争取被其收录，通过编辑部的不懈努力，杂志相继被

《中国国土资源文摘》《中国地理科学文摘》《中国地质

文摘》《中国林业文摘》《中国农业文摘》《中国水利水

电文摘》《中国水产文摘》《环境科学文摘》等检索刊物

收录。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编辑部又尽快使杂

志上网，１９９７年该刊的信息即能在网上被查阅；２００５
年，编辑部建成了“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中英文网

站，并实现了网上投稿和审稿。目前中英文网站内容

丰富，涵盖期刊介绍、文章检索、投稿须知、稿件查询、

当期中英文摘要等重要信息。

该刊切实重视发挥编委在提高期刊学术质量方面

的重要作用，通过编委开发期刊的协办工作，依靠编委

组织学术会议，扩大期刊的社会影响［７］。由编委会组

织或参与组织的重要会议包括：与长江发展研究院共

同主办的“中国入世与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

会”，与贵州省科委联合主办的“西部大开发与区域经

济可持续发展学术报告会”，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

科学与技术局、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联合主

办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

展学术研讨会”等。这些会议与刊物编委会议同时召

开，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得到当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为杂志的进一步发展献计献策，并且为当地的经济

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欢迎，并

借助当地各种媒体的宣传，有力地扩大了刊物的社会

影响。

５　结束语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编辑部通过以上的工作，
为杂志进入国内外重要检索系统创造了良好条件。目

前，该刊同时被《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

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文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等收录，并先后被美国《工程索引》（Ｅｉ）（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俄罗斯《文摘杂志》、美国《化学文摘》（ＣＡ）等
多家检索系统收录。这是杂志品位不断提高的体现，

同时也为提升作者及其工作单位的知名度，以及促进

科研成果的国际国内交流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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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复句和双重复句中分句之间的停顿不应当用句号

　　目前，书报刊上以及《编辑学报》来稿中，简单复句和双重
复句中分句之间断句（即用句号）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虽

然……但是……”中，“但是”前，“因为……所以……”中，“所

以”前，“不仅……而且……”中，“而且”前用了句号。这是错

误的。ＧＢ／Ｔ１５８３４—１９９５《标点符号用法》规定：“非并列关系
（如转折关系、因果关系等）的多重复句，第一层的前后两部分

之间”“用分号”。只有多重（３重或３重以上）复句，第一层次的
停顿处才能用句号。许多作者和编辑不了解或不熟悉这一规定，

所以，在他们撰文或做文稿的编辑加工时犯下了此类错误。

为予避免，兹提出下列模式（只是举例，不包括全部情况），

供使用时参考。

简单复句

因为……，所以……。

虽然……，但是……。

不仅……，而且……。

……，而……。

双重复句

因为……，又由于……；所以……。

因为……；所以，不仅……，而且……。

虽然……；但由于……，所以，……。

不但……，而且……；所以，尽管……，仍……。

多重复句

因为……，又由于……；所以，……。因此，……。

不仅……，而且……；所以，……。但是，……。

虽然……；但由于……，所以，……。而对于……

（同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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