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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地域特色　争创一流刊物
———《新疆农业科学》５０年办刊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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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顾并总结《新疆农业科学》５０年的办刊实践。《新
疆农业科学》始终坚持“突出地域特色，争创一流刊物”的发展

方向，紧密结合新疆优势特色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跟踪和展

示新疆农业科研的最新成果，在服务新疆农业发展、经济社会

建设、促进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

《新疆农业科学》将以“科技兴农”和“西部大开发”为契机，充

分发挥作为新疆农业科研交流和科研最新成果的展示平台和

窗口所具有的优势，继续提高质量，推动新疆农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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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农业科学》是新疆农业科学院、新疆农业大

学、新疆农学会主办的具有新疆区域特色的农业类学术

刊物。１９５８年７月创刊，刊名为《新疆农业科学通报》，
１９５９年更名为现名，１９８９年公开发行。创刊５０余年
来，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主办单位的

大力支持和关心下，在历届编委会、几代编辑同人的辛

勤耕耘和广大审稿专家、作者、读者的热情支持下，《新

疆农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已成为我区农业期

刊中声誉最高、在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期

刊，为自治区农业科技进步和现代农业发展作出了自己

的贡献。尤其是“十五”以来，在自治区举办的８次优秀
科技期刊评比中，《新疆农业科学》共６次荣获一等奖；
在连续５届新疆期刊奖（政府奖）评选中，共４次荣获新

疆期刊奖；１次荣获全国优秀科技期刊三等奖。目前，
《新疆农业科学》是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学技术核心期

刊、中国农业核心期刊和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１　突出地域特色，为新疆农业发展服务

　　长期以来，《新疆农业科学》采取“突出地域特色，
争创一流刊物”的办刊方向，及时刊载最新农业科技

成果和科技信息，为新疆农业发展提供积极而卓有成

效的服务，通过多年不懈努力，已成为新疆唯一入选

《２００８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中国
农业核心期刊概览 ２００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２００８》《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２００８》的综合性农
业学术期刊［１４］。

《新疆农业科学》始终把办刊取向与新疆农业发

展紧密结合起来，以新思路、新方法适应新形势，寻求

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子，突出地域特色，发挥自身优

势。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共编辑出版４６卷，３４４期，发表
论文１万２０００余篇。这些论文，不仅紧密围绕新疆
农业科研、教学工作，而且密切结合生产实际，具有较

高的理论水平和应用价值，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如早期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新疆授予的科技进步三等
奖以上项目共１１７项，累计有２１项（５１．３％）在本刊历
年各期上发表论文３５篇；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调查发表的
２１９篇论文中获省部级奖以上奖励的 ７７篇，占
３５１％；近期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计有３０余项获得自治区、
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项目的在本刊发表１６０余篇。

这些新成果、新技术、新品种，通过刊物的宣传报

道，加速了成果的转化，在促进新疆农业生产中产生了

巨大的作用。如早期多次系统报道的吨粮田综合技术

（获新疆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推

广，１９９５年新疆吨粮田建成９０８万ｈｍ２，小麦和玉米合
计单产粮食１万５５７０ｋｇ／ｈｍ２，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累计增
产粮食１３．９亿ｋｇ，累计新增纯收益１６．３５亿元。近期
获得自治区２００７年科技进步一等奖的“新疆小麦高产
高效关键技术集成与大面积推广”项目，在本刊发表

了《新疆小麦生产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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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十五”小麦栽培技术研究主要进展及“十一五”

科研与生产建议》《新疆主要小麦生态区有害生物发

生及其综合防治技术体系构建》等６０篇论文，该项目
形成了新疆小麦高产高效生产技术体系，发布地方标

准９套，累计推广 ８４．２万 ｈｍ２，平均单产 ６３１８ｋｇ／
ｈｍ２，增产 １４．３％，新增产量 ６．６亿 ｋｇ，新增纯效益
７２亿元，节本总增效１．２亿元，技术示范和推广范围
覆盖南北疆８个地州４３个县３４０个乡镇，核心试验示
范村２４３个，为新疆粮食安全供给作出了贡献，同时对
于我国西北干旱、半干旱类似生态区的小麦生产都具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随着新疆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疆农业科学》加强

了对基础理论及应用研究成果的报道，发表了一大批

学术价值高的前沿科研成果，如《胰岛激活蛋白 Ｂ聚
体的各亚基克隆及表达的初步研究》《光滑鳖甲抗冻

蛋白基因（ＡＰＡＦＰ０６０２１１６）表达规律的研究》《新疆
红胫戟纹蝗痘病毒包涵体蛋白基因序列分析》《雪莲

ＰＥＢＰ基因原核表达载体的构建及表达》。
另一方面，《新疆农业科学》注重跟踪重大综合性

攻关研究课题项目的报道，如《林纸一体化综合生产

林木的研究》（国内领先）、《新疆厚皮甜瓜种质资源创

新及栽培关键技术研究》（国内领先）、《灰漠土质量演

变与可持续利用技术研究》（国际先进）、《中长绒棉新

品种选育及生产技术开发》（国内领先）、《新疆优质小

麦产业化关键技术开发》（国内领先）、《准噶尔盆地绿

洲边缘天然植被与农业开发技术示范研究》（国际先

进）、《新甜 １４号等 ８个甜菜新品种的选育及推广》
（国内领先）等。其中：“林纸一体化”项目荣获２００７
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本刊发表论文５篇，该项目
在全疆建立６６．７万 ｈｍ２工业原材料基地，完成育苗
４０００万株，造林６６６７ｈｍ２，直接经济效益１．１７亿元；
甜菜项目荣获２００８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本刊发
表《甜菜离子注入诱变早熟突变体的 ＰＡＰＤ分子标记
筛选》《新甜饲１号生育特性及栽培技术规程》《光温
饲料甜菜当年抽薹开花试验研究》等９篇论文，该项
目培育糖用、饲用、食用甜菜品种８个，在南北疆取得
显著经济效益，尤其是饲用甜菜对新疆牧业生产所起

的作用深远。

２　狠抓质量，提升《新疆农业科学》整体水平

　　面对新疆农业发展和学术期刊发展的新形势，编
辑人员更新观念，确立新思路，以新的理念、新的管理

和运行机制，创办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又符

合现代期刊发展规律，有自身特色和发展能力的学术

期刊。

２１　明确期刊定位，紧密围绕办刊方针和办刊宗旨组
稿　《新疆农业科学》面向农业科研和大中专院校师
生、负责推广的科研工作者、科技管理人员，主要报道

新疆大农业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新动态、新技术和新

经验，直接服务于科研、教学和生产。为了提高期刊的

质量和影响力，增大了对具有创新性、前沿性、代表学

科发展方向的高质量、高水平论文的刊载量。

《新疆农业科学》自创刊以来坚持正确的办刊宗

旨，强调“立足新疆，面向全国，以提高为主”的办刊方

针。编辑人员经常深入科研第一线，了解广大农业科

研、推广、教学和管理人员的需要，并通过向专家约稿

或直接与重大攻关项目课题组合作出版专（增）刊，及

时解决农业生产和经营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充分发挥

期刊的桥梁作用，构建起一个科研与生产交流的大平

台。如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出版的专刊《新疆小麦大面积优
质高产综合技术研究与实践》和《“十一五”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课题“棉花持续高效生产技术体系研究与示

范”》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科技论文，有效促进了新疆小

麦、棉花生产的发展，调整优化了种植结构，充分体现

了本刊的办刊宗旨。

２２　强化审稿制度，严把学术质量关　编辑初审时，
严格按本刊《投稿指南》要求，结合网上查新检索相关

领域的文章，摈弃缺乏创新、内容浅显的文章，初审退

稿率为１０％ ～２０％。这既加快了稿件的处理速度，又
节省了专家资源和审稿时间［５］。根据审稿专家的研

究方向，将选择好的来稿仔细归类，分别发送给不同学

科的专家复审，复审退修率达５０％。对于退修稿件，
按专家审稿意见发给作者修改后再送专家终审，刊用

率在４０％左右。所有通过专家评审的稿件，最后经编
辑部负责人终审定稿。其中，文稿的同行评议是《新

疆农业科学》严把审稿关的关键环节，要求审稿人不

仅要对文稿作出总体评价，还要对文稿提出学术

评价［６］。

此外，《新疆农业科学》特聘新疆农业大学知名英

语专家担任英语编辑，保证了英文摘要的质量。

２３　注重刊载重点科研项目和基金项目论文，提高期
刊学术质量　《新疆农业科学》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主
动跟踪农业科技发展动向，获取科技信息。编辑部每

年均制定工作计划，要求编辑人员密切关注本学科的

发展动态，并通过参加学术会议，浏览农业科研网站，

联系学科专家等多种形式，了解有关重点科技项目及

基金课题项目，及时组织学术性强、指导性高、实用性

好的创新论文。２００８年《新疆农业科学》的基金论文
刊登率达 ９８％，其中国家及省（部）级基金项目超
过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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