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１１２
２３（６）　

编　辑　学　报
ＡＣＴＡＥＤＩ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０９７３１１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预研
项目（ＹＹ２０１００２４）

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的中国 ＳＣＩ期刊出版状况分析

郭　玉　　马　峥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１０００３８，北京

摘　要　以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被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ｘｐａｎｄｅｄ收
录有文献计量学指标并且是我国正式出版的科技期刊为数据

来源，研究其中与国际著名出版集团合作的科技期刊的语种、

地区、载文量、刊期分布以及学科主题与合作期刊影响因子的

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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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加入 ＷＴＯ后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国际
知名出版机构纷纷通过各种途径与方式同我国出版界

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１］。近年来，作为我国出版业重

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期刊，也在探索通过国际合作将自

己推向世界。在２００６年与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和Ｓｐｒｉｎｇｅｒ这２家
国际出版社开展合作的我国科技期刊分别有４１种和
３６种［２］。我国科技期刊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的主要

目地之一是提高期刊质量，对于学术期刊而言，重要的

是扩大国际影响力，提高国际同行的认可度［３］。本文

以被《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收录的有文献计量指标数据的我国科技期刊为样本，

研究它们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的情况，包括合作期刊

的语种、地域、刊期、载文量的变化，学科主题与影响因

子的关系等，以期为我国科技期刊进一步开展国际合

作提供参考。

１　数据来源

　　本文以汤森路透出版的《期刊引证报告》（ＪＣＲ）
为统计源，于２０１０年３月检索了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我国
７８种科技期刊的指标和数据，包括刊名、地区、语种、

刊期、载文量、影响因子等。国际合作出版的相关情况

主要采取电话调研的方式。本文研究对象不包括在港

澳台出版的期刊，也不包括没有取得ＣＮ号的期刊。

２　统计与分析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我国被ＪＣＲ收录的７８种科技期刊
中，有５５种分别与１４个国际出版集团进行了合作，占
收录期刊总数的 ７０．５％，其他 ２３种期刊自行出版。
在此期间，我国被 ＪＣＲ收录的期刊数量变化不大，但
与国际出版集团，包括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等国际著名出
版集团合作的期刊数量快速增长，合作范围广泛。合

作协议的周期一般为３～５年［４］。

２１　语种分布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被ＪＣＲ收录的与国际
出版集团合作的５５种期刊的语种分布（表１）为：英文
期刊４６种，占８３．６％；中文期刊６种，占１０．９％；多语
种期刊３种，占５．５％。我国英文版期刊与国际出版
集团的合作同我国整个科技期刊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

的增长趋势相近，都呈较快增长，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

的中文版期刊也在逐年增长；但是，总量仍然相对较

少，多语种期刊与国际出版集团的合作数量也比较少。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我国被ＳＣＩ收录与国际出版集团
合作期刊的语种分布

年份
英文版

期刊种数

中文版

期刊种数

多语种

期刊种数
合 计

２００４ １５ １ １ １７
２００５ ２６ １ ３ ３０
２００６ ３７ ４ ３ ４４
２００７ ４１ ５ ３ ４９
２００８ ４６ ６ ３ ５５

相关研究表明，从发表论文的语言种类来看，无论

是日本、德国、法国等科技强国，瑞士、瑞典、芬兰、荷兰

等多语种或小语种国家，还是我国和俄罗斯用英语发

表论文的比重都在逐年提高，最低的比例也在８５％上
下。这说明，英语已经成为国际科学交流的主流语

言［５］，因此，发展我国的英文版期刊应该是融入国际

科学研究的方向。

２２　地区分布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被ＪＣＲ收录的与国际
出版集团合作的５５种期刊的地域分布为：出版地在北
京的最多，为３３种，占合作期刊总数的 ６０％；上海 ７
种，占 １３．０％；湖北 ４种，占 ７．４％；辽宁 ３种，占

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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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吉林、湖南、安徽分别为２种，占３．７％；江苏、
陕西分别为１种，占１．９％。按照２００５年的统计，位
居前５位的是北京、上海、江苏，占全国总数的比例分
别为２９６％、７．６％和５．７％［６］。

一些出版科技期刊较多的地区并没有很多国际合

作ＪＣＲ期刊，例如：江苏科技期刊出版总数排在全国
第３位，仅有一种被ＪＣＲ收录期刊与国际出版集团合
作；四川排在第５位，没有一种被 ＪＣＲ收录期刊与国
际出版集团合作。

２３　载文量分布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被 ＪＣＲ收录期刊的
平均载文量分别是１３５、１３９、１３９、１４２和１４３篇，其中
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的期刊平均载文量为１９６．６篇、
１８６．２篇、１９６．７篇、３００篇和２３２．１篇，均高于国际期
刊的平均值。最多的 ２种期刊的载文量已经突破

１０００篇。
表２显示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被

ＪＣＲ收录期刊载文量的分布情况。载文量 ＞５００篇的
期刊数量占合作期刊总数的百分比逐年增长，由２００４
年的５．９％增长到２００８年的９．１％，但绝对数量比较
少；载文量 ＞３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３００的期刊数量占合
作期刊总数的比例虽有小幅波动，但总体呈下降趋势；

载文量＞１００～２００的期刊数量占总数的比例呈逐年
上升趋势，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的比例逐年增大；载文

量＞０～１００的合作期刊数量占期刊总数百分比呈明
显下降趋势，从 ２００４年的 ４１．２％下降到 ２００８年的
２９．１％；我国科技核心期刊的载文量集中在１００～２００
之间，载文量在１００篇以下的科技核心期刊数量也呈
减少趋势［７］。

　　　表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被ＪＣＲ收录科技期刊载文量分布　刊数（比例／％）

年份 ＞５００篇 ＞３００～５００篇 ＞２００～３００篇 ＞１００～２００篇 ０～１００篇 合计

２００４ １（５．９） ２（１１．８） ３（１７．６） ４（２３．５） ７（４１．２） １７（１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６．７） ２（６．７） ６（２０） ８（２６．６） １２（４０） ３０（１００）
２００６ ３（６．８） ５（１１．４） ８（１８．２） １３（２９．５） １５（３４．１） ４４（１００）
２００７ ４（８．２） ５（１０．２） ９（１８．４） １８（３６．７） １３（２６．５） ４９（１００）
２００８ ５（９．１） ５（９．１） ９（１６．３） ２０（３６．４） １６（２９．１） ５５（１００）

２４　刊期分布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我国被 ＳＣＩ收录与国
际出版集团合作的期刊的刊期分布见表３。此期间与

表３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我国被ＳＣＩ收录与国际出版集团

合作期刊的刊期分布 刊数（比例／％）

刊期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年刊 １（２．３） １（２．０） １（１．８）
季刊 ４（２３．５） ５（１６．６） ９（２０．４） １０（２０．５） １０（１８．２）
双月刊 ８（４７．１） １４（４６．７）１８（４０．９） ２０（４０．８） ２５（４５．５）
月刊 ５（２９．４） １１（３６．７）１５（３４．１） １７（３４．７） １７（３０．９）
半月刊 １（２．３） １（２．０） １（１．８）
周刊 １（１．８）
合计 １７（１００） ３０（１００） ４４（１００） ４９（１００） ５５（１００）

国际出版集团合作的期刊中以双月刊为主流，月刊第

二，季刊第三。随着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开展，半月刊、

周刊这种出版频率较快的期刊也加入到国际合作

的行列。

２５　影响因子的学科分布　相关研究表明，总体来
说，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被ＪＣＲ收录的我国国际合作期刊影
响因子的增长能力高于非国际合作期刊，国际合作对

提升期刊平均影响因子的贡献更大［４］。ＴＨＯＭＳＯＮ公
司每年研制推出的《期刊引证报告》（ＪＣＲ）是将其收
录的期刊按主题学科进行分类。比较相同主题学科期

刊影响因子与排位的变化更有意义。

２００４和２００５年ＪＣＲ中分别有１７０和１７１个学科

主题，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为１７２个学科主题。我国与国际
出版集团合作被ＪＣＲ收录的期刊逐年增长，期刊分属
的学科也在逐年增多：２００４年为１２个，占 ＪＣＲ学科主
题总数的７．１％；２００５年为２８个，占１６．４％；２００６年
为３５个，占２０．４％；２００７年为３７个，占２１．５％；２００８
年为４０个，占２３．３％。

我国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被 ＪＣＲ收录的５５种期
刊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是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ｏｇｙ学科的《Ｃｅｌ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该刊２００６年与 ＮＰＧ出版集团合作后，影响
因子由３．４２６提高到２００９年的８．１５１。２００９年该主
题包括 １６２种期刊，《Ｃｅｌ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已经列在第 ２１
位，进入本学科期刊的前１／３。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我国
影响因子进入本学科前１／３的５种期刊中，分别有４
种期刊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

我国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被 ＪＣＲ收录的５５种期
刊中，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学科主题收录期刊数量最多的是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由 ３种增加
到８种，平均影响因子呈增长态势，并且增长率高于学
科内全部期刊平均值的增长。８种期刊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的平均影响因子为 ０．２６８、０２８１、０．３４１、０．３０３和
０３９３，而该学科５年中每年的平均影响因子分别是
０５９９、０．６６６、０．６６９、０６３０和０．７１７。

在合作时间为５年的１２个学科主题中，期刊平均

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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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增长率的前４位都位于这个时间段，最小值
为８９．９％，而且在这个时间段所属学科主题的期刊平
均影响因子均有所增长；在合作时间为４年的１４个学
科主题中，增长率的最大值为７３．１％，且有３个学科
主题的期刊平均影响因子为负增长；在合作时间为３
年的９个学科主题中，增长率的最大值为７５．４％，所
属学科主题期刊平均影响因子均有所增长。这说明，

与国际著名出版集团合作出版时间较长的，其所属学

科主题期刊平均影响因子增长较快。

３　结论与启示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被 ＪＣＲ收录的我国科技期刊可分
为非国际合作类型和国际合作类型。由以上的数据分

析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收录期刊数量轻微波动的

情况下，国际合作期刊的数量逐渐增多，从２００４年的
１７种增长到２００８年的５５种，占期刊总数的２７．０％上
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７５．３％。
１）国际合作的英文版期刊数量逐年增长，国际出

版集团选择合作伙伴多以英文版期刊为主，英文版期

刊已成为国际学术界交流的主要工具。截至２０１０年
４月，我国英文版期刊只有２１２种，占科技期刊总量的
比例较小。我国应该大力发展英文版科技期刊。

２）我国与国际著名出版集团合作被 ＪＣＲ收录的
５５种期刊中：北京地区出版的期刊数量最多，上海次
之，湖北第三；江苏和四川作为出版期刊较多的省份，

国际合作期刊的数量却不是很多。

３）我国与国际著名出版集团合作被 ＪＣＲ收录的
５５种期刊，其平均载文量高于国际期刊的平均值，载
文量大于１０００篇和在１００～２００篇之间的期刊呈增
长态势。

４）我国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被 ＪＣＲ收录的期刊
中，以双月刊为主，其次是月刊和季刊，年刊、半月刊和

周刊所占比例很小。

５）我国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被 ＪＣＲ收录的期刊
逐年增长，期刊所属的学科主题在逐年增多，参与国际

交流的学科领域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６）我国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被 ＪＣＲ收录的期刊
中，所属学科主题期刊平均影响因子的增长率与合作

时间的长短有关：合作时间长，所属学科主题期刊平均

影响因子的增长率增长较大。

从以上的结论可见，国际合作对提高我国科技期

刊，尤其是学术类科技期刊在国际上的显示度、学术影

响力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１］。国际合作只

是一种手段，我们的目标是发展我国的科技期刊。新

闻出版总署把“以资源换资源，以市场换市场，以进带

出，双向共赢”作为开展中外期刊合作的一条重要原

则［８］。因此，建议我国科技期刊应在国际合作中把握

“以我为主”的战略方针，根据自身的发展目标，选择

管理规范、资信可靠、学术声誉比较高的境外期刊作为

合作伙伴。抓住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的契机，一是借

助他们先进的出版发行系统、灵活多变的宣传手段和

数字化网络平台，促使期刊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吸

引优秀的稿件，加快提高期刊论文的下载率和引用率，

以期迅速提高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二是开展编辑人才

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吸取国际出版集团先进的办刊理

念和编辑技术，努力培养我国科技期刊编辑出版人才，

把我国的科技期刊事业做大做强。

从国际合作的我国科技期刊外在影响的提升可以

看出，期刊的国际合作有利于提升其内在质量，规范期

刊的编辑审校流程，提高同行评议审稿效率，改进论文

质量和编辑工作质量。

我国科技期刊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的形式各不相

同，期刊国际合作的深浅程度不一，合作周期不同，双

方合作得到的收益不同。本文只是分析了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年被ＳＣＩ收录并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期刊的基
本出版情况，期刊国际合作的深度以及期刊退出国际

合作的相关研究等今后将进一步开展。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张玉华研究员、科学出

版社任胜利博士为本文提供了相关资料，各期刊编辑

部为本文提供了相关数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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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质保量树品牌　求实创新谋发展
———记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王晴编审

杜　冰　王　姝　李　彩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编辑部，６１００４１，成都

　　 王晴编
审，中共党员，

《华西口腔医

学杂志》《国际

口腔医 学 杂

志》《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Ｏ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中国口腔医学信息》等刊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中

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期刊协会理事、

四川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副会长。近５年发表编辑学
论著６０余篇，主编、参编专著５部。因专业能力和工
作成绩突出，先后荣获全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编辑部

主任，四川省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第２届中国出版
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优秀编辑）等称号和奖励。

１　明确差异化办刊是期刊定位的关键

　　王晴经常强调：打造期刊品牌是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选择，准确、清晰的市场定位

是创建品牌期刊的基础和前提，确立个性、形成风格是

塑造品牌的必由之路。

刊物的准确定位与刊物命运息息相关。目前我国

口腔医学中文专业期刊已有３０余种，如何准确定位，
使所办期刊在众多口腔医学期刊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这是王晴自从担任编辑部主任以来一直在思索的问

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要尽力创造差异，她明确提出

了差异化办刊的理念：《华西口腔医学杂志》为高端平

台，定位于服务高端口腔医学专家的国家级精品期刊，

重视期刊的先进性，发挥引导作用；《国际口腔医学杂

志》为中间平台，定位于服务广大临床医护工作者的

国家特色期刊，重视实用性，指导临床操作；《中国口

腔医学信息》为普及平台，定位于服务初级医护人员

和学生的初级期刊，提供最新口腔医学信息。这个理

念明晰了办刊方向，从而及时有效地提供了口腔学科

的学术交流、成果转化和宣传教育的多元渠道，为科技

工作者和医护人员建立具有重大影响和综合服务的梯

度科技期刊群。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华西口腔医

学杂志》已被国内外２０余种著名检索期刊及数据库
收录，先后荣获四川省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四川省

“十佳期刊”称号、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奖等。

在确定期刊定位的同时，王晴还特别强调期刊的

社会责任，提出期刊要把握社会方向，关注民生，承担

更多的社会责任。２００８年 ５月 １２日汶川大地震期
间，她带领编辑部人员坚守工作岗位，及时利用期刊这

一武器，深入一线采访和组稿，第一时间刊登了一系列

应对特大地震的经验总结，出版了《５·１２四川汶川特
大地震华西口腔医院抗震救灾特辑》，在同行中发表

口腔医学地震急救的专业文章时间最早、数量最多。

为此，２００８年中国期刊协会授予《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为全国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先进期刊。

２　顺应时代发展，创办口腔医学英文期刊

　　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口腔医学发展状况，
搭建口腔医学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填补中国大陆没有

口腔医学英文期刊的空白，在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领导的支持下，王晴积极申请创办英文期刊《国际口

腔科学杂志》（《ＩＪＯＳ》），２００９年即获得批准，实现了
内地口腔专业英文期刊零的突破。

作为编辑部主任，王晴意识到要想期刊具有国际

影响力，就必须组建国际化编审队伍。她充分利用华

西口腔医学院具有巨大国际影响的优势，在短时间内

组建了由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口腔医学及相关

学科的顶级专家构成的编审队伍和编委会。为了使新

创办期刊尽快获得知名度，就必须尽快争取被国际重

要数据库收录。这就要求按照国际知名期刊的运作模

式办刊。王晴在分析了相关情况后，实施了下列提高

期刊质量的举措：１）采集国际化的稿源；２）采取“走出
去”“请进来”的办法，到办英文刊有丰富经验和取得

一定成绩的编辑部上门取经，虚心学习，聘请办刊专家

任编辑出版顾问，给杂志的运作发展出谋划策；３）按
照国际顶级杂志的要求进行期刊的审投稿、出版发行

等一系列工作；４）争取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本行业著名
学者的支持；５）将期刊的所有文章都在网站上全文发
布，免费获取，提高《ＩＪＯＳ》的点击率和下载量。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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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及编辑部成员的努力下，《ＩＪＯＳ》创刊１年即被美国
ＳＣＩＥ、ＭＥＤＬＩＮＥ数据库收录。２０１２年，《ＩＪＯＳ》将和
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合作，借助《Ｎａｔｕｒｅ》的在线出版平
台，采取ＯＡ模式，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影响力。

３　强调学术质量是期刊的生命

　　对于某些学术期刊，稿件主体是自由来稿，稿件质
量参差不齐，因此报道的计划性和主动性较差。在认

识到这个问题后，王晴将期刊组稿作为编辑部的一个

工作重点。她积极组织编辑联系学院内外口腔领域专

家及学术带头人，邀请他们针对口腔医学的新进展为

期刊《专家论坛》栏目撰文，并承诺快速、免费发表。

《专家论坛》栏目创建以来，受到了广大医生以及读者

的青睐，一致反映阅读文章后受益匪浅，及时更新了自

己的专业知识。培养提高作者水平，增强读者亲和力

和品牌忠诚度是创建品牌期刊的重要途径。

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取决于编辑、作者和读

者的学术水平、写作能力和反馈互动等因素。为保证

刊物的持续发展和快速进步，王晴早在２００２年就申请
获准承担卫生部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口腔临床医学

科研设计方法与论文撰写技巧学习班”项目负责人，

多次举办学习班，打破编辑、作者和读者的交流壁垒，

建立了良性互动平台，实现了学术资源的有效共享和

读者群的大幅增加，为保障期刊学术质量不断提高做

好了人才、技术和资源的长期储备。

在坚持质量第一、服务第一的前提下，王晴还想方

设法为口腔医学期刊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努力探寻一条自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她高度重

视各种学术会议和器械设备展销会等相关行业会议。

为了开拓广告业务，她带领编辑主动到会议现场宣传

口腔医学期刊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联谊厂家办会，争取

相关企业的支持。近几年，编辑部广告量逐年增加，实

现了广告收入和期刊发行量的双丰收。

４　完善管理制度，重视人才培养

　　王晴一直非常重视并潜心钻研科技期刊编辑出版
方面的国家标准和规范，先后为期刊制定一系列规章

制度，使编辑部工作有章可循。她非常重视审稿工作，

对审稿方式进行了由单盲两审制到双盲三审制的改

进，对审稿通过的稿件定期召开定稿会集体讨论定稿。

这样一来，编辑部得到了更为真实的审稿意见，筛选出

了大量的优秀稿件，避免了人情稿的刊出，严把了期刊

的学术质量关。编校质量控制是保证期刊质量的重要

环节。王晴担任编辑部主任以来一直很重视期刊的编

校质量，要求每一篇稿件都要进行３遍加工，即编辑初

加工、责任编辑精加工、编审通读把关。为了保证校对

质量，要求每篇文章交叉校对３遍，将差错率控制在万
分之一之内。她还将编校质量与经济挂钩，制定了合

理的奖优罚劣制度，充分调动了编校人员的工作主动

性、积极性，期刊的编校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

王晴极为重视编辑人才素质的培养和提高。针对

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先后有数名新编辑离开编辑岗位的情
况，她深深地认识到，要稳定青年编辑队伍，必须在培

养医学期刊编辑人才模式方面作一些新的尝试。她向

医院领导建议，给医学编辑提供一个临床实践的机会，

有助于他们更新编辑知识结构，掌握最新的理论和技

术。医院领导采纳了意见并给予了大力支持，从２００３
年至今，所有口腔医学编辑每星期上门诊１天。实践
证明，这既使编辑不断获得了新知识，也是稳定编辑队

伍的好举措。人心稳定后，她又制定了进一步的人才

培养计划。新编辑到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参加国家

的期刊从业人员编辑培训，取得编辑资格证，掌握编辑

的基本业务。她不厌其烦地对新编辑进行传、帮、带，

对他们加工的稿件给予指点，对漏编的问题进行批注

并且讲解，进一步提高了青年编辑的编辑能力，使青年

编辑很快出师，独自担当工作。她鼓励、支持所有的编

辑都要开展科技编辑学的研究和论文写作，要求每个

编辑每年都要参加２次学术会议，定期组织科室业务
学习，每３个月轮流抽出４名人员将工作中的经验体
会或外出开会获得的信息向所有人员进行讲解。通过

内部学习，编辑部人员不但进一步提高了业务水平，而

且培养了良好的学习、研究习惯。

在编辑部管理工作中，王晴还建立了科学的激励

机制，将岗位与工资、待遇挂钩，使得编辑的劳动得到

充分的肯定和回报。对于业绩突出的人员，如在全国

或省部级有关部门组织的优秀期刊、先进个人、优秀论

著评比中获得荣誉者，均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对于公

开发表的论文，除报销发表费外，还视所发刊物的档次

予以适当的物质奖励。近３年来，编辑部成员已发表
编辑学论著５０余篇，获得各种奖励２０多项次。

回顾王晴编审２５年的工作历程，她在刻苦钻研中
不断探索，在积极开拓中勇于创新，在践行科学发展观

中创造了科技期刊编辑出版行业的一个又一个喜人业

绩。她积极参加期刊界的各种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

多次在全国期刊界举办的会议上作学术报告，在主编

或编辑岗位培训班上介绍先进的办刊理念和成功经

验，为我国科技期刊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现在，王晴

仍然活跃在探索口腔医学科技期刊快速发展的道路

上，为期刊的跨越式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２０１１１００８收稿；２０１１１０２５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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