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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学科优势　开辟《学科交叉》栏目
王　　蕾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编辑部，１０００８３，北京）

摘　要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以北京大学生物医学跨学
科研究中心、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先后成立为背景，根据主编

韩启德院士的建议，从２００７年第１期始开辟“学科交叉”栏目，
通过约稿和征稿刊登反映跨学科研究成果的论文、讲座、消息

等多种形式的文章，扩大了稿源，提高了学术水平，力争把该栏

目办成《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的特色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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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设置《学科交叉》栏目的背景

　　当今世界科学研究出现了从高度分化走向交叉综
合的发展趋势［１］。科学研究对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

而科学的发展和重大科学技术成果的取得，越来越依

赖于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许多有影响的科技

成果，都是在学科的交互和交叉点上取得的。生物医

学作为当今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不仅本身具有多学

科的综合性，而且需要生物学家、医学家以及数学、物

理、化学、信息科学、环境科学、工程学等学科专家的共

同努力。生物医学的许多重大突破，都是通过多学科

的交叉来实现的。

科技部部长徐冠华院士曾指出：根据国家重大需

求，填补交叉学科、前沿学科领域的空白，要建设一批

高水平的国家研究基地［２］。国内著名大学也越来越

注重交叉学科的建设［３４］。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韩启德院士力主建立并亲自担任
主任的北京大学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成立。中心

参照一些国际著名大学交叉科学研究机构的模式，依

托北京大学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

并举的多学科综合优势，推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和医

科与理科、工程技术学科之间的有机结合，将基础科

学、技术应用和临床科学的前沿研究结合在一起，促进

整个生物医学领域的从分子尺度到人类器官尺度的新

发明、新发现和技术创新。该中心成立至今已举办

１００多次跨学科学术交流活动，组织了２０多个跨学科
研究项目，推动了医学与不同学科的交叉科学研究。

２００６年４月，在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理论
生物学中心、功能成像研究中心等交叉学科工作的基

础上成立了北京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韩启德院

士任首任院长［５］，随后又有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

加入该研究院。该研究院是国内最先成立的交叉学科

研究基地之一。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同时也是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主编，根据他的建议，《北京

大学学报（医学版）》编辑部与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合

作，从学校新专业设置出发，利用名学科和名家优势，

从２００７年第１期开始开辟《学科交叉》栏目，拓宽学
报稿源，展示北京大学跨学科研究的成果。

２　新栏目的设置

　　栏目设置之初，编辑部通过向科研管理人员了解
学科研究动态，进行选题。主要由编辑部主任与前沿

交叉科学研究院的知名专家学者、学科带头人联系，请

他们亲自为学报撰写讲座、综述、专家笔谈等形式的文

章，为研究者提供成果展示平台，向生物医学工作人员

传播知识，提供交叉学科研究的学术信息。利用知名

专家效应，扩大栏目影响。《学科交叉》栏目刊登学术

论文、讲座、重要进展简报、消息等多种形式的文章。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是生物医学领域面临的问题，

也是生物医学领域工作人员关心的问题，所以，２００７
年第１期《学科交叉》栏目的开篇之作是一篇讲座：
《生物医学领域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第４期发表了
谢蜀生教授的“专家笔谈”：《物理学家与分子生物学

革命》；第５期发表了北京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
功能成像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学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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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王霄英教授的讲座，题名为《分子影像学进展及其

应用》。

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有部分跨学科研究的自由来

稿在学报上发表，只不过当时学报没有专门设立这一

栏目，该类论文多与其他专科研究论文一并在论著等

栏目中刊出。

《学科交叉》栏目稿件要适合从事生物医学研究

的读者阅读：学报的读者一般是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

人员和临床医师，栏目内容除应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

外，还应具有实用性和可读性。如笔者负责的稿件

《基于本体的神经信息学概念及其关系研究》，专业审

稿人意见和编委定稿会的终审意见都认为，该文有太

多抽象空泛的理论和术语，建议作者调整文章结构和

写作风格，说明其实用性，增强可读性。

３　对栏目未来发展的设想

　　扩大宣传，提高栏目的知名度。大多数研究人员
的研究成果都是通过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并得到认可

的。在美国，期刊对交叉学科研究的成果特别重视，同

时，《科学》《自然》《国家科学院会议录》等高影响力

的通科期刊受到交叉学科研究论文作者的青睐［１］。

在我国，各种各样的“核心期刊”清单中，很少能发现

交叉科学的专业期刊，致使有些交叉学科研究人员的

研究论文缺少专业期刊发表的渠道。《北京大学学报

（医学版）》在国内学术期刊中有一定的影响力，根据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２００６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
证报告（核心版）》数据［６］，影响因子为０．７４４，在全国
１６５２种科技核心期刊中居第１９０名，在医科大学学报
类中位居第１名，而且学报还被美国医学文献分析和
联机检索系统（ＭＥＤＬＩＮＥ／ＰｕｂＭｅｄ）等国际著名检索
系统收录，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是适合交叉学科论文

发表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学报可以通过宣传，让研究

者知道有《交叉学科》这一栏目，吸引校内外的反映生

物医学跨学科研究成果的稿件。

其次，通过主动约稿、广泛征稿，吸引栏目稿源。

编辑部可以向北京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各研究中

心的专家、学科组约稿和长期征稿，通过快速通道等优

惠政策吸引高水平的稿件，提高该栏目论文在整本期

刊中所占的比例。学报还可以在某一期重点组织交叉

学科研究的学科重点号或交叉学科研究中某一专题的

重点号，吸引稿源。

《学科交叉》栏目的设置在扩大学报稿源、促进学

报发展的同时也给编辑部带来了新的问题，如选择跨

学科研究论文审稿人的问题（合适的审稿人才能正确

评价稿件的创新性和科学性）以及编委会终审时对审

稿人意见的取舍问题。向谁约稿或征稿，也是对编辑

的挑战，这要考验编辑对跨学科研究学术动态的敏

感性。

突出本校优势学科，打造特色栏目，走“专业化”

发展的道路，是很多大学学报类学术期刊的办刊之

道［７９］。北京大学具有很好的生物医学、基础学科和

技术学科优势。学科齐全、基础雄厚，是北京大学的一

大特点。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具有

独特的优势和重要的基础条件。在“创世界一流大

学”计划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已经建立了若干跨学科

研究中心，为建设整体的跨学科研究平台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的基本任务是组织跨科

学术交流、开展跨学科的科学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人才

的培养。《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依托这一跨学科

研究的优势，开辟《学科交叉》栏目，展示交叉学科的

研究成果，推动跨学科交流，发挥高校学报在学科建设

中的作用［１０］。学报编辑密切关注交叉学科的研究动

态，努力提高《学科交叉》栏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

而提高学报的整体学术水平，争取把《学科交叉》栏目

办成学报的特色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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