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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高校科技期刊特色栏目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颜　昌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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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民族高校科技期刊办刊的现状，提出了民族高校
科技期刊特色栏目建设的一些思考：中央所属民族高校可按区

域分工以及学校的特色学科凝练特色栏目；地方所属民族高校

可按地区经济发展及学校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形成特色栏目；

民族自治地方普通高校可按其地区经济发展及学校优势学科、

重点学科确定特色栏目。建议民族高校科技期刊实行分栏目

编排，以突出自身特色并便于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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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２００７年，我国有中文科技期刊５３８７种，其
中高校的中文科技期刊（含高校自然科学学报）有

１４９４种［１］，占２７％，而民族高校的科技期刊以民族高
校的自然科学学报为主，约有１４０种，占全国高校科技
期刊总数的１０％左右。

高校科技期刊是全国科技期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它们主要是由高校主办的自然科学学术类和技术

类期刊，担负着提高高校科技水平，培养创新型人才，

为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服务，促进学术交

流与科技信息传播等重要任务，是反映高校教学、科研

水平的窗口［２］。而民族高校的科技期刊则是全国高

校科技期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高校展示

科研成果、民族特色的窗口，服务于学校重点学科建

设、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阵地，促进学术交流、扩大学

校影响的平台；因而研究民族高校科技期刊的办刊规

律，发挥其独特的民族特色的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１　民族高校科技期刊的现状

　　民族高校办的科技期刊按主办单位可分为２类：一
类是民族大学、学院、专科学校办的；另一类是民族自治

地方普通高校办的。这些民族高校一般都办有１种以

上的科技期刊，主要还是以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报为主，

依托各自学校学科专业的优势办刊。即使没有专门的

自然科学学报，在一本文理综合的学报里也有不少理科

的栏目和论文。这些民族高校办的科技期刊中综合实

力较强、办得比较好的主要还是民族自治地方综合性大

学办的自然科学学报，如《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宁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广西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广西师范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以及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学

报，如《桂林工学院学报》《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新疆

农业大学学报》，都进入了全国中文核心期刊［３］；但民族

特色比较鲜明、民族氛围更加浓厚一些的当属民族大

学、学院主办的自然科学学报，如《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西

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以及《湖北民族学院

学报（医学版）》《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它们中的一些

栏目与内容也是独具特色的，如民族医学、民族药学等。

２　民族高校科技期刊特色栏目建设的思考

　　特色是期刊的生命。没有特色的刊物是没有竞争
力的，是缺乏生命力的［４］。栏目是期刊内容的框架，

具有吸引读者和导读的作用，也最能体现期刊的特色。

民族高校主办的科技期刊要依托学校的重点学科，吸

收学校的特色学科的来稿，这既是学校对学报的要求，

也是学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保证；因此，围绕各自学校

的重点学科和特色学科，建设期刊的特色栏目是民族高

校自然科学学报办刊的较好选择。民族高校多地处经

济欠发达地区，还有一些处在边疆民族地区，针对这些

地区的情况建立特色学科群，开展特色研究是现实的需

要［５］，而将这些研究成果放在特色栏目里予以发表传

播，则一定是自己独具特色、其他刊所不具备的。对于

不同的民族高校办的科技期刊可作不同的栏目选择。

１）对于国家民委所属的６所民族大学、学院所办的
科技期刊，可按区域分工以及学校的特色学科凝练特色

栏目。中央民族大学是面向全国的研究型民族大学，文

科重点在民族文化、民族政策、民族理论等方面，理科重

点在高、新、精、尖［５］，栏目应围绕高新学科设置，也保留

一些原有的优势栏目。西北民族大学地处西北，面向新

疆、内蒙古、青海、甘肃、陕西５省区办学，经济以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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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能源和化学工业前景不错［５］，特色栏目可设为农

业、牧业、民族医药（维医维药、蒙医蒙药等）以及新能

源、化工、民族文字识别与输入等。西南民族大学面向

西南的云南、贵州、四川、西藏４省区办学，经济以农业、
木材、烟叶、酒业以及水电为主［５］，特色栏目可设为畜牧

兽医、高原高寒地带的动植物、新能源开发与利用、民族

医药（藏医藏药、傣医药、彝医药）等。中南民族大学面

向中南和东南的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广西、浙江、江

苏、上海、安徽、江西、福建、海南１２省市区办学，经济发
达，基础较好［５］，特色栏目可设为化学与材料、生物医学

工程、民族医药（壮医壮药、瑶医药、土家医药、苗医药）

等。大连民族学院面向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

山东、内蒙古５省区办学，经济基础较好［５］，特色栏目可

设为种植业、养殖业、化学化工、环境保护等。

２）对于地方所属的民族大学、学院所办的科技期
刊，可按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各校的优势学科、特色学

科来形成特色栏目。例如：《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版）》的特色栏目可设为热带动植物、高原高寒地带动

植物、烟叶种植加工、傣医药等；《贵州民族学院学报（自

然科学版）》的特色栏目可设为山地种植业、山地养殖

业、酿酒等；《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特

色栏目可设为蒙医蒙药、农牧业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的特色栏目可设为壮医壮药、民族科技

史、越老泰生态视域等；《湖北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的特色栏目可设为高山种植业、高山养殖业、高山

农副产品深加工、民族医药（土家医药、苗医药）等；《西

藏民族学院学报》的特色栏目可设为藏医藏药、高原高

寒地带动植物、地热、太阳能、新能源开发等。

３）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普通高校所办的科技期
刊，也应按各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以及各校已有

的优势学科、重点学科来确定各自的特色栏目。

需要指出的是，各民族高校科技期刊应在目次表

的编排中，设立分栏编排的栏目以及相应的栏目标题，

这是为了体现自身刊物的特色、重点和优势，也是为了

便于读者集中阅读［６］。目前，大部分民族高校科技期

刊都没有进行分栏目编排，这对于刊物的特色建设、优

秀栏目的评选、相关专业的读者集中阅读都是不利的。

３　民族高校科技期刊特色栏目建设的实践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从２００２年开
始就分栏目编排，起初只是按学校的学科编排栏目，如

化学、生命科学、电子信息科学等。２００６年开始突出
学校的重点学科，如化学与材料科学、生物医学工程

等，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湖北省重点学科“分析化学”、

湖北省特色学科“物理化学”方面的论文，使得《化学

与材料科学》栏目于２００７年荣获国家民委文宣司颁发
的“全国民族地区学报（期刊）名栏奖”，且２００８年被
美国化学文摘（ＣＡ）收录入库５４篇论文，占到当年发
表相关论文的９０％以上。

为了进一步发挥民族高校的优势学科，突出民族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特色，２００８年年初，学报及时配
合学校的规划，创办了一个新的栏目《民族医药与生

物医学科学》，约请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北京民族医院院长黄福开教授撰写开栏文

章［７］，同时配发一系列的论文［８］，为在２００８年底学校建
立民族药学院作了很好的铺垫。接着，在２００９年又想
方设法约到１位院士、４位博导的论文，为民族药学院申
报省部级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作了很好的准备，最终

促成２００９年底学校申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药学
（维吾尔族、壮族、土家族）重点学科”和“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民族药学三级实验室”获得成功。与此同时，为了

配合学校申报“化学学科”和“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博

士点，刊物在封页对这２个学科分别作了介绍，重点配
发了一系列文章［９１０］。学报为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师资

队伍建设作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得到学校领导和教师的

好评，也为学报争取到每年８万元、连拨４年的特色期
刊建设的专项经费，构成了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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