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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加强高校科技期刊内容建设
———以《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为例

李轶楠　张凌之　赵　婧　杨　蓓　张　琼　黄小川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编辑部，６１００６５，成都

摘　要　针对高校科技期刊优质稿源不足，期刊学术质量与数
量发展不相称的现状，结合《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编

辑部加强内容建设的办刊实践，探讨高校科技期刊如何自我定

位，拓展多种渠道，巩固内容建设，打造期刊品牌战略，从根本

上实现高校科技期刊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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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的良性发展关键在于期刊的学术质量，主要

体现在期刊载文的前沿性、创新性和科学性［１］；而期

刊学术质量的根本在于期刊的内容建设［２］。内容作

为期刊的灵魂，是期刊保有生命力的关键。出版业归

根结底为一种内容产业［３］，在如今数字化网络出版强

劲的发展态势下，不论生产方式及传播机制如何改变，

对内容的深度开发仍是期刊发展创新的根本［４５］。

高校科技期刊作为我国科技期刊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进行学术交流、展示科技学术实力的平台与窗

口，在数量上有很大优势，约占科技期刊总数的１／４～
１／３［６］；但从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排序统计［７］发现，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学术质量与数量发展现状不相符。

这与优质稿源外流、作者的引证习惯等客观因素有关，

也与高校科技期刊内容建设有待加强有关。根据《自

然》发行方报告，中国学者所发表论文的数量与质量

逐年上升［８］，但国内科技期刊的优质稿源却日渐萎

缩，高校科技期刊已不能充分反映高校科技学术水平；

因此，“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要使高校科技期刊良性

发展，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将优质稿源的开拓作为长期

的发展规划［９］，实现期刊质量与数量上的长足进步。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编辑部依靠学校

优势学科及长期积淀的栏目优势，以《水利与土木工

程》《信息工程》《机械工程》为主要栏目，与编委一起

调研、讨论，深入各学院和各学科科研团队，追踪科技

前沿，拓展多渠道挖掘稿源，加强品牌及内容建设，成

效显著。

１　与学院共建特色栏目

　　高校作为我国的科研主体，其专业设置经过长期
规划、布局、调整、发展，已相对成熟［１０］。编辑部充分

利用这一优势，并以此为延伸，一改过去每年召开大编

委会的传统做法，走进各学院分学科召开编委及学科

带头人联席会、选题研讨会；与学院合作，利用专家学

者参与办刊，共建栏目，并首先实践于优势学科———水

利与土木工程。

《水利与土木工程》一直是本刊分量较重的栏目，

四川大学水力学与山区河流开发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

也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编辑部

深入学院及实验室对学科发展及分布情况进行调研，

召开学科编委会，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及水利水电学院

形成了共建《水利与土木工程》专栏的决议，并由学术

带头人担任专栏主编，主持栏目建设，具体负责组稿和

学术指导；确定了河流泥沙、水文信息、高速水力学、生

态环境、水工岩土５个重点方向及栏目主持人；通过与
各栏目主持人讨论热点及追踪前沿，确定专题并组织

稿件，向各学科方向的领军人物约稿。

２０１５年，专栏共确定５个约稿专题，特邀王浩院
士、崔鹏院士、夏军院士、曹叔尤教授、刘焕文教授稿件

共５篇，均为具有前瞻性的综述文章。截至２０１６年１
月，特约论文均已完成，编辑部在约稿返回的半年内，

即时完成了所有文章的数字化网络优先出版、微信公

众平台发布及纸刊发表。特稿刊发后，有较大的影

响（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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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与水电学院共建栏目及重点约稿成果

特约作者 文章题名　　 发表日期 优先出版日期 备　注

曹叔尤教授 泥沙补给变化下山区河流河床适应性调整与突变响应 ２０１６０１ ２０１５１１ 被引２次，下载１０５次
王　浩院士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水质安全应急调控与处置关键技术研究 ２０１６０３ ２０１５１２ 下载９９次，微信当日阅读量１００次
夏　军院士 气候变化对防洪安全影响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２０１６０３ ２０１６０１ 下载１１３次
崔　鹏院士 泥石流运动阻力特性及其研究进展 ２０１６０５ ２０１６０４ 下载９９次，微信当日阅读量１２５次
刘焕文教授 线性长波方程和缓坡方程解析解的研究进展 ２０１６０５ ２０１６０５ 下载３０次

２　开辟特刊、特稿、专栏报道热点前沿及国家
战略性科研成果

　　追踪热点前沿，重视学术创新，一直是科技期刊把
握学术质量的关键因素。作为发布学术创新及科技热

点的平台，科技期刊应占领科研阵地的新高点，真正发

挥发布科研动态的能动作用，及时关注国家战略决策，

发布关键技术研究信息，及时追踪社会热点、前沿及学

科发展动态，及时发现和发表科学前沿的创新成果，评

述有突破性、创造性、建树性的学术新观点、新理论、新

成就，引导科研方向，激励发明创造，推动学术创新。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８．０级
特大地震，地震破坏范围大，且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次生

灾害。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此深入灾区，对科学问题进

行研究，参与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作为科技期刊编

辑，我们积极行动，立即组织召开编委会，与编委一起

策划选题，组织并邀请业界翘楚针对地震及震后重建

的关键技术问题进行讨论，撰写研究论文。

编辑部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１０年９月分别编辑出版
《纪念“５·１２”汶川大地震１周年及抗震减灾特刊》和
《纪念“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及灾后恢复重建特刊》，即时
发布地震第一手原始资料及防震救灾关键技术研究成

果，为灾后重建提供科学依据。例如：

为了尽快并更好地利用汶川地震资料，推动地震

地质科学研究，成都理工大学李勇教授对汶川地震科

学研究的基本现状及进展发表了题为《汶川８．０级地
震的基本特征及其研究进展》［１１］的综述，讨论了龙门

山地震带的地质背景等关键问题，以有效地减轻和逐

步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灾害。

强烈的主震及余震在地震区造成了大量的次生山地

灾害，大规模的滑坡及崩塌阻断河道形成堰塞湖，威胁人

们的生命及财产安全。中国科学院崔鹏院士对汶川地震

形成的２５６处堰塞湖进行分析，撰写了《汶川地震堰塞湖
分布规律与风险评估》［１２］一文，对堰塞湖的发展趋势进行

分析，在堰塞湖应急排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南地区水资源丰富，水利工程数量多且规模大，

地震对其影响不容忽视。就此问题，中国工程院张超

然院士撰写了《金沙江下游梯级水电站抗震安全分

析》［１３］一文，对金沙江下游４座水电站进行安全稳定
分析，为水电站后期运行及抗震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地震特刊的编辑出版彰显了科技工作者及科技期

刊编辑面临巨大挑战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中国新闻

出版报》对本刊出版地震特刊做了题为《四川大学学报

出版抗震救灾特刊》的报道［１４］，社会效益显著。由于特

刊报道了“５·１２”大地震以及灾后重建的热点问题，获得
了较高的关注与影响，被引频次上升，如图１所示。

图１　地震特刊及重建特刊总被引频次与其他期次对比（数据截至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０１２年７月，四川大学谢和平院士课题组提出全
球二氧化碳减排不应是二氧化碳捕集封存，而是二氧

化碳捕集利用，并撰写了《全球二氧化碳减排不应是

ＣＣＳ，应是ＣＣＵ》一文。为了尽快将此创新思想发布，

编辑部把握先机，在１周之内完成论文的编辑、校对、
出版工作，将该文设为当期的首篇特约稿及封面论文，

并将即将下厂印刷的当期稿件全部收回，重新推版编

排。与此同时，公共媒体《中国科学报》以头版对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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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的此学术思想做了题为《二氧化碳：“囚禁”不如

利用》的报道［１５］，使本刊报道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更

加深远。该文发表之后被引 ３４次，下载 ９８３次。后
期，谢和平院士课题组基于此创新学术思想做进一步

研究，提出了综合利用二氧化碳的新理念，并因此当选

“２０１４年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２０１４年３月５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提出“要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此

后，长江作为黄金水道被多次提出。２０１６年《长江经
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也自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５日起实施。
编辑部与编委及其他专家进行多次探讨，迅速将长江

黄金水道建设作为专题提出，邀请长江航道局专家及

高校学者就长江黄金水道建设的关键技术问题撰写论

文，并针对水电学院所申报的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长江黄金航道整治技术研究与示范”“长江泥

沙调控及干流河道演变与治理技术研究”进行约稿。

３　参加学术会议，了解科研动态，报道优秀成果

　　作为各科研团队交流新思想、拓展新思路的平台，
学术会议不乏优秀成果的报告展示，呈现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态势［１６］。高校科技期刊离这一科研阵地

更为接近，应把握机会，抓热点，辟专栏，发表优秀论文。

基于此，本刊编辑部连续３年参加中国计算机学
会主办、教育部信息安全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导的“中

国可信计算与信息安全学术会议”，并与其合作，以会

议论文专栏的形式报道优秀科研成果。通过参加学术

会议，与广大一线科研人员及作者交流，了解学科前

沿，宣传学报，并向优秀论文报告人邀约稿件。其中包

括大会主席及主要报告人沈昌祥院士撰写的《基于可

信计算构建纵深防御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１７］，以及

上海交通大学曹珍富教授撰写的《密码学的新发

展》［１８］。这２篇前瞻性的综述论文发表后，分别被引
９次和７次，下载３６０次和１４５７次。此外，编辑部争
取了在大会上发言的机会，做了题为《学术论文的发

表与传播》的报告，不仅对作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

且对本刊影响力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激励作者积

极投稿，拓展优秀稿源。

２０１６年，该会议将在四川大学召开，编辑部借此
机遇，正积极与会务组联系，邀约大会主题报告；并与

超星集团域出版联系协商设置移动端会议专栏，以期

会议报告人以学术主持人的角色，开辟移动网络端数

字化内容传播渠道。

４　开设讲座，培育作者，增进作者对本刊的认
可度

　　对于科技期刊而言，作者本就是读者，而新的读者

也是潜在的作者［１６］。各科研团队是科技论文生产的

中坚力量，具有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做好科技期刊，要

深入科研一线［１９］，服务科研团队，还应影响并促进科

研团队对学术期刊的认知。

编辑部在校内及校外，如福州大学、第 ７～９届
“中国可信计算与信息安全学术会议”上多次做了题

为《学术论文的发表与传播》等讲座。讲座从审稿人

和编辑的角度，对作者所关注的科技论文撰写、投稿期

刊的选择、出版伦理与学术诚信、论文同行评议等做了

介绍，并对相关作者团队的论文发表和引证情况进行

了数据分析，指导青年作者论文选题、写作及发表后的

传播，发掘潜在作者，提供科技相关资讯，规范作者的

论文引证习惯。通过学术交流和讲座增进了一线科研

人员对本刊的了解与认同，同时进一步提升了本刊的

影响力。

５　结束语

　　期刊要保有强劲的生命力，必须有丰富且优质的
稿源作为养分，而高校科技期刊则更应该分析期刊自

身状况，合理优化期刊学科布局，主动出击挖掘优秀稿

源，保持期刊的活力。

近年来，高校科技期刊的发展面临重重困难，也因

此出现了“体制改革论”“综合改专论”“市场淘汰

论”［２０］。教育体制、科研评价体制的缺陷所导致的国

内期刊学术质量问题难以得到改善，但仍应看到高校

科技期刊的发展机遇：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由中国科协、教育
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的

《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

见》［２１］对进一步提升国内期刊学术质量具有战略性意

义；同时，对《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及《中

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等的分析表明，２０１５年，中
国中文科技期刊无论在品种还是数量上继续稳步前

行，持续发展［２２］。

因此，高校科技期刊应把握机遇，努力提升自身价

值，从根本着手，多渠道加强期刊内容建设，营造高校

科技期刊持续发展的良好氛围。同时，高校科技期刊

编辑也应尽快转变角色，由“坐下来”变为“走出去”，

由幕后走向台前。相信高校科技期刊即将迎来的不是

寒冬，而是蓬勃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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