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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本土影响因子最高的学术期刊是如何炼成的？

比肩最好才是我们追求的“本”
    青蒿素的发现、抗阿尔茨海默病原创新药 GV-971

的作用机理⋯⋯这些重大科学成果，最早都发表在我国
的科技期刊上。前者因期刊国际影响力有限而造成“酒
香”却出不了“巷子”的局面；后者得益于中国期刊逐渐走
向世界而得到迅速传播。

如何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如何最大限度
发挥科技期刊作用？由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
新中心（生化与细胞所）与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共同主
办的《细胞研究》给出了自己的实践———自 2013年首次

实现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超过 10的飞跃后，今年又创下我国本土学术期刊
影响因子的历史新高。就在不久前，这份期刊的影响因子提高至 20.507，在本学
科领域期刊中排名世界第七、亚太第一。

从 2到 20，《细胞研究》走出了一条可复制的“上海模式”之路，带动申城
乃至全国一批原创学术期刊的发展。昨天，在与科学家探讨完投稿事宜后，
《细胞研究》常务副主编李党生与编辑部主任程磊接受了本报专访。他们说，
影响因子是一个指标，但比肩最好才是编辑团队追求的“本”。

    “《细胞研究》从最初

的‘鲜为人知’成长为生命

科学领域的世界一流期
刊，影响因子也突破了 20

大关，已经超过多个《自
然》和《细胞》旗下本领域

内的高端子刊。”李党生兴
奋地表示，“这意味着华人

科学家有了一个值得信

赖、高显示度的平台，也提
升了我国学术期刊的话语

权和影响力。”
然而，时光倒退回 15

年前，却是另外一番光景。
2006年，时任中科院上海

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裴刚
接手了《细胞研究》，决心

以此打破中国科技期刊停
滞不前的局面。当时身为

《细胞》杂志科学编辑的李
党生恰好有回国工作的打算，便受

邀担任了《细胞研究》的常务副主编
一职。“我原本回国想找一个 PI（课

题组长）的职位，没想到国内能有期
刊让我‘无缝衔接’。”李党生坦言，

“但我之前从未听说过它。”
《细胞研究》的成长，也见证了

中国基础科研，尤其是生命科学的

加速前行。在李党生的印象里，就生
命科学领域而言，2006 年那会儿，

随着中国国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科研环境的吸引力愈来愈强，留学

归国人数的增多自然“水到渠成”，
也逐渐有了不错的科研成果。“不

过，高水平研究不多。”李党生叹了
口气，“科技期刊的局面差不多，尽

管《细胞研究》彼时已经在国内算是
数一数二，但拿到国际上比较，也是

无名之辈。”
“如果你是科学家，你会将自己

颇为得意的原创成果投给起步晚、发
展又比较慢的期刊吗？”李党生反问

记者，这是所有科技期刊在“向上走”
时必然要跨过的一道坎。与当时国内

大多数编辑坐等论文不同，李党生带
头“走出去”：走进实验室、参加学术

会议，尽一切可能增加与科学家面对
面的机会。“我们不是为自己办期刊，

而是为了‘科学共同体’。”李党生和
编辑部同事们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

遇到的每一位科研人。
他们的诚意起效了！《细胞研

究》开始收到不错的投稿，又因为高

质量论文的发表，吸引了更多人的
关注。“总算，我们走上了期刊发展

的‘正循环’！”李党生感慨。

    “接手这本期刊时，我们就定

下了朝国际一流期刊水平冲击的
目标。”李党生坚定地说，“科研人

员经常提及的《自然》《科学》《细
胞》，都在西半球。服务国家战略

需求，给中国带来一本能在世界
范围内领先的科技杂志，是我们

不懈努力的驱动力。”

在科学家的支持下，李党生
带领编辑部，将《细胞研究》的学

术质量一步步提升。促成期刊越
办越好的一大秘诀，是他们在因

时制宜地修改论文接收的“基
线”。“这就和一所大学的录取分

数线一个道理。”李党生打比方
说。原来《细胞研究》就像是一所

二本大学，定的分数线自然不能
太高，可当它发展为一本院校甚

至是“双一流”高校时，再用原先
的“分数线”当然也不合适了。

科技期刊“基线”的设定很有
讲究———定得太高会让大部分投

稿“石沉大海”，出现“断粮”情况；
定得太低，则会拉低期刊的学术

质量。靠着编辑团队日复一日与

科研一线“亲密接触”，《细胞研
究》的“基线”慢慢悟了出来。

《细胞研究》编辑部主任程磊
介绍，收到科学家的投稿后，会有

科学编辑根据“基线”决定送审还
是退稿，送审的部分则需联系同行

评议专家予以审核。如根据审核意

见修改好的论文达标，一篇科研论
文才有机会在期刊上发表。“除了

‘科学共同体’，一支高素养的职业
编辑队伍也很重要。”程磊说。

对很多科研人员来说，成果
的发表不仅重质量，也是一场竞

速赛：期刊审稿的快慢很大程度
会决定胜负。深谙科研人员“痛

点”的《细胞研究》开辟了“绿色通
道”和“快速通道”。“如果在其他

期刊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等情况，
作者可以转投《细胞研究》的‘绿

色通道’，编辑部会根据已有的审
稿意见快速回复，决定接收、修改

还是重新送审。而‘快速通道’则
给竞争激烈的科学家带来便利，

可以申请尽量缩短审稿时间，快

速发表。”李党生透露，“当然，这
也给科学编辑对稿件的把握度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李党生看来，科学编辑不

是简单地联系专家进行同行评
议，更要监督整个过程。“一般而

言我们会找三个评审人，但出现

一致通过或一致退稿的概率极
低。”程磊补充说。科学编辑需要

通过自己的努力，保护作者在此
过程中的权益。

不过，对于科学编辑作出决
定的退稿，无论对方多么权威，或

是发表论文的心情多么迫切，《细
胞研究》也从来不讲情面。李党生

掏出手机，给记者念起了一条短
信。短信不长，却让编辑部感动：

“岂止理解，支持你们这么做。”这
是一位青年才俊吃了“闭门羹”获

知结果后给李党生的回复。“这说
明《细胞研究》的口碑树起来了，

我们也已经和‘科学共同体’形成
了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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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因子是一个指标，但比肩最
好才是编辑团队所追求的“本”。

● 我们不是为自己办期刊，而是为
了“科学共同体”。

● 《细胞研究》从最初的“鲜为人
知” 成长为生命科学领域的世界一流期
刊， 意味着华人科学家有了一个值得信
赖、高显示度的平台，也提升了我国学术
期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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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新颖的《细胞研究》

    在中国生命科学领域

发展愈发迅速的今天，中
国生物学家的身影日益频

繁地出现在各大国际期刊
中。对于中国科学家而言，

《细胞研究》已不仅仅是一
本期刊，而是一个他们能

够响亮“说话”的重要平

台。在《细胞研究》编辑部
工作的岁月里，李党生和

程磊印象最深刻的，是与
南京大学教授张辰宇之间

的故事。
“2008 年，张辰宇教

授课题组在血液中发现了
microRNA，这是个颠覆性

的发现。这样的发现在国
外知名刊物上投稿遭遇了

非常大的阻力。”回忆起当
时的情景，程磊仍然难掩

激动之情。在“关键时刻”，张辰宇将
文章投给了《细胞研究》，编辑部在

高标准审核后，让论文快速通过评
审程序并在线发表。“这篇文章仅在

ISI/SCI核心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当
中，就已被引用超过 2800次了。

这是《细胞研究》迄今发表的文章
中单篇引用量最高的论文。”程

磊表示，“对于一个中国科学家
在我国本土刊物上发表的原创

论文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2014

年，清华大学俞立教授观察到一

个新的细胞器，但当时尚无功
能性数据支撑，因此被国际顶

级期刊拒稿。《细胞研究》认为
这是一个原始创新，大胆地予以

刊发。五年后，该论文作者拿出了功

能性数据，他所开拓的新的科研领
域也逐渐被国际同行认可。

“《细胞研究》影响因子突破 20

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但我们的征

途并不会就此止步。我们瞄准的，是
与最好的科技期刊并驾齐驱。”李党

生说。在他看来，《细胞研究》正处于

攀登珠峰的冲刺阶段，可这段路，也
是最难走的。“实事求是地说，我们

与‘超一流’间还有差距，我们是‘后
来者’，只有不断‘向上’才能赢得全

球科学家的认可。”令他欣慰的是，
《细胞研究》已成为广受国内外认可

的高端学术平台，海外科学家占了
投稿数量的一半。

李党生告诉记者，《细胞研究》
编辑部从来没有把办期刊当作是一

件能够盈利的事儿。“科学研究是公
益性的，是为全人类服务的。我们会

用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
度，既遵循‘先行者’宝贵的经验和

既成的行业行规，也要努力走出有
中国特色的期刊建设之路。”

《细胞研究》也是国内学术期刊
建设的一块“试验田”。继去年科技

部等七部门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
行动计划后，记者获悉，《上海培育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正在制定。如今，以

《细胞研究》为代表的上海原创科技
期刊的办刊模式，正为越来越多的

国内学术期刊所借鉴，也带动了许

多本土优秀学术期刊的发展。在

2020期刊引证报告中，我国共有 9

本本土学术期刊影响因子迈过 10。

“希望大家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去
办一本期刊，避免浮躁，出现更多与

我国科技水平相称的学术期刊。”李
党生与同仁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