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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上发表一篇关于“迁移体”

的机理研究成果。加上《自然—细

胞生物学》上连续发表的两篇相关

论文，国际同行开始逐渐接受这个

崭新的概念，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呼

之欲出。

在《细胞研究》的编辑部看来，

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注定是冒险的。

“探索完全未知的世界，每一步都

踏在‘对’‘错’之间。只有更多

后来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才

能知道这是一个突破还是一场误

会。”但“中国科学家做出来的工作，

如果中国自己的期刊都不敢发表，

那发在哪里呢？这是《细胞研究》

必须要有的担当”。

2020 年 6 月，国际权威机构科

睿唯安发布 2019 年《期刊引证报

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

JCR），上海共有 24 种学术和生物

医学期刊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 SCI ）收录。其

中有 3 种原创期刊影响因子破 10，

分别是《纳微快报》（英文期刊，

英文名Nano-Micro）、《分子植物》（英

文期刊，英文名 Molecular Plant）和

《细胞研究》（英文期刊，英文名

Cell Research，简称 CR)。

《细胞研究》位居榜首，影响

因子高达 20.507，超过多个《自然》

（英文期刊，英文名 Nature）和《细胞》

（英文期刊，英文名 Cell）旗下本

领域内的高端子刊，在科睿唯安 195

种细胞生物学领域期刊中排名第七，

在亚太地区生命科学领域学术期刊

中继续排名第一。

30 年，《细胞研究》杂志的影

响因子从 2 分提升到 20 分，这条不

断自我超越的“平凡之路”究竟是

如何炼成的？

《细胞研究》：
从 2 到 20 的飞跃	

2020 年，《细胞研究》创刊的

第 30 年。

三十而立，《细胞研究》也为

自己设定了新的目标。常务副主编

李党生向《新民周刊》记者展示了

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上一共标注了

四个点，其中三个点分别是“英国

伦敦——《Nature》”“美国华盛顿——

《Science》”“美国波士顿——《Cell》”，

这三本期刊是公认的世界三大顶尖

学术期刊。第四个点，标注的是“中

国上海——《细胞研究》”。

李党生说：“我们希望未来在

中国、在上海，能够燃起一颗新星，

就是我们的《细胞研究》，能够与‘三

大刊’相抗衡，从世界一流期刊的

阵列，迈入世界超一流期刊的阵列，

希望再通过 5-10 年的努力，我们可

以理直气壮地将第四个点标注在中

国上海。”

时间回到 1990 年，那时中国对

生命科学的探索整体还处在发展初

期，科研工作与国外的交流也才刚

刚起步，在国际英文期刊上发表文

章非常困难。建立一个促进我国与

国际间细胞生物学交流的平台显得

极为关键。在这样的局面下，留学

归来的中国科学院原上海细胞生物

学研究所副所长姚錱院士创办了《细

胞研究》，这为中国生命领域科学

家提供了对外学术交流的窗口。从

创刊伊始，姚錱院士就为《细胞研究》

确立了国际化的办刊方向，在国际

稿源的组织、论文审阅和质量把关

上做了大量工作。

2006 年，裴钢院士接任主编，

那个时候，刊物的影响因子在 2 左

右徘徊了四年，在国际分子和细胞

生物学领域内只能算是四区期刊，

发展陷入瓶颈期。裴钢院士作为国

际上著名的分子与细胞生物学家，

同时身兼数职，不能全身心处理刊

物的具体事务。寻找一个合适的人

来全权负责刊物的运行成为当务之

急。于是，裴钢院士从《Cell》引进

李党生博士担任副主编。李党生精

通英文，拥有丰富的世界顶级科技

SCI

SCI，是国际通用的进行科学统计与

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收录全世界出

版的数、理、化、农、林、医、生命科学、

天文、地理、环境、材料、工程技术等自

然科学各学科的核心期刊，截至 2019 年，

SCI 数据库期刊总量已达 9339 本。

上 图：2019 年， 俞

立在《自然—细胞生

物学》发表封面文章，

揭示迁移体的机制和

功能，为胚胎发良研

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

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