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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 关注民生 同心协力 献身疾控
——在中华医学会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编辑委员会第七届换届会议上的讲话

第七届编委会总编辑 李立明

感谢中华医学会及杂志社领导和各位同仁的信任，推选我连任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第七届编委会总编

辑。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历经3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流行病学专业的权威性杂志和国内具有较高水平的

精品科技期刊。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刊各项指标与国内外顶尖期刊还存在一定差距，还有很大的发展空

间，而这些正是今后工作的动力和努力方向。

目前，我国的科技期刊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方面，科技界、教育界、医务界乃至公共卫生、应急救治界，可

谓全民都在以SCI和 IF为导向，忽视了不同专业的性质、职能和任务要求，忘记了分类指导和科学评价体系

的建立，给社会医疗卫生事业的全面协调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由此引发的，国内期刊

得不到好的稿源，很多优秀的成果，好数据都只能在英文杂志上看到。这与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地位及

大国崛起的国际形象不相适应。同时，随着数字化出版的迅猛发展，纸质版杂志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

做好纸质版发行的同时，如何建立和完善数字化网络出版，使读者能够更迅速、更便捷地通过网络阅读文献

内容，以适应现代读者群体的需求，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新一届编委会将立足于提高期刊质量和强化期刊特色。期刊质量是刊物的生命线，应坚持针对性地专题组

稿，定向邀稿，与论文高产单位及作者紧密联系，增加邀（组）稿比例，以保证获得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根据我国

公共卫生及疾病预防控制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针对我国疾病谱的不断变化，每年刊出若干期“重点号”。期

刊特色是刊物的灵魂，作为国内流行病学专业权威性期刊，应重点报道本学科的国际前沿工作和研究动态方向，

包括分支、交叉学科及方法学的发展，并关注我国疾病控制的重点问题，重视现场调查研究和高质量研究证据的

产出与评价，注重栏目的实用性和多样性，开辟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栏目。同时，完善网站建设与服务，推进期刊

数字化、国际化，更好地发挥外籍、香港地区编委的作用，加强编辑部团队建设，扩大与兄弟期刊的学习交流。

第七届编委会人数和构成与上届相比有所调整。编委会人数由上届的70人增至98人，其中增选院士1

人，外籍编委2人，香港地区编委1人。副总编人数由上届的6人增至9人，其中3人为连任副总编辑，6人为

新增选副总编辑。第七届编委会成员（不包括外籍、香港地区编委）中，新聘编委47人（49.5%），新聘编委中

有10人为上届通讯编委；在京编委33人（34.7%）。第七届编委会成员中43.2%来自医学院校，40.0%来自疾

控系统，10.5%来自医院；年龄50岁以下者占26.4%。第七届编委会成员中58人（59.2%）为中华预防医学会

流行病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成员。

第七届通讯编委47人，年龄50岁以下者占68.1%，均不超过55岁。其中，新聘通讯编委25人（53.2%），在京

通讯编委14人（29.8%）。通讯编委中17人（36.2%）来自医学院校，25人（53.2%）来自疾控系统。第七届通讯编

委中吸纳了7位分会青年委员会成员，为杂志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保持高质量提供了组织和人力保证。

在这里，我要请第七届全体编委和通讯编委，认真履行填报编委（通讯编委）候选人推荐表时的承诺：在

聘期内，每年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向本刊投稿至少1篇，投稿应保证质量，符合我刊审稿要求。编辑部会

定期统计，量化评价，以作为下届聘任时的参考。新一届全体编委、通讯编委应认真组织推荐本单位及本地

区的优秀论文，吸引更多高质量的稿件投到本刊，有条件的专家可组织重点号文章。同时，真心希望大家积

极参与审稿，并为杂志发展献计献策。尤其请大家关注的是：我们是流行病学杂志，所以国内的流行病学调

查数据发表，特别是一些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要积极争取在本刊发表，我们将为这些论文提供绿色通

道。另外，我们也将为研究生论文的及时发表提供支持，以保证他们按时毕业和拿到学位证书。

总之，新一届编委会将依靠全体编委、通讯编委和编辑部同仁的共同努力，不辱使命，办好我们的专业杂

志，为我国预防医学和流行病学专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使杂志跃上新台阶，成为读者和作者心目中的

精品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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