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庆祝《中国有色金属学报》创刊 20 周年 

 

主编 黄伯云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是在我国有色金属工业快速发展，国际、

国内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需求日益增长的大好形势下，在原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

公司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在陈新民、陈国达、王淀佐、陈家镛、刘业翔等院士和

知名学者的积极倡导下，于 1991 年 10 月创刊的,由中国有色金属学会主办、中

南大学承办的高水平、综合性学术期刊。 

我们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为主题庆祝《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

版创刊 20 周年，清楚地表明了编辑部全体同志以学报作平台，探索自然奥秘，

追求科学真理，实现人生理想的信心和勇气。在 20 年的办刊历程中，历任编辑

部负责人和全体同仁积极思考，大胆创新，通过中、英文版内容分离，增加印张

数，改小十六开为大十六开、改季刊为双月刊、改双月刊为月刊出版等措施扩大

出版规模，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网络建设和数字化出版进程，从而使两刊

在创刊 20 年后，由名不见经传的小刊发展成为名刊、大刊，跻身材料、冶金、

金属学类期刊先进行列。 

 

一、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在《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 20 年的办刊历程中，编辑部做出了多

项重要决定，采取了多项重要措施，对其快速、健康和持续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

要的推动作用，充分体现了编辑部同志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开拓进取、争创一

流的精神： 

第一，1992 年初，编辑部以王淀佐院士的名义，就英文版收录事宜致信各

大国际著名检索机构，请其对英文版的学术水平进行评估并希望收录英文版；由

于英文版的报道特色和办刊水平，各检索系统纷纷回信表示愿意收录本刊，至

1994 年 6 月，英文版已被 SCI 和 Ei 等六大国际著名检索系统收录，开始产生国

际影响，投稿数量快速增长。 

第二，1991 年中、英文版创刊时定位为姊妹刊物，刊载的内容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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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面向国内读者，英文版面向国外读者。但由于高质量来稿快速增长，中、

英文发表相同内容的办刊模式已不能满足作者的发文需求和读者的阅读需求，编

辑部决定中、英文版内容逐步分开，至 1995 年底完全分开，中、英文版学报成

为两个报道题材一致但内容已完全不同的学报，信息量比创刊时增长 1倍以上，

学报信息总量进入第一个稳步发展阶段。1996 年起，中文版开始补充英文摘要

并寄送给各大国际著名检索系统。 

第三，2000 年，为了增加学报的报道容量，扩大学报的办刊规模，缩短论

文发表周期，提高学报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编辑部在人员和资金都十分紧张的情

况下，仍然决定将中、英文版同时由季刊改为双月刊，由小十六开本改为大十六

开本，信息量再次增长 1倍以上，出版周期大幅度缩短。 

第四，1996 年-2001 年，编辑部与美国阿莱顿公司合作，在全球发行英文版，

每期 300 本，极大地提高了英文版在国际上的显示度；2006 年至今，编辑部与

荷兰爱思唯尔公司合作出版英文版电子版，在其网络平台上发布英文版全文，方

便全球读者查阅本刊信息，极大地提高了英文版的全文下载量，英文版国际影响

大幅度上升，国际来稿数量快速增长。 

第五，1996 年，编辑部自筹经费，建立学报网站，发布论文摘要和本刊信

息；2007 年，建成界面友好、功能齐全、内容丰富的中文网站和英文网站，全

面使用网络投稿、审稿和处理稿件，作者、审稿专家和编辑的工作效率大幅度提

高，并节约了大量邮寄费；完成创刊以来全部论文的上网工作并实行开放获取， 

极大地方便了读者获取本刊信息。 

第六，从 2004 年起，中文版改为月刊，中、英文版信息总量比改月刊前扩

大 15%，学报信息总量进入第二个稳步发展阶段。2010 年英文版改为月刊，成为

国内材料科学与冶金工程领域的第一个月刊，学报进入第一个高水平快速发展阶

段，论文国际化取得新的突破。 

 

二、特色鲜明，重点突出 

总结《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创刊 20 年来的办刊经验，我们一贯

秉承特色发展思路，突出报道重点。《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始终坚持

以加强学术交流、繁荣科学技术、促进我国有色金属工业的发展为己任，服务国

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战略规划；密切关注和配合有色金属及相关领域前沿学

科交叉的发展需求，通过在该学科范围内深入和全面的服务，集成有色金属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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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家优势和信息优势，依靠明确的有色金属学科定位，在满足学科专业创新发

展需求的基础上，凸显刊物的特色优势。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既重视基础研究，刊登理论性强、学术水

平高、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论文，又关注成果转化，刊登应用开发性研究的优秀论

文；重点报道有色金属材料科学与冶金工程领域的原创性研究成果，特别是有色

金属材料科学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报道铝、镁合金新材料，稀有与

稀土金属材料，相图与计算材料学，材料组织与结构表征，材料腐蚀、疲劳与断

裂行为等方面的重要研究与开发进展，将材料领域新的研究方向、新的制备与加

工技术、新一代高技术新材料的研究成果提供给广大读者，为相关研究人员与研

究机构提供学术交流和互动的高层次平台。 

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的学术影响，更好地服务

国家科技战略发展规划，在报道传统有色金属材料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将密切

注意新材料技术向材料的结构功能复合化、功能材料智能化、材料与器件集成化、

制备和使用过程绿色化发展的趋势，加强纳米科学技术、智能材料与结构技术、

高温超导技术、高效能源材料技术等领域的报道深度和广度；重点报道材料设计

与制备的新原理与新方法，包括基础材料改性优化的理论基础、相变和组织控制

机制、复合强韧化原理，新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人工结构化和小尺度化、多功

能集成化等物理新机制、新效应和新材料设计，材料制备新原理、新工艺及结构，

性能表征新原理，材料服役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性能流变、失效机制及寿命预测

原理等。 

 

三、快速发展，成绩斐然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经过 20 年健康、快速和持续的发展，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是《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

分析数据库》和《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的来源期刊；已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美国《工程索引》、美国《化学文摘》、英国《科学文摘》、日本《科学技术文献

速报》、俄罗斯《文摘杂志》、美国《金属文摘》等国际著名检索系统收录；是国

内《中国学术期刊文摘》、《中国冶金文摘》、《中国化学化工文摘》、《中国物理文

摘》等著名文摘系统和《中国学术期刊网》、《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维普中国科

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全文电子数据库的来源期刊。 

《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曾先后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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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双百期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优秀科技期刊”、“优秀期刊学术

论文”，中国期刊协会“新中国 60 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

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学会“有色金属

行业优秀科技期刊”、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十佳自然科学期刊”、湖南省出版协会

“首届湖湘优秀出版物（期刊）一等奖”等多种荣誉和奖励。《中国有色金属学

报》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连续 10 年在同类科技期刊中均居第 1位，2010 年总

分综合排名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1946 种核心版统计源期刊中居第 4位。 

综观《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创刊 20 年来取得的不平凡的办刊成

就，结合其出版发展状况，我们认为，《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稿源丰

富，年载文量大，出版周期短，学术水平高，期刊评价指标持续增长，期刊知名

度和影响力稳步提升，在材料科学与冶金工程领域已获得读者、作者和审稿专家

的广泛认可，并形成良好的规模效应与品牌效应。 

 

四、追求卓越，任重道远 

展望《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的美好未来，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追

求卓越依然任重道远。当今世界科技期刊的发展呈现出版数字化、内容专业化等

趋势，科技期刊对于稿源和读者的竞争已经超越了国界和语言，竞争态势日趋激

烈。为了把《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办成科技工作者喜爱、拥有较高知

名度和信任度的可持续发展的品牌期刊，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努力把握科技期刊的

发展趋势，认真研究科技期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影响科技期刊发展的主要因

素，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论文学术质量，找到最适宜本刊的发展模式。为此，我

们将进一步明确《中国有色金属学报》中、英文版的目标和定位，强化创新意识

和竞争意识，始终把读者的需求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一如继往地依靠高水平

的作者队伍和审稿专家队伍，着力培养高素质的编辑团队，切实抓好组稿、审稿

和编校三个环节，坚持以国家目标为导向、以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科技创新为原

则组织选题，办出特色，使之成为材料科学与冶金工程领域，特别是有色金属材

料科学与冶金工程领域的领衔期刊，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