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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 三十年发展 回顾分析 

蒋巧媛，李 锋，李振乾，范盛辉，陈 泉 ，何永艳 

( 薯 毳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桂林541006) 

摘 要 ：介绍了《广西植物》的创办情况，并从八个角度，即：刊物取得各种标识码 ；办刊宗旨和方针、专业分工 

范围、读者对象；获奖、馆藏、收录及进入各类数据库情况；各项指标统计结果 ；植物新分类群的发表；国际发行 

与交换 ；出版育人 ；学术影响力等方面，对刊物三十年发展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 ：《广西植物》三十年 

来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质量不断提高，为植物学界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展 

望未来同时面临着困难、挑战、机遇与希望 ，期刊编辑部应以继续提高期刊质量，实现期刊数字化、网络化为发 

展方向，以立精品期刊 ，创一流刊物为持续发展的目标 ，努力走出去，学习名刊的办刊经验 ，使刊物融人世界学 

术信息大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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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0n thirty-year-development 0f Guihaia 

JIANG Qiao-Yuan，LI Feng，LI Zhen-Qian，FAN Sheng-Hui， 

CHEN Quan，HE Y0ng-Yan 

(Guangxi Imtitute of Botany，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ilin 541006，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founding and publishing situation of Guihaia，and carries on the review analysis to 

30一year-development from eight aspects，e．g．the obtaining of identification codes；the publication objective and the 

policy，the specialized labor division scopes，the readers；the rewarded，the collection，kinds of database abstracted and 

entered；statistical result ofindexes；thepublication ofnew planttaxa；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publica- 

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academic influence and SO on．The results show that：Guihaia made obvious progress in all 

aspects for 30 years，with great unceasing improvement of publishing quality，and made proper contribution tO discove— 

ring and fostering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botany．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under the coexistence of difficulty， 

challenge，opportunity and hope，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should continuously aim at improving the journal quality 

and realizing the journal digitalization and network，integrate the journal in the big circulation of world academic infor- 

marion and finally exhibit it to the world． 

Key words：sci—tech journal；academic quality；academic network；editorial quality；statistical analysis；review 

and prospect 

《广西植物》为植物学综合性的科技学术期刊， 

为了适应和促进我国植物学事业 的繁荣和发展 ，于 

1981年应运而生。3O年来 ，刊物虽经历 了创业的艰 

辛以及印刷、发行等环节的重重困难，但始终一如既 

往 ，由步履蹒跚逐渐成 长壮大走 向成熟。发行量逐 

年有所扩大，社会效益 日益深远。较好地完成了科 

技期刊所应担负的使命，培育扶持了不少中青年作 

者，满足了广大读者及时获得信息 、交流经验 、互相 

学习、共同提高的需求，为推动我国植物学科的持续 

发展已经和正在做出积极的贡献。就此有必要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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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分析 ，以期为认 识和了解 刊物 以及进一步办 

好期刊提供参考。 

1 创刊始末 

《广西植物》的前身为《植物研究通讯》，1974年 

由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李树刚先生等倡议在广西植物 

研究所创办。1975～1976年为 内部刊物，元 刊号 ， 

每年出刊 2期，不定期 出版；1977～1978年改为季 

刊，每年出刊 4期，l6开本 ，每期页码 30～5O页，印 

2 300份，铅印，内部发送交流。1979年停刊整顿。 

随着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我国科技界 

进入了发展的春天，科研成果和论文大量涌现 ，而在 

当时全国的植物学刊物寥寥无几。为了适应形势的 

需要 ，广西植物研究所主办 的《植物研究通讯》继续 

编印，并从 1980年第 1期起更 名为《广西植物 》，由 

广西植物学会和广西植物研究所共 同主办 ，当年共 

出刊 4期 ，其中 3～4期合刊，封面上“广西植物”四 

个字是当年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黄云副主席题 

赠。1980年 9月广西区人 民政府文件“关 于《邕江》 

《金田》等刊物发行问题的批 复”(桂政 函(8O)第 51 

号)同意区植物研究所的《广西植物》刊物在 国内发 

行。1980年 1O月 ，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出版事业管 

理局进行刊物出版登记 ，并取得刊物登记证，登记号 

码 ：(8O)桂刊公发字第 027号。1980年 11月，在广 

西壮族 自治区邮电管理局报刊处登记 ，发行局 ：桂林 

市邮电局，发行范围：国内。1980年 l2月在桂林召 

开的植物学会理事会议确定第一届《广西植物》编委 

人员名单为：钟济新，李树刚，梁畴芬，周百嘉，罗迪 

光，方鼎，李治基，张家馨，梁诗炎，曾定之，周良才， 

徐位坤 。 

1975年以来是创办《广西植物》的前奏曲。 

l980年《广西植物》开始入场，第 3、4期合刊，编辑 

部成立并与桂刊公发字号登上版权页。1981年《广 

西植物》第 l卷第 1期正式创刊 ，季刊，逢三、六、九 、 

十二月定期 出版 ，由桂林市邮电局 向全国发行，邮发 

代号 48—43。为了便于对外交流，从第 l卷第 4期起 

加上外文刊名“Guihaia”和英文 目录。用“Guihaia” 

作为外文刊名，是取 自“桂海”的汉语拼音，并予拉丁 

化缀以“a”字尾而成 。“桂海”一词，较早出现在我国 

南朝梁文学家江淹的<杂体诗 --袁太尉>：“文轸薄 

桂海”诗句中。本刊采用 书写简便 的“Guihaia"为外 

文刊名，仅为学术交流时，在外文文献上便于引用而 

已。《广西植物》的公开发行 ，突出了广西的独特风 

格 ，有利于开发利用广西丰富的植物资源，成为植物 

学界的喜讯 ，当年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肖顺 

昌同志来信 ：“《广西植物 》由内部刊物转为公开发 

行，这是植物学界的一大喜讯 ，对我国植物学研究工 

作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从这一年起 ，《广西植物》从 

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我国中青年植物学工作者成长的 

摇篮，并开始了与中国植物学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 

历程 。 

2 三十年成果 

3O年来，刊物有了较大的变化和进步，分述如下： 

2．1从取得的各种标识码反映出刊物的进步 

1975~1978年为内部刊物，无 刊号，不定期 出 

刊；1980年取得桂政批准文(文号 51)和桂刊登记证 

((证号 027)，元外文刊名 ；1981年国内公开发行(代 

号 48—43)，从第 1卷第 4期起加上外文刊名和英文 

目录；1982年加上英文题 目、卷末附中英文总 目次 

索引和拉丁学名索引；1983年取得桂宣批准文(文 

号 178)；1984年加上中英文摘要 、中英文关键词、英 

文表题和图题、英文版权栏；1985年取得广西报刊 

登记证(证号 257)；l986年国内、外公开发行 ；1988 

年取得 CN号(45—1134)，国家新 闻出版署汇同广西 

新闻 出 版 局 核 发 ；1989年 取 得 ISSN 号 (1000— 

3 1 4 2)，由 Internationa1 Standard Serial Number，巴 

黎 ISSN 中 心 颁 发 ；l994 年 取 得 CODEN 号 

(GUZHEI)，美国化学文摘社国际 CODEN中心颁 

发；1994年还取得期刊 出版条形码 ，由国家新 闻出 

版署条码中心审发。发行范围从 国内发行一 国内、 

外公开发行；刊期为季刊；出版形式从不定期一定期 

出刊。 

2．2从办刊宗旨和方针、专业分工范围、读者对象等 

看刊物的变化 

内部发行期间 ：主要刊载本所的科研成果、研究 

项目进展情况、研究论文及 国外新成果 、新技术和科 

研动态等。在全国有关省、市的植物研究单位、农、 

林、医、大专院校、图书馆、科技情报部门等单位进行 

发送交流，旨在内部交流经验 、供科技人员参考利用。 

国内公开发行期间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学术交流及科学 

发展 ，为加速实现 四个现代化服务。主要刊登植物 

分类 、植物生态、地植物、植物化学 、植物生理、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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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 、植物形态解剖、植 物细胞 、植物引种 驯化及经 

济植物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调查报告、新技 

术介绍、文献综述等。读者对象为农 、林 、医、工等科 

技工作者及中、高等院校师生。 

国内、国外公开发行期间 ：提倡的办刊总 目标为 

立足地方、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办刊特色是刊登原 

创学术论文 ，报道前沿科技成果 ，涵盖植物学各个领 

域，关注重点热点问题 ，鼓励学术观点争 鸣，信息量 

大、实用性强、编辑严谨。设置的主要栏 目有植物分 

类学、系统演化植物学 、植物生态学、生物地理学、植 

物生理学 、分子生物学 、植 物细胞学 、植物遗传工程 

学、植物生物化学、化学生物学 、民族植物学、生物多 

样性保护、环境生物学 、植物病理学等。报道的内容 

为植物学各领域具有创造性 的原始研究论文 、新发 

现、新技术、新方法和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成果快 

报，以及有新观点的国际植物学研究 前沿动态的综 

述性文章等。主要读者对象为国内外从事植物学各 

领域及其分支学科研究的科研人员，高等学校、大中 

专院校师生 ，以及从 事相关学科包括农 、林 、牧、医 

药、轻工、水产和环保等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办刊宗 

旨和方针是坚持“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出版方针 ，坚持社会效益第一 ， 

及时宣传报道我国植物学研究最新的动态和科技成 

果，为理论创新服务 ，为 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以期刊 

为阵地 ，提高办刊水平，引导学科发 展，促进 国内外 

学术交流，使之成为与读者沟通的桥梁 、学术争鸣与 

交流的舞台。 

2．3获奖、馆藏、收录及进入各类数据库情况 

《广西植 物》1996、2000、2004、2008年被 国家 

《中文核心期刊要 目总览》收录，并连续四届人选“国 

家中文核心期刊”“中国 自然科学核心期 刊”(第二 、 

第三 、第四、第五版)；据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影 

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均进入 中国科技期刊 500强 ； 

首批人选为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核心库 

期刊”，据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核心库)，影响 因子 

和总被引频次均进入中国科技期 刊 300强 ；2001年 

人选为中国期 刊方阵“双效期刊”；2004、2006、2008 

年被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 源期刊”收录， 

并连续三届人选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2001年荣 

获 中国学术期刊《CAJ-CD规 范》执行 优秀奖；2007 

年被评为中国精品科技期 刊，获中国科协精品科技 

期刊工程项 目资助 ；2001、2005、2007年连续三届荣 

获第 四、第五、第六届“广西十佳科技期刊奖”。 

国内收录情况 ：刊物被北京图书馆、中国版本 图 

书馆 、广西区图书馆、桂林图书馆等全国性大图书馆 

和省(自治区)、市的图书馆相 中并 收藏使用 。先后 

被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文核心期刊要 

目总览》、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论文 与引文数据库 

(CSTPCD)”、中国知识 资源总库“中国科技期 刊精 

品数据库”、中国核心期 刊(遴选 )数据库 、CNKI“中 

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CAJCED)”、中国生物 

学文献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SWIC)、《中国 

生物学文摘》、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球中文电子刊数据库 
一 思博网(CEPS)等重要数据库和权威性文摘期刊 

作为核心期刊或统计源期刊所收录。此外还被选入 

国家情报机关所编纂 《中文科技资料 目录》《全国报 

刊索引(I4技版)》等。 

国际收 录情况 ：刊 物先后 被美 国《化学文摘》 

(CA)、美国《剑桥科学文摘 ：自然科学》(CSA：NS)、 

俄罗斯《文摘杂志》(AJ)、日本《科学技术文献速报》 

(JST)、英 国《邱园索引))(Index Kewensis)、英 国《国 

际农业与生物科学研究中心文摘》(CABI)、美国《乌 

利希国际期 刊指南 》(UIPD)、波 兰《哥 白尼索 引》 

(IC)、美国《柯尔比科学文化信息 中心》(CICSC)等 

著名数据库和权威检索机构所收录。 

2．4从各项指标统计结果显示出刊物的进步 

3O年来共编辑 出版发行 3O卷 146期(含增刊 

(专集)8期)，共收到来稿 8 581篇 ，共刊出研究论文 

2 735篇 ，总 页码 为 14 456页，约 24 319 808字符 

(总页码 7 732×1 500字 +6 724×1 892字)，刊载 

各种植物插图、图版总数 4 852幅 ，其 中彩色图版 28 

版(表 1)。从 表 1看 出，自 2002年改为双月刊后， 

来稿的数量增长较快，其中 2o10年，来稿总篇数为 

1981年的 1O倍、1990年的 6倍 、2000年的 2．1倍 ； 

刊出文章 总篇数为 1981年 的 3．36倍 、1990年的 

2．33倍 、2000年的 2．4倍 ；总页码数为 1981年的 4 

倍、1990年的 2．4倍 、2000年的 2．3倍 ；插图、图版 

总数为 1981年 的 5．1倍 、1990年的 4．34倍 、2000 

年的 5．2倍。稿件 的发 表率 1981年为 75．8％， 

2010年为 25．5 oA。 

2．5植物新分类群 的发表 ，为植物学界做出了重要 

贡献 

植物新属、新种等新分类群的发现及命名必须 

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才是有效发表 ，才能得到 

植物学界 的认可。广西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种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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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据不完全统计 ，3O年来 ，《广西植物 》共发表新 

属 、新种等植物新分类群共 900多个 ，发表的所有新 

属、新种等植物新分类群被世界权威刊物英国《邱园 

索引》(Index Kewensis)所收录，得到了国际上的认 

可，为植物学界做 出了较大贡献。如我 国著名植物 

学家李树刚先生发现的新种“甜茶”，是一种含甜味 

素的植物，其甜度 比蔗糖高 300倍 ，并且不含热量 ， 

适于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食用，发表 舌曾引起社会 

的广泛关注，甜茶因此成为山区群众致富的资源。 

此外 ，我国的植物学家和植物学科技工作者在本刊 

上发表的苦苣苔科、山茶科、樟科、豆科、菊科、木犀 

科、葫芦科、毛莨科 、猕猴桃属 、罗汉果属、蜘蛛抱蛋 

属、八角属、红树林植物、穿心莲属、马兜铃属、八角 

莲属、楼梯草属 、姜花属、姜黄属、黄苓属等一系列的 

表 1 《广西植物》三十年来各项指标统计结果 

Table 1 Statistical result of indexes of Guihaia in the past 30 years 

注：增刊共8期不列入具体统计。 

新属、新种植物，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以及较高的科 

研和观赏价值，对我国植物资源的持续利用与保护 

具有重要意义 。 

2．6刊物的海外发行 、国际交换显示其效益 

《广西植物》通过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向海 

外发行 。30年来已同 3O多个 国家和地 区有发行或 

交换关系，最多时达 37种 330本，文种有西文、日 

文、俄文等，所交换的期刊包括：植物研究杂志(日)、 

阿诺德植物园杂志、分类植物杂志、邱园杂志、系统 

植物学、英国皇家植物园通报、剑桥哲学学会生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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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英 国爱丁堡植物园通讯、高等植物分类 资料 (俄 

文)、天然药材研究杂志 、园艺科学杂志(资版)、植物 

分类学、美国蕨类植物杂志等 。通过海外发行和国 

际交换产生了较好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体现 了 

刊物的自身价值 。国内的出访学者看到，在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等 国家 的国家 自然博物馆以及大学的 

图书馆、研究单位内，《广西植 物》被按卷装订、整 齐 

地陈列在书架上 ，而且还有单位主动提出交换 目录 

或来函索取 ，购置全套过刊 ，力求补齐 ，从而扩大 了 

刊物的国际影响 ；国外单位 回赠 自己的刊物 、书籍 、 

不定期出版物以及复份收藏品等 ，增进 了国际同行 

间的联系与合作 。 

2．7三十年出版育人桃李满天下 

出版育人也即人才的培养 问题 ，刊物是教学、科 

研、科技人员学术争鸣的园地，自从其应运而生的那 

天起 ，就肩负着培养人才 的重任。通过期刊的编辑 

出版活动 ，培养与发现人才 ，是期刊编辑义不容辞的 

责任 。科研人员在研究实践 中产生 的新成果 、新观 

点、新技术等要公诸于世 ，最佳的方法就是通过论文 

的形式发表 ，因此 ，科学研究与发表成为了整个科研 

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仅有研究，没有发 

表，再好的科研成果也不能为人们所学 习利用，也就 

毫无价值可言，而学术出版若元科研活动作后盾，那 

此类出版只能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广西植物》 

30年来，稿源不断丰富，作者队伍不断扩大和优化， 

来稿作者涉及的范围从 国内到国外 。通过编辑人员 

将大量的稿件通过 出版前的一系列如初审、二审、退 

修、三审、再修等貌似简单，但实际上却是严密思维、 

反复推敲的编辑过程来实现对人才的发现与培养， 

挖掘、扶植了一批优秀的作者群体，较好地完成了这 
一 使命 ，同时论文的发表 ，对科技人员 的职称评定， 

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人梯”作用(蒋 巧媛等 ，1998)。 

2．8从影响因子等指标看刊物的学术影响力 

2008年笔者 曾在本刊 上发表 一篇题 为《基 于 

CJCR和 CAJCCR的《广西植物》学术影响力分析》 

的文章，根据综合学术指标的统计结果分析表明，本 

刊近年来的各项指标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影响因 

子总体趋势逐年上升 ，总被引频次呈明显递增 的趋 

势(蒋巧媛等，2008)。人编万方数据网络期刊 2009 

年本刊的五年影 响因子 为 0．952；入编中 国学术期 

刊综合评价数据库影响因子 由 2002年的 0．298提 

高到 0．775，总被引频次由 260提高到 1418，5年影 

响因子为 0．930。据 CJCR，影响因子 由 0．179提高 

到 0．581，总被 引频次 由 191提高到 1 008，均进人 

中国科技期刊 500强排行榜 。据 中国知 网，本 刊全 

文网络传播影响力也在快速提升 ，机构用户达 3174 

个 ，分布 9个国家和地 区，个人读者分布在 22个国 

家和地区，影响范围覆盖亚洲 、北美洲、欧洲 ，延伸至 

大洋洲，国内覆盖 34个省市或地区(包括中国台湾、 

香港 、澳f-1)。作者、读者 、编委群体不断扩大，并逐 

渐国际化。基本上形成 了“知名度提高一稿件增多 

一质量越高一知名度越高”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3 继往开来 

21世纪是出版现代化、传导电子化、交流国际 

化的崭新世纪，随着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飞速发 

展，期刊数字化、网络化出版 以及 电子期刊的出版即 

将来 临 (梁 光 铁，1997)。本 刊虽 已先 后 加 入 了 

CNKI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方数据 

资源系统及 CEPS(台)等 ，可及 时查 阅本刊最新 出 

版的数据 ，并在以上 网站 中设有本刊 自己的独立 网 

页 ，而且本刊编辑部建立 了在线投稿 、稿件查询、专 

家在线审稿 以及编辑在线采编 的中英文网络系统， 

开通了《广西植物》独立网站(http：／／journa1．gxzw． 

gxib．cn)，为作者、读者和专家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 

的网上平台，这为刊物努力向世界出发打下了基础。 

但是，随着期刊业的迅速发展，期刊间的竞争越来越 

激烈，因此，展望未来又同时面临了更大的困难和挑 

战。期刊编辑部必须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加强学术 

审稿，严把各个环节的质量关；解放思想、更新办刊 

理念，提高编辑综合素质；善于发掘扶持新的优秀作 

者，培育壮大作者队伍；继续努力，精益求精，不能有 

丝毫松懈的情绪，才能使刊物迈上新台阶，不辜负广 

大读者 以及始终支持并为我刊成长做出奉献的学者 

们的期望。 

回顾 3o年走过的历程 ，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 

和重视以及广大作者 、读者的爱护和大力支持，通过 

各届编委专家、审稿专家和众多热心专家以及各届 

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 ，精心浇灌，使本刊成为了植物 

学科技工作者交流经验、学术争鸣的主要园地和良 

师益友。在创刊 3O周年之际进行 回顾性分析是为 

了继往开来 ，能继续得到各界专家和读者朋友们的 

支持、关心，随时不吝提出指导建议和批评改进意 

见，并热爱及运用这块来之不易的园地 ，发表科学观 

(下转第 741页 Continue on page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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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Herb=草本，Tree=木本，Shrub=灌木，Vine=藤本；带*号为1994年种植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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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与研究成果 ，进一步促进 我国植物学事业的繁荣 

昌盛 ，并由此推动刊物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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