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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气象与环境学报》创刊２５周年之际，从期刊栏目设置、编辑工作、出版发行、办刊成绩、编辑质量、编排标准
和期刊影响因子、网络传播及编辑现代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回顾；据２９种大气科学（气象学）期刊被引统计数据表明：《气
象与环境学报》２００８年影响因子为１３１３，排序为第１１名；并展望了未来期刊发展方向，按照“核心期刊”的发展思路，要进一步
提高办刊质量，以适应目前文化体制改革方向，更好地发展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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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气象与环境学报》是由辽宁省气象局主管，中

国气象局沈阳大气环境研究所、辽宁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主办的科技期刊，创刊于１９８４年，国内外公开
发行。主要报道气象、大气环境与生态环境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以及有新观点

的综述性文章等，以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繁荣我国

气象与环境科学事业。《气象与环境学报》创刊 ２５
年以来，在主管、主办单位领导及编委会的大力支持

下，现已由原综合性科技期刊发展成为气象与环境

科学领域相结合的学术期刊。《气象与环境学报》在

报道科研成果、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扩大国内外学术

交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养科技人才，加速科学

技术现代化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科

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学术期刊作为反映国家科学技

术创新的窗口，背负着神圣而艰巨的责任［１］。据

２００８年全国新闻出版基本数据统计：２００８年全国出
版期刊９５４９种，其中自然科学类、技术类４７９４种，
期刊间竞争激烈不可避免。质量是期刊的生命，是

学报办刊价值的重要体现［２］，如何在科技期刊市场

化、国际化的进程中立于不败之地，并进一步发展壮

大自己，是每一种科技期刊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

当前在学术期刊面临着如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努

力探索期刊生存发展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２　《气象与环境学报》概况

《气象与环境学报》的前身———《辽宁气象》创刊

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９８４年７月经辽宁省新闻出版局
批准：《辽宁气象》为内部发行，主办单位为辽宁省气

象局，发行单位为辽宁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出版周期

为季刊，每期页码为５６页，彩色四封，微机排版，胶
版印刷。１９８８年６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为
国内发行，１９９０年 ８月被批准为国内外公开发行。
主管单位为辽宁省气象局，主办单位为沈阳区域气

象中心研究所（辽宁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发行对象

为全国气象工作者，农口、部队、民航等部门的科技

人员和有关大专院校师生及气象爱好者。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根据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辽宁气
象》更名为《气象与环境学报》。办刊宗旨变更为：报

道气象、大气环境与生态环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性研究成果以及有新观点

的综述性文章等，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繁荣我国气

象、环境科学事业。出版周期由季刊改为双月刊，每

期页码为７２页，铜版纸（含彩页）印刷。２００５年１２
月，经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码系统中国国家中心

批准，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为：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５０３Ｘ。
２００６年４月，根据新闻出版总署新出报刊［２００６］３１６
号文件，批准《气象与环境学报》主办单位变更为中

国气象局沈阳大气环境研究所、辽宁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共同主办。读者对象为：国内外气象、环境学科

领域内科技工作者和有关科研部门、院校师生。

３　办刊成绩

３１　栏目设置
期刊思路是办刊宗旨的结构化，是落实和贯彻

期刊宗旨的框架［３］。按照办刊宗旨，１９８４—２００５年，
《辽宁气象》先后设立了气象科学与技术、天气、气

候、大气探测、气象通信、卫星遥感、农业气象、应用

气象、人工影响天气、气象影视、微机应用、气象现代

化建设、仪器设备、气象教育、测报园地、气象与各行

业、工作研讨、消息通讯、天气学讲座、译文和科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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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辽河副刊等近４０个栏目。这些栏目的设置既适
应了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又有利于气

象科技成果的迅速传播，也适应了不同层次作者、读

者的需求。

２００６年１月起，《气象与环境学报》根据办刊宗
旨，运行学报出版模式，设立了论文、简报、综述、快

报等５个栏目，并增加了英文摘要和英文目次等条
目。

３２　编辑工作
创刊以来，编辑部陆续建立和健全了各项规章

制度，先后出台制定了报道栏目计划，选题计划和审

稿制度、稿件登记与归档，稿件送审、编辑加工、责任

校对和稿酬标准等。

按照《科技期刊编排标准》，责任编辑认真贯彻

执行期刊出版的政治标准、编辑标准、业务标准、印

刷出版标准等，精心办好每一期期刊，认真编排每一

篇论文；刊登的文章可读性强，语句通顺、精炼、表达

准确，无语病；版式设计合理大方，精选字体字号；公

式、反应式、数据式，数据，插图、表格规范，含义准

确；严格执行“三校一通读”制度，责任到人。从编辑

文字加工、排版校对到出版发行认真执行国家的有

关规定和编排标准。除经常参加各种编辑业务研讨

会、培训和编辑知识竞赛等活动外，还经常与兄弟期

刊切磋编辑业务知识，取长补短，其中心思想就是办

好期刊、办出质量、办出水平，体现本刊的办刊风格

和特色，努力发展为核心期刊。

期刊每年均正常编辑出版发行，从无拖期现象

的发生。从文稿发排、校对、核红到印刷出版发行，

责任编辑始终跟踪各道印刷工序，严把期刊印刷质

量关。每年均顺利通过年度期刊检查，无违规和违

纪现象的发生。

３３　出版发行
出版发行。科学期刊为促进科学研究和文化建

设的发展，为及时报道和传播优秀研究成果提供了

更加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自１９８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９
年１０月，期刊共计出版发行了１０８期，刊登各种稿件
为２９１５篇（其中科技论文稿件占９０％），平均为１１７
篇／年；１９９６年６月至２００５年年未，期刊先后以图片
新闻的形式宣传报道了辽宁各级气象部门的业务现

代化建设和双文明建设。共计刊登四封彩色图片

１０６２幅，平均为５０幅／年（２００６年１月起改为学报
运行模式，新闻图片停发）。刊登文字总数约１２２００
万字，平均每期为１１３万字。

网络发行。随着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互联网

已经基本能够满足知识在全社会的快速传递流通、

大量生产、复制和传递科技信息的需要，它彻底打破

了传统的主要依靠纸制期刊传递科技信息一统天下

的做法［４］。至 ２００７年，《气象与环境学报》已通过
“中国知网”发行到国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

学、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高校，国家图书馆、首

都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图书馆和外交部、国土资源

部等单位和机构；中国港、澳、台地区的香港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央图书馆、台湾

汉学中心、台湾建国科技大学和台湾智慧局等单位

和机构；国外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代顿 ＩＴＳ公司、法
国国防部、日本国会图书馆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等。

稿件统计。１９８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期刊
共收到登记文稿６１１０篇（正式登记稿）；年平均来稿
（含未登记稿）约为３００篇，稿件中包括作者投稿、组
稿、约稿；稿件刊登率为３８８％，稿件平均刊登周期
为３—６个月。

作者群。期刊作者群主要以科技工作者为主。

作者以全国气象、环境科学领域的广大专家、学者、

科技人员和有关大专院校师生为主。自２００６年《辽
宁气象》更名为《气象与环境学报》以来，作者群、读

者群增加很快，稿源也得到了极大丰富，高质量的学

术性、原创性科技论文增加迅速。

３４　领导关怀
辽宁地处我国东北的南大门，天气气候复杂，沈

阳又是全国六大区域气象中心之一（现改为全国八

大区域气象中心，即华北区域气象中心、华东区域气

象中心、华中区域气象中心、华南区域气象中心、西

南区域气象中心、西北区域气象中心、东北区域气象

中心和新疆区域气象中心）。为开创辽宁气象工作

新局面，促进气象事业发展和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辽宁省气象局决定创办《辽宁气象》季
刊，并于同年１２月出版了创刊号［５］。

在主管、主办单位领导的关心下，先后设立了编

委会和编辑部；历届编委会成员全部由省内外有影

响的气象专家、学者和研究员、博导等组成；创刊年

时，选派综合素质优秀的２名同志为责任编辑，１９８６
年又选一年轻同志充实编辑队伍。以后又陆续调整

了办刊人员。２００７年又选调了２名硕士、博士学历
的科技人员入围编辑队伍，为期刊进一步发展提供

了人才保障。

期刊得到历届辽宁省气象局领导的关怀，省局

为编辑部每年划拨专项办刊经费，陆续增加了各种

办公设备和器材，为期刊出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

证。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宣传处、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辽宁省新闻出版局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主

办单位为编辑部提供了良好的办刊条件和工作环

境。责编人员敬业心强，能编能采能写能摄，综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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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好，乐为他人奉献的编辑素质得到了充分发挥。

中国气象局原局长温克刚先后给本刊多次来

信，对期刊的办刊风格和办刊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认为：“《辽宁气象》办刊在政治、业务、编辑、出版、发

行标准方面符合国家要求，办刊质量在辽宁省期刊

界和全国气象期刊界一直排在前列。”他曾明确指

出：“《辽宁气象》成绩的取得，主要靠编辑部同志的

努力，与辽宁省气象局的重视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希望省级气象期刊既不要办成纯学术性的，也不要

办成纯工作交流的，要引导气象期刊办成以气象科

技为主、同时兼顾其他气象工作的综合性刊物，面向

基层台站，使他们的科技成果、业务总结有发表的园

地，全面反映气象工作，宣传好气象部门的成果和传

播好科学技术［５］。”中国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非常关

心期刊的发展，２００６年１月在视察辽宁气象工作时，
对《辽宁气象》更名为《气象与环境学报》表示祝贺，

指出：气象期刊编辑工作很重要，要开阔办刊视野，

扩大期刊影响面，与国际期刊接轨，与时俱进，向核

心期刊方向努力。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也一直关

心期刊的成长，２００６年５月视察中国气象局沈阳大
气环境研究所时，特意到《气象与环境学报》编辑部

看望编辑人员，听取了编辑部负责人的简要工作汇

报，并肯定了期刊今后的办刊方向。２００４年７月至
今，郑国光还欣然担任了《气象与环境学报》编委会

首席顾问。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也始终关心

《气象与环境学报》的创新发展方向，宇如聪出任本

刊编委并为《气象与环境学报》的首次出版发行致贺

辞。中国气象学会秘书长王春乙也十分关心期刊工

作，２００５年末应邀参加了２００５年《气象与环境学报》
编委会议并到会指导。

３５　获奖
自创刊之日起，期刊一直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

突出气象科技期刊特色，紧密结合气象工作的实际，

及时宣传报道气象科技的新理论、新技术、新知识和

新的学术观点的成果，跟踪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所

取得的成就，全面反映气象事业的发展，服务于广大

气象工作者，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注重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广泛传播气象科技信息、促

进气象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受到了广大

读者、作者和气象工作者的欢迎。

自１９８４年创刊以来，取得了显著的办刊成绩：
《辽宁气象》于 １９９２年获“全国优秀气象期刊一等
奖”（同级气象期刊唯一），于 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和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获“辽宁省一级期刊”；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４
年，编辑部被评定为“辽宁省科学技术期刊优秀编辑

部”。另外，１人先后被评为“辽宁省科技期刊十佳

主编”和全国科技期刊编辑最高奖———“金牛奖”。１
人先后于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４年荣获“辽宁省科学技术
期刊优秀编辑”称号［６］。

３６　网络传播与影响力
自１９９９年起，期刊先后成为《中国期刊网》、《中

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

库统计源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等数据库源刊。

影响因子是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影响

因子数据越大，则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

据２００９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统计指
标表明：《气象与环境学报》２００８年影响因子（表１）
为１３１３，比 ２００７年（影响因子 ０６８９）提高了近 １
倍。在全国大气科学（气象学）２９种期刊排序为第
１１名，比２００７年（排序１３名）明显提高。表１表明，
近年《气象与环境学报》在大气科学（气象学）领域的

影响力明显上升，期刊质量提高迅速。

　　据“中国知网”发行传播数据统计报告：２００７年
《气象与环境学报》传播发行机构用户总计为 １３６１
个，分布８个国家和地区；个人读者分布在１２个国家
和地区。自更刊以来，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共刊发各种论文稿３６８篇，其中“基金项目”稿为１９７
篇（国家级“基金项目”稿为１００篇，省市级“基金项
目”稿为９７篇），“基金项目”稿占总刊发稿的５４％；
尤其是 ２００９年，刊发“基金项目稿”已占总发稿的
７９％，原创性论文和优秀论文提高显著。
３７　编辑现代化建设

期刊与北京玛格泰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合

作，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初开通了“稿件采编系统”和“稿
件远程处理系统”、“《气象与环境学报》网站系统”。

目前，网上编辑业务系统正常运行，已实现了在线来

稿、审稿、退修、发稿等网络处理稿件功能，加快了稿

件处理效率和缩短了论文刊登周期。为进一步发挥

远程编辑业务系统效率，引进了“网上过刊数据检索

系统”，于２００９年１月实现了网上过刊、全文数据免
费下载等功能服务，一方面方便了广大作者和读者，

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期刊影响。

３８　评刊反馈
期刊办刊风格和办刊质量受到了广大科技工作

者的普遍欢迎和充分肯定，先后收到来自省内外广

大读者的近百封来信，称期刊：积累气象文化功德无

量，是科技成果的优秀传播者，创刊几年就发展成为

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多次被评为全国和辽宁省

优秀科技期刊当之无愧；期刊内容丰富，重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为传播气象科学技术、宣传双文明建

设、促进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基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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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工作者认为：无论从科技论文深度、科学普及广 度，还是从政策导向等方面都对基层科技人员有现

表１　２００８年２９种大气科学（气象学）期刊被引指标索引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总被引

频次

即年

指标
他引率

引用

刊数

学科影

响指标

学科扩

散指标

被引半

衰期
Ｈ指数

广东气象 ７２１３ ２２０８ ２８２８ ０１５ ８３ ０６６ ２８６ １７６ １８
气象研究与应用 ３７７２ １４０３ ０７１８ ０３８ １１１ ０６９ ３８３ ２６６ ９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２４３４ ４４２ ０４００ ０８５ １４５ ０６６ ５００ ２３０ ９
大气科学 ２４２７ ３０３７ ０４８３ ０８０ ２４６ １００ ８４８ ６７９ １３
气象科学 １８７６ １１４６ ０４１５ ０６４ １６９ ０９３ ５８３ ３８９ ７
高原气象 １８４０ ２９２５ ０１３０ ０６４ ２３１ ０９３ ７９７ ５３７ １１
气象学报 １７５９ ２７８１ ０３８３ ０８８ ２８０ １００ ９６６ ７２３ １３
应用气象学报 １５４４ ２０８５ ０２１８ ０９０ ２９２ ０９７ １００７ ６３６ １０
气象 １４４２ ２６６３ ０３４８ ０８０ ３１３ １００ １０７９ ５３２ ９
热带气象学报 １３３８ １１４０ ００３８ ０６６ １４４ ０９３ ４９７ ５１６ ８
气象与环境学报 １３１３ ４０５ ０１６５ ０５６ １３３ ０４５ ４５９ ２６１ ６
气候与环境研究 １０５６ １０９１ ０６１３ ０８６ ２０３ ０９７ ７００ ５２１ １０
干旱气象 ０９９２ ３９３ ０１２１ ０６８ １２８ ０７９ ４４１ ３９６ ４
气象科技 ０９３５ １０８７ ００６７ ０６９ ２４４ ０９７ ８４１ ３９８ ７
Ａｃｔａ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０６６７ ４９２ ０３３３ ０８３ ７８ ０５５ ２６９ ９８５ ３
暴雨灾害 ０５７７ １８９ ０１０６ ０６３ ６３ ０６６ ２１７ ３９６ 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０５００ ２２４ －　 ０４６ ３０ ０２８ １０３ ５２７ ３
气象与环境科学 ０４９７ ２５３ ００７１ ０５２ ８１ ０５２ ２７９ ２５８ ４
沙漠与绿洲气象 ０２５５ ２４８ ００６０ ０８０ ９５ ０５９ ３２８ ４９２ ５
贵州气象 ０２２０ １７６ ００４２ ０８６ ７０ ０５５ ２４１ ４６４ ４
陕西气象 ０１９０ ２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８４ １０１ ０６９ ３４８ ４８８ ３
高原山地气象研究 ０１８２ １３２ ００１９ ０７４ ７０ ０７６ ２４１ ６５９ ２
山东气象 ０１７４ １８０ ００２２ ０９４ ７７ ０６９ ２６６ ５２０ ４
黑龙江气象 ０１３７ １０６ －　 ０９７ ６７ ０４１ ２３１ ５２２ ３
浙江气象 ０１２９ ７０ ００２１ ０９４ ３９ ０３８ １３４ ５５７ ３
内蒙古气象 ０１２７ ９６ ０００７ ０８０ ５３ ０３８ １８３ ４６７ ３
山西气象 ００６７ ５７ ００１３ ０９３ ４１ ０４８ １４１ ５５９ ２
大气与环境光学学报 － ６３ ００４２ ０８３ ３３ ０１０ １１４ １６３ ３
气象水文装备 － １４ ０００４ ０８６ １１ ０１０ ０３８ ２３３ １

　　注：引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Ｍ］．北京：科学技术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９：８４８５。

实的指导意义。《气象与环境学报》的办刊风格和期

刊编排规范化在气象期刊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４　展望

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措

施。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这标志着中国文化事业发展一个新的春天

的到来。随着《气象与环境学报》的逐步发展，期刊

已走向创新发展阶段。挑战与发展机遇同在，前景

喜人也逼人。责编人员深感责任重大，肩负着期刊

向核心期刊发展的重任和压力，我们要敢于接受挑

战。感到：期刊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读者、作者和编辑

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编委和审稿专家学者的关心

和支持；期刊的创新与发展取决于主管、主办部门领

导的支持和关心，更取决于编委会务实的指导和责

编人员的辛勤工作，卓有成效的工作作风和丰富严

谨的办刊经验和创新意识的再提高，是提高期刊质

量的保障。

创刊２５周年以来，《气象与环境学报》虽然取得
了显著的办刊成绩，但还没有入围“核心期刊”行列，

与兄弟期刊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

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数、基金项目论文率、平均引

文率和高质量、有影响的论文比率还不高；作者读者

地域分布尚需提高，尤其是国外作者来稿还不多；随

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编辑部信息化建设步伐也

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２个主办单位之间的合作、
交流尚需进一步加强与沟通。为将《气象与环境学

报》办成“核心期刊”，任重道远。我们要不断总结办

刊经验和查找不足，努力打造精品期刊。我们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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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按照《期

刊出版管理》规定，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科技期刊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纪法规，始终精心办刊，在期

刊编排标准化方面更加规范化、标准化；编辑部应该

继续邀请编委、专家学者为期刊撰写稿件（约稿），提

升期刊论文质量和影响因子；继续扩大作者、读者、

审者与编辑部之间的交流途径，注意倾听各方面不

同反馈意见和建议，改进编辑工作；基于中国气候研

究计划，针对目前世界气候和气候变化工作报道重

点、热点，积极组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发展和影

响天气评估研究成果等稿件，重视刊发并识别新的

理论研究成果或实用研究成果及原创性研究课题稿

件；稿源质量要更加丰富，作者群体要进一步扩大，

将报道领域深入到气象与环境领域的各个学科；《气

象与环境学报》是我国首家气象与环境领域紧密结

合的学术期刊，要继续突出本刊特色，提高影响力，

在协调两家主办单位和组织精品论文、精选稿件、加

快报道周期和在选题、报道内容及编辑部业务现代

化建设等方面有新的突破。在当前期刊改革与发展

方面，要不断探索一条期刊创新与发展的途径，为繁

荣我国期刊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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