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Chinese Physics C

◆ 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现代物理知识》



迎来了科技期刊发展的春天
✓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

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
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15个文件，其中《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文件的出
台，开启中国科技期刊的新纪元

✓ 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
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
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

✓ 要办好一流学术期刊和各类学术平台，加强国内国际学术交流

---202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
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来源：杨保华,学术期刊可持续发展研讨会暨
第12届ScholarOne中国用户年会



科技期刊自问世以来：
展示创新成果、推动学术交流、传播科学文化、传承科技进步的重要载体
记录科学发现与激发创新思想的主战场
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更是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

科技期刊不是孤立存在的，应该成为科技创新的载体，活跃的学术交流平台，
需要深入融入学术生态团，形成学术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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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HEP）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IMP）

中国物理学会（CPS）

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院（CAS）

出版单位：

科学出版社（CSPM）

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IOPP）

1999/01
中文刊过渡到英文刊

2008/01
正式转为英文刊

1977/01
创刊

Chinese Physics C  （CPC）
1977年创办，月刊，高能物理分会会刊。我国高能物理与核物理学界投稿最集中的刊物，是反映
我国高能物理与核物理领域的前沿发展和成果最权威的杂志之一。全球超过3000家机构订阅。

http://cpc.ihep.ac.cn/



CPC History

Since 1977
Editor-in-chief：Yifang Wang

左起：朱洪元、冼鼎昌、马基茂、郑志鹏、王贻芳



Editorial BoardCPC

Caidian Lv
Associate EIC

IHEP

Particles & Fields，Theory

Haibo Li
Associate EIC

IHEP

Particles & Fields，Experiment

Wei Zuo

Associate EIC

IMP

Nuclear  Physics，Theory

Xiaohong Zhou

Associate EIC

IMP

Nuclear   Physics，Experiment

主编：王贻芳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俄罗斯
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实验
领域领军人物
2014年，潘诺夫斯基实验粒子物理学奖
2015年，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和第20届“日经亚洲奖”
科学技术奖
2017年，布鲁诺·庞蒂科夫奖
2019年，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
大亚湾实验方案的主要提出者，提出并领导了江门中微
子实验。领导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新的北京谱仪的
设计、建造及前期的研究

Yifang Wang
Editor-in-Chief
IHEP



学科编委组成 57人

中国

充分发挥编委职责采用编委送审制度

主编终审 （副主编负责相应学科稿件终审）

编委决定 （根据专家审稿意见做出审稿决定）

专家外审 （审稿专家库2000余人，国际审稿人占比37%）

编委初审 （编委负责稿件学术质量初审，送审稿专家）

编辑部初审 (编辑部负责稿件格式、范围等初审工作)

来自于33个不同的学术机构

国际编委占比1/3
IHEP



CPC Aims & Scopes

Particle physics

Nuclear physics
Particle and nuclear

Astrophysics

Cosmology



Chinese Physics C  办刊举措
⚫ 发挥主办单位国际化综合性研究基地的优势，加强对国际大型合作组和大科学装

置研究成果的组约稿件工作，提升期刊学术指标

No. Collaboration 2019 2020 2021 Total1 
1 LHAASO Collaboration 1 1 3 5
2 BESIII Collaboration 2 1 1 4
3 PandaX-II Collaboration 1 1 1 3
4 CLQCD Collaboration 1 1 2
5 CSNS Collaboration 1 1 2
6 Daya Bay Collaboration 2 2
7 LHCb Collaboration 1 1 2
8 STAR Collaboration 1 1 2
9 Back-n Collaboration 1 1
10 Belle II collaboration 1 1
11 JNE Collaboration 1 1
12 JUNO Collaboration 1 1
13 LP3 Collaboration 1 1
14 ᵡQCD Collaboration 1 1

Total2 6 8 14 28



No. Collabor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Title Time

1 LHAASO Collaboration Yin,Liqiao
The expectation of cosmic ray proton and helium energy spectrum below 4

PeV measured by LHAASO
2019

2 LHAASO Collaboration Guo, Ying-Ying
Prospects for a Multi-TeV Gamma-ray Sky Survey with the LHAASO Water

Cherenkov Detector Array
2020

3 LHAASO Collaboration Liu,Jiali
Geometrical reconstruction of fluorescence events observed by LHAASO

experiment
2021

4 LHAASO Collaboration Chen, Song-Zhan Observation of the Crab Nebula with LHAASO-KM2A− a performance study 2021

5 LHAASO Collaboration ZHA, Min
Performance of LHAASO-WCDA and Observation of the Crab Nebula as a

Standard Candle
2021

6 BESIII Collaboration Lyu,Xiao-Rui Evidence for the decays of Λc+→Σ+η and and Σ+η' 2019

7 BESIII Collaboration Lyu,Xiao-Rui
Observation of e+e- → Ds+ D(*)0 K- and study of the wave Ds 

mesons
2019

8 BESIII Collaboration Lyu,Xiao-Rui Future Physics Programme of BESIII 2020

9 BESIII Collaboration Xu,Guofa Study of BESIII triggerefficiencies with the 2018 J/ψ data 2021

Chinese Physics C 办刊举措



10 PandaX-II Collaboration Han, Ke
Searching for Neutrino-less Double Beta Decay of 136Xe with PandaX-II

Liquid Xenon Detector
2019

11 PandaX-II Collaboration Chen， Xun Results of dark matter search using the full PandaX-II exposure 2020

12 PandaX-II Collaboration Yan, Binbin
Determination of responses of liquid xenon to low energy electron 2 and

nuclear recoils using the PandaX-II detector
2021

13 CLQCD Collaboration Liu, Chuan
A coupled-channel lattice study on the resonance-like structure

$Z_c(3900)$
2019

14 CLQCD Collaboration Li，Ning
Lattice study of two-photon decay widths for scalar and pseudo-scalar
charmonium

2020

15 CSNS Collaboration Zhang, Guo-Hui

Measurement of the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s and angle-integrated

cross sections of the 6Li(n, t)4He reaction from 1.0 eV to 3.0 MeV at
the CSNS Back-n white neutron source

2020

16 CSNS Collaboration Zhang, Guo-Hui
Measurement of 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s of the neutron-induced
deuteron production reactions on carbon from 25 to 52 MeV

2021

17 Daya Bay Collaboration Guo, Lei
Search For Electron-Antineutrinos Associated With 2 Gravitational-Wave

Events GW150914, GW151012, GW151226, 3 GW170104, GW170608, GW170814,
and GW170817 at Daya Bay

2021

18 Daya Bay Collaboration Hu, Jianrun
Antineutrino Energy Spectrum Unfolding Based on the Daya Bay
Measurement and Its Application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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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LHCb Collaboration Qin, Jiajia Measurement of Ξcc++ production in pp collisions at √s = 13 TeV 2020

20 LHCb Collaboration Hu, Wenhua Search for the rare decay B0 → J/ψφ 2021

21 Back-n Collaboration Tang, Jingyu
First years’ neutron-induced cross-section measurements at the CSNS

Back-n white neutron source
2021

22 Belle II collaboration Zhou， Xing-Yu
Measurement of the integrated luminosity of the Phase 2 data of the

Belle II experiment
2020

23 JNE Collaboration Guo, Ziyi Muon Flux Measurement at China Jinping Underground Laboratory 2021

24 JUNO Collaboration Wen，Liangjian
Feasibility and physics potential of detecting 8B solar neutrinos at

JUNO
2021

25 LP3 Collaboration Zhang,Jianhui Symmetry Properties of Nonlocal Quark Bilinear Operators on a Lattice 2019

26 STAR Collaboration Jiang，Kun
Measurement of away-side broadening with self-subtraction of flow in

Au+Au collisions at sNN−−−−√=200sNN=200 GeV
2020

27 STAR Collaboration Wang, Fuqiang
Measurements of Dihadron Correlations Relative to the Event Plane in

Au+Au Collisions at √ sNN = 200 GeV
2021

28 ᵡQCD Collaboration Liu, Zhaofeng Charmed and φ meson decay constants from 2+1-flavor lattice QCD 2021

Chinese Physics C  办刊举措



Chinese Physics C  办刊举措
◼ 期刊在老一辈科学家鼎力支持和关怀下发展，李政道先生于2006、2008、2010

年在期刊上刊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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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取出版更多本学科重要学术专刊的机会，扩大期刊知名度，吸引高质量文章，
落实专刊出版工作

2020年第4期出版“Future Physics Programme of BESIII”专刊

2021年第3期出版《原子质量评估AME2020》专刊

LHAASO 的Science Book专刊预计2021年9月会提交发表

Chinese Physics C  办刊举措

期待ing
每年都有有影响
力的成果专刊在
CPC上发表！



◼ 2013年加入了国际粒子物理期刊开放出版联盟（SCOAP3），有力促进
了全球高能物理领域学术成果的开放交流与共享。

Chinese Physics C  办刊举措

◼ 不需要科学家个人或单位支付费用，减轻了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负担，提高了
相应经费支持发表学术论文的效率。（IOPP开放获取OA 2070英镑/篇）

2018-2020年开放获取论文占比分别
为41.8%、42.7%、40.5%

SCOAP3（Sponsoring Consortium for Open 
Access Publishing in Particle Physics，高能
物理开放获取出版资助联盟）致力于将高能物理领
域（High Energy Physics，HEP）的核心论文转
换为作者无需付费、而读者可免费使用的开放出版
形式。目前全球已有44个国家的3000多个主要资
助机构、研究机构、图书馆和3个政府间组织共同
参与到该联盟中。

◼ 得益于高能物理分会和高能所的推动，我国在国际上参与新型科技文献保障模
式的规则制定和服务组织，探索和实践开放获取机制下的新型国家科技信息资
源保障体系模式。



Chinese Physics C  办刊举措

⚫ 2020年推动IOPP实现了文章单篇
发表，24小时分配DOI号，加快出
版进程（按月整期发表），确保研
究成果可以在第一时间发布并被引
用。进一步提升文章国际影响力

⚫ 2020年以封面文章等形式对优秀文
章进行大力宣传，吸引优质稿源

⚫多种形式进行优秀成果推介，封面
文章解读，高能物理分会网站、
《现代物理知识》公众号、CPC公
众号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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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式进行优秀成果推介，CPC封面文章解读
--- 高能物理分会网站进行宣传



Chinese Physics C  办刊举措

多种形式进行优秀成果推介，CPC封面文章解读--- 《现代物理知识》公众号上进行宣传



CPC vs. PRD, PRC, NPB, JHEP, EPJC, JPGCPC





⚫ 2016-2018年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

B类”资助，300万元

⚫ 2019-2024年中国科协等七部委联合实施的“中国科技

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重点期刊”和“集群化
试点”项目。项目共有862种期刊参与评审，“重点

期刊”只有29种，其中同组英文期刊3种，物理类
英文期刊1种。500万

⚫ 2015-2020年入选知网“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 《中国核学会核领域期刊分级目录（2020）》被评为

T1级（公示中）



和CPC同组参评的22种期刊中只有3种
入选重点期刊，物理类的只有CPC1种



中国科协《分领域发布我国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
目录工作实施方案(试行)》（2018年开始）

✓为探索认定发布供我国科技工作者使用、供学术文献成果评价

参考的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推动同等水平的国内外期刊

等效使用，体现应用实践类科研成果的应有价值，引导国内科

技工作者将更多优秀成果在我国高质量科技期刊首发，突破我

国科技期刊发展瓶颈，推动我国科技期刊进行良性可持续发展，

推动建设适应世界科技强国需求的科技期刊体系，助推世界一

流科技期刊建设。

✓2019年7月，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

《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明确提出

要遴选发布高质量科技期刊分级目录，形成全面客观反映期刊

水平的评价标准。

每个学科领域的期刊分为
T1级、T2级和T3级三个
级别：

T1类表示已经接近或具备

国际一流期刊

T2类是指国际知名期刊

T3类指业内认可的较高水

平期刊

按照20：30：50比例







存在问题：
• 需要更多的高质量稿件

• 英文编辑 https://inspirehep.net/jobs/1671573

欢迎举荐





Radiation Detection 

Techonology and Methods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HEP）

出版单位：

《辐射探测技术与方法（英文）》

编辑部

斯普林格•自然出版社（Springer 

Nature）

Radiation Detection Techonology and Methods (RDTM)
2017年创办，季刊，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分会和高能物理分会会刊。主要发表辐射探测技术及
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吸引优秀青年人才，提升该领域的科技创新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在关
键核心技术上争取话语权。
由于其高质量出版，发展迅猛。 研究领域：

-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 Electronics and system design

- Computer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 Particle acceleration technology

- Astroparticle technology

- Synchrotron-radiation based 

techniques and methods

https://www.springer.com/journal/41605



创刊意义

国家辐射探测技术的发展，在国民经济、国家安全及

核医学、核能源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国家的核心

技术和关键技术。

国家投入增大，一大批相关领域的大科学装置的产出

迅速增加，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国内青年人才迅

速成长。

我国亟需一本高水平的

辐射探测领域英文期刊

彰显我国辐射探测领域的

研究水平

共享我国辐射探测领域的

研究成果

扩大国际影响，在关键核心

技术上争取话语权
国际上相关领域高水平期刊主要集中在欧美，我国

该领域英文期刊极其匮乏，制约了成果的国际传播、

学术交流以及国际影响力。



中国该领域的论文成果发表严重外流

期刊名称 全球论文 中国论文 中国占比

Journal Of Instrumentation 2382 251

Nuclear Instruments & Methods In Physics Research Section A 3024 360

Astrophysical Journal 9201 1338

Nuclear Instruments & Methods In Physics Research Section B 2273 296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iques
470 390

合计 17350 2635 15.2%

❖以国际上相关领域5种期刊在2015-2017年的发文为例
▪ 中国科研人员发文2635篇，约占全部论文的15.2%

▪ 中国核技术领域现有唯一的英文刊---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iques
（NST,核技术，偏重核反应堆和核安全领域），中国科研人员发文390篇
，约占中国相关领域全部论文的14.8%，外流率85.2%

▪ RDTM的领域范围大部分未被NST覆盖，国内与RDTM收稿领域相似的仅有一
本中文刊-《核电子学与核探测技术》



中国该领域产出论文数量陡增，近5年来增长约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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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在RDTM相关领域5本期刊上的SCI发文量
（ 2008-2017年）

2013-2017 3999篇

2008-2012 2216篇

基于此，高能所和学会
决定创办RDTM，以填
补该领域英文刊的空白



李卫国 安琪 欧阳晓平 Ren-Yuan Zhu

主编

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

副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副主编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中国工程院院士

副主编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曹臻
副主编

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

主编团队



编委团队

◆目前共有54名编委，均为相关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科学家，来自于国内外重要科研学术机构

▪ 国内编委涵盖该领域大科学装置及国际合作重要
的高校及科研院所

中科院高能所、应物所、近物所、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子工程物理研究院、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中国医学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

郑州大学等

▪ 海外编委占比31.5%，涉及美国、加拿大、日本
、韩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等国立科
研机构和大学
Brookhaven National Lab, Fermi National Lab, University of Chicago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noVision Imaging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Utah, Canadian Light Source, Osaka University

Pohang Accelerator Laboratory, Diamond Light Source, IPN Lyon  

European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RWTH Aachen University 

Max-Planck-Institute for Physics, Padova University

Istituto Nazionale di Fisica Nucleare, University of  Rome Tor Vergata

青年工作委员会

学科编委



Peer Review Process

Technique Check

Managing Editor 
assign to 
Reviewing 

Editors

Reviewing 
Editors invite 

peer reviewers

Reviewing 
Editors get 

review report 
and make a 

decision then 
pass to Editor-

in-Chief

Check manuscript file 

format

12 Reviewing Editors, 

6 article categories

Editor-in-Chief 
gives final 
decision

Submissions

1.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Lv Junguang, Li Cheng
2. Electronics and system design:                                          Liu Yirong，Wei Wei
3. Computer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Chen Gang，Qi Fazhi
4. Particle acceleration technology: Zhang Chuang，Wang Jiuqing
5. Astroparticle technology:                                                  Chen Mingjun，Liu  Cong zhan
6. Synchrotron-radiation based techniques and methods ：Liu Peng, Wu Zhonghua



年出版量稳步增长 迅速被国内外知名数据库收录
•2017年11月被国际知名数据库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ESCI）收录
•2019年4月被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CSCD))收录
•2019年5月被国际知名数据库Scopus收录

迅速获批国内刊号和重要经费支持
•2018年6月获得中国科协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
升计划D类资助，50万元。85个期刊申请，获批
率20%
•2019年2月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复国内创刊，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10-1633/TL
•2019年获得中科院新刊创办支持计划

在核领域学会期刊分级中表现亮眼
•2021年7月《中国核学会核领域期刊分级目录
（2020）》被评为T2级（公示中）

期刊影响力逐步提升

期刊发展情况





下载量：1065次
引用：22次

下载量：965次
引用：26次

组约优秀论文



目前存在的问题

❖高质量稿件比较少

❖高能所的文章占比太大，其他单位的文章少

❖很多文章零引用

原因：宣传还需要加强，还没有进入EI/SCI收录，在现行
评价体系下，影响了投稿的积极性。



采取的措施

❖高能所做了很多努力，如CPC决定不接收包括探测器、电子学、加速器、同步辐射
等领域的技术类文章，投RDTM。

❖高能所国际国内会议支持RDTM期刊发展，如TIPP会议组织者同意从文集中选取文
章到RDTM，。

❖高能所、兰州近物所、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相关专业经学位委员会认可, 
在RDTM上发表的文章可以作为毕业发表文章计算，这大大增强了投稿的积极性。
建议各单位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争取本单位支持。

❖编辑部、文献信息部及学会领导、编委向一些工程的领导和技术骨干约稿，积极参
加学术会议进行宣传，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更加充分发挥编委和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作用。

❖科学数据指导办刊，做《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期刊影响力对
比分析报告





发展目标



发展目标

以期刊、学会、国家重点实验室为载体，形成三位一体有机活跃的

科研共同体，搭建展示辐射探测领域科技成果的重要交流平台，创

办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努力提升中国科技成果在该领域世

界范围内的话语权。

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尽快进入更多的国际知名检索系统。



《现代物理知识》



《现代物理知识》
1976年创办，双月刊，高能物理分会会刊。是我国物理学科的一份中、高级科普性期刊，着力于
现代物理知识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对促进物理学交叉学科的发展和教育现代化方面起
了积极的作用。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IHEP）

出版单位：

科学出版社（CSPM）

四十一年历程分为两个阶段：
1976 ～ 1988 年《高能物理》创刊到它的鼎盛时期，特别是1981年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工程动土以后，杂志不仅传播科普知识而且介绍了开创我国高能物理实验基
地的建设步伐。
领域：粒子物理理论、基本粒子家族、新粒子的发现、高能加速器、探测器
1989年～现在，从更名为《现代物理知识》到它稳定发展时期，从高能物理学科走
向全面介绍物理各学科以及相关交叉学科知识和最新进展。
领域：粒子物理、核物理、凝聚态物理、等离子体物理、光物理、原子分子物理

宇宙学以及交叉学科及其应用

http:// mp.ihep.ac.cn



老一辈科学家非常关心科普
期刊的发展，积极投稿并为
《现代物理知识》创刊题词

✓ 钱学森 作为尖端科学技术的高能物理

1978(1),1

✓ 钱三强,怀念敬爱的叶企孙老师

1987(2),1



张闯，主编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邢志忠，副主编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朱星，副主编
北京大学

朱邦芬，副主编
清华大学

乔从丰，副主编

中国科学院大学

汪卫华，副主编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主编及编委团队



新发展思路：以期刊为平台，积极开展科普及科学传播活动，着重宣传
国家大科学装置重大成果及其溢出效应，实现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打
造集纸版、科普活动、图书推介、公众服务、新媒体五位一体的交流平
台。期刊质量及影响力显著提升。

以期刊为平台，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现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普及高能物
理领域科学知识、宣传高能物理领域科技成果、弘扬科学家精神
✓ 及时跟踪科技发展，宣传大科学装置进展











时间 名称 地点 主办单位 参与人数

2018.9 2018年首届全国物理科普大会 天津 南开大学、高能所 300

2019.1 在中学开展宇宙线研究研讨会 北京 现编部、高专委 80

2020.9 校园宇宙线观测联盟成立大会 北京 校园宇宙线观测联盟 70

2020.10 现代物理知识讲座 北京 现编部、国科大物理学院、
中国知网

现场30人，线
上1000余人次

2021.7 星空计划—高中理科教师专业提升系列活动（物理学科） 北京 高能所、高专委 100

2021.7 校园宇宙线观测联盟培训会 北京 校园宇宙线观测联盟 50

以期刊为平台，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现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普及高能物
理领域科学知识、宣传高能物理领域科技成果、弘扬科学家精神

✓ 组织了诸多有影响力的特色科普活动

✓ 成立了校园宇宙线观测联盟
以推进学校开展校园宇宙线观测和研究、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科学普及、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三位一体
10月25日，2020年国际宇宙日线上培训会
11月4日，组织联盟成员参加“国际宇宙日”活动











以期刊为平台，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现高端科研资源科普化，普及高能物
理领域科学知识、宣传高能物理领域科技成果、弘扬科学家精神

✓ 利用多维度新媒体进行期刊和成果的宣传，融合公众号、视频号、知乎号的特点，系统打造，效果
显著

年份 发文量 专题数目

2018 84 5

2019 77 6

2020 88 6

2021 47 3

总计 296 20

2018年建立现代物理知识杂志公众号

年份 发文量 关注人数累计

2018 120 3500

2019 148 8900

2020 96 11700

2021 147 16300

2021年5月开播视频号

年份 发视频 浏览次数 点赞次数 转发次数

2021 24 8.89万 2151 913

2021年8月开知乎账号，直播1次，浏览人数
已达到3.45万人次

公众号已互开可转载白名单52个，举例如下

中科院之声 科学大院 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中科院高能所 中科院物理所 中科院半导体所

返朴 知识分子 江苏省物理学会

赛先生 环球科学 格致论道讲坛

。。。 。。。 。。。



视频号

视频号二维码



2025国际科技出版趋势---描绘了河流三角洲景观，隐喻科学研究成果
和学术出版物的流动，宗旨是向上游寻找信任和真理的源泉

来源：https://www.stm-assoc.org/standards-technology/stm-trends-2025/

阐明了出版对于
科研界建立信任
和诚信的重要
性——出版不仅
仅包含科研项目
研究的结论，而
且还包含文章撰
写过程、同行评
议过程、文章出
版、文章传播以
及就文章内容交
流讨论。



Chinese Physics C

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现代物理知识》向着世界一
流科技期刊稳步迈进

欢迎广大专家学者关注高能物理分
会的科技期刊，积极组约投审稿，
共同建设好我们自己的期刊学术交
流平台，早日实现世界一流科技期
刊目标！

结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能发表最具原始创新意义的
研究成果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学科影响力指标位
居世界综合或学科领域定量统计排名前5%的期刊

◼ 优质稿源？

◼ 国内外领域内影响力？



Chinese Physics C Radiation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现代物理知识

期刊新媒体

公众号 视频号

http://cpc.ihep.ac.cn/ https://www.springer.com/jou
rnal/41605

http:// mp.ihep.ac.cn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Q&A

致谢：
董海荣、边晓琳、赵洪明、党蕾、吴霞
吕才典、张闯、李卫国、曹臻、赵强



同行评议高级研修班

• 对 象：领域内青年科学家

• 规 模：50-60人

• 目 的：提高审稿技能、提升学术交流能力，

以成为高水平期刊的审稿人或者编委

为目标，并对同行评审中大家关注的

问题进行探讨

• 时 间：拟于2021年10月举办

• 主 讲：Marzio Nessi，JINST 主编

吕才典，CPC 执行副主编

AAS Journals 编委（确认中）

• 地 点：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