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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发扬抗疫精神，凝心聚力打造精品

樊　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国临床医学》编辑部，上海　２０００３２

　　　樊嘉，中国科学院院士，博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上海市肝病研究所所长、上海市肝脏肿瘤临床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肝癌

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会长，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肝脏外科医师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ＣＳＣＯ）副理事长、

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美国外科学院院士（ＦＡＣＳ）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ＡＳＣＯ）、美国肿瘤外科学

会（ＳＳＯ）会员，《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１９年版）》编写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从事肝肿瘤外科临床诊疗与基础研究三十余年，提出我国肝癌肝移植适应证“上海复旦标

准”。以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发表包括：犆犲犾犾、犖犪狋狌狉犲、犔犪狀犮犲狋犗狀犮狅犾狅犵狔 等论著１７０余篇。作为第

一完成人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２０１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２０１２、２００８）；作为主要参与

者曾获２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１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近年来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及省部级

课题３０余项。荣获：谈家桢奖（２０１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２０１６）、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２０１６）、中国医师奖

（２０１６）、全国十佳优秀科技工作者（２０１２）、全国十大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２０１２）、上海市劳模（２０１０）、全国劳模

（２０１０）、世界杰出华人医师霍英东奖（２０２０）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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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席卷

全球，严重威胁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全球人类命运

共同体守望相助，同袍战疫，对新冠疫情致病病原

体、致病机制、防制方案、疫苗研发等进行了深入研

究，取得了疫情防控的显著成效。在习近平总书记

的亲自指挥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定信心、同

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为全球抗疫实践贡

献了重要的力量和智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

成果。面对病原未知的突发传染病，中国科学家全

球最早分离鉴定出新型冠状病毒，完成了病毒序列

测定；面对即将失控的突发疫情，中国疾控专家及

时向 ＷＨＯ分享了新冠疫情发展态势及防控经验；

面对愈演愈烈的医疗挤兑，中国一线医护工作者创

造性地构建方舱医院应对海量的病患，并向全球分

享方舱经验。

疾风知劲草，疫情见真章。面对疫情肆虐，千

千万医护人员不畏艰险，“白衣执甲，逆行而上”，与

病毒赛跑、斗争，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病患，是伟大的

白衣战士。他们或坚守在诊治疾病、抢救病患的临

床一线；或奋战在基因测序、疫苗研发的科研一线；

或奔波在病毒溯源、精准流调的防控一线。他们的

所有努力很好地诠释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

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涌现

出以钟南山、张伯礼、陈薇、张定宇为代表的英雄医

护人员群体。２０２０，每个人都了不起！

２０２０年对《中国临床医学》也是令人难忘的一

年。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作为临床医学类综合性

学术期刊，杂志快速启动应急预案，充分利用平台

优势，紧急策划组织“新冠肺炎防控”专栏，向医护

群体及时跟踪报道最新的新冠疫情防控成果，学术

助力抗疫。《中国临床医学》是全国最早发布组稿

通知的医学期刊之一，为全国抗疫贡献了学术期刊

的力量，体现了学术期刊的社会价值及责任担当。

由于策划得当、反应迅速、传播有效，抗疫学术专栏

的策划组稿取得了社会效应、学术效应的双提升。

全年共接收新冠肺炎防控相关投稿２００余篇，经过

同行评议，最终分３期共发表２６篇高质量论文，涉

及生物信息学、病原学研究进展、临床影像学特征

及诊断、危重患者诊治要点、临床防控指南以及心

理干预等多方面。专栏论文囊括了武汉同济医院、

武汉协和医院、火神山医院、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

中心等单位的宝贵病例及抗疫经验。论文刊出后

学术关注度较高，论文当年单篇最高被引７２次，最

高下载６７４３次，官微平台最高浏览近２万次，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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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最高浏览８８４２次，均打破了创刊以来的历史

纪录，形成了较好的示范效果和较强的集群效应。

虽然受疫情影响，部分工作受到干扰，但２０２０

年《中国临床医学》仍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在建设

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宏伟目标的指引下，期刊紧扣学

术前沿热点、依托一流学科平台，精心策划组织了

“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治”“肿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相关不良反应防治”等精品专题，刊发了《原发性肝

癌诊疗规范（２０１９年版）》《?２０２０ＥＳＣ成人先天性

心脏病管理指南?主要更新及亮点解读》等高级别

的指南与规范，服务学术团队、孕育优势学科，形成

良性循环，取得显著成效。２０２０年，期刊学术影响

力及辐射面均稳步提升。年内共收到各类投稿

２７４４篇，创历史最高纪录；作者单位覆盖了除香港、

澳门、台湾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期刊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等计量学指标均稳中有升，

不断进步。期刊多年来坚守的编校质量管理制度

也取得阶段性成果，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组织的编

校质量评审中首次荣获优秀的好成绩，得到业内同

行的广泛认可。

成绩来之不易，荣誉属于大家。这些成绩的取

得主要得益于广大作者、读者的信任支持以及编

委、审稿专家的无私奉献。疫情期间，工作、生活压

力较大，但很多医护同人积极投稿，审稿专家坚持

审稿，保证了期刊的正常运作及学术信息的及时传

播。藉此机会，我代表《中国临床医学》向大家的努

力和奉献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敬意。

有其始之，则已之也难，是以君子慎始。２０２１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临床医学》面临新的

开始、新的希望。临床医学直接面对病患，须解决

临床实际问题。基于临床问题展开的临床研究将

是当下及未来相当长时间医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因此，关于办刊方向，未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临床

研究项目，设立临床研究专栏，更多地报道最新的

临床研究成果，服务临床科技创新，打造临床特色

鲜明的医学期刊。作为临床医学类综合性期刊，

《中国临床医学》的发展一直存在学科分散、专业不

专的弱点。未来，我们将聚焦临床热点，更多地策

划组织有影响力的专题专栏，提升期刊的专业化特

质。社交媒体的繁荣发展不断改变了学者交流及

医学学术传播模式，数字化、网络化、人工智能使得

医学信息传播逐渐消除了传统学术传播的壁垒。

未来，我们将创新传播模式，积极引入融媒体、社交

媒体等新的传播渠道，提升传播效果。我们将传承

伟大的抗疫精神，重点围绕特色、专业、创新进行布

局和发展，凝心聚力打造精品科技期刊，服务医学

科技创新，助力实现科技强国。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实现期刊跨越式发展，

打造精品科技期刊，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历程，需

要大家发扬伟大的抗疫精神，锲而不舍，勇于奉献，

期待着更多的优秀成果能够在《中国临床医学》发

表。征途漫漫，惟有奋斗。相信在作者、读者、编委

及全国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奋斗下，我们的期刊

会越办越好，我们离实现科技强国梦会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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