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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期刊是我国科技期刊中独有的一类期刊群，
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集中表现。

中医药学，是伴随中华民族
繁衍昌盛发展起来的，历史
悠久，文献丰富，至今仍然
发挥着巨大作用，成为我国
医药卫生领域独具中国特色
的重要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



中医药不但在中华民族中发挥着作用，

早在唐代即传入日本（文献记载），

成为日本主要卫生力量（汉方医学，

演化成东洋医学）等等。



在我国，医疗经验被一代代总结

继承并保存了下来。

据科学考证和调研：

现存中医药典籍多达一万余种。

现存最早的文献，可以追溯到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



在连续出版物方面，中医药学也开了先河。

公元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

名医唐大烈曾征集江南名医的学术文稿，

编辑成册，定名《吴医汇讲》每年出一卷，

直到清咸丰十年（1801年），连续出版长

达十年，完全具备了科技期刊的特征，应该

算作我国最早的医学科技期刊。



民国时期，由于西方医学的传入，使中医药学受到冲击，兴
废问题盛行，中医界有识之士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谋求发
展，纷纷创办期刊，为自己发声。

1904年创办于上海的《医学报》 1908年创办于绍兴的《绍兴医药学报》



还有南京创办的《南京医学报》、上海创办的《神州医药学报》等。
截至1920年之前，创办的中医药期刊多达20余种。

南京创办的《南京医学报》 上海创办的《神州医药学报》



随着西医学的发展和

普及，中医药“兴废”

争论日益增强，中医

药学也到了生死存亡

的关键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中医

药期刊的发展也应运

增多，到1937年抗战

前夕，先后创办了更

多专业期刊。



较为著名的有

上海的《医界春秋》 广东的《杏林医药月刊》

其中绝大多数中医药期刊都是由中医药界有识之士或医学社团自发创办。

但因为经费、战乱等多种因素，连续出版超过两年的不多。



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

创办的中医药期刊总数约有80余种，

共同特点是持续时间较短，

除了西医学的冲击外，核心因素是民国政府不重视，乃至于反对。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

中医药才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挺直了腰杆。

中医药期刊也才迎来了真正健康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

最早创办

《中华医史杂志》

1947年3月

《中医杂志》

曾用名

《北京中医》

1951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

1951年

《江西中医药》

1955年

《上海中医药》

1956年

《福建中医药》
《江苏中医》

《浙江中医杂志》

1958年

《黑龙江中医药》
《成都中医学院学报》
《辽宁中医杂志》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
《南京中医学院学报》

1959年

《上海中医学院学报》

1960年



产品介绍

各地方中医药期刊相继创办
绝大多数省区和中医学院都创办了自己的期刊。



文革期间，多数期刊都曾停办，

《中医杂志》则适应当时形势发展需要，

曾改名为《新医药学杂志》，

“文革”结束后，又恢复《中医杂志》刊名。

文革期间



改革开放以后

尤其是80年代后期开始，到2000年，又迎来

了新的发展时期，总数已经超过130种；到

2010年，中医药期刊已经超过150种。

学科分布也覆盖了中医、中药、针灸、

推拿、中西医结合、内科、骨伤、外科、

眼科、民族医药以及临床主要学科领域，

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国际化方面

中医药期刊起步比较晚，

最早创办的有《中医杂志》（英文版，1981年创办），

之后有《世界针灸杂志》和《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英文版）创办。



国际化方面
《中医杂志》在英文版的基础上相
继创办了日、英、法、德、意、西
班牙、葡萄牙等语种的版本。

《中医杂志》（英文版）获评首届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及
新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



随着中医药国际化的推进，中医药在海外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同时，受SCI的影响，英文刊的创办又迎来个一个小高潮。到

目前为止，近年来创办的中医药英文刊如：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英文版）、

《世界中医药》（英文版）、

《数字中医药》（英文版）、

《中医科学》（英文版）等。

2000年之后



历史变革时期

近年来受学术界太过重视SCI影响，
给中医药学发展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某
种程度来说，丧失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科学研究背离了学科自身的规律。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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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改革培

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



评价体系

中国科协委托中华中医药学会牵头，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中医科学院

共同主办的第二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公布了首个《中医药科技期刊评

价指标体系及释义》，以推动高质量

中医药科技期刊分级目录工作的实施

与展开。 《中医药科技期刊评价
指标体系及释义》



2019年4月17日，中医药科技期

刊分级目录正式出台，精选出了

新的中医药科技期刊分级目录，

这对未来中医药学发展和中医药

期刊自身建设，无疑是个里程碑

事件。新的分级目录，基本代表

了现代中医药科技期刊的水平。

分级目录



T1区的共11种
刊名

《中医杂志》

《中医杂志（英文版）》

《中国针灸》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英文版）》

《中国中药杂志》

《中草药》

《中国实验方剂杂志》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华中医药杂志》

《中华中医药学刊》

已经接近或具备本学科领域国际顶级水平的期刊



刊名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世界中医药》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
现代化》

《天津中医药》

《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

《辽宁中医杂志》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吉林中医药》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医药学报》

《上海中医药杂志》

刊名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成药》

《中医药文化》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康复学报》

《中医正骨》

《中医学报》

《时珍国医国药》

《新中医》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中国中医急症》

T2区的共23种

接近本学科领域国际上知名
和非常重要的较高水平权威期刊



展望

中医药期刊分级目录的出台，

开启了中医药学创建世界一流期刊的征程，

但中医药期刊整体办刊水平还比较滞后，

希望在创建世界一流期刊工作中，

继续得到期刊界朋友的大力支持，

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贡献力量。



感谢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