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 论文写作与发表技巧高级培训班 
中药新药、天然产物研发、现代药理学、中医循证医学、诊断与治疗、

针灸研究等相关 SCI 论文写作方法 

 

中医药研究的相关论文在实际发表过程中，常常要经历多次修改，花费较

多的时间后依然有被拒稿的现象发生。科研学者除了提高自己的论文写作水平

以外，快速获得发表机构的认可与支持非常重要。  

   《世界中医药杂志》英文刊（World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JTCM）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WFCMS）主

办的一本同行评审的开放存取英文期刊，是 WFCMS 的会刊，也是中医药规范

研究学会（GP-TCM RA）的官方杂志。WJTCM创刊于 2015年。截至目前，WJTCM

英文刊已被 ESCI、Scopus、DOAJ、CSCD、Chemical Abstracts (CA)、Ovid、Scimago 

Journal Ranking、Google Scholar、Baidu Scholar、CNKI、万方、EBSCO Publishing’s 

Electronic Databases、Exlibris-Primo Central、Hinari, Infotrieve、Netherlands ISSN 

center、ProQuest、TdNet 等数据库所收录，并连续 5 年入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目录。2023年 6月 28日，科睿唯安发布《期刊引证报告》（JCR），所有科学

核心收藏期刊均获得期刊影响因子，WJTCM作为被 ESCI 收录的期刊，在 2023

年 6 月喜获首个影响因子——4.4分。  

为了帮助中医药从业人员提升科研设计和总结研究成果的能力，提高论文

撰写的规范性，加快科研论文的发表速度，WFCMS 主办的本次培训班邀请了本

期刊的主编和副主编、国际知名 SCI期刊杂志的主副编、国内知名杂志主副编、

循证医学专家、知名统计学专家、一线科研学者对本次学习班的核心内容作出



详细解答。   

本次培训班具体安排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管单位：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主办单位：《世界中医药》杂志社 

承办单位：世中联兴和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二、培训要点 

1、科研成果梳理、科研设计、如何运用信息学知识确立科研选题 

2、中药新药、天然产物研发的现状及热点解析 

3、中医药论文在 SCI杂志成功发表的经验总结与案例分析 

4、如何进行科学的中医药实验、临床研究设计 

5、常见医学、现代药理学、科研检索数据库、科研工具的使用方法介绍 

6、高水平 SCI论文中统计分析处理技巧及软件使用方法 

7、如何撰写易被杂志接受的 SCI医学论文 

8、向国内外医学期刊投稿的常见问题解答 

9、中医药 SCI论文的特点和难点解析 

10、诊断与治疗、针灸研究科研相关难点解析 

11、国际中医药研究领域现有期刊分析及简介（科睿唯安） 

三、培训对象 

各级医院临床医生、科研单位研究人员、高校老师、本硕/博士研究生、

从事国自然、省部级自然基金的项目负责人、以及希望提高论文发表水平的

基层科研学者。 

四、服务与指导 

 通过本次培训后，建立学员与编辑部、授课专家长效联系机制，建立交

流互助群，定期更新学习材料，及时解答学员相关写作中的疑问，并积累学



员学习需求，将关注的热点问题汇总，在下一次培训班中邀请专业老师进行

专题讲解。 

五、讲师介绍 

1．果德安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药标准

化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

1999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21年国家岐黄工程首席科学家。

兼任中国药典中药材与饮片第三专委会主任委员、美国药典东亚

专家委员会主席和欧洲药典委员等职；任世界中联中药分析专委

会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药专委会主任委员、国家《中药标准化项目》

专家组组长等。主要从事中药分析与质量标准研究，是首位制定美国药典和欧

洲药典中药标准的中国学者。任 World J Trad Chin Med, Phytochemistry 等

18个国际杂志的主编、副主编或编委，发表 SCI论文 580余篇，被 SCI源期刊

引用 17000 余次，H 指数 65；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等奖项。 

 

2. 韩晶岩教授 

医学博士，新体制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基础

医学院中西医结合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学

系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中西医结合研究院院长，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痰瘀重点研究室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微循环（三级）

实验室 主任，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微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

西医结合基础（微循环）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兼任国际微循环联盟执行委

员、中国微循环学会副理事长、日本临床中医药学会副理事长、日本微循环



学会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主席团执行委员（兼任气血专业委员会会

长、科技工作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兼任微循环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World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共同主编、

Microcirculation 副主编等。在血瘀和活血化瘀研究领域发表 SCI论文 101篇。

H指数 39。主编《缺血再灌注损伤与中医药》（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年

1月）。获 2018年度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一等奖，

获 2019 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技技术）二等奖，获 2020 年世

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国际贡献奖-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基于微血

管屏障的气虚不固摄和补气固摄的科学内涵被初步揭示”入选 2021年度中医

药十大学术进展。 

 

3. 刘建平教授 

医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循证中医药研究院执行院长，循证医学中

心主任；Cochrane China Network BUCM 主任；北京 GRADE中

心共同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留学丹麦哥本哈根

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任国际补充整合医学研究会(ISCMR 

2017-2019)主席，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中

西医结合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三、

四届主任委员。主编出版教材及专著 12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718篇，SCI

收录论文 270篇。H指数 47。连续 3年被爱思唯尔评为中国高被引学者。 

 

 



4、万有教授  

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与国

家卫计委神经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

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神经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针灸学会常务

理事。曾任国际疼痛学会中国分会主席、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

会副主任委员。主持与完成科研项目 30余项，包括科技部“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基金委重点与面上、国家自然基金委创

新群体、教育部创新团队等。任中国疼痛医学杂志共同主编、Neuroscience 

Bulletin 副主编、以及国内外十余种学术刊物编委。在 Science Advances, Cell 

Report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Pain 等发表论文 160余篇（SCI论文 110余篇），

参编书籍 15 章，论文引用 5700 余次，H 指数 45，i10 指数 96。指导研究生

60 余人。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教育

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获得国际疼痛学会疼痛研究杰出奖、北京市科学技

术奖、中国针灸学会科学技术奖。 

5、范骁辉教授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

任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主任，兼任现代中药创制

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中

药系统生物学研究。先后主持“重大新药创制”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澳大利亚 NHMRC ideas grant 等课题 20余项，以第一或

通讯在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 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H指数 35。授权发明专利和软件 40 余件。成果获 2022 年度中医

药十大学术进展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 项（排名 3/15、5/15）。担任



《中国药典（英文版）》以及多本 SCI 期刊副主编/编委，Science 等期刊审稿

人。兼任国际 MAQC 学会候任主席、中华中医药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委等。 

6、覃江江教授 

中国科学院基础医学与肿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

江省上消化道肿瘤防控与诊治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浙江省共建中医药分子医学与制剂重点实验室常务副

主任，浙江省抗癌协会抗癌药物委员会常务委员。入选浙江省

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长期），浙江省特聘专家，浙江省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06和 2011年于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分获学士和博士

学位（导师：张卫东教授）。2011-2018年间在德州理工大学和休斯顿大学先

后任博士后、副研究员、高级研究科学家。 

长期致力于胃癌、胰腺癌等恶性肿瘤药物靶标的发现与干预策略研究。

担任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Frontiers in Oncology,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Oncology (JCTO), PeerJ 等期刊副主编与编辑、以及 Recent Patents 

on Anti-Cancer Drug Discovery、World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中医药文化（英文）》)、Chinese Medicine 中

青年编委等。在 Nature Medicine、Nature Communications、Cancer Cell、

Oncogene、Molecular Cancer、 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Drug 

Resistance Updates、eClinicalMedicine 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迄今共被

引用 5100余次，H指数 37。申请中国与国际发明专利 16项，授权 7项。目

前主持国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

划重大项目、浙江省中医药重点项目等，作为科研骨干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和浙江省重点研发项目资助。 

 



7、刘兆兰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

科技新星，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复旦大学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博士毕业，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博士后，西悉尼大学访

问学者。从事中医药临床研究方案的优化设计，中医药临床

研究的随机编盲(RCT)及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中医药指南和

共识的制定工作北京市临床研究质量促进中心专家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慢病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循证医学专委会委员。

国际、国内如 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中医杂志，中医教育等期刊特邀审

稿人。近年主持各级课题 20余项，发表论文 110余篇，SCI论文（36篇）累计

影响因子 195.136分，影响因子>5分的文章 14篇，最高影响因子 12.008（8篇）。 

8、刘世华老师 

科睿唯安中国区出版业务高级客户经理，先后毕业于西

安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要负责大中华区的出

版和学协会业务。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政策咨询与发

展工作委员会委员。在出版行业中，与中国近 300 本科技期

刊建立了深入的合作关系，见证了多本期刊的发展历程，具

有近 10年的科技信息行业服务经验。 

六、会务安排 

1．培训时间：8月 26日报到，2023年 8月 27日—8月 28日授课。 

2．培训费用：2800元/人（含培训费、资料费、餐费），学生代表 2500元/

人。交通、住宿费用自理，会务组可协助安排食宿事宜。 

3．培训地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事业单位人事服务中心（北京市朝阳区

怡慧街，育慧里 5号门） 



4．交通方式： 

1）驾车：首都国际机场出发，约 35分钟；

大兴国际机场出发，约 1小时；北京南站

出发，约 45分钟。 

2）公共交通：首都机场出发，乘坐首都

机场线—地铁 10号线外环—地铁 5号线，

至惠新西街北口（B东北口出），步行 1.2

公里。 

大兴国际机场：大兴机场线—地铁 19 号

线—地铁 10号线内环—地铁 5号线，至惠新西街北口（B东北口出），步行 1.2

公里。 

北京南站出发，乘坐地铁 4号线—地铁 5号线，惠新西街北口（B东北口出），

步行 1.2公里。 

5．参会人员可获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II类学分 5分。 

6. 报名缴费方式： 

1）提前报名：点击网址 

http://jsform3.com/web/formview/64b5202875a03c4336f18522 

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在线填写报名信息； 

2）按照如下汇款方式，将学费汇入指定账号，汇款时注明：姓名+SCI培训，并

将 汇 款 成 功 截 图 留 存 ， 发 送 至 WJTCM 英 文 刊 编 辑 部 邮 箱 ：

wjtcmoffice@vip.126.com。 

户  名：世中联兴和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育惠东路支行 

账  号：110060971018800037507 

银行代码：301100000777                              报名二维码 

http://jsform3.com/web/formview/64b5202875a03c4336f18522
mailto:wjtcmoffice@vip.126.com


3）报名截止日期：8月 23日。 

7．会务组联系人： 

     张老师  13811425951  

     王老师  18610031786 

     杨老师  18110024420 

 

 

世中联兴和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世界中医药》杂志社 

           2023年 7月 16日                2023年 7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