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高望远　 不惑前行

———《生态学报》创刊 ４０ 周年主编寄语

傅伯杰

《生态学报》创刊于 １９８１ 年，今年已入不惑之年。 ４０ 年砥砺前行，
４０ 年硕果累累。 ４０ 年来，《生态学报》始终贯彻产生于科学性、立足于学

术性、着眼于实践性、服务于社会性的办刊理念，已经成长为颇具国内影

响力的高水平学术期刊。 在此，我代表编委会和编辑部，诚挚感谢全国生

态学界及国内外相关领域广大作者、读者对我刊长期以来的支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创刊理念的《生态学报》已在专业领域取

得了巨大影响力。 创刊主编马世骏先生 １９８１ 年在《生态学报》的发刊词

中提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环境保护和恢复失调的自然生态平衡等工

作需要系统生态学工作者提出科学对策，农、林、牧、渔业生产则要求我们

为合理利用资源动物、植物及微生物提供生理生态学及种群生态学依据

……，《生态学报》是生态学工作者的学术园地，相信一定会得到国内外

同行积极支持，使这个新开辟的学术园地，得能较快地发展起来。”不负马

世骏先生的期望，《生态学报》自 ２００２ 年百种杰出期刊榜单推出以来至

今，已连续 １８ 年获得“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称号。 经过 ４０ 年的创新

发展，《生态学报》网络传播力强、出版规模大、出版时效高、学术影响力

范围大、层次高，与国内中文期刊整体水平相比，《生态学报》刊发论文学科布局合理，具影响力论文占比高，
有稳定、高影响力的作者群，发文机构分布广泛，编辑出版标准规范。 据 ２０１９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我
刊总被引频次排名全国科技期刊第 １ 名、影响因子位居生物学类期刊第 １ 名。 世界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指数

（ＷＡＪＣＩ）年报显示，我刊是国内唯一进入生态学 Ｑ１ 区的期刊。 在具有突出交叉性、综合性特征的生态系统

服务研究领域，我刊相关主题发文量位居世界前 ３ 位，国际影响力逐年稳步上升。 足以可见，我刊已经成为中

国生态学工作者最大的学术交流和传播园地。 坚守我国一流中文学术期刊的办刊理念，报道生态学及各分支

学科的重要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原始创新性科研成果，是我刊发行的重要科学使命。
登高望远，不惑前行，《生态学报》将继续提升期刊质量、对标国际前沿。 ２０１９ 年在《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杂志发表的《生态学趋势：过去四十年生态学研究主题的转变》一文指出，４０ 年来国际生态

学经典理论研究的相对频率明显下降，而微观和宏观尺度以及人类活动主题的数据密集型研究有所增加；微生

物生态学、遗传学、生物地球化学、管理和政策等研究散布于不断扩大的研究主题，其相对频率也都有所增加。
面临当前生态学领域知识的深化、数据的量化、学科的综合化和应用的广泛化，中国生态学也在蓬勃发展和革

新。 在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生态学学科参评高校高达 １００ 多所；２０１８ 年中国生态学学会下设

专业委员会已高达 ２７ 个；２０１８ 年动物生态学、植物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修复生

态学和可持续生态学等 ７ 个二级学科发布，中国生态学学科体系更加完整。 在不断壮大的学科从业队伍、不断

分化的学科专业领域、不断交叉的学科研究方向下，我刊在冲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标中恰逢研究队伍扩大、
学科欣欣向荣的时代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品牌认可度不足、国际话语权有限的巨大挑战。 探索更加前沿的

生态学机理问题、使用更加科学精准的生态观测手段和模拟方法、将生态学与社会科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更加紧

密的交叉、逐步扩大国际化语言撰文的刊载量，这些都将成为我刊深度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
坚持百花齐放、鼓励百家争鸣，４０ 年来我刊编委会、作者、读者和编者群体始终不忘办刊初心、牢记发行使

命，聚焦前沿认知、服务社会发展，我刊编委会将协同广大生态学领域工作者不惑前行。 面向未来，《生态学报》
将继续秉承办刊理念，依靠和团结广大生态学科研工作者，为进一步推动生态学的发展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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