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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学报》创刊十周年

《学报 》编委会主任
、

副院长 屠其璞

舞

《南京气象学院学报》 自1 9 7 8年 9 月创刊
,

至今已整整十年了
。

这十年
,

是我们国家

实行改革开放的十年
,

也是工农业生产
,

科技
、

教育等各项事业飞快发展的十年
。

十年来
,

《学报》

—
这一科学技术百花园中的新苗

,

沐浴着改革
、

开放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
。

十年来
,

《学报》的规范化
、

标准化程度逐年提高
。

刚创刊时
,

只是一个不定期出

版的内部刊物
; 以后改为半年刊

夕

内部发行
; 1 9 8 1年

,

经国家气象局批准
,

在国内公开发

行 : 随着稿源的扩天
,

1 9 8 6年
,

《学报》改 出季刊
; 1 9 8 8 年 5 月

,

经 国家科委批准
,

江苏省

新闻出版局注册登记为国内外公开发行 的刊物
,

获得了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正式资格
。

《学报》是传播我院科研新成果的重要工具
。

近十年来
,

我院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科

研成果
,

大部是通过在 《学报》上发表而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的
。

科学发现和发明的意

义
,

不仅在于科学工作者本身开拓或加深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

更在于这种对客观规律

的认识通过交流
、

推广
、

应用最终将转化为生产力
,

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

步
。

从这个意义讲
,

《学报》和所有学术理论刊物一样
,

又是一种认识形态潜在的社会

生产力
。

《学报》的创刊
,

为我院教师和科研人员发表研究成果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
,

也为国内外气象学界了解我院科研成果增加了一个新的窗 口
。

十年来
,

《学报》发表的

文章
,

不仅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还引起了国外气象学界的注意
,

一些论文被 国外

图书馆译成英文收入馆藏
。

《学报》通过传播信息
,

为气象科学的发展和我国气象事业

现代化作出了 自己的贡献
。

十年来
,

《学报》集中地展示了我院取得的一部分科研成果 ; 《学报》期数的增加和

质量的提高生动地反映了学院教学
、

科研规模的不断扩大
,

水平的不断提高
。

从创刊到

1 9 8 8年 6 月
,

《学报》累计 出版26 期
,

发表各类论文34 0篇
,

其中院内作者稿件 2 91 篇
。

在这

些发表的论文中
,

不少被审稿人评价为
“

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 , “

有独到的见解
” , “

有创

新
”

或
“

有重大的实用价值
” ,

相当一部分论文获得了各级科研成果奖
。

根据19 78 一 1 9 8 7年

统计
,

院内作者在 《学报》发表的论文中
,

已有 1 59 篇获得了不同级别的科技成果奖
,

其中 5 3篇获得了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

上述两类论文分别 占院内作者在 《学报》发表论

文数的59 肠和 2 0 帕
。

《学报》还形象地显示了学院科研工作的特色
。

十年来
,

《学报》

比较集中地发表了我院在中长期天气预报
、

季风
、

暴雨
、

辐射气候
、

小气候
、

农业气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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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气象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

反映了学院在这些领域的学术优势和特长
。

十年来
,

《学报》还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

促进了学院教学
、

科研向纵深发展
。

它使

我院广大作者能够更及时地看到 自己科研成果的问世
,

提高了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的积

极性
。

许多教师和科研人员
,

在科研工作中不断了解和跟踪当代气象科学的新动向
、

新

发展
,

从而为不断更新教学 内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科研工作的实践

,

还有效地促进了

教师学术水平的提高
。

正是这样
,

《学报》对学院教学水平的提高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十年来
,

《学报》为一些成绩突 出的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
。

我院每年都有数百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
,

他们的毕业论文
,

特别是研究生的硕士论文
,

是学院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学报》择优发表一定数量的毕业论文
,

既可使这些

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成果较快地得到社会的承认 鼓舞他们在气象科学领域开拓前进的信

心
,

又可使学术界通过论文及早认识他们的才华
。

《学报》十分注意给予青年教师和科

技人员一些具体的帮助
。

对一些具有一定学术水平但缺乏科技论文写作经验 的 青 年 作

者
,

学报编辑室热情扶持
,

耐心 引导
,

帮助作者修改
,

使他们的论文达到发表要求
。

《学报》是百家争鸣的园地
。

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
,

将使我们通往真理的道路更加

宽阔
。

十年来
,

《学报》始终把贯彻党的
“

百花齐放
” ,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作为办刊必

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
。

我们认为
,

论文只要依据充分
,

经得起推敲
,

即使有不同意见
,

甚至是尖锐的反对意见
,

作为一家之言
,

也应有它的一席之地
,

可 以予以发表
。

如果由

此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

对于活跃学术气氛
,

探讨真理
,

将有百利而无一弊
。

《学报》的学术水平是学报生命力的所在
。

《学报》 的一切工作都要紧紧围绕不断

提高 《学报》学术水平这个中心
。

为了提高 《学报》的质量
,

扩大 《学报》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
,

还要采职更加开放

的办刊方针
。

综观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刊物
,

无一不是兼收并蓄
,

广采各 家 之 长 的
。

《学报》是本院教师和科研人员发表科研成果的园地
,

同时
,

又是国家批准的
、

公开发

行的刊物
,

有责任
、

有义务承担适量的社会稿件
口

因此
,

《学报》在继续为本院作者发

表研究成呆的同时
,

还要为吸收一切院外作者的高水平稿件敞开大门
。

在稿件的筛选中
,

要迸一步完善竞争机制
,

通过竟争
,

不断提高发表论文的学术水平
。

《学报》要进一步

扩大对外交流
,

要采取适当的形式
,

与国外一些主要气象教学
、

科研机构和图书资料中

心进行定期交流
,

扩大 《学报》在国际
_

_

L的影响
。

《学报》要进一步缩短论文的发表周期
,

以适应科学技术 日新月异的新形势
,

使得

学院取得的科研成果能够更快
、

更及时地得到交流
、

推广和应用
。

过去十年
,

《学报》编辑室全体人员以他们默默无闻的工作
,

为 《学报》的发展成长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我们同样期望 《学报》编辑室为进一步提高 《学报》质量作出

新贡献
。

要进一步密切作者
、

编者
、

读者的联系
,

把 《学报》办成作者和读者的朋友
,

使作者
、

编者
、

读者都来关心 《学报》
,

为提高学报的质量献计 出力
。

过去十年
,

是 《学报》从 幼苗逐步成长的十年
。

《学报》业已成为国内外公开 发 行

的刊物 标志着 《学报》进入了比较成熟的时期
。

我们的 《学报》任重而道远
,

我们的

《学报》充满着希望
。

为了学院的发展
,

为了 《学报》的发展
,

让我们不懈地努力吧 !

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