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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之交的杭州，正是“和风熏，杨柳轻，郁郁青

山江水平，笑语满香径”的时节。5月 19 日，为期三

天的交流与对话·2024 传统医学讲坛暨第二届中

医药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会议圆满落幕。

2024传统医学讲坛暨第二届中医药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会议在杭州举行

刊研联动共话中医药
互学互鉴提升国际传播力

2024传统医学讲坛暨第二届中医药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会议在杭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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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学互鉴提升国际传播力

本报讯 42 岁的贝克勒遇上 39 岁的基普乔

格，今年夏天的巴黎奥运会马拉松比赛将上演神仙

打架。

近日，埃塞俄比亚田径协会公布了巴黎奥运会

参赛阵容，贝克勒就在其中，此前肯尼亚名将基普乔

格也已经确认出战奥运。

这个夏天的奥运马拉松有好戏看了。

这是两个跑圈的传奇人物。

42 岁的贝克勒有着“场地之王”之称，21 年前，

他战胜前辈格布雷西拉西耶，成为新的“场地之

王”。2004 年雅典奥运会、2008 年北京奥运会，

5000米、10000米项目中他一骑绝尘拿到3金。

之后贝克勒转战马拉松赛场，2019年的柏林马

拉松创造了 2 小时 01 分 41 秒的个人最好成绩，今

年的伦敦马拉松上他又以 2 小时 04 分 15 秒，获得

全场第二，刷新了40岁以上马拉松世界纪录。今年

夏天，是贝克勒缺席奥运赛场 12 年后的首次回归，

同时这也是他首次转战奥运马拉松赛场。

39 岁的基普乔格则有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马

拉松运动员”之称，跑友圈里，大家都习惯叫他一声

“乔爷”，从这你就能知道他的江湖地位之高。两次

刷新世界纪录，个人最好成绩2小时01分09秒。在

拿下里约奥运、东京奥运两枚马拉松金牌之后，今年

夏天冲击奥运三冠王是基普乔格一直以来的目标。

两人最近一次交手是在 2018 年伦敦马拉松赛

上，基普乔格夺冠，贝克勒仅获得第六名，而奥运历

史上，两人上一次同场竞技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5000 米，当年一路狂飙的贝克勒拿下金牌，基普乔

格名列第二。

42 岁的贝克勒将第四次出战奥运，39 岁的基普

乔格是奥运五朝元老，在竞技体育领域，一般来说，

年龄大意味着要被淘汰，大部分项目35岁以上的选

手已是罕见，但是在马拉松的赛场上却正好相反，人

到中年，反而更有优势。

而这样的优势不仅体现在竞技赛场上，在中国

田径协会发布的《2023 中国路跑赛事蓝皮书》上，

2023年认证赛事马拉松项目，30~49岁的中年跑者人

数占到了全部跑者近七成，而成绩上 40~44 岁年龄

组男子马拉松的平均成绩远超20多岁的小年轻。

所以，有人说，马拉松是中年人的舞台，而热爱

着马拉松的观众，也是在这些高龄选手身上，汲取战

胜年龄，战胜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王琼 李颖

42岁的贝克勒与39岁的基普乔格一较高下

巴黎奥运会马拉松将上演中年人的传奇

本报记者 陈素萍 通讯员 金鑫俊 高建莉

主编是校长、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
重量级期刊自带“光环”问世

校长担任主编、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项目

⋯⋯《临床传统医学和药理学（英文）》一经问世，就

自带“光环”。

该刊是由浙江中医药大学主办，委托 Elsevier

在线出版的英文学术期刊，定位于临床传统医学和

药理学领域，以刊登传统医学临床循证研究和具有

循证证据的药理学研究成果为核心内容。浙江中医

药大学校长陈忠担任主编。

“2019年，我到浙江中医药大学当校长后，发现

学校拥有丰富的办刊资源，《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创办近 50 年，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但当

时，校内还没有国际期刊，就提出来要办一个。”陈忠

说，目前，英文期刊是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媒介，占

据全球自然科学期刊出版的70%左右。

2023年，浙江中医药大学入选省高水平大学建

设高校，中医学入选省登峰学科建设计划，获得两项

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在 2024 软科大学排名中位

列全国中医药院校第5位，在2023软科世界大学学

术排名中位列全国中医药院校第 2 位。该期刊的

创办，进一步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和学术水平的提升。

“学术期刊是发布优秀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也

是反映一所大学的学术研究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发

现，一个高校里的知名期刊越多，学科发展就越快，

学生的学术水平往往也越高。”陈忠说，中医药历史

悠久、底蕴深厚，学校里的英文期刊是对外学术交流

的重要窗口，也是引领文化走向国际的重要渠道，

“我们根植本土，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可喜的是，《临床传统医学和药理学（英文）》期

刊于2021年创办当年就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

动计划高起点新刊项目”，2023 年又获批国内统一

连续出版物号，目前已被美国化学文摘、DOAJ等国

内外重要数据库收录。

刊研联动、集群化发展
互学互鉴中提升中医药国际传播力

如何办好中国传统医学的国际期刊？如何推动

中医药科研成果“走出去”？如何尽快实现英文期刊

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品牌、共同发展、全球

学术视野⋯⋯会议期间，全球传统医学领域和出版

界专家学者齐聚杭州，围绕这些话题，开展了交流与

对话，一个个关键词被高频率提及。

浙江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理事长应向伟表示，

浙江省正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

刊的重大决策部署，对科技期刊的高质量发展给予

高度重视和支持。举办此次会议，是学术研究和科

技期刊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积极探索。

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徐建光认为，如何进一

步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展示中医药

的学术发展前沿成果，构建我国中医药科研工作者

国际学者画像，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希望通

过本次会议进一步凝聚共识和力量，推动中医药英

文期刊建设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国辰指出，

深化中医药与全球传统医学交流合作，不仅要在临

床应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标准制定等领域上下

功夫，还需要在国际学术传播能力上持续发力。中

医药期刊国际化不仅在于形式与流程同国际接轨，

更在于促进学术研究在国际学术场域下的生产与传

播，要更加注重促进不同文化环境与科研体制下的

传统医学学术交流与知识融合。

与会专家们还提到，当前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正在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区块链、生成式AI等新技术不断发展，出版业进

入快速迭代的融合发展新阶段。通过技术赋能，借

助出版内容、版权优势，通过多元开发、全媒体运营，

将不断提升期刊内容质量和传播效能，期刊发展要

跟上这样的时代步伐，用数字智能科技赋能期刊发

展。

此外，本次会议首次尝试“刊研联动”的办会模

式，汇聚了全球传统医学科研领域和中医药期刊业

界的众多知名学者、专家，就传统医学领域最新研究

成果、中医药期刊赋能传统医学学科发展等议题展

开分享和讨论。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全球传统医学

英文期刊发展分析报告》研究项目启动仪式。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积极构建中医药

国际化传播及中医药国际话语权，是我们这一代人

的使命和责任。”陈忠说，此次会议的举行，为各国传

统医学的交流和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对打造一

流科技期刊，促进传统医学领域的期刊出版与传播

事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医药国际传播效能具有积

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