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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生物力学》杂志创刊３０周年回顾与展望
徐　 绮１，　 于志锋１，　 姜宗来２，　 戴鮨戎１

（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骨科，上海市骨科内植物重点实验室，《医用生物力学》编辑部，上海２０００１１；
２．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力学生物学研究所，上海２００２４０）

摘要：《医用生物力学》创刊于１９８６年，是一本反映国内外生物力学科研和临床工作最新成果和进展、促进国内外
生物力学学科学术交流的科技期刊。截止２０１６年６月，杂志共出版３１卷１２４期正刊，在刊物质量、学术影响力等
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本文回顾《医用生物力学》杂志３０年的发展历程，并从提高期刊质量、推进期刊数字化
建设和加强期刊国际化程度三方面对杂志今后的工作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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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用生物力学》原名《生物力学》（以下简称杂
志），自１９８６年正式创刊，已历时三十载。３０年来，
在各级主办、主管单位的大力支持以及广大读者、作
者的热情关心下，在编委、审稿专家的无私奉献和指
导下，经过本刊先后六届编委会和编辑部全体同仁
的共同努力，杂志由一本默默无闻的新生刊物成长

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被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
心期刊要目总览》、荷兰《文摘与引文数据库》
（Ｓｃｏｐｕｓ）等多家著名数据库收录，刊物质量逐年提
高，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３０年间，伴随着国内外
生物力学学科的发展，杂志始终坚持“积极反映医
学生物力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推动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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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促进医、理、工各学科相互了解和合作”
的办刊宗旨，不断开拓进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得
到了广大生物力学科研人员、医务工作者的认可。
值此创刊３０周年之际，本文对杂志的发展历程进行
回顾，总结办刊经验，期望这一工作能对杂志今后的
发展方向有更好的认识，争取把杂志办成一本国内
一流、国际知名的生物力学专业学术期刊。
１　 杂志发展历程
１． １　 初创阶段（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半年刊）
　 　 生物力学（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
学科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著名美籍华裔学者、美
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Ｙ． Ｃ． Ｆｕｎｇ（冯元桢）教授
创立和发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在冯先生的大力
推动和热情关怀下，生物力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
学科在中国起步。１９７９年秋，冯先生回国访问讲
学，先后历时近２个月，在武汉（原华中工学院，现
华中科技大学）和重庆（重庆大学）两地举办生物力
学讲习班，系统地介绍了生物力学的起源、研究方
法、生物力学对保健事业的贡献、生物组织和生物材
料力学、血液循环力学以及生物力学的许多应用。
１９８１年，我国建立生物力学学科的硕士点，１９８６年
又建立生物力学学科的博士点。原华中工学院、重
庆大学、原成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太原理工大学、
复旦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中医药研究院和华南
理工大学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建立了生物力学学
科基地或研究团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生
物力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有：生物流变学、心血管生物
力学与血液动力学、骨关节生物力学、呼吸力学、软
组织力学和药代动力学等。国内学者还相继编著出
版和翻译了一些生物力学领域的专著。这些工作的
开展、积累和成果为我国生物力学学科的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１］。

为积极反映我国生物力学学科领域的科研成
果，广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促进生物力学的研究
和发展，创办一本交流生物力学研究成果、普及生物
力学知识的学术期刊已成为生物力学学科发展的迫
切需要，也成为众多生物力学专家、学者的强烈愿
望。经过充分的酝酿，《生物力学》杂志于１９８６年７

月１５日正式出版发行，为半年刊。创刊号上刊登了
冯元桢先生的贺辞，杂志主编是时任上海科技大学
副校长、计算力学专家王生洪教授，副主编是王以
进、何福保、张懋、戴鮨戎教授。杂志主要设有论著、
综述栏目，同时还开辟了研究简报、争鸣园地、讲座、
文献索引、科苑、问题／专题讨论等辅助性质的栏目，
致力于介绍生物力学基本知识和国内外生物力学研
究工作中的新成果、新经验和新技术，受到读者广泛
关注和好评。值得一提的是，杂志第一届编委会邀
请了Ｙ． Ｃ． Ｆｕｎｇ、Ｈ． Ｖ． Ｃａｍｐｅｎ、Ｙ． Ｃ． Ｃｈａｏ、
Ｒ． Ｈｕｉｓｋｅｓ、Ｙ． Ｋ． Ｌｉｕ、Ｖ． Ｃ． Ｍｏｗ、Ｌ． Ｙ． Ｗｏｏ六位当时
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的生物力学专家作为名誉编
委（Ｈｏｎｏｒａｒｙ Ｅｄｉｔｏｒｓ），他们对杂志的创办给予了极
大的支持和帮助。美国工程院院士、Ｍａｙｏ Ｃｌｉｎｉｃ骨
科生物力学研究所主任Ｙ． Ｃ． Ｃｈａｏ教授把他的研究
论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
ｉｍｐｌａ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２］刊登在创刊第２年的杂志上，从力
学和生物性能、设计、临床、手术和功能等角度对骨
科植入物材料进行了讨论；冯元桢先生也在１９８７年
亲自撰写《未来力学的发展，主要在跨学科》［３］一
文，为国内力学工作者的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这
些学术论著的发表极大提高了杂志的学术水平和影
响力。
１． ２　 发展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季刊）
　 　 １９９２年，为了加强刊物的实用性，更加突出对
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有指导意义的论文的刊载，经
出版部门批准，《生物力学》改名为《医用生物力
学》，季刊出版，由戴鮨戎教授担任主编，副主编是
王以进、方如华、何福保、柳兆荣教授。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４
年，杂志的主办单位是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生物医学
工程学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主管单位是原上海
第二医科大学；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７年，杂志的主办、主管单
位分别为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

在此发展阶段，杂志对原先半年刊期间设置的
栏目进行调整，加强了论著（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实验研究）以及述评、综述三大栏目，并统一了撰写
格式。杂志从２００３年起增加了中图分类号、文献标
志码以及通讯作者的标注。２００４年，杂志进一步规
范了论文的排版样式，收稿日期、基金项目、作者简
介、通讯作者的加注形式；参考文献严格执行国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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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著录格式，以促进刊载论文在各大数据库中的
检索。为指导作者投稿，编辑部进一步完善了《稿
约》，并先后在杂志上刊登了《参考文献书写方法》、
《关于投稿、修稿及退稿方式的要求》、《关于书写论
文作者单位名称的要求》、《对一稿两投问题处理的
声明》等告读者的启事。杂志编委中国科学院力学
研究所龙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矫形外科及创伤学
系秦岭教授也分别撰写《关于科技论文写作的一点
粗浅体会》［４］、《生物医学学术论文投稿要素》［５］，和
读者分享了他们在科技论文写作中的体会和经验。
２００５年，杂志对原有封面重新进行设计，中文和英
文目次调整为在封二后第一、二页刊登，各自独占一
页，更加符合国际通用的目次编排格式，并全部采用
铜版纸印刷，杂志装帧、印刷质量进一步提高。

从１９９２年起，杂志陆续入选《中国学术期刊综
合评价数据库》（ＣＡＪＣＥＤ）、《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
献数据库》（ＣＭＣＣ）、《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ＣＪＦＤ）、《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美国《剑
桥科学文摘》（ＣＳＡ）、波兰《哥白尼索引》（ＩＣ）、俄罗
斯《文摘杂志》（ＡＪ）、美国《化学文摘》（ＣＡ）等国内
外多家著名数据库，在同类期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国
内生物医学工程领域中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重要
科技期刊。
１． ３　 提高阶段（２００８年至今，双月刊）
　 　 从２００８年起，杂志改为双月刊，双月２５日出
版，由上海交通大学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
管。同时，随着互联网、电子信息的发展，在第４届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年）、第５届（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年）、第６届
（２０１６年～至今）编委会的共同努力下，杂志进入以
数字化、网络化为标志的全新发展时期，稿源迅速增
长的同时，稿件刊出周期明显缩短，出版质量和学术
水平不断提高。
２００８年，独立域名的杂志官方中文网站开通，

读者可通过关键词、标题、作者名字、作者单位、摘
要、基金项目等信息进行论文检索，浏览论文摘要；
杂志正式启用在线稿件处理系统，稿件处理从收稿、
初审、送审、评审到退修、复审、录用、退稿均可在线
完成，作者也可通过网站实时查询审稿进程，既高效
快捷，也增加了稿件处理的透明度。为保证稿件质
量，编辑部严格执行编辑初审、专家或编委复审和主
编终审的“三审”制度，稿件录用率进一步降低。为

进一步缩短论文的发表时滞，编辑部为具有国际领
先水平的创新性科研成果或国际首报论文开辟了
“快速通道”，提供快速同行审稿，并在审稿通过后
快速发表。２０１３年，杂志与中国知网合作，对录用
稿件实行优先出版，编辑部也会在网站上定期发布
最新定稿论文的摘要，供作者浏览引用；同年，杂志
英文网站正式开通，进一步提升了杂志在网络上的
显示度和影响力。

随着杂志办刊水平和学术影响力的不断提高，
杂志自２０１０年起成为全球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数据
库Ｓｃｏｐｕｓ的来源期刊，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年发表的所有论
文（论著和综述）均被美国工程索引（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数据库收录。从２０１２年起，杂志又被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评为基
础医学类核心期刊，并入选２０１２年华东地区优秀期
刊。根据《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公布
的数据，杂志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连续两年核心影响因子
排名在同类期刊中均位列第一［６］。在上海市新闻
出版局２０１５年开展的期刊编校质量检查中，杂志被
评为优秀期刊。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对杂志学术质
量和影响力的肯定，也将促进杂志在学习、摸索、实
践中不断进步。
２　 杂志发展现状与学术影响
２． １　 主要文献计量指标分析
　 　 载文量、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是衡
量科技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年
杂志主要文献计量指标的变化情况如表１所示。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年，随着杂志改为双月刊出版，杂志载
文量、综合总被引用次数、复合影响因子整体均呈上
升趋势，在２０１２年达到峰值，推测是杂志２０１０年被
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数据库收录之后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
的结果。２０１０年，杂志复合影响因子处于最低点，
仅为０． ４７，推测与杂志在２００９年和中国知网签订
独家入编协议、导致网络显示度被削弱有关。但是
２０１１年，杂志复合影响因子跃升至０． ８６６，２０１２年
更是首次突破１，达到１． １６９，在当年综合影响因子
学科排序中位列第２。从２０１０年起，杂志超过７０％
的刊载论文均得到基金支持，基金项目形成了以国
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
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科技部支撑计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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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为主，地方（上海教委重点学
科建设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上海
交通大学医工交叉基金、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新
兴前沿技术联合攻关项目等）和海外基金（美国国
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为辅的格
局，反映了杂志刊载论文资助情况较好，具有较高的
学术水平和价值。
表１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年杂志主要文献计量指标
Ｔａｂ． １　 Ｍａｉｎ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载文量 １０７ ９６ １０６ １２３ １４７ １４１ １１６

可被引文献量 ９４ ８９ ９０ ９９ １１７ １１１ ９３

综合总被引 ３１７ ３５２ ２９１ ４０４ ５０１ ５４９ ５３６

复合影响因子 — ０． ８８４ ０． ４７ ０． ８６６ １． １６９ １． ０３７ ０． ９６１

综合影响因子 ０． ５６５ ０． ５４７ ０． ２６８ ０． ６９８ ０． ９５８ ０． ８３８ ０． ６４

综合影响因子
学科排序 １３ ／ ６７ １１ ／ ６７ ４２ ／ ６７ ３ ／ ６７ ２ ／ ７１ ５ ／ ７１ ９ ／ ６９

基金论文比 ０． ４４ ０． ６５ ０． ７１ ０． ７７ ０． ８９ ０． ９１ ０． ８９

ＷＥＢ下载量（万次） — ２． ４３ ３． １１ ３ ２． ４７ ２． ７６ ２． ８５

　 　 注：数据由中国知网《影响力数据分析数据库》提供

２． ２　 出版内容分析
　 　 杂志创刊３０周年以来，经历了创刊初期主要侧
重报道骨科生物力学、生物固体力学方面的研究和
应用成果，到强调生物力学跨学科性的发展历程，报
道内容涉及力学与生物学、医学、物理、化学、数学、
材料学、机械工程学、计算机科学、航空航天科学与
工程等多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成果。由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５
年杂志出版内容的统计情况可知（见表２），杂志出
版内容中比重最大的是骨骼肌肉系统生物力学
（２８． ８％），其次是细胞亚细胞分子生物力学
（１６． ２％）和心血管系统生物力学（１４． ５％），说明目
前国内生物力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是人类健康和医疗
中的生物力学，研究成果丰富，已经达到一定的深度
和广度，很好地契合了《医用生物力学》杂志的办刊
宗旨。
　 　 ２１世纪以来，国际和国内生物力学研究领域最
新的主要进展和发展趋势：一是力学生物学（ｍｅｃｈａ
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的建立与发展；二是生物力学建模分析
及其临床应用。前者主要是生物力学细胞与分子层
次的机制研究（发现），而后者主要是生物力学解决

表２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５年杂志出版内容统计
Ｔａｂ．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５

序号 出版内容 发文量／篇本刊比重／ ％
１ 骨骼肌肉系统生物力学 ２２２ ２８． ８

２ 细胞亚细胞分子生物力学 １２５ １６． ２

３ 心血管系统生物力学 １１２ １４． ５

４ 康复工程生物力学 ６２ ８． ０

５ 颌面口腔生物力学 ５３ ６． ８

６ 医用材料生物力学 ４４ ５． ７

７ 运动医学生物力学 ３５ ４． ５

８ 感觉系统生物力学 ２９ ３． ８

９ 器官组织生物力学 ２２ ２． ８

１０ 呼吸系统生物力学 ２１ ２． ７

１１ 航空航天医学生物力学 １５ １． ９

１２ 神经系统生物力学 １２ １． ５

１３ 血液流变学 ９ １． ６

１４ 消化系统生物力学 ６ ０． ８

１５ 泌尿生殖系统生物力学 ３ ０． ４

临床问题的应用研究（发明），以生物力学理论和方
法发展有疗效的或有诊断意义的新概念与新技术。
然而，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促进生物医学基础与临
床以及相关领域研究的进步，促进人类健康［１］。

因此，近年来生物力学领域的热点问题，在杂志
都有及时的介绍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发表，编辑部也
会予以持续关注和报道。例如，人工髋关节置换术
是目前临床治疗原发性或继发性髋关节骨关节炎、
髋关节发育不良继发性骨关节炎等疾病的常用手术
手段，其中的生物力学机理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
点。为此，杂志从人工髋关节脱位［７１１］、假体磨
损［１２１３］、假体材料的力学性能［１４１６］、假体设计［１７１８］、
术后步态分析［１９２０］等多个角度发表了一系列的论
文，这些研究成果对今后髋关节假体设计和临床康
复治疗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同时，为进一步扩大杂志的影响力，编辑部每年
都会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组织撰写述评、综述，定期
开设专家论坛并组织专栏。例如，骨骼肌肉系统生
物力学方面：《人体膝关节动态有限元模型及其在
ＴＫＲ中的应用》［２１］、《人工全膝关节研究新进
展》［２２］、《应用有限元检测植入器械的可行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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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２３］、《骨科个体化治疗与３Ｄ打印技术》［２４］、《从
生物力学角度评价单髁置换术与腓骨截骨术》［２５］；
康复工程生物力学方面：《康复工程中的生物力学
问题》［２６］、《康复辅具的生物力学研究》［２７］；心血管
生物力学和血液流变学方面：《心血管生物力学研
究的新进展》［２８］、《血流动力学及其医学应用》［２９］、
《纵向应力作用下的血管重建》［３０］；分子生物力学方
面：《关节软骨的细胞与分子生物力学》［３１］、《细胞
核结构与力学生物学》［３２］、《对细胞与分子生物力学
中的一些挑战性问题的思考》［３３］；口腔生物力学方
面：《正畸牙移动细胞生物力学研究进展》［３４］；材料
生物力学方面：《天然与人工关节中的摩擦学问
题》［３５］、《人工关节改性材料的生物摩擦学研
究》［３６］、《生物硬组织材料力学研究方法进展》［３７］、
《天然人工合成聚合物混合纳米纤维在生物医学领
域中的应用》［３８］、《生物材料力学研究新进展》［３９］；
呼吸系统生物力学方面：《气道平滑肌生物力学与
哮喘病理机制的研究进展》［４０］、《人上气道生物力学
模型的研究进展》［４１］、《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对气道的
病理作用及其与哮喘病理机制的关系》［４２］；运动医
学生物力学方面：《生物力学在运动医学领域应用
现状和展望》［４３］、《以电脑三维骨骼肌肉模型作生物
力学分析在运动科学及医学上的意义与应用》［４４］、
《人体运动的生物力学建模与计算机仿真进展》［４５］。
针对生物力学研究领域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
果，杂志也会开辟专栏予以报道。例如，杂志的
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策划了“中医与生物力学”专栏，由复
旦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许世雄教授和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研究所廖福龙教授组稿并亲自撰写述评文
章《中医研究中的生物力学问题》［４６］，专栏里收录了
中医学领域常见的推拿、颈椎微调、一指禅、电刺激
穴位按摩、斜扳等手法以及太极拳中白鹤亮翅的生
物力学研究成果，共计１１篇论文，受到读者的好评，
对提高杂志的影响力有较大的贡献。

整体来看，杂志目前对生物力学新概念、新技
术、新方法的报道还较少，今后在选题策划时宜多关
注力学生物学、微／纳米尺度的生物力学测试技术、
系统生物力学方法、空间生物学研究的新概念、新技
术和新方法。
２． ２　 作者、机构、地区分析
　 　 作者是决定期刊论文质量的关键。由表３可

知，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年，发文量排名前１０位的作者分别
是樊瑜波、杨力、龙勉、乔爱科、张西正、姜宗来、刘志
成、戴鮨戎、刘有军和汤亭亭教授，他们均是杂志的
编委，在各自学科领域具有很高的成就。这些编委
作者作为所在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们所发表的论
文保证了杂志的学术水平。从发文机构的统计结果
看，前１０名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重庆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北京工业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军事医学科
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南方
医科大学，与发文地区上海、北京、重庆、江苏、广东、
四川、天津的排名顺序具有较好的相关性。上海、北
京地区的发文量最大，说明这两个地区所在高等院
校、医院和科研机构在生物力学领域具有较高的研
究水平，杂志在上海、北京地区具有较好的作者和读
者基础。然而，杂志在全国的影响力还有待于进一
步加强。同时，作为一本中文期刊，杂志近年来也发
表了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美国、英国、加拿大、
丹麦、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法国、南斯拉夫、新加
坡、荷兰等国家作者的稿件，说明杂志的海外影响力
也在不断扩大。今后编辑部可以继续通过邀请海外
编委和专家撰稿以及优先录用具有原创性、创新性
英文论文等方式，积极拓展海外稿源，逐步提升杂志
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３　 办刊思考与展望
　 　 《医用生物力学》杂志创刊至今已历经３０周
年，共计发行３１卷１２４期正刊。展望未来，为更好
地发挥学术期刊作为科研人员最新成果发布平台的
作用，杂志应积极顺应时代要求，全面加强期刊建
设，谋求新的发展之路。
３． １　 提高期刊整体质量
　 　 （１）重视选题策划。作为一本生物力学的学术
期刊，杂志应及时反映我国生物力学科研和临床工
作的最新成果和进展，促进国内外生物力学学科的
学术交流。然而目前杂志高水平、创新性论著的数
量还相对较少，重复研究较多。随着生物力学学科
不断地发展壮大，杂志应加强生物力学领域重点、热
点研究内容的报道。编辑应密切关注国家科技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网站，了解国家、省
（部）级生物力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各种基金课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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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４年杂志发文作者、机构、地区统计
Ｔａｂ．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序号 作者 本刊发文量／篇 机构 本刊发文量／篇 地区省份 本刊发文量／篇
１ 樊瑜波 ５０ 上海交通大学 １０４ 中国上海 ２８５

２ 杨力 ２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８７ 中国北京 ２７７

３ 龙勉 ２４ 重庆大学 ７３ 中国重庆 ８３

４ 乔爱科 ２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６５ 中国江苏 ６９

５ 张西正 ２３ 北京工业大学 ５６ 中国广东 ６５

６ 姜宗来 ２２ 四川大学 ４４ 中国四川 ６２

７ 刘志成 ２１ 上海大学 ３５ 中国天津 ５０

８ 戴鮨戎 １９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 ３２ 美国 ５０

９ 刘有军 １８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３２ 中国浙江 ４８

１０ 汤亭亭 １６ 南方医科大学 ２９ 中国河北 ４１

１１ 张东升 １６ 清华大学 ２７ 中国陕西 ３９

１２ 陈维毅 １５ 复旦大学 ２５ 中国辽宁 ３８

１３ 齐颖新 １５ 首都医科大学 ２４ 中国山西 ２５

１４ 张春秋 １５ 太原理工大学 ２３ 中国吉林 １９

１５ 邓林红 １４ 大连理工大学 ２１ 中国山东 １８

１６ 王冬梅 １４ 《医用生物力学》 １９ 中国湖北 １８

１７ 蒋文涛 １３ 华南理工大学 １６ 中国福建 １５

１８ 马信龙 １３ 天津理工大学 １６ 中国香港 １４

１９ 王成焘 １３ 西安交通大学 １６ 中国台湾 １１

２０ 邓小燕 １２ 吉林大学 １５ 英国 １１

　 　 注：数据由中国知网《影响力数据分析数据库》提供

获奖成果等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组织稿件。同时，
编辑部应充分发挥编委会的作用，利用主编和编委
专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探索学科前沿阵地，把握学
术发展动向，据此进行选题策划和组稿。

（２）加强审稿质量。稿件的学术质量是杂志的
生命线，审稿就成为稿件学术质量把关的重要环节。
编辑部目前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编辑出版工作流
程、审稿制度、保密制度等的规章制度，从各个环节
保证审稿质量。编辑在初审时，要加强对稿件创新
性、规范性、真实性、学术性的审查，切勿忽视稿件存
在的政治和伦理问题，杜绝一稿多投、随意署名、抄
袭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为此，杂志启用了中国知
网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ＡＭＬＣ），该系
统以《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
据库，将作者投稿论文上传至系统之后，可以通过和
已有文献进行文字重复的比对，生成检测报告，有助

于编辑在第一时间发现投稿论文抄袭等的学术不端
行为。通过做好编委和审稿专家的服务工作，杂志
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学科覆盖较全、相关学科和单
位布局较合理、长期保持友好联系、动态调整的审稿
专家数据库，促进了杂志的可持续发展。

（３）提高编辑、装帧质量。编辑要提升个人专
业素质，熟悉和掌握关于期刊编辑出版、参考文献、
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最新国家标准，严格把好期刊编
校质量关，将差错率减少到最小。目前，杂志采用国
际期刊通用的１６开本，铜版纸彩色印刷。２０１２年
下半年，为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杂志封面再次改版，
从当期发表的某篇文章中精心挑选相关照片作为封
面进行设计，每期不同，沿用至今。这种封面设计具
有与众不同的视觉效果，得到了读者、作者的广泛认
可，对提高杂志的外在形象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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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推进期刊数字化建设
　 　 ２０１４年８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
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通过运用大数据
和云计算等新技术，发展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等应
用新形态，以新技术引领媒体融合发展，驱动媒体转
型升级［４７］。在当前媒体融合背景下，读者的阅读习
惯在悄然发生改变，数字化的阅读方式将逐渐被读
者所接受。因此，数字出版将成为传统科技期刊发
展的新方向和必然趋势。杂志在坚持质量为本的原
则下，应该创新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手段，加快新媒
体和移动终端平台的开发和应用。

（１）升级网站功能。网站是杂志与读者、作者
沟通的平台。杂志已建立独立域名的中英文官方网
站，并通过网站的在线投审稿系统、现刊全文同步上
网、定稿论文优先出版、各类信息及时发布，基本实
现了期刊编辑出版的数字化、网络化。为尽快实现
与移动端的关联，杂志将进一步升级网站，在投审稿
系统中增加网银支付、短信提示等功能，为作者和专
家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采编系统可以增加智能
推荐审稿人和参考文献、自动查找对比相似文献、一
稿多投检测、提供期刊动态引证报告等功能，提高编
辑部的工作效率。

（２）推广新媒体交流平台。目前，杂志已经开
通了新浪、腾讯认证的官方微博，拥有了稳定、忠实
度较高的读者和专家群。为实现与作者、读者之间
的积极互动和深度交流，杂志要着手建立杂志微信
公众号，使其成为一个能够提供杂志的信息发布、文
章内容发布、优先出版、稿件状态查询以及移动在线
投稿、审稿、编辑加工等功能的移动在线平台，进一
步扩大杂志传播力。同时，利用新媒体技术，可以在
交流平台上为期刊增加视频、音频、动画等相关多媒
体内容，使得期刊内容更加多元化。

（３）推行移动出版模式。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
发展日新月异以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
的普及，杂志可以进一步开发期刊的手机二维码、电
子刊Ａｐｐ，使得作者、读者可以随时、随地查阅本刊
文献，并能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与其他读
者进行分享和交流。

（４）坚持优先数字出版。目前，国际上许多著
　

名期刊和出版商为争取最新研究成果报道的主动
权，大力推行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的理念，如
Ｓｃｉｅｎｃｅ的“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ｌｓｅｖｉｅｒ的“Ｉｎ Ｐｒｅｓｓ”、Ｎａｔｕｒｅ的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ＯＰ）”［４８］。在保证稿
件评审质量的前提下，杂志只有坚持优先出版，提高
稿件处理效率、缩短发表周期，才有机会在激烈的国
际稿源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３． ３　 加强期刊国际化程度
　 　 （１）争取国际化的稿件。为进一步提升杂志在
国际上的显示度，杂志应考虑优秀英文稿件的优先
发表，争取早日进入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Ｍｅｄｌｉｎｅ ／
Ｐｕｂｍｅｄ和工程索引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等国际著名数据
库。

（２）加强编委会的国际化。通过实施主编主
导、学者办刊的形式，充分调动多年积累的专家资
源，利用国际编委在国际学术圈的影响力，宣传推广
杂志。在新一届编委会中进一步吸收外籍编委，建
立国际化的作者和专家审稿队伍，把杂志打造成具
有较高国际影响力的专业学术期刊。

（３）与国际出版商合作。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在
期刊的市场发行、宣传推广等方面都有较为完整的
渠道，其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目前，国内许多期刊
通过与国外数据库商和斯普林格（Ｓｐｒｉｎｇｅｒ）、爱思唯
尔（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威力（Ｗｉｌｅｙ）、自然（ＮＰＧ）、牛津大学
出版社（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等国际学术出版集
团合作［４９］，以借船出海的形式来推进期刊的国际化
进程。
５　 结语
　 　 回顾《医用生物力学》杂志３０年的发展历程，
杂志的办刊水平稳步提高，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杂
志已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稳定的核心作者和编委队
伍，以及稳定且不断扩大的读者群，但是与其他优秀
期刊相比，在提高期刊各项评价指标、创办精品一流
期刊等方面还任重而道远。展望未来，随着以数字
化、网络化为核心的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杂志应在
传承和发扬已有办刊理念和传统的基础上，密切关
注学科发展，积极把握新兴、活跃、有潜力的学科方
向，更好地为学科发展服务，争取把杂志打造成一本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精品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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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ＡＮＧ ＸＣ，ＺＨＵ Ｚ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ｒ ｏｆ ａｃｅｔａｂｕｌａ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０８，２３（４）：３３２３３６．

［１３］　 胡铮铭，王元培，田波，等． 金属对金属人工髋关节的磨损预
测［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１，２６（５）：４４８４５３．

　 　 　 ＨＵ ＺＭ，ＷＡＮＧ ＹＰ，ＴＩＡＮ Ｂ，ｅｔ ａｌ． Ｗｅａ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ｅｔａｌｏｎｍｅｔａｌ ｈｉｐ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
ｍｅｃｈ，２０１１，２６（５）：４４８４５３．

［１４］　 韩树洋，葛世荣．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对天然股骨生物力学
行为的影响［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０，２５（６）：４７１４７４．

　 　 　 ＨＡＮ ＳＹ，ＧＥ Ｓ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ｈｉｐ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ｏｎ ｂｉｏ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ｅｍｕｒ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
２０１０，２５（６）：４７１４７４．

［１５］　 毛锋，郭海洋，程倩，等．材料匹配与人工髋关节接触性能分
析［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４，２９（１）：３８４５．

　 　 　 ＭＡＯ Ｆ，ＧＵＯ ＨＹ，ＣＨＥＮＧ Ｑ，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ｐ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４，２９（１）：３８４５．
［１６］　 程倩，王慧妍，田波，等． 非球面人工髋关节接触力学［Ｊ］．

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２，２７（５）：５３４５４１．
　 　 　 ＣＨＥＮＧ Ｑ，ＷＡＮＧ ＨＹ，ＴＩＡＮ Ｂ，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ｎｏｎ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ｈｉｐ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
ｍｅｃｈ，２０１２，２７（５）：５３４５４１．

［１７］　 储小兵，童培建，宋建华，等． ＴＣ股骨转子间骨折半髋假体
系统的研制及力学测试［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３，２８（３）：
３１０３１５．

　 　 　 ＣＨＵ ＸＢ，ＴＯＮＧ ＰＪ，ＳＯＮＧ ＪＨ，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Ｃ ｈｅｍｉ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ｓｙｓ

ｔｅｍ ｆｏｒ ｆｅｍ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ｔｒｏｃｈａｎｔｅｒｉｃ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
ｍｅｃｈ，２０１３，２８（３）：３１０３１５．

［１８］　 王昊森，郝智秀，林剑浩，等．基于有限元方法的全髋关节假
体个体化选型分析［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４，２９（３）：２１９
２２６．

　 　 　 ＷＡＮＧ ＨＳ，ＨＡＯ ＺＸ，ＬＩＮ ＪＨ，ｅｔ 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ｓ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ｈｉｐ ｐｒｏｓｔｈｅ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４，２９（３）：２１９２２６．
［１９］　 唐刚，王建革，罗红霞．髋关节置换前后不同步态下股骨应

力分布［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５，３０（２）：１４３１４７．
　 　 　 ＴＡＮＧ Ｇ，ＷＡＮＧ ＪＧ，ＬＵＯ ＨＸ．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ｍｕｒ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ａｉ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ｈｉｐ ｊｏｉｎｔ ｒｅ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５，３０（２）：１４３１４７．
［２０］　 张昊华，闫松华，方沉，张宽．用便携式步态分析仪评估全髋

关节置换术手术效果［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５，３０（４）：
３６１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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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ＺＨＡＮＧ ＨＨ，ＹＡＮ ＳＨ，ＦＡＮＧ Ｃ，ｅｔ ａｌ．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ｈｉｐ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ｗｉｔｈ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ｇａｉｔ［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５，３０（４）：３６１３６６．

［２１］　 王建平，吴海山，王成焘．人体膝关节动态有限元模型及其
在ＴＫＲ中的应用［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０９，２４（５）：３３３
３３７．

　 　 　 ＷＡＮＧ ＪＰ，ＷＵ ＨＳ，ＷＡＮＧ Ｃ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ｋｎｅｅ ｊ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ＫＲ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０９，２４（５）：３３３３３７．

［２２］　 林昊，张余，李国安．人工全膝关节研究新进展［Ｊ］．医用生
物力学，２０１２，２７（２）：１１５１２１．

　 　 　 ＬＩＮ Ｈ，ＺＨＡＮＧ Ｙ，ＬＩ Ｇ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ｏｔａｌ ｋｎｅｅ ａｒ
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２，２７（２）：
１１５１２１．

［２３］　 黄嘉华，林峰，姚天平．应用有限元检测植入器械的可行性
分析［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４，２９（１）：１６．

　 　 　 ＨＵＡＮＧ ＪＨ，ＬＩＮ Ｆ，ＹＡＯ ＴＰ．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ｍｐｌａｎｔ

ａｂｌ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４，２９（１）：
１６．

［２４］　 王燎，戴鮨戎．骨科个体化治疗与３Ｄ打印技术［Ｊ］．医用生
物力学，２０１４，２９（３）：１９３１９９．

　 　 　 ＷＡＮＧ Ｌ，ＤＡＩ Ｋ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ｚ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ｓ
ａｎｄ ３Ｄ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４，２９
（３）：１９３１９９．

［２５］　 祁昕征，张家铭，谭传明，等． 从生物力学角度评价单髁置
换术与腓骨截骨术［Ｊ］． 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５，３０（６）：４７９
４８７．

　 　 　 ＱＩ ＸＺ，ＺＨＡＮＧ ＪＭ，ＴＡＮ ＣＭ，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ｃｏｎ
ｄｙｌａｒ ｋｎｅｅ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ｂｕｌｅｃｔｏｍｙ ｆｒｏｍ ａ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５，３０（６）：４７９４８７．
［２６］　 张明，樊瑜波，王喜太． 康复工程中的生物力学问题［Ｊ］．医

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１，２６（４）：２９１２９３．
　 　 　 ＺＨＡＮＧ Ｍ，ＦＡＮ ＹＢ，ＷＡＮＧ ＸＴ．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ｉｎ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

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１，２６（４）：２９１
２９３．

［２７］　 蒲放，樊瑜波．康复辅具的生物力学研究［Ｊ］．医用生物力
学，２０１３，２８（４）：３６３３６５．

　 　 　 ＰＵ Ｆ，ＦＡＮ ＹＢ．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ｒｅｈａ
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ｉｄｓ［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３，２８（４）：
３６３３６５．

［２８］　 姜宗来．心血管生物力学研究的新进展［Ｊ］．医用生物力学，
２０１０，２５（５）：３１３３１５．

　 　 　 ＪＩＡＮＧ ＺＬ．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ｓ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０，２５（５）：３１３３１５．
［２９］　 刘有军，乔爱科．血流动力学及其医学应用［Ｊ］．医用生物力

学，２０１２，２７（５）：４７５４８０．
　 　 　 ＬＩＵ ＹＪ，ＱＩＡＯ ＡＫ． 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２，２７（５）：４７５４８０．

［３０］　 韩海潮，姜宗来．纵向应力作用下的血管重建［Ｊ］．医用生物
力学，２０１２，２７（１）：７１２．

　 　 　 ＨＡＮ ＨＣ，ＪＩＡＮＧ Ｚ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ａｘｉａｌ ｔｅｎ
ｓｉｏｎ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２，２７（１）：７１２．

［３１］　 ＷＡＮ ＬＱ，ＭＯＷ ＶＣ． 述评：关节软骨的细胞与分子生物力
学［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０８，２３（１）：１１８．

　 　 　 ＷＡＮ ＬＱ，ＭＯＷ ＶＣ．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
ｍｅｃｈ，２００８，２３（１）：１１８．

［３２］　 李良，陈槐卿．细胞核结构与力学生物学［Ｊ］．医用生物力
学，２００９，２４（１）：１５．

　 　 　 ＬＩ Ｌ，ＣＨＥＮ Ｈ Ｑ．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ｏ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０９，２４（１）：１５．

［３３］　 季葆华．对细胞与分子生物力学中一些挑战性问题的思考
［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１，２６（３）：２０１２０４．

　 　 　 ＪＩ ＢＨ．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ｓｏｍ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１，
２６（３）：２０１２０４．

［３４］　 赵志河，李宇．正畸牙移动细胞生物力学研究进展［Ｊ］．医用
生物力学，２０１０，２５（６）：３９３３９８．

　 　 　 ＺＨＡＯ ＺＨ，ＬＩ 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ｙｔ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ｉ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ｎｔｉｃ
ｔｏｏ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０，２５（６）：３９３
３９８。

［３５］　 王成焘．天然与人工关节中的摩擦学问题［Ｊ］．医用生物力
学，２００９，２４（５）：３１７３２５．

　 　 　 ＷＡＮＧ ＣＴ． 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０９，２４（５）：３１７３２５．
［３６］　 葛世荣，王庆良．人工关节改性材料的生物摩擦学研究［Ｊ］．

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０９，２４（５）：３２６３３２．
　 　 　 ＧＥ ＳＲ，ＷＡＮＧ Ｑ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ｔｒｉｂ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ｉｎ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
２００９，２４（５）：３２６３３２．

［３７］　 张东升，安兵兵． 生物硬组织材料力学研究方法进展［Ｊ］．医
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２，２７（２）：１２２１２８．

　 　 　 ＺＨＡＮＧ ＤＳ，ＡＮ ＢＢ．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ｒｄ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２，２７（２）：１２２１２８．

［３８］　 杨力，李良． 天然人工合成聚合物混合纳米纤维在生物医
学领域中的应用［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１，２６（２）：１０５１０８．

　 　 　 ＹＡＮＧ Ｌ，ＬＩ 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ｘ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ｙｎ
ｔｈｅｔｉｃ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ｉｎ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
ｍｅｃｈ，２０１１，２６（２）：１０５１０８．

［３９］　 冯西桥，曹艳平，赵红平，等．生物材料力学研究新进展
［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１，２６（５）：３９５４０１．

　 　 　 ＦＥＮＧ ＸＱ，ＣＡＯ ＹＰ，ＺＨＡＯ ＨＰ，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 ｂｒｉｅｆ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１，２６（５）：３９５４０１．

［４０］　 邓林红．气道平滑肌生物力学与哮喘病理机制的研究进展
［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０９，２４（４）：２３７２４５．

９９２
徐　 绮，等． 《医用生物力学》杂志创刊３０周年回顾与展望

ＸＵ Ｑｉ，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３０ 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ＤＥＮＧ Ｌ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ｏｆ ａｉｒｗａｙ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ｓｔｈｍａ ｐａｔｈ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０９，２４（４）：２３７２４５．

［４１］　 于申，刘迎曦．人上气道生物力学模型的研究进展［Ｊ］．医用
生物力学，２０１０，２５（３）：１５７１６２．

　 　 　 ＹＵ Ｓ，ＬＩＵ ＹＸ．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ｈｕ
ｍａｎ ｕｐｐｅｒ ａｉｒｗａｙ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０，２５（３）：
１５７１６２．

［４２］　 时彦玲，邓林红．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对气道的病理作用及其
与哮喘病理机制的关系［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３，２８（２）：
１２７１３４．

　 　 　 ＳＨＩ ＹＬ，ＤＥＮＧ ＬＨ．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
ｔｅｒ （ＰＭ２． ５）ｏｎ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ｉｒ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ａｓｔｈｍａ
ｐａｔｈ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３，２８（２）：１２７１３４．

［４３］　 刘平，于长隆．生物力学在运动医学领域应用现状和展望
［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０８，２３（２）：９９１０２．

　 　 　 ＬＩＵ Ｐ，ＹＵ ＣＬ．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ｉｎ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０８，２３（２）：９９
１０２．

［４４］　 赵以盨．以电脑三维骨骼肌肉模型作生物力学分析在运动科
学及医学上的意义与应用（英文）［Ｊ］．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０８，
２３（３）：１７７１９２．

　 　 　 ＣＨＡＯ ＹＳ．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

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ｐｏｒ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０８，２３（３）：１７７１９２．
［４５］　 郝卫亚．人体运动的生物力学建模与计算机仿真进展［Ｊ］．医

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１，２６（２）：９７１０４．
　 　 　 ＨＡＯ Ｗ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
ｍｅｃｈ，２０１１，２６（２）：９７１０４．

［４６］　 许世雄，廖福龙．中医研究中的生物力学问题［Ｊ］．医用生物
力学，２０１３，２８（３）：２５９２６２．

　 　 　 ＸＵ ＳＸ，ＬＩＡＯ ＦＬ．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２０１３，２８
（３）：２５９２６２．

［４７］　 李雪昆，赵新乐．《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的指导意见》审议通过引业界关注———媒体深度融合热潮将
至［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ｇａｐｐ． ｇｏｖ．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１６５６ ／
２２３７１９． 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４０８２０．

［４８］　 汪新红． 优先数字出版是提高期刊出版速度的一种新模式
［Ｊ］．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１，２１（１）：９０９２．

［４９］　 马峥，俞征鹿，潘云涛． 中国英文科技期刊出版情况的统计
分析［Ｊ］．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１４，２５（１０）：１２７７１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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