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 理 学 期 刊 介 绍
杜 钧 福

经常有青年同志询问有何种物理学期刊及 在这五类文章中
,

第一
、

二类的读者对象均

何者为一级刊物间题
�

对物理学期刊及其学术 为工作在该领域的专业研究
、

教学人员
�

第三

水平的关心是很自然的
,

因为物理学研究的成 类也是如此
,

但也可供业务领导部门参考以掌

果主要通过学术论文来表述
�

而论文最好发表 握学科发展动向
�

第四类也供专家阅读
,

但可

在权威的刊物上
,

以期得到应有的评价并发挥 用于进人某领域的人门读物或教学参考
�

第五

更大的社会效益
�

另一方面
,

不少研究或教学 类的读者范围最广
,

可供广大物理学工作者
、

爱

单位在制订提职
、

评奖等标准时
,

也往往把在 好者阅读
�

“
一级刊物

”

上发表文章的多寡作为重要条件
�

从发表周期 �从投稿到发表所用时间� 来

首先说一下刊物的分类问题
�

为了说明这 看
,

上述第三类应最快
,

第二类次之
,

第一
、

四类

个问题
,

尚须先说学术论文的分类
�

按照一般 再次之
,

第五类最慢
�

的理解
,

学术论文可作如下分类
� 首先是一般 对应文章类型

,

可发表物理学论文的期刊

的学术论文
,

一般比较完整地描述一件研究工 也可作相应分类
�

最普遍的是学报类
�

其名称

作及其结果
,

可称为文章 之
� � �� � �� �

�

这是占学 或称学报
,

如《物理学报》
、

《低温物理学报》
�

也

术论文比例最大的一类
�

第二类可称为简报
,

国 可不称学报
,

如《高能物理与核物理》
, � � � � � �

外通称 �� � �� �
�

从形式来看
,

这类论文篇幅较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论物理通

短
,

一般不超过 � 页 �在出版界称 � 面 �
,

侧重报 讯 �
�

国外如 �� �� �� �� � �� �� � �物理评论 �
,

导研究结果
�

从内容来看
,

强调创新的阶段性 �� �� �� �
� � �� �� ��� �物理学杂志 �

�

总之内容

成果
�

第三类可称研究通讯
�

它较简报更短
,

一 与是否加
“

学报
”

两字无关
�

这类期刊主要发

般只占半页或更短
,

相当于文章摘要
�

只有少 表正式的学术论文 ���
���� �
�

,

但通常也发表简

数期刊接受这种文体
�

第四类称评论 �
� � �� � � �

,

报
�

对简报的要求往往较专门发表简报的快报

为对某一领域或专题
,

根据大量文献进行综合 类略低
�

有些期刊两类文章并不分开
,

如《物理

论述
�

最后一类称介绍性或知识性文章
,

即较 学报》�有些则分开
,

例如 �� �� �� �� � � �� � � 近

通俗地介绍某一研究领域的进展
,

或介绍某一 年开辟了 � ��记 � � � � �� �
� ��  �� 栏

,

发表简报

实验技术
,

或论述其他有关问题
,

也包括物理学 类文章
�

还有些学报偶尔发表评论或其他文章

史
�

其中有些文章接近上述第四类的评论
,

但 或报导
�

这 当然是不太规范的事
�

较简单
、

灵活
,

不引用大量参考文献
�

第二类是快报类刊物
�

与学报类不同
,

这

尹臼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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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全 华北地区高等工科院校第六届物理实验教学研讨 会

, 分 , , , 公 , , 肠, , 户成

本刊讯
,

华北地区高等工科院校第六届物理实验

�,�,冬

教学研讨会于 � � � , 年 ‘月�� 日至 � 月 � 日在承 德 石

油高等专科学校召开
�

来自华北五省市及华东
、

东北
、

西南地区 �� 余所院校及部分厂家的 � � 位会议代表出

席了会议
�

承德市政府于树茂副市长
,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

校喻祥隆校长等有关领导出席了闭幕式
,

并看望了全

体代表
�

会上课委会委员丁慎训教授
、

王惠棣教授传达了

课委会 � � � � 年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
�

国家教委 教 仪

所物理室金毅主任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
�

会议共收到

论文 � � 篇
,

其中 ” 篇在会上进行了宣读
�

会议建议第七届研讨会将于 � � � � 年在内蒙 古 呼

和浩特市举行
�

� 卷 , 期 �总 � � 期�



类刊物多以 玩� �� � 为名
,

例如著名的 � � �抓。��

� � � �� � � � �� � �  
�物理评论快报 �

�

我国的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物理快报 �
�

这类

刊物往往只发表简报类文章
�

另有 一 种 称 为
� � � � ��� � 的期刊

,

性质接近于快报类
�

近年来
,

快报类刊物发展迅速
,

在学术交流中日益显示

重要性
�

第三类是评论类刊物
,

如 《物理学进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第四类是通报类刊物
,

发表介绍性或知识

性文章
�

典型的如国外的 � � ���� � � � � � � �今

日物理 �
,

我国的《物理》
�

《现代物理知识》也接

近这类刊物
,

但内容更灵活一些
�

至于 上述第三类文章
,

即研究通讯
,

则未见

专门的相应刊物
�

在《科学通报》和《自然》中
,

开

辟有相应专栏
�

以上是从刊登文章的类型对刊物分类
�

还

可从所包含的学术领域来分类
,

则可刊登物理

学论文的刊物可作如下分类
�

首先是综合性学术期刊
,

如我国的《中国科

学》发表一般的自然科学论文
,

其中 � 辑包含物

理学内容 ��� 科学通报》则发表简报和研究通讯
�

一般的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也属于这类刊

物
�

另有《科学》则属于通报型
�

在国外
,

一般

的科学院通报属于此类
,

但最有名的为 � �� � ��

�自然 �
、

� � �� � � � �科学 �两刊
�

从形式上看
,

它

们属通报类
,

每期有少量物理学论文
�

其被引

用率为最高
�

其次为覆盖整个物理学领域的专业期刊
�

如我国的《物理学报》
、

� ��� �  � � � ���� 。 � � �� � � 。
、

《物理学进展》等
�

国外的这类期刊近年来由于

篇幅过大
,

往往按内容分类分为数集出版
�

如

�� ���� � � � � � �� � 已分为 �
、

�
、

�
、

�
、

� 五集
,

分别发表一般物理
、

凝聚态物理
、

核物理
、

粒子

和场
、

统计物理方面的文章
�

有些快报类刊物

也已分集
�

再次为物理学某一分支的学术期刊
�

这往

往属学报类
�

如《高压物理学报》
、

《声学学报》
、

� � � �� � � � � �� � � � �表面科学 �
、

� � � ��� � � � � ��。

�应 用光学�
�

它们往往相应于物理学中的大类
,

即一级分类
�

但也有十分专门的 刊物
,

如 ��� �、

��� � �� �� � �铁 电体 �
�

下面开始谈刊物分级问题
�

把刊物按水平

分为若干级
,

并没有权威机构作过这样的事
�

曾

有人把学报类称为
“

高级刊物
” ,

通报类为
“

中级

刊物
” �

这样区分是不科学的
�

从国家管理角度

出发
,

只是按其出版机构的级别
,

区分为全国性

和地方性两种
,

与优劣无关
�

出于一种实际工

作的需要
,

有不少机构和个人都提出过一些分

级方案
,

但很少进行实际操作
�

原因是这些方

案的标准的人为性很大
,

而刊物分级又是一件

必须慎重对待的事
�

当然
,

在全国范围内举行

过科技期刊评奖活动
,

但其标准是多因素的
,

与

学术水平不完全是一回事
,

此处暂不论
�

只有一件事是认真作过的
�

那就是评定核

心期刊
�

核心期刊是真正代表了该学术领域发

展水平的起核心作用的期刊
�

其评定主要根据

引用率的高低
�

这样的工作
,

一些机构和个人

都作过
�

例如中国科学 院 文 献 情 报 中 心 对

� � � �一 �� , � 年我国出版的物理学核心 期 刊 进

行了统计和排序
�

以 � � �� 年的数据计
,

前十名

的刊物及被引频次为 �

�
�

物理学报 �斗�

�
�

高能物理与核物理 �� �

�
�

中国激光 � ��

�
�

光学学报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力学学报 12 8

7
.
物理化学学报 12 1

8
.
核技术 1打

9
.
半导体学报 111

10
.
C om m unieationo in T heor etieal Phy

-

sies 103

中国图书出版公司在 1” 1年对国外 核 心

期刊也进行了统计
.
在物理学总类中排前 1

一

名

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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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直流电对人体的治疗作用

曹 晓 来
(安徽省望江县头针医院)

范 宏 根
(安徽省望江县北固学校)

用直流电治疗人体疾病的方法
,

叫直流电

疗法
.
它的稳恒直流电压低

,

一般不超过 100

伏
.
此法效果显著

、

操作简便
、

无痛苦
,

倍受患

者及医务人员的欢迎
.
其作用机理是

:
( l) 在

直流电作用下
,

感觉神经末稍和血管壁上的感

受器受刺激
,

使末稍血管舒张
,

促进血液循环
,

加速代谢产物的排除
,

利于慢性炎症吸收
,

疼痛

减轻
.
直流电还可通过节段反射

,

使相应节段

深部脏器的血液循环加强
,

从而达到治疗 目的
.

(2 ) 直流电作用于人体后
,

体内的离子
、

胶体质

点和水分朝一定的方向移动
,

产生电解
、

电泳和

电渗现象
,

影响组织内部的 pH 值
、

K
十 、

N
: 十

、

c
a + 、

M g
+ +

等的离子浓度
,

从而影响细胞膜的

通透性
.
在电解和电渗作用下

,

阴极端蛋白质

易于分解
,

水分增加
,

细胞膜变疏松
,

通透性增

加
,

使物质经膜的交换增快
,

代谢加强
.
它有利

于改善局部营养
,

加速病理产物的排除
.
因此

,

可治疗营养不 良性溃疡
,

促进神经再生
,

骨折愈

合等
.
( 3) 中小剂量的直流 电对感觉神经会产

生一定的镇痛作用
.
它刺激皮肤感受器官时

,

通

过植物神经反射
,

引起体内某些部位和器官的

反应
,

如加强血液循环
、

加速代谢过程
、

改善组

织营养等
。

作用于中枢神经时
,

使机体内某些

器官和组织的机能发生改变
,

并因电极放置的

部位和极性不同而异
.
因此

,

具有调整神经系

统和内脏器官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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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给出了各物理学分类的核心期刊
.
其种类与

排序与以上结果颇不一致
,

限于篇幅不再列出
.

类似的工作
,

国外也在进行
.
特别是几个

重要的检索系统的结果
,

被认有很大的权威性
.

其中对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是 Scien ce C ita‘io n

In ds
x

(科学引文索引
,

简称 SCI )
.
这一系统

收集了 50 0 种核心期刊和 32 80 种重要期 刊
,

并

根据实际情况每年有所改变
.
目前该系统收录

了我国 8 种期刊
.
其中与物理学有关 的 如下

,

按收录文章多少排列
:

1
.
C om m in ieations in T heoretical P h ysies

2
.
中国科学

,
A 辑

3
.
C hinese P h ysics L etters

此外
,

据悉《物理学报))( 海外版)从 1993年也被

z 卷 , 期 (总 略一期)

SC I 收录
.
这是一种英文版刊物

,

发表的文章和

中文版不重复
.

国内一些单位在提职
、

奖励标准中
,

也对期

刊作了一些分类
.
其中大多根据上述核心期刊

的统计结果
.
例如

,

《科学》期刊 1993 年第二期

刊登的一个
“ ‘

远洋
’

宇宙学研究基金会章程
”

中

规定了
“

奖励范围包括 SC I 上承认的国际学术

刊物上发表的 沦文
,

以及国内重要学术刊物《中

国科学》
、

《物理学报))
、

C h i
n e s e

p h y
s
.

L
e t t

. 、

(( 高

能物理与核物理》
、

C
o
m m

.

T h
e o r

.

p h y s
.

和

《科学》上发表的论文
.”

又如某单位在物理学专业技术职称提职评

审条件中规定了在以下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得到

最高分 :

Scien ce
,

N
a r u r e

在 以下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次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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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 SCI 收录的核心期刊及重要期刊
.

介绍到这里
,

读者对 国内外有哪些重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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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突出或抑制样品中存在的某一特定元素的

可见度
.
每种元素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吸收 X

射线
.
对于波长在 23 ~ 44 埃之间的 X 射线

,

氧

和水对辐射的透明度比有机物质要大得多
,

这

一事实实现了鉴别某些物理和化学特征的可能

性
.
因水占多数细胞质量的四分之三左右

,

这一

波长范围的X 射线光谱被称为
“

水窗
” ,

它对于

生物显微术十分有用
.
X 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

的这种方式
,

使x 射线显微镜有可能对样品的

密度和化学成分进行详细的定量测定
.
对于每

一种元素而言
,

它们都存在着某一临界 X 射线

能量
,

这一能量称为
“

吸收限
” .

X 射线能量处

在吸收限时
,

能使元素释放出一个电子
.
当X

射线至少具有临界能量时
,

才会被那种元素有

效地吸收
.
人们可以利用这一性质

,

在刚刚低

于吸收限和高于吸收限的情况下制 作 一 些 图

象
.
从高于吸收限得出的图象中扣除低于吸收

限得出的图像
,

就可基本上消除处于那一能量

吸收 限元素以外的其他元素的信号
.
这样

,

X

射线显微镜就能绘制出样品中某单一元素的分

布图
.

一般说
,

X 射线显微镜与电子显微镜有相

互补充的特点
.
电子显微镜可达到极高的分辨

率 (2 ~ 20 埃); 现有 X 射线显微镜的分辨率是

在几百埃的量级
.
即使对软 X 射线

,

由于其基

本的衍射限度 (X 射线半波长)
,

它的分辨率也

不可能优于 10 ~ 20 埃
.
所 以

,
X 射线显微镜的

主要贡献不在于提高分辨率
.

现有的 X 射线显微镜是一个价格昂贵的庞

然大物
,

全套设备价值约 2 亿美元
,

占地达一个

飞机棚大小
.
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等离子物

理实验室和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

科学家正在改进 X 射线显微镜
,

以用于规模较

小的实验室
.
这两个机构宣称

,
X 射线显微镜

的体积不久将会缩小到能置于实验室的工作台

上
,

且价格不高于 允 万美元
.
目前

,

台式软 X

射线显微镜 已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研制

成功
.
这种显微镜体积很小

,

一张桌子就能放

得下
.
它避免了使用笨重的同步辐射源来获取

软 X 射线的不便
,

从而大大提高了它的实用性
.

7 卷 , 期 (总 今l 期)

该显微镜使 甲掺钦忆铝石榴石脉冲激光
,

轰击

铜把以产生软 X 射线
.
激光器的脉冲很短

,

约

为 10 毫微秒
.
铜靶置于真空中

,

以避免软 X 射

线被空气吸收
.
由于激光脉冲很短

,

聚焦面积

很小
,

在聚焦点上的光强就足以形成等离子体
,

并使形成的等离子体内的电子能量增加
.
当这

样的 电子与离子复合时
,

就可 以发射出软 X 射

线
.
据测

,

有 50 多的激光能量可以转换成软 X

射线
.

日本筑波大学的一研究小组
,

开发成功另

一种新型 X 射线显微镜
.
据称

,

该显微镜由 3

组反射镜组合而成
.
激光等离子体产生的 X 射

线经反射镜组反射后使样品成像
,

可获得 20 0

倍左右的放大率
,

分辨率也从以往的 0
.
, 米提

高到 0. 2 米
.
使用这种显微镜就象使用普通的

显微镜一样
,

并能观察生物体的内部
.
由于该

显微镜的透射力强
,

因而可以把样品内部画面

放大
.
如直接观察活的细胞和细胞中的染色体

.

为了发挥 X 射线显微镜的特点
,

新装置把

作 为 光 源的 X 射线的辉度提高了 160 倍左右
,

大大缩短每次的振荡时间
.
这样

,
X 射线的强

度就能发挥 出鲜明地
、

短时间地进行观察的效

果
.
脉冲状的 X 射线为观察连续运动的物质发

挥了作用
.

目前
,

X 射线显微镜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

可以相信
,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人
,

各种性能更为

优异的新型 X 射线显微镜将会相继问世
,

并在

科学研究和科技实践中发挥出重大的作用
.

城份户双妞护嗽湘扩悦胡沪悦欲犷弋半护双次沪 ,称M 胭甘悦狠以悦初M 协即护悦之妞沪菊拟 双妞沪甲舰尹飞舰护哪周沪悦冲M 依口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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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期刊
,

以及它们的学术地位
,

就能有一个大

致了解了
.
但必须指出

,

上述基于核心期刊的

评价虽然较客观
,

但未必是没有缺点的
.
例如

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期刊
,

由于读者面窄
,

引用率

低
,

不一定排在前面
,

但不能说明水平一定低
.

又如 SCI 仅收我国 8 种刊物
.
许多我国优秀刊

物未收主要由于语言问题
.
又如上述核心期刊

排序
,

P h y
s

i
c a

l R
e v

i
e

w L
e t t e r s 均未排至首丁

位
.
但一般公认它属于最能代表物理学发展水

平的期干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