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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解剖学杂志》稿约

1本刊简介

《四川解剖学杂志》创刊于1986年，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主管、四川省解剖学会主办的医学综合性学术

期刊，被国内外多家期刊数据库和图书馆全文收录。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5—1457，国内统一刊号：CN 51—

1429／R，季刊。

2栏目设置

本刊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各二级学科设有论著、综述、技术交流与变异、医学教学等栏目。贯彻理

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办刊方针，适时追踪医学热点，及时反映医学领域基础科研工作和临床工作

的重大进展，是国内医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切磋医学经验的重要平台。欢迎各级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教

学、科研、临床工作人员投稿。

3特别约稿

本刊注重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实验成果，对于省部级以上的科研课题项目论著和医学院校研究生论

著优先发表，来稿刊登后并酌致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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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解剖学杂志》投稿须知

1-《四川解剖学杂志》系四川解剖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

是报道解剖学等基础医学研究以及临床医学科研成果的专

业性学术刊物，主要刊登人体解剖学、临床解剖学、比较解剖

学、人类学、医学生物学、神经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细胞

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以及相关临床医学等方面的学术论著等

文章。设有论著、综述、短篇报道、教学、技术与方法等栏目。

主要阅读对象为从事基础医学科研、教学以及相关领域的师

生与临床工作人员。

2．来稿要求和注意事项

2．1 文稿应具科学性、逻辑性、先进性和实用性，论点

明确，内容翔实，数据可靠，图表规范，标点正确，文字准确通

顺。论著类文稿包括图表、参考文献和中英文摘要，个案报

告等短篇报道限500～lOoo字以内。论著类文稿还应有250

字左右的结构式摘要内容，包括研究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和3～5个关键词，以及与之相应的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

用英文撰写的稿件投稿时应附上中文稿。其他类文章包括摘

要、3～5个关键词，除论著综述外，参考文献控制在5篇左右。

作者姓名排列在文题下，名的右上角标注单位序号，仅

一个单位者不标注。在作者姓名下依序标注作者单位，第一

作者还须注明单位所在城市、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及地址。

2．3 中图分类号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版》标注可

选1～2个。

2．4文内一级标题序号用l，2，3⋯⋯；文内二级标题序

号用1．1⋯⋯1．2⋯⋯1．。8⋯⋯；文内三级标题序号用1．1．1，

1．1．2⋯⋯；余类推。各级序号均左顶格打印，后空一字距

后再接标题。

2．5文中大小写、正斜体、上下标应准确。人基因缩写

符号用大写斜体，人基因相关产物如蛋白质的缩写符号用大

写正体；动物基因缩写符号用斜体(首字母大写，其余小写)，

动物基因相关产物的缩写符号用正体(首字母大写，其余小

写)需用斜体字的外文，应直接打印成斜体，例如生物的属

名、种名、常数‘等用斜体。量符号也必须用斜体，如m(质

量)、f(时间、温度)、c(量浓度)、p(压力)、。(速度>，F(力)，E

(能量)等。统计学符号用斜体，如f检验，F检验，P值，z±s

(均数±标准差)等。拉丁词如in u打ro，in wiuo，i”s如“等以

及内切酶如E(0RI，HindI等也用斜体。

2．6医学名词以《医学名词》系列(全国自然科学名词

审定委员会公布)为准。药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0

年版为准。新译名词应附外文。文内缩略语首次出现时应

使用全称。

2．7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

准。

2．8图表力求简明，避免与正文重复，并置于文内相应

处。正文与图表中数据须认真核对，做到准确无误，相互一

致。表格采用三线表格式。图下列出图序、图题和图注，图

内还应注明应有的全部文字和符号。照片图请提供原始照

片。

2．9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本刊采用顺序编码制，文内引

用处依出现的先后以阿拉伯数字排序，并用方括号标注，再

在文末依次列出参考文献，一般论著限15篇以内。参考文

献的作者为1～3名者全部列出，3名以上者只列出前3名，

其后加“等”(日文加“他”，英文加“et al”，俄文加“且Kp”)。西

文作者为复名时需在字母间加空格。举例如下：

[期刊][序号]作者．文题[J]．刊名正中文期刊用全名，

西文按美国《医学索引》(Index Medicus)缩写)，年份，卷

(期)：起页一迄页．如：

[1]张林华，刘秉文，蓝天鹤．大鼠肝实质及非实手细胞

VI。DL和HDL受体的研究[J]．华西医科大学学报，1991，22

(3)：235—237．

r2]Krot R，Zalewski A，Cheung WM，et a1．Additves

effects of berberine and ouaba in on myocardial contract订ity

rJ]．Clin Res，1982。30(3)：673—676．

[书籍][序号]作者．书名[M]．卷(册)次．版次．出版地：

出版者，年份：起页一迄页．或：

[序号]作者．文题．见：主编者，主编．书名[M]．卷(册)

次．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年份：起页一迄页．如：

[1]曾宪九．抗菌术与无菌术．见：黄家驷，吴阶平主编．

外科学(上册)[M]．第1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8一

11．

[2]Atkinson DE．Enzymes as contr01 elements in meta—

b01ic regulation．In：Boyer PD．The enymnes[M]．1 st ed．New

York：Acad Press，1970：461．

3．当报告人以人为研究对象的试验时，作者应该说明其

遵循的程序是否符合负责人体试验的委员会(单位性的、地

区性的或国家性的)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学标准并得到该委

员会的批准，是否取得受试对象的知情同意。

4。在首页脚注处注明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电子信箱，如

系基金资助项目，重大科研项目的论文，注明项目的中文全

称和编号。

5．来稿须经作者所在单位审核(包括保密审查)，并附单

位介绍信。根据《著作权法》并结合本刊具体情况，凡作者在

收到我刊收稿回执后3月内未接到退稿通知者，系仍在审查

研究中。作者如欲投他刊，望事先与我刊联系，切勿一稿两

投。

6．文稿的著作权除《著作权法》另有规定者外，属于作

者。文责由作者自负。依照《版权法》有关规定．本刊对来稿

有删改权。凡涉及对原意的修改，则与作者商议。不采用的

稿件编辑部不予退还，请自留底稿。

7．来稿同时需寄稿件处理费50元。刊登的文稿在排版

前1个月通知付版面费，逾期未付款者，视为弃登。文稿刊

登后，给第一作者赠送当期杂志2本。

8．为加强学术交流，编辑部将以电子期刊、光盘版等其

他方式使用本刊所载的论文，如作者的该使用权不愿授予编

辑部，请于投稿时说明，未加以说明者视为同意授权予编辑

部。

9．稿件寄编辑部收，请勿寄给个人。来稿请打印一式两

份(包括线条图和照片)，并同时用电子文稿发至编辑部。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三段17号，四川大

学华西医学中心一教学楼《四川解剖学杂志》编辑部，邮政编

码：610041。

电话(传真)：(028)85502287

E—mail：jcyjylc@163．com；jcyjylc@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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