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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说明 本期出版了“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专题”．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于2020年中完成全球星

座部署和正式开通，专题对北斗三号系统的一系列关键技术研究成果和空间运行性能的评估结果进行了详细

介绍．封面图片展示的是北斗三号空间段30颗卫星组成的星座和导航卫星对地发播导航信号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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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物理学力学天文学》主要报道凝聚态物理学、光学、量子物理、粒子加速器物理学、高能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固

体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学和相关交叉学科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方面有重要意义的成果。被ESCI，Scopus，《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和《中国数字化期刊群》等收录。

●栏目：

评述：综述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和研究进展，评论研究现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建议，提出作者自己的见解和相应的讨论。

论文：报道物理学、力学和天文学各领域具有创新性、高水平和重要科学意义的最新科研成果。

快报：简明扼要地及时报道具有创新性和新颖性的科研成果。

亮点：评介近期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的一篇重要原创性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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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使用在线投稿的方式，访问本刊网站physcn．scichina．com，点击“投审稿入口”，首次投稿时需注册一个“作者账户”。

注册完成之后，按照提示进行投稿。

稿件评审公正 发表及时快速 出版专业周到

《中国科学：物理学力学天文学》编辑部

地址：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100717)I电话：010—64015835}传真：010—64016350 E-mail：physics@scichina．org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登字20170194号 邮发代号：80—211(中文版)l 80-212(英文版) 国内每期定价：200．00元

卜错：中国科学院

卜力、：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科学》杂志社
SClENCE CHlNA PRESS

I SSN 1 674—727 5

删删㈣㈣晰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