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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报史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45年大事记 

 
    今年5月，是本刊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原《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报》)创刊45周年。45年来，《电子科技大学学报》在

学校历任校领导的直接领导下，在学报编委会、校内外教授、专家、科学工作者以及呕心沥血为学报出版工作奋斗多年的各

个年代的编辑工作者的关心下，从一种默默无闻的国防内部科技刊物发展成非常有名气的全国著名科技期刊。在这里，编辑

部的全体同志对此出自于内心的表示感谢，同时也为长年坚持学报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一意为办好学报而 “为他人

作嫁衣”的出版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自1959年5月创刊到2004年4月为止的期间内，已经出版正刊33卷，共174期，论文2 665篇；增刊

28期，论文621篇；译丛6期，论文80篇；专辑7册，论文783篇；书2册；简讯、科技简报、新闻报道、图片等954篇幅；被国

内外著名的19个检索刊物检索；2001年进入国家级的中国双百期刊方阵；历年来获得国家级、部省级的奖励24个，9人次荣获

部省级个人奖励；编辑部撰写论文36篇，其中有4篇论文被各级部门评为优秀论文；论著3册[1]。 

    过去的已成为历史，《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的前景也是非常光明的，但是，在近万个科技期刊的市场竞争中，任务也是艰

巨的，犹如漫道雄关，我们将以新的姿态迎接《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的50周年，60周年，⋯，甚至100周年。 

1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的历史变更简况 
1.1  1959年5月创刊，刊名定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报》，内部交流，不定期出版。 

1.2  1965年4月～1979年3月停刊。 

1.3  1979年3月复刊，内部交流，不定期出版。 

经1978年4月6日第四机械工业部（78）四教字第0463号文批准。 

1.4  1983年开始转为公开发行，季刊。 

经1982年9月22日电子工业部（82）电科字1202号文和国家科委（82）国科发字280号文批准。 

1.5  1989年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学学报》，双月刊。 

经国家科委（88）国科发情字498号文批准。 

2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各届编委会和编辑部组成 
    第一届编委会：1959年5月～1978年8月                    

    主    任：林为干 

    编委委员：冯志超  沈庆垓  毛均业  顾德仁  许德纪  谢处方  张铣生 

    责任编辑：郭民邦 

    第二届编委会：1978年8月～1984年9月（1978年8月12日，院字第148号文） 

    主    任：林为干        副 主 任：顾德仁 

    编委委员：刘锦德  陈尚勤  谢处方  杨鸿铨  毛均业  游步文  刘盛纲  区奕勤  徐克诚  黄顺吉  冯志超  关本康  

江明德  林炎武 

编辑部负责人：刘绍岑  1979年3月～1983年8月； 徐安玉  1983年9月～。 

责任编辑：刘绍岑  1979年3月～1983年8月； 王雪琴  1979年9月～1983年12月； 

              严孔翌  1979年～；             徐安玉  1981年9月～。 

第三届编委会：1984年9月～1990年5月（1984年9月21日，院科字第311号文） 

    主    任：林为干        副 主 任：冯志超  刘后铭 

    编委委员：毛均业  王定华  王庭树  区奕勤  古孝鸿  冯志超  关本康  江明德  刘后铭  刘盛纲  刘锦德  朱维乐  

陈尚勤  陈星弼  陈倜荣  杨鸿铨  罗  鸿  周士谔  林为干  林炎武  梁  正  顾德仁  谢处方 

编辑部主任：徐安玉（1987年4月前为负责人） 

    责任编辑：徐安玉  1981年9月～；             严孔翌  1979年3月～； 

              沈凤鸣  1984年4月～1987年12月；   徐培红  1987年5月～。 

第四届编委会：1990年5月～2002年4月（1990年5月5日校办（1990）152号文） 

    主    任：林为干        副 主 任：刘后铭  莫元龙 

    编委委员：方蕴文  古天祥  乐时晓  朱家才  阮成礼  刘盛纲  李肇基  吴小平  杨鸿铨  陆荣鑫  陈伯韧  周士谔  

恽正中  顾德仁  徐安玉  俸远祯  梅克俊  章  毅  龚耀寰  熊光泽 

编辑部主编：林为干 

    副 主 编：刘后铭  莫元龙  陆荣鑫  徐安玉 

    常务副主编、主任：徐安玉   

    责任编辑：徐安玉  1981年9月～；    严孔翌  1979年3月～1997年2月（1994年后返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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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培红  1987年5月～；              陈  昆  1990年9月～1992年4月； 

              叶  红  1994年12月～2001年10月；   黄  莘  1996年9月～2001年4月； 

              唐新华  1993年4月～1996年2月。 

第五届编委会：2002年4月～（2002年4月4日校长办公会决定，校办通知[2002]4号文） 

顾    问：林为干  刘盛纲  陈星弼 

主    任：李乐民        副 主 任：韩春林  刘昌孝 

编委委员：王厚军  王秉中  李少谦  李乐民  李言荣  刘昌孝  尧德中  邱  昆  吴  跃  邹寿彬  张怀武   

          杨中海  杨亚培  杨建宇  聂在平  徐安玉  黄大贵  黄廷祝  曾  勇  彭启琮  韩春林 

主    编：刘昌孝 

常务副主编：徐安玉 

主    任：徐安玉（1987年4月～2004年4月） 

漆  蓉（2004年4月～） 

责任编辑：徐安玉  1981年9月～；         徐培红  1987年5月～2004年6月； 

         漆  蓉  2001年12月～；        孙晓丹  2002年4月～； 

         刘文珍  2001年12月～；        熊思亮  2004年4月～。 

3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大事记 
3.1  1984年6月 学报获1983年度“优秀科技期刊”三等奖，电子工业部。 

3.2  1985年3月 学校评选出1979～1983年度学报“优秀论文”28篇。 

3.3  1987年 “高校学报工作改革刍议”被评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优秀论文”，作者：徐安玉； 

1987年5月 学校评选出1982～1985年度学报“优秀论文”97篇。 

3.4  1988年7月 学校评选出1986～1987年度学报“优秀论文”29篇。 

3.5  1989年7月 获“四川省优秀学报”二等奖，四川省教委；徐安玉获“优秀编辑” ，四川省教委； 

1989年10月 学校评选出1988年度学报“优秀论文”18篇； 

1989年11月 学报获  “全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优秀编辑质量”一等奖，新闻出版署，国家教委； 

1989年12月6月 四川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在我校成立，徐安玉担任研究会秘书长。 

3.6  1990年7月 学报获“四川省首届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四川省科委、新闻出版局； 

1990年12月 学报获“1989～1990年度电子行业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机械电子工业部； 

1990年至今，徐安玉同志被四川省科委、出版局聘为期刊评审专家和审读专家； 

1990年12月 学校评选出1989年度学报“优秀论文”27篇。 

3.7  1991年3月 徐安玉获“全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系统优秀编辑工作者”，新闻出版署、国家教委； 

1991年5月 “微机编辑排版的技术问题与分析”被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大会评为“优秀论文”，作者：徐安玉； 

1991年7月 四川省高校学报自科研究会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徐安玉担任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3.8  1992年6月 学报获“1991～1992年度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机械电子工业部； 

1992年10月 学报获“CUJA综合数据质量”一等奖，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 

1992年12月 学报获“首届全国科技期刊评比”三等奖，国家科委、中宣部、新闻出版署； 

1992年12月 学报获“四川省高校优秀学报”一等奖，四川省教委； 

1992年12日 严孔翌获“四川省高等学校学报优秀编辑” ， 四川省教委； 

1992年至今，徐安玉同志被机电部（现信息产业部）聘为科技期刊评审专家组和审读专家组成员； 

1992年12月 学校评选出1990～1991年度学报“优秀论文”51篇。 

3.9  1993年3月  学报获“四川省第二届科技期刊评比优秀期刊”一等奖，四川省科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 

1993年9月 徐安玉获“CUJA文献数据库”开拓一等奖，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 

3.10  1994年2月 学校评选出1992年度学报“优秀论文”26篇； 

1994年3月 四川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徐安玉担任副秘书长； 

1994年4月 四川省期刊协会成立，徐安玉任常务理事； 

1994年10月 学报获1993～1994年度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优秀期刊”（未分等级），机械电子工业部； 

1994年10月 四川省高校学报自科研究会第四届委员会成立，徐安玉担任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3.11  1995年2月 学校评选出1993年度学报“优秀论文”36篇； 

1995年6月 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徐安玉被选为学会理事； 

1995年7月 学报获“四川省十佳期刊”称号，四川省科委、宣传部、出版局； 

1995年7月 学报获“四川省第三届科技期刊评比优秀期刊”一等奖，四川省科委、新闻出版局； 

1995年11月 学报获“全国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学报系统优秀学报评比”一等奖，国家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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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 徐培红获“全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系统优秀编辑工作者” ，国家教委； 

1995年至今，徐安玉被国家教委（现教育部）聘为自然科技期刊评审专家组成员。 

3.12  1996年1月 学校评选出1994年度学报“优秀论文”66篇（校科（1996）031号文）； 

1996年5月 学报获“八五优秀国防科技期刊”称号，国防科工委； 

1996年9月 学报获1995～1996年度“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优秀期刊（未分等级），电子工业部； 

1996年10月 四川省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徐安玉同志被选为委员； 

论文 “四川省科技期刊审读问题分析” 被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五届大会评为 “优秀论文”，作者：徐安玉。 

3.13  1997年3月 学报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二等奖，国家科委、中宣部、新闻出版署； 

1997年12月 学校评选出1995～1996年度学报“优秀论文”88篇。 

3.14  1998年9月 学报获“电子精品期刊”，信息产业部，徐安玉获“优秀编辑”； 

1998年8月 四川省高等学校自科学报研究会第五届委员会成立，徐安玉担任研究会理事长，徐培红任副秘书长； 

3.15  1999年5月 学报获 “四川省高校优秀学报评比”一等奖，四川省教委； 

1999年5月 徐安玉获“优秀论文出版工作者”，四川省教委； 

1999年7月 学报获“全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评比”二等奖（属于部科技进步奖），教育部； 

1999年11月 四川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第四届委员会成立，徐安玉担任副理事长。 

3.16  2000年5月 学报获“四川省优秀科技期刊评比”一等奖，四川省科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 

2000年6月 中国高等校学校自然科学学报自科研究会第四届委员会成立，徐安玉担任副理事长； 

2000年11月 学报获“电子精品期刊”称号，信息产业部； 

2000年10月 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第四届委员会成立，徐安玉被选为学会理事； 

2000年12月 四川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徐安玉担任研究会副理事长； 

徐培红同志被电子科技大学农工党聘为副主任委员。  

3.17  2001年10月《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进入“中国科技期刊方阵双百期刊”方阵（国科财字[2001]340号文）。 

2001年11月 徐安玉被中国高等校学校自然科学学报自科研究会评为“优秀编辑工作者”。 

3.18  2002年4月 四川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第五届委员会成立，徐安玉担任副理事长； 

2002年11月 四川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第六届委员会成立，徐安玉担任研究会理事长；刘昌孝担任副理事长；

徐培红任副秘书长。 

3.19  2003年2月 学报获“第四届国家科技期刊奖”提名奖，国家科技部、新闻出版总署； 

2003年2月 （学报编委会2002年12月27日）学校评选出1987～2002年度学报优秀论文53篇； 

2003年7月 徐安玉被四川省宣传部，新闻出版局评为“四川省十佳出版工作者”； 

2003年8月 徐安玉被四川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推荐进入中国科协“学科带头人和科技专家数据库”。 

3.20  2004年5月 漆蓉被四川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第六届委员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聘为副秘书长； 

2004年5月 徐安玉被教育部推荐进入国家科技部的“中国科技期刊评估专家数据库”。 

4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被各部门认定和检索统计 
4.1  被国务院、教育部研究生办作为研究生“在国内重要刊物发表的论文数”的认定刊物，进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文重要

期刊目录》。 

4.2  被美国《工程索引》的Ei Page One数据库收录。 

4.3  被美国《数学评论》收录。 

4.4  被美国《CAS》中心收录。 

4.5  被俄罗斯《文摘杂志》（ΡЖ）收录。 

4.6  被英国IEE INSPEC收录。 

4.7  被德国《数学文摘》收录。 

4.8  被中国科学院情报中心列入《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期刊）。 

4.9  被北京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各次版本（第1～3版）列为《中国核心期刊》。 

4.10  被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所列为“统计期刊”（核心期刊）。 

4.11 被《中国物理文摘》、《中国数学文摘》、《全国报刊索引（自科版）》、《中国光学与应用光学文摘》、《中国电子科技文摘》、

《中国无线电技术文摘》、《中国学术期刊文摘》、《计算机应用文摘》、《中国导弹与航天文摘》等重要刊物作为检索刊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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