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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英文版》国外编委筹备会在芝加哥举行

巾美两国学者经过3个月的商谈和共同努力，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血管病研究所主办的《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英文

版》筹备会议f 2003年3月30日就美国一C，脏病学会(ACC)年会之际在美国芝加哥Hilton Chicago Hotel and Tower完满举行。

应杂忐创办人王士雯院士的邀请，美围心脏病学之父、ACr2年会名誉主席Eugene Braunwald(Harvard Medical Sch001)及‘Fhach

Nguyen(1diana University)，Mathew SJr,enfino(University of Chicago)，Kirk Garratt(Mayo Clinic)，Peter McCullough(Bearu

nlOl'lt Hc xspital，Royal Oak，MI)，Moo Hyun Kim(Dong AUniversiw，Bnsan，Korelt)等人出席。Braunwald教授已应允担任杂志

的名誉总编。

本次筹备会议是在2003年1月北京举行的中方筹备会的基础上召开的。会议就杂志名称、办刊目标、办刊方针、杂志水

平、}t-xj读者群、稿件来源、征稿方式以及出版时间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围是一个各领域都正在

高速发展的国家，是一个巨大、潜在的医疗产品包括医学出版物的消费市场。中国以外的读者很需要了-解中同医学发展的所

想所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老年人群疾病的发生常以心血管系统为主并累及多个器官，临床上单一系统疾病的治疗已经小

能满足病人的需要，也不适合现代医学的发展需要。办刊的H的主要足提供东西方就老年心血管病和老年多器官疾病的对

话平台，出版一本以标准英语印刷的高质量的国际性医学杂志，约有50％稿件来自中国，约50％来自其他国家。编委会的任

务是约到好的稿件并对英文进行编辑以保证其科学和英文表达的双重高质量。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该英文版杂志要

_存本领域内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学术质量和结构内容上都保持新颖化和高水准。杂志的凑者对象为所有临床内科医师，重

点为心内科医师和老年医学医师。杂志的主要作用是引导读者不断地总结经验、思考问题，提高对老年心脏病和老年多器官

疾病的诊治水平，并教育医学欠发达地区的医师如何改进诊疗方式。随着杂志的出版和逐步走上lE轨，编委会与编辑部共同

努力，还将为作者和读者创造一个便利的嘲上服务系统，并努力以最快的速度使本杂志进入Medline检索系统。杂志的创刊

发,ff_12作正在积极筹备，欢迎国内外有关学者同仁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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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已对世界各国人民和广大医务人员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在

这个特殊时期，本刊许多编委及老年医学专家承担着两条战线的特殊战斗，即同老年慢性疾病的斗争和传染

病“非典”的斗争。大家知道，许多老年人伴有慢性疾病，抵抗力低，一旦感染SARS病毒则病程长，传染性

强，病死率高，因此，我们应对控制老年人SARS工作引起高度重视。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全体编委及杂志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与全国人民一道奋力抗击SARS，愿

以实际行动投入和支援这场斗争，我们拟向战斗在抗击SARS第一线上的广大医务人员及全国人民提供有

关各地在防治SARS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组织对防治SARS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稿件，并尽快随后刊

登。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编委会及编辑部号召全体编委及老年医学专家及广大抗击SARS的一线医

务工作者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投入SARS防治工作，并从中总结出防治SARS的临床研究、基础研究、病例

报告等优秀论文，论文最好能与老年多器官功能衰竭有关。本刊愿为战胜抗击SARS攻坚战尽到我们的微

薄之力。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曩辑蠢员衾
2003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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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第八届全军老年医学专业学术会议

由全军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八届老年医学专业学术会议”将于2003年10月底在上海市举行

(具体时问地点另行通知)。此次大会将邀请国内知名的老年医学及心血管病专家做专题讲座及学术交流。

会议同时举办“老年心血管疾病学及药物治疗学新进展学习班”。

征文内容1．老年疾病的预防与保健。2．老年常见疾病临床救治经验及基础研究。3．老年多器官功

能不全基础及临床研究进展。4．老年疾病介入治疗及展望。5．老年疾病的外科治疗。6．衰老机理研究与

抗衰老前景。7．老年疾病基因治疗及展望。8．老年疾病影像学应用的现状及对策。9．老年人疾病合理用

药。10．中老年疾病的护理。11．其它。

征文要求 1．尚未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临床与基础研究论著，综述，经验总结，个案报道，外文摘译及

评论性文章。2．来稿一式两份，中、英文均可。全文限5 000字内(请务必附800—1 000字的大摘要)，摘要

500字内。稿件用中文word文档编辑(请附软盘)，有条件者可通过E—mail投稿。3．稿件经审稿录用后将

编人此次大会论文集，并择优在《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等相关期刊上发表。4．截稿日期为2003年8

月31日。未经采用稿件，不予退稿，故请自留底稿。

学 分：参加会议者可获得军队医学继续教育学分45分。

通信地址：北京复兴路28号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血管病研究所(100853)刘玲玲

联系电话：010—66936783(地方线)、0201．936783(军线)。

E．mail：liull301@btamail．net．cn

全军老年医学专业学术会议组委会

2003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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