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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特藏整理 

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華文雜誌創刊號--《作物學報》 

陳惠美 、謝鶯興  

館藏《作物學報》，封面簡單，題中英文刊名：「作物學報」，中間：「第 1

卷第 1 期」、「1962」，下題：「中國作物學會編輯」、「農業出版社出版」。鈐「北

京農業大學圖書館藏」圓戳。封底則將「《作物學報》編輯委員」和「《作物

學報》徵稿簡約」置於同一版面，但未見「版權頁」，亦未標為「創刊號」。 

 

據《作物學報》封面顯示，是由中國作物學會編輯，農業出版社出版。1查

對該學報官網，見「《作物學報》歷史」欄，記載該學報發行歷史，說明「前

身追溯到 1919 年 1 月創刊的《中華農學會叢刊》(中華農學會創辦)」，接著敘

述其改名及發行地變遷的過程，說：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1 據該學報官網，「《作物學報》歷史」欄記載，編輯與出版的單幾經變革，到

「2001 年起至今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管、中國作物學會和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

學研究所共同主辦、科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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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年自第 1 卷第 5 期起改名為《中華農林會報》，1920 年 1 月第 2

卷第 1 期起改名為《中華農學會報》。原以卷期計算，第 3 卷第 12 期

後改為以期計算。自第 43 期起遷上海出版，第 119 期起遷南京出版，

抗戰期間在重慶出版，抗戰勝利後遷回南京出版，1950 年遷回北京。

1950 年 4 月改名為《中國農業研究》(華北農業科學研究所主辦)，1952

年 4 月改名為《農業學報》(中國農學會主辦)，1960 年停刊。1962

年復刊改為現名《作物學報》，卷期另起。 

官網亦提及「《作物學報》自 1962 年(第 1 卷)到 1965 年出版了 4 卷。1966 年

停刊，1979 年復刊(第 5 卷)」，可以得知該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仍逃不過

被迫「停刊」的命運，直到 1979 年才得以「復刊」。 

由於館藏本的〈創刊詞〉並未提及刊名更易的事，原本以為僅是同名的

刊物？然因該學報官網提供「自 1962 年創刊號起『歷年過刊』的全文(PDF 格

式)」，核 1962 年創刊號收錄的〈目錄〉收入的篇名等資料，與館藏所見幾乎

相同，僅館藏本將〈中國作物學會召開第一屆代表大會和作物育種學術討論

會(學術動態)〉置於最末一條，而該官網收錄的次序是依各篇所在頁碼排序的

差異，當可確認是同一刊物。 

壹、目錄 

館藏《作物學報》的〈創刊詞〉提出：「刊登有關作物育種栽培及與此有

關的遺傳、細胞、生理、生化、生態、分類、解剖、田間設計、植物資源等

方面」文章。創刊號的〈目錄〉，並未特別標示各種類別，然而就各篇標題觀

之，實符合上列幾種的類型。 

目錄 

創刊詞……《作物學報》編輯委員會(1) 

豐產田小麥葉色「青、黃」變化的初步研究……汪宗立、薛淑倫、聶毓琦(2) 

小麥--偃麥草雜種夭亡與不孕問題的探討--小麥與偃麥草雜交的研究(二)……·

李振聲、陳漱陽、李容玲、劉冠軍(19) 

新疆冬小麥引種規律初步探討……馮祖壽(27) 

利用玉米雄性不育特性製造雜種的研究……楊允奎、杜世燦、段光輝(35) 

稻穗發育過程及其控制途徑的研究……吳光南、張雲橋(43) 

低溫培育對棉花一些經濟性狀的影響……蔣克明 

水稻無機礦質營養的研究 

1.水稻不同生育期缺磷的影響……崔澂、樊夢康(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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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平原的新石器時代小麥……金善寶(67) 

田間試驗缺區估算的新方法……楊守仁(73) 

蘇聯冬性硬粒小麥的選育……Ф. Г. 基里欽科(77) 

國外現代植物生理學研究的主要問題及其現狀(綜合摘譯)……(81) 

中國作物學會召開第一屆代表大會和作物育種學術討論會(學術動態)……(76) 

 

貳、創刊詞 

《作物學報》「創刊詞」，交待該刊：「是一種學術性刊物」，及刊登有關

論文、譯述、簡報及學術動態等文章  

創刊詞 

建國以來，在黨的正確領導下，我國作物育種和栽培研究工作，堅持理

論聯繫實際、科學為生產服務以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取得了

很大的成績。為了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國作物學會自 1962 年起創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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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學報》，以反映我國作物科學的研究成果，促進學術交流，推動研究工作更

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作物學報》是一種學術性刊物，它的任務是在黨的各項科學方針政策

的指導下，刊登有關作物育種栽培及與此有關的遺傳、細胞、生理、生化、

生態、分類、解剖、田間設計、植物資源等方面的學術論文、研究簡報、學

術討論、國內外研究進展述評、有參考價值的譯文、學術動態等。 

我國作物育種栽培研究工作者正在大力開展各項研究工作，希望隨時將

研究成果和進展情況送本學報刊登并隨時提出意見，使本學報不斷改進，不

斷提高。 

《作物學報》編輯委員會 

1962 年 1 月 12 日 

 

參、徵稿簡約 

《作物學報》創刊號的徵稿簡約，列出九點的要求，包含刊登作品的類

型，字數與格式，「如利用原單位未經發表的研究資料，應經原單位審查同意

後投稿。」特別提出：「如須用數字分段，請按下列順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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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學報》徵稿簡約 

一、本刊是學術性刊物，主要刊登作物育種栽培及與有關的遺傳、細胞、

生理、生化、生態、分類、解剖、田間設計、植物資源等方面未經發表的學

術論文、專題研究報告，研究簡報，國內外研究進展述評，學術動態以及有

參考價值的譯文。 

二、文稿用語體文，內容力求簡明，結構嚴整，資料和數據要求精簡扼

要，正確可靠。學術論著一般不超過一萬字，附提要和摘要。提要一、二百，

摘要字數不超過全文的 5 %。 研究簡報一般不超過一千五百字。 

三、文稿如利用原單位未經發表的研究資料，應經原單位審查同意後投

稿。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但本刊編委會可以修改(如不願修改請來稿時聲明)。 

四、文稿須用方格稿謄寫清楚，橫行書寫，字跡勿潦草。公式符號必須

清楚無誤。外文字母及符號的大寫、小寫、正體、斜體以及希臘字母和拉丁

字母必須分清，用印刷體書寫，黑體字在字下用曲線表明，斜體字用單線表

明。 

五、附圖或照片須少而精。圖表請在潔白繪圖紙上用墨筆按工程圖的標

準繪製，圖中文字一律用鉛筆書寫。圖的大小，一般以 14x20 釐米與 7 x 10

釐米為宜。照片必須曬影，底片不用。 

六、作者姓名及服務機關寫在題目下，註解在每頁之末，號碼用小號的

1)、2)寫在正文的右上角。例如 00001)。參考文獻寫在每篇之末，在文中引用

時，其號碼用小號的[1]，[2] 標於加注處的右上角。例如 0000[1 ]。參考文獻按

下列次序書寫：著者姓名、年代、題目(或書名)、期刊名稱、卷數、期數、頁

數。如係外國文獻，請用原文。 

七、如須用數字分段，請按下列順序： 

一、 

(一) 

1 

(1) 

八、來稿經登載後，酌致稿費，並贈抽印本 50 份。版權歸本會與作者所

共有(一稿請勿兩投)。不刊登的稿件，當妥為退還。 

九、來稿請寄北京西郊中國農業科學院編輯室轉《作物學報》編輯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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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作物學報》編輯委員 

在編輯委員名單中，以「*」作為標示，以區分編輯委員群中包含著常務

編輯委員。 

《作物學報》編輯委員 

主編 戴松恩 

副主編 臧成耀 蔡旭 

編輯委員(依姓氏筆劃為序，有*者為常務編委) 

丁穎  丁振麟  卜慕華*  王金陵  王彬生  王鑑明  劉後利 

莊巧生*  孫渠*  何康  李競雄*  吳兆蘇  吳紹騤  杜春培 

陳瑞泰  金善寶*  周克寬  趙洪璋  胡競良*  俞啟葆  高一陵* 

祖德明*   馬藩之  馬矍翁  梅藉芳  張必泰  賀熯儒  楊允奎 

楊立炯  楊守仁  臧成耀*  蔡旭*  閻龍飛  鮑文奎*  戴松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