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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绿色通道投稿须知

为进一步满足广大医务工作者科研、工作需求，《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开通了投稿绿色通道，凡符合以下条件的稿件

编辑部将提供优化研究设计方案、优化统计学处理、优化参考文献等编辑深加工服务并由资深编辑负责论文的修改、润色，享

受优先审稿、优先外审、优先出版等优惠政策，欢迎您积极踊跃投稿！

（1）最新权威指南/指南解读、述评、Meta分析/系统评价类型文章，其中确有重大指导作用者缴费后1～2个月优先出版；

（2）国家级及省级以上基金项目支持文章，其中确有重大影响力者缴费后1～2个月内优先出版；

（3）省级基金项目支持文章及前瞻性研究、大型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大样本量调查研究缴费后2～3个月内优先出版；

（4）系统阐释、深入研究某一种/一组疾病规律的专题研究（由4～6篇文章组成）缴费后2～3个月内优先出版；

（5）介绍自主研发/研制或具有专利号的医疗技术、仪器、设备等相关文章，缴费后2～3个月内优先出版；

（6）优秀或获奖博士生毕业论文（须附导师推荐意见）缴费后2～3个月内优先出版。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稿件请登录本刊官网（www.syxnf.net）“作者投稿系统”进行投稿，并在填写文题信息时标注“绿色通

道”、提交基金项目证明文件、论文推荐函以备登记、审核，请务必保证所留信息正确、无误，不符合上述条件而标注“绿色

通道”、相关证明材料不全、联系方式不完整或未提交论文推荐函者将直接退稿处理。

凡符合上述条件的稿件审稿时间将控制15～30 d以内，并可申请网络首发，未尽事宜详询电话：18833006545/0310-
2067168，微信号：syxnfxgbzz1993，E-mail：syxnfxgbzz@chinagp.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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