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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影响力论文是名牌医学期刊的特征

接雅俐　　汤先忻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编辑部，２１００２９，南京）

摘　要　在某一学术领域内，某一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衡量该论文在某一时期内的学术影响。《中国高影

响力医学期刊论文计量报告》一书详细而科学、客观地揭示了

中国高影响力医学论文的被引频次和专业分类。本文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分析被引８０次以上的２９９篇中国高影响力医学论
文的来源期刊的情况，认为高影响力论文是名牌医学期刊的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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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的职称评定等工作中，往往以发表论文的
数量和载文期刊的质量作为一项重要的标准，而不关

心文章的被引情况。许多学者曾提出评价论文的质量

单独以发表刊物的影响力作为指标是不合适的［１５］，

以此来衡量科技人员的学术水平，并非完全客观和公

正，具有局限性［６］，应“以文论文”，不“以载体论

文”［７］。

用哪些方法来评价学术论文的质量也一直是困扰

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高影响力论文的说法源于

２０００年９月美国科学信息社（ＩＳＩ）在北京对我国大陆
１９８０—１９９８年间４７篇高影响力论文的１２４位作者进
行表彰。经常被引用的论文，ＩＳＩ称为常被引论文
（ｈｉｇｈｌｙｃｉｔｅｄｐａｐｅｒ），以此为基础，再考虑其他因素（诸
如学科间的引用差异、论文发表时间的长短等），可以

选择出某一学科或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论文，即高影

响力论文（ｈｉｇｈｌｙｉｍｐａｃｔｐａｐｅｒ）［８］。

近年来，以高影响力论文作为科研评价标准之一

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期刊的被引情况如自

引率和他引率，也是衡量一种期刊水平的指标。笔者

认为，如果某一学科领域内的高影响力论文均出自于

少数几种期刊时，这些期刊的水平和质量应该是比较

高的。在我国，最近１０余年来出版的１０００余种医学
专业期刊累计发表论文达３００余万篇，其中被引频次
超过 ８０次的医学论文只有 ２９９篇 （１９９４—２００４
年）［９］。分析这些高影响力论文来自哪些医学期刊，对

于客观地评估医学期刊的质量和水平应该有所帮助。

２　资料与方法

　　笔者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１月出版
的《中国高影响力医学期刊论文计量报告》一书中的

表２２———被引 ８０次以上的中国高影响力医学论文
（２９９篇），对其来源期刊进行整理分析。该书选取数
据的时间范围为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高影响力医学论文来源期刊的情况　把这２９９
篇高影响力的医学论文的出处按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ＣＢＭＷｅｂ）中期刊检索的期刊导航功能逐级浏览
归类，并按２００４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统计
核心期刊数目。整理结果见表１。

结果显示，被引８０次以上的２９９篇高影响力医学
论文来自 ８８种医学期刊，其中核心期刊 ５７种，占
６５％，核心期刊刊载的高影响力论文有２６３篇，占高影
响力医学论文总数的８８％。

内科学和外科学的高影响力医学论文数量最多，

来源期刊的种类也最多，但平均每种来源期刊所刊登

的高影响力论文却不多，最多的是儿科学和妇产科学

期刊。儿科学类有中华儿科杂志（１０篇）和中国实用
儿科杂志（１１篇），平均刊登高影响力论文１０．５０篇；妇
产科学类有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篇）、中国实用妇产科
杂志（１０篇）、实用妇产科杂志（６篇）和国外医学·妇产
科学分册（１篇），平均刊登高影响力论文９．２５篇。

笔者发现，刊载这些高影响力论文的医学期刊创

刊时间都比较早，大多有２０多年的历史。在这８８种
期刊中，中华系列杂志共３７种，占４２％，包括中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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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主办的３５种，以及中华护理学会主办的中华护理
杂志和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的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表１　被引８０次以上的高影响力医学论文及其
来源期刊按医学类目归类的情况

医学类目
来源期

刊种类

高影响力

论文篇数

平均刊

登篇数

核心期

刊数

核心期刊高影

响力论文篇数

综合类医学期刊 ３ ８ ２．６７ ２ ７
预防医学、卫生学 ３ ８ ２．６７ １ ６
中国医学 １ ７ ７．００ １ ７
基础医学 ４ ９ ２．２５ ２ ３
临床医学 １０ ２５ ２．５０ ６ ２０
内科学 １８ ６８ ３．７８ １３ ６３
外科学 １７ ６９ ４．０６ １０ ５８
妇产科学 ４ ３７ ９．２５ ３ ３６
儿科学 ２ ２１ １０．５０ ２ ２１
肿瘤学 ５ １１ ２．２０ ４ １０
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 ８ １０ １．２５ ５ １１
耳鼻咽喉科学 １ ３ ３．００ １ ３
眼科学 ２ ５ ２．５０ １ ４
特种医学 ２ ９ ４．５０ １ ８
药学 ８ ９ １．１２ ５ ６
　　合　　计 ８８ ２９９ ３．４０ ５７ ２６３

　　注：中华医学检验杂志２０００年更名为中华检验医学杂志，故
统计时算作是１种杂志；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于１９９６年分刊为中
华精神科杂志和中华神经科杂志，故统计期刊数量时不变，论文计

入中华精神科杂志；国外医学·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分册归入神

经病学与精神病学类，而不计入外科学类。为了与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统一，把第二军医大学学报归入综合医学类而非特种医学类，

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和心理学报归入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类，而

非基础医学类。

３２　高影响力医学论文的分布情况　收录被引８０次
以上高影响力论文最多的为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篇）、
中华骨科杂志（１９篇）和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１８篇）；
而收录这２９９篇高影响力医学论文的８８种期刊中，有
一半的期刊只刊载有１篇高影响力的论文。

对收录被引８０次以上高影响力医学论文最多的
３种期刊再进行分析，通过查阅近 ３年（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的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可知，这３种期刊的总被引
频次和影响因子在妇产科学与儿科学、外科学以及内

科学各学科中始终居前几位：中华妇产科杂志近３年
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均位于妇产科学与儿科学类

第２位（第１位始终为中华儿科杂志），中华骨科杂志
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均居外科
学类第２位，２００６年均居第３位；中华心血管杂志总
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在 ２００４年均位于第 ３位，２００５
年略有下降，但２００６年均升至第２位；并且这３种期
刊的他引率近３年来全部在０．９４以上。可以说它们
是名副其实的名牌医学期刊。

４　讨论

　　一般来说，被频繁引用的文献往往是相对有价值

的重要文献，具有比较高的学术水平。由上述结果可

以看出，应用型大学科如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

科学的被引８０次以上的高影响力论文较多，而耳鼻咽
喉科学、眼科学等小学科被引８０次以上的高影响力论
文数很少，来源期刊数量也不多，更有些医学学科，如

皮肤病学与性病学、口腔医学、实验医学（或医学实

验）等，没有被引８０次以上的高影响力的论文。笔者
认为，这与医学各个学科信息和知识的更新速度不同

有关。

刊载高影响力医学论文越多的期刊，其质量相对

来说也越高。近１０年来出版了１０００余种医学期刊，
被引８０次以上的２９９篇高影响力医学论文仅出自８８
种期刊，而其中就有核心期刊５７种，占６５％，核心期
刊高影响力论文２６３篇，占８８％。可见，高影响力的
医学论文广泛存在于核心期刊中。可以认为，刊载高

影响力论文的多寡与期刊的质量密切相关。

笔者认为，名牌医学期刊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积淀

以及高影响力医学论文的积累。《中国高影响力医学

期刊论文计量报告》一书的编写意义重大，对于评价

高影响力的论文、高影响力的期刊和高科研产出的机

构等都有很大的帮助和补充作用，具有很高的使用价

值和收藏价值；但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医学文献计量分

析报告在全国医学界尚属首次，难免存在一些缺陷，需

要不断改进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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