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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儿科杂志》未被引文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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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中华儿科杂志》２００５年全年发表的３５３篇论文逐
一在清华同方引文数据库检索（检索日期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７
日），其中４０．５％的文章从未被引用过。诊断标准类文章均被
引用，是刊载文章中唯一１００％被引用的栏目；论著类文章未被
引比例较低（１５．４％）；１５篇述评、专论类文章中４篇未被引用
（２６．７％），其中２篇外籍专家述评稿件均未被引用；病例报告、
临床病例讨论、临床经验交流栏目文章未被引用率分别为

８７０％、８００％、２９３％；答疑、争鸣、讨论类文章未被引比例较
高（８０．０％）。通过对未被引文章的深入剖析，旨在为国内医学
期刊编辑工作实践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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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影响力论文已成为国际上评价科研成

果和科技期刊的重要指标［１］。２０００年９月美国科技
信息研究所（ＩＳＩ）在北京对我国大陆１９８０—１９９８年间
４７篇高影响力论文的１２４位作者进行了表彰。我国
学术界对论文质量和被引用情况的关注程度也在逐步

提高［２５］：中国科协自２００３年起每年举办１次期刊优
秀论文评选活动，２００７年第５届中国科协期刊优秀论
文评选还增设了８篇特别优秀论文；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７年出版的《中
国期刊高被引指数》［６］，对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期刊论文在
２００６年的高被引文章、高被引作者、高被引机构等数

据进行了详尽分析。在我国科技管理工作者和科研人

员高度重视的情况下，学术界已经逐渐走出仅关注科

研论文数量的误区，更加关注科研论文的质量。

高影响力科研论文永远只是科技期刊已经发表文

章中极小的一部分，科技期刊的编辑可能都会思考一

个问题：我们辛辛苦苦出版的期刊中究竟有多少文章

有学术价值、对读者有帮助？有多少文章读者根本没

有阅读兴趣，是对出版资源的浪费？游苏宁［７］认为：

无论是否优秀的期刊，已经发表的文章中９０％的文章
均为可登可不登，正如《Ｈａｒｐｅｒ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的总编所
言，１年之中能找到 １２篇出色的文章都不容易。
Ｈａｙｎｅｓ教授［８］的研究也显示，只有１％的论著对临床
医生产生了作用。我们的情况是否也如上述学者所

述？带着这一疑问，我们将《中华儿科杂志》２００５年发
表的３５３篇文章逐一在清华同方引文数据库检索（检
索日期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７日），发现其中４０．５％的
文章从未被引用过。在此，对１４３篇未被引文章进行
深入剖析，希望发现未被引医学文章的内在规律，为国

内医学期刊编辑工作实践提供依据。

１　未被引用文章的栏目分布

　　《中华儿科杂志》２００５年全年发表论文３５３篇，经
在清华同方引文数据库中检索，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共
有１４３篇文章从未被引用，占全部文章的４０．５％。未
被引用文章的栏目分布见表１。

表１　《中华儿科杂志》２００５年发表的未被引文章栏目分布

栏　　目
各栏目文章

篇数（Ａ）比例／％
未被引文章

篇数（Ｂ）
比例（Ａ∶Ｂ）／

％ 排序

病例报告 ６９ １９．５ ６０ ８７．０ １
临床病例讨论 ５ １．４ ４ ８０．０ ２
答疑、争鸣、讨论类 １５ ４．２ １２ ８０．０ ３
综述 ２３ ６．５ １０ ４３．５ ４
论著摘要 ３３ ９．３ １４ ４２．４ ５
讲座 ９ ２．５ ３ ３３．３ ６
会议纪要、学术动态 １６ ４．５ ５ ３１．２ ７
临床经验交流 ４１ １１．６ １２ ２９．３ ８
述评、专论 １５ ４．２ ４ ２６．７ ９
论著 １２３ ３４．８ １９ １５．４ １０
诊疗标准类 ４ １．１ ０ ０ １１
　合　计 ３５３ １００．０ １４３ ４０．５ －

《中华儿科杂志》是中华医学会主办的系列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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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连续４年被科技部评为“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
刊”，现为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 Ｂ类资助期刊，
在２００７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ＣＪＣＲ）中影响因
子（１．６５２）总排名居临床医学类第１位。这样一种在
国内医学界有较高学术地位的期刊，尚有４０．５％的文
章从未被引用过，即便是另外５９．５％被引用过的文章
中还有大量仅被引用过１～３次（甚至完全由作者自
引）的低被引文章。可见医学期刊学术价值较低的文

章所占比例的确比较高。

２　诊断标准类文章均被引用

　　由表１可见，诊断标准类文章均被引用，是唯一的
刊载文章１００％被引用的栏目。我们的前期研究［９］对

全国４４篇临床医学类高被引文章以及《中华儿科杂
志》１０年间的２０篇高被引论文的分析结果提示，诊断
标准类文章占高被引论文的比例最高，被引次数排名

高，对期刊被引频次贡献大。综合我们以往研究结论

和本次未被引文章的统计分析结果，可以肯定，诊断标

准类文章是期刊被引最稳定的选题，增加其选题策划、

组稿力度对提升期刊被引指标具有重要意义。

３　论著类文章未被引比例较低

　　２００５年《中华儿科杂志》累计发表论著类文章
１２３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最高（３４．８％）。１２３篇论
著中仅有１９篇（１５．４％）从未被引用。论著文章中临
床研究与基础研究文章篇数比例为３．４∶１。临床研究
９５篇，其中１５篇（１５．７％）未被引用；以动物为研究对
象的纯基础研究２８篇，其中４篇（１４．２％）未被引用。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读者，《中华儿科杂志》加大临

床实用性论文的刊出比例，进一步削减广大临床医生

“看不懂、用不上”的纯基础研究论文的刊出［１０］。虽然

临床研究稿件的总体质量并不令人满意，但在同等条

件下，我们还是优先予以发表。２００５年临床研究与基
础研究文章数的比例为３．４∶１，说明审稿中对临床研
究文章的适当保护收到了一定效果。虽然放宽了临床

研究文章的审稿尺度，但是，未被引的临床研究文章

（１５．７％）只略多于基础研究（１４．２％）。未被引的临
床论著多为人体细胞体外培养或基因位点分析类的取

材于人体的实验室研究，纯临床研究的未被引文章仅

有８篇，占全部临床研究的８．４％。我们前期对全国
４４篇高被引医学论文和《中华儿科杂志》２０篇高被引
论文的分析显示，高被引论著全部为临床研究，没有１
篇基础研究，提示论著类文章未被引比例较低，刊登一

定量的论著类文章可以保证有比较稳定的被引用率。

在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呼吁医学期刊工作者高度

重视临床研究，甚至要通过对作者的引导培育高水平

的临床研究文章。重要的、好的研究往往是努力解决

临床实践中遇到的难题［１１］。一种医学期刊如果充斥

着大量没有临床应用前景的纯基础研究，很难使临床

医生产生阅读兴趣。应该看到，目前医学期刊的临床

研究质量并不令人满意。

Ｈａｙｎｅｓ［８］的研究显示：很多医学论文没有临床应
用价值，没有很好的实验设计，统计学问题也比较多；

大部分已发表的论文其实验过程粗糙，对临床没有帮

助；医学期刊的论著中９５％达不到临床研究最低的质
量要求。Ｈａｎｎａｆｏｒｄ和ＯｗｅｎＳｍｉｔｈ［１２］对口服避孕药危
险性的临床研究分析发现，７４篇文献中仅有５篇（６．
８％）包含了系统的、有价值的信息，具有临床指导意
义。国外的医学期刊编辑早在１０多年前就开始引导
作者重视临床研究的方法学问题［８，１１１２］，在对作者、读

者科研方法学继续教育方面，国外医学期刊已经远远

走在我们的前面。我国的医学期刊工作者在抱怨来稿

缺少高水平临床研究文章的同时，可能也应该思考从

编辑的角度可以做些什么，期刊如何用实际行动引导

作者、培育高水平的临床研究论文。

４　应高度重视述评和专论类评论文章

　　国际医学期刊编辑界主张杂志的内容从充斥论著
向教育、综述、新闻、评论类文章转变，但３０年来这种
变化并不明显［１３］。我国期刊的评论类文章普遍较

少［４］，《中华儿科杂志》的评论类文章也仅占总数的

４２％。本次统计共有１５篇述评和专论类文章，其中
４篇（２６．７％）未被引用，远低于全部未被引文章的比
例（４０．５％），提示评论类文章有很好的被引用率。

前面对高被引文章的分析结果提示，《中华儿科

杂志》高被引文章中评论类文章占２５．０％，甚至接近
于高被引的论著类文章的数量，且评论类文章的被引

次数排名很高。文献［４］的统计结果显示，２００４年
ＳＣＩ收录的我国评论类论文篇均被引次数（１．３８次）
是全部论文篇均被引次数（０．５２次）的２．６５倍。

上述结果均提示，与其他文献相比，评论类文章的被

引数是较高的，医学期刊编辑在组稿时应重视此类文章。

５　外籍专家的２篇述评稿件均未被引用

　　目前的期刊评价体系中越来越重视国际化要素，
强调作者的国际化程度［２，１４］。为此，《中华儿科杂志》

２００７年编委会换届时特别聘请１２位国际著名专家任
编委，并且近年来编辑部积极向外籍专家约稿。２００５
年《中华儿科杂志》发表了２篇精心组织的以外籍专
家为第一作者的评论性文章。截至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 １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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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这２篇文章均未被引用过，这大大出乎编辑的预
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编辑部约稿的１３篇国内
专家述评和专论中仅有２篇未被引用，国内、外述评未
被引用率的比例为１５．３％∶１００％。其原因可能是本
次调查列入统计的论文数尚少，不足以呈现被引情况

的全貌，也可能是向外籍作者的约稿工作不到位，没有

约到水平较高的述评文章。

在向外籍作者约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他们

都是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但是稿件质量并不

尽如人意，多数外籍作者对我们的国情并不熟悉，所撰

写的评论往往缺乏针对性，内容比较笼统、浅显，反而不

如国内专家的述评更有助于指导临床实践。由于外文

稿需要翻译为中文发表，修改过程中的沟通、交流都存

在一定障碍，所以组稿工作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较多。

中文期刊的读者定位是国内的科技工作者，倡导中文期

刊作者国际化是否有必要，尚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我

们的体会是：“外来的和尚”未必会念中国的“经”。

６　临床病例分析类文章未被引情况差异较大

　　《中华儿科杂志》临床病例分析类文章包括《病例
报告》《病例讨论》《临床经验交流》栏目。２００５年，
《病例报告》栏目共发表论文６９篇，其中从未被引用
６０篇（８７０％），《病例讨论》栏目的文章未被引用率
也高达８０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临床经验交
流》栏目的文章未被引用率仅为２９３％。其原因可能
是临床经验交流栏目病例数相对较多、资料较为完整，

并且能够总结出一定的临床经验，从而更有利于指导

读者的临床实践，比较受读者欢迎。虽然高达８７．０％
的病例报告没有被引用，但我们认为应客观地看待这

一现象：被引指标只能从一个角度反映文章的受关注

度，但不能完全代表读者的阅读需求。病例报告实用

性强而理论水平不高，读者很可能阅读后直接指导临

床实践，而不需要也没有机会将病例报告作为文献引

用。我们认为，病例报告类文章贴近临床、可读性强，

尤其是作为补白可以增加期刊的信息量，对于此类文

章切忌单纯因引用指标不理想而“错杀无辜”，有必要进

一步调查读者的阅读需求，从而得出更为客观的结论。

７　答疑、争鸣、讨论类文章未被引比例较高

　　为了增强互动性，营造争鸣、讨论的学术气氛，
《中华儿科杂志》２００５年共发表此类文章１５篇，但其
中高达８０．０％的文章从来未被引用。其原因可能是
国内科技工作者受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影响，普遍

把学术争鸣等同于对科研工作者本人的批判，不喜欢

撰写此类文章，虽然我们的杂志始终在鼓励争鸣，但是

尚缺乏真正敢于“一针见血”的争鸣类稿件，始终没有

形成学术讨论的氛围。这样，即便刊出的争鸣类文章

数目上去了，却难产生共鸣，引不出争论。这也许是科

技期刊工作者需要在今后给予引导的方向。

以往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论文引用次数的分布

是不对称的，存在所谓“８０／２０定律”，即８０％的引用
次数来自于２０％的论文［３］。２００６年 ＳＣＩ收录的我国
科技论文在数量上有大幅度提高（世界排名第５位），
但从质量上看，过去１０年间我国论文被引用次数依然
排在世界第１３位，我国约８０％的国际论文分布在低
引用区和零引用区［３］。少一些“低引用”“零引用”的

论文，我们的期刊才能更高效地传达信息，才能更高效

地利用现有出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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