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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科技期刊研究基金项目（ＪＫＱＪＸ００２）；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
会基金项目（ＧＢＪＸＣ１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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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编委的高发文和高被引看药学期刊编委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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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科大学《中国天然药物》编辑部，２１０００９，南京

摘　要　以ＣＮＫ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引文数据库为数据
源，选取国内１０种高影响因子药学期刊，对各刊２００３年至今
的高发文作者、高被引作者以及高施引期刊等进行分析，探讨

编委对期刊被引频次的贡献。认为编委是科技期刊优质稿源

强有力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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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是科技期刊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在树立期刊品牌、扩大期刊影响以及刊社的市场

化运营中发挥独特的作用［１］。在目前的学术期刊界，

很多专家都身兼几家期刊的编委，而专家每年撰写论

文的数量有限，很难照顾到他任编委一职的所有期刊。

引证数据已成为评价论文、作者、期刊甚至研究机构学

术水平的公认的标准，本文试从高发文和高被引的角

度分析编委对提高期刊学术水平与影响力的贡献。

１　数据分析

　　以ＣＮＫ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引文数据库为
数据源，选取１０种在２０１０年版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
子年报（ＪＩＦ）中位居药学期刊前１０位的中文期刊，检
索年份为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查询日期为２０１１０５２３，查
询各期刊的前２０位即 Ｔｏｐ２０高发文作者和 Ｔｏｐ２０高

被引作者，研究 Ｔｏｐ２０高发文作者和高被引作者中编
委的比例，并分析 Ｔｏｐ２０高发文作者的单位分布和期
刊自引频次占 Ｔｏｐ２０施引期刊的总施引频次的比例，
进一步探讨编委贡献与发文单位数、期刊自引率的关

联，以及高发文和高被引编委的重合度等。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编委高发文和高被引情况　由表１可见，１０种
期刊的编委发文情况可以分为３类：一是贡献特别大，
如《中国药科大学学报》Ｔｏｐ２０发文中编委占 ９０％，
《中国天然药物》占７０％，《中南药学》占６５％；二是贡
献偏低，如《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Ｔｏｐ２０发文作
者中只有２位编委；其他６种期刊 Ｔｏｐ２０发文中编委
占（５０±１０）％，均属于第３种情况，即贡献中等。１０
种期刊的编委被引情况也可分为３类：一是贡献特别
大，如《中国药科大学学报》Ｔｏｐ２０被引中编委占
８５％；二是贡献偏低，如《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
Ｔｏｐ２０被引作者中一位编委也没有，说明该刊编委贡
献有限，没有大量优质稿源投给刊物，《中国药理学通

报》《中国生化药物杂志》Ｔｏｐ２０被引作者编委数量也
偏少；其他６种期刊均属于第３种情况，即贡献中等。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由中国药科大学主办，有６２
位编委，其中校内编委占９０％。由于学报主要是为学
校的科研成果提供发表窗口，所以《中国药科大学学

报》高发文和高被引作者主要集中在本校。而《沈阳

药科大学学报》的情况略有不同，该刊 Ｔｏｐ２０发文和
被引作者无一例外都集中在本校，但编委占比只有

５５％，这可能与该刊编委人数较少（４８位）有关，也可
能与编委会换届不及时有关。

２．２　编委贡献与发文单位数的关联　《中国药科大
学学报》和《沈阳药科大学学报》的高发文单位主要集

中在主办单位，也就是编委单位；《中国天然药物》由

中国药科大学和中国药学会共同主办，中国药科大学

的编委对刊物贡献较大，故高发文单位数偏少；《中南

药学》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和湖南省人民医院承

办，中南大学和附院的编委对刊物贡献较大，故高发文

单位数也偏少；《中国生化药物杂志》高发文单位的集

中主要与山东大学的编委有关，Ｔｏｐ２０高发文单位中，
山东大学占了１／２。其他５刊高发文单位数量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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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内１０种高影响因子药学期刊高发文和高被引及自引等情况分析

刊　名
２００９
影响因子

Ｔｏｐ２０
发文编委

数／占比

Ｔｏｐ２０
被引编委

数／占比

Ｔｏｐ２０发文、
被引作者

重合数

Ｔｏｐ２０发文、
被引编委

重合数

Ｔｏｐ２０发文
单位数

２００９他引
总引比

期刊自引占

Ｔｏｐ２０
期刊总施引

中国药理学通报 １．７８１ １１／０．５５ ６／０．３０ １０ ６ １３ ０．７７ ０．６９
药学学报 １．７１３ １０／０．５０ ９／０．４５ ８ ４ １０ ０．９４ ０
中国天然药物 １．５５３ １４／０．７０ １２／０．６０ １３ １０ ６ ０．９５ ０．１７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１．１７１ １８／０．９０ １７／０．８５ １２ １１ ２ ０．９７ ０．２７
中国生化药物杂志 １．０７７ ９／０．４５ ４／０．２０ ９ ４ ７ ０．８９ ０．５７
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１．０６７ １１／０．５５ １２／０．５５ １４ １０ １ ０．９５ ０．１５
中国药学杂志 １．０３５ １２／０．６０ １１／０．５５ ９ ８ １３ ０．９５ ０．０３
中南药学 １．０３５ １３／０．６５ ８／０．４０ ９ ６ ６ ０．６３ ０．５８
食品与药品 １．０３０ １２／０．６０ １０／０．５０ ８ ８ １１ ０．９８ ０．１０
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 ０．９２０ ２／０．１０ ０ ０ ０ ９ ０．９６ ０

２．３　编委贡献与期刊自引率的关联　由表１可以发
现：编委贡献和期刊自引率并不呈正相关，如《中国药

科大学学报》编委发文和被引均居第一，期刊自引占

Ｔｏｐ２０施引期刊总施引频次的２７％，又如《中国天然药
物》编委发文和被引均居第二，期刊自引仅占 Ｔｏｐ２０
施引期刊总施引频次的 １７％；而《中国药理学通报》
《中国生化药物杂志》《中南药学》Ｔｏｐ２０发文和被引
中编委占比不算高，甚至有的还偏低，但期刊自引分别

占Ｔｏｐ２０施引期刊总施引频次的６９％、５７％和５８％。
所以编委贡献大并不一定就导致期刊自引率提高。

２．４　Ｔｏｐ２０发文和Ｔｏｐ２０被引的作者（编委）重合度
　高质量、高水平和有较大意义的研究论文一般具有
高被引的特征，如果论文质量确实高，高发文作者的总

被引次数相应也应该多。研究发现，除了《中国药理

学与毒理学杂志》外，其他９种期刊的 Ｔｏｐ２０发文和
Ｔｏｐ２０被引的作者重合数都在８人以上，这９种期刊
均属于正常情况。而《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经

查证高被引作者发文量不多，且高发文作者被引次数

不多，所以Ｔｏｐ２０发文、被引的作者没有一人重合。例
如，被引排在第１位的作者共被引３２次，但在该杂志
上只发表了３篇文章，没有列入 Ｔｏｐ２０发文（第２０位
发了６篇）。又如，在高发文排在第１位的作者在该杂
志发了 １７篇文章，但一共只被引了 ４次，也没挤进
Ｔｏｐ２０被引（第２０位被引１７次）。《中国药理学与毒
理学杂志》Ｔｏｐ２０被引作者中一位编委也没有，所以
Ｔｏｐ２０发文、被引的编委重合度为０，Ｔｏｐ２０发文、被引
的编委数较多而重合度相对较低的杂志有《药学学

报》和《中国药科大学学报》，例如前者高被引编委第２
位被引了１９４次，但在该杂志共发文５篇，没有列入
Ｔｏｐ２０发文（第２０位发了１１篇）；而该杂志发文排第
１４位的编委发了１３篇文章，但共被引２１次，排在第
１５９位，也没挤进Ｔｏｐ２０被引（第２０位被引５９次）。

Ｌａｎｄｏｎｉ等［２］研究了《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ａｎ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Ｔｏｐ１０高发文和高被引作者，发现
无一重合，由此得出结论：高发文量和高被引频次不一

定相关。这与本文的研究结果相似。

３　结论与启示

　　科技期刊编委会，对期刊品牌培育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特别是编委中著名专家的数量，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期刊的品牌影响力［３］。在目前国内科研评价的

ＳＣＩ导向导致的大量优质稿件外流、国内稿源争夺日
益白热化的境况中，编委对刊物的支持显得格外重要。

本文研究发现，大部分期刊的编委贡献属于中等

偏上，少数编委贡献偏少的期刊应该及时进行编委会

换届工作，增加青年骨干专家比例。研究也表明，编委

贡献和期刊自引并不呈正相关，刊物编委大多是各个

行业的精英，所以期刊还是要大力争取编委的稿件。

此外，编委发文量和被引频次也不完全正相关，有些发

文数高的编委被引次数不一定高，而有些被引次数多

的编委发文数不一定多。提示我们一方面要争取约组

编委的优质稿件，另一方面对编委的稿件也要严格

“三审”。

王红丽等的调查发现，６种护理期刊的１４６位编
委在２种以上护理期刊担任编委［４］，国内期刊之间的

竞争日益激烈。如何争取编委的支持，发挥编委会在

期刊运营中的作用，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笔者研究得出，编委贡献源于编辑部做好编委服

务工作［５］，编辑部应当与编委加强联系，跟踪编委科

研动态，做好编委宣传和服务工作。

本研究还发现，少数期刊由于编委单位集中以及

编委贡献大而造成高发文单位集中，提示我们一方面

应该扩大编委的地域范围，在多个学科单位遴选编委，

以利于扩大期刊来稿面，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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