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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我国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类期刊
主要被引用指标变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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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我国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类期刊主
要被引用指标进行了调查，并与ＳＣＩ的相关期刊进行了对比分
析。结果表明：近年来，进入《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

版）》源期刊数量不断增加，期刊影响因子及他引率没有升高趋

势；期刊总被引频次逐年升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期刊权威因子均高
于２００８年。与２０１１年 ＳＣＩ收录的同类期刊相比，我国预防医
学与公共卫生类期刊受关注程度及学术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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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２００３年的“非典”疫情在全球的暴发流行，以及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一系列重大

突发事件，使世界各国的公共卫生体系经历了前所未有

的冲击，我国的公共卫生观念和危机应对意识也发生了

巨大转变。“非典”疫情以后，我国把预防医学和公共卫

生工作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认知高度，与之相关的预

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类期刊也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期刊被引用计量指标主要显示期刊被读者使用和

重视的程度，以及在科学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评价

期刊影响的重要依据和客观标准。为评估我国预防医

学与公共卫生类期刊的发展状况，笔者分析了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年我国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类期刊主要被引用
指标，并与ＳＣＩ的相关期刊进行了对比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以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
心版）》（ＣＪＣＲ）为数据源［１６］，对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

类期刊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他引
率、权威因子等４个重要的评价指标数据进行分析。
数据分析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并对数
据的分布进行单样本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正态性检
验，以Ｐ＜０．１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源期刊数量及影响因子　近年来，入选《中国科
技期刊引证报告》的统计源期刊逐年增加，从２００５年的
３３种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６７种。除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外，其余
各年的影响因子均呈正态分布，均数在０．４～０．５之间，
中位数在０．３０～０．４５之间。与以往相比，２００９及２０１０
年的影响因子最高值呈下降趋势如表１所示。表１及
后文表中的Ｐ２５、Ｐ７５、Ｐ９５分别为第２５、７５、９５百分位数。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我国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类期刊的影响因子

年份 刊数 珋ｘ±ｓ 中位数 范围 Ｐ２５ Ｐ７５ Ｐ９５ Ｚ值 Ｐ值

２００５ ３３ ０．４４０±０．３０５ ０．３１２ ０．０４８～１．２３７ ０．２２０ ０．５８８ １．２３１ １．０２０ ０．２４９
２００６ ３５ ０．４４４±０．２９３ ０．３３８ ０．０６７～１．２９９ ０．２４５ ０．５５１ １．１９７ １．１１３ ０．１６８
２００７ ４０ ０．４８５±０．３３４ ０．４０４ ０．０８０～１．４９４ ０．２６４ ０．６２４ １．４１８ １．４２２ ０．０３５
２００８ ５５ ０．４７６±０．２８８ ０．４２２ ０．０９６～１．５７３ ０．２９４ ０．５７０ １．１５８ １．３５５ ０．０５１
２００９ ６５ ０．４２８±０．２０５ ０．３８４ ０．１２２～１．１２７ ０．２８４ ０．５３８ ０．８６０ １．１０７ ０．１７２
２０１０ ６７ ０．４６２±０．２０３ ０．４３３ ０．０９２～０．９６３ ０．３２４ ０．５６９ ０．８５０ ０．８３０ ０．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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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总被引频次　各年的总被引频次均呈偏态分布。
不同杂志总被引频次差异较大：近６年来，总被引频次

最低的只有３１次，最多的超过４５００次，总被引频次
整体上逐年增高（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我国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类期刊的总被引频次

年份 刊数 珋ｘ±ｓ　 中位数 范围 Ｐ２５ Ｐ７５ Ｐ９５ Ｚ值 Ｐ值

２００５ ３３ ６２１±５６６ ４２１ ９５～２８２９ ２９０ ７６２ ２１６１ １．３４３ ０．０５４
２００６ ３５ ７７８±７３８ ５３０ ３１～３８７９ ３８５ ９００ ２７０９ １．３４０ ０．０５５
２００７ ４０ ８７２±８４３ ５９５ ３５～４３３７ ４４２ １０２２ ３０１６ １．３９０ ０．０４２
２００８ ５５ ９６４±８９０ ６８１ ８３～４６９７ ４５９ １１３５ ３６１４ １．３９６ ０．０４１
２００９ ６５ １０２３±７９２ ８４７ １５６～４３３３ ５２２ １３３０ ２６６２ １．５０３ ０．０２２
２０１０ ６７ １１５５±９１５ ９８１ １０３～４９７３ ５９３ １４５７ ３３６４ １．５１４ ０．０２０

２３　他引率　除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外，其余各年他引率均
呈正态分布，６年的他引率中位数均在０．８０以上，均

值略有下降，每年均有５％以上的期刊，其他引率高于
０．９０（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我国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类期刊的他引率

年份 刊数 珋ｘ±ｓ　 中位数 范围 Ｐ２５ Ｐ７５ Ｐ９５ Ｚ值 Ｐ值

２００５ ３３ ０．８０±０．１５ ０．８５ ０．１６～０．９３ ０．７７ ０．９０ ０．９３ １．１６３ ０．１３４
２００６ ３５ ０．８０±０．１４ ０．８５ ０．２８～０．９５ ０．７７ ０．８９ ０．９４ １．２２９ ０．０９７
２００７ ４０ ０．８０±０．１４ ０．８４ ０．３４～０．９４ ０．７６ ０．９０ ０．９４ １．３６４ ０．０４８
２００８ ５５ ０．７９±０．１２ ０．８２ ０．３７～０．９５ ０．７３ ０．８９ ０．９４ １．１５０ ０．１４２
２００９ ６５ ０．７９±０．１３ ０．８３ ０．３９～０．９９ ０．７２ ０．９０ ０．９５ １．０６６ ０．２０６
２０１０ ６７ ０．７８±０．１５ ０．８１ ０．３２～０．９８ ０．６９ ０．９１ ０．９６ ０．９８４ ０．２８８

２４　权威因子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从２００９年版开始提供权威因子。各年权威因子均呈

偏态分布，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均高于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与
２０１０年基本持平（表４）。

表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我国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类期刊的权威因子

年份 刊数 珋ｘ±ｓ　 中位数 范围 Ｐ２５ Ｐ７５ Ｐ９５ Ｚ值 Ｐ值

２００８ ５５ ３４６．２１±８２．３２ ３１８．０６ ２５６．８０～６１８．５１ ２９７．３０ ３６７．５２ ５７５．８２ １．３８１ ０．０４４
２００９ ６５ ５６４．３９±２９７．９２ ４９５．２７ ２４３．５０～１８０６．２４ ３７５．９２ ６５７．２８ １１４８．８２ １．３４７ ０．０５３
２０１０ ６７ ５６４．４５±３０１．４７ ４８８．６５ ２１４．３３～１８４２．２１ ３５７．９４ ６５４．６６ １２０７．０１ １．４４５ ０．０３１

３　讨论

　　１）影响因子体现了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率，主要反
映科技期刊的近期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因期刊刊

龄、载文量等因素不同而引起总被引频次的偏差，因而

被认为是能客观反映期刊学术水平与影响力的指标。

近年来，进入《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源期刊数量不断增加，但期刊影响因子没有增加趋势，

说明我国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类期刊受关注程度没有

明显提高。２００９及２０１０年的影响因子最高值呈下降
的趋势，一是因为原影响因子较高杂志的影响因子下

降，二是因为原在该类期刊中历年影响因子最高的《中

华结核和呼吸杂志》被调整到了临床医学类。与２０１１
年ＳＣＩ收录的１４２种公共卫生、环境卫生与职业卫生
类期刊的影响因子（０．１５４～８．６０９，均数为１．９４２１，中
位数为１．５１６５）［８］相比，我国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类
期刊影响因子整体较低。虽然两者的用来评价的源期

刊不同，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我国相关期刊与

ＳＣＩ同类期刊的差距。

２）总被引频次是期刊在学术交流中实际被引用的
绝对值，可以反映期刊受重视的程度及其在学术交流

中的地位；但它也受到创刊年限与载文量的影响。

近５年来，我国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类期刊影响
因子没有明显升高，但总被引频次逐年升高，说明整体

载文量逐年增加。与２０１１年ＳＣＩ收录的１４２种公共卫
生、环境卫生与职业卫生类期刊的总被引频次（４０～
３０９６４，均数为３１３０．９，中位数为１２５１．５）［８］相比，我
国同类期刊总被引频次离散程度较小，同时也显示出

在学术交流中的地位相对较低。

３）与他引率相对应的是自引率。在文献计量学评
价指标的导向下，部分期刊可能存在因自引较多而导

致他引率偏低的情况。期刊片面追求高文献计量学评

价指标，可能虚假繁荣一时，但终究不能持久下去，也

有悖于学术引用伦理规则和编辑职业道德规范；但过

分排斥自引文，等于堵塞了作者、读者借刊物这个载体

平台进行学术、思想交流的通道。

２００４年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的７０种医学期刊的平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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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他引率为０．８２，而美国医学会和加拿大医学会出版
的１５种医学期刊的平均他引率为 ０．９５［９］。钟阳春
等［７］认为同类刊物客观上存在一个适度的平均他引

率：高校自然科学学术类期刊为０．８０～０．９０，医学类期
刊为０．７７～０．９２，其他专业性比较强的期刊为０．７５～
０．８５。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国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
类期刊总体他引率目前处于一个较为适度的水平，但

也有个别期刊他引率过低，反映出可能存在人为操纵

自引的问题。

４）权威因子是利用ＰａｇｅＲａｎｋ算法计算出来的来源
期刊在统计当年的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值。与其他单纯计算被引
次数的指标不同的是，权威因子考虑了不同引用之间的

重要性的区别，重要的引用被赋予更高的权值，因此能

更好地反映期刊的权威性。被引次数多、影响因子大，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只是论文或期刊的流行程度，而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综合考虑了引用次数和引用质量，更能客观地
反映论文或期刊的权威性。权威因子与总被引频次相

关性较高，能部分消除因学科规模和性质不同而造成的

被引机会的不同的问题［１０］。由于我国与ＳＣＩ体系采用
了不同的计算方法，所以两者的权威因子没有可比性。

４　结束语

　　科技期刊是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科研水平高
低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科技实力日益增强，本应

与之齐头并进的科技期刊却遇到了巨大挑战。科研单

位和高校都强调科研论文为 ＳＣＩ收录，并直接与科研
人员职称、学位、岗位、经费、科研奖项等挂钩。由此，

对于优秀的科研成果，科研工作者往往首先向国外高

影响因子 ＳＣＩ刊物投稿，被拒后，再尝试低影响因子
ＳＣＩ刊物，发表无望才转投国内优秀科技期刊；因此，国
内科技期刊来稿质量无从保证，几乎成了研究生们“练

笔”的场所。这是目前我国科技期刊普遍面临的问题。

我国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类期刊要在愈演愈烈的

优秀稿源争夺战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要将为读者服务

放在首位［１１］，在发展过程中进行准确定位，针对我国

的卫生政策和医疗体制改革的需求，报道我国预防医

学与公共卫生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走有报道特色

的精品期刊发展之路，形成具有期刊自身特色的竞争

优势，从而得到更加稳定、健康的发展。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游苏宁先生给予

了指导和帮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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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一种简明清晰的表格数据表示法

　　在某学报中见到表１，这类表格在科技出版物中也经常可见。表１的数据表述是正确的；但是，依据 ＧＢ／Ｔ
８１７０—２００８《数值修约与极限值的表示和判定》给出的规范，如果将表１修改为表２，则表的结构和数据表述显得
非常简明、清晰。特向同人推荐之。

表１　变异程度分级表

相关函数Ｃ（ｔ） Ｈｕｒｓｔ系数Ｈ 变异程度

０≤Ｃ（ｔ）＜ｒα ０．５≤Ｈ＜Ｈα 弱变异

ｒα≤Ｃ（ｔ）＜０．６ 　 Ｈα≤Ｈ＜０．８３９ 中变异

０．６≤Ｃ（ｔ）＜０．８ ０．８３９≤Ｈ＜０．９２４ 强变异

０．８≤Ｃ（ｔ）≤１．０ ０．９２４≤Ｈ≤１．０００ 巨变异

表２　变异程度分级表

相关函数Ｃ（ｔ） Ｈｕｒｓｔ系数Ｈ 变异程度

０～＜ｒα ０．５～＜Ｈα 弱

ｒα～＜０．６ Ｈα～＜０．８３９ 中

０．６～＜０．８ ０．８３９～＜０．９２４ 强

０．８～１．０ ０．９２４～１．０００ 巨

（郝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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