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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我国肾脏病学研究领域高影响力论文的刊用期刊、作者及其机构、基金支持情况的分析，研究筛选出了刊
登肾脏病学科领域论文的主要期刊、多产作者、多产科研机构，并揭示了高影响力论文与基金论文的关系，为策划高质量期刊

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高影响力论文　肾脏病学　被引频次

　　优秀的科研论文被引用频次往往相对较高，而且被引用
周期也会比较长［１］，我们将其称之为高影响力论文。近年

来，以高影响力论文作为科研水平评价标准是国际上普遍采

用的方法［２］。一个机构或个人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越多，其

在学术界的影响力越大，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其科研水

平［３］。为了深入地了解我国肾脏病学研究领域高影响力论

文发表情况，分析本领域多产研究者、研究机构以及发表高

影响力论文的相关期刊，我们对中国知网的“中国引文数据

库”（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９日的数据）和《中国高影响力医学期刊
论文计量报告》（２００６年版）［４］收录的肾脏病学高影响力论
文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期为《中华肾脏病杂志》办刊提供参

考。

由于受发表时间的影响，发表较早的文献，被引用的次

数相应较高，因此我们分别按年份进行统计，以每年被引用

次数最多的前２０名论文作为要分析的对象，每一相同被引
频次如有多篇论文，则一并录入。用手检和机检相结合的方

式，总共检索了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５年肾脏病临床与基础研究领
域的论文２３２篇。这２３２篇论文不包括文献综述、讲座、临
床病例讨论、学术争鸣、国内外学术动态、疾病诊断分类标

准、防治方案、指南、评论、会议纪要等栏目文章。因为综述、

述评、诊断标准等文章的被引次数往往比原创论文高得多，

但是它并不代表作者的学术成果。本文只计原创性的论著

文章，这样能更加公平公正地反映实际情况。用 Ｅｘｃｅｌ软件
处理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５年１０年间我国肾脏病研究领域高影响
力论文数据，按被引频次、作者、作者机构、所在地区等进行

分析，并采用文献计量学分析其特点。

１　高影响力论文发表期刊的分布情况

高影响力论文主要发表在１１种期刊，其中论文数居前５
位的期刊刊载了我国肾脏病学高影响力论文的７７．６％，提示

这些期刊是我国肾脏病学科的主要期刊。当然，并非主要期

刊的每一篇论文影响力都高，而非主要期刊的每一篇论文影

响力都低。但是，就某一专业领域而言，刊登高影响力论文

多的期刊的质量肯定比刊登少的要高。高影响力论文主要

还是发表在本学科的期刊上，其中发表在《中华肾脏病杂志》

上的占３１．９％。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发表高影响力论文期刊的论文数分布

刊　名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合计

中华肾脏病杂志 ４１ ３ ６ １０ ７ ７ ７４

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 ３８ ５ ４ ８ ２ ２ ５９

中华内科杂志 １１ ３ ２ ０ １ ３ ２０

中华医学杂志 ２ ３ ２ ２ ３ ２ １４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８ １ ０ ２ １ １ １３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中国中药杂志 ２ ０ ０ ０ １ １ ４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 ０ ０ ２ ０ ０ １ ３

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 ０ ０ １ ０ ２ ０ ３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３

中国血液净化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２　高影响力论文的被引频次分析

２３２篇论文总共被引用６７６１次，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用
次数为２９．１４，其中被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被引用１５８次。
若按照被引频次≥３０的标准来计算的话，１０年间肾脏病领
域有７２篇论文，其中发表在《中华肾脏病杂志》的为２２篇，
占３０．６％。表２按被引频次从高到低顺序排出了前２０名论
文。２００３年之后论文由于发表时间短，尚没有达到引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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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在本研究中我们没有深入对每篇论文的自引进行分析， 不过通过参考《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５］中各期刊的自引

表２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度被引频次居前２０名的论文

第一作者 题　名 来源期刊 基金资助情况
发表

年份

被引

频次

祁忠华 黄芪改善糖尿病早期肾血流动力学异常的研究 中国糖尿病杂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纽约中华医学基金
１９９９ １５８

鲁盈
黄芪当归合剂对肾病综合征血清脂谱和肾小球硬化

的影响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９９７ １３０

陈惠萍 １０５９４例肾活检病理资料分析 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 ２０００ １１０

张国强
丹参对狼疮性肾炎成纤维细胞增殖、凋亡及 ｃｍｙｃ蛋
白表达的影响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９９７ １０７

尹广 木通中毒的肾脏损害 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 １９９９ ９６

丁炜
黄芪当归合剂对肾病综合征鼠肾转化生长因子β１的
影响

中华肾脏病杂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９９８ ８５

季大玺
连续性肾脏替代疗法在重症急性肾功能衰竭治疗中

的应用
中华内科杂志 １９９９ ８４

裘奇 木通所致大鼠急性肾损伤的实验观察 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 １９９９ ８４

张国强
三七总甙诱导间质纤维化人肾成纤维细胞凋亡及其

分子机理初探
中华肾脏病杂志 １９９８ ７８

俞雷 黄芪当归合剂降低肾病综合征大鼠血脂机制的探讨 中华肾脏病杂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９９９ ７４

黎磊石 ４２９８例成年人肾小球疾病病理类型及流行病学特点 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 １９９７ ７２

郭啸华
高糖高脂饮食诱导的２型糖尿病大鼠模型及其肾病
特点

中国糖尿病杂志 军队“十五”重点课题 ２００２ ７１

郭啸华 实验性２型糖尿病大鼠模型的建立 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 ２０００ ７１

胡伟新 霉酚酸酯治疗顽固性Ⅳ型狼疮性肾炎 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 １９９８ ７１

余凌
黄芪当归合剂防治肾病综合征鼠进行性肾小管间质

损伤
中华肾脏病杂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０００ ６９

宁英远 大黄素对人肾成纤维细胞增殖的影响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２０００ ６７

陈文 马兜铃酸肾病的临床与病理表现 中华医学杂志 ２００１ ６６

崔太根
药典法定剂量关木通对大鼠肾功能及间质结构影响

的研究
中华肾脏病杂志

卫生部临床学科

重点项目
２０００ ６５

谢春 一种狼疮性肾炎的临床活动性指数 中华肾脏病杂志 １９９７ ６５

李宁军
黄芪当归合剂对肾病综合征大鼠脂蛋白脂酶和卵磷

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的影响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１９９９ ６５

率（如《中华肾脏病杂志》自引率在最近７年均小于０．１０）可
以做出一个较为粗略的判断。不管是自引还是他引，其实都

是论文作者吸取信息或表明观点的行为，在科学研究中都是

正常的［６］，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期刊和作者自引对论文被

引频次的影响，工作中要正确处理期刊自引与作者自引。过

去，肾脏病学与内科学的其他专业相比，学科规模和专业从

业人数相对较小。近年来，随着肾脏病发病率的逐年升高和

其专业诊疗技术水平的提高，肾脏病学科基础和临床研究在

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３　高影响力论文产出的地区分布

按发表高影响力论文的地区分布来看，北京 ８４篇，占
３６．２％篇；南京６１篇，占２６．３％；上海３９篇，占１６．８％；广州
３０篇，占 １２．９％。四地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占总量的
９２．２％，而西部地区则少有高影响力论文，与全国高影响力
医学论文的地区排名结果［７］类似。说明我国肾脏病领域以

这四地的资源、技术力量最为雄厚，这也反映出我国肾脏病

学研究存在明显的城市分布聚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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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肾脏病学产出高影响力论文的前１０个医疗机构

排序 机构 论文篇数
占总量的

百分比（％）

１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内科 　５９ ２５．４
２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 ５０ ２１．６
３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 ２２ ９．５
４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肾内科 １５ ６．５
５ 解放军总医院肾内科 １４ ６．０
６ 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 １０ ４．３
７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肾内科 ９ ３．９
８ 上海交通大学仁济医院肾内科 ８ ３．４
９ 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肾内科 ７ ３．０
１０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 ６ ２．６
合计 ２００ ８６．２

表４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发表多篇高影响力论文的作者

第一作者 机构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总计

季大玺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内科 ５ ２ ７
陈香美 解放军总医院肾内科 ３ ２ １ ６
郭啸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内科 １ ５ ６
张国强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 ５ ５
胡伟新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内科 ３ １ ４
刘志红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内科 ２ ２ ４
侯凡凡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 ２ １ ３
谢红浪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内科 ２ １ ３
郑法雷 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 ２ １ ３

陈广平
上海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学

教研室
２ ２

陈惠萍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内科 ２ ２
陈文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肾内科 ２ ２
崔太根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 １ １ ２
戴春笋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内科 ２ ２
高瑞通 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 ２ ２
黄海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 ２ ２

黄颂敏
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肾内科
２ ２

黎磊石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内科 ２ ２
李玲 北京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 １ １ ２
李晓玫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 １ １ ２
刘冠贤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 ２ ２
马骥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肾内科 ２ ２
祁忠华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肾内科 ２ ２
田雪飞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肾内科 ２ ２
王建中 解放军总医院肾内科 １ １ ２
文晖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肾内科 ２ ２
文晓彦 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 ２ ２
吴永贵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肾内科 ２ ２
杨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 ２ ２
杨敏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 ２ ２
余凌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 １ １ ２
袁伟杰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肾内科 １ １ ２
张路霞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 １ １ ２
章精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内科 ２ ２
赵明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 １ １ ２
朱加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内科 ２ ２

４　高影响力论文发表机构的分布

按机构统计，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间我国肾脏病学科发表高影
响力论文数量居前１０位的机构（见表３）发文量占总量的
８６．２％，其中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内科和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肾内科发文量分别居第一和第二位，各占论文总数的

２５．４％和２１．６％，显示我国肾脏病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少数的
研究机构，他们是肾脏病学的优秀科研创新团体。

５　高影响力论文作者情况分析

发表多篇（≥２）高影响力论文的作者见表４。我们发现
凡是发表高影响力论文２篇及以上的作者，大部分是本专业
研究领域中的中坚力量。验证了高影响力论文分析能从一个

侧面反映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的观点。按高产作者数排序发

现，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及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分居第一、

第二位，与高影响力论文的机构产文量排序相似。

６　基金论文与高影响力论文的关系

２３２篇高被引论文中，有１０８篇（４６．６％）论文得到各种基金
的资助，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论文占了２２．４％。由于重大课
题进行科研所产生的基金论文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被引用的

频次相对较高，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基金论文比与总被引频次

和影响因子有直接的关系［８］，即基金论文比与高影响力论文有

直接的关系。就一种学术期刊而言，基金论文能够较好地反映

本专业领域的新动向、新成果，有助于发挥科研导向作用，提高

期刊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期刊的综合质量［９］。

７　结语

科学引文是知识生产与创造中对前人所创造的科研成

果表示承认的一种普遍的形式。一个科研机构拥有高学术

影响力科学家数量的多少，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其创造力的强

弱［１０］。作为科学家个人，如果他的论文能够进入高影响力

论文排序，说明他的研究成果得到更多的关注，有较大的影

响力，对于科学进步具有推动作用［１１］。因此，科学论文被引

用次数的多少可作为判断科学家在某个领域中学术影响力

大小和科技创造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之一。同理，刊载高影响

力论文多的期刊，说明该刊刊登了所属学科的前沿问题或同

行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样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而且刊登的

高影响力论文越多，其影响力也越大。

鉴于以上认知，在期刊的策划中如何多吸纳高影响力论

文，如何约稿，如何吸收审稿人等等，就关系到期刊的发展水

平及学科的发展导向作用。如，应加强与高影响力论文主要

产出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多吸收这些地区的稿件及审稿人，

同时要主动关注高影响力论文多产科研团体的研究，把他们

的最新研究争取到本刊发表。对于高影响力论文多产作者，

增加与他们的沟通，主动向他们约稿，邀请他们成为特约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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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人，调动他们为期刊及学科发展贡献力量。对于基金论文

则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

本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我国肾脏病学研究领域高

影响力论文、多产研究者、研究机构以及主要期刊等情况，为

我们策划期刊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为相关管理部门制订管理

策略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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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华耳科学杂志》８２份外审意见量化分析探讨同行评议的
优势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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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研究所 《中华耳科学杂志》编辑部，１００８５３　北京市复兴路２８号，Ｅｍａｉｌ：ｓｕｚｌ＠ｐｌａｇｈ．ｃｏｍ．ｃｎ

摘　要　　为评价《中华耳科学杂志》４５篇来稿的同行审稿质量，对审稿专家的对口程度、是否认真审稿、对稿件的整体评价
准确与否及所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量化分析。结论是，同行专家对稿件学术价值判断准确者达９５％，是编辑部决定稿件是否
刊用的重要依据。但是，同行专家的审稿质量参差不齐，经过同行专家审阅的文章仍然隐伏不少“硬伤”，编辑部应该选择

“完全对口”即以第一作者发表过的文章与所审稿件有相似主题的、审稿认真的专家进行外审，并对文章仔细复核，对其学术

质量进行终审把关。

关键词　　科技期刊　同行评议　审稿

　　三级审稿制度是我国期刊和图书出版工作长期实施的
制度，同行专家复审（外审）是其中重要而又颇多争议的一

环［１～４］。鉴于外审意见是编辑部决定稿件是否刊用的重要

甚至决定性的依据，对于保证刊物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因此审稿专家首先必须受到“审查”和选择［５～７］。本文对

发表于《中华耳科学杂志》２００６年第４期和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的
４３篇文章的原稿（占这２期文章总数的７３％）及同期２篇退
稿的外审意见进行量化分析，试图找出其中的一些规律性现

象，探讨同行评议的优势与不足，以期改进同行评议工作。

１　对同行审稿意见进行量化分析的程序

同行评议具有两大功能———选稿和改稿。据此订出两

个分析项目：其一为总体上对文章的学术价值的评判是否准

确，接受还是退稿。其二为５项具体指标：
（１）能否对文章的理论和概念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２）能否对文章的研究方法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３）能否发现文章在内容上的错误；
（４）能否发现文章中的数据错误；
（５）能否发现文章中术语上的错误［６，７］。

收到外审意见后，由一位执行主编（系中华医学会系列

期刊的审稿专家）对稿件再次进行认真的复审，包括通读全

文，查看网上及参考书中的相关资料，对每篇稿件的学术价

值作出最终判断，并一一记录每篇稿件在５项具体指标上存
在的问题；对每篇稿件的外审意见的相关内容（学术价值和

５项具体指标）也一一分析、记录。然后对两者进行分析、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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