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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医学期刊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和 

基金论文比的统计分析 

舒畅  马凌飞  奚莱蕾  龚杰  周红兵  侯翠香 

（1.《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编辑部，杭州 310013；2.《浙江科技学院学

报》编辑部，杭州 310023；3.《浙江气象》编辑部，杭州 310002） 

【摘 要】以《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2011 版）作为资料来源，对浙江省 25 种医学期刊的影响因

子、总被引频次和基金论文比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浙江省医学期刊学术影响力总体偏弱。针对上述结果，对如

何提升浙江省医学期刊的影响力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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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和基金论文比能直接反映科技期刊的质量及其影响力,仍是目前期刊评价的主要参考指标。医学期刊

占浙江省科技期刊总数的 20%左右，是浙江省科技期刊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统计分析浙江省医学期刊的影响因子、总被引

频次和基金论文比，对它们的学术影响力进行初步分析，为浙江省医学期刊的今后的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1 样本来源和统计方法 

1.1 样本来源 

样本来源于《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2011版）
①
。由浙江省出版发行的医学专业期刊共有 25 种，占浙江省科

技期刊总数（115 种）的 1/5。涉及基础医学、内、外科等 13 个学科，数量最多的为综合类（4 种），其次为学报类（3 种）。

刊期以月刊为主（12 种），其次为双月刊（11 种），半月刊和季刊各 1 种。浙江省 25 种医学学术期刊基本信息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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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统计方法 

以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2011 版）为数据源，统计 25 种期刊的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基金论文比等 3 项

反映期刊影响力的指标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同时，为客观评价期刊的水平，对以上指标用本期刊的指数/学科平均指数来进行

纵向的比较，比值>1表明该指标高于学科平均水平
②
。 

2 结果与分析 

2.1 浙江省医学期刊影响因子与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是一个相对统计量，它表征期刊有用性或显示度，与期刊影响力、论文质量和学术水平直接关联
③
，是目前公认的

衡量期刊尤其是同类期刊影响力大小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表 2 显示：浙江省医学期刊总体的影响因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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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学科平均比值>1 的期刊仅有 5 本：中国医学高等教育（2.303）, 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1.612), 护理与康复

（1.243），肝胆胰外科杂志（1.203））和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1.190），其余都在本学科的平均水平之下。从以上结

果来看，除了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外，其余 4 本杂志均具有鲜明的专业学科特色,表明专业特色对提升杂志的影响因子具

有较大的帮助；而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虽为综合类期刊，但其依托浙江大学雄厚的科研背景，使杂志的成长有了有利的环

境。 

 

 

总被引频次可以显示期刊被引用和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科学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③
，是评价期刊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浙

江省医学期刊中总被引频次均值为 1201 次/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82 次/刊），说明浙江省医学期刊在学术交流过程中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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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地位。但是高于本学科平均水平的并不多，仅有 4本期刊：中国高等医学教育（3.659）,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1.581)），

浙江预防医学(1.187)和中华急诊医学杂志（1.162）。有学者认为总被引频次与载文量相关
④
,本文总被引频次/学科平均>0.6 的 

13 种期刊中只有 2 种是双月刊，因此浙江省医学期刊整体的总被引频次较高是否与其载文量较多有关，有待探讨。 

2.2 浙江省医学期刊基金论文比情况 

基金论文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技期刊吸收学科前沿和高质量论文的能力，因此也是衡量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

之一。浙江省医学期刊 2010 年基金论文比的情况见表 3。表 3 显示：浙江省医学期刊的总的基金论文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有 8 本期刊与学科平均比值＞1，分别为：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温州医学院学报,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浙江大学学报（医学版）,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 浙江医学和口腔材料器械杂志。一般来说，高校学报或者由高校主办的杂

志依托高等学府，基金来源丰富，拥有较高的基金论文比的几率比较高，本文中除了《口腔材料器械杂志》和《浙江医学》，其

余 6种杂志均由浙江大学或者温州医学院主办，这 2 所大学均拥有较雄厚的科研实力。值得关注的是《浙江医学》作为一本地

方性的医学杂志，拥有较高的基金论文比,充分说明其在浙江省医务工作者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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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浙江省医学期刊的总体评价 

目前，期刊的评价指标有 10余种，其中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和基金论文比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指标，虽然这些指标各有局

限，但还是能够基本反映期刊的总体状况。本文通过对浙江省医学期刊以上 3 种指标的统计分析发现：浙江省医学期刊的总体

水平偏低，影响力较弱，虽然在学术交流中有一定的作用和地位，但是吸收前沿学科和高质量论文的能力与国内的优秀期刊相

比还有待提高，这与浙江省期刊的总体情况相似
⑤
。但是也不乏亮点，一些期刊如《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浙江大学学报（医学

版）等在其自身的学科领域内名列前茅，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 

3.2 提升浙江省医学期刊影响力的建议 

3.2.1找准定位，坚持专业化和特色化 

随着生物医学的快速发展，要在国内的众多杂志中占有一席之地，需要找准自身的定位，寻求鲜明的特色和学科优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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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果可以看出，有着自身特色或者学科优势明显的期刊影响力均较强，如《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各项指标名列前茅，这

与其是为数不多的医学领域中涉及高等教育的杂志密切相关，独特性和稀缺性导致了高影响力。另外几种具有较高影响力的期

刊，除了浙江大学学报，其余几种也都具有明显的“小而精”专业特色。因此，找准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才能在激烈的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不仅需要编辑部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发展方向，同时也需要管理部门在政策层面上给予引导和支持。 

3.2.2 探索集约化的发展之路 

2011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已明确科技期刊出版体制的改革的”路线图”,期刊的集约化发展已势在必行。国内外的实践证明，

集约化有助于提升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如国内中华医学会的“中华”系列杂志，在医学领域里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浙江省主

办的 3 本“中华”系列杂志中，除了中华临床感染病杂志因办刊时间较短，一些指标略低之外，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

和中华急诊医学杂志在本学科领域中名列前茅，充分显示出“中华”品牌较强的竞争力。因此，今后可以结合浙江省医学期刊

的特色或者学科特点，逐步整合横向和纵向资源，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建立具有鲜明特色的浙江医学期刊集群，通过集团优

势提升期刊整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如刊名带有“浙江”的地方性医学期刊，因其强烈的地域特色，普遍存在影响力偏低的现

象，而且一些杂志的学科和内容也趋于雷同，这些杂志是否可以尝试联合经营，优化配置，取长补短，通过团队的力量形成有

自身特色的品牌集群，进一步带动期刊的整体发展。 

3.2.3 加快信息化建设，大力发展数字化出版 

数字化出版已成为无法阻挡的发展趋势，代表着未来期刊出版的方向。有调查表明：OA 出版可切实提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特别对提高期刊当年的引用率有明显效果
⑥
。因此抓住了数字化出版的脉搏，也就是抓住了期刊发展的方向。据调查,浙江省科

技期刊的数字化建设不容乐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期刊的数字化建设仍依托于国内大型数据网站，均属于浅层网络化阶

段
③
。要吸引读者更多的关注，就需要期刊建立独立的网站，或者几个杂志社建立有专业特色的网络平台，进行深层次信息化服

务，这样不仅加强了与读者、作者的互动，还可以提供给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与期刊内容有较强相关性的信息。一个设计良好

网站不仅是编辑部与作者、读者良好沟通的平台，同时还能增强作者、读者的“黏性”，吸引他们的关注，提供高质量的论文，

从而逐步地提升期刊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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