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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种药学类核心期刊载文及基金论文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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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2008年我国出版的 17 种药学类核心期刊为样本, 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其载文的相关信息进行分类统计、比

较、分析, 并对一些计量结果进行了讨论,从而有助于了解我国药学核心期刊的特点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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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我国药学学科发展速度很快, 药物研究内容日趋深入广泛, 药物研究技术不断创新发展,药

物研究与应用在提高医疗水平、解除患者疾苦、维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药学核心期刊中刊载的文

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研究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发展趋势, 通过对 2008年 17 种药学核心期刊载文及基

金论文相关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为人们对药学类核心期刊的了解提供了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利用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简称 CBM ) ,检索5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6( 2008年版)中确定的 17

种 R9药学类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下载 CBM 详细格式的题录内容(包含综述性论文) ,纳入有基金资助

项目标识的论文.

根据药学论文研究内容分析的需要,筛选详细格式题录字段, 选取论文出处、标题、著者及其单位、国

省市名、文摘、基金、关键词等 8项信息,建立 Excel基金论文分析资料库.根据论文标题、文摘、关键词信

息,整理论文研究内容详细分类信息,包括研究主题、药物来源、学科分类、技术方法、针对疾病.

2  结果
2. 1 载文统计分析

载文量反映了一种期刊信息含量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衡量学术期刊吸收和传递情报能力的主要指

标,并且是核定核心期刊的基本指标之一.由表 1可以看出,截止 2009年 11月 CBM 收录 2008年 17种药

学核心期刊的总载文量是6 746篇, 期均载文量平均为28. 88篇,约 29篇.平均篇密度(篇密度是指刊物每

页平均所能刊登的论文数,篇密度大,说明刊物的信息量大,但文章的篇幅会缩短, 论述的深度相对降低. )

为 0. 30篇/页, 较低的篇密度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该刊所载论文的篇幅较大,文章的论述深度较深. 统计

结果说明 17药学核心期刊年载文信息量及信息输出量是比较高的, 对学术问题的研究及探讨有一定的深

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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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8 年 17 种药学核心期刊载文情况

期刊名称 总页数 总载文量 期均发文/篇 篇密度/ (页/篇) 作者人次 合作度

药学学报 1 263 218 18. 17 0. 17 957 4. 39

中国药学杂志 1 913 526 21. 92 0. 27 2 211 4. 20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 151 981 40. 88 0. 46 3 423 3. 49

药物分析杂志 2 150 581 48. 42 0. 27 2 294 3. 95

中国医药工业杂志 955 401 33. 42 0. 42 1 195 2. 98

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 927 239 19. 92 0. 26 877 3. 67

中国药理学通报 1 680 415 34. 58 0. 25 2 042 4. 92

中国抗生素杂志 800 213 17. 75 0. 27 975 4. 58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583 129 21. 5 0. 22 475 3. 68

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 480 80 13. 33 0. 17 389 4. 86

中国新药杂志 2 161 646 26. 92 0. 30 2 225 3. 44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564 152 25. 33 0. 27 596 3. 92

中国药房 2 750 1 252 35. 77 0. 46 4 077 3. 26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555 212 35. 33 0. 38 775 3. 66

华西药学杂志 732 329 54. 83 0. 45 1 311 3. 98

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1 020 229 19. 08 0. 22 1 042 4. 55

中国生化药物杂志 448 143 23. 83 0. 32 546 3. 82

2. 2 作者统计分析

合作度是考察论文合作研究程度及科研协作趋势的指标, 即完成一篇论文所需著者人数. 合作度越

高,科研合作越紧密.从表 1的统计数据来看, 17种药学核心期刊的作者平均合作度为 3. 96, 将近 4. 0.作

者合作度较高, 绝大多数研究论文都以多位作者为主, 尤其是获得各类基金资助的研究性论文几乎全是多

人合作完成,说明合作研究是药学研究领域科研的主要方式.

2. 3 基金资助论文分析

( 1) 药学核心期刊基金论文构成稍微偏低. 基金项目有严格的评审程序,有基金资助的论文一般来说

学术价值和水平较高,因此通过对载文中基金产文所占比例的统计来分析期刊学术水平是一种较为简便

和直观的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金产文质量一般较高, 能反映学科的前沿动态.截止 2009年 11月,初

步检索获得 17种药学类核心期刊 2008年在 CBM 中收录的总载文量为 6 746篇, 其中综述 656 篇, 符合

纳入标准的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总数是 2 130篇,平均基金论文构成比为 31. 57% .期刊基金论文构成不

少低于40%,但药学学报、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中国药理学通报较高,超过50%. 17种核心期刊基金

论文构成情况见表 2.

表 2  2008 年 17 种药学核心期刊基金论文数量统计

期刊名称 总载文量 其中综述 基金论文 基金论文构成比 排名

药学学报 218 40 145 66. 51 3

中国药学杂志 526 66 257 48. 86 4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981 56 217 23. 64 12

药物分析杂志 581 28 158 27. 19 10

中国医药工业杂志 401 21 67 16. 71 16

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 239 45 46 19. 25 15

中国药理学通报 415 58 373 89. 88 1

中国抗生素杂志 213 19 76 35. 68 6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129 6 63 48. 84 5

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 80 11 62 77. 50 2

中国新药杂志 646 129 176 27. 24 9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152 12 35 23. 03 14

中国药房 1 252 96 196 15. 65 17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212 13 53 25. 00 11

华西药学杂志 329 13 105 31. 91 8

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229 15 54 23. 58 13

中国生化药物杂志 143 28 47 32. 87 7

   ( 2) 论文基金资助类型多样, 国家及省部级基金资助是主体. 为了便于分析, 将基金来源分为 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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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含/ 8630、/ 9730、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专项基金、攀登

计划、数学天元基金等) ; 二是省部级科学基金(含省直辖市的各类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各种类型基金) ;

三是市级基金; 四是其他基金(包括校一级科研基金在内的各类型基金) .通过对 2 130篇论文基金类型进

行统计,显示大致分为国家或省部科技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市级科技基金项目以及其他基金资助, 如高等

院校自然科学研究项目以及企业学会资助项目等几个层次, 其中国家或省部科技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是主

体,论文数量占绝对优势.单项基金论文比较,国家及省部科技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论文居领先地位,体现了

它们资助国家基础研究的主导地位,也说明 17种药学核心期刊是把我国药学研究及相关领域的国家级、

省部级等各级别科研课题的研究结果传达给读者的重要途径,同时为数众多的论文同时获得多项基金的

资助,显示多部门、多系统的合作支持对一些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尽快取得成功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基

金类型与论文数见表 3.

表 3  2008 年 17 种期刊基金论文级别统计

期刊名称 国家自科基金 省部级基金 市级基金 其它基金 总计 排名

药学学报 109 79 34 1 223 7

中国药学杂志 145 143 88 7 383 2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47 113 106 9 275 3

药物分析杂志 73 92 55 9 229 6

中国医药工业杂志 17 29 36 0 82 12

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 8 29 15 4 56 16

中国药理学通报 221 271 140 6 638 1

中国抗生素杂志 39 45 26 5 115 9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46 46 13 1 106 11

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 44 41 24 5 114 10

中国新药杂志 91 109 45 9 254 4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14 25 7 0 46 17

中国药房 40 103 105 6 254 4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10 25 35 2 72 13

华西药学杂志 44 54 45 2 145 8

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31 24 16 1 72 13

中国生化药物杂志 16 29 23 0 68 15

合计 995 1 257 813 67 3 132

  ( 3) 药物化学主要关注从天然资源中寻找先导化合物.在 2 130篇基金论文中,与中药有效成分的分

析、活性组分的提取、分离和鉴定相关的论文比重较大, 约占论文总数的 1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计

划、973计划等国家主要资助项目中, 从中药寻找先导化合物的研究工作也较多, 约占基金论文总数的

27%左右. 从天然资源(特别是中草药中)寻找先导化合物和开发新药在我国取得了较大进展, 如青蒿素、

石杉碱甲、天花粉蛋白、亮菌甲素等.近几年来,我国每年新发现的天然化合物都在数百种以上,并具有多

种活性,如抗肿瘤、抗早老性痴呆、抗菌、抗炎,降血脂、降血糖等,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

( 4) 药理学主要从事重大疾病药物治疗的机制与新靶点研究. 在 2 130篇基金论文中研究的疾病有:

肺癌、胃癌、乳腺癌、白血病、胃肠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心律失常、炎症性骨破坏等,主要涉及探索药物或有

效成分的药物效应动力及药物代谢动力学 2大领域.比如: 赖氨大黄酸对人乳腺癌细胞株 SK-Br-3细胞增

殖、凋亡的影响;氟喹诺酮 C3杂环取代衍生物的合成及其抗肿瘤活性研究;蛇毒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得分离与鉴定; 人参茎叶皂苷预适应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苯氧茚酮类衍

生物的保护神经细胞和改善小鼠学习记忆作用;茉莉酸甲酯诱导人神经母细胞瘤细胞株 BE( 2)-C 凋亡作

用机制的研究等.为改进或完善上述影响人群健康的重大疾病的药物治疗提供了新的实验研究依据.

3  结语
通过对 17种药学类核心期刊 2008年载文、作者和基金资助论文情况的统计分析, 从文献计量学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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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 17种药学类核心期刊办刊成熟,稿源稳定, 是国内药学领域中有重要影响的杂志;期刊载文著者合

作度高,合作态度较好,说明在交叉学科及综合学科合作研究的能力较强,这符合当今科学研究和科技发

展的趋势;期刊的各种基金资助论文比例较高,其中多篇论文同时获得多项基金资助,显示多部门、多系统

的合作支持对一些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尽快取得成功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同时也说明 17种药学类核

心期刊刊载的论文具有创新性、科学性或实用性,是把我国药学研究及相关领域的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级

别科研课题的研究结果传达给读者的重要途径. 当然, 部分论文发表具有时间滞后性, 在体现研究热点和

趋势方面仍有不足之处. 加之文中数据库收录药学部分核心期刊文献不完整,因此全面分析药学研究内容

有待补充.

总之, 17种药学类核心期刊是了解我国药物研发现状和关注重点的重要信息来源,对我国药学研究

的发展和建设起到积极、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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