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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及ＥＳＩ为统计源，选择中医药院校代表性高校南京中医药大学 ＥＳＩ学科排名前列的
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化学３个学科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近１０年的论文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对这３个学科
的论文产出、总被引频次、发文期刊等进行了评估分析。结果发现南京中医药大学近年来学科的科学研究越来越活

跃，学科生产力显著增强，影响力不断扩大，处在一定的快速发展期；但学科缺乏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学科创新

与高影响力不足。结合中医药学科自身的特点，提出了中医药院校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一些认识及建设性思考。

［关键词］　中医药；ＥＳＩ；学科；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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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 “双一

流”）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中

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推动一批高水平大

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从学科的角度，

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一批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１］。

学科建设是集优质资源、学术队伍、人才培养和科

研创新于一体的综合性建设，一流学科应当有一流

的科技平台、一流的科技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有影

响力的学科带头人、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学生

和强的科技创新能力。

当前，国内较为认可的是教育部学位中心组织

的学科评估，而在国际上，主要的大学排行榜和知

名大学都陆续采用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ＥＳＩ）［２］来衡量和评价学科实力，
用ＥＳＩ全球排名指引学科发展。近年来，ＥＳＩ也受到
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的重视，如教育部从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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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学科评估开始就将 ＥＳＩ纳入学科评估体系［３］，在

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２０１１协同创新中心遴选等项
目上，也把学科是否进入ＥＳＩ全球前１％作为标志性
建设成果［４］。ＥＳＩ全球学科排名因其数据权威、针
对性强、领域齐全、国际可比等特点，已被广泛用

于衡量各个高校在全球同类学科领域发展水平的重

要参考［５］。

ＥＳＩ是由世界著名的学术信息出版机构美国科
技信息所（ＩＳＩ）推出的一种基本分析评价工具，主要
用于衡量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研绩效［６］。ＥＳＩ采用
的评价方法，主要是基于汤森路透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Ｅ／ＳＳＣＩ）所收录的全球
１１０００多种学术期刊的１０００多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
的计量分析数据库，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学科发

展水平进行评价［７］。ＥＳＩ把研究领域分为农业科学、
化学、计算机科学等 ２２个学科领域，通过论文数
量、论文被引频次、论文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

文、热点论文和前沿论文等６大指标，从学科科学
研究的生产力、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发展力４个方
面对国家和地区科研水平、机构学术声誉、科学家

学术影响力以及期刊学术水平进行全面衡量［８９］，综

合评价高校或研究机构在国际上的整体影响和水平。

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两

个学科已于２０１６年进入 ＥＳＩ学科排名全球前 １％。
学校化学学科虽暂未进入，但近年来学科潜力值逐

年提升，发展势头良好。本文通过分析近 １０年来
ＥＳＩ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化学学科的论文
数量、论文总被引频次、发文刊物以及 ＥＳＩ学科论
文分区等来剖析南京中医药大学近年来学科的发展

情况与存在问题，以期为该校学科建设发展规划的

制订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与重要参考，为同类中医

药院校的发展与学科布局提供借鉴与参考。

１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中医药院校代表性高校南京中医药大

学ＥＳＩ学科排名前列的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
和化学学科为主要研究对象，以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为统
计源，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的ＳＣＩＥ数据库中检索 “地

址” 为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 或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 ＴＲＡＤＩ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 或

“ＮＡＮＪＩＮＧＴＣＭＵＮＩＶ”或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ＴＲＡＤＩＴ
ＭＥＤ”或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ＴＣＭ”，检索年代为２００６
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得到１９３０条检索结

果，将以上检索结果对比进入ＥＳＩ的临床医学、药理
学与毒理学、化学学科的期刊，分别得出南京中医药

大学进入ＥＳＩ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化学学科
的论文数量，数据获取日期为２０１６年７月。

２　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化
学３个学科的发展情况分析

２１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入围ＥＳＩ全球前１％

根据汤森路透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７日发布的ＥＳＩ学科
排名，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两

个学科进入 ＥＳＩ全球前１％，化学学科潜力值接近
０５％，说明南京中医药大学近年来在加强重点学科
建设、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依

托于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中药学等学科的临床医

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具备了较高的学术影响力，为学

校进一步实施 “一流学科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２２３个学科的ＥＳＩ收录论文逐步增加

学科论文数量的多少能体现出该学科的生产力

大小，由ＥＳＩ收录的都是通过同行评议得到认可的
论文，被ＥＳＩ收录的论文数量体现了学科的发展现
状。南京中医药大学近１０年来临床医学、药理学与
毒理学、化学３个学科的 ＥＳＩ收录论文数量分布及
增长趋势见图１。从收录论文的总体情况看，南京
中医药大学３个学科的 ＥＳＩ收录论文近年来逐年增
加，临床医学学科从２００９年以来一直快速增长，尤
其是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分别较前一年增长
１８７５％、８２１％、６５０％；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从
２００８年起就开始持续增长，尤其是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年 分 别 较 前 一 年 增 长 １５７１％、６６７％、
６００％；化学学科从２００９年来开始增长，但增长的
持续性不是很好，导致年度突破１００篇比临床医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两个学科推迟了１年，但可喜的是
近两年表现出了突破性增长势头，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分
别增长５２６％、１９５％，如果这个增长趋势能有一
定年段的持续，几年后也必将成为学校的一个标志

性学科。

２３３个学科的收录论文总被引频次逐年增加

南京中医药大学 ＥＳＩ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
学、化学３个学科收录论文每年总被引频次分布见
图２。从图２中可以看出，入围 ＥＳＩ全球前１％的临
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在２０１５年论文总被引
频次分别达到了９６６、１１０７次。与 ２０１４年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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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南京中医药大学ＥＳＩ临床医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化学学科论文数量趋势图

同比增长了４１７％和５５３％。还未入围 ＥＳＩ全球前
１％的化学学科自２０１１年以来，同比增长在３２％ ～
７４％，发展前景良好。

表１显示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药理学与
毒理学、化学 ３个学科 ＥＳＩ收录论文被引用次数，
可以看出学校在这３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水平已具有
相当的科研实力和影响，尤其是近期进入 ＥＳＩ全球
前１％的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但同时
也应看到，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化学学科

高被引论文偏少，目前还没有单篇论文引用次数突

破１００次，引用次数超过６０的分别仅有２篇、１篇、
１篇；３个学科的论文被引频次集中在１～１０次，分
别占总数的 ５５３５％、５９４８％、６０２０％；另有
１５６篇（占总数的 ２８７８％）、８３篇 （占总数的
１６７３％）、８４篇（占总数的 ２１１６％）论文虽然被
ＥＳＩ期刊收录，但却没有被引用，说明研究结果未
能得到同行的认可或关注。这也说明南京中医药的

学科科研论文质量和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２　近１０年南京中医药大学ＥＳＩ药理学与毒理学、
临床医学、化学学科论文每年总被引频次

表１　南京中医药大学ＥＳＩ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化学学科论文被引用次数统计

ＥＳＩ学科 论文被引情况
引用次数

６１～９０ ３１～６０ ２１～３０ １１～２０ １～１０ ０
总计

临床医学 篇数 ２ １０ １９ ５５ ３００ １５６ ５４２
占总数百分比（％） ０３７ １８５ ３５１ １０１５ ５５３５ ２８７８ １００

药理学与毒理学 篇数 １ １９ ２８ ７０ ２９５ ８３ ４９６
占总数百分比（％） ０２０ ３８３ ５６５ １４１１ ５９４８ １６７３ １００

化学 篇数 １ １４ １２ ４７ ２３９ ８４ ３９７
占总数百分比（％） ０２５ ３５３ ３０２ １１８４ ６０２０ ２１１６ １００

２４３个学科发文刊物分析

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南京中医药大学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发文总量为１９３０篇，被引总频次为１２６４５次，
其中临床医学学科总发文量为５４２篇，总被引频次为
２９９６；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总发文量为４９６，总被引
频次为３８４５；化学学科的总发文量为３９７篇，总被
引频次为２４８４。并有４９５篇论文（占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总发文量的２５６％，合计被引频次为３２９６次）不在
这３个学科收录的期刊范围内，说明近１０年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总发文量中约 １／４论文没有为学校临床医
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化学３个学科在 ＥＳＩ学科排
名中做出贡献。这些文章主要分布在 ＥＳＩ的其他
１７个学科领域（见表２），其中分布较多的有生物与
生物化学、神经系统科学与神经学、多学科、分子

生物学与遗传学、农业科学５个学科领域，这些学
科与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或化学学科有一定

相关性；从表２还可以发现，南京中医药大学在这
些学科领域也有发表影响因子 （ＩＦ）较高的文章，
ＩＦ＞１０的有６篇，ＩＦ在５～１０的有２１篇，经仔细查
阅发现这些文章与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或化

学学科也都有一定相关性，如果学校有针对性地引

导论文投到学校需要重点发展的 ＥＳＩ学科领域，将
可能迅速提升这些学科的潜力值和影响力。

被收入 ＥＳＩ临床医学学科的５４２篇论文、药理
学与毒理学学科的４９６篇论文以及化学学科的３９７篇
论文分别发表在 １６３、８１和 ７６种期刊上，发文量
前十（Ｔｏｐ１０）期刊列表见表３～５，发文量均在１０篇
以上，这１０种期刊刊载临床医学论文２１２篇，占总
发文量的３９１％；刊载药理学与毒理学论文２７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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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发文量的 ５４６％；刊载化学学科论文 ２３０篇，
占总发文量的 ５７９％。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的
Ｔｏｐ１０期刊影响因子（表３～５中所列为汤森路透目
前发布的最新数据）大多较临床医学、化学学科高，

尤其是排在前三的学术期刊。从 ＥＳＩ发文刊物显示
了学校科研人员的投稿期刊选择倾向，也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当前南京中医药大学学科的科研水平与科

研创新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表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未被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化学学科收录的南京中医药大学论文在其他ＥＳＩ学科分布情况

学科 篇数 发文期刊
ＩＦ

≥１０５～１０ ３～５ ＜３
无影响

因子

总被引

频次

被引频次

＞９１ ６１～９０ ３１～６０ ２１～３０ １１～２０ １～１０ ０

生物与生物化学 １３９ ６０ ０ ３ ３５ １０１ ０ ８６１ ０ １ ５ ５ １１ ８２ ３５

神经系统科学与神经学 ７１ ３５ ３ ２ １５ ５２ ０ ７９７ ０ １ ５ ３ １３ ３３ １６

多学科 ６３ ３ ３ １１ ４９ ０ ０ ３７０ ０ ０ ０ ４ ８ ３７ １４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４８ ３２ ０ ５ １９ ２４ ０ ３８９ ０ １ ２ ３ ５ ３０ ７

免疫学 １１ １１ ０ １ ３ ７ ０ ４５ ０ ０ ０ ０ １ ８ ２

神经病学、心理学 ６ ５ ０ ０ １ ５ ０ ４９ ０ ０ ０ １ ０ ５ ０

农业科学 ４１ １７ ０ ０ ２０ ２１ ０ ３３９ ０ ０ ４ １ ８ １８ １０

计算机科学 ５ ５ ０ １ ０ ４ ０ 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２

工程 ７ ４ ０ ０ ０ ７ ０ 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２

环境生态学 ５ ５ ０ １ ０ ４ ０ ２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０

地质学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材料科学 １６ ８ ０ ０ ４ １２ ０ ６４ ０ ０ ０ １ ０ ８ ７

数学 ６ ５ ０ ０ ０ ６ ０ 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５

微生物学 ２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１７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物理 ８ ７ ０ ０ ３ ５ ０ ３３ ０ ０ ０ ０ １ ４ ３

动植物科学 １３ ８ ０ ０ ０ １３ ０ １２６ ０ ０ ０ ２ ３ ６ ２

社会科学 ４ ４ ０ ０ ０ ２ ２ １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０

其他 ４９ ２７ ０ ０ １ ２ ４４ １３７ ０ ０ ０ ０ ３ ２６ １８

表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收录南京中医药大学ＥＳＩ临床医学学科论文数量Ｔｏｐ１０的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收录文章篇数 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１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５５ １７０ １９３１
２ ＦＩＴＯＴＥＲＡＰＩＡ ３９ ４５９ ２４０８
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９ １２４ ２９５９

４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９ ９７ １５５９
５ 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１８ １５３ 暂无

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５ ７５ １２３４

７ ＴＵＭＯＲ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３ ６１ ２９２６
８ 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１２ ９１ ２７８７

９ 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１１ ４０ ４０８５
１０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１ １９ １４８２

表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收录南京中医药大学ＥＳＩ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论文数量Ｔｏｐ１０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收录文章篇数 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８９ ９８０ ３０５５
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２ ５２７ ３１６９
３ ＰＨＹＴ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７ ２５９ ２９３７

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２２ ４１ １３８２
５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ＧＮＯＳＹ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２２ ５５ ０８３１
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８ ４０ １０２３

７ ＰＬＡＮＴＡＭＥＤＩＣＡ １７ １４２ １９９０
８ ＡＣＴＡ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 １５ ６９ ３１６６

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５ ８４ ４３２０
１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１４ ９１ ２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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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收录南京中医药大学ＥＳＩ化学学科论文数量Ｔｏｐ１０的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收录文章篇数 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１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５５ ４０４ ２４６５

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Ｂ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ＴＨＥ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８ ３１０ ２６８７

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７ ２０７ ２７４１

４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１ ３３ １９１５

５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 ７８ １７２９

６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Ａ １７ ８５ １３３２

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４ ４９ ０５５４

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４ ９９ ３２５７

９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１３ ３４ ０４７３

１０ ＢＩＯ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１ ８２ ２４８６

３　讨论

ＥＳＩ把研究领域分为农业科学、化学、计算机
科学等２２个学科，这种划分与国内现行的学科体系
无法做到一一对应［１０１１］，尤其是与中医药院校的主

干学科更是相差甚远，因为ＥＳＩ所设置的２２个学科
中没有中医药院校的主干学科中医学、中药学和中

西医结合学科，与中医药院校有一定相关性的学科

是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化学、生物与生物

化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等。

当前大多数中医药院校中学科发展潜力值较高的是

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两个学科。近几年来，

全国中医药院校中不断有这两个学科入围 ＥＳＩ全球
前１％，如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临
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北京中医药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临床医学学科都相继进入全球ＥＳＩ
前１％（见表６）。相较 “十二五”，中医药院校的学

科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有学科进入全球ＥＳＩ前１％的
中医药院校和进入全球ＥＳＩ前１％的学科数量都相对
偏少，目前中国大陆地区有７１所高校进入 “临床医

学”全球前 １％，３６所高校进入 “药理学与毒理

学”全球前１％。一方面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学科
领域，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与其他学科相

比，学术传承重视较多，学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相对

较慢［１２］；另一方面，中医药院校学科设置相对较单

一，虽已在努力形成 “以中医药为主体、中西医结

合、多学科为支撑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但中医

药融入现代科学之林还需要一些时间。正因为此，

与国际ＥＳＩ学科分布与发展相比，中医药院校的学
科优势在短时间内较难凸显。

表６　国内中医药院校进入ＥＳＩ全球前１％学科情况比较
学校 学科 论文 总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 ＴＯＰＰＡＰＥＲＳ大陆高校排名 全球排名 全球百分位位置（％）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临床医学 ７５２ ６８１９ ９０７ ２０ ４２ １６９３ ０４３

药理学与毒理学 ７５０ ４７９５ ６３９ ０ ２３ ５３０ ０６８

学校综合 ２６９４ １８１３７ ６７３ ２１ １４８ ２４８０ ０４７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临床医学 ９０１ ４８５２ ５３９ ３ ４７ ２０５８ ０５３

药理学与毒理学 ７０５ ５５６４ ７８９ １ ２０ ４６３ ０５９

学校综合 ２６９０ １９０６５ ７０９ ８ １４４ ２４１６ ０４６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临床医学 ７５６ ２９９２ ３９６ ０ ６０ ２７６６ ０７１

学校综合 ２２７３ １１５８４ ５１ ３ １７６ ３０６３ ０５８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临床医学 ７０９ ３０５３ ４３１ ２ ５９ ２７２４ ０７０

学校综合 ２５０９ １５３３０ ６１１ １４ １６０ ２６９１ ０５１

注：数据统计时间范围为２００６０１０１—２０１６１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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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南京中医药大学在中医药发展 “天时、

地利、人和”的大背景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与学科竞争力，推动一流中医药学科

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１）南京中医药大学的 ＥＳＩ
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化学学科领域的发文

量、被引频次、论文质量逐年提升，反映了学校科

学研究越来越活跃，学科生产力显著增强，创新能

力逐渐得到提升。２）２０１６年学校临床医学、药理学
与毒理学两个学科进入ＥＳＩ全球前１％，这表明南京
中医药大学学科建设成效显著、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处于一定的快速发展期。但也仍有一些不足：１）南
京中医药大学近１０年间发表了１９３０篇 ＥＳＩ收录论
文，其中有４９５篇论文不属于 ＥＳＩ临床医学、药理
学与毒理学、化学学科领域，其中还不乏高影响因

子、高被引论文，这部分成果不能为学校的这３个
ＥＳＩ学科排名作出贡献，说明学校师生发表文章选
择杂志随意性较强，无明确的学科归属性引导。

２）南京中医药大学在这３个学科领域的１区论文很
少，１０年来仅有３９篇收录该区，仅占３个学科领域
总发文量的２７％。有４４７篇论文被引用频次为０，
占总发文量的２３２％，说明有部分科研成果还没有
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或关注。

针对中医药院校学科发展现状，笔者提出学校

在学科建设方面的一些认识与建议：１）学校对学科
建设与发展需要根据当前情况进行整体布局和进一

步科学规划，制订适宜的激励举措，如学校的论文

奖励政策应向学校规划的优先发展学科倾斜，并按

照论文的学科分区进行，１～４区分不同奖励额度；
同时可考虑基于一定年限内（如１、３、５年）的引用
频次进行不同额度的追加奖励。这样可鼓励高水平

学术期刊论文发表，扩大学科的学术影响力，从论

文数量和引用频次两个方面进一步提升学校临床医

学、药理学与毒理学两个学科在 ＥＳＩ中的排位，快
速推进化学学科早日进入ＥＳＩ全球前１％。２）定期跟
踪ＥＳＩ数据变化，形成动态的学科评估报告，为学
校、学科研究人员的科研选题、调整研究方向、杂

志投稿等提供参考借鉴。３）加强与国内外高水平大
学与科研院所的合作与交流，加快中医药国际化的

步伐，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国内外合作，

增加中医药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是建设一流中

医药大学和一流中医药学科必须具备的要素。４）中
医药院校应在认识学科进入ＥＳＩ全球前１％排名重要
性的同时，意识到 ＥＳＩ学科分布存在的局限性，我
们应尊重中医药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借鉴国际学

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找准定位，努力推进中医药

学科特色优势的可持续发展。

致谢：感谢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提供基础数据库与技

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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