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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高被引论文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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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医学院学报》编辑部，济宁 ２７２０６７）

　　摘　要　应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引文查询功能，对《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发表的被引频次≥
１２的前４０篇论文进行了被引统计分析，分析高被引论文的发表时间、作者、栏目、学科分布，为《济宁医学院学
报》编辑策划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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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被引论文是指被引用频次相对较高，被引用
周期相对较长的学术论文［１］，可客观地反映论文

的影响力以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已成为

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科研水平评价标准［２］。《济宁

医学院学报》１９７８年创刊，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医
药卫生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栏目主要有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综述、技术与方法、公共卫生、博士论坛、

专家论坛、护理、调查等［３］。本文应用中国知网全

文数据库的引文查询功能，对《济宁医学院学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发表的论文进行了被引频次统计分
析，以期为今后加强组稿工作、提高办刊水平提供

依据。

１　论文整体被引情况

取被引频次≥１２的前４０篇论文为研究对象，
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２日，分析单篇高被引论
文发表后逐年被引情况。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共发表
１８７５篇，被引篇数为 １１９５篇，被引率为 ６３．７％。

本刊总被引频次为 ４１７９次，被引 １次的论文为
４１２篇，被引２次的论文为２４９篇，被引３次的论
文为１６０篇，被引４次的论文为１１２篇，被引５次
以上的论文为２６２篇。被引５次以上的论文占全
部论文的２１．９％，而产生的被引频次占总被引频
次的５３．６％，这种较少的高被引论文拥有较多的
被引次数现象与长尾理论非常相似［４］。这一规律

提示在策划选题时，期刊编辑部应重点关注关键栏

目和关键作者。

２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时间分布

前４０篇高被引论文主要发表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其中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１５篇，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 ２０
篇，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６篇，累计被引６９６次，篇均被
引１６．９次，这些高被引论文占全部３．３％，而被引
频次占总被引频次的１６．２％，对本刊的影响因子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单篇论文逐年被引次

数看，前４０篇高被引论文具有２个特点：１）被引次
数呈抛物线分布，多数论文符合这一规律，被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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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出现在论文发表后的前２～５年内；２）被引次
数呈锯齿状分布，如王乐军（２００７）、钱倩 （２００６）、

朱军（２００６）等人的论文，说明该类论文在一个较
长的时期内是大家关注和研究的热点。见表１。

表１　前４０篇高被引论文年度被引次数分析

论文题目 第一作者 发表年 Ａ Ａ０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Ａ５Ａ６Ａ７Ａ８Ａ９Ａ１０

２０种中药及其复方抗真菌实验研究 邱　莹 ２００７ ３９ ０ ２ １ ４ ５ ８ ３ １０ ３ ２ １

３１５名农村留守老人生存质量相关影响因素研究 王乐军 ２００７ ３３ ０ ０ ４ １ ２ ８ １ ５ ８ ４ ０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中医病机探讨 孙　冰 ２０１３ ２９ ０ １０ ８ １０ １ — — — — — —

ＩＣＵ患者家属负性情绪的调查及心理干预 张　勇 ２００９ ２４ ０ ３ １ ２ ６ １ ６ ３ ２ — —

肥胖研究进展 杨艳丽 ２０１２ ２３ ０ ６ ８ ４ ４ １ — — — — —

ＳＴＡＲＲ手术治疗直肠前突临床观察 李　哲 ２００８ ２２ ０ ０ ０ ３ ５ ６ ３ ５ ０ ０ —

纳米药物载体在医药领域中的研究进展 钱　倩 ２００６ ２２ ０ ０ １ ２ ６ ２ ４ １ ２ ３ １

细胞凋亡检测方法 张向阳 ２００８ ２１ ０ ４ ７ ５ ２ １ １ ０ １ ０ —

雪茶多糖的提取分离及组成研究 陈玉杰 ２００７ ２１ ０ １ ３ ０ ３ ５ ５ ２ ２ ０ ０

济宁市居民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调查 张　瞡 ２００９ ２０ ０ １ ５ ２ ３ ３ ５ ３ １ ０ —

银染法观察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被膜变化初探 孔晋亮 ２００７ １９ ０ １ ４ ５ １ ４ ０ １ １ １ １

大学生创造力倾向与人格特征的关系研究 侯日霞 ２０１０ １８ ０ ３ １ ７ ２ １ ３ １ — — —

矽肺治疗与预防研究进展 靳清汉 ２００９ １７ ０ １ ５ ２ ５ ２ ２ ０ ０ — —

间苯三酚联合乙烯雌酚用于绝经后取环术临床观察 丁　辉 ２００８ １７ ０ １ ２ ６ ４ １ １ ２ ０ ０ —

消化性溃疡的治疗进展 王传功 ２００６ １７ ０ ０ ０ ２ ３ １ ３ ４ ３ １ ０

Ｔｈ１７／Ｔｒｅｇ平衡调节与疾病的关系研究进展 张蓝方 ２０１１ １６ ０ ３ ６ ４ ２ １ ０ — — — —

２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危险因素及临床指标变化 孙　琳 ２００９ １６ ０ ４ ２ ０ ４ ０ ２ ４ ０ — —

必存治疗急性脑梗死的疗效观察 王登芹 ２００６ １６ ０ ０ ０ １ ３ ４ ２ ２ ３ １ —

本科男护生的专业认同感调查及培养思考 胡铭峡 ２０１１ １５ １ ２ ２ ３ ２ ５ ０ — — — —

济宁市农村留守儿童预防接种情况调查及应对策略探讨 刘爱萍 ２０１１ １５ ０ ２ ３ ６ ３ １ ０ — — — —

妇女孕期保健知识 态度 行为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宋　烨 ２０１０ １５ ０ １ ３ ３ ７ ０ １ ０ — — —

血浆Ｄ二聚体联合肺螺旋ＣＴ对肺血栓栓塞症的诊断价值 章世贵 ２０１０ １５ ０ ２ ２ ２ ５ ２ ２ ０ — — —

黄芪对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预防作用 高秀芬 ２００７ １５ １ ２ ６ ２ ０ ２ ２ ０ ０ ０ ０

绞股蓝总甙与乙酰水杨酸对血小板聚集和血栓形成的影响 董晓晖 ２００６ １５ ０ ０ ３ ２ １ １ ３ １ ２ １ １

中药盐酸小檗碱的研究进展 贾少辉 ２０１２ １４ ０ ４ ８ １ １ ０ — — — — —

ＥＶ７１致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脑损伤的病理机制研究 刘增甲 ２０１１ １４ ０ ２ ５ ３ １ ３ ０ — — — —

大学生校园暴力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刘　霞 ２０１０ １４ １ ２ ４ ３ ３ ０ ０ １ — — —

医学生就业情况调查与分析 刘春华 ２０１０ １４ ０ １ ５ ２ ３ ２ １ ０ — — —

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终止妊娠的时机及方式 王　敬 ２００９ １４ ０ １ ４ ２ １ ５ ０ １ ０ — —

不同分娩方式与感觉统合失调的关系 卜志强 ２００８ １４ ０ １ ２ ０ １ ５ ０ １ ４ ０ —

聚乙二醇修饰超氧化物歧化酶的基础研究 孔庆胜 ２００６ １４ １ ０ ４ ３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２

大气环境化学与人类健康 朱　军 ２００６ １４ ０ １ １ ２ ２ ２ ０ １ ３ １ １

半枝莲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任　强 ２０１４ １３ ０ ６ ６ １ — — — — — — —

基于视觉文化思考的医学微课视频设计与制作 寻尚同 ２０１３ １３ ０ ０ ８ ４ １ — — — — — —

精益管理在医院手术室管理中的应用性探析 王　舒 ２０１２ １３ １ ４ ０ ４ ４ ０ — — — — —

丹参酮ⅡＡ磺酸钠对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 李林平 ２００８ １３ ０ １ ０ ３ ４ １ ２ １ １ ０ —

丙溴磷对油菜过氧化物酶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 陈雁君 ２００７ １３ ０ ０ ４ ２ ３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ＢＮＰ对急性心肌梗死后心功能不全的诊断及预测价值 邵　白 ２００７ １３ ０ ０ ０ ３ １ ３ ２ １ ２ １ ０

突发性耳聋的病因研究进展 季念英 ２００６ １３ 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２ ２ ３ ３ １

终末期糖尿病肾病血液透析中低血糖的调控 李秀青 ２００６ １３ ０ ０ ２ ２ ０ ３ ２ １ ０ ２ １

　　注：Ａ为论文总被引频次；Ａｉ为论文发表后第ｉ年被引次数，ｉ＝０，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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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高被引论文作者分析

前４０篇高被引论文涉及１１０位作者，平均每
篇作者数为 ２．７５，其中含有 １位作者的论文 １１
篇，含有２位作者的论文１２篇，含有３位作者的论
文３篇，含有４位作者的论文４篇，含有５位以及５
位以上作者的论文１０篇，说明论文作者数与发表
论文是否高被引无直接联系［２］。前 ４０篇高被引
论文第一作者来自１７个机构，３２篇来自高校医学
院校，７篇来自各级医院（见表２），表明高校医学
院校医学研究水平居全国领先水平，其发表的论文

有较高的被引频次，编辑可定期向这些机构约稿、

组稿，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另一方面，

前４０篇高被引论文第一作者来自山东省内２０个
机构，省外８个机构，因此，学报应进一步拓宽省外
稿件的组稿和约稿。

表２　前４０篇高被引论文第一作者单位分布

第一作者单位 篇数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济宁医学院 １９ ３３６ １７．７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３ ４３ １４．３
济宁医学院附属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３ ６５ ２１．７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 ２ ２９ １４．５
四川大学 １ ２２ ２２
川北医学院 １ １６ １６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１ １５ １５
山东大学 １ １４ １４
上海理工大学 １ １３ １３
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 １ ２４ ２４
泰安市中心医院 １ ２２ ２２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１ １９ １９
济宁市任城区妇幼保健院 １ １７ １７
枣庄市立医院 １ １５ １５
汶上县人民医院 １ １５ １５
东营市人民医院 １ １４ １４
济宁市卫生局 １ １７ １７
　　合　　计 ４０ ６９６ １７．４

４　高被引论文栏目分析

前４０篇高被引论文的栏目以临床医学、调查、
基础医学和综述４个栏目对学报的高被引频次贡
献最大，这些栏目受读者的关注度较高，被引的概

率大，因此，编辑对这类稿件应及时处理，缩短稿件

发表周期。篇均被引频次最高的栏目是专家论坛，

此栏目是某领域有影响力的医学专家发表的学术

论文，具有导向性，很容易被引用，因此，应争取向

更多的医学专家约稿，这对期刊影响力的提升非常

有帮助。见表３。

表３　高被引论文的栏目和被引频次分布

栏　目 篇数
构成比
／％

总被引
频次

构成比
／％

篇均被
引频次

临床医学 １３ ３２．５ １９７ ２８．３ １５．２

调　　查 ８ ２０ １２９ １８．５ １６．４

基础医学 ７ １７．５ １３２ １９．０ １８．９

综　　述 ７ １７．５ １３５ １９．４ １７．４

公共卫生 ２ ５ ５３ ７．６ ２６．５

专家论坛 １ ２．５ ２９ ４．２ ３３

方法·技术 １ ２．５ ２１ ３．０ ２１

５　高被引论文的学科分布

《济宁医学院学报》涵盖的医学学科范围广，

其中社会医学９篇，天然药物化学４篇（见表４）。
社会医学是《济宁医学院学报》投稿较多的学科，

受读者的关注度高，被引用的机会多。而天然药物

化学学科投稿量相对其他学科相对较少，但对期刊

的被引频次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篇均被引频

次最高的学科是中医学，该学科越来越多地受到科

研人员和读者的关注。由此可见，编辑应对学科的

研究方向和进展情况有一定了解，及时掌握研究动

态，报道最新研究成果，有助于提高期刊的影响力

和学术水平。

表４　高被引论文学科和被引频次分布

学科 篇数
构成比
／％

总被引
频次

构成比
／％

篇均被
引频次

社会医学 ９ ２２．５ １６８ ２４．１ １８．７
天然药物化学 ４ １０ ８７ １２．５ ２１．８
药理学 ４ １０ ５６ ８．０ １４
内分泌学 ４ １０ ６９ ９．９ １７．３
医学遗传学 ２ ５ ３７ ５．３ １８．５
心血管病学 ２ ５ ２９ ４．２ １４．５
产科学 ２ ５ ２８ ４．０ １４
中医学 １ ２．５ ２９ ４．２ ２９
普通外科学 １ ２．５ ２２ ３．２ ２２
药剂学 １ ２．５ ２２ ３．２ ２２
微生物学 １ ２．５ １９ ２．７ １９
职业病学 １ ２．５ １７ ２．４ １７
消化病学 １ ２．５ １７ ２．４ １７
核医学 １ ２．５ １５ ２．２ １５
流行病学 １ ２．５ １４ ２．０ １４
卫生工程学 １ ２．５ １４ ２．０ １４
药物化学 １ ２．５ １４ ２．０ １４
医学教育 １ ２．５ １３ １．９ １３
卫生管理学 １ ２．５ １３ １．９ １３
耳鼻咽喉科学 １ ２．５ １３ １．９ １３
　总计 ４０ １００ ６９６ １００ １７．４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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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小结

高被引论文情况分析有助于提高期刊选稿的

针对性和目的性，对期刊的选题规划和提高用稿质

量有直接和重要的参考价值［５］。《济宁医学院学

报》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高被引论文的发表时间集中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热点学科是社会医学和天然药物
化学，临床医学、调查、基础医学会、综述和专家论

坛是读者关注度高的栏目。这些高被引论文基本

符合“二八定律”，即较少的高被引论文产生了较

高的被引频次，期刊编辑部应重点关注关键栏目、

关键作者。因此，《济宁医学院学报》应加强信息

情报的收集及分析，加强重点栏目建设，提高期刊

选稿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将最新医学研究成果呈现

给广大读者，促进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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