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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学科建设目标下《济宁医学院学报》
期刊影响力分析

甘慧敏　林　琳　石俊强△

（济宁医学院学报编辑部，济宁２７２０６７）

　　摘　要　目的　以一流学科建设为契机，分析《济宁医学院学报》（以下简称《学报》）期刊影响力以及与学
科建设的关系，从而使《学报》更好地服务于本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方法　利用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中国学术期刊影
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分析《学报》期刊评价指标的变化情况，进一步分析《学报》不同栏目、不同

学科对期刊影响力的影响。结果　１）《学报》的影响力指数、复合总被引频次、复合影响因子、他引总引比、平均
引文数、基金论文比、Ｗｅｂ即年指标呈良好发展趋势；由于每篇文章篇幅增加，平均引文数的增加，导致载文量减
少；２）《学报》栏目设置突出学科特色，以优势学科设置的特色栏目期刊评价指标最高，期刊影响力最强；而以新
建学科设置的栏目其期刊影响力偏弱；３）按照总被引频次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分析前１０种不同学科对本刊期刊
影响力的影响，其中有５种学科为我校重点优势学科；按照篇均被引频次排序，期刊影响力最高是中药学，其次
是高等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等。结论　《学报》通过优化栏目设置打造学科支撑平台，加强了与高校学科
紧密结合，实现《学报》期刊影响力提升与学科建设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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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国务院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到，要

通过建设一流学科而带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

设［１］，“双一流”建设给高校学报的发展带来了全

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势必要求高校学报质量不断提

高，才能更好地服务于高校一流学科建设。

陈鹏等［２］分析了一流学科建设目标下高校学

报存在的问题与发展措施；温优华［３］探讨了新形

势下高校学报学科协同创新机制的构建；杨光宗

等［４］全面阐释了高校学术期刊与一流学科建设的

关系；然而，当前的研究多数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探讨高校学报与一流学科建设的关系，研究内容较

为宽泛。笔者立足于本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探讨

《济宁医学院学报》（以下简称《学报》）改革实践

情况，有针对性地探讨期刊影响力与学科建设的关

系，以期使得学报更好地提升学科服务能力，助推

高校教育发展。

笔者采用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提

供的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数据为依据，采用文献计

量学的定量评价方式评价期刊影响力。分析《学

报》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的期刊影响力指数（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ｌｏｕｔＩｎｄｅｘ，ＣＩ）、复合总被引频次、复合影响因子
（ＵＪＩＦ）、Ｗｅｂ即年指标、平均引文数、基金论文比
等主要期刊指标，进而评估期刊影响力，了解《学

报》的发展现状；同时进一步分析不同栏目、不同

学科对《学报》影响力的影响，进一步探讨期刊影

响力与学科建设的关系。

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学报》期刊影响力分析

１．１　ＣＩ
ＣＩ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提出的一种新型期刊评价指标，是统计某个年度内

出版的某些源文献引证期刊的次数，反映出期刊在

该统计年度产生的影响力；ＣＩ的提出综合考虑了
总下载频次、影响因子、办刊历史以及发文量等与

期刊品牌及影响力密切相关因素［５］。由表１示学
报ＣＩ指数变化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７年ＣＩ值最大，超
过天津医科大学学报（ＣＩ：１８８．７４）、广东医科大学
学报（ＣＩ：１７８．５１）、青岛大学医学院学报（ＣＩ：１７９．
７５）等；
１．２　复合总被引频次

据统计，《学报》的复合总被引频次呈年年上

升趋势，这不仅是该刊学术质量提高的表现，而且

还反映出该刊总体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学术交流

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１．３　ＵＪＩＦ
ＵＪＩＦ由ＣＮＫＩ提出的一个相对统计量，是指

某期刊前两年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被复合统计

源引用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可被引

文献总量之比［６］。由表１示学报影响因子变化呈
现稳步上升趋势，２０１７年最大，超出２１３种同类综
合医药卫生类影响因子均值。

１．４　Ｗｅｂ即年指标
期刊 Ｗｅｂ即年指标包括 Ｗｅｂ即年下载率与

总下载量，是网络传播指标，计算时进行数据清洗，

能够更好地反映用户在网络环境中使用的真实情

况。据统计，《学报》近３年的 Ｗｅｂ即年总下载量
２０１６年最高，此类数据统计只是来源于“中国知
网”文献下载情况，而近年来《学报》自建网站，并

在期刊网站上发布期刊全文内容，此类网络下载情

况尚未在统计之中；而Ｗｅｂ即年下载率逐年提升，
说明本刊网络关注度逐年升高。

１．５　他引总引比
他引总引比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影响因子的

客观因素；该指标可以反映出期刊学术交流的广度

以及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程度；《学报》近３年他引
总引比在０．９０以上，说明该刊影响因子的提升是
由于他刊引用的贡献，自引情况对该刊的影响较

小，不存在恶意提升影响因子的行为。同时又说明

该刊学术交流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与他刊的学

术交流较强。见表１。
１．６　载文量

由表１示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学报载文量呈下降趋
势，该刊为了提高期刊学术质量，优先发表篇幅较

大的原创性论著类文章，而短小简单的报道类文章

不再刊用；

１．７　平均引文数
平均引文数是期刊在统计年内发表文献的篇

均参考文献量。反映出作者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

情况，是评价学术期刊质量深度和广度的一项重要

指标。据统计《学报》平均引文量也逐年增加，说

明该刊比较注重参考文献的引用，该刊作者利用吸

收信息的能力较强。见表１。
１．８　基金论文比

基金论文比是衡量期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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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表１显示《学报》的基金论文比呈现上升趋
势，２０１７年占０．６６，高于学者调查的１１６５种中国
高校科技期刊基金比的均值［７］。见表１。

表１　《学报》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期刊评价指标

年份 ＣＩ
复合总

被引

频次

ＵＪＩＦ
Ｗｅｂ即年
总下载量

／万次

他引总

引比

／％

载文

量

平均

引文

数

基金

论文

比

２０１５１５８．７４８ ５４０ ０．３５８ ２．７５ ０．９３ １５３ １０．１５ ０．４４
２０１６１２９．７９７ ５４４ ０．４２８ ３．３３ ０．９２ １３５ １３．６ ０．６０
２０１７１９７．３４４ ５６９ ０．５９５ ３．２８ ０．９５ １０５ １６．６ ０．６６

２　《学报》不同栏目对期刊评价指标影响

为了本高校学科发展需求，《学报》栏目设置

推陈出新，突出学科特点，设置特色栏目法医学、医

学人文教育、矮小症、神经精神心理等，为学科发
展提供支撑平台；《学报》每期基本都有固定栏目

如基础／临床医学等，和浮动栏目如专家论坛、博士
论坛、法医学等。笔者分析近３年内不同栏目对期
刊评价指标的影响，结果显示：固定栏目中综述期

刊影响力偏强，而基础医学的影响力偏弱；浮动栏

目中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设置神经精神心理栏目为我校
优势学科，总下载频次最高，学术影响力强；而法医

学为我校新建学科，其影响力偏弱。

表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学报》不同栏目
对期刊评价指标的影响

类别 　栏目 载文量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总下载
频次

固定栏目 临床医学 ７５ ６０ ０．８ ５０５
综述 ４５ ４６ １．０２ ６１２
医学教育 ３３ ２９ ０．８９ ９１
基础医学 ５１ ２０ ０．３９ １０２
公共卫生 ２８ ２０ ０．７１ １１２

浮动栏目 博士论坛 ２０ １１ ０．５５ １５５
调查 ７ ５ ０．７１ １９
专家论坛 ７ ９ １．８ １５２
方法·技术 ９ ３ ０．３３ ２５
法医学 １７ ２ ０．１２ ３８
神经精神心理 １６ １８ １．１３ ７９８
护理 １２ １５ １．２５ ９４

医学人文教育 我校为山东省“十三五”高校人文社
科研究基地，新设栏目

矮小症 山东省临床精品特色学科，新设栏目

　注：数据由ＣＮＫＩ提供，统计时间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学报》不同学科对期刊评价指
标影响

按照总被引频次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列出前

１０名不同学科对期刊评价指标的影响，能够更好

地反映出期刊的主要学科方向，有助于编辑筛选优

质稿件，同时能够进一步探讨学科建设与期刊影响

力的关系；据统计结果显示：《学报》期刊影响力较

高的前１０种学科中有５种为我校重点建设学科；
《学报》高等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载文量、总

下载频次及总被引频次最高，其次是中药学、外科

学；若排除载文量的影响，按照篇均被引频次排序，

最高是中药学，其次是高等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

科等。《学报》其他学科如儿科学、妇产科学、口腔

科学、特种医学、消化系统疾病以及泌尿科学等，由

于其期刊评价指标偏低，尚未在表格中体现。见表

３。

表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学报》不同学科对期刊影响力
的影响（以总被引频次高低排序前１０）

序号 　学科 载文量
／篇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总下载
频次

１ 高等医学教育与医学边
缘学科

３１ ７６ ２．４５ ３２４０

２ 中药学 ２０ ５２ ２．６ ２５３９
３ 外科学 ２０ ４８ ２．４ １４８２
４ 临床医学 ２９ ４７ １．６０ １７４２
５ 肿瘤学 ３３ ４２ １．２７ ２１０３
６ 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１８ ３９ ２．１７ ２１９４
７ 神经病学 ２４ ３３ １．３８ ２７２４
８ 心血管系统疾病 １５ ３１ ２．０７ １２０５
９ 药学 １９ ２８ １．４７ １６４０
１０ 精神病学 ２９ ２１ ０．７２ １６７５

　注：数据由ＣＮＫＩ提供，统计时间截至２０１８年９月

４　《学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传统出版模式下的《学报》作为地方高校主办

的学术期刊，是高校科研成果的主要窗口，是各个

学科交流信息的平台。在“双一流”建设新形势

下，《学报》以本高校一流学科建设为契机，经过一

系列改革，调整了办刊目标，坚持以内容为王、创新

为王，加强内容建设，提升学科建设服务能力，助力

一流学科发展。笔者回顾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学
报》的发展现状，分析近３年期刊评价指标如影响
力指数、复合总被引频次、复合影响因子、Ｗｅｂ即
年指数、他引总引比等变化，可以得出《学报》各方

面期刊评价指标呈现良好发展趋势，期刊影响力得

到提升；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栏目、不同学科对

期刊评价指标的影响，从内容建设层面证实了《学

报》的栏目规划、学科建设与期刊发展形成良性互

动，实现《学报》期刊影响力提升与学科建设共同

发展。

·８５·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２月第４２卷第１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９，Ｖｏｌ４２，Ｎｏ．１

既往《学报》栏目是根据文章内容体裁进行设

置，如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综述等固定

栏目。本文结果显示固定栏目中临床医学和综述

被引频次和总下载次数较高，读者关注度较高，而

基础医学较差，分析其中原因：１）临床医学涉及的
内容对临床实际工作有指导意义，读者群较为广

泛；同时分析综述发现，大多是某一学科专家撰文，

具有一定的学术前沿性；所以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

关注度［８］；相对于临床医学、综述栏目，基础医学

关注度偏低，可能与地方医学院校的科研整体水平

不高有关，高校学科力量的强弱决定其期刊水平的

高低，两者呈关联性发展［９１０］。为了加强《学报》内

容建设，期刊编辑部取消了篇幅较少的短篇报道栏

目，从不同角度改革了新的栏目，具体采取了以下

举措：１）栏目设置在连续中求发展，在稳定中求创
新。优化栏目设置中《学报》加强了与本高校学科

结合程度，立足本校优势学科群，开设特色栏目打

造“一流学科”支撑平台；如以济宁医学院神经心
理精神行为优势学科群为主题策划神经精神心
理栏目，借此邀请到了国内外专家的优质稿件。本

文从栏目角度分析期刊评价指标结果显示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新设此特色栏目篇均被引频次和总下载频次
最高，期刊影响力最强；既加强了本校优势学科建

设，又提高了期刊的学术质量。随后我们根据学科

特点、学科优势策划矮小症专栏等，属于近期新设

栏目，暂无统计指标。２）关注高校新建学科和边
缘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学报》审时度势，持续跟

踪医学领域前沿问题，以新建／边缘学科需求为导
向，开设特色非固定栏目如法医学等，精准体现学

科建设内容，为高校新建、边缘学科打造新平台，从

而助力新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担当起培育新兴优势

学科的重任；３）向优秀医学期刊学习经验［１１１２］。

《学报》栏目更新设置导入医学热点问题，突出期

刊特色，从该栏目内容的不同角度提供更加多元化

的学术信息，满足读者用户多元化需求；４）栏目可
持续发展。以学科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立足本学科

优势、人才优势积极组织优质稿件，从而引导栏目

可持续发展，主动挖掘高水平专家学者，主动组织

优质稿件，捕捉医学信息热点，及时把握医学信息

的时效性，从而全面提高期刊质量。

综上所述，《学报》转变办刊思维，紧跟新时代

发展要求，在栏目设置方面兼顾了一定的灵活性，

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凝集学科特色，使得《学报》

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坚持以内容为王，走内涵

式发展道路，从而实现期刊影响力提升与学科建设

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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