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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入选２０１７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１０种肿瘤学期刊高被引论文的文献计量
学特征。方法　采用文献计量法分析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刊载的高被引论文被引情况、基金资助、栏目分布、
作者地区分布、作者及机构合作等特征。结果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１４０１７篇，被引论
文９６９４篇（６９．１６％），高被引论文２４８篇。高被引论文的作者主要分布在中国３０个地区，其中发表高被引论文
数量排在前５位的地区分别是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四川省和广东省，基金资助以国家级为主，作者以≥７人
合作为主；篇均被引频次居前３位的高被引论文来源于“临床流行病学”“指南与共识”和“专家论坛”栏目。结
论　高被引论文的地区、机构分布不均；我国中文核心期刊应积极开拓优秀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类稿源，
进一步提升期刊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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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论文的关注度可以通过引文分析来评估，
而被引频次是一种对已发表论文利用率和贡献率

的定量评估方法之一［１２］。高被引论文是某一学科

中质量高、影响力大的精品论文，可以看作是一个

研究领域学术发展的风向标［３］。目前，对于肿瘤学

中文核心期刊高被引论文分析报道较少。本文通

过对２０１７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收录的
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发表的高被引
论文进行分析，以期为广大作者选题和期刊编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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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专题策划、审稿组稿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
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７《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

收录的 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中华肿瘤杂志》
《中国癌症杂志》《肿瘤》《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

《中国肿瘤》《中国肿瘤临床》《中国肺癌杂志》《临

床肿瘤学杂志》《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中华肿

瘤防治杂志》，统计资料来源于各刊网站信息、中

国知网全文数据。

１．２　高被引论文的界定［１］

根据普莱斯定律 Ｍ＝０．７４９× Ｎ槡 ｍａｘ确定高被

引论文，其中，Ｍ为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的最小
值，Ｎｍａｘ为被引次数最多论文的被引频次。本研究
纳入的肿瘤学论文最高被引频次为１６７２次，根据
公式最终将被引频次≥３０次的论文确定为高被引
论文。

１．３　分析方法
利用Ｅｘｃｅｌ统计高被引论文的基金资助、栏目

分布、作者地区分布、作者合作、机构合作等信息，

将这些变量进行编码并逐条记录、汇总后采用频

数、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论文被引情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共发表

１４０１７篇，被引论文 ９６９４篇（６９．１６％），高被引论
文２４８篇。见表１。
２．２　高被引论文基金资助情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国家级资
助高被引论文最多，共 ５９篇，总被引频次 １０３５２
次，篇均被引频次１７５．４６次；省级资助高被引论文
５２篇，总被引频次 ２８４７次，篇均被引频次 ５７．７５
次。见表２。
２．３　高被引论文栏目分布情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高被引论
文的栏目分布主要来源于临床研究，共９０篇，总被
引频次４６５３次；基础研究高被引论文最少，只有２
篇，总被引频次９２次；最多篇均被引频次来源于临
床流行病学，为３３１．４次。见表３。

表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
刊载论文被引情况

刊名
总文

献量

被引

文献量

总被

引频次

单篇最高

被引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３０被引
频次文献量

中华肿瘤杂志 ９２５ ５９３ ５９７４ ９３０ ６．４６ ２３

中国癌症杂志 ７６８ ６５６ ７１１９ ６８６ ９．２７ ３５

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 １２４６ ６６２ ２８４９ ７５ ２．２９ ６

肿瘤 １８２７ １２５３ ５７４４ ５０ ３．１４ ６

中国肿瘤 １０４２ ８４４ １３４３１ １６７２ １２．８９ ３６

中国肿瘤临床 １６９４ １１３８ １１７９５ １０８１ ６．９６ ５４

中国肺癌杂志 ８５１ ６５４ ７８８１ ４２７ ９．２６ ４３

临床肿瘤学杂志 １４１３ １０８３ ６２８６ ３５３ ４．４５ １１

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 １２１８ ８１１ ３８３６ ６８ ３．１５ ４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３０３３ ２０００ １２５１２ １１３ ４．１３ ３０

合计 １４０１７ ９６９４ ７７４２７ — ５．５２ ２４８

表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
高被引论文基金资助情况

基金来源 篇数 总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

国际 １ ４１ ４１

国家级 ５９ １０３５２ １７５．４６

省（直辖市）级 ５２ ２８４７ ５７．７５

市级 ５ ２０４ ４０．８０

院（校）级 ７ ７７２ １１０．２９

部队 １ ５２ ５２

表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
高被引论文栏目分布情况

栏目 篇数 总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

指南与共识 ３１ ４６４２ １４９．７４

综述 ４７ ３１０８ ６６．１３

临床研究 ９０ ４６５３ ５１．７０

基础研究 ２ ９２ ４６

护理研究 １１ ４６６ ４２．３６

专家论坛 ２２ １５３８ ６９．９１

临床流行病学 ４５ １４９１３ ３３１．４

２．４　高被引论文地区分布情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高被引论

文地区分布在中国、罗马尼亚和韩国（２篇发表在
《肿瘤》杂志英文版作者分别来源于罗马尼亚和韩

国，被引频次分别为４１和３０）；中国高被引论文分
布在３０个地区，其中发表高被引论文数量排在前
５位的地区分别是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四川省
和广东省，被引频次分别为 ２１０１６、３０６７、２４６３、
２０９４和２０９１次。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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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
高被引论文地区分布情况

地区

基金项目 非基金项目 合计

篇数
被引
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篇数
被引
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篇数
被引
频次

篇均被
引频次

北京市 ３７ ９７１９２６３．６８ ６７１１２９７１６８．６１ １０４２１０１６２０２．０８
上海市 １９ １０３８ ５４．６３ ２４ ２０２９ ８５．５４ ４３ ３０６７ ７１．３３
天津市 １０ ７５２ ７５．２ １６ １７１１１０６．９４ ２６ ２４６３ ９４．７３
重庆市 ２ ９４ ４７ ２ ５４７ ２７３．５ ４ ６４１ １６０．２５
江苏省 ５ ２０６ ４１．２ １５ １２９４ ８６．２７ ２０ １５００ ７５
山东省 ９ ３７５ ４１．６７ ８ ８１３ １０１．６３ １７ １１８８ ６９．８８
广东省 ６ ２６０ ４３．３３ ２０ １８３１ ９１．５５ ２６ ２０９１ ８０．４２
浙江省 ３ ２０８ ６９．３３ １１ １４６５１３３．１８ １４ １６７３ １１９．５
河北省 ３ １４０ ４６．６７ ９ １１３４ １２６ １２ １２７４１０６．１７
河南省 ４ ３８３ ９５．７５ １２ １２８３１０６．９２ １６ １６６６１０４．１３
湖北省 １ ４３ ４３ ８ １０５０１３１．２５ ９ １０９３１２１．４４
湖南省 ２ １４８ ７４ ３ ５７９ １９３ ５ ７２７ １４５．４
山西省 ０ ０ ０ １ ７５ ７５ １ ７５ ７５
陕西省 １ ４６ ４６ ４ ２２８ ５７ ５ ２７４ ５４．８
云南省 ２ ２８４ １４２ ３ ４７８ １５９．３３ ５ ７６２ １５２．４
甘肃省 １ ５６ ５６ ２ ７９ ３９．５ ３ １３５ ４５
青海省 ０ ０ ０ ４ ６７９ １６９．７５ ４ ６７９ １６９．７５
安徽省 ０ ０ ０ ３ １２１ ４０．３３ ３ １２１ ４０．３３
四川省 １０ ７１３ ７１．３ １４ １３８１ ９８．６４ ２４ ２０９４ ８７．２５
江西省 １ ３９ ３９ ４ ２３２ ５８ ５ ２７１ ５４．２
贵州省 ０ ０ ０ １ ４９ ４９ １ ４９ ４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６ ４２６ ７１ ５ １４８９ ２９７．８ １１ １９１５１７４．０９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１ ４０ ４０ ３ １９２ ６４ ８ ８３３ １０４．１３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１ ３２ ３２ ０ ０ ０ １ ３２ ３２
内蒙古自治区 ０ ０ ０ ２ １３４ ６７ ２ １３４ ６７
吉林省 １ ４２ ４２ ３ １７２ ５７．３３ ４ ２１４ ５３．５
辽宁省 ３ １２４ ４１．３３ １０ １６３７ １６３．７ １３ １７６１１３５．４６
海南省 ０ ０ ０ ２ １６２ ８１ ２ １６２ ８１
福建省 １ ３３ ３３ ７ ８００ １１４．２９ ８ ８３３ １０４．１３
黑龙江省 ４ １６６ ４１．５ ８ ８６６ １０８．２５ １２ １０３２ ８６

２．５　高被引论文作者合作情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高被引论

文≥７人合作居多，共６７篇，被引频次为９３９６次，
篇均１４０．２４次。见图５。

表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
高被引论文作者合作情况

作者人数 篇数 总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

１ １４ ２１１９ １５１．３６
２ ５５ ６２５２ １１３．６７
３ ２７ １４９９ ５５．５２
４ ２９ ２０５４ ７０．８３
５ ２８ ３７９７ １３５．６１
６ ２８ ４２９５ １５３．３９
７～ ６７ ９３９６ １４０．２４

２．６　高被引论文机构合作情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高被引论

文主要由同一机构产出，共 １２２篇，被引频次为
１４５８２次，篇均１１９．５２次。见图６。

表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
高被引论文机构合作情况

机构数量 篇数 总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

１ １２２ １４５８２ １１９．５２
２ ６８ ８７５７ １２８．７８
３ ３０ ３５６５ ５５．５２
４ ８ ３７３ ４６．６３
５ ５ ２５０ ５０
６ １ ４９ ４９
７～ １４ １８３６ １３１．１４

２．７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居前１０位的文献信息
居前１０位的高被引论文有５篇来自陈万青作

者，机构是国家癌症中心，栏目集中在临床流行病

学和指南与共识。见表７。

表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１０种肿瘤学核心期刊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居前１０位的文献信息

题名 栏目 机构 第一作者 被引频次 基金资助

２０１２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
死亡分析

临床流行病学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全国肿瘤登记
中心；国家癌症中心

陈万青 １６７２ 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２０１４ＦＹ１２１１００）

２０１１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
死亡分析

临床流行病学 国家癌症中心 陈万青 １４４９ 无

２０１３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
死亡分析

临床流行病学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学院肿瘤医院

陈万青 １２７０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２０１４ＦＹ１２１１００）；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８１６０２９３１）

２０１４年中国分地区恶性肿瘤
发病和死亡分析

临床流行病学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学院肿瘤医院

陈万青 １１５５ 科技部基础工作专项（２０１４ＦＹ１２１１００）；中国医
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经费资助
（２０１６１２Ｍ２００４）

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死亡和
生存状况

临床流行病学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全国肿瘤防治研
究办公室

陈万青 １０８１ 无

中国胃癌流行病学现状 临床流行病学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学院肿瘤医院

左婷婷 ９８３ 公益性行业专项（编号：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１）；科技基础
性工作专项（编号：２０１４ＦＹ１２１１００）资助

２０１５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
况分析

临床流行病学 国家癌症中心；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郑荣寿 ９３０ 无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
南与规范（２０１５版）

指南与共识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乳
腺癌专业委员会

６８６ 无

２０１５年中国分地区恶性肿瘤
发病和死亡分析

临床流行病学 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
医院

孙可欣 ６０７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３１１７０４）；中国医
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２０１８Ｉ２Ｍ
３００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６０２９３１）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
南与规范（２０１７年版）

指南与共识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乳
腺癌专业委员会

５２９ 无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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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被引频次是文献计量学中衡量论文学术影响

力的一项客观指标，被引次数越多说明论文在该学

术领域的被认可度越高［２３］。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１０种
肿瘤学核心期刊共发表 １４０１７篇，被引论文 ９６９４
篇（６９．１６％）；高被引论文２４８篇，其中国家级资助
高被引论文最多，共 ５９篇，总被引频次 １０３５２次，
篇均被引频次１７５．４６次，说明国家级基金对肿瘤
学研究领域的科研支持力度较大，能为肿瘤学科研

研究提供强大保障，利于高水平的科研产出。

核心期刊往往以独特的优势栏目作为架构，吸

引高水平的文章予以充实；借助针对性约稿等方式

培养壮大期刊的学术水平，提升期刊的影响力［４５］。

本文结果显示，篇均被引频次居前３位的论文来源
于“临床流行病学”“指南与共识”和“专家论坛”

栏目，说明优势栏目和针对性约稿对期刊学术水平

和影响力至关重要。基础研究栏目高被引论文只

有两篇，且于其他栏目相比，篇均被引频次较少，说

明期刊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优势栏目、期刊影响因

子上，缺少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类论文的发

表。当前，我国优质论文频频投向国外名刊，低水

平论文则留在了国内［６］。因此，我国中文核心期

刊要想办成世界一流期刊，不能把关注点放在论文

的被引频次和期刊的影响因子上，而是回归本源，

把精力放在优秀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类稿

源的开拓上。

高被引论文的作者主要分布在中国 ３０个地
区，其中发表高被引论文数量排在前５位的地区分
别是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四川省和广东省，被

引频次分别为２１０１６、３０６７、２４６３、２０９４和２０９１次。
说明这些地区肿瘤学研究较为活跃，是高被引论文

产出的重要来源地。

对于论文作者和机构来说，产出的高被引论文

数量代表了该作者和机构在本学科领域的学术贡

献、学术影响和学术水平。当今的科学研究越来越

注重学科交叉渗透在学术创新中的作用，许多科研

项目需要多名科研人员共同合作完成［７８］，作者人

数的增加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论文质量，从而增

加其被引频次［９］。本文结果显示，高被引论文以

≥７人合作为主，提示肿瘤学科研人员在努力提升
个人水平之外还要注重跨学科团队合作，实现学术

创新。此外，高被引论文作者主要来自同一机构，

共１２２篇（占４９．１９％），说明大部分机构只是独立
地进行肿瘤学研究，互动合作关系较弱。但从篇均

被引频次来看，≥７个机构合作产出的论文被引频
次最高，提示，各机构应发挥各自优势，通力合作，

合理优化学术资源配置，以产出高质量的学术成

果。

在被引频次居前 １０位的高被引论文中，５篇
来源于陈万青等作者，７篇来源于国家癌症中心，
基金论文和非基金论文分别为５篇。其中，陈万青
等发表的“２０１２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分析”
被引频次最高（１６７２次）。综合来看，这１０篇高被
引论文反映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肿瘤学研究热点，对
肿瘤学进行科研选题具有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高被引论文的地区、机构分布不均，

基金资助以国家级为主，作者以≥７合作为主。本
研究提示我国中文核心期刊要想办成世界一流期

刊，不能把关注点放在论文的被引频次和期刊的影

响因子上，而应积极开拓优秀原创性科学研究和技

术创新类稿源，进一步提升期刊的目标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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