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　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也不断地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得到

解决就会制约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主要问题：（１）基本医疗

收入偏低，公共卫生运行费用较高；（２）社区卫生服务的补偿和

运行机制不到位；（３）媒体宣传力度不够；（４）由于基本药物的

推行对中心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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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ＳＣＩ收录论文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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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机构是一支重要的科研力量，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是

学校整体科研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通过对附属医院科

技论文的统计分析，既可从一个侧面来评价医学院校的科研水

平，又可以分析医院科研发展的一些成功经验［１］。近年来，重

庆医科大学ＳＣＩ收录论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其附属医院

发表的ＳＣＩ收录论文占总数７０％以上，主要分布在附属第一

医院、附属第二医院及附属儿童医院［２］。本文通过对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ＳＣＩ收录论文的统计，分析其附属医院在科研发

展的一些做法，对存在的问题和以后的发展提供意见和建议。

１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是科技部直属的研究机构，自１９８７年起从事中

国科技统计与分析工作，每年定时向社会发布。其发布的ＳＣＩ

收录论文来源于汤森路透集团公司的Ｔｈｅ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网

络版（ＳＣＩＥＸＰＡＮＤＥＤ），含有论文（Ａｒｔｉｃｌｅ）、综述（Ｒｅｖｉｅｗ）、

快报（Ｌｅｔｔｅｒ）、编辑资料（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４种类型，其数据

和排名是按第一作者论文数作为依据，其产出报告能充分反映

研究单位的论文产出，可用于评价研究单位的研究能力和学术

水平［３４］。

重庆医科大学目前拥有附属医院６所，其中附属第一医

院、附属第二医院及附属儿童医院为学校早期建立的附属医

院，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其他３所附属医院于近年建立，其论

文数量较少，因此，本文主要选取了前３所附属医院的ＳＣＩ收

录论文数据进行分析。

２　统计分析

２．１　论文数量　自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为第一作者单位的论文共有４７４篇，根据其论文类型划分，包

括有４５２篇Ａｒｔｉｃｌｅ、５篇Ｌｅｔｔｅｒ、１６篇Ｒｅｖｉｅｗ和１篇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在“十一五”期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发表的ＳＣＩ收录

论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从２００６年的２１篇增长到２０１０

年的１８９篇，其中２００８年度增长幅度最大，达到了２３２．３％。３

所附属医院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附属第一医院增长更为显著

（图１）。

２．２　期刊分析　４７４篇论文发表于２５３种期刊，平均每种期

刊发表论文数为１．８７篇。载文量为１～２篇的期刊有２１７种，

载文量为２６０篇，占总数的５４．８５％。载文量为３～５篇的期刊

有２５种，载文量为９５篇，占总数的２０．０４％。载文量大于５篇

的期刊有１１种，载文量为１１９篇，占总数的２５．１１％。论文发

表最多的期刊是国内的 ＮＥＵＲＡＬ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发表论文３６篇（占论文总数的７．５９％）。其次是英

国的期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发 表 论 文 １３ 篇 （占 论 文 总 数 的

２．７４％）。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重庆医科大学３所附属医院

论文发表情况

２．３　影响因子（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ＩＦ）　ＩＦ是ＳＣＩ对科学期刊进

行统计和评估的一个参数，某一期刊在某年的ＩＦ是指当年引

证该期刊前２年论文的总次数与前２年该期刊发表的论文总

数之比。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ＩＳＩ）在每年发布的前一年《期

刊引证报告》中公布各期刊的ＩＦ
［５］。

将ＩＦ０～１、１～２、２～３、３～４、４～５、５～来进行分区，ＩＦ最

多的３个分区是０～１（１２１篇）、１～２（１３７篇）、２～３（１４６篇），

发表在ＩＦ≥５的期刊上的论文有１２篇，ＩＦ最高为９．１２。各年

度平均ＩＦ随论文数量的增长有波动，但总体呈现逐步上升的

趋势，２００８年平均ＩＦ为１．７０３，２０１０年平均ＩＦ为１．９７０。

２．４　论文引用情况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ＳＣＩ论文共被引用４４５次，平均每年被引８９次，平均每篇论文

被引０．９４次。被引次数总体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由２００６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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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次，增长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７６次，增长了６．７７倍。单篇论文被

引用最多的是伍烽的３１次，其次为杨刚毅的２１次。从单篇引

用最高的前１０位论文来看，主要分布在生物医学工程学、神经

病学、感染性疾病学及内分泌学，而前３个学科均为本校的国

家级重点学科。

２．５　科室及作者情况　从发表论文的科室分布来看，几乎覆

盖了全部临床及医技科室，其中以儿科、神经内科、普外科及眼

科等科室较多（图２）。从通讯作者来看，发表论文最多的前１０

位作者均在１０篇以上，最多的是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王

学峰教授（３３篇），其次是附属第一医院眼科的杨培增教授（２５

篇），他们分别为重庆市的“两江学者”和教育部的“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无论是从科室还是作者分布来看，ＳＣＩ论文主要集

中在学校的传统重点学科，如儿科学、神经病学以及内科学（传

染病）等。

图２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ＳＣＩ论文科室分布

３　讨　　论

虽然，ＳＣＩ论文不能全面反映科技实力，但是科技论文作

为科研产出最主要的部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机构的科

研能力。从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发表ＳＣＩ

论文实现了快速增长，５年间，论文数量增长了９倍。在数量

增长的同时，论文质量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年平

均ＩＦ及最高ＩＦ的升高，同时其影响也逐步扩大，被引次数也

迅速增长。这与各附属医院重视科研、加大科研投入、科技人

员科研积极性提高相关，其主要原因有：（１）高水平项目为高水

平论文的产出提供了基础。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各附属医院逐渐

重视科研项目的申报，特别是近几年获得国家级项目资助增长

明显。重庆医科大学２０１０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为９８项，列

高校排名第４９位，附属儿童医院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数已位列全国儿童医院的第１位。（２）学科和团队建设促进

了论文的产出。重庆医科大学拥有４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其中

３个分布在附属医院，还有１个教育部的“创新团队”。通过这

些重点学科和研究团队的建设，增强了附属医院的整体科研能

力，无论是单篇ＩＦ最高的论文还是论文发表最多的作者均来

源于此，起到了明显的带头作用。（３）人才培养和引进提高了

科技人员的科研能力。如附属第一医院每年选送青年科技人

员出国研修或短期培训，提高青年科技人员的科研素质。在人

才引进方面，有科研领军人物的引进，如附属第一医院引进中

山眼科中心的“长江学者”杨培增教授；也有研究团队的引进，

如附属儿童医院团队整体引进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的宋伟

宏研究团队。（４）科研政策的导向激励论文水平的提高。２００５

年前后，各附属医院相继出台或加大了科研激励政策，强调了

科技产出的导向，激励科技人员从事科学技术研究。配合学校

的职称评审体系、绩效考核办法等系列政策，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保障体系，营造了良好的科研氛围。

虽然近几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ＳＣＩ论文有了较大

幅度的增长，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和对策建议如

下：（１）论文总数与其他医疗机构相比还有差距。虽然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ＳＣＩ论文增长迅速，根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供的

数据表明，２０１０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ＳＣＩ论文

９６篇，列全国医疗机构第４３位，其他附属医院未能进入前５０

名，这与列第１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６３４篇）相比还有很大

的差距。各附属医院应该进一步加强对项目的中后期管理，强

化科技产出导向，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供更完善的图书

信息服务，提升论文发表的数量。（２）论文质量还有待提高。

虽然ＩＦ不能完全代表论文的质量，但总体上ＩＦ与论文质量、

被引频次与科学影响力都基本呈正相关［６］。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平均ＩＦ为１．９１３，最高ＩＦ为９．１２。同

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ＳＣＩ论文平均ＩＦ为２．６９４，单篇最高ＩＦ

为５０．０１７
［７］。相比之下，与国内高水平的医疗机构差距还很

大。应适当调整激励机制，促进论文发表质量的结构性变化。

对科研基础较好的学科，强化质量导向。加大重点学科之间、

重点实验室之间，院内与院外之间，医院与企业之间，以及国际

间的协同创新，通过大协作产生大成果，提高论文质量。（３）科

室和医院间发展不平衡。论文发表过于集中于重点学科或重

点实验室覆盖的科室，其发表的论文占总数的６５％左右，附属

医院之间发展的差距也在加大。在加强重点学科、平台和团队

建设的同时，还应该激发其他科室的积极性。鼓励有条件的科

室建立专职科研岗位，加强临床、教学和科研岗位的人员流动，

增强临床科室的科研能力。将科研激励机制和科室考评体系

有机结合，强化科室间的科研合作，带动医院整体科研能力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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