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 4月第 38卷第 2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19 • 

我国 8 种中医药类中文核心期刊引文的 

文献计量学分析 

范建华 

广西中医药研究院图书馆，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对 2013年 1月出版的《中草药》《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中成药》《中药材》《世界科学技术－中

医药现代化》《时珍国医国药》《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中国中药杂志》8种中医药类期刊（半月刊取第一期）

论文的参考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和评价，探讨和剖析中药学论文的学术水平和期刊编辑质量，为进一步

提高我国中医药学的期刊质量和学科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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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bibliometrically analysed and evaluated 8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periodicals published in January 2013 (chosen the first issues of semimonthly periodicals), including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China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Traditional Medical Formulae, Chinese Traditional Patent Medicine,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ShiZhen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Research, Traditional Chinese Drug Research ＆

Clinical Pharmacology, and Journa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academic level of TCM papers and journal quality,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journal 

quality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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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科研工作者在进行课题研究时，必须

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著述相关论文时通常将那些对

自己课题研究有重大帮助和启迪的著作，以题录形式

附在最后。引文分析能反映出论文著者对前人研究成

果的掌握情况和利用能力，同时也反映著者的阅读倾

向，是评价专业期刊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为了了解

我国中药学领域科研人员对文献的需求，以及对情报

信息的吸收与利用状况，笔者抽取 8种中医药学中文

核心期刊
[1]
，对每篇文章的参考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与

比较，探讨和剖析我国中药学的研究方法、重点刊物

和论文的学术水平，以便为他人从事研究提供参考。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以《中草药》《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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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时珍国

医国药》《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中国中药杂志》等

8 种中医药类中文核心期刊 2013 年 1 月出版的第 1

期（含半月刊、月刊）为对象，抽取每篇文章后引用

的参考文献。 

1.2  方法 

将作者、文献题名和被引文献题名、引文数量、

文种、文献类型、普赖斯指数、期刊自引和作者自引

数据导入 Microsoft Office Excel，对引文率、期

刊引文量、期刊自引和作者自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 SPSS11.0软件。 

2  结果 

2.1  被引中文期刊分析 

8种中医药专业期刊 2013年第 1期刊载论文总数

415篇，引文总数 5 115条。其中中文期刊引文 3 135

条，占引文总数 61.29%；英文期刊引文 1 382条，占

引文总数 27.02%。对 3 135条中文引文按所载期刊进

行统计，结果显示，3 135 条引文分别刊载于 756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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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引文 1次的期刊有 411种，占引文期刊的 54.37%

（411/756），并形成以《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中国

中药杂志》《中草药》《时珍国医国药》《中成药》《中

药材》等为代表的中文期刊核心研究群，引文量排前

18位的期刊见表 1。 

表 1  2013年第 1期 8种中医药类期刊中文引文量 

排名前 18位期刊 

期刊名称 
引文量

(条) 

占总中文引文量

百分比(%)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85 9.09 

中国中药杂志 145 4.63 

中草药 133 4.24 

时珍国医国药 120 3.83 

中成药 104 3.32 

中药材  91 2.90 

药学学报  43 1.37 

中国药学杂志  42 1.34 

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37 1.18 

药物分析杂志  33 1.05 

中华中医药杂志  31 0.99 

中国药房  31 0.99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30 0.96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 

现代化 

 28 0.89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6 0.83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6 0.83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26 0.83 

中国药理学通报  24 0.77 

2.2  论文总数与引文率 

引文率是指期刊文后附有引文的论文占全部论

文的比率。引文数据是评估、选择期刊的一个重要因

素
[2]
。2013年第 1期 8种中医药类期刊发表论文 415

篇，有引文的论文 414 篇，占 99.76%。2013 年第 1

期 8 种中医药类期刊刊发论文数量与引文率见表 2。 

2.3  引文总数和篇均引文数 

引文量是指来源期刊论文所引用的全部参考文献

数，是衡量该期刊科学交流程度和吸收外部信息能力

的一个指标
[3]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著者对文献

信息的吸收利用程度、对科技信息的依从程度及科研

人员利用信息的能力
[4]
。2013 年第 1期 8种中医药类

期刊刊载的 415 篇论文的引文数量共 5 115 条，篇均

引文 12.33条。各刊的引文总数与篇均引文数见表 3。 

2.4  引文文种统计 

引文文种是指引文发表时所用的文种。对引文文

种进行分析，可以了解论文研究内容的国际性，以及

作者阅读文献的广泛性。2013 年第 1 期 8 种中医药

类期刊引文文种主要为中文和英文，结果见表 4。 

表 2  2013年第 1期 8种中医药类期刊刊发论文数量 

与引文率 

期刊名称 
论文总数

（篇） 

有引文篇

数（篇） 

百分比

（%） 

中草药  21  21 100 

中成药  55  55 100 

中药材  46  46 100 

时珍国医国药 117 117 100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91  91 100 

中国中药杂志  27  26 96.3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28  28 100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 

现代化 

 30  30 100 

合计 415 414 99.76 

表 3  2013年第 1期 8种中医药类期刊引文总数 

与篇均引文数 

期刊名称 
论文总数 

（篇） 

引文总 

数（条） 

篇均引文 

数（条） 

中草药 21 410 19.52 

中成药 55 778 14.15 

中药材 46 417  9.07 

时珍国医国药 117 1 125  9.62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91 1 083 11.90 

中国中药杂志 27 524 19.41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28 299 10.68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 

现代化 

30 479 15.97 

合计 415 5 115 12.33 

2.5  引文类型 

对引文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掌握本领域中科

研人员的阅读范围和科研工作的主要情报源。2013

年第 1期 8种中医药类期刊的引文类型大致分为期刊

论文、图书和其他（包括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标准、

专利等）三大类。引文类型统计结果见表 5。 

2.6  期刊自引与作者自引 

自引一般分期刊自引和作者自引。期刊自引是指

某一期刊引用本刊先前发表的论文。作者自引是指作

者引用了自己以前发表的论文。2013 年第 1 期 8 种

中医药类期刊自引及作者自引统计结果见表 6。 

2.7  普赖斯指数 

普赖斯指数是评价科技期刊所载论文新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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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指标，是衡量某一学科文献老化的计量指

标，即出版年限不超过 5 年的引文数量与引文总量

之比，用以量度文献的老化速度与程度
[5]
。自然，

普赖斯指数越大，文献更替速度越快。普赖斯把受

引的文献分成两个部分：其一是“有现时作用的文

献”；其二是“档案性”文献。前者是在其出版 5年

内被引用的文献，后者则是出版 5 年后仍被引用的

文献。这里表明文献的被引用行为有一个变化，出

版 5 年后仍被引用，说明“有现时作用”的文献已

转变成“档案性”文献了。档案性文献数量多寡，

是受学科自身性质决定的。Ｐ（普赖斯指数）＝被

引文献数量（小于或等于 5 年）/被引文献总量×

100％。2013 年第 1期 8 种中医药类期刊的引文量及

普赖斯指数见表 7。

表 4  2013年第 1期 8种中医药类期刊的引文文种 

期刊名称 中文引文数量（条） 
占本期全部引文 

百分比（%） 
英文引文数量（条） 

占本期全部引文 

百分比（%） 

中草药 202 49.27 208 50.73 

中成药 657 84.45 121 15.55 

中药材 293 70.26 124 29.74 

时珍国医国药 881 78.31 244 21.69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902 83.29 181 16.71 

中国中药杂志 265 50.57 259 49.43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177 59.20 122 40.80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353 73.70 126 26.30 

合计 3 730 72.92 1 385 27.08 

表 5  2013年第 1期 8种中医药类期刊的引文类型 

期刊名称  期刊 
占本期全部引文

百分比（%） 
图书 

占本期全部引文

百分比（%） 
其他 

占本期全部引文

百分比（%） 

中草药 386 94.15 13 3.17  11 2.68 

中成药 648 83.29 90 11.57  40 5.14 

中药材 349 83.69 41 9.83  27 6.47 

时珍国医国药 955 84.89 121 10.76  49 4.35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975 90.03 59 5.45  49 4.52 

中国中药杂志 495 94.47 10 1.91  19 3.62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269 89.97 18 6.02  12 4.01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440 91.86 14 2.92  25 5.22 

合计 4 517 88.31 366 7.16 232 4.53 

表 6  2013年第 1期 8种中医药类期刊自引及作者自引 

期刊名称 
引文总数

（条） 

期刊自引数

（条） 

占本期全部引文百

分比（%） 

作者自引数

（条） 

占本期全部引文

百分比（%） 

中草药  410 33 8.05  6 1.46 

中成药  778 46 5.91 15 1.93 

中药材  417 23 5.52  3 0.72 

时珍国医国药 1 125 51 4.53 17 1.51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1 083 238 21.98 11 1.02 

中国中药杂志  524 36 6.87  5 0.95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299 7 2.34 12 4.01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479 21 4.38 10 2.09 

合计   5 115 455 8.90 79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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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13年第 1期 8种中医药类期刊的引文量 

及普赖斯指数 

期刊名称 
引文总 

数（条） 

近五年引

文数（条） 

普赖斯 

指数（%） 

中草药 410 268 65.37 

中成药 778 406 52.19 

中药材 417 228 54.68 

时珍国医国药 1 125 532 47.29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1 083 707 65.28 

中国中药杂志  524 352 67.18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299 170 56.87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

药现代化 

  479 269 56.16 

合计 5 115 2 932 57.32 

3  分析与评价 

3.1  被引中文期刊结果分析 

3 135条中文引文分别刊载于 756种期刊，引文

1 次的期刊有 411 种，占引文期刊的 54.37%

（411/756），离散性较大，但仍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核

心区，这个核心区的期刊可作为我国研究中药领域的

核心期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被引 92次，表明

其作为标准，非常受到中药科研人员的重视。 

3.2  引文率 

在 8 种中医药类期刊中，除《中国中药杂志》的

引文率为 96.3%外，其余 7种期刊的引文率均为 100%，

均引文率为 99.76%，与 2009 年 11 种中医药类期刊

引文分析
[6]
的平均引文率 97.95%相比有所提高，高于

《中华儿科杂志》1994－2009 年均引文率 95.91%
[7]

和《中华手外科杂志》2005－2009 年均引文率

87.37%
[8]
。 

3.3  期刊引文量 

一种专业期刊被引用的次数越多,说明它在本学

科领域的影响和作用越大。从表 3 可以看出，2013

年第 1期 8种中医药类期刊篇均引文数量 12.33条，

篇均引文量最低的《中药材》也有 9.07 条，8 种中

医药类期刊的篇均引文量均高于我国自然科学核心

期刊的篇均引文量（8.81 条）
[9]
。与文献[6]相比，

篇均引文量增加 5条及以上的期刊有《中草药》增加

8 条，《中国中药杂志》增加 8 条，《中成药》增加 6

条，《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增加 5 条。与国际上科

技论文的篇均引文量（15 条）相比，《中药材》《时

珍国医国药》《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中药新药与临

床药理》等 4种中医药类专业期刊编辑部还需采取措

施，帮助作者提高引用参考文献的意识，增加论文的

引用量，缩小与国际的差距。单篇引文最大值为《中

国中药杂志》的 77条，单篇引文最小值为《中药材》

的 1条。 

3.4  引文文种 

从表 4可以看出，2013年第 1期 8种中医药类期

刊的引文文种主要是中文文献，占 72.92%，英文文献

占 27.08%。没有其他语种文献，这可能与各国大多采

用英文发表科技文献有关
[10]
；或者是作者仅关注中文、

英文文献。除《中草药》《中国中药杂志》两种期刊的

英文文献比例达到或接近 50%外，其余 6 种期刊的英

文文献比例较低，与文献[6]相比，期刊的英文文献比

例显著提高的有《中草药》《中国中药杂志》《中药新

药与临床药理》，而期刊的英文文献比例降低的有《中

国实验方剂学杂志》《中成药》。8 种中医药类期刊的

英文引文文献比例低于《中国矫形外科杂志》2005－

2006年英文引文率（54.01%）
[11]
。因此，中医药类期

刊作者群还需提高对英文文献的利用和借鉴能力，提

高英文文献和其他语种文献的引用率。 

3.5  引文类型 

表 5显示，8种中医药类期刊的引文类型主要为

期刊文献，共 4 517 篇，占 88.31%；其次为图书，

共 366篇，占 7.16%；其他各类文献，共 232篇，占

4.53%。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网络文献信息

已成为科研人员获取最新信息、了解学科发展动态的

重要途径。因此，科研人员应积极利用网络文献，使

自己的科研走在世界前列，多出快出成果。 

3.6  期刊自引和作者自引 

自引率是反映期刊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期刊的

正常自引率高表明期刊有自身的稳定性、连续性及与

其他期刊交流的适度性，也可反映期刊学术领域的宽

度和论文的学术水平。从表 6显示，2013年第 1期 8

种中医药类期刊的自引率为 8.9%，与 64种药学期刊

8.0%自引率基本相符
[12]

，自引率较高的《中国实验方

剂学杂志》（21.98%），也没有超过期刊过度自引 23.8%

的界定线
[12]

。期刊自引率明显偏低的《中药新药与临

床药理》（2.34%）、《时珍国医国药》（4.53%）、《世界

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4.38%）三种期刊编辑部

应引导作者适当提高自引率，扩大相对稳定和高水平

的作者群，激励核心作者多发表论文，以保证和提高

刊物水平。 

3.7  普赖斯指数 

普赖斯指数越高，说明论文内容越新颖。一般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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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新兴学科的普赖斯指数高于成熟学科,各学科

的普赖斯指数平均值大约为 50%
[13]

。表 7显示，2013

年第 1 期 8 种中医药类期刊的普赖斯指数 57.32%，

与文献[6]的 40.35%相比有大幅提高，且高于《中华

神经科杂志》的 56.6%
[14]

。说明我国 8种中医药类期

刊的引文时效性高、新颖性强，作者对学科前沿有良

好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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