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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当代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若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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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陕西省近三十年发表的生物医学文献的总数为 101996篇 , 本文结合 GDP因素对比十个省市进行了初步的对

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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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当代生物医学文献反映了一定范围内的学术研

究状态 , 对其进行简要的分析有一定意义。

1　当代生物医学文献的地域特点

当代生物医学文献是自然科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具备自然科学文献一般性特点 , 如 : 更新快、创新性

强等。对生物医学文献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报道。

地域性特点是本文要讨论的中心 , 当代生物医学文

献最显著的地域性特点就是 :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献权

重名显低于经济发达地区 , 国与国相比如此 , 同一个国

家内不同的地区相比也是如此。

很容易联想到 : 如果同社会科学文献相类比 , 社会

科学的文献权重不能简单地同经济发展水平同步联系 ,

在陕西这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 社会科学文献的

某些地区性研究反而处于相对靠前的水平。这一方面是

由于历史的积淀 ,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的某些方面研

究成本主要是人力的投入 , 对物质技术条件的要求不像

生命科学那样高 , 且社会科学研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文

献的研究 , 而这一部分文献由于网络的发达 , 使得研究

者更容易获得。

2　引文分析及其可应用范围

在自然科学领域 , 论文被引用经常被认为是一个重

要的指标。科学引文索引 (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

SC I, 是国际上影响很大的检索体系 , 也排在三大检索工

具 ( SC I、E I、 ISTP) 之首。美国人 E. 加菲尔德于 1963

年创立了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 (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2
formation, ISI) , 使我们能够从某一个角度量化地测度自

然科学文献权重。

普通版 SCI来源期刊 3500 - 4000种 , 扩展版 (SCI - Ex2
panded) 收录期刊 6000 - 6500种 , 而全世界自然科学刊物总

数大约有 10万种 , 因而该数据库收录的文献源是精挑细选

而最具有代表性的。 ISI每年还对收录期刊的引用和被引用

数据进行统计 , 其中影响因子 ( Impact Factor) 成为一个非

常重要的指标。中国的期刊被收录近百种 , 而且按影响因子

排名整体靠后 , 大致反映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实力。

当我们按国别分析影响力时 , SC I是一个不错的工

具 , 但欲将研究重心进一步细化到陕西地区时 , 这个工

具就过于高端 , 陕西省能够发表在 SC I期刊上的论文作

者十分有限 , 也就是第四军医大学等少数几个单位 , 因

而必须选择新的统计源数据库。

3　中文期刊文献分析数据库

期刊文献是当代生物医学文献诸品种中最重要的一

个类型。期刊论文发表量是当前国内各教医研人员晋级

授奖的主要依据。对生物医学期刊文献进行分析 , CBM2
disc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D isc) 是中国医学科

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开发研制的综合性医学文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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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库收录了 1978年以来 1600多种中国生物医学期刊 ,

以及汇编、会议论文的文献题录 , 年增长量约 35万条。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的学科覆盖范围涉及了基

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药学、中医学及中药学

等生物医学的各个领域。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的全部题录均根据美国国

立医学图书馆的 《医学主题词表 》 (即 MeSH词表 ) , 以

及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情报研究所出版的 《中医药学主

题词表 》进行了主题标引 , 并根据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医学专业分类表 》进行了分类标引。

为加快数据更新周期 ,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加

入了预标引数据 , 这些最新数据经过计算机的自动标引

和分类 , 可以与人工标引数据一样进行各种主题词和分

类号的检索。预标引数据的主题词和分类号隐含在记录

中 , 不显示 , 日后经人工进一步标引后更新。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的记录包括 30多个可检索

数据项 , 包括中文题目、英文题目、著者、第一著者、

著者单位、期刊、核心期刊、出版年卷期、参考文献、

资助类别、关键词、主题词、特征词、分类号等。

4　中文期刊文献分析的结果

CBMD isc数据库提供了作者单位检索途径 , 为进行

对比性研究 , 除陕西省外 , 还优选了有代表性的其它地

区进行检索。

各地区的生物医学文献发表统计数据显示如下 :

地区 陕西 西安 江苏 南京 广东 广州 河南 郑州
文献 101996 83295 180637 125652 230215 168368 114538 53248

地区 云南 昆明 湖北 武汉 黑龙江 哈尔滨 四川 成都

文献 54485 39565 147695 104595 80594 55445 109317 78312

地区 北 　京 上 　海

文献 237799 190600

注 : 以上文献数的单位数是篇 , 时间跨度为 1978年到现在。

　　为进行数据分析 , 省会的发表文献数除包含于全省

的文献数中 , 还单独统计。

陕西省近三十年发表的生物医学文献的总数为

101996篇 , 各地区如果忽略人口等因素的简单排名是 :

北京 -广东 - 上海 - 江苏 - 湖北 - 河南 - 四川 - 陕西 -

黑龙江 -云南。

陕西地区发表的中文生物医学文献量是北京、广东、

上海和江苏地区的 1 /2左右 , 是湖北地区 2 /3左右 , 与河

南、四川地区相当 , 高于黑龙江、云南地区 , 而全国其

它省份如西藏、宁夏等发表的文献量更少。

可以将北京、广东、上海和江苏列为 A区 (中文生

物医学文献发表量前区 )。

将湖北列为 B 区 (中文生物医学文献发表量中前

区 )。

将河南、四川、陕西列为 C区 (中文生物医学文献

发表量中间区 )。

将黑龙江、云南列为 D区 (中文生物医学文献发表

量中后区 )。

当然西藏等可列为 E区 (中文生物医学文献发表量

后区 )。

5　省会城市文献发表量占全省文献的比重

省会城市一般是全省的经济文化中心 , 分析其生物医

学文献发表量比重有利于进一步分析。可以简单地定义省

会文献发表量占全省的比重为 “省会城市文献比重”。

陕西 江苏 云南 广东 湖北 河南 黑龙江 四川

省会城市文献比重 % 82 70 73 73 71 46 69 72

6　GDP /人均 GDP与文献发表量的对应关系

可对比 2007中国各省 GDP排名 (来源于百度搜索 )

名次 省区 GDP (亿元 ) 人均 GDP (元 )

1 广东 29863 32142

3 江苏 24738 32985

5 河南 14234 15056

7 上海 11658 65473

9 四川 9657 11708

10 北京 8879 57431

11 湖北 8451 14733

14 黑龙江 7081 18463

21 陕西 4806 12843

23 云南 4260 9459

　　在 GDP中有两个指标 , 其中人均 GDP与生物医学文献

发表量有很高的名次吻合度 , 除黑龙江等个别省份外 , 基本

可以将文献发表量的五个区对应到人均 GDP的五个区。

7　讨论

上面的统计结果只是初步的分析 , 进一步讨论还需

更细致地获取数据 , 排除相关因素。但根据上面的分析 ,

以下的几个结果是可以肯定的 :

11陕西省当代中文的生物医学文献发表量与河南、

四川等中西部省区相当。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有

较大的差距。

21文献发表量与人均 GDP水平正相关 , 在全国大致

处于中间偏后的水平。GDP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代表性指

(下转第 1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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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 , 必须把城市和农村分开来说。

在城市里建设以解决普通老百姓阅读需求为目的的

公共图书馆分馆体系 , 应当是市图书馆为主角。我认为

苏州图书馆建设覆盖全苏州城 (地理城市概念 , 而非行

政区划苏州市概念 ) 分馆体系的设想是可行的。这种分

馆体系一旦建立 , 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中心分馆 (可单

独建立 , 也可以合并原来的区级图书馆 ) 来作为中间环

节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 , 否则分馆数量过多 , 仅靠市馆

(总馆 ) 的力量是难以管理的。

但是 , 在特大型城市里 , 这种做法可能还是会产生

由于分馆数量过多导致管理不善的情况。因此 , 在北京、

上海、广州这样一些特大型城市里 , 我认为还是应当以

区图书馆为主角 , 例如北京市的区图书馆体系。

无论哪种城市 , 即使是省会城市 , 基层公共图书馆

分馆体系建设中 , 省图书馆应当更多地发挥协调、指导

作用 , 而在实际运作中不应当成为主角 , 其实它也不可

能成为主角。

那么 , 在农村或在城乡结合部 , 应当以县图书馆或区

图书馆为基层分馆体系建设的主角。《纲要 》其实对此已

有明确说明 : “县 (市 ) 图书馆逐步实行分馆制 , 丰富馆

藏量 , 形成统一采购、统一编目的图书配送体系 , 充分发

挥县图书馆对乡镇、村图书室的辐射作用 , 促进县、乡图

书文献共享 ”。从这个意义上说 , 西安市灞桥区图书馆的

做法是可取的。而陕西地区的中等城市图书馆 , 目前为响

应国家号召、积极延伸服务 , 兴办个别农村分馆 , 具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但从长远来看 , 农村地区的乡镇、村落分

馆 (图书室 ) , 还应当由其县级图书馆发挥主要作用。

但是 , 既然要以县 (区 ) 图书馆为主角 , 就要首先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 把优势进一步强化。灞桥区图书馆

目前在这方面还是有缺陷的。他们正是由于区馆发展条

件有诸多限制 , 为了不耽误时间 , 才提出在想方设法争

取改变本馆面貌的同时 , 主动出击 , 与各种社会力量开

展协作 , 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建设分馆、为城乡普通老百

姓服务上。出发点是好的 , 想法和做法是积极的 , 而且

已经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但是 , 如果区图书馆长期

处在薄弱环境 , 也无法领导三级图书馆服务体系持续、

健康的发展。令人高兴的是 , 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

题 , 已经取得了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 新的灞桥区图

书馆建设项目正在规划之中。

以上仅仅是结合对灞桥区图书馆建设三级图书馆服

务体系的考察而作出的一些图书馆分馆建设方面的思考 ,

只是从图书馆事业内部层面就事论事 , 没有涉及到公共

文化事业建设所必须的社会环境 (政策、地方政府态度、

经济等 )。其实 , 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 才是基层公

共图书馆事业健康发展所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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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生物医学研究需要一定的经济水平作为科学技术支

撑平台 , 生物医学发展与经济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31陕西省在上述各省中 , 其省会城市的发表文献比

重最高 , 达 82% , 说明生物医学的发展高度集中 , 从某

种程度上反映了全省的不平衡状态。而其它各省这个指

标一般在 70%左右。指标过低如河南的 46%则可能说明

生物医学发展走向了另一端 : 资源配置过于分散。

41中文生物医学文献发表量并不能代表全部文献 ,

现在第四军医大学等院校正在鼓励作者向国外期刊特别

是 SC I期刊投稿 , 因而前沿性研究文献可能已经不用中

文发表 , 但这种文献比重很低。

51文献的发表量与实际的科研水平也不能简单的划

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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