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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分析平台，对我国５种眼科学核心期刊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高下载量论文进行了统

计分析。依据文献的二八规律（帕累托法则）确定高下载量标准。本文资料中高下载量标准为７５，高下载量论文数共１２９８

篇，《中华眼科杂志》４００篇（３０．８％），《眼科研究》２６７篇（２０．６％），《中国实用眼科杂志》２４５篇（１８．９％），《眼科新进展》２１３

篇（１６．４％），《中华眼底病杂志》１７３篇（１３．３％）；基金论文共４４２篇，占高下载量论文的３４．７％。４４２篇基金论文中，国家级

基金论文２１７篇，省部级１２８篇，地厅级８２篇，其他基金论文１５篇。１２９８篇高下载量论文中，基础研究论文４５９篇，总下载量

５１３８０，临床研究论文３９１篇，总下载量４１３００，综述３６５篇，总下载量５１９７８，其他类型论文８３篇，总下载量８８１５。另外，对高下

载量论文的作者分布、机构分布和主题分布进行了详细统计分析。

关键词　　 眼科学期刊　核心期刊　下载量　二八规律

　　近五年来，高被引论文或高影响力论文开始受到学术

期刊界和情报学界的广泛关注。前期主要关注的是各自期

刊论文被引频次的排序［１］。近三年来，开始对高被引论文

进行文献计量学研究［２－７］。事实上，研究者普遍把高被引

论文等同于高影响力论文［８－１１］，只是有人习惯称之为高被

引论文，而有人直接称之为高影响力论文。但是，衡量论文

学术影响力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指标———论文下载量。这一

重要指标至今尚未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关于论文下载

量，截至目前仅见 ＷａｎＪＫ（万锦）等［１２］于 ２０１０年在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科学计量学）杂志发表１篇关于期刊下载量

即年指标的研究论文，中文文献中尚未检索到关于论文下

载量的文献计量学研究。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

主持的中文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中，已经把论文下载量

作为评价核心期刊的重要指标［１３］。因此，对论文下载量的

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本文利用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

刊评价分析平台”（ｈｔｔｐ：／／ｃｐａｓ．ｃｎｋｉ．ｎｅｔ／），对我国 ５种眼

科学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下载量进行统计分析，利用文献

计量学规律确定高下载量论文，了解高下载量论文的期刊

分布、年代分布、基金资助类型分布、论文类型分布、作者分

布、机构分布、主题分布等，正确评价期刊和论文的文献情

报价值，从而为医学期刊编辑组稿、约稿、确定选题方向等

提供重要的分析方法。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获取方法

登录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分析平台”

（ｈｔｔｐ：／／ｃｐａｓ．ｃｎｋｉ．ｎｅｔ／），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打开网页后，点

击“文献访问量分区段分布分析”，利用“多刊比较模式”，获

取《中华眼科杂志》、《眼科研究》、《中国实用眼科杂志》、《眼

科新进展》和《中华眼底病杂志》等５种眼科学中文核心期刊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每篇论文的下载量。所有数据复制粘贴至

Ｅｘｃｅｌ文档，删除文章序号、出版期次和浏览量等数据，保留

论文篇名、出版年、作者、作者单位和下载量等。数据检索日

期：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５日。

１．２　高下载量论文的确定

通过检索，５种眼科学核心期刊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被下载≥

１次的论文共６４１１篇，按照下载量降序排列。依据文献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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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规律（帕累托法则），选取下载量较高的前２０％论文作为

初选高下载量论文。那么，第１２８２篇论文的下载量即是高

下载量的标准。第１２８２篇论文的下载量为７５，６４１１篇论文

中，下载量≥７５的论文共有１３０８篇，剔除“投稿须知”、“书

评”等非论文文献，最后确定高被引论文１２９８篇。

１．３　其他数据的补充

为了对１２９８篇高下载量论文进行全面的文献特征分

析，我们借阅了５种眼科学核心期刊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所有期

刊，逐篇登记作者数、机构数、引用文献数、基金资助类型（包

括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和其他）、论文类型（包括基础研

究、临床研究、综述和其他），并对每篇论文进行主题词或关

键词标引。

１．４　统计分析指标

本文选用的统计分析指标包括合著率、篇均作者数（合

作度）、篇均机构数（机构合作度）、篇均引文数，高下载量论

文的期刊分布、年代分布、基金资助类型分布、论文类型分

布、主题分布，作者分布、机构分布等。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高下载量论文的合著率、合作度与引文数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５种眼科学核心期刊１２９８篇高下载量论

文中，总下载量为１５３４７３，篇均下载量为１１８．２，单篇论文最

大下载量为５８７，该论文见文献［１４］。论文作者数为１位者

７９篇，作者数最多为１２，多作者合著论文为１２１９篇，论文合

著率为９３．９１％。１２９８篇论文作者总数为４９５６，论文合作度

为３．８２。单一机构论文 ９３４篇，多机构合作完成论文 ３６４

篇，机构数最多为６个，涉及机构总数为１７９４个，机构合著

率为２８．０４％，机构合作度为１．３８。引用文献数最少为０，最

多为７５，该论文见文献［１５］。１２９８篇论文引用文献总数为

１８０２１，篇均引文数为１３．８８。

２．２　高下载量论文的分布特点

２．２．１　高下载量论文的期刊、出版年、基金类型和论文类型

分布特点

　　１２９８篇高下载量论文的期刊、出版年、基金类型和论文

类型分布特点见表１。

１２９８篇高下载量论文中，标注基金资助项目者共 ４４２

篇，占高下载量论文总数的３４．７％。根据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中

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计算出的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５种眼科学

核心期刊的平均基金论文比是２１．２％。由此可知，高下载量

论文中基金论文所占比例明显高于所有眼科论文的基金论

文比（χ２＝８１．２７，Ｐ＜０．０１）。

表１　１２９８篇高下载量论文的期刊、出版年、

基金类型和论文类型分布

分布类型 高下载量论文数（％） 总下载量（％）

期刊分布

　中华眼科杂志 ４００（３０．８） ５３７５７（３５．０）
　眼科研究 ２６７（２０．６） ２９２３７（１９．０）
　中国实用眼科杂志 ２４５（１８．９） ２５８２０（１６．８）
　眼科新进展 ２１３（１６．４） ２３９７２（１５．６）
　中华眼底病杂志 １７３（１３．３） ２０６８７（１３．５）
出版年代分布

　２００４年 ２９４（２２．６） ３２９９０（２１．５）
　２００５年 ４１４（３１．９） ５０６５３（３３．０）
　２００６年 ４５２（３４．８） ５３９６３（３５．２）
　２００７年 １１８（９．１） １３６６９（８．９）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５） ２１９８（１．４）
基金资助类型分布

　国家级基金 ２１７（１６．７） ２５４４３（１６．６）
　省部级基金 １２８（９．９） １４４７８（９．４）
　地厅级基金 ８２（６．３） ９８７４（６．４）
　其他基金 １５（１．２） １７５８（１．１）
论文类型分布

　基础研究论文 ４５９（３５．４） ５１３８０（３３．５）
　临床研究论文 ３９１（３０．１） ４１３００（２６．９）
　文献综述 ３６５（２８．１） ５１９７８（３３．９）
　其他论文 ８３（６．４） ８８１５（５．７）

２．２．２　高下载量论文的主题分布

对１２９８篇高下载量论文关键词和主题标引，按出现频

次从高到低排列，位居前１０位的分别是：角膜与角膜疾病

（１７５篇）、糖尿病性眼病（９８篇）、近视（８２篇）、青光眼（７９

篇）、视网膜与视网膜病变（７７篇）、晶状体与人工晶状体

（７６）、脉络膜疾病（５３）、白内障（４６）、视神经与视神经疾病

（４４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４２篇）。

２．２．３　高下载量论文的作者和机构分布

对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５年间在５种眼科学核心期刊发表５

篇及５篇以上高下载量论文的作者（均记第１作者）进行了

详细统计。发表高下载量论文最多者为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的史伟云，共１０篇；其次为中山眼科中心杨培增，９篇；并列

第３位的有４位作者，分别为黎晓新、刘奕志、刘祖国和任泽

钦，各６篇；发表５篇者有５位作者，分别是毕宏生、戴淑真、

李斌、刘杏、吴继红等。

对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５年间在５种眼科学核心期刊发表１０

篇以上高下载量论文的机构（均记第１研究机构）进行了详细

统计。发表高下载量论文最多者为中山眼科中心，１７６篇；其

次为北京同仁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８１

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并列

第３位，均为４３篇；其余依次如下：山东省眼科研究所（３７

篇）、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全军眼科研究所，３３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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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３３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３１篇）、

解放军总医院（２８篇）、青岛大学附属医院（２８篇）、天津医科

大学眼科中心（２７篇）、天津市眼科医院（２６篇）、温州医学院

眼视光医院（２６篇）、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２５篇）。

３　分析和讨论

３．１　高下载量论文统计分析的意义和作用

长期以来，对期刊和论文的评价，甚至整个科研绩效评

价体系中，几乎仅仅考虑论文被引频次及其相关指标，而忽

略了论文下载量。其实，论文下载量和被引频次一样，应该

成为期刊和论文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一篇论文发表后能

获得较高的被引频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论文学术水平

和应用价值。有的论文发表后可能被引频次很低，但对指导

人们工作实践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这些论文可能会有较高的

下载量。如本文调查资料中，吕瀛娟等［１６］、赵海生等［１７］的论

文，下载量分别为３１４和２２９，远高于本文统计的高下载量论

文的篇均下载量（１１８．２），但这两篇论文的被引频次均为０。

就医学论文而言，发表后可能会被后来的科研人员广泛引

用，也可能仅仅应用于指导医生临床诊断和治疗工作，而且

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实践中。因此，毫无疑问，高下载量

和高被引频次在学术期刊和论文的评价中具有同等重要的

作用，而且，下载量与被引频次相比，能够更早地反映期刊和

论文的学术价值。无论是高被引论文还是高下载量论文，均

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因此，在２００８年版中文核

心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中，新增了论文下载量指标，科学合理

地反映了论文下载量在期刊评价中的作用。

３．２　高下载量论文的合著率、合作度与引文数

本文统计的１２９８篇高下载量论文的合著率为９３．９１％，

合作度为３．８２，高于《中华眼科杂志》１９９５～２００４论文合著

率和合作度（８６．４７％，３．５６）［１８］（单样本 ｔ检验，ｔ＝４．９２１８，

Ｐ＜０．００１），也高于《中国实用眼科杂志》的 ８８．０７％和

３．３２［１９］（单样本ｔ检验，ｔ＝９．４９７，Ｐ＜０．００１）。《中华眼科杂

志》和《中国实用眼科杂志》均为国内有较高影响力的眼科学

期刊，与之相比，５种眼科学核心期刊１２９８篇高下载量论文比

一般论文具有更高的合著率和合作度，说明合作度越高的论

文，越容易获得较高的下载量，多作者合作完成的论文，其学

术水平相对较高。本文还对机构合作情况进行了统计，１２９８

篇高下载量论文的机构合著率和合作度分别为２８．０４％和

１．３８，远低于作者合著率和合作度。这说明，我国眼科学领域

跨机构之间的合作研究的意识和能力尚有待加强。１２９８篇高

下载量论文篇均引文数为１３．８８（标准差为１０．２９），根据《中

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计算相同年限内５种眼科学核心期刊

的平均引文数为１０．４１。高下载量论文的篇均引文数明显高

于一般论文（单样本ｔ检验，ｔ＝１２．１５０，Ｐ＜０．００１）。

３．３　高下载量论文的期刊分布

《中华眼科杂志》、《眼科研究》、《中国实用眼科杂志》、

《眼科新进展》和《中华眼底病杂志》均为我国眼科学领域较

有影响的核心期刊，但其高下载量论文的分布是极不均衡

的。《中华眼科杂志》高下载量论文数（４００篇，３０．８％）明显

高于其他期刊，充分证明了《中华眼科杂志》在我国眼科学研

究领域极高的权威性和实用性。《中华眼底病杂志》高下载

量论文数最少（１７３篇，１３．３％），这与该刊发表论文总数偏

少有密切关系。对于学术期刊而言，要提高其影响力，必须

要保证有足够的“量”（指论文数量和信息容量）做基础，从

量的扩张走向质的飞跃，从而实现期刊影响力的全面提高。

３．４　高下载量论文的年代分布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高下载量论文呈现逐年增加趋势，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年高下载量论文逐年明显下降，没有明显的时间累积效

应，与方红玲［６］调查的我国眼科学期刊高被引论文的年代分

布规律明显不同，与刘雪立等［７］调查的情报专题研究高被引

论文年代分布规律相似。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高下载量论文数明

显减少，是因为论文发表时间较短，论文下载量尚未达到高

峰。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自２００７年开始，《中华眼科杂志》

和《中华眼底病杂志》退出了中国知网，缺少了这２种期刊

２００７和２００８年下载量数据。而２００４年高下载量论文数少

于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５年又少于２００６年，这一现象出乎我们意料。

确切原因尚不清楚，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１）近年来我国眼科学研究工作者文献检索意识逐渐增

强，全文检索数据库逐渐成为研究人员主要的文献检索

工具。

（２）近些年来研究生逐年扩招，极大地充实和壮大了科

研队伍。在读研究生具有更大的全文文献检索需求、更强的

文献检索意识、更高的文献检索技能。

（３）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高水平研究论文产出量逐年

增加。

（４）清华同方有效的宣传和完善的服务，极大地提高了

其产品的利用率。

３．５　高下载量论文基金资助类型分布

国家级基金资助的论文，其高下载量论文数明显多于省

部级基金论文，省部级基金高下载量论文又明显多于地厅级

基金论文。其他基金论文（主要是高校和医院单位内部基金

资助）高下载量论文数最少，仅有１５篇。不同类型基金资助

的高下载量论文的总下载量也呈现相同的规律，这一结果符

合我们的预期。说明基金资助级别越高、资助力度越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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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论文的质量越高。各类基金资助的高下载量论文篇均下

载量差别不很明显，主要是因为我们统计的都是高下载量论

文，下载量小于７５次不在统计之列，使得篇均下载量指标的

差异极大缩小。

３．６　高下载量论文类型分布

表１给出了不同类型论文的高下载量论文数、总下载量

和篇均下载量。表面上看，只有其他类型论文（主要是短篇

报告和病例报告）高下载量论文数明显偏少，而基础研究、临

床研究和综述等的高下载量论文数差别不大，事实上并非如

此。我们调查的５种眼科学核心期刊都是以发表研究原著

为主，综述论文极少，多数期刊每期只发表２篇综述。这么

少的综述文章竟然有３６５篇入选高下载量论文，而且总下载

量最多，篇均下载量极高。这说明，综述论文具有极高的应

用价值和文献情报价值，极易获得较高的下载量。另外，基

础研究论文高下载量论文数、总下载量和篇均下载量明显高

于临床研究论文。

３．７　高下载量论文的作者、机构布和主题分布

研究高下载量论文的作者、机构和主题分布，对期刊编

辑部约稿、组稿、选稿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本文研究结果

可知，高下载量论文在作者、研究机构和不同主题内容之间

的分布是极不均衡的。山东省眼科研究所的史伟云５年间

发表了１０篇高下载量论文，杨培增、黎晓新、刘奕志、刘祖国

和任泽钦等发表６篇以上高下载量论文的作者都是享誉国

内的知名专家学者。

高下载量论文机构分布中，中山眼科中心独占鳌头，贡

献了１７６篇高下载量论文。事实上，中山眼科中心确实是中

国第一大眼科中心，为中国眼科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眼

耳鼻喉科医院、山东省眼科研究所、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等在眼科临床和科研方面都具有极强的实力。

眼科学领域不同专业方向，其高下载量论文数差异很

大。这一研究结果准确揭示了眼科学领域的研究前沿和研

究热点。角膜与角膜疾病、糖尿病性眼病（包括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近视、青光眼、视网膜与视网膜病变无疑都是近几

年来眼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受到了临床和科研人员的广泛

关注。高下载量论文的主题分析，对期刊编辑工作者确定选

题和组稿方向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要提高医学期刊的影响力，必

须对国家级和省部级基金资助的课题论文给予高度重视；适

当考虑多发表一些被受研究人员关注的综述论文；在约稿、

组稿和选题策划过程中，适当向有较强实力和较高影响力的

作者和研究机构倾斜，时刻关注眼科研究的热点领域和主题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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