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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科技论文是教学、医疗、科研成果和经验的重要载体，

是反映医疗机构科技水平和影响力的重要标志，是科学研究最

直接的产出形式之一［１］。医院公开发表论文状况不仅反映了

其研究成果，同时揭示了其在医学领域的学术影响，还可为客

观评估医院学科发展水平、评价学术带头人提供可靠依据［２］。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在国内医学期刊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了解医

院科技队伍状况、整体科研实力和科技产出水平和影响力，为

医院科技管理提供客观公正科学准确的评价数据和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来源　数据来自ＣＮＫ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３］。

其是国内最具权威的文献检索工具，利用ＣＮＫＩ《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文献统计分析，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科学

性。

１．２　方法　在ＣＮＫＩ数据库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界

面，进入检索控制条件范围，发表时间输入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作

者单位输入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作者选项选第一作

者［３］。点击检索文献，即可得到本院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各年度发

表论文情况。检索结果以表格形式列出文献题名、文献作者、

文献来源、发表年限、学科分类等。核心作者计算公式：Ｎ＝

０．４５０９×（ηｍａｘ／２），其中ηｍａｘ为统计时间内最高产作者的论文

数，既当作者发文量大于或等于Ｎ时，既为核心作者。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将下载采集的数据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软件处

理，剔除会议文献，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发表论文的数据进

行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论文量分布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按第一作者统计，本院发

表论文共１３４６篇。２０１２年发表论文数量是２００５年的２．８４

倍，年平均增长１．１６％，年平均发表１６８篇。发文量呈逐年递

增趋势，但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略有下降。２０１２年发表中文核心文

献量是２００５年的２５．５倍，年平均增长１．５８％，年平均发表３９

篇。见表１。

２．２　刊载论文期刊分布　１３４６篇论文刊载在２７３种期刊上，

期刊平均发文量５篇。载文大于或等于７篇的期刊共６０种，

载文９３３篇，占发表论文的６９．３２％；３１１篇发表在《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中的９７种期刊上，占发表论文的２３．１１％。将

期刊按其刊载文献量递减排列，《新疆医科大学学报》占首位，

前４２名中，新疆刊物所占比例较大（５０．１６％）。见表２。

表１　论文发表的年度分布［篇（％）］

年份 文献量 中文核心文献量

２００５ １０２（７．５７） ４（１．２８）

２００６ １１６（８．６１） １０（３．２１）

２００７ １００（７．４２） ２１（６．７５）

２００８ １４４（１０．６９） １８（５．７８）

２００９ １８７（１３．８９） ３７（１１．８９）

２０１０ ２１５（１５．９７） ６５（２０．９０）

２０１１ １９２（１４．２６） ５４（１７．３６）

２０１２ ２９０（２１．５４） １０２（３２．７９）

合计 １３４６（１００．００） ３１１（１００．００）

２．３　论文作者分析　１３４６篇论文第一或独著作者５６４人。

本院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１１９５人（含卫生技术人员、会计、

统计、经济和工程系列人员），论文作者仅占技术干部总数的

４７．１９％，有５２．８１％的技术人员在这８年中未发表过学术论

文。本院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最高产作者发表论文数为２０篇，经计

算Ｎ＝５篇，即发文量大于或等于５篇既为本院８年来核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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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者。本院统计时段内发表论文量５篇以上的作者７３人，

占发表论文作者的１２．９４％，共计发表论文５１４篇，占论文总

数的３８．１８％。

表２　刊载论文大于或等于７篇的期刊（篇）

刊名 发表论文 刊名 发表论文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２６７ 检验医学与临床 １０

新疆医学 １４５ 护士进修杂志 １０

新疆中医药 ３６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

康复
９

中国社区医师 ３３ 中国医药导报 ９

中国老年学杂志 ２３ 中国卫生产业 ９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 ２６ 医学信息（中旬刊） ９

内蒙古中医药 ２４ 临床肺科杂志 ９

地方病通报 ２０ 中国医药指南 ８

医疗装备 １８ 中国现代医药杂志 ８

山东医药 １６ 实用医技杂志 ８

现代预防医学 １７ 广东医学 ８

吉林医学 １７ 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 ７

中外医疗 １５ 新中医 ７

医疗信息 １４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 ７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与临床康复
１４ 陕西中医 ７

中国实用护理 １３ 临床误诊误治 ７

中国医院统计 １３ 临床合理用药杂志 ７

西北药学杂志 １３ 解放军护理杂志 ７

中国现代医生 １２ 护理研究 ７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１１ 护理实践与研究 ７

数理医药学杂志 １１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７

２．４　合作情况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署名作者文献共计１３４６篇，

其中合作人数最多是１４人１篇，１０人以上８篇，５～９人为１３１

篇，２～４人为１０８５篇，单人作者１２１篇。合作度（作者总人次

除以总篇数）为２．９１人。

２．５　学科分类　学科分布居前十位的是临床医学、外科学、肿

瘤学、心血管系统疾病、中医学、内分泌腺及全身性疾病、医药

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呼吸系统疾病、药学、眼科与耳

鼻喉科，前十大学科占总发文量的６９．３２％。基础医学、生物

医学、特种医学、中药学、急救医学、预防医学与卫生学等学科

有待提高发表文献的数量，与三级甲等医院的等级相适宜。见

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发表论文学科分布

序号 学科 文章数（篇）

１ 临床医学 １８９

２ 外科学 １６５

３ 肿瘤学 １６５

４ 心血管系统疾病 １１５

５ 中医学 １１２

续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发表论文学科分布

序号 学科 文章数（篇）

６ 内分泌及全身性疾病 １０２

７ 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 ８４

８ 呼吸系统疾病 ５９

９ 药学 ５４

１０ 眼科与耳鼻喉科 ５３

１１ 消化系统疾病 ５０

１２ 神经病学 ４４

１３ 泌尿科学 ４０

１４ 妇产科学 ３９

１５ 口腔科学 ３９

１６ 儿科学 ３７

１７ 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３７

１８ 急救医学 ３０

１９ 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 ２３

２０ 中药学 ２２

２１ 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 ２２

２２ 特种医学 ２０

２３ 生物医学 １８

２４ 基础医学 １６

２５ 仪器仪表工业 １５

３　讨　　论

科技论文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与各学科科研实力和水平密

切相关，在以往研究中也得出论文作者受教育程度越高，论文

产出就越大，所以在学科建设上应进一步加大力度，更加优化

各种激励政策和措施，吸引人才；同时充分调动全院科技人员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本院的人才引进和科研发展有较快的

进步。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前身是乌鲁木齐铁路局中

心医院，２００５年剥离改制为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本

研究对本院剥离改制后，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在国内医学期刊发表

的论文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开拓思路，客观、公正、科学、准确

的评价本院发表论文情况。

本院论文发表量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６年间呈逐年递增趋

势，年平均增长率１．１６％。较客观地反映了本院学术科研意

识及科研能力在逐年提高。同时也表明了本院对教学、科研、

医疗工作的重视。但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年平均发文

量约为本院的５．８倍
［４］。这说明本院与同类附属医院比较存

在较大差距，如何缩小差距，是本院亟待研究的问题。

根据ＣＮＫＩ《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本院结果中，新疆

地域刊物所占比例较大，如何拓展发表论文期刊面，科研部门

应着手研究。发表论文的学科以临床为主，基础学科太少。本

院应加快重点专科建设，建立实验室，提高基础学科的发文量。

本院在统计时段核心论文作者共计发表论文５１４篇，占论文总

数的３８．１８％。未超过普赖斯定律“核心著者”发文量应为总

文献的５０％
［５］。说明本院产出高质量学术论文的高产核心作

者群尚待形成。本院在统计时段内发表论文合作度２．９１人，

低于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统计的３．４３人
［６］；天津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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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９人
［７］；第一军医大学３．１９人

［８］。合著率９１．０１％，高于

１９９５年我国科技期刊论文合著率７５．２％及国外期刊合著率

８０％著者合著率指标
［９］。

总体看来，本院发表论文有以下特点：（１）原创性和研究性

论文以及基金资助论文较少，难以形成较强的学术影响力。

（２）核心期刊和高影响力期刊发表论文相对较少。（３）发表论

文多在新疆医科大学学报和新疆地方省内期刊，载文级别普遍

偏低。说明该刊是本院科技人员发表文献的最主要途径和展

示科研实力的主要平台。同时也说明投稿习惯于本区域，考虑

综合性期刊相对较少。

为了鼓励多发表论文和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建议本院采纳

成都铁路中心医院对公开发表论文作者的版面费全额报销并

按发表期刊档次不同给予分级奖励的措施。建议本院采纳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关于“科研论文定量目标管理”的办

法，将论文发表纳入医院以及科室绩效考核管理的范畴。进一

步提高医院科研教学水平以及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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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何怡，刘国忠，刘克英，等．天津医科大学近十年科技文献

发表情况分析［Ｊ］．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２００５，１８（５）：

３０９３１１．

［７］ 张春辉，夏旭．第一军医大学近２０年发表文献情况分析

［Ｊ］．第一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１，２１（８）：８７８８８０．

［８］ 李红阁，吕建新，倪崖．１９８９～２００９年国内白癜风研究文

献计量学分析［Ｊ］．温州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４１（１）：９０９２．

［９］ 李林健，阳春，王慧瑾．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桂林医学院国内发

表论文的计量分析［Ｊ］．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２０１０，２０

（１０）：１０６１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１４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２２）

医院精神科封闭式病房空气细菌监测结果分析

卢立荣，陈林俊，冯浩，张冬红（江西省吉安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３４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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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细菌污染一直是医院院内感染的重要因素之一。目

前，精神科病房多采用封闭式管理［１］，有效减少封闭式病房空

气中的细菌总数对控制院内感染尤为重要。本研究对普通病

房、精神科开放式病房与封闭式病房空气细菌总数，封闭式病

房消毒前后的空气细菌总数进行比较，以探讨封闭式病房在细

菌控制方面的优越性，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３年５～１２月每月两次分别对５个封闭式

病房、１个开闭式病房和２个普通病房分别进行空气中细菌菌

落总数及其消毒前后的空气细菌菌落数进行监测。病房小房间

人数３～４人，大房间６～７人，室内人员活动情况一般，以静卧

或静坐（立）为主，每日９：００～１０：００、１８：００～１９：００进行采用。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采样方法　采用平皿暴露沉降法。面积小于或等于

３０ｍ２ 的房间取内、中、外３个点放置直径９ｃｍ普通琼脂平

皿，内、外点应距墙壁１ｍ。面积大于３０ｍ２ 的房间取四角及

中央共５个点放置平皿，４角的布点位置应距墙壁１ｍ。将普

通营养琼脂平皿放置各个采样点，采样高度为距地面１．５ｍ，

采样时打开平皿盖，将其扣放于平皿旁，暴露５ｍｉｎ，盖好。３７

℃培养１８～２４ｈ，计菌落数。

１．２．２　空气卫生学标准　细菌菌落总数按医院消毒卫生标

准，Ⅲ类环境空气细菌数小于或等于４．０ｃｆｕ／皿
［２］。实测空气

细菌数按每平皿菌落总数进行统计。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狇检验。以α＝０．０５为检验水

准，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三种不同病房空气细菌总数结果比较　封闭式病房的空

气细菌数为（３７．５３±４．２９）ｃｆｕ／皿，开放式病房空气细菌菌落

数为（２１．２４±２．０１）ｃｆｕ／皿，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１）。普通病房空气中细菌菌落总数为（２５．７８±３．２１）ｃｆｕ／

皿，与封闭式病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

２．２　封闭式病房消毒前后空气细菌总数比较　消毒前空气中

细菌菌落总数为（３７．５３±４．２９）ｃｆｕ／皿，使用多功能空气消毒

机消毒后４ｈ病房中空气细菌菌落总数为（２．０３±０．２１）ｃｆｕ／

皿，比消毒前有明显的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３　讨　　论

我国精神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重症精神病患

者对社会危害的案例时有发生，引起国家、（下转第２８００页）

·７９７２·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１１卷第１９期　ＬａｂＭｅｄＣｌｉ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９

 基金项目：江西省吉安市指导性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３１８６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