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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客观 !科学地对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的质量进行评估 ∀方法  利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分析了 ∗ 年

月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的著者信息 !载文内容和引文量 ∀结果  近 年来 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的著者群在不断扩大 主

要涉及浙江 !江苏 !广东 !山东四个省 且合著率较高 载文内容侧重药物的应用领域 尤其是实验动物学和植物药学方面

篇均引文量达 篇 ∀结论  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是一本优秀的核心期刊 但是还需进一步扩展和稳定作者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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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是一份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国

性 !综合性药学核心期刊 ∀创刊于 年 原名为5浙江药

学6 !5现代应用药学6 ∀现为双月刊 由中国药学会主办 浙

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浙江省药学会承办 ∀已纳入 / 万方

数据 ) ) ) 数字化期刊群0 和 5中国学术期刊6数据库 ∀设

有论著 !药化 !中药与天然物 !药剂 !药物分析与检验 !医院

药学 !儿童用药 !不良反应 !综述和综合报道等栏目 ∀在医

院 !药检所 !制药企业 !高校 !科研单位和各级管理部门拥有

读者和作者 尤其注重为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和边疆 !基层和

部队的药学科技人员服务 ∀为了客观 !科学地对5中国现代

应用药学6的质量进行文献计量学评估 本文对该刊

∗ 年来的载文 !作者 !引文等指标进行较详尽的统计

分析 这可能有助于全面了解该杂志的现状及地位 为其今

后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提供一定的依据 并可以从一个侧

面了解现阶段我国应用药学研究的一般状态 ∀

1  材料和方法

收集 年 ∗ 年 月出版的 期5中国现代应

用药学6 以其刊载的所有文献为研究样本 ∀统计内容包括

每期载文的内容 !数量 !作者 !单位地区分布 !引用文献等

应用 ∞¬ 和 ° ∏ 软件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2 1  载文量分析

年 ∗ 年 月出版的 期5中国现代应用药

学6共载文 篇 平均每期刊载论文 篇 ∀其中

年载文 篇 年载文 篇 年载文 篇

年载文 篇 年载文 篇 年第 期载

文 篇 ∀表明作为核心期刊的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在近

年的载文量都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编辑部并没有因

为读者稿件的增加或其他外界干扰因素的影响而随意增加

期刊的载文量 使期刊的学术质量长期保持在高水平状态 ∀

2 2  论文著者分析

对某一期刊的著者信息进行研究 将有助于了解某地

区或者系统在某个领域或学科的发展情况和科研水平 ∀在

本文中 笔者将对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中著者发表的论文

数量 !著者所在地区及合著率进行统计分析 ∀

2 2 1  发表论文的数量分析  1998 年 ∗ 2003 年 2 月出版

的 31 期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的 篇文章中 共涉及

个著者 ∀发表的论文数统计见表 ∀由表 可知 发

## ≤ ° ƒ ∏ ∂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年 月第 卷第 期



表 篇文章的作者所点的比例最大 这说明5中国现代应用

药学6的著者群不断地再扩大 保证了其稿源的质量和数

量 ∀

表 1  发表的论文数统计

Ταβ 1  ≥ ∏

发表论文数

篇

论文数

占论文总数

作者数

占总作者数

∴

2 2 2  著者所在地区分析  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的

篇文章涉及全国 个省和系统 ∀论文数居前 位的地区

见表 ∀由表 可见 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的 篇文章

中 有超过 的文章分布在浙江 !江苏 !广东和山东四

省 超过 的文章分布在表 中的 个省和解放军系统

中 ∀根据5科学引文索引6 ≥ ≤ ¬ ≥≤ 的创

始人加菲尔德在评价核心期刊时所使用的 / 文献分布的集

中与离散规律0≈ 这 个省和解放军系统可被认为5中国

现代应用药学6发表论文的 / 核心0地区 而浙江 !江苏 !广

东 !山东这四个省在药学的应用研究领域的发展及科研水

平更是略胜一筹 ∀

表 2  著者所在地区发表论文数统计

Ταβ 2  ≥ ∏ ∏ 2

∏

序号 地区
发表论文数

占论文总数

累积百分比

浙江

江苏

广东

山东

解放军

湖北

广西

上海

新疆

黑龙江

2 2 3  合著率分析  科技活动中分工细化和综合协作的

趋势必然会体现在学术论文的创作及其署名上 论文合著

率即是评价这一活动的一个指标≈ ∀一篇学术论文有适量

的合作者一方面说明了该论文的科研分工协作程度 ∀随着

药学的迅速发展 科研选题难度增大 既需要熟悉药物的理

化性质和药理作用 也要熟悉病理 !生理 !诊断等方面的知

识 还需掌握计算机 !分析化学等技术 因此近几年合著者

的项目逐渐增多 ∀ 年 ∗ 年 月出版的 期5中

国现代应用药学6的 篇文章中 共涉及 个著者

平均每篇文章 个著者 见表 ∀独立完成的文献仅占

∀这表明现代应用药学研究的主体开工是集体合

作 体现了科学研究的集体化趋势及其难度与复杂性 ∀

表 3  合著者发表论文数统计

Ταβ 3  ≥ ∏ √ ∏2

作者人次 个 论文数 占论文总数

∴

2 3  载文内容分析

期的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刊载的 篇文献涉及

到药学研究的多个方面 ∀笔者在统计这一部分时 根据每

一发表文章的的第一个分类号归类 其中有 篇文献在

期刊中没有给出分类号 故实际统计的数目为 详见

表 ∀

表 4  载文内容统计

Ταβ 4  ≥

分类
论文数

占论文总数

2

预防医学 !卫生学

中国医学

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

内科学

外科学

包括 妇产科学 ! 儿科学 ! 肿瘤

学 ! 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 ! 皮肤病学与性

病学 ! 耳鼻咽喉科学 ! 眼科学 ! 口腔

科学 ! 外国民族医学

特种医学

药学

  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刊载的论文均与药学有关 但在

研究的内容上却涉及到所有的医药卫生领域 ∀表 中 /

中国医学0的论文最多 占论文总数的 其次为/ 20

有关医药 !卫生总论性的论文 点 最少的为特种医

学 仅有 篇 ∀由这 篇论文的分布情况可知 5中国现

代应用药学6刊载的论文充分体现了/应用0二字 所刊载的

论文当中 仅有 的论文中讨论有关纯药物研究的 ∀

而在所有的论文当中 分类号最多的分别为 2 医

用实验动物学 和 植物药 论文数分别为 和

所占论文总数分别为 和 ∀由此可看出

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在收录论文当中以有关药物的实验动

物学研究和植物药为主 ∀

2 4  引文分析

在整个文献体系中 文献之间并不是彼此独立存在的

而是相互联系的 体现在论文中 就是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又称引文 ∀通过这种引用与被引用的关系 共同完成知

识信息的交流工作 体现科学研究过程中相互借鉴 !继承 !

参考的关系 反映学科的发展 !渗透与影响≈ ∀

一种期刊的引文量可以反映科研人员对本专业已有知

识和信息的利用情况 对新理论 !新知识和新成果的吸收能

力 以及该领域信息的传递速度 ∀ 年 ∗ 年 月出

版的 期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中 有 篇文献没有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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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引文运用率 ∀剩下的 篇文献中 共有

篇引文 其中 篇中文引文 篇外文引文 篇均

引文 篇 表明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对新理论 !新知识的吸

引能力是较强的 ∀可以发现 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的引文

以国内文献为主 外文引文的比例只有 左右 ∀这与国

际科学文献中外文文献占主导地位的原则并不相符 ∀但与

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研究的内容中有关 中国医学内容

居多是相符的 ∀

3  讨论

由上述文献计量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5中国现代应用药

学6是一本优秀的核心期刊 ∀其著者群 !载文内容及引文量

都充分体现该期刊在药学的应用研究领域的先进性 能够

反映国内药学应用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 ∀

需指出的是 5中国现代应用药学6的核心著者并不突出 著

者所在的地区较为集中 部分科研水平较高的城市如北京 !

上海的著者在期刊中的发文量并不高 因此必须了解和掌

握当前药学应用研究的科研选题热点 积极主动地联系作

者 引导他们将高质量的论文投向本刊 扩大和稳定作者

群 ∀

参考文献

≈1 张晓敏 程务本 5中国临床药学杂志6刊载量 !作者及文献源

分析≈ 中国临床药学杂志

≈2 张其苏 蔡蓉华 核心期刊数量的界定≈ 大学图书馆学报

≈3 徐伟 何振成 5中国神经科学杂志6文献计量学分析 ∗

≈ 中国神经科学杂志

收稿日期 2 2

复方降压片致子宫肌瘤 1 例

任汉学 江苏省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  南通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患者 女 岁 自 年确诊为高血压病后 一直服

用复方降压片 每日三次 每次二片 共服用了 年 至因

出现阴道出血而就诊 体检 × ε ° 次 °

° 心肺无殊 肝脾未及 神经系统检查没有发现阳性反

应 ∀眼底检查 视网膜动脉硬化 超检查提示 有

≅ 子宫肌瘤 ∀停止服用复方降压片 改为服用尼莫

地平 一个月出血症状消失 六月后复检 超提示 有

≅ 子宫肌瘤 ∀二年后 超检查提示 未发现子宫肌瘤 ∀

讨论 复方降压片中主要含有利血平 长期使用可引起

男性女性化 乳房胀大 !乳溢 !阳萎等与雌激素有关的不良

反应 传统观点认为 雌激素是子宫肌瘤生长的主要促进因

素 ∀近年研究表明 雌激素也是子宫肌瘤发生的启动因

子 在肌瘤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雌激素的拮抗剂可

使肌瘤萎缩 长期使用复方降压片可能引发子宫肌瘤 一旦

停用 雌激素水平降低 而子宫肌瘤消失 ∀

收稿日期 2 2

巴特日七味丸引起过敏反应 2 例

曾玲 伍芬芳 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浙江  杭州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2 2 2

  巴特日七味丸为蒙药 其功能为 清瘟解毒 消/黏0 止

痛 散瘀 止痢 ∀主治瘟疫盛热 脑炎 转筋 赤白痢疾 白

喉 音哑目黄 ∀临床用于/黏虫0 细菌 病毒等微生物 感染

引起的急性脑炎 急慢性咽喉炎 支气管炎 肺炎 肾炎 尿

路感染 霍乱转筋 赤白痢疾及皮肤 软组织感染性疾病 ∀

1  病例资料

患者 女 岁 来我院 就诊为尿路感染 口服巴特日

七味丸后 出现全省皮疹 瘙痒 红肿 ∀停药 周后 瘙痒消

失 红肿退去 ∀

患者 女 岁 也因尿路感染来我院就诊 单服巴特

日七味丸 同样出现皮疹 瘙痒 停药 日后 皮疹 瘙痒自

行褪去 ∀

2  讨论

中成药过敏反应一般不多见 巴特日七味丸引起的过

敏反应 在我院尚为首次发现 ∀巴特日七味丸其主要成分

为 草乌叶 诃子 翻白草 黑云香 麝香 银朱 ∀该药成分复

杂 引起过敏反应机制尚不清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但此

例病例提示 对于过敏体质的患者在应用该药时要谨慎 ∀

收稿日期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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