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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发表文献的规律及其被引情况,为策划选题,组织稿源提供参

考依据.方法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学报刊载的文献,从基金类别、栏目设置、研究机构、文献被引频次等方面

进行统计,采用 Excel２００６建立数据库.结果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共刊发７６７篇文献,共有６１２篇

(７９８０％)文献被引２６７６次,篇均被引４．３次;被引频次≥１５次的文献总被引频次２６２次,篇均被引频次１８．７次;综述和疾病

防治栏目篇均被引频次分别为４．３２次与４．２４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发文最多,总被引３１７次;河南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高发文机构中论文篇均被引数最高,为５．７３次.结论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刊载的论文在人兽共患

病学科交流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今后应结合自身特色和优势,加强国际化发展,掌握学科热点,进一步提高学报学术价

值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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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paperdescribedtheregularityandcitationoftheliteraturepublishedfrom２０１３to２０１５intheChineseJourＧ
nalofZoonoses．BasedonliteraturesearchandanalysistoolsintegratedonChina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CNKI),

weanalyzedthefund,affiliationandcolumnliteratures,scopesandcitationofliteratures．Atotalof７６７publicationsfrom２０１３
to２０１５,７８．８％ ofpublicationswerecitedfor２６７６times,with４．３citationsperpaper．Literatureswithcitationfrequency
greaterthan１５havebeencited２６２times,with１８．７citationsperpaper．The＂Review＂and＂DiseasesandPrevention＂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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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ndacademiccommunication．Accordingtoitsowncharacteristicsandadvantages,ChineseJournalofZoonosesshould
strengthentheinternationalizationanddigitaldevelopmentofthejournal,graspthehotspotsofthesubject,andpromotethe
academicvalueand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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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２００５年由中国人兽共

患病杂志更名而来)系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
国微生物学会主办的全国性期刊、经国家科技部审

定的中央级刊物.２０１４年入选“中国科协精品科技

期刊第四期工程”,２０１５年入选“福建省品牌刊社种

子期刊”,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１４版)中

获基础医学类２４种期刊首位.２０１７年继续被中国

科技技术信息研究所收录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本文对学报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刊发的论文进行文献计

量学分析,以期揭示«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论文引

文的一般规律,为学报策划选题,挖掘和组织稿源提

供参考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７日进入中国

３６０１



知网引文数据库高级检索页面,以“中国人兽共患病

学报”为文献来源检索,要求检索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本刊刊登的所有文献;排除学术资料美国«EmerＧ
gingInfectiousDiseases»摘译以及期刊的消息和总

目次.

１．２　统计分析　利用中国知网提供的统计功能,采
用Excel２００６建立数据库,基金类别、栏目设置、研
究机构、文献被引频次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运用

SPSS１６．０统计软件,采用卡方检验分析方法,P＜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文献概况　共检出８６３篇文献,剔除９６篇不

符合者,共纳入７６７篇文献,即２０１３—２０１５«中国人

兽共患病学报»共刊出７６７篇文献.涵盖基础医学

(４７．０７％)、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３０．６４％)、生物学

(２３．６０％)、畜牧与动物医学(１４．９９％)、临床医学

(１１．７３％)、预防医学与卫生学(４．５％)等２７个学

科;涉及流行病学、序列分析、多重 PCR 等关键词

(见图１).文献总被引频次２６７６次,篇均被引３．４９
次;抽除“零被引文献”１４４篇,篇均被引４．３次.

图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关键词标签

云图

Fig．１　TagcloudofliteratureskeywordsinChineseJourＧ
nalofZoonoses,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２．２　基金论文分布　刊出文献中８６．４％(６６３/７６７)
文献有基金赞助,见图２.基金论文中国家级项目

资助文献占５５．４％(３６７篇),总被引频次达１０９０
次;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文献２６６篇(４０．１２％),
总被引频次７６７次,篇均被引２．８６次;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文献３１篇,总被引频次１０６次,篇均被引

３４２次;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２２篇,总被引频

次８６次,篇均被引３．９１次;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２３篇,总被引频次７６次,篇均被引３．３０次.

图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基金论文分布

Fig．２　DistributionoffundedliteraturesinChineseJourＧ
nalofZoonoses,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２．３　栏目分布　３年间学报在栏目设置上较为固

定,含论著、实验研究、综述和疾病防治４个栏目,各
个栏目刊文数无明显差异(χ２＝１．８１４,P＝０．９３６＞
０．０５)(见图３).３年共刊发论著１７３篇(２２．５６％),
总被引频次５０４次;实验研究３４９篇(４５．５０％),总
被引频次１１２７次;综述１４４篇(１８．７７％),总被引频

次６２２次;调查防治１０１篇(１３．１７％),总被引频次

４２９次.综述和疾病防治栏目篇均被引频次较高,
分别为４．３２和４．２４次(见表１).

图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栏目刊载论

文分布图

Fig．３　DistributionofcolumnliteraturesinChineseJourＧ
nalofZoonoses,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栏目刊载论文总被引频次

Tab．１　LiteraturescitesinChineseJournal
ofZoonoses,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栏目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合计 篇均被引频次

论著 ２２２ １４０ １４２ ５０４ ２．９１

实验研究 ４７７ ３７８ ２７２ １１２７ ３．２３

综述 ２２９ ２４８ １４５ ６２２ ４．３２

调查防治 １９１ ９８ １４０ ４２９ ４．２４

合计 １１１３ ８６４ ６９９ ２６７６ ３．４９

２．４　高被引文献分布　在纳入７６７篇文献中,被引

频次≥１５次的文献(见表２),总被引频次２６２次,篇

４６０１ 中 国 人 兽 共 患 病 学 报 ２０１８,３４(１１)



均被引频次１８．７次.高被引文献均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发表的文献;作者单位主要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及大学院校;前沿的实验方法、技术的应用概述以及

新发传染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及综述的文献被引用

的频次高.例如«可移动遗传元件:耐药基因的载

体»被引数最高(３８次),文章阐述了各种可遗传元

件介导获得性耐药的机制,同时介绍了一种新发现

的可移动遗传元件:基因转移因子;被引２７次的文

献«布病特异性血清学检测技术应用概述»则是对布

病检测诊断的方法平板凝集试验(PAT)、琥红平板

凝集试验(RBPT)等７种特异性血清学检测技术的

概述.«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流行病学研究进

展»对该病病原学、病例分布特点及其传染源、传播

途径和易感人群３个流行环节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一

综述,被引频次２０次.

表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被引频次≥１５次的文献

Tab．２　Literaturewithacitationfrequencygreaterthan１５timesinChineseJournalofZoonoses,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排名 文题 作者 作者单位 年份/期 被引量

１ 可移动遗传元件:耐药基因的载体 翁幸鐾;糜祖煌 宁波市第一医院 ２０１３,０４ ３８

２
布病特异性血清学检测技术应用

概述

刘志国;任清华;王妙;刘日

宏;解新霞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
２０１３,１０ ２７

３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流行病

学研究进展

丁淑军;林艺;张晓梅;王显

军;于学杰

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山东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１４,０５ ２０

４
用SPSS软件计算鼠疫菌半数致

死量(LD５０)
熊浩明;魏柏青;魏荣杰;杨

宁海;祁美英

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鼠

疫预防控制科
２０１３,１１ １８

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广西禽流感职业高

危人群及活禽市场监测结果分析

闭福银;谭毅;陈敏玫;莫建

军;莫毅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２０１３,０４ １７

６ 新型 H７N９禽流感病毒研究进展 修文琼;郑奎城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１４,０６ １７

７
广西１９５１－２０１０年狂犬病流行特

征分析(英文)
杨进业;莫毅;谭毅;莫兆军;
莫建军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２０１３,０４ １６

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布鲁氏菌病疫情分析

韩菲;王炳全;王立杰;熊军;
席亿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病预防

与控制中心
２０１３,０７ １６

７
青岛市售养殖海水虾中副溶血性

弧菌的分离及耐药性分析

江艳华;姚琳;李风铃;王联

珠;宋春丽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

产研究所
２０１３,０５ １６

７ 棘球蚴病的流行病学分布特征 曾祥嫚;官亚宜;伍卫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

虫病预防控制所
２０１４,０４ １６

７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年人和动物李斯特菌

感染报告数据流行病学分析

连凯;谈卫军;赵丹;殷月兰;
王国梁

扬州大学 ２０１４,１０ １６

１２
不同源沙门氏菌对小鼠致病力的

比较与毒力基因检测

程琼;庞瑞亮;王 若 晨;苏 方

超;刘军军;李郁
安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２０１３,０５ １５

１２
长治地区腹泻患者致泻性大肠杆

菌的检测与分析

庞慧;赵爱兰;白向宁;王立

兵;郭步平;熊衍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
２０１３,０５ １５

１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福建省５９０７株鲍曼

不动杆菌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林宇岚;杨滨;陈 守 涛;高 丽

钦;陈曦;甘龙杰;欧启水
福建医科大学 ２０１４,０４ １５

２．５　科研机构分布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学报刊发的

７６７篇文献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发文量最多

的２０家科研机构(见表３).其中大学院校１１所,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７所,２所兽医研究所,共有４０１
篇文献(占５２．２８％),总被引频次１５０５次,篇均被

引频次３．７５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

防控制所刊文最多,７６篇,总被引３１７次;福建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４８篇,总被引１８０次;福建医科大

学与石河子大学均贡献２７篇,前者总被引１２７次,
位居第３.来自河南省、青海省、云南省疾病预防控

５６０１１１期 梁小洁等:«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文献计量学分析



制中心以及四川农业大学文献的篇均被引数较高, 均超过５．００次.

表３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发文量前２０家科研机构文献被引频次

Tab．３　Thetoppublicationsandcitationsof２０institutionsinChineseJournalofZoonoses,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排名 机构名称 文献数 总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

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７６ ３１７ ４．１７

２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４８ １８０ ３．７５

３ 福建医科大学 ２７ １２７ ４．７０

４ 石河子大学 ２７ ７２ ２．６７

５ 扬州大学 ２５ ７６ ３．０４

６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２４ ９０ ３．７５

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 ２１ ７１ ３．３８

８ 四川农业大学 １４ ７３ ５．２１

９ 河南农业大学 １４ ３９ ２．７９

１０ 中南大学 １４ ２７ １．９３

１１ 安徽医科大学 １３ ４６ ３．５４

１２ 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兰州所 １２ ４３ ３．５８

１３ 南方医科大学 １２ ３１ ２．５８

１４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１ ６５ ５．７３

１５ 云南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 １１ ５７ ５．１８

１６ 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１ ４９ ４．４５

１７ 贵阳医学院 １１ ３６ ３．２７

１８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０ ５０ ５．００

１９ 南华大学 １０ ３１ ３．１０

２０ 重庆医科大学 １０ ２５ ２．５０
合计 — ４０１ １５０５ ３．７５

３　讨　论

刊发论文数量决定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的范

围,论文质量决定了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深度[１].
论文被引表明着论文发表之后对学术共同体产生了

影响,发生了某种知识的转移[２].被引频次则反映

该文献在发表期限内被其他作者的参考程度[１],更
是衡量学术期刊水平及质量状态的重要指标之一.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共刊出７６７
篇文献,总被引频次２６７６次,篇均被引３．４９次;抽
除“零被引文献”,篇均被引４．３次;被引频次≥１５的

文献总被引频次２６２次,篇均被引频次１８．７次;综
述和疾病防治栏目篇均被引频次分别为４．３２次与

４．２４次.显示«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刊载的论文

被使用、受重视的程度相对较高,在人兽共患病学科

交流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各类基金立项资助数量不

断增多,资助强度也不断增加,为我国科学发展和科

技创新提供良好的条件.基金论文在基础研究和应

用研究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导向性和示范性作用,
更能代表该领域的研究方向.«中国人兽共患病学

报»过 去 ３ 年 的 基 金 论 文 比 持 续 保 持 高 水 平,

８６４４％(６６３ 篇)的 文 献 有 基 金 赞 助,较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有所提高[３];其中,国家级项目

资助占５５．３５％,总被引频次达１０９０次,反映«中国

人兽共患病学报»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学报在栏目的设置上还较为保

守.有研究表明,高影响因子学报在栏目设置上已

经逐渐细化[４].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学报在栏目设置有

所增加,例如开设了“人感染 H７N９禽流感及其他

动物源性流感”专题报道[５Ｇ７],集中描述了流感专题

的特色内容,给流感类论文提供了集中展示的平台;
同时设置一些非固定“特约专稿”[８Ｇ９]的专题栏目等,
很好地抓住时代热点,反映热点问题的敏锐度.

近几年国内优质文章有大量外流现象,国内专

业学术期刊的优质稿源争夺也有一定的影响.国内

科技期刊面临巨大挑战,«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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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学术质量,才有发展的前景.虽然学报

的基金论文上占相当大比例,但是国际论文却是零

星可数,故应加强国际交流,促进学报的国际化与全

球化;争取加入海外数据库,如 Medline,SCI等,加
强学科知识国际交流.根据高被引文献一般规律,
应增加描述前沿实验方法、技术应用概述和新发传

染病流行病学及综述的文献;亦可增设专题,虽然有

些栏目学科相对较小,稳定性较低,但与当前热点研

究吻合,能吸引专业学科作者关注,进而拓宽学科专

业知识体系,促进栏目的“百花齐放”.相对“高被引

文献”而言,学报“零被引”文献也占有一定比例

(１８７７％),较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 零 被 引 率 有 所 降

低[１０].众所周知,零被引作品中不乏精品,甚至“睡
美人“文献”(“睡美人”是指论文在发表后的某个时

间窗口中未受到引用或受到较少引用,但此后持续

受到很多引用的现象).比较“睡美人”文献、“高被

引”文献与“零被引”文献的差异以及研究如何从零

被引文献中识别出潜在的“睡美人”文献,同样是提

升学报质量的必修课.
学报应充分利用高发文献科研机构的学科优

势,深入重点学科、实验室,实时了解新兴技术和热

门学科,捕捉热点动态,增加学报文献的被关注度和

被利用度[１１].根据学报发展定位,主动出击,深入

科研一线,与科研人员一起策划选题,向优秀编委专

家主动约稿,加强与高被引文献作者联系与交流,采
取适当鼓励措施,为优质稿源开通绿色通道,缩短发

表周期,发挥科研成果的实用价值和前瞻性指导意

义,吸引更多的优质稿源.提升期刊竞争力及影响

力,促进期刊长期的品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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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虫病是以鼠类为宿主动物,经恙虫幼虫传播

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应采取以灭鼠灭螨为主的综合

控制策略[８Ｇ１０],如何减少宿主动物、媒介和减少接触

机会是防控的重点和难点,关键有两点,一是流行季

节前,开展灭鼠灭螨,控制鼠类密度;二是在流行季

节加强健康教育保护人群健康,开展环境治理,创造

良好的卫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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