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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是指发表该学科论文数量较多， 文摘

率、引文率、读者利用率相对较高，在本学科学术水

平较高、影响力较大的那些期刊【1】。 根据核心期刊评

价机构不同， 国内核心期刊来源主要有：《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国人

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国科学引文索引》、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等【2】。 其中，以《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历史最悠久、学科覆盖最全、影响力

最大、应用最广泛。核心期刊在科研管理、学术评价、
职称评聘、期刊出版等工作实践中被广泛采用【3】。 尽

管部分学者 【4-8】对国内核心期刊功能异化现象提出

质疑，但作为一种客观现实，核心期刊在学术评价方

面依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医药卫生

期刊为例，对中文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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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版周期、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年总页数、论文

长度、年总论文数、摘要论文数及摘要论文比等文献

计量学指标进行对照研究， 探讨中文核心期刊文献

计量学特征， 以期对学术期刊以及入选核心期刊提

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新乡医学院图书馆馆藏装订完整的 2007 年医

学期刊（包括药学期刊，未装订或装订缺期者不列入

研究对象），共 643 种，其中中文核心期刊（以 2008
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标准）203 种，统计

源期刊（以 2008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为标

准）248 种，一般期刊 192 种。

1.2 研究方法

对被确定为研究对象的 643 种医学期刊的出版

周期（包括季刊、双月刊、月刊和半月刊）、年总期数、
年总页数、年总论文数、摘要论文数（1 年各期附有

摘要的论文总数）等指标进行逐一调查统计。根据出

版周期确定出版频率（即每年总期数），以年总页数

除以年总论文数求得论文长度， 以摘要论文数除以

年总论文数求得摘要论文比。 根据 2008 年版《中国

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查出所有期刊 2007 年影响

因子、基金论文比等。 所有指标输入 Excel 工作表。

1．3 统计分析方法

用专业统计软件 SPSS 17 对中文核心期刊、统

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的各项指标进行方差分析和组

与组之间多重比较。

2 结 果

2．1 核心期刊、 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的出版

周期和出版频率

核心期刊、 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的出版周期

分布见表 1。 期刊出版频率是指每年出版的期数。 3
组期刊出版频率数据呈正态分布，分别为（均数±标

准差，下同）9.98±4.49，7.52±3.13 和 7.38±3.44。 方差

齐性检验显示方差不齐， 方差分析结果：F=32.499，
P=0.000。 组间多重比较显示，核心期刊与统计源期

刊、核心期刊与一般期刊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0），统计源期刊与一般期刊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960）。
表 1 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的出版周期分布

2．2 核心期刊、 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的影响

因子比较

中文核心期刊、 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的影响

因子比较见图 1。 3 组期刊影响因子值均呈正态分

布 ， 分 别 为 0.768 ±0.383，0.559 ±0.281 和 0.358 ±
0.222。 方差齐性检验显示方差不齐，方差分析结果：
F=90.745，P=0.000。 组间多重比较显示，任意 2 组影

响因子相比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均为 P=0.000）。
203 种核心期刊影响因子最大值为 2.402，最小

值为 0.218。 203 种核心期刊影响因子按降序排列，
前 80%的核心期刊影响因子最小值为 0.479。 也就

是说，203 种核心期刊中，80%的期刊影响因子都大

于 0.479。

图 1 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与一般期刊的影响因子

2．3 核心期刊、 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的基金

论文比

中文核心期刊、 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的基金

论文比见图 2。3 组期刊基金论文比数据均呈正态分

布 ， 分 别 为 0.375 ±0.205，0.270 ±0.233 和 0.124 ±
0.136。 方差齐性检验显示方差不齐，方差分析结果：
F=78.231，P=0.000。 组间多重比较显示，任意 2 组期

刊基金论文比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为 P=
0.000）。

203 种核心期刊基金论文比最大值为 0.983，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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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周期 核心期刊（%） 统计源期刊（%） 一般期刊（%） 合计（%）

季刊 4（8.5） 19（40.4） 24（51.1） 47（100.0）
双月刊 85（22.9） 164（44.2） 122（32.9） 371（100.0）

月刊 103（49.3） 63（30.1） 43（20.6） 209（100.0）
半月刊 11（68.8） 2（12.5） 3（18.7） 16（100.0）

合计 203（31.6） 248（38.6） 192（29.8） 64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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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值为 0.008。 80%的核心期刊其基金论文比均大于

0.187。

图 2 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与一般期刊的基金论文比

2．4 核心期刊、 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的年总

页数比较

核心期刊、 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的年总页数

比较见图 3。 3 组期刊年总页数数据均呈正态分布，
分 别 为 977.17 ±518.11，729.35 ±449.65 和 674.18 ±
475.21。 方差齐性检验显示方差齐，方差分析结果：
F=23.025，P=0.000。 组间多重比较显示，核心期刊与

统计源期刊、核心期刊与一般期刊比较，年总页数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统计源期刊与一般期

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32）。
203 种核心期刊年总页数最大值为 3150， 最小

值为 186。 80%的核心期刊其年总页数均大于 576。

图 3 核心期刊、统计员期刊与一般期刊的年总页数

2．5 核心期刊、 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论文平

均长度比较

期刊论文平均长度是指期刊年总页数除以年总

论文数，单位为：页/篇。 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和一

般期刊论文平均长度比较见图 4。3 组期刊论文长度

数据呈正态分布，分别为（3.07±1.13）篇/页，（2.97±
1.39）篇/页和（2.36±0.97）篇/页。 方差齐性检验显示

方差齐，方差分析结果：F=20.527，P=0.000。 组间多

重比较显示，核心期刊与统计源期刊比较，论文长度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92）， 二者与一般期刊比

较，论文长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0）。
203 种核心期刊论文平均长度最大值为 9.735

页/篇，最小值为 1.177 页/篇。 80%的核心期刊其论

文平均长度都大于 2.279 页/篇。

图 4 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与一般期刊的论文平均长度

2．6 核心期刊、 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年总论

文数、摘要论文数和摘要论文比

摘要论文数是指某期刊每年发表的附有摘要的

论文数， 摘要论文比是指摘要论文数与年总论文数

的比值。 3 组期刊年总论文数、摘要论文数和摘要论

文比见表 2。
表 2 核心期刊、 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年总论文数、摘

要论文数、摘要论文比

注： 各组数据均呈正态分布，3 组期刊摘要论文数方差齐，其

余两组方差均不齐。

多重比较结果显示， 核心期刊与统计源期刊比

较，年总论文数、摘要论文数和摘要论文比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P 值分别为 0.002，0.001 和 0.040）；核

心期刊与一般期刊比较， 摘要论文数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02），年总论文数与摘要论文比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统计源期刊与一般期刊比较，年总论文

数、 摘要论文数和摘要论文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值分别为 0.050，0.845 和 0.151）。
203 种核心期刊年总论文数和摘要论文数的最

大值分别为 1989 和 1647， 最小值分别为 83 和 16。
80%的核心期刊其年总论文数和摘要论文数分别均

大于 184 和 120。

3 分析和讨论

3．1 关于核心期刊的出版周期和出版频率

从表 1 可知，调查的 643 种中文医学期刊中，主

要是双月刊（371 种）和月刊（209 种），二者占所调查

期刊类别 年总论文数 摘要论文数 摘要论文比

核心期刊 355.74±249.10 256.59±204.27 0.726±0.208
统计源期刊 280.12±204.44 201.84±155.72 0.735±0.220

一般期刊 348.80±352.89 198.42±186.56 0.642±0.277
方差分析 F=5.488，P=0.004 F=6.694，P=0.001 F=9.743，P=0.000



7 期 我国中文医学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学特征的对照研究 1045

期刊总数的 90.2%（580/643）。 可见，我国医学期刊

出版周期构成中，主要是双月刊和月刊。随着出版周

期的缩短， 核心期刊所占比例明显增大，47 种季刊

中，核心期刊只有 4 种；371 种双月刊中，核心期刊

也仅占 22.9%；而月刊和半月刊中，核心期刊所占比

例分别高达 49.3%和 68.8%。 对核心期刊、统计源期

刊和一般期刊出版频率的统计结果表明， 核心期刊

的出版频率明显高于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 提示

我们，出版周期越短的期刊，越容易成为核心期刊。
可能的原因是，出版周期越短，期刊的时效性越强，
信息容量越大，在行业内影响也越大。 刘雪立等【9-10】

调查发现，期刊出版周期越短，其影响因子和即年指

标越大，与本文调查结果呈现高度统一性。从不同方

面印证了， 出版周期短的期刊具有较明显的竞争优

势。 在办刊实践中，稿源支持的情况下，应尽快缩短

期刊的出版周期。

3．2 关于核心期刊的影响因子和基金论文比

从图 1 和图 2 可以看出，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

和一般期刊影响因子的差异和基金论文比的差异是

一致的，任意 2 组期刊之间相比，影响因子和基金论

文比差异均非常明显。 核心期刊影响因子和基金论

文比最高， 其次是统计源期刊， 一般期刊最低。 自

1996 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引入影响因子以

来，影响因子一直是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之一，而基金

论文比是 2008 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新增

的评价指标，尽管在医学核心期刊评价中，影响因子

占 10%的权重，基金论文比仅占 5%的权重 【11】，但它

们对医学核心期刊的评价却发挥着明显而重要的作

用。因此，核心期刊的影响因子和基金论文比明显高

于其他两类期刊就成为理所当然和必然。 侯莉等【12】

曾调查了 6 种肿瘤学核心期刊 2004 年的基金论文

比，6 种期刊发文量为 1426 篇，基金论文数 539 篇，
基金论文比为 37.80%， 与本文 37.4%非常接近，明

显高于许卓文等【13】报道的 2000 年 17 种内科学核心

期刊的基金论文比（10.40%）。 这说明，近年来国家

和地方政府逐渐加大了对医学科研的投入， 基金论

文产出量明显增加；另外，由于核心期刊在国内学术

评价中的重要作用， 使得基金论文逐渐向核心期刊

集中， 核心期刊能够优先获得各级各类基金资助的

研究论文。 在办刊实践中， 尽可能提高期刊影响因

子，在组稿、审稿和录用稿件过程中，适当向基金论

文倾斜， 这对期刊入选中文核心期刊必将产生积极

影响。

3．3 关于核心期刊的年总页数和论文平均长度

由图 3 可以看出， 核心期刊的年总页数明显高

于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 而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

刊无明显差异。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核心期刊出版周

期明显较短、出版频率明显较高，年总页数、年总论

文数均明显多于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 充分说明

了信息容量越大的期刊越容易成为核心期刊。 图 4
结果显示， 核心期刊和统计源期刊论文平均长度明

显高于一般期刊。国内医学期刊中，多数都有研究原

著（论著）、短篇报告、病例报告这 3 个栏目。 一般来

讲，研究原著论文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较强，内容

较为充实，篇幅相对较长，学术质量当然也较高；短

篇报告和病例报告与研究原著相比科学性、创新性、
实用性相对较差，内容较为单一，篇幅较短。有时候，
对于学术价值一般的论文，即使作者写得很长，编辑

部也会要求作者删减、压缩成短篇报告发表。 因此，
论文平均长度这一指标实际上反映了期刊总体学术

水平。在编辑实践中，缩短出版周期条件不太成熟的

情况下，可以考虑适当增加期刊的页数，这样可以随

时、灵活地增加期刊的信息容量。 另外，尽量少发表

那些学术价值不高的短篇报告和病例报告。 不少医

学期刊有意识录用一些质量很一般的短小文章，为

了补空白用， 这对提高医学期刊的影响因子和学术

质量都是极其不利的， 对入选核心期刊也会产生负

面影响。我们建议，编辑不要随心所欲删减论文的内

容，强制作者把论文压缩到自己规定的字数以内。这

是对作者极大的不尊重， 同时也有可能删掉作者论

文中有价值的信息。

3．4 关于核心期刊的年总论文数、 摘要论文数

和摘要论文比

由表 2 结果可知， 核心期刊的年总论文数是最

高的，但意外的是，一般期刊的年总论文数与核心期

刊年总论文数非常接近，统计学处理无明显差异。核

心期刊年总论文数明显高于统计源期刊，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02）。 尽管一般期刊年总论文数与统

计源期刊比较，在统计学上无显著差异（P=0.050），
但从数值判断， 一般期刊年总论文数比统计源期刊

高得还是较明显的。 结合核心期刊和一般期刊的年

总页数和论文平均长度，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核心

期刊和一般期刊年总论文数都很高， 但二者高的本

质有所不同， 核心期刊是因为年总页数多而使年总

论文数高，论文平均长 度 较 大（3.07 篇/页±1.1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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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36 页）
本研究尚属于探索性研究， 因此不免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首先数据采集还不够全面；其次论文高频

关键词的确定阈值， 同义归类等仍是有待讨论的问

题；此外，文中的结论也应进一步展开讨论等等，我

们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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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一般期刊是因为发表论文平均长度小（2.36 篇/
页±0.97 篇/页）而使年总论文数提高了。 我们认为，
发表论文数量越多的期刊越容易成为核心期刊，没

有足够的论文数，被引量、他引量、被摘量、被索量等

指标都不可能太高。 但提高期刊年总论文数必须建

立在大幅度提高期刊信息容量基础上， 决不能靠压

缩作者论文内容和篇幅来提高论文数， 更不能以篇

幅较短的、低水平论文凑数。
核心期刊摘要论文数明显高于统计源期刊和一

般期刊，统计源期刊和一般期刊没有显著差异。通常

情况下， 医学期刊中研究原著论文才附中、 英文摘

要，而这部分论文往往是医学期刊中重要的、学术价

值较高的。对学术价值一般的、不是很重要的论文则

以短篇报告发表。 这些论文通常不附中、英文摘要。
想必，国内检索类刊物的编辑们也会以此作为标准，
决定论文的取舍。另外，论文附摘要对检索类刊物的

编辑进行文献加工是极为方便的。所以，有摘要的论

文更容易被各类检索刊物收录。这样以来，发表论文

有无摘要， 将对期刊的被摘量和被索量产生重要影

响。 建议医学期刊发表的所有论文均附中、 英文摘

要，至少要附中文摘要。
核心期刊、 统计源期刊摘要论文比明显高于一

般期刊，同样说明，有摘要论文越多，越有利于入选

核心期刊。 遗憾的是，国内医学期刊有近 30%的论

文没有摘要。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各指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相互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必须采取综合措

施，如合理设置出版周期，尽可能提高期刊的影响因

子，适当向基金论文倾斜，多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适时不断扩大期刊信息容量， 所有论文尽可能附有

摘要等，提高期刊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从而实现期

刊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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