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医学非国际上最具影响

力学科  2014 年 9 月 26 日，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其主办的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上

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自 2004

年至 2014 年 9 月，我国临床医

学领域共发表 SCI 论文 12.5 万

篇，被引用次数超过 95 万次，

位居世界第 10 位，与去年相比，

上升 3 位，在各个学科中，进步

最大。

2008 年 ~2012 年 SCI、 EI、

ISTP 三大检索系统所收录的我

国临床医学论文发表数逐年增

加，在与其它学科排名竞争中，

论文数量进步明显，这象征着我

国有越来越多的临床医学科研成

果被国际认可，从业人员素质不

断增强。

然而，与其它学科相比，临

床医学并非最具影响力的学科。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曾连续

多年在多个学科中统计“表现不

俗”国际文章。即在每个学科领

域内，按统计年度的论文被引用

次数世界均值划一条线，高于均

线的论文为表现不俗的论文。

2009 年以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SCI）为依据，第一次公布统计

结果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

遍关注。

在化学、物理学、材料科学、

生物学、数学、地理学、药学、

计算技术、环境科学、临床医学

10 大领域中进行的三次统计中，

临床医学曾两度惨居第 7 位。

临床医学国际文章影响力并

非逐年增强，与国际文章的相对

落后而言，临床医学可谓是国内

开花。自 2004 年 ~2014 年 9 月，

临床医学在国内科技论文产出

中，成为发表论文数最多、被引

用次数最高、中国作者作为第一

作者发表国际合著论文数最多的

学科。

我国开始主导国际大研究

2012 年，中国作者参与的国际临

床医学合著论文数是 2002 年的 6

倍，越来越多的中国临床医学工

作者加入到国际合作中，体现了

国际临床医学专家越来越意识到

中国在维护世界健康中的作用，

也督促了我国临床医学科研质量

的不断提升。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2007 年

~2012 年，短短的 5 年中，我国

作者为第一作者的国际临床医学

合著论文数不间断逐年增加，几

乎翻了 2 倍，这说明我国临床医

学科研人员主导国际大合作研究

的机会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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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 科 学 引

文索引 )，这个被

美 国 科 学 信 息 研

究 所 创 办 的 引 文

数 据 库， 与 中 国

有 着 不 解 的“30

年” 情 缘。1961

年 诞 生 的 她， 步

入 而 立 之 年 后 被

引入中国。30 年

过 后， 中 国 科 学

界 虽 然 对 她 争 议

有 加， 但 那 如 痴

如 狂 的 迷 恋 程 度

几 乎 没 有 任 何 降

低的趋势。

临床医学研究影响力逐渐提高

科研：边指责  边热捧
▲ 本报记者  宋攀  整理

SCI 的前世今生

SCI 覆盖了国际上大多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刊物，根据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消

息，2012 年 SCI 数据库收录世界

科技论文总数为 159.67 万篇，收

录中国科技期刊 135 种。其主要

运用科学的引文数据分析和同行

评估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评估期

刊的学术价值。SCI 已逐渐成为

国际公认的反映学科研究水准的

代表性工具，与 EI（工程索引）、

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并称世

界著名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

20 世纪 80 年代末，南京大

学曲钦岳校长在教师的职称评定

中提出：晋升副教授需要一篇、

晋升正教授需要两篇 SCI 论文。

当时校内大部分中年教师在解放

初学的是俄语，用专业英语写学

术论文十分困难。再加上当时物

质条件差、教学任务和高标准的

“学术压力”，“SCI 政策”在

南京大学执行之初，很不受欢迎。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20 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

着国力的日益强大，即使国内对

“SCI”指责增加，我国学者在

国外发表的“SCI”论文却日益

增加，影响也随之扩大。重要科

学成果与世界交流，这是无法改

变的趋势，也是中国科学研究与

国际“接轨”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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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特别明确了科技界的奋斗目标——2015 年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进入世界前 5 位。这一目标在

2013 年被提前完成。有统计数字显示，2003 年至 2013 年（截至 2013 年 9 月 1 日）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 114.30 万篇，排在世界第 2 位； 

论文共被引用 709.88 万次，排在世界第 5 位。

为了探讨影响医师发表 SCI

论文的内在原因，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科研处

曾在 40 个学科的 857 名临床医

师中随机抽取 335 名进行问卷

调查。

结 果 发 现， 被 调 查 者 愿

意 撰 写 SCI 论 文 的 主 要 原 因

为 职 称 评 定（69.11%）、 科 室

考核（47.15%）和申请人才计

划（47.15%）； 不 愿 意 撰 写 的

主 要 原 因 为 临 床 工 作 量 太 大

（82.80%）和顾虑录取门槛较

高（59.14%），65% 以上的被调

查者知晓相关政策，主要知晓

途径是科主任的宣讲。被调查

者对 SCI 论文与个人职称挂钩

政策的反对率高于支持率，但

对将其纳入科室考核获得经济

奖励、申请学位和导师以及人

才计划评定政策的支持率高于

反对率。66.67% 的被调查者曾

有 过“ 被 科 研” 现 象，80.26%

的被调查者知道身边的同事存

在“被科研”现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王青等人指出，应当从

本质上提高医师的科研兴趣，进

而提高 SCI 论文的数量和质量。

“现代科学越来越趋向于

复杂和综合，许多重大科学成就

的取得往往来自交叉和边缘学

科。三级综合性医院的临床医师

在临床工作中能接触到许多复

杂病例，若能多通过研究的思维

提出临床问题，在实验室中分析

问题，再结合临床制定解决方

案，这样的临床科研更适合医

师，多数医师并不是没有科研能

力，而是缺乏科研创新意识和良

好的英语写作能力和技巧，从而

造成畏难情绪。建议医疗机构定

期分层次组织系列讲座，内容可

以包括选题和撰写的技巧等，使

医师学会在研究中解决临床实

践中发现的问题。”王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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