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医科大学 

2018 年度 ESI 学科发展报告 
 

 

 

 

 

 

 

河北医科大学图书馆 

2018 年 12 月

内部资料 



 

目录 

1 前言 ........................................................................................................................................ 1 

1.1 分析工具 ...................................................................................................................... 1 

1.2 目标 .............................................................................................................................. 3 

1.3 分析方法和指标 .......................................................................................................... 3 

2 河北医科大学 ESI 学科分析 ................................................................................................ 4 

2.1 ESI 学科的文献计量分析 ............................................................................................ 4 

2.2 ESI 学科的 SWOT 分析 ............................................................................................... 7 

2.3 高被引论文分析 .......................................................................................................... 9 

2.4 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学科分析 .......................................................................... 14 

2.4.1 年度对比分析 .................................................................................................. 14 

2.4.2 期刊分析 .......................................................................................................... 16 

2.4.3 作者分析 .......................................................................................................... 21 

2.4.4 研究前沿分析 .................................................................................................. 27 

2.5 未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潜力学科分析 ............................................................... 30 

3 河北省高校 ESI 学科分析 .................................................................................................. 32 

3.1 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高校学科及国内、国际排名 .......................................... 32 

3.2 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高校学科文献计量分析 .................................................. 33 

3.3 未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高校学科潜力值预测 .................................................. 34 

4 独立建制医科院校 ESI 学科分析及与我校对标分析 ...................................................... 36 

4.1 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学科年度对比及排名百分位 .......................................... 36 

4.2 未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高校学科潜力值预测 .................................................. 38 

4.3 我校与独立建制医科院校 ESI 前 1%学科对标分析 .............................................. 40 

后记： ...................................................................................................................................... 43 

附表：与我校专业相关 ESI 学科对应期刊列表（含影响因子） ...................................... 43 



 

1 
 

1 前言 

1.1 分析工具 

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 ESI）是美国科

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 ISI）推出的

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学科发展趋势的基本分析评价工具，是一个

基于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的深度分析型研究工具。ESI 收

录来自于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SCI/SSCI）超过 10000 种期刊，

文献类型为 Article 和 Review，按照 22 个学科对每种期刊分类标引。

ESI 按 22 个学科分类依据研究成果的数量和影响力指标对国家、机

构、期刊、科学家的学术国际影响力进行排名，确定某个研究领域有

影响力的国家、机构、论文和出版物；提供全球各学科领域的论文被

引频次基准值；以及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和研究前沿；从而为决策

者提供数据支撑。ESI 提供最近十多年的滚动数据，每两个月更新一

次，本报告数据来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最新更新的数据，数据覆盖

时间范围为 2008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8 月 31 日。 

22 个 ESI 学科分别为： 

Agricultural Sciences 农业科学 

Biology & Biochemistry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Chemistry 化学 

Clinical Medicine 临床医学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 

Economics & Business 经济学与商业 

Engineering 工程学 

Environment/Ecology 环境/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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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sciences 地球科学 

Immunology 免疫学 

Materials Science 材料科学 

Mathematics 数学 

Microbiology 微生物学 

MolecularBiology & Genetics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Multidisciplinary 多学科 

Neuroscience & Behavior 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 

Pharmacology & Toxicology 药理学与毒理学 

Physics 物理学 

Plant & Animal Science 植物学与动物学 

Psychiatry/Psychology 精神病学/心理学 

Social Sciences,General 社会科学概论 

Space Sciences 空间科学 

InCites 数据库是基于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七大索引数据库

（SCIE、SSCI、A&HCI、CPCI-S、CPCI-SSH、BKCI-S、BKCI-SSH）

的综合性的科研绩效分析工具。七大索引数据库涵盖了超过 12,000

种期刊、超过 160,000 种会议录、以及 53,000 本学术典籍。InCites

提供了人员、机构、区域、研究方向、出版物、基金资助机构六个板

块分析功能以及系统报告，拥有多元化的指标和丰富的可视化效果。

InCites 可以定位优势学科，发展潜力学科，优化学科布局；跟踪和评

估机构的科研绩效；与同行机构开展对标分析；分析本机构科研合作

情况；挖掘机构内高影响力和高潜力的研究人员，吸引外部优秀人才。

目前，InCites 数据库提供了 1980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

全部文献类型的出版物。本报告数据来源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更新

的数据，为了保持与 ESI 数据时间的一致性，InCites 数据库数据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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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范围设定为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1.2 目标 

本报告主要目标是利用 ESI、InCites、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等

工具和数据库，基于 ESI 评价体系分析我校的学科发展现状，进入

ESI 全球前 1%的学科及潜力学科，比较河北省高校 ESI 学科发展情

况，对我校和同类别医科院校进行对标分析，从而为我校确定 ESI

学科的发展方向，采取有效措施提供数据支持。 

1.3 分析方法和指标 

基于 ESI、InCites、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等，参照 ESI 评价体

系标准，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校、河北省其他高校、国内同类

医科院校近 10 年 Web of Science 发文和引文情况进行收集、甄别、

筛选、标引、归类、统计和对比分析。所涉及的指标包括： 

（1）全球排名前 1% ESI 学科：是指该机构本学科所有 SCI/SSCI

论文总被引频次进入全球排名前 1%的学科（该机构的所有 SCI/SSCI

论文作者不区分作者排名）。 

（2）WOS 论文数：ESI 或 InCites 收录的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

集文献数量，且文献类型为论文（article）和综述（review）。 

（3）被引频次：基于 ESI 或 InCites 收录数据的论文被引用次数。 

（4）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一篇论文的实际被引频次除以与

该论文发表于同一年、同一学科、同一文献类型的全球论文篇均被引

频次，是一篇论文相对于同行论文的被引表现，该指标消除了学科、

发表时间和文献类型对论文被引频次的影响。值为 1 表明论文的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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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与全球平均水平持平，小于 1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大于 1 高于全

球平均水平。 

（5）论文被引百分比：至少被引用过一次的论文占总论文数的

百分比。 

（6）高被引论文：最近 10 年发表的论文在同出版年、同学科论

文中被引频次位居前 1%的论文。 

（7）ESI 学科阈值：近十年，某一 ESI 学科被引次数排在前 1%

机构的最低被引次数。 

（8）期刊 JCR 分区：把某一个学科的所有期刊都按照上一年的

影响因子降序排列，然后平均 4 等分 (各 25%)，分别是 Q1，Q2，

Q3，Q4。 

2 河北医科大学 ESI 学科分析 

2.1 ESI 学科的文献计量分析 

利用 InCites 数据库，基于 ESI 学科对我校学者发表的文献进行

统计分析，为保持与 ESI 数据的一致性，文献出版年选择 2008 到 2018

年，文献类型选择 Article 和 Review，所得结果见表 2-1。表中可知我

校学者在 19 个 ESI 学科中有论文发表，论文数与被引频次较高的学

科包括 6 个，分别为临床医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分子生物学与

遗传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化学，其中临床医学

的论文数与被引频次远远超出其他学科，具体各项指标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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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  河北医科大学 ESI 学科文献计量表 

ESI 学科 WOS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论文被引百分比 高被引论文 

临床医学 2486 17278 6.95 0.79 72.89% 8 

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 511 6528 12.77 0.94 84.54% 3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461 6394 13.87 0.77 81.56% 2 

药理学与毒理学 507 3829 7.55 0.79 80.87 0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547 3503 6.40 0.51 66.00% 1 

化学 375 2468 6.58 0.47 76.80% 1 

免疫学 119 1191 10.01 0.69 81.51% 0 

材料科学 31 402 12.97 0.89 74.19% 0 

社会科学概论 18 392 21.78 2.73 94.44% 3 

环境/生态学 34 356 10.47 0.32 88.24% 0 

微生物学 43 270 6.28 0.53 72.09% 0 

精神病学/心理学 38 244 6.42 0.79 92.11% 0 

农业科学 34 238 7.00 1.13 64.71% 0 

物理学 25 236 9.44 0.71 80.00% 0 

植物学与动物学 20 194 9.70 0.68 60.00% 0 

工程学 8 86 10.75 1.38 62.50% 0 

数学 4 71 17.75 2.59 50.00% 1 

多学科 6 43 7.17 0.74 100.00% 0 

计算机科学 3 11 3.67 3.46 66.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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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所示为我校 2008-2018 年 ESI 学科发表论文数量趋势，图

中选取了数量较多的前 10 个学科。由图可见临床医学的论文数量增

长迅速，尤其是 2011 年以后，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与遗

传学 2014 年以来的发文量也有较快增长。 

 

图 2-1  河北医科大学 2008-2018 年 ESI 学科 WOS 论文数量趋势 

    图 2-2 为我校 19 个 ESI 学科的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可以

发现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值大于 1）的有 5 个学科分别为计算机科学、

社会科学概论、数学、工程学和农业科学，这 5 个学科的发文量均较

少，而当样本量较少时，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值会受高被引论文

的显著影响，在反应学科平均被引表现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参考价值

不大。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有较好的被引表现，接近全球平均水平，

其他发文量较多学科的被引相对全球平均水平有一定差距，因此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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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研产出的同时，应更加注重提高科研质量。 

 

图 2-2  河北医科大学不同 ESI 学科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 

2.2 ESI 学科的 SWOT 分析 

SWOT（Strength、Weaness、Opportunity、Threat）分析法是一

种分析竞争策略常用的竞争情报分析方法，通过对优势、劣势、机会

和威胁的分析与综合评估，调整资源及策略以实现目标，可应用于高

校学科建设竞争策略的制定。利用 Incites 数据库分析我校各 ESI 学

科的 WOS 论文数、被引频次及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构建我校

ESI 学科的 SWOT 分析，找到我校的优势学科（strength）、弱势学科

（weakness）、潜力学科（opportunity）、威胁学科（threat）。加强优

势学科的持续重点投入，提升科研产出数量与质量，保持领先地位。

稳定潜力学科的科研质量并鼓励其继续加强科研的产出。对威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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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断鼓励其加强科研产出同时关注科研质量。弱势学科引进领军人

才，加强与其他院校合作。通过 SWOT 分析，明确我校科研投入的

方向与目标，制定相应的鼓励与支持政策。 

我校 ESI 学科 SWOT 分析结果见图 2-3，发现我校优势学科及弱

势学科较为集中，主要由于我校为医学院校，除医学相关学科外，其

他学科发文量较少。临床医学远超过其他学科，在我校处于绝对优势

地位，应继续加大投入，提升科研产出数量与质量，保持领先地位。

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分子生物与遗传学应稳定科研产出的质量，增

加科研产出数量。药理学与毒理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化学学科重

点提升科研产出的质量。免疫学引进领军人才，加强合作。 

 

图 2-3  河北医科大学 ESI 学科 SWOT 分析 

Opportunity 

Weakness 

Threat 

Strength 

临床医学 

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药理学与毒理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学学 
化学 

免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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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被引论文分析 

我校高被引论文共 19 篇，其中临床医学 8 篇，非临床医学 11 篇，

比去年增加 1 篇，具体见表 2-2 和表 2-3。 

在 8篇临床医学高被引论文中除 1篇作者为病理研究室邢凌霄外，

其余 7 位作者均为附属医院作者，附属医院为我校临床医学进入 ESI

全球前 1%作出巨大贡献。但从作者排序来看，我校第一作者或通讯

作者的高被引论文仍然为空缺，我校需继续加大对科研领军人物的引

进和支持力度，同时鼓励学者加强与其他科研机构的合作。 

非临床医学高被引论文覆盖 6 个学科，非临床医学高被引论文中

有 3 篇我校作者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从出版年来看，19 篇高被引论文中，除 1 篇发表在 2008 年外，

其余均发表在 2011 年以来，可以看出我校的科研水平及影响力在

2011 年以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且潜力十足，逐渐进入国际视野，

为临床医学及其他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从影响因子和分区看，19 篇论文均发表于 Q1 区和 Q2 区影响因

子较高的期刊，其中 Q1 区文章有 16 篇，Q2 区有 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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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学科高被引论文 

论文题名 作者（排名） 作者二级单位 
被引

频次 
发文期刊 出版年 

期刊影响因子，

JCR 分区 

Long Noncoding RNA High Express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Facilitates Tumor Growth 

Through Enhancer of Zeste Homolog 2 in Humans 

Zhang, Feng-rui 

张凤瑞（13/15） 

Hebei Med Univ, 

Hebei Canc Hosp, 

Dept Hepatobiliary 

Surg 

361 HEPATOLOGY 2011 14.079，Q1 

Plasma microRNAs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Lingxiao, Xing 

邢凌霄(5/14) 

Hebei Med Univ, Lab 

Expt Pathol  
191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 
2011 4.263，Q1 

Immunopathology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Zheng, Li-Bo 

郑力搏(2/4) 

Hebei Med Univ, 

Hosp 2, Dept 

Gastroenterol 

117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

LOGY 

2014 3.3，Q2 

Multitarget Therapy for Induction Treatment of 

Lupus Nephritis A Randomized Trial 

Ying Li 

李英（14/21）  

 Hebei Med Univ, 

Hosp 3 
66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2015 19.384，Q1 

Cancer survival in China, 2003-2005: A population- 

based study 

He, Yutong 

贺宇彤(30/34) 

Hebei Med Univ, 

Hebei Off Canc 

Prevent & Control, 

Hosp 4 

17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2015 7.36，Q1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hase III Trial of Apatinib in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Refractory Advanced or Metastatic 

Adenocarcinoma of the Stomach or 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Liu, Wei 

刘巍(7/34) 

Hebei Med Univ, 

Hosp 4, Hebei Prov 

Tumor Hosp 

162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16 26.36，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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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ofovir to Prevent Hepatitis B Transmission in 

Mothers with High Viral Load 

Dai, Erhei;  

Zhu, Baoshen

（3,9/11） 

Hebei Med Univ, 

Hosp Shijiazhuang 5, 

Div Liver Dis; Hebei 

Med Univ, Hosp 

Shijiazhuang 5, Dept 

Gynecol & Obstet 

95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16 79.26，Q1 

Global patient outcomes after elective surgery: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in 27 low-, middle- and 

high-income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Surgical 

Outcomes Study group 

Bai, Hui-Ping 

白惠萍 

Liu, Chun-Xiao 

刘春晓 

Liu, Fei-Fei 

刘飞飞 

Ren, Wei 

任伟 

Wang, Xiu-Li 

王秀丽 

Xu, Guan-Jie 

徐贯杰 

（500+/1000+） 

Hebei Med Univ, 

Hosp 3 
43 

BRITISH 

JOURNAL OF 

ANAESTHESIA 

2016 6.499，Q1 

注：作者（a/b）表示该篇文献共 b 个作者，我校作者排在第 a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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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河北医科大学非临床医学学科高被引论文 

论文题名 作者（排名） 作者二级单位 
被引

频次 
发文期刊 ESI 学科 出版年 

期刊影响因子，

JCR 分区 

Intensive blood pressure reduction in acute 

cerebral haemorrhage trial (INTERACT): a 

randomised pilot trial 

Tai, Li Wen 

台立稳（14/20） 

Hebei Med Univ, 

Second Hosp 
366 

LANCET 

NEUROLOGY  

神经科学与

行为科学 
2008 27.144，Q1 

A Memory Retrieval-Extinction Procedure to 

Prevent Drug Craving and Relapse 

Shi, Hai-Shui 

史海水（4/13） 

Hebei Med Univ, 

Basic Med Coll, Dept 

Biochem & Mol Biol 

195 SCIENCE 
神经科学与

行为科学 
2012 41.058，Q1 

Sleep disturbances increase the risk of 

dement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ang, Yu-Mei 

王育梅（6/9） 

Hebei Med Univ, 

Dept Psychiat,  

Hosp 1 

6 
SLEEP MEDICINE 

REVIEWS 

神经科学与

行为科学 
2018 10.602，Q1 

Guidelines for the use and interpretation of 

assays for monitoring autophagy 

Song, Xueqin 

宋学琴

（900+/1000+） 

Hebei Med Univ, 

Hosp 2, Neurol Lab 

Hebei Prov 

2031 AUTOPHAGY  
分子生物学

与遗传学 
2012 11.1，Q1 

Sparse whole-genome sequencing identifies 

two loci fo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Wang, Xueyi 

王学义（38/106） 

Hebei Med Univ, 

Hosp 1 
223 NATURE 

分子生物学

与遗传学 
2015 41.557，Q1 

The lncRNA SNHG5/miR-32 axis regulates 

gastric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by targeting KLF4 

Shan, Baoen 

单保恩（7/9） 

Hebei Med Univ, 

Hosp 4,  

Res Ctr 

30 FASEB JOURNAL 
生物学与 

生物化学 
2017 5.595，Q1 

Epidemiology of Esophageal Cancer in Japan 

and China 

He, Yutong 

贺宇彤（3/9） 

Hebei Med Univ, 

Fourth Affiliated 

Hosp, Hebei Canc 

Inst 

184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社会科学 

概论 
2013 2.518，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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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alence and Secular Trends in Obesity 

Among Chinese Adults, 1991-2011 

Mi, Ying-Jun；

Yan, Jing； 

闫静 

Han, Wei； 

Zhao, Jing； 

Liu, Dian-Wu； 

刘殿武 

Tian, Qing-Bao 

田庆宝 

（通讯作者）

（1,4,5,6,7,8/8） 

Hebei Med Univ, Sch 

Publ Hlth, Dept 

Epidemiol & Stat；

Hebei Med Univ, 

Electron Microscopy 

Res Ctr 

30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社会科学 

概论 
2015 4.127，Q1 

Esophageal cancer in high-risk areas of China: 

research progress and challenges 

Shan, Baoen 

单保恩（3/10） 

He, Yutong 

贺宇彤（10/10 通

讯作者） 

Hebei Med Univ, 

Hosp 4,  

Hebei Canc Res Ctr 

9 
ANNALS OF 

EPIDEMIOLOGY 

社会科学 

概论 
2017 2.804，Q1 

Supported molybdenum on graphene 

oxide/Fe3O4: An efficient, magnetically 

separable catalyst for one-pot construction of 

spiro-oxindole dihydropyridines in deep 

eutectic solvent under microwave irradiation 

Liu, Yu-heng 

刘玉衡（2/5） 

Hebei Med Univ, 

Coll Preclin Med 
29 

CATALYSIS 

COMMUNICATIO

NS 

化学 2017 3.463，Q2 

Travelling Waves of a Delayed SIR Epidemic 

Model with Nonlinear Incidence Rate and 

Spatial Diffusion 

Yang, Jing 

杨晶 

Zhang, Yi 

张翼 

（1,3/3） 

Hebei Med Univ, 

Dept Physiol 
63 PLOS ONE 数学 2011 2.766，Q1 

注：作者（a/b）表示该篇文献共 b 个作者，我校作者排在第 a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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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学科分析 

2.4.1 年度对比分析 

我校临床医学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前 1%。我校在 2008 年到

2018年间在临床医学领域中共发表2449篇论文，被引频次16747次，

高被引论文 8 篇，国际排名 1377/4129，国内高校排名 33/93，见表

2-4。 

通过与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同时期临床医学学科各项指

标对比，可见我校在临床医学方面的进步。2015 到 2016 年论文增量

为 298 篇，2016 到 2017 年论文增量为 431 篇，2017 年到 2018 年论

文增量为 474 篇；2015 到 2016 年被引频次增长 1969 次，2016 到 2017

年被引频次增长 2769 次，2017 到 2018 年被引频次增长 4234 次；论

文数量和被引频次均在显著增长。排名百分位逐渐提升。具体见表

2-4、图 2-4、图 2-5。 

表 2-4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学科发展年度对比表 

临床医学学科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WOS 论文数 1246 1544 1975 2449 

高被引论文数 7 9 8 8 

被引频次 7775 9744 12513 16747 

国际排名 1453/3679 1361/3907 1300/4108 1377/4129 

国际排名百分位 39.49% 34.83% 31.65% 33.35% 

国内高校排名 35/62 34/71 34/83 33/93 

国内排名百分位 56.45% 47.89% 40.96% 35.48% 

注：排名中 a/b 表示我校名次/机构总数，4 年统计数据均为 11 月更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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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WOS 论文数与被引频次年度对比 

 

 

图 2-5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国际国内排名百分位年度对比 

 

我校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于 2018 年 5月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

据 11 月更新的数据分析相关文献计量指标及排名情况，见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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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河北医科大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文献计量及排名情况 

药理学与毒理学 2018 年 

WOS 论文数 498 

高被引论文数 0 

被引频次 3703 

国际排名 787/846 

国际排名百分位 93.03% 

国内高校排名 47/49 

国内排名百分位 95.92% 

我校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学科于 2018 年 11 月进入 ESI 全球排名

前 1%，据 11 月更新的数据分析相关文献计量指标及排名，见表 2-6。 

表 2-6  我校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学科文献计量及排名情况 

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 2018 年 

WOS 论文数 510 

高被引论文数 3 

被引频次 6325 

国际排名 822/829 

国际排名百分位 99.16% 

国内高校排名 28/28 

国内排名百分位 100.00% 

2.4.2 期刊分析 

对我校学者发表的主要临床医学期刊进行统计，我校在 ESI 临床

医学学科的 577 种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表 2-7 列出了被引频次较高的

前 20 种期刊，这 20 种期刊集中了我校临床医学约三分之一的论文和

被引频次。PLOS ONE 是被引频次最高的期刊；ON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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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S 、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和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是我校发文量最高的 3 种期刊；高质量期刊

HEPATOLOGY 发文量少，被引频次高；具体见表中红色字体标示。 

表 2-7 河北医科大学发表的主要临床医学期刊 

期刊名称 WOS 论文数 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PLOS ONE 67 730 2.766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97 473 1.922 

ONCOLOGY LETTERS 109 436 1.664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93 425 1.596 

TUMOR BIOLOGY 51 416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11 387 7.360 

HEPATOLOGY 2 377 14.079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29 364 3.300 

ONCOLOGY REPORTS 43 362 2.976 

EXPERIMENTAL AND 

THERAPEUTIC MEDICINE 
83 277 1.410 

JOURNAL OF HEPATOLOGY 5 275 15.04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PATHOLOGY 

66 236 1.396 

ASIAN PACIFIC JOURNAL OF 

CANCER PREVENTION 
19 217 —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 4 217 4.263 

BMC CANCER 11 202 3.288 

DISEASES OF THE ESOPHAGUS 8 193 2.702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3 189 13.251 

SCIENTIFIC REPORTS 45 188 4.122 

CANCER INVESTIGATION 7 175 2.053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22 172 1.023 

合计 775 6311 — 

总数 2486 17278 — 

占比 31.17% 36.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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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校学者发表的主要药理学与毒理学期刊进行统计，我校在

ESI 药理学与毒理学的 124 种期刊上发表论文，表 2-8 列出了被引频

次较高的前 21种期刊，这 21种期刊集中了我校药理学与毒理学 52.47%

的论文和 65.08%的被引频次。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

被 引 频 次 最高； EUROPEAN REVIEW FOR MED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 BIOMEDICINE & 

PHARMACOTHERAPY 和 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 发

文量最高；具体见表 2-8 中红色字体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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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河北医科大学发表的主要药理学与毒理学期刊 

期刊名称 WOS 论文数 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 22 260 3.562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18 235 3.11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ARMACEUTICS 
11 217 3.862 

TOXICOLOGY LETTERS 12 215 3.166 

EUROPEAN REVIEW FOR MED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41 161 2.387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MEDICAL ANALYSIS 
19 154 2.831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10 125 3.977 

BRITISH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14 123 6.810 

BIOMEDICINE & 

PHARMACOTHERAPY 
25 106 3.457 

BIOLOGICAL & PHARMACEUTICAL  

BULLETIN 
6 99 1.694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PHARMACOLOGY AND PHYSIOLOGY 
11 91 2.092 

FUNDAMENTAL & CLINICAL 

PHARMACOLOGY 
5 87 2.349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4 84 3.706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17 83 3.040 

ENVIRONMENTAL TOXICOLOGY AND 

PHARMACOLOGY 
5 83 2.776 

JOURNAL OF PHARMACY AND 

PHARMACOLOGY 
10 80 2.309 

INTERNATIONAL 

IMMUNOPHARMACOLOGY 
13 65 3.118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1 61 4.897 

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 1 55 7.877 

CANADI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AND PHARMACOLOGY 
15 54 2.210 

BIOMARKERS 6 54 1.976 

合计 266 2492 — 

总数 507 3829 — 

占比 52.47% 65.08% — 

对我校学者发表的主要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期刊进行统计，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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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SI 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的 115 种期刊上发表论文，表 2-9 列出了

被引频次较高的前 20 种期刊，这 20 种期刊集中了我校神经与行为科

学一半以上的论文和约四分之三的被引频次。BRAIN RESEARCH 是

被引频次最高的期刊，远超过其他期刊；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NEUROSCIENCE LETTERS 和 BRAIN RESEARCH 是

我校发文量最高的三种期刊；高质量期刊 LANCET NEUROLOGY 和

SCIENCE 发文较少，被引频次高，具体见表 2-9 中红色字体标示。 

表 2-9  河北医科大学发表的主要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期刊 

期刊名称 WOS 论文数 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BRAIN RESEARCH 35 1018 3.125 

NEUROSCIENCE LETTERS 41 504 2.159 

LANCET NEUROLOGY 1 389 27.144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0 352 5.971 

NEUROSCIENCE 22 300 3.382 

SCIENCE 2 266 41.058 

NEUROCHEMICAL RESEARCH 19 256 2.772 

BRAIN RESEARCH BULLETIN 14 212 3.440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14 183 3.173 

PLOS ONE 17 171 2.766 

STROKE 8 145 6.239 

NEUROLOGICAL SCIENCES 8 117 2.285 

NEUROLOGY 3 116 8.055 

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46 115 2.234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3 102 6.544 

NATURE NEUROSCIENCE 1 101 19.912 

SPINE 6 97 2.792 

NEUROTOXICOLOGY 6 95 3.076 

JOURNAL OF CLINICAL 

NEUROSCIENCE 
9 89 1.640 

NEUROCHEMISTRY 

INTERNATIONAL 
6 89 3.603 

合计 271 4717 — 

总数 511 6528 — 

占比 53.03% 7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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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作者分析 

对我校临床医学学科的论文作者进行分析，表 2-10 列出了论文

被引频次较高的前 20 位作者，其中发文最多的三位学者为张英泽、

陈伟、单保恩，论文被引频次最高的两位学者为单保恩和张英泽，见

红色字体标示。 

表 2-10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学科作者贡献度 

注：统计时间为 2008.1.1-2018.9.30，统计数字不区分作者在文章中排名，因数据

库中作者姓名拼写形式多样以及可能出现重名情况，数据可能会有误差，但不影

响整体结果趋势 

作者 机构 WOS 论文数 被引频次 被引频次贡献度 

单保恩 第四医院 96 957 5.54% 

张英泽 第三医院 172 864 5.00% 

刘巍 第四医院 30 551 3.19% 

贺宇彤 第四医院 35 509 2.95% 

陈伟 第三医院 98 496 2.87% 

李勇 第四医院 70 423 2.45% 

郭炜 第四医院 31 381 2.21% 

张凤瑞 第四医院 1 365 2.11% 

张奇 第三医院 48 353 2.04% 

郭占军 第四医院 37 348 2.01% 

姜慧卿 第二医院 24 338 1.96% 

董稚明 第四医院 32 338 1.96% 

李琰 第四医院 29 331 1.92% 

段惠军 基础医学院 18 319 1.85% 

姜云发 第二医院 17 303 1.75% 

邢凌霄 基础医学院 13 300 1.74% 

桑梅香 第四医院 28 296 1.71% 

邝钢 第四医院 22 275 1.59% 

苏艳玲 第三医院 33 274 1.59% 

王玲 第四医院 10 269 1.56% 

申勇 第三医院 91 269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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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校临床医学学科通讯作者贡献进行分析，表 2-11 列出了论

文被引频次贡献较高的前 10 位作者，其中单保恩和张英泽两位学者

发表的论文数和被引频次最高，见红色字体标示。 

表 2-11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学科通讯作者贡献度 

注：统计时间为 2008.1.1-2018.9.30，因数据库中作者姓名拼写形式多样以及可能

出现重名情况，数据可能会有误差，但不影响整体结果趋势，两个及以上通讯作

者的只计算第一通讯作者 

 

 

 

 

 

 

 

 

 

 

作者 机构 WOS 论文数 被引频次 被引频次贡献度 

单保恩 第四医院 62 666 3.85% 

张英泽 第三医院 107 494 2.86% 

傅向华 第二医院 28 302 1.75% 

姜慧卿 第二医院 19 298 1.72% 

董稚明 第四医院 17 207 1.20% 

李勇 第四医院 49 206 1.19% 

郭占军 第四医院 21 203 1.17% 

申勇 第三医院 62 197 1.14% 

刘殿武 公共卫生学院 17 187 1.08% 

王士杰 第四医院 14 170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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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为我校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主要贡献学者，表中按被引

频次排序列出了前 20 位学者，发文最多的三位学者为楚立、张兰桐

和张祥宏，被引频次最高的三位学者为楚立、崔京霞和王永利，见红

色字体所示。 

表 2-12  河北医科大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作者贡献度 

作者 机构 WOS 论文数 被引频次 被引频次贡献度 

楚立 基础医学院 22 246 6.42% 

崔京霞 药学院 15 222 5.80% 

王永利 基础医学院 15 214 5.59% 

张荣 公共卫生学院 13 211 5.51% 

张祥宏 
基础医学院 /

第二医院 
19 199 5.20% 

张兰桐 药学院 20 191 4.99% 

张建平 基础医学院 13 185 4.83% 

向柏 药学院 6 184 4.81% 

邢凌霄 基础医学院 15 181 4.73% 

严霞 基础医学院 13 179 4.67% 

王俊灵 基础医学院 13 170 4.44% 

郭会彩 基础医学院 8 161 4.20% 

牛玉杰 公共卫生学院 8 155 4.05% 

曹德英 药学院 10 149 3.89% 

范丽芳 药学院 6 148 3.87% 

刘静 基础医学院 8 146 3.81% 

王巧 药学院 10 145 3.79% 

崔晋峰 第二医院 11 144 3.76% 

何伟 药学院 5 142 3.71% 

韩梅 基础医学院 7 127 3.32% 

注：统计时间为 2008.1.1-2018.9.30，统计数字不区分作者在文章中排名，因数据

库中作者姓名拼写形式多样以及可能出现重名情况，数据可能会有误差，但不影

响整体结果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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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校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通讯作者贡献进行分析，表 2-13 列

出了被引频次贡献较高的前 10 位作者，其中张祥宏和张兰桐两位学

者发表的论文数和被引频次最高，见红色字体标示。 

 

表 2-13  河北医科大学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通讯作者贡献度 

作者 机构 WOS 论文数 被引频次 被引频次贡献度 

张祥宏 
基础医学院 /

第二医院 
15 177 4.62% 

张兰桐 药学院 18 148 3.87% 

王永利 基础医学院 9 127 3.32% 

楚立 基础医学院 11 117 3.06% 

王巧 药学院 3 96 2.51% 

杜青 药学院 2 91 2.38% 

李拥军 第二医院 9 83 2.17% 

张祥建 第二医院 5 72 1.88% 

张建平 基础医学院 6 64 1.67% 

韩梅 基础医学院 4 64 1.67% 

注：统计时间为 2008.1.1-2018.9.30，因数据库中作者姓名拼写形式多样以及可能

出现重名情况，数据可能会有误差，但不影响整体结果趋势，两个及以上通讯作

者的只计算第一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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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列出了我校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学科主要贡献学者，表

中为按被引频次排序的前 20 位学者，其中张祥建和李春岩为我校该

学科发文最多的两位学者，被引频次最高的学者为张祥建，见表中红

色字体标示。 

表 2-14  河北医科大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学科作者贡献度 

作者 机构 WOS 论文数 被引频次 被引频次贡献度 

张祥建 第二医院 47 1345 20.60% 

王丽娜 第二医院 20 593 9.08% 

台立稳 第二医院 3 588 9.01% 

崔丽丽 第二医院 23 570 8.73% 

史海水 基础医学院 21 491 7.52% 

李春岩 第二医院 33 371 5.68% 

郭艳苏 第二医院 23 333 5.10% 

陈林玉 第二医院 12 298 4.56% 

刘莹 第二医院 3 296 4.53% 

杨晨辉 第二医院 2 290 4.44% 

范宏光 第二医院 2 290 4.44% 

杨蕊 第二医院 6 277 4.24% 

李敏 第二医院 6 277 4.24% 

刘玲玲 第二医院 6 277 4.24% 

祝春华 第二医院 12 258 3.95% 

季辉 第二医院 8 246 3.77% 

李文斌 基础医学院 20 246 3.77% 

刘海超 第二医院 6 236 3.62% 

杜媛媛 第二医院 6 236 3.62% 

张敏 基础医学院 17 235 3.60% 

注：统计时间为 2008.1.1-2018.9.30，统计数字不区分作者在文章中排名，因数据

库中作者姓名拼写形式多样以及可能出现重名情况，数据可能会有误差，但不影

响整体结果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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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校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学科通讯作者贡献进行分析，表 2-15

列出了被引频次贡献较高的前 10 位作者，其中张祥建和李春岩两位

学者发表的论文最多，被引频次最高的学者为张祥建，见红色字体标

示。 

 

表 2-15  河北医科大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学科通讯作者贡献度 

作者 机构 WOS 论文数 被引频次 被引频次贡献度 

张祥建 第二医院 45 1324 20.28% 

李春岩 第二医院 30 346 5.30% 

李文斌 基础医学院 14 190 2.91% 

郭力 第二医院 15 184 2.82% 

申勇 第三医院 18 174 2.67% 

王维平 第二医院 13 159 2.44% 

崔慧先 基础医学院 6 85 1.30% 

许顺江 第一医院 7 74 1.13% 

王学义 第一医院 10 72 1.10% 

王铭维 第一医院 13 70 1.07% 

注：统计时间为 2008.1.1-2018.9.30，因数据库中作者姓名拼写形式多样以及可能

出现重名情况，数据可能会有误差，但不影响整体结果趋势，两个及以上通讯作

者的只计算第一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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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研究前沿分析 

下面 3 个图列出了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神经科学与行为

科学排名前十的研究前沿。 

图 2-6  临床医学学科排名前十的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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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排名前十的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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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学科排名前十的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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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未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潜力学科分析 

我校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两个学科四年来潜

力值不断上升。生物学与生物化学潜力值从 2015 年的 30.87%上升到

2018 年的 55.67%，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从 2015 年的 25.44%上升到

2018 年的 47.79%，见图 2-9。我校所有未进入 ESI 前 1%学科 ESI 阈

值、潜力值及年度对比见表 2-16。 

 

 

图 2-9 河北医科大学潜在进入 ESI 前 1%学科潜力值年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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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河北医科大学未进入 ESI 前 1%学科潜力值预测及年度对比 

ESI 学科 WOS 论文数 被引频次 ESI 阈值 2018 年潜力值 2017年潜力值 2016年潜力值 2015年潜力值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547 3503 6292 55.67% 47.44% 39.13% 30.87%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461 6394 13378 47.79% 43.26% 34.31% 25.44% 

化学 375 2468 7806 31.62% 28.12% 28.18% 28.86% 

社会科学概论 18 392 1415 27.70% 23.74% 19.65% 16.74% 

免疫学 119 1191 4950 24.06% 22.68% 19.83% 15.10% 

农业科学 34 238 2151 11.06% 14.07% 12.49% 9.48% 

环境/生态学 34 356 4057 8.77% 8.14% 11.24% 12.24% 

材料科学 31 402 5484 7.33% 6.45% 9.09% 8.72% 

植物学与动物学 20 194 2811 6.90% 6.61% 6.19% 7.75% 

精神病学/心理学 38 244 4027 6.06% 4.98% 5.34% 3.98% 

微生物学 43 270 5218 5.17% 4.01% 3.18% 2.63% 

工程学 8 86 2370 3.63% 3.03% 3.43% 2.40% 

数学 4 71 4199 1.69% 1.12% 0.39% 0.29% 

多学科 6 43 2589 1.66% 1.10% 0.30% 0.15% 

物理学 25 236 18902 1.25% 1.14% 1.17% 1.29% 

计算机科学 3 11 3069 0.36% 0.21% 0.19% — 

注：4 年统计数据均为 11 月更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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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河北省高校 ESI 学科分析 

3.1 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高校学科及国内、国际排名 

截止 2018 年 11 月 15 日 ESI 最新更新的数据，河北省高校共有 8

所院校累计 14 个 ESI 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 1%，我校和燕山大学、河

北工业大学各有 3 个学科进入 ESI 前 1%，其他高校有 1 个学科进入。

表 3-1 列出了河北省进入 ESI 前 1%的高校学科排名及排名百分位。 

从河北省高校进入 ESI 前 1%学科排名百分位来看，我校临床医

学在国际、国内排名中超过其他院校学科，位居全省第一，其次为燕

山大学的工程学、材料科学。其他进入的高校学科排名百分位较靠后。 

表 3-1  河北省进入 ESI 学科全球排名前 1%高校及国内、国际排名 

河北省高校 ESI 学科 
国内高

校排名 

国内高

校排名

百分位 

国内科

研机构

排名 

国内机

构排名

百分位 

国际机构

排名 

国际机

构排名

百分位 

河北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33/93 35.48% 39/119 32.77% 1377/4129 33.35% 

药理学与毒

理学 
47/49 95.92% 51/53 96.23% 787/846 93.03% 

神经科学与

行为科学 
28/28 100.00% 29/29 100.00% 822/829 99.16% 

燕山大学 

工程学 59/138 42.75% 61/149 40.94% 541/1396 38.75% 

材料科学 51/110 46.36% 54/116 46.55% 357/835 42.75% 

化学 125/134 93.28% 132/141 93.62% 1114/1209 92.14% 

河北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 85/110 77.27% 89/116 76.72% 620/835 74.25% 

化学 115/134 85.82% 121/141 85.82% 1068/1209 88.34% 

工程学 138/138 100.00% 149/149 100.00% 1388/1396 99.43% 

河北大学 化学 93/134 69.40% 96/141 68.09% 881/1209 72.87% 

河北农业大学 农业科学 37/51 72.55% 42/59 71.19% 621/803 77.33% 

华北理工大学 临床医学 80/93 86.02% 105/119 88.24% 3668/4129 88.84% 

河北师范大学 化学 120/134 89.55% 126/141 89.36% 1092/1209 90.32% 

河北科技大学 工程学 131/138 94.93% 142/149 95.30% 1360/1396 97.42% 

注：排名中 a/b 表示高校名次/机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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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高校学科文献计量分析 

对河北省进入 ESI 全球前 1%学科的论文数量、被引频次、高被

引论文、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3-2。表

中可以看出我校临床医学的论文数量与被引频次均超过省内其他高

校学科。高被引论文数燕山大学的 3 个学科超过我校，其他高校学科

的高被引论文数相对较少。从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来看，燕山大

学的化学和工程学，河北科技大学的工程学达到或超过了 1，即达到

或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我校及其他高校学科未达到 1。篇均被引上

我校相对偏低。因此我校论文的影响力仍然有待提高。 

表 3-2  河北省高校进入 ESI 全球前 1%学科文献计量表 

ESI 

学科 
高校 

WOS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 

高被引 

论文 

学科规范

化影响力 

临床医

学 

河北医科大学 2449 16747 6.84 8 0.79 

华北理工大学 441 2934 6.65 1 0.75 

基线 — 2381 — — — 

药理学

与毒理

学 

河北医科大学 498 3703 7.44 0 0.79 

基线 — 3361 — — — 

神经科

学与行

为科学 

河北医科大学 510 6325 12.40 3 0.94 

基线 — 6243 — — — 

化学 

河北大学 1666 12867 7.72 5 0.66 

河北工业大学 1155 9504 8.23 4 0.82 

河北师范大学 850 9154 10.77 5 0.8 

燕山大学 988 8893 9.00 15 1.14 

基线 — 7806 — — — 

工程学 

燕山大学 1600 8339 5.21 15 1 

河北科技大学 212 2461 11.61 5 1.27 

河北工业大学 508 2383 4.69 5 0.98 

基线 — 237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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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 

学科 
高校 

WOS 

论文数 
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 

高被引 

论文 

学科规范

化影响力 

材料科

学 

燕山大学 1980 14712 7.43 19 0.9 

河北工业大学 1038 7921 7.63 4 0.81 

基线 — 5484 — — — 

农业科

学 

河北农业大学 347 2915 8.40 3 0.94 

基线 — 2151 — — — 

3.3 未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高校学科潜力值预测 

利用 Incites 数据库河北省高校各 ESI 学科被引频次，并与 ESI

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 1%的机构 ESI 阈值进行比较，以发现河北省各

高校其余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 1%的潜力值，见表 3-3。河北师范大

学和河北农业大学的植物学与动物学潜力值超过了 100%，最有希望

进入 ESI 前 1%，因 ESI 与 InCites 数据收录范围及数据覆盖时间不完

全一致，被引频次有一些差距，所以潜力值超过了 100%但仍未进入

ESI 前 1%。此外，河北大学的材料科学、燕山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潜

力值超过了 80%，也有希望进入 ESI 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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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未进入 ESI 全球前 1%学科潜力值预测 

ESI 学科 燕山大学 河北医科 河北工业 河北大学 河北农业 河北师范 华北理工 河北科技 

农业科学 5.16% 11.06% 8.93% 48.58% 142.77% 10.93% 1.21% 37.19%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11.11% 55.67% 9.89% 23.79% 18.75% 18.01% 70.03% 13.13% 

化学 121.84% 31.62% 129.20% 173.60% 68.28% 121.01% 72.21% 67.36% 

临床医学 15.25% 725.66% 2.48% 49.85% 16.59% 13.90% 127.09% 6.97% 

计算机科学 86.58% 0.36% 13.23% 62.89% 4.14% 23.07% 9.74% 12.28% 

经济学与商业 0.12% 0.00% 1.16% 0.67% 0.02% 0.40% 0.00% 1.61% 

工程学 434.56% 3.63% 120.04% 78.90% 23.25% 42.45% 45.32% 116.41% 

环境/生态学 7.00% 8.77% 4.51% 20.43% 30.34% 9.69% 6.29% 5.89% 

地学 3.56% 0.00% 2.87% 2.02% 3.61% 15.60% 3.04% 0.42% 

免疫学 0.69% 24.06% 0.38% 2.44% 2.12% 2.22% 1.07% 0.55% 

材料科学 290.35% 7.33% 155.63% 92.09% 8.70% 48.29% 43.09% 37.00% 

数学 12.50% 1.69% 4.67% 16.67% 0.24% 22.51% 5.03% 12.17% 

微生物学 1.05% 5.17% 0.02% 5.81% 7.01% 6.27% 2.95% 0.11%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0.55% 47.79% 0.28% 6.91% 8.96% 14.05% 49.07% 0.45% 

多学科 1.70% 1.66% 0.04% 1.97% 0.04% 0.00% 2.09% 0.15% 

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 8.86% 104.57% 2.47% 5.85% 0.34% 4.20% 24.49% 1.95% 

药理学与毒理学 10.86% 113.92% 0.92% 36.66% 3.63% 12.97% 15.74% 11.96% 

物理学 41.78% 1.25% 28.20% 19.95% 0.66% 28.13% 2.60% 5.71% 

植物学与动物学 6.26% 6.90% 2.21% 39.24% 102.03% 102.13% 17.86% 3.34% 

精神病学/心理学 0.00% 6.06% 0.07% 0.67% 0.62% 1.66% 0.89% 0.00% 

社会科学/概论 1.77% 27.70% 0.85% 4.45% 1.70% 2.12% 6.08% 0.00% 

空间科学 0.10% 0.00% 0.00% 0.36% 0.01% 3.38% 0.00% 0.06% 

注：绿色背景为已进入 ESI 前 1%学科，黄色背景为潜在进入 ESI 前 1%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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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独立建制医科院校 ESI 学科分析及与我校对标分析 

4.1 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学科年度对比及排名百分位 

本报告选取 17 所独立建制医科院校进行 ESI 学科对比分析，表

4-1 列出了 17 所院校进入 ESI 前 1%学科排名百分位（2018 年）及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新进入的高校学科。表中可知，进入 ESI

全球前1%的学科涉及8个，17所院校的临床医学均进入了ESI前1%。 

横向来看，进入 ESI 前 1%学科数最多的为南京医科大学和首都

医科大学，均为 7 个；天津医科大学和南方医科大学近几年的学科发

展比较迅速，2015 年都只有 1 个学科进入 ESI 前 1%，目前有 5 个学

科进入。 

纵向来看，除临床医学外，进入 ESI 前 1%高校数最多的学科为

药理学与毒理学，17 所高校中有 11 所高校进入，其中有 5 所是 2016

年进入；其次是生物学与生物化学有 8 个高校进入，近 3 年每年都有

高校进入；免疫学、社会科学概论和化学进入前 1%的高校较少，有

2 个或 1 个。 

从学科排名百分位来看，17 所高校的临床医学排名均较靠前，

除新疆和山西医科大学之外，均进入了前 50%；首都医科大学的神经

科学与行为科学、药理学与毒理学以及南京医科大学的药理学与毒理

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排名较靠前，进入了前 50%；其他高校学科

排名未进入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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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7 所医科院校进入 ESI 全球前 1%学科年度对比及排名百分位 

医科 

院校 

ESI 学科

数（2015） 

ESI 学科

数（2016） 

ESI 学科

数（2017） 

ESI 学科

数（2018） 

临床 

医学  

药理学与

毒理学 

生物学与

生物化学 

神经科学与

行为科学 

分子生物学

与遗传学 
免疫学 

社会科

学概论 
化学 

南京* 5 5 7 7 9.81% 23.05% 51.66% 58.87% 49.08% 86.52% 93.18%   

首都* 4 5 6 7 8.04% 38.30% 68.64% 27.14% 80.34% 64.19% 96.94%   

天津* 1 2 5 5 13.47% 64.66% 70.55% 69.48% 80.21%      

中国* 4 4 4 5 13.95% 51.30% 74.67% 66.83% 100.00%       

南方* 1 3 4 5 14.02% 51.77% 72.26% 82.99% 87.07%      

哈尔滨* 2 3 4 4 14.58% 53.31% 58.49%   78.50%     

重庆* 1 2 3 4 16.78% 66.31% 95.08%  84.68%       

温州* 1 3 3 4 21.12% 56.15% 89.95%        88.25% 

安徽* 2 2 2 3 23.69% 62.29%    97.76%       

河北* 1 1 1 3 33.35% 93.03%   99.16%       

大连* 1 2 2 2 33.71% 65.48%            

广州* 1 1 1 1 24.00%             

广西* 1 1 1 1 27.27%             

福建* 1 1 1 1 31.48%             

广东* 1 1 1 1 48.99%             

新疆* 1 1 1 1 50.33%             

山西* 1 1 1 1 56.91%             

注：*代表“医科大学”；4 年统计数据均为 11 月更新的数据；蓝色背景为 2018 年新增全球排名前 1%ESI 学科，黄色背景为

2017 年新增全球排名前 1%ESI 学科；绿色背景为 2016 年新增全球排名前 1%ESI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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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未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高校学科潜力值预测 

利用 Incites 数据库 17 所高校各 ESI 学科被引频次，并与 ESI 学

科进入全球排名前 1%的机构 ESI 阈值进行比较，以发现 17 所高校其

余学科进入全球排名前 1%的潜力值，见表 4-2。表中可知潜力值超

过 90%的有 6 个高校学科，见表中黄色背景标示。因 ESI 与 InCites

数据收录范围及数据覆盖时间不完全一致，被引频次有一些差距，所

以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超过了被引频次阈值即潜

力值超过了 100%但仍未进入 ESI 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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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17 所医科院校未进入 ESI 全球前 1%学科潜力值预测 

医科 

院校 

药理学

与毒理

学 

生物学

与生物

化学 

神经科

学与行

为科学 

分子生

物学与

遗传学 

免疫学 
社会科

学概论 
化学 

精神病

学/心理

学 

材料 

科学 

微生物

学 

农业 

科学 

首都* √ √ √ √ √ √ 74.19% 80.18% 67.30% 49.10% 42.26% 

南京* √ √ √ √ √ √ 87.75% 33.20% 65.94% 35.30% 24.97% 

中国* √ √ √ √ 81.74% 89.33% 27.90% 23.17% 35.14% 27.79% 18.22% 

天津* √ √ √ √ 78.73% 72.01% 84.93% 9.68% 91.68% 9.89% 19.85% 

南方* √ √ √ √ 72.32% 31.80% 73.25% 8.24% 55.58% 57.57% 41.14% 

重庆* √ √ √ 75.96% 97.45% 55.41% 60.52% 20.64% 49.00% 31.28% 15.90% 

哈尔滨* √ √ 101.94% √ 54.18% 55.05% 50.36% 16.24% 43.62% 23.69% 53.74% 

温州* √ √ 85.25% 94.40% 52.61% 10.88% √ 14.38% 62.96% 25.30% 31.52% 

安徽* √ 93.52% 66.36% √ 81.19% 63.82% 26.13% 21.41% 31.15% 24.82% 18.55% 

河北* √ 55.67% √ 47.79% 24.06% 27.70% 31.62% 6.06% 7.33% 5.17% 11.06% 

大连* √ 70.23% 51.08% 55.68% 12.22% 10.95% 45.58% 13.19% 22.52% 6.32% 23.25% 

广州* 99.17% 73.74% 70.78% 73.42% 63.41% 15.83% 20.09% 22.60% 8.90% 28.48% 15.85% 

广西* 84.65% 53.70% 40.51% 40.12% 23.37% 23.32% 14.77% 15.79% 8.13% 10.83% 5.67% 

广东* 72.69% 40.21% 21.90% 39.77% 25.21% 1.91% 39.71% 1.84% 23.40% 8.37% 8.09% 

福建* 57.48% 39.26% 49.14% 34.24% 24.85% 20.49% 62.39% 2.43% 14.99% 7.42% 3.81% 

山西* 44.69% 30.85% 41.20% 14.50% 13.37% 22.61% 21.96% 15.37% 8.52% 5.16% 3.02% 

新疆* 34.51% 17.91% 6.28% 16.18% 10.36% 5.58% 7.02% 2.93% 1.91% 6.57% 0.84% 

注：*代表“医科大学”，“√”为已进入 ESI 前 1%的高校学科，黄色背景为潜力值≥90%的高校学科，绿色背景为 80%≤潜力值<90%的高校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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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我校与独立建制医科院校 ESI 前 1%学科对标分析 

17 所医科院校的临床医学均进入了 ESI 全球前 1%，图 4-1 为 17

所医科院校临床医学的论文数量、被引频次、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

力的对比分析，图中横轴为论文数量，纵轴为被引频次，圆点的半径

表示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横向虚线为 17 所院校被引频次均值，

纵向虚线为 17 所院校论文数均值。 

图中可以看出，我校在 17 所院校中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学科

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即点的大小与其他院校相比较低。我校与广西医

科大学、福建医科大学差距较小，有待赶超。因此，我校应继续加大

对临床医学的投入和支持，提高科研产出的数量与质量。 

 
图 4-1  17 所医科院校临床医学学科对比 

注：图中中国医科大学被南方医科大学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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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为 17 所医科院校药理学与毒理学对比分析结果，结合表

4-1，第一象限的高校以及天津医科大学和我校共 11 所高校进入了

ESI 前 1%。图中可知我校在论文数量与被引频次上超过了未进入 ESI

前 1%的高校，但与其他进入 ESI 前 1%的高校还有一些差距，且学

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在 17 所高校中较低。因此，我校应继续提升

药理学与毒理学科研产出的数量与质量。 

图 4-2  17 所医科院校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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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为 17 所医科院校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对比分析结果，结

合表 4-1，第一象限的高校共 6 所已进入 ESI 前 1%，其中天津医科

大学、南方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 3 所高校 2017 年进入了 ESI 前

1%。第三象限的高校只有我校刚刚进入了 ESI 前 1%。在学科规范化

的引文影响力即圆点大小上我校仅次于天津医科大学和南京医科大

学，位于第 3 位；在被引频次上我校与南方医科大学和重庆医科大学

差距不大；在论文数量上与其他进入 ESI 前 1%的高校还有一些差距。

因此，我校在稳定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科研产出质量的前提下，应重

点提升科研产出的数量。 

 
图 4-3  17 所医科院校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学科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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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SI 学科报告旨在帮助学校了解我校 ESI 学科发展情况，进而为

我校 ESI 学科的发展提供努力方向，为制定有效措施提供数据支持。

ESI 学科报告更偏重于我校国际学术影响力评价，而学科建设还包括

国内影响，另外学术、科研、教学都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 ESI 系列指标的计算并不基于某机构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的发文数据，也就是 ESI 各项指标不区分作者在文章中的排

名。ESI 与 Incites 数据库存在数据更新的时间差，数据覆盖时间范围

也有一些差距；在被引频次上，ESI 仅表示对 SCI 和 SSCI 两个数据

库的引用情况，Incites 数据库是对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七个数据

库的引用情况；因此 ESI 数据与 Incites 数据略有差异，但不影响分

析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分类标准不一样，ESI 学科分类与教育部学

科分类体系并不完全匹配一致。ESI 学科更加注重以期刊主要的研究

方向和后续引用的研究方向作为分类依据。比如教育部学科药理学科

研人员所发文章并不一定属于 ESI 学科药理学与毒理学。 

附表：与我校专业相关 ESI 学科对应期刊列表（含影响因子） 

此期刊列表来源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更新的数据，每 2 个月更

新一次。每种期刊只属于 22 个类别中的一种，期刊为 SCI 或 SSCI

收录的期刊，会随收录情况有所变动；绝大多数期刊所属类别不会变

动，个别会有调整。对于综合性期刊，会按照论文类别将论文归入相

应学科。因本报告篇幅所限，期刊列表不在此一一列出，详情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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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馆 主 页 ESI 学 科 对 应 期 刊 列 表 链 接 ， 网 址 ：

http://202.206.53.126/webs/list/notice/76.html。 

临床医学（1930 种） 

药理学与毒理学（272 种） 

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330 种）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431 种）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302 种） 

化学（530 种） 

社会科学概论（1986 种） 

免疫学（166 种） 

微生物学（126 种） 

精神病学/心理学（633 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