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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华烧伤杂志}2003--2005年载文类型(篇，％) 

2．1．2 基本信息 该刊 3年来共载文 741篇 ，载 

文量和基金论文数呈逐年增加趋势。论文发表时滞 

逐年缩短。3年 内篇密度 (当年载 文量 ÷当年总 页 

数)基本保持稳定，平均为 0．59。基金论文约占论 

文总数的19．7％。各年载文基本信息见表 2。 

2．1．3 著者及著者单位情况 (1)该刊 2o03— 

2005年载文合著情况见表 3。总的来说，3～5人合 

著的论文均超过论文总数的 15．0％，合作度和合著 

率平均为3．94人和 87．9％。(2)全部论文中有 1 

篇为美籍著者撰写，其余著者来 自全国31个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论文发表数在前 l0名的地区及论 

文发表数≥l0篇的单位情况详见表4。 

2．2 引文情况 

2．2．1 基本信息 该刊 2003--2005年引文总条 

数 3961条。3年来引文率逐年上升，总引文率为 

78．7％，篇均引文 5．3条。引文以外文为主，占引文 

总条数的54．6％ ，90．6％的引文来源于期刊 ，这 2项 

指标 3年来变化不大。见表5。 

2．2．2 时间分布 (1)引用的中文文献中，近 5 

年发表 的文 献被 引 用 比例 逐 年上 升，分 别 为 

67．7％ 、73．8％ 、74．0％ ，平均为 72．3％。当年文献 

平均被引用比例最低，为 5．6％。发表时间超过 l0 

年的文献被引用比例平均为7．2％。各年中文引文 

的发表时间分布见表 6。(2)引用外文文献语种以 

表 2 《中华烧伤杂志}2003--2005年载文基本信息 

表 4 《中华烧伤杂志}2003--2005年论文发表数排名前 l0位地区及≥l0篇的单位情况 

注：论文总数为741篇；“一”表示未统计；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军烧伤研究所 2003--2005年发表论文数为76篇，占论文总数百分比为 

10．3％；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瑞金医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江西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现为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解放军第 

三。四医院现为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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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为主(共 2158条)，其中近5年发表的文献被引 

用 比例逐年统计 ，分别为 59．5％ 、58．3％ 、61．5％ ，平 

均为 59．9％。当年 文献被 引用 比例最 低 ，平均 为 

1．9％。发表时间超过 10年的文献被引用 比例平均 

为 13．3％。各年英文引文的发表时间分布见表 7。 

(3)3年合计(不包括 3条非英文的外文文献)，近 5 

年发表的英文文献引用比例低于中文文献。该刊文 

献普莱斯指数 为 65．6％(2595／3958)，当年文献被 

引用比例为3．6％(142／3958)，发表时间超过 10年 

的文献被引用比例为 10．5％(417／3958)。 

3 讨 论 

科技期刊“论著”学术性较强，是对高质量科研 

成果的总结。2003--2005年《中华烧伤杂志》刊载 

的“论著”和“论著摘要”的总和占论文总数的比例 

较高，约 40．0％，说明该刊十分重视对高质量的临 

床和基础医学研究成果的报道。“快速通道”是该 

刊对科技前沿信息的敏锐捕捉，为烧伤医学的最新 

进展及时与读者见面提供了便利。另外，该刊丰富 

的栏 目内容促进了各层次医务工作者对烧伤及交叉 

学科技术创新、学术动态和研讨信息的交流，还为读 

者、作者进行学术探讨与争鸣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篇密度指刊物每页平均所能刊登的论文数。篇 

密度大，说明刊物的信息量大，但文章篇幅相应缩 

短，论述的深度相对下降。该刊篇密度 3年来基本 

保持在0．60左右。载文量是直接反映期刊信息输 

出量与期刊编辑容量的指标 。该刊年载文量和每 

期平均载文量逐年增加 ，3年来每期平均 载文量为 

41篇，高于《中国糖尿病杂志》的28篇 、《营养学 

报》的 18篇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的 34篇 ]、 

《中华神经科杂志》的36篇 和《中华眼底病杂志》 

的33篇  ̈。说明该刊传递的相关信息量大，稿源丰 

富。也说明《中华烧伤杂志》办刊成熟、稿源稳定， 

是烧伤医学专业中有重要影响的杂志。 

发表时滞是指编辑部收到稿件到论文发表的这 

段时间。当代科技文献的发表时滞如果长达 1．5～ 

2．0年，其情报价值将丧失 30．0％ 。本次统计结 

果表明，《中华烧伤杂志》的平均发表时滞略高于国 

外一般连续出版物 和我 国科技论文的平均时滞 ， 

这可能与该刊的来稿量太多有关 ，而且该刊创刊不 

久，运作经验尚需积累。但该刊编辑部已意识到上 

述问题 ，并采取一些措施予以改进 ，论文发表时滞 已 

逐年缩短 ，至 2005年已达到年 内刊出的标准。除建 

立“快速通道”外，建议该刊再采取其他办法尽快缩 

短发表时滞，以便将国内外烧伤领域的最新信息更 

迅捷地传递给读者。 

基金项 目有严格 的评审程序 ，有 基金 资助的论 

文一般来说学术价值和水平较高，因此载文中基金 

项 目论文所占比例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期刊的学术 

水平。《中华烧伤杂志》3年来获基金项目资助的论 

文数较多 ，平均 达到 19．7％ ，说 明该刊是把我 国烧 

伤及相关领域的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级研究课题的 

最新研究成果传递给读者的重要媒介，同时该刊的 

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在稳步上升 。 

《中华烧伤杂志》载文著者来源广泛，除 1篇来 

表 5 《中华烧伤杂志)2003--2005年引文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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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外 ，覆 盖 了国内 31个 省 、自治 区和直辖市。 

论文创作能力以重庆、北京、上海 和浙江最强 ，其次 

为广东、山东、陕西、辽宁、江苏、湖南，说明烧伤科研 

体系是以重庆 、北京 、上海 和浙江为核心 ，向全国辐 

射。大部分论文的著者集中于经济、科技和文化教 

育事业发达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新疆、青海、甘肃、 

西藏和内蒙古等地区论文数较少，说明上述地区的 

烧伤医学科研力量比较薄弱。建议加强发达地 区与 

相对落后地 区的人才与信息交流 ，尽快 提高各地区 

烧伤医学的诊治和科研水平。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 

院3年发文96篇，在发文单位中排第 1位，占论文 

总数的 12．9％，显示出该单位在我 国烧伤医学领域 

的科研带头作用及雄厚的科研力量和人才优势。需 

要注意的是国外学者来稿较少，因此 ，有必要广泛征 

集国外学者的优秀论文，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提高该 

刊的国际影响力。 

合作度是考察论文合作研究程度及科研协作趋 

势的指标 ，即完成 1篇论文所 需著者人数。合作度 

越高，科研协作越紧密。该刊3年来，合作度平均为 

3．94人，高于《中国糖尿病杂志》的 3．70人 ，与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的4．18人 、《中华神经科杂 

志》的 4．19人 、《中华肝胆外科杂 志》的 4．21 

人 和《中华肝脏病杂志》的4．22人 。。相接近 。 

《中华烧伤杂志》的合著率平均为 87．9％，高于 1995 

年我 国科技期刊论文合著率的 75．2％及 国外科技 

期刊论文合著率的80．0％⋯ ，说明合作研究是烧伤 

医学科研的主要 方式 。该 刊载文 中 3～5人合著的 

文章 比例均超过 15％ ，提示完成烧伤研究 的最佳组 

合为 3～5人。 

该刊 3年共有第一著者 554人(发表 1篇的425 

人 、发表 2篇的92人)，其中发表 3篇以上的著者 37 

人(发表 3篇 23人 、4篇 11人、5篇 4人)，该 37人 

共发文 133篇 ，占总发文量的 17．9％ ，论文数未达到 

50．0％，说明该刊高产作者群尚未形成。建议采取 

积极有效的措施引进优质稿件 ，加大特约稿分量，尽 

快形成高产作者群。 

引文分析能反映论文著者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掌 

握情况、利用能力及 阅读倾 向，是评价专业期刊质量 

的重要方法。《中华烧伤杂志》总引文率为 78．7％， 

高于《中华神经科杂志》的65．3％ ；篇均引文数 

5．3条 ，略低 于 中文科学 论文 引文量 的 8．8条  ̈。 

篇均引文数虽然受多种 因素 的影响 ，但较低 的篇 均 

引文数从另一侧面表明我国烧伤医学研究人员对文 

献情报的吸收和利用能力还有待提高，编辑部应采 

取措施加强作者的引文意识。 

期刊中引用近 5年文献 的条数 占引文 总条数的 

比例称作 普莱 斯指 数 ，用 于评价 期 刊论 文 的新颖 

性⋯。《中华烧伤杂志》的普莱斯指数较高，达到了 

65．6％ ，说 明该刊论文引用文献 的速度较快 ，能够及 

时地把国内外烧伤专业的科研成果和临床诊治技术 

应用到 自己的工作中并介绍给读者。该刊引文中外 

文文献 占 54．6％，说 明该 刊作 者的外 文水 平较高 ， 

获取外文文献的途径较多 ，能够及时地了解 、掌握和 

利用国外的最新信息。但其 中 99．9％为英 文文献 ， 

语种略显单一。 

笔者通过对《中华烧伤杂志》2003--2005年载 

文 、引文和著者情况的统计分析，从文献计量学的角 

度证实该刊栏 目丰富、重视对高质量科 研成果的报 

道 、有高水平的著者群体 ，能够将 国内外最新的科研 

和临床信息传递给烧伤研究领域的工作者，近几年 

来稿件质量、编辑水平和学术水平呈稳步升高趋势， 

对我国烧伤医学 的发展和建设起着 积极 、巨大的推 

动作用。《中华烧伤杂志》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是一本高质量的学术期刊。建议该刊今后进一步加 

强国际合作 ，尽快形成高产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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