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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考察儿科类期刊栏目设置与论文被引频次、下载
频次之间的关系，对６种有较大影响的儿科类杂志，采用中国
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下载与引证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各
刊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５年发表被引／下载 Ｔｏｐ１０的论文的栏目不尽
相同，各刊均有自己的特色。提示为了提高期刊的综合影响

力，应考虑各刊的实际情况，发表能体现各刊特色、理论性和实

用性均较强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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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是学术期刊评价最重要的文献计量学指

标之一，被引频次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影响因子的大小，

它们之间的关系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论文的下载率

对期刊学术质量的评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关被

引频次与下载频次之间的关系问题各刊报道不一。如

刘筱梅等［１］认为期刊的下载行为和引用行为之间呈

正相关关系，而赵大良［２］研究发现《西安交通大学学

报》等４种期刊的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之间则呈明显

的负相关，此外，丁佐奇等［３］研究发现《中国天然药

物》和《中国药科大学学报》中单篇论文的被引频次与

下载频次之间的相关性很差，用先期的下载次数对后

期的被引次数进行预测行不通［３］。由此可见，下载频

次与被引频次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目前有关儿科类期刊所发表论文的栏目设置与被

引频次和下载频次之间的关系尚未见报道。

１　资料与方法

　　为了提高期刊的影响力，笔者选取在业内有较大
影响的《中华儿科杂志》《中国实用儿科杂志》《临床儿

科杂志》《实用儿科临床杂志》《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等６种期刊，利用中国知网（网
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访问学术文献总库，分别对
其于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５年所发表的被引Ｔｏｐ１０论文和下
载Ｔｏｐ１０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比较各刊栏目设置与论
文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之间的关系，为今后更好地办

好期刊提供参考依据。

２　结果

２．１　６种期刊２００１年发表被引／下载Ｔｏｐ１０论文类型分
析　６种儿科类期刊２００１年发表在《中华儿科杂志》和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的论文被引频次均明显高于其他各

刊。为了分析其原因，笔者对６种期刊２００１年发表被引／
下载Ｔｏｐ１０论文的类型进行了统计（见表１）。

由表１可见，各刊论文类型不尽相同：《中华儿科
杂志》被引论文与下载论文均居 Ｔｏｐ１０的有《诊断标
准》《治疗方案》《抗生素使用指南》《评分法》《论著》

《综述》等栏目，下载频次 Ｔｏｐ１０的论文中除以上共有
的几种栏目外，还有综述类栏目；《中国实用儿科杂

志》中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均高的论文栏目有《专题》

《讲座》《干预方案》等，而高被引频次论文类型还有

《论著》，高下载频次论文除以上共有的栏目外，还有

《抗生素使用指南》；《临床儿科杂志》被引和下载频次

均高的栏目有《综述》《述评》《论著》，高下载频次论

文除以上共有栏目外还有《专家笔谈》；《实用儿科临

床杂志》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均高的论文栏目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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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和《论著》栏目，而高下载频次论文中除《专

题》和《论著》外，还有《综述》；《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均高的论文栏目为《论著》，高被

引论文中还有《短篇报道》，高下载论文中除了《论著》

以外，还有《讲座》和《综述》栏目；《中国当代儿科杂

志》被引频次和下载频次均高的论文栏目主要为《讲

座》和《论著》栏目，下载频次高的论文栏目还

有《综述》。

表１　６种期刊２００１年发表被引／下载Ｔｏｐ１０论文类型比较

排名
中华儿科杂志

被引 下载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被引 下载

临床儿科杂志

被引 下载

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被引 下载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被引 下载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被引 下载

１ 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 论著 讲座 综述 综述 专题 论著 论著 讲座 讲座 论著

２ 治疗方案 治疗方案 专题 讲座 述评 综述 专题 专题 论著 综述 论著 综述

３ 论著 抗生素使用指南 专题 讲座 综述 综述 专题 专题 论著 论著 论著 综述

４ 抗生素使用指南 综述 讲座 专题 论著 专家笔谈 专题 专题 论著 论著 论著 讲座

５ 论著 论著 讲座 干预方案 论著 论著 专题 专题 论著 论著 论著 论著

６ 评分法 论著 专题 专题 论著 论著 论著 论著 论著 论著 论著 论著

７ 论著 论著 专题 专题 述评 论著 论著 论著 综述 论著 论著 论著

８ 论著 评分法 干预方案 抗生素使用指南 论著 论著 论著 论著 短篇报道 论著 论著 论著

９ 论著 综述 专题 专题 论著 述评 论著 综述 论著 论著 论著 论著

１０ 论著 论著 专题 专题 论著 论著 论著 专题 论著 论著 论著 讲座

２．２　６种期刊２００５年发表被引／下载 Ｔｏｐ１０论文类
型分析　６种期刊２００５年发表被引／下载 Ｔｏｐ１０论文
类型详见表２。

由表２可见，２００５年《中华儿科杂志》被引与下载
频次均高的栏目有《论著》《诊断标准》《综述》，高下载

频次的还有《诊断／定义／分型》栏目；《中国实用儿科杂
志》中高被引论文和高下载论文中以《专题》《论著》《综

述》为主；《临床儿科杂志》有《综述》《论著》《专家笔

谈》《专题》；《实用儿科临床杂志》有《专家论坛》《综

述》《专题》；《中华小儿外科杂志》高被引频次论文以

《论著》为主，高下载频次论文有《论著》《综述》《专题》

等；《中国当代儿科杂志》被引和下载频次均高的论文有

《诊断标准》《论著》《综述》等栏目，高下载频次论文中

除以上共有的栏目外，还有《专题》和《指南》等栏目。

表２　６种期刊２００５年发表被引／下载Ｔｏｐ１０论文类型比较

排名
中华儿科杂志

被引 下载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被引 下载

临床儿科杂志

被引 下载

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被引 下载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被引 下载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被引 下载

１ 论著 诊断标准 论著 综述 论著 综述 专家论坛 综述 论著 综述 诊断标准 讲座

２ 诊断标准 论著 综述 专题 论著 论著 专题 综述 论著 论著 论著 论著

３ 诊断／定义／分型 综述 论著 专题 专题 专家笔谈 论著 论著 论著 论著 论著 诊断标准

４ 论著 诊断／定义／分型 专题 专题 专家笔谈 综述 综述 综述 论著 专题 论著 讲座

５ 综述 定义 专题 综述 论著 综述 论著 专家论坛 论著 综述 论著 讲座

６ 论著 综述 论著 论著 专家笔谈 综述 专题 综述 论著 专题 综述 综述

７ 综述 综述 论著 综述 论著 综述 专题 专题 论著 论著 论著 论著

８ 论著 综述 论著 综述 专家笔谈 专题 论著 综述 论著 论著 论著 专题

９ 定义 综述 专题 专题 论著 综述 论著 专题 论著 论著 论著 综述

１０ 论著 综述 论著 综述 论著 综述 论著 综述 论著 论著 论著 指南

３　讨论

　　影响因子是衡量期刊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栏目是构成期刊的骨架，是联系作者的桥梁，是吸引读

者的窗口。期刊的影响因子和栏目设置互为因果关

系。有特色的栏目，一般都是由高质量的论文组成的，

会吸引读者每期固定去翻阅，这势必会增加该栏目论文

的被引频次，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同时，读者在投稿

时也会优选影响因子高的期刊。这种比较稳固的作者

和读者群必将形成“精品栏目”和高影响因子的良性循

环，提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带动期刊的整体发展。

期刊被引频次的多少可以直接地反映出期刊所发

表论文被引用的情况，长期以来一直作为期刊学术质

量和学术影响力评价的一项重要指标。随着网络技术

的迅速发展，论文通过网络传媒的传播，论文下载率对

期刊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效果。一般来说，论

文下载率越高，说明读者对论文的兴趣越高，该类论文

越有可能被引用［５］。在以往没有网络传媒时，通过纸

质版的传播，其速度、广度和深度都不及网络的影响力

大。随着论文下载率的不断升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也有所提高。

３．１　高被引与高下载频次的论文类型　６种期刊在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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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类期刊中影响因子一直名列前茅，而且《中华儿

科杂志》的影响因子又远高于其他各刊。通过研究发

现，这与各刊所设置的栏目有关：《中华儿科杂志》高

被引与高下载论文中除一般期刊所具有的《论著》和

《综述》栏目之外，还有《诊断标准》《治疗方案》《抗生

素使用指南》《评分法》《定义》等。这些栏目的理论性

和实用性均很强，所以被引用和下载的概率也就大，特

别是２００１年发表的《诊断标准》栏目中的论文，其被
引频次达到７４５次，２００５年发表的《诊断标准》中的论
文，其被引频次有２９４次，这些数据均远远高于一般论
文。这一现象同样也提示了期刊的被引频次不一定能

真实地反映出期刊论文的水平。《中华儿科杂志》中

《诊断标准》《治疗方案》《抗生素使用指南》《评分法》

《定义》等栏目对期刊本身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论文

的作用；因此，在具体评定期刊的学术水平时，应该作

具体分析，而对某一篇论文学术水平的评价，更不能只

根据期刊的影响因子来判定，而应根据该论文本身的

被引频次以及其下载频次来评定。

比较分析各刊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５年栏目设置情况，
发现《中国实用儿科杂志》等其他５种期刊中被引频
次和下载频次均高的有《专题》《论著》《综述》等共有

栏目，其中各刊又有自己的特色，如《中国实用儿科杂

志》有《干预方案》和《抗生素使用指南》等栏目，《临

床儿科杂志》有《专家笔谈》，《实用儿科临床杂志》有

《专家论坛》，《中华小儿外科杂志》有《短篇报道》，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有《诊断标准》和《指南》等栏

目。由此可见，各刊除了应设置一般的具有高影响力

的栏目外，还需要根据自己的特色，发挥自己的特长，

设置符合本刊特色的一些栏目，这样，有助于进一步提

高期刊的综合影响力，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３．２　论文的被引频次与下载频次之间的关系　《中
华儿科杂志》中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案》《抗生素使

用指南》《评分法》等栏目，以及《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等其他各刊中的《专题》《论著》《综述》既被高引用又

被高下载，引用频次与下载频次之间的相关性很好，对

期刊的影响力很强，这些论文的理论性和实用性均较

强。一般来说，如果仅为理论性强的论文，如大部分期

刊中的《论著》，被引用的可能性较大，而实用性强的

论文如《综述》被下载的可能性较大［５６］。

《综述》所包含的信息量大，而且多报道的是最新

进展，对某一方面的研究报道得比较全面，有利于科研

人员阅读，了解目前该领域最前沿的内容，从而获取大

量有用的信息，对于科研人员非常适用，特别是一些研

究生，他们在做科研之前必须阅读大量的综述，从中提

取对自己科研有用的信息，进一步进行科研设计；但这

个过程并没有“论文”这一成果，因此不具备引用的条

件。而在研究结果出来，准备写论文时，其参考的多为

自己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具体的论文即《论著》栏目中

的文章，这时才会有具体的引用；因此，《论著》和《综

述》在被引和下载之间有一定的差异，这与丁佐奇报

道的论著被引用的概率大，综述被下载的频率高有一

致之处［３］。不过，这也不是千篇一律的，《中华小儿外

科杂志》中的《短篇报道》栏目被引频次很高，“短篇报

道”属于实用性较强而理论性较弱的文章，一般情况

下短篇报道被引频次偏低，但此处恰好相反，究其原

因，可能与短篇报道所涉及的病例的典型性及罕见性

有关；因此，为提高期刊的影响力，首先应考虑设置一

些理论性和实用性均很强的栏目，优化期刊的栏目设

置，其次应考虑设置一些典型性与实用性较强的栏目，

再考虑刊登不同水平层次的论文，注重创新性的同时，

注重实用性，从而增强刊物的可读性，扩大读者群。这

样才能提高期刊的被引频次和下载率。

目前科技期刊的栏目设置普遍存在分类简单、专

业性强、与读者互动性较少的现象。通过对６种儿科
类核心期刊的对比研究，我们认为，要提高期刊的综合

影响力，应该从栏目设置开始，积极设置专题性、特色

强的栏目，理论性和实用性均较强的栏目。这有助于

期刊影响力的提高，以栏目建设来提高期刊的被引频

次、下载率和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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