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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收录《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

文献信息分析

朱亚萍
’

唐 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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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祖鸣
`
张 莉

`
吴雪乔

`
周 浩

’
王 淑文

`

M e
d li

n e
数据库是 M

e
d l

a r s
系统中最大和 使用

频率最高的数据库
,

该库包含了美国 《 医学索 引》

( I n d e x
M

e
d i

e u S )
、

(( 国 际 护 理索引 )) (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N u r s in g I
n d e x )

、

《牙科文献索引》 ( In d
e x t o D

e n t a
l

iL et ar ut er )三大检索工具刊的内容
,

收录了世界 7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出版的大约 3 4 00 余种生物医学期

刊的文献
,

占 M de l
a r s
系统总题录量的 50 %以上 l[]

,

是世 界上 医学领域最早的联机检索数据库川
。

至

1 9 8 8 年以来
,

所录期刊每年均由美国国立 医学图书

馆召集国际上著名的 医学 及情报学专家组成
“

文献

选择技术评审小组
’ ,

进行引证评价和调整 3[]
,

所收录

论文代表着当今世界各医学领域的最新动态及研究

成果
。

医学论文能否被 M ed h ne 收录及收录文献量

的多少
,

现 已成为衡量其学术水平及其影响度的重

要指标
。

同时亦可从侧面反映出所载论文的期刊在

世界上所具有的影响与地位
。

为探讨我国流行病学

论文在国际上 具有的影响
。

现以在我国被引频次最

高的医学期刊中排名第 16 位 (不包括药学 )的《 中华

流行病学杂志 》 ( 下称该刊 )为检索对象闭
,

对其被

M ed iln
e
数据库收录的所有文献进行检索

,

并以此

为样本数据源
,

进行量化分析和评价
。

一
、

对象与方法
:

1
.

检索对象
:

目前
,

M ed h
n e

数据库收录我国出

版的 42 种刊物 (含 台湾 ) 川
,

仅 占收录期 刊源的

1
.

2 4%
。

作者利用 S il
v e r

P la t t e r

公司研制的 M e
d

-

l i
n e
只读光盘 ( C D

一

R O M )数据库 (以下简称 M
e
d li

n e

数据库
,

该库期刊供应年代从 1 9 6 6 年至今2[] )
,

检索

M
e id in

e
数据库收录该刊论文情况

。

2
.

检索与统计方法
:

采用机检与手检相结合的

方法
,

首先检索该刊从 1 9 8 3 年第 4 期开始被 M ed
-

iln
e
数据库收录至 今的每篇文献 ( 至检索时 M e

d h ne

数据库收录该刊的最新文献为 1 9 9 6年 3 期 )
。

然后

用手工 逐篇核对原文
,

分类统计有关文献信息指标
,

输入 5 86 微机汇总分析
。

二
、

结果
:

1
.

M ed iln
e

数据库收录该刊论文量分布
:

经机

器检索出 M ed li ne 数据库收录该刊 1 9 8 3 年第 4期

至 1 9 9 6 年第 3 期文献共计 1 136 篇
。

14 年来
,

该刊

被 M de h ne 数据库收录的论文数占实际发文量的

4 4
.

2 6环 (表 l )
。

表 1 M
e
dl ine 数据库收录该刊论文量分布

该刊出版年代
该刊实际
发文数 ( N

安徽医科大学图书馆 合肥 2 3。。 32

四 川省南 充市顺庆区卫 生防疫站

1 9 8 3 ( 4 ~ 6 期 ) 5 3 1 14 46
.

49

1 9 8 4 1 0 4 2 19 47
.

49

1 9 8 5 1 0 4 2 3 1 45
.

02

1 9 8 6 9 5 2 2 0 43
.

18

1 9 8 7 9 6 1 9 5 49
.

23

1 9 88 80 1 7 9 44
.

69

1 9 8 9 82 1 9 3 42
.

48

1 9 90 8 3 1 9 8 4 1
.

92

1 9 9 1 8 1 1 7 6 46
.

02

1 9 9 2 8 2 2 0 9 39
.

23

1 9 9 3 77 1 8 5 4 1
.

62

1 9 94 8 6 1 6 9 50
.

89

1 9 95 75 1 9 1 39
.

26

1 9 9 6 ( l ~ 3 期 ) 3 8 8 3 45
.

78

合宝十 1 13 6 2 5 6 2 4 4
.

26

2
.

M de iln
e
数据库收录该刊论文作者所在系统

分布
:

对被 M e
d li

n e

数据库收录的 1 1 3 6 篇论文
,

分

别逐篇对其第一作者按系统统计排序
。

结果 显示
,

论

文作者来源于 6 大系统 (表 2 )
。

表 2 M ed il n e

数据库收录该刊论文作者

所在系统分布

收录 占总收录
位次 作者系统分布 论文 文献量的

篇数 百分比

1 各省市自治区所属卫生系统 501 4 4
.

10

2 高等院校系统 295 2 5
.

9 7

3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系统 16 1 14
.

17

4 部队系统 (含军医大学附院 ) 10 0 8
.

80

5 各部委所属系统 58 5
.

H

6 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 21 1
.

85

合计 1 13 6 1 0 0
.

00

3
.

M e
d l i

n e
数据库收录 论文量前 1 0 位机构分

布
:

该刊被 M ed il n e
数据库所收 录的 1 ] 36 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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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经统计显示
,

其论文收录量排序前 10 位的机构

共有 14 家 (表 3 )
,

14 家论文收录量占总收录量的

3 0
.

6 3 %
。

表 3 M ed h ne 数据库收录该刊论文量

前 10 位机构分布

表 5 M ed h n e

数据库收录该刊论文作者地区分布

被收录
位次 机构名称 论文

篇数

占收录
总数
(% )

中国预防 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
物学研究所

北京医科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上海医科大学

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学流行病学
研 究所

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同济医科大学

南京铁道医学院

第四军医大学

山东医科大学

山西医科大学

北京市卫生防疫站

山东省卫生防疫站

福建省卫生防疫站

12
.

5 0

2 3

2 1

2 0

l 9

2
.

0 2

1
.

8 5

1
.

7 6

位位次 警暮鉴柔柔卜
次 :暮髻霎霎卜

次

”暮薰霎霎
相相〕戈又又又又

lll 北京 3 3 555

}
“ 四 ,“ 3 ,,

}
2“ 湖南 ` 555

222 江苏 7 444

}
` 2 河 J匕 “ 000

】“
` 贵少” ` 333

333 广东 6 444
}
` 3 山西 2 999

{
“ 2 甘肃 ` 222

444 山东 5 999 …` 4 陕西 2 777

}
“ 2 新疆 ` 222

555 浙江 5 666

{
“ 四贾

2 ,, 】“ 3 重庆 ’ `̀

666 湖北 4 999 }
` 5 石帝 “ 555

1
24 内蒙古 777

777 上海 4 777
)
’ 6 广西 ” 000

{
” 5 宁夏 ““

888 天津 4 666
;
` 7 安徽 ` 999

;
“ 6 江西 555

999 辽 宁 4 333

l::瓷 :::: …
27 海南 ““

1110 福建 3 66666 } 2 8 青海 222

1
.

6 7

5

6

7

8

9

9

l 0

1 0

l 0

1 9

1 7

l 6

1 4

1 2

1 2

l l

1 l

l l

:
.

::
1

。

4 1

1 2 3

1
.

0 6

1
.

0 6

0
.

9 7

0
.

9 7

0
.

9 7

合计 3 4 8 3 0
.

6 3

4
.

M de iln
e
数据库收录论文量前 10 位高校分

布
:
1 1 3 6 篇论文中

,

有 2 95 篇论文来自 54 所高等院

校 (含军医大学 )
。

其中
,

论文收录量排序前 10 位高

校所撰论文占总收录量的 1 7
.

0 8 % (表 4 )
。

表 4 M ed il ne 数据库收录该刊论文量

前 10 位高校分布

被收录 占收录论

位次 高等院校名称 论文 文 总 数
篇数 (% )

1 北京医科大学 2 3 2
.

0 2

2 天津医科大学 21 1
.

85

3 上海医科大学 20 1
.

76
4 同济医科大学 17 1

.

49

5 南京铁道医学院 16 1
.

4 1

6 第四军医大学 1 4 1
.

23

7 l[J 东医科大学 12 1
.

0 6

了 山西医科大学 12 1
.

06

8 安徽医科大学 11 0
.

盯

8 南京医科大学 11 0
.

97
9 浙江医科大学 8 0

.

70
9 中山医科大学 8 0

.

70

} O 中国医科大学 7 0
.

62

10 大连医科大学 7 0
.

62

’

O 西安医科大学 7 0
.

62

台计 19 4 17
.

0 8

5
.

M ed iln
e
数 据库收录论文作者地 区分布

:

将

飞13 6篇论文第一作者单位所在地
,

划入所辖省市自

治区排序
.

以评价某地区本专业研究实 力 (表 5 )
。

三
、

讨论
:

表 1 显示
,

该刊 自 1 9 8 3 年第 4 期 (创

刊后第 2 年 )被 M de lin
e

数据库收录以来
,

年年被收

录
,

且被收录量占实际发文量 比例甚大
,

最多一年占

发文量的 50
.

89 %
.

最少一年也占有 39
.

26 %
,

平均

论文录用率为 44
.

26 %
。

就 M de h
n e
系统选刊原则而

言
,

不难看出
,

该刊所载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

且发文质量稳定
,

能够反映出当今本专业的最新动

态和研究成果
。

同时亦说明我国流行病学科研工作

越来越受到国际同行的确认与重视闹
。

可见
,

该刊在

国际重要医学期刊中
,

已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

统计表明
,

被 M ed h ne 数据库收录的 1 136 篇论

文
,

分别来源于表 2 所列的 6 大系统
,

各省市自治区

所属卫生机构论文录用量远高于其它系统
。

其中
,

省

级卫生 机构被录用文献 2 58 篇
,

地 (市 )县级卫生机

构被录用 1 74 篇
,

分别占省属卫生 系统录 用文献总

量的 56
.

00 % 和 34
.

73 %
。

这可能与流行病学是 以从

群体的角度研究疾病和健康状况川
,

有利于基层卫

生工作者开展研究这一特点有关
,

它从侧面反映出

我国基层卫生工 作者流行病学科研工作相当活跃
,

且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
。

检索结果表明 (表 3 )
,

在 M e
d l i

n e
数据库收录该

刊论文的高产机构中
,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

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发表的论文占绝对优势 (占总收

录量的 12
.

65 % )
。

可见该所整体科研力量雄厚
,

其

流行病学研究水平在某些方面 已进入 世界先进之

列
,

拥有一批国内本领域高水平的学科带头 人和核

心作者群
。

表 3 所列前 1 0 位被收录文献高产机构
,

其文献收录量占总收录量的 30
.

63 %
,

是本领域内

科研工作的主力军
,

对推动我国流行病学的发展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
。

表 4 所列论文收录量排序前 10 位高等院校
,

其

论文收录量占高校论文收录量的 65
.

76 写
,

占总收

录量的 17
.

08 环
。

可见
,

这些高等院校由于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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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
,

人才集中
,

设备具有一定的优势 s[]
,

在我国流

行病学领域的研究上
,

显示出具有较强的整体研究

实力和水平
。

表 5 显示
,

被 M de h
n e

数据库收录的 1 1 3 6 篇论

文作者地 区覆盖面很广
,

除西藏尚无论文被收录外
,

全国其余省市自治区均有论文被收录
,

但其文献收

录量相差悬殊
。

其中
,

以北京
、

江苏
、

广东
、

山东
、

浙江

5 省市文献收录量最高
,

占总收录量的 51
.

76 %
。

可

见
,

我国流行病学的研究
,

在地 区分布上
,

呈明显的

集中一离散态势
,

同时亦说明
,

上述 5 省市在流行病

方面的科研工作相当活跃并具有一定深度
,

高水平

的成果产出较多
。

但内蒙古
、

宁夏
、

江西
、

海南
、

青海

等地论文收 录 量甚少
,

5 省 区被收录文献量仅占

M de iln
e
数据库收录该刊文献总量的 2

.

02 %
。

可见
,

我国流行病学领域高质量的研究 成果
,

地理分布极

不平衡
,

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
。

(本文承卫生部医学情报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刘德齐研究员指导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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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球菌引起食物中毒的调查分析

马国泰
’
张 军

2

类 胡
“

我县 1 9 9 6 年 3 月 12 日发生一起食用烧鸡引起

的食物中毒
,

经调查和实验室诊断
,

为肠球菌变种污

染烧鸡所致
。

一
、

中毒经过及临床表现
:

病患家 7 人
,

3 月 11

日 1 9 时晚餐食用一只烧鸡
,

到次 日凌晨 1 时 1 人发

病
,

6 时 7 人 相继发病
。

另一家 8 人
,

同时也食用购

于同一烧鸡店的烧鸡也相继发病
。

中毒者潜伏期 5

一 12 小时
,

有腹部不适
、

月复泻
、

腹痛
、

恶心
、

呕 吐
,

褐

色稀便和枯液性便
,

体温正常
。

经对症处理 1一 2 天

痊愈
。

二
、

实验室诊断
:

取同一烧鸡店烧鸡一 只
,

老汤

一份
,

作毒物分析和 细菌学分离
。

化学性毒物未检

出
。

按细菌性食物中毒作病原菌分离
,

两种标本在

宁夏固原县 卫生防疫站 7 5 60 。。

固原县篙店卫生院

血琼脂平板上
,

长出数量较多
、

较纯
、

灰白色
、

较湿

润
、

直径 1~ 1
.

s m m 的菌落
,

并有 2 一 4m m Q 、

型溶血

环
,

未见其它病原菌生长
。

2 例未愈病人粪便川肠球

菌综合选择性琼脂平板
,

分离出与中毒标本相同的

肠球菌
。

分离菌株经生化
、

生长试验 鉴定
.

确定为肠

球菌变种
。

毒力试验
:

取 18 ~ 2娘 重的健康小白鼠

12 只分两组
,

实验组每只喂服鸡汤培养物 l m l
;

对照

组 喂服无菌鸡汤 l m l
。

喂服后 5一 10 小时实验组小

白鼠出现收腹
、

弓腰
、

竖毛
、

精神不振
,

7~ 11 小时排

泄枯液便
,

经分离有大量肠球菌
,

3 天后恢复正常
。

对照组 正常
。

肠 球菌主要来源 于禽类肠道
。

该菌具 有耐盐

性
,

生长温度适 应性强
,

冬春季节污染肉类和乳类

食品
,

易于 生长繁殖
,

引起食物中毒
.

应引起高度

重视
。

(收稿
: 1 9 9 8

一

0 3
一

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