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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近年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编委会和编辑部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不断提高杂志

办刊质量、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现对 2006-2019年引证指标进行分析，以期评价《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学术质量及影响力。方法 从 2006-2019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展版）》（扩展）、《中国科技期

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核心）中摘录《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等

指标，分析杂志近年办刊质量。结果 2006-2019年《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每年文献来源量（载文数）

为 241~406篇，扩展总被引频次从 2006年的 3 365上升至 2019年的 7 817，核心总被引频次从 2006年
的 1 875上升至 2019年的 5 055，期间略有波动。扩展影响因子从 2006年的 1.566上升至 2019年的

2.799，核心影响因子从 2006年 0.904上升至 2019年的 1.842。扩展即年指标从 2006年的 0.224上升至

2019年的 0.741，核心即年指标从 2006年的 0.170上升至 2019年的 0.602。结论 近年来《中华流行病

学杂志》学术质量和影响力不断提高，追踪学术热点、把握学术动向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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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recent years, the editorial board and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have taken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academic
quality and influence of the journal.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itation index of 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from 2006 to 2019, and evaluated the academic quality and influence of the journal.
Methods The total citation frequency, impact factor, annual index and other citation rate etc. of
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were extracted from Chinese S&T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2006-2019
(Expanded Edition) and Chinese S&T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2006-2019 (Natural Science) for the
analysis on academic quality and influence of the journal. Results From 2006 to 2019, there were
241-406 articles published in 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per year. The literature selection rate
over the years ranged from 66% to 100%. The total expanded citation frequency of 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increased from 3 365 in 2006 to 7 817 in 2019, and the total core citation frequency
increased from 1 875 in 2006 to 5 055 in 2019 with slight fluctuation. The expanded impact factor
increased from 1.566 in 2006 to 2.799 in 2019. The core impact factor increased from 0.904 in 2006
to 1.842 in 2019. The expanded annual index rose from 0.224 in 2006 to 0.741 in 2019. The core
annual index rose from 0.170 in 2006 to 0.602 in 2019. Conclusion The academic quality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has been improved gradually and its ability to focus on

学习·发现·交流

DOI：10.3760/cma.j.cn112338-20210519-00410
收稿日期 2021-05-19 本文编辑 李银鸽

引用本文：万玉立,斗智,赵剑云,等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6-2019年学术质量评估及影响力分析[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1, 42(6): 1128-1132. DOI: 10.3760/cma.j.cn112338-20210519-00410.

·· 1128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1年6月第 42卷第 6期 Chin J Epidemiol, June 2021, Vol. 42, No. 6

hot spots and report new academic achievement has been further strengthened in recent years.
【Key words】 Total citation frequency; Impact factor; Annual index; Academic

quality; Effect
Fund program: Excellent Action Plan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s (C-186)

近年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编委会和编辑部

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并采取诸多举措，包括组稿约

稿和栏目建设、专业化建设融合发展、项目课题推

动发展、数字化建设、国际化建设、编辑团队建设

等，以期不断提高杂志办刊质量、学术质量和影响

力。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创刊 40周年之际，对

杂志 2006-2019年引证指标进行分析，以评价杂志

学术质量、办刊质量和影响力，为杂志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参考依据。

截至目前，《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已被 PubMed/
MEDLINE、PubMed Central（PMC）、Europe PubMed
Central （EPMC） 、 Scopus、 EMBASE、 Chemical
Abstract（CA）、WHO COVID-19数据库、中国科技核

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

要目总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科学引文

数 据 库（CSCD）、中 国 生 物 医 学 文 献 数 据 库

（SinoMed）、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中国学

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中国学术期刊数据

库（万方）、中文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全国报刊索

引等国内外十余种知名的检索系统和数据库收录。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连续荣获“百种中国杰出

学术期刊”“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中国

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RCCSE中国权威学术

期刊（A+）”“中国精品科技期刊”等称号。多次获

得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项目资助，并于 2019年
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

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是国际上通用的评价

期刊学术影响力的两个重要指标，总被引频次用以

展示期刊在学科交流中的绝对影响力，影响因子则

用于展示期刊的相对影响力［1］。即年指标反映期

刊对学术热点和前沿知识把握的灵敏度［2］。即年

指标、他引率、文献来源量（载文数）和选出率对影

响因子有重要影响［3］。因此本研究对总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文献来源量（载文数）

和选出率等指标进行分析。

资料与方法

1.数据来源：从《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展

版）》（扩展）［4-17］、《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核心）［18-31］摘录《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6-2019年
文献来源量（载文数）、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

指标、他引率等信息，录入Excel表格，并由两人对

数据的正确性进行核实。

2.指标定义［4］：

（1）总被引频次：期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

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可以显示该期

刊被使用和被重视的程度，以及在科学交流中的影

响力的大小。

（2）影响因子：期刊评价前 2年发表论文的篇

均被引用的次数，用于测度期刊学术影响力。

（3）即年指标：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

引用的情况，表征期刊即时反应速率。

（4）他引率：期刊总被引频次中被其他刊引用

次数所占的比例，测度期刊学术传播能力。

（5）文献来源量（载文数）：来源期刊在统计当

年发表的全部论文数，它们是统计期刊引用数据的

来源。

（6）文献选出率：按照统计源的选取原则选出

的文献数与期刊的发表文献数之比。

3.统计学分析：通过 Excel软件中的折线图对

2006-2019年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作

图，分析有关指标和变化趋势。

结 果

1.文献来源量（载文数）和选出率：《中国科技

期刊引证报告》2006-2019年《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每年文献来源量（载文数）分别为 241、250、346、
343、396、406、318、287、311、313、320、334、338、
299篇。文献选出率分别为 66%、69%、79%、86%、

95%、100%、96%、88%、99%、87%、96%、98%、99%、

99%。

2.总被引频次：《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扩展总被

引频次从 2006年的 3 365上升至 2019年的 7 817，
核心总被引频次从 2006年的 1 875上升至 2019年
的5 055，中间略有波动。见图1。

3. 影响因子：扩展影响因子从 2006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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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6上升至 2008年的 2.267，然后经历了一段下

降，到 2011年下降至 0.597，之后再次上升，到

2019年上升至 2.799。核心影响因子变化趋势和扩

展影响因子一致，从 2006年 0.904上升至 2008年的

1.436，然后经历了一段下降，到 2010年下降至

0.759，之后再次上升，到 2019年上升至 1.842。
见图2。

4.即年指标：2006-2014年扩展即年指标基本

维持在 0.135~0.277之间，2014年后呈上升趋势，从

0.174上升至 2019年的 0.741。2006-2014年核心

即年指标基本维持在 0.096~0.240之间，2014年后

明显上升，从0.110上升至2019年的0.602。见图3。

5.其他指标：2006-2019年本刊他引率一直保

持在 94%~97%之间。引用刊数从 2006年的 605本
增至 2019年的 1 003本。学科影响指标从 2006年
的 0.71 增至 2019 年的 1.00。学科扩散指标从

2006年的 5.87增至 2019的 45.60。平均引文数从

2006年到 2019年几乎翻倍。基金论文比保持在

44%~67%之间。见表1。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载文数

在同类期刊中保持在高水平，文献入选率高，尤其

是近两年，99%的文章都被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纳入分析。本刊始终立足于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

文、促进流行病学学科发展，文献计量指标能够客

观反映期刊的整体学术质量和影响力。

2019年，在 109种中华系列杂志中，总被引频

次中位值为 1 544［32］，本刊核心总被引频次为

5 055。从影响因子来看，2019年 109种中华系列

杂志中，影响因子均值为 0.871［32］，而本刊核心影响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扩展版

（2006-2019年）

图1 2006-2019年《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总被引频次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扩展版

（2006-2019年）

图2 2006-2019年《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影响因子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扩展版

（2006-2019年）

图3 2006-2019年《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即年指标

表1 2006-2019年《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其他指标分析

指 标

他引率

引用刊数

学科影响指标

学科扩散指标

平均引文数

基金论文比

2006年
0.96
605
0.71
5.87
10.72
0.44

2007年
0.95
702
0.84
8.46
13.06
0.55

2008年
0.96
773
0.86
8.78
11.07
0.56

2009年
0.96
823
0.88
9.25
12.20
0.51

2010年
0.96
844
0.86
9.08
12.43
0.49

2011年
0.96
858
0.80
8.33
13.53
0.64

2012年
0.96
833
0.82
7.06
16.23
0.54

2013年
0.97
899
0.73
7.82
15.84
0.61

2014年
0.96
945
0.88
10.16
16.67
0.59

2015年
0.97
954
1.00
45.43
16.68
0.59

2016年
0.96
1 011
0.95
48.14
17.70
0.61

2017年
0.95
1 004
0.91
45.64
20.10
0.60

2018年
0.95
1 009
0.95
45.86
19.20
0.67

2019年
0.94
1 003
1.00
45.60
20.30
0.59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展版（2006-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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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为 1.842。2019年 109种期刊的平均即年指标

是 0.134［32］，本刊指标为 0.602。中华系列杂志他引

率通常在 80%以上（自引率<20%），本刊 2006-
2019年他引率一直保持在 94%~97%之间，高于中

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平均水平（81%~85%）［33］。

与本刊 1999-2005年引证指标相比［34］，总被引

频次呈上升趋势；影响因子在 2010年前后有个波

谷，2014年后呈上升趋势，并创新高；即年指标总

体呈上升趋势，2015年后上升幅度增大。即年指

标越大，说明期刊文献信息被吸收和被利用的速度

越快、信息传播的能力越强，常用于评价期刊把握

学术界热点和前沿问题的能力。即年指标提升说

明杂志把握学术热点和学科发展前沿的能力进一

步得到增强。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始终保持高度的学术敏

感性，对热点、重点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重大传染

病及时予以报道，以便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参考依

据。例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本刊第一时

间设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专栏，从

2020年 2月（第 2期）开始发表了《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流行病学特征的最新认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流行病学特征分析》等［35-36］多篇备受关注的论文，

单篇论文 2020年当年被引达 669次，为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和科学

依据。

此外，本刊学科影响指标、学科扩散指标等近

年也在增长，从侧面反映了期刊学术质量和影响力

在增加。

综上所述，《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呈健康发展态

势，近年来在保持高发文量的同时，努力把握学术

动向、追踪学术热点。近年来采取的系列举措提高

了杂志学术质量和影响力。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本刊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继续努力，与时俱进，为我国流行病学学科发展

和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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