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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最新版国内外期刊评价与检索体系收录中医药期刊的现状开展调研分析，以期

探寻中医药期刊发展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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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期刊是中医药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众

多科研工作者通过其展现自己的科研工作能力与水

平，探讨中医药的继承、发展与创新。现今，伴随社会

网络化与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全世界范围

内的中医药热潮，中医药期刊的交流与传播已经不

仅仅局限于国内群体的需要，也越来越多地被全世

界的科研工作者所关注。这种需求广泛地体现于中

医药期刊被世界上众多相关的期刊评价与检索体系

收录。因此，本文就中国大陆发行的中医药期刊被国

内外现行医学相关的期刊评价与检索体系收录情况

进行调研分析，探讨中医药期刊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因素。

国内外与医学相关的评价体系有：《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国
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科学引文索引》（SCI）；与医
学相关的、较为常用的检索体系有《中国生物医学期

刊文献数据库》（CBMdisc）、《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
数据库》（CMCC）、PubMed/MEDLINE 数据库、EM原
BASE数据库、BIOSIS Preview（BP）。
一、国内外现行期刊评价体系收录中医药期刊情况

1. 国内期刊检索与评价体系收录中医药刊分析
（1）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

版分成 7个编，其中第 5编为医药卫生部分，包含有中
国医学类核心期刊，共计有 20种中医药期刊入选[1]。
详见表 1。
（2）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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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外期刊评价与检索体系收录中医药类期刊统计表

国内外期刊
评价体系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科学引文索引

核心刊数量 20 15 12 0

所
收
录
期
刊
名
称

中草药、中国中药杂志、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中国针灸、中成药、北京
中医药大学学报、中药
材、中国中医基础医学
杂志、中药药理与临床、
中华中医药杂志、针刺
研究、中药新药与临床
药理、南京中医药大学
学报、中国实验方剂学
杂志、辽宁中医杂志、时
珍国医国药、中医杂志、
新中医、中国中西医结
合急救杂志、中国天然
药物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吟、天然产物研究与开
发、针刺研究吟、中草
药吟、中成药吟、中国中
西医结合杂志吟、中国
中药杂志吟、中药材吟、
中医杂志吟、南京中医
药大学学报吟、时珍国
医国药吟、中国针灸吟、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
志吟、中华中医药杂志
吟、中药新药与临床药
理吟、中药药理与临床
吟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北京中医药大学学
报吟、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广州中医药
大学学报、河北中医、河北中医药学报、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湖南中医药大学学
报、江苏中医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吟、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上海中医药大
学学报、上海中医药杂志、世界科学技
术-中医药现代化、天津中医药、天然
产物研究与开发、现代中西医结合杂
志、眼视光学杂志、云南中医学院学报、
浙江中医学院学报、国际中医中药杂
志、湖北中医学院学报、北京中医药、山
东中医杂志、现代中药研究与实践、针
灸临床杂志、吉林中医药、中国中医基
础医学杂志吟、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中
医药学报、针刺研究吟、中国骨伤、中草
药吟、中国针灸吟、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
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
志、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中国中
西医结合外科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消
化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吟、中国中
药杂志吟、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中国中
医急症、中国中医药科技、中国中医药
信息杂志、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中西
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中西医结合学
报、中药材吟、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吟、中
医药导报、中医药信息、中医药学刊、中
医杂志吟、中华中医药杂志吟

中
国
结
合
医
学
杂
志

国内外医学
期刊检索系
统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库

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
献数据库

PubMed/MEDLINE EMBASE BP

核心刊数量 20 20 6 3 2

所收录期刊
名称

中国结合医学杂志、中医杂志（英文
版）、针刺研究吟、中草药吟、中西医结合
学报、中药材吟、中国骨伤、中国针灸吟、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吟、中国中药杂
志吟、中华医史杂志

中国结合医学杂
志、中国天然药
物吟、中草药吟、中
西医结合学报、
中医杂志吟、中医
杂志（英文版）

中国天然
药物吟、中
国中药杂
志吟

其中，吟是以《中文核心期刊总览》2008年版为基准，标示的被各评价、检索所收录的核心期刊。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编制的中国科学

引文数据库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其 2009年~2010
年来源期刊列表中共计收录 16种中医药期刊[2]。其
核心库中有 9种中医药刊，分别为北京中医药大学
学报、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针刺研究、中草药、中成

药、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中药杂志、中药材、中

医杂志；扩展库中有 7种中医药刊，分别为南京中医
药大学学报、时珍国医国药、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

志、中华中医药杂志、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中药药

理与临床、中国针灸。

（3）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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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8年
版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目录》及《2008年新入选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目录》共计收录 55 种中医
药期刊[3]。详见表 1。

2. 国外期刊检索与评价体系收录中医药刊分析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出版《科学引文索引》

扩展库（SCI-E）收录中国结合医学杂志 1 种中医药
期刊[4~5]。

二、国内外现行医学期刊检索体系

收录中医药期刊情况

1. 国内现行期刊检索体系收录中医药期刊情况
分析

（1）中国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BMdisc）。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由中国医学

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开发研制。收录了 1978年以
来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药学、口腔医

学、中医学及中药学等生物医学各个领域中国生物

医学期刊[6]。
（2）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
《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数据库》（Chinese Medical

Current Contents，简称 CMCC）是解放军医学图书馆
研制开发的中文生物医学文献书目型数据库。收录

了 1994年以来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
药学、医学生物学、中医学、中药学、医院管理及医学

信息等生物医学各个领域的期刊[7]。
2. 国际现行医学期刊检索体系收录中医药期刊

情况（详见表 1）
（1）PubMed/MEDLINE。
PubMed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下属美国

国立医学图书馆（NLM）开发的因特网检索系统，建
立在国立生物医学信息中心（NCBI）平台上。包括
MEDLINE和 PRE-MEDLINE的完整内容，还包括一
些被 MEDLINE认为超出范围的文章和杂志（这些文
章或杂志由于内容或在某一时期不在索引范围内）。

PubMed是比 MEDLINE更大的集合。共收录 11种中
医药期刊[8]。
（2）EMBASE。
EMBASE是 Elservier公司整合了 EMBASE（1974

年以来）的 1100多万条生物医学记录与 700多万条
独特的 MEDLINE（1966年以来）记录，构成了现今全
球最大最具权威性的生物医学与药理学文献数据

库———EMBASE.com [9~10]。其有 6种中医药期刊被收
录。

（3）BIOSIS Preview（BP）。
BIOSIS Preview 是美国生物科学信息服务社

（BIOSIS）生产的世界上最大的有关生命科学的文摘
和索引数据库。其对应的出版物是《生物学文摘》

(Biological Abstracts，BA），《生物学文摘-综述、报告、
会议》（Biological Abstracts/RRM）和《生物研究索引》
（BioResearch Index）。BP收录世界上 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5500多种期刊和 1650多个会议的会议录和
报告，涵盖所有生命科学内容 [11~12]。有 2种中医药期
刊被收录。

三、现行期刊评价体系、检索体系

所收录中医药学科期刊情况分析

国内外期刊评价与检索体系收录中医药期刊情

况详见表 1，并以国内《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
版为基准进行各评价与检索体系收录中医药刊的相

关数据分析。

1. 数量上分析
国内的评价体系只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08版、《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和《中国科技论文统
计源期刊》（即《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有针对医学期

刊的收录，分别收录 20种、16种和 55种；其中《中国
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总览》中的核心刊 15种，《中
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则收录了其中 12 种；国际
的评价体系 SCI 则收录 1种中医药相关期刊，未被
《总览》收录。

国内的医学专业检索系统全部收录《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的 20 种核心刊；国际的医学期刊检
索系统中 PubMed/MEDLINE 有 11 种中医药期刊被
收录，其中《总览》中的核心刊有 6 种；EMBASE 收

录 5种中医药刊，《总览》中的核心刊有 3种；BIOSIS
Preview收录 2种中医药刊，均为《总览》核心刊。

2. 种类上分析
收录中医药期刊的检索系统所收载期刊种类

不完全一致，被国内的三个评价体系收录的中医药

期刊有 12 种期刊，分别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
草药、中国中药杂志、中药材、中医杂志、中国针灸、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针刺研究、南京中医药大学

学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中华中医药杂志、中

药新药与临床药理；在国内外医学专业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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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则没有任何一种中医药期刊被 3 个检索系统同
时收录。

3. 同比分析
（1）国内的三个评价体系与 SCI相比均未见相同

收录期刊。

（2）国内的三个评价体系与最为常用的 PubMed/
MEDLINE 检索系统收录中医药刊共有 6 种相同期
刊，分别为：中草药、中国中药杂志、中药材、中国中

西医结合杂志、中国针灸、针刺研究。

（3）国内的三个评价体系与 EMBASE相比，有 2
种共同收录期刊：中国中药杂志、中国天然药物。

（4）国内的三个评价体系与 BP 相比，仅有 2 种
共同收录期刊：中国中药杂志、中国天然药物。

四、讨 论

1. 从收录期刊数量看，现行收录中医刊的评价
与检索体系的评价与收录标准具有不一致性

（1）国内现发行的中医药期刊累计约 158种，而
相关的综合性期刊评价体系以及专业的医学检索系

统中收录最多的是 55种，占总量的 34.81%。其中《中
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选用了期刊引用计量指标

和来源期刊计量指标两部分共计 19 个定量指标。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主要是通过其确定的 9个
定量指标及专家评审作进行相应评价。二者均是采

用定量与定性指标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评价。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是以论文为基础进行引

文的统计，是采用部分论文筛选的方式进而进行期

刊的筛选，其理念与国际检索系统比较一致。

但三者的不足在于：中医、中药学科虽为相辅相

成的学科，但是又具有各自的学科特点，中医的发展

与中药的发展趋势具有不一致性，中医在传统的继

承上进行发扬光大，且同时要紧密结合临床实践；而

中药的研究则需要不断地引进其他新兴学科理念、

新技术和新方法，所以二者在评价上应该有所区别。

（2）CBMdisc 和 CMCC 均全部收录了以《中文核
心期刊目录总览》2008年版的中国医学类核心期刊。
作为文摘类检索系统，二者首要目的均是收录相关

领域的全部期刊。

（3）《中国结合医学杂志》作为唯一被 SCI 体系
（SCIE）收录的中医类期刊，其并未被国内的评价体
系所收录。其一，作为英文刊，相关被引用统计比较

困难，所以未被国内的相关体系收录；其二，国外的

医学检索体系亦未全收录，说明各个体系的收录评

价标准有不尽相同之处。

2. 从收录期刊种类，国外期刊评价与检索体系
收录均为现今热点刊

从国际期刊评价与医学检索系统收录中医药期

刊情况分析，多为国内外当今在医药学领域研究的

热点：中药类期刊、中西医结合类期刊和针灸刊。这

说明其选刊范围与评价标准与国内现行的标准具有

不一致性，另外，其选刊范围较为狭窄，这可能与国

外医学工作者对中医药认知和对中医药关注程度具

有密切相关性。

3. 中医药期刊的质量关系中医药文化知识的世
界范围传播

中医药期刊作为中医药知识的传播载体来讲，

如果中医药期刊被国际较为认可的评价与检索系统

收录的越多，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的被认可和接受

程度越高。这就要求中医药期刊办刊人员要广泛提

高自身的办刊质量和提升稿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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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药：特色优势奠定发展之基

藏医药主动借鉴西医、中医的优秀成果，越来越现代和开放。

藏民对藏医药的认可和喜爱程度越来越高，藏药和糌粑、酥油茶一

样，在农牧民的家中随处可见

沧桑巨变五十年。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至今，随着我国大力
扶持民族医药政策的实施，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雪域高原的

藏医药也卸下神秘面纱，走进更多百姓生活，越发显示出独特魅力

和活力。

科学·发展·开放

西藏是藏医药的发源地，厚重的藏民族文化底蕴和较高的信

赖度及显效率，使藏医药近年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不断攀升。

和原有印象不同，藏药其实很便宜，除少数贵重药以外，基本

上一周的疗程不超过 10元，每天 1元钱左右。藏药以丸散剂为主，
汤剂很少，这和高原沸点低、丸药便于携带有关。全藏医疗保障以

西医和藏医为主，藏医药在维护西藏地区的政治稳定、社会和谐、

经济发展等多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上藏医药的传承主要在佛教寺庙，僧人掌握着藏医药文

献和技术，少数贵族享有完善的医疗服务。解放前，旧西藏只有 3
所规模极小的官办藏医机构，从业人员不足百名，广大劳动人民有

病得不到医治。如今，以自治区藏医院为龙头，全区有 18所藏医独
立机构，藏医药工作人员 2139人，全面保障人民健康。尤其是新农
合开展以来，藏医就诊人数逐年增加。

和以前研究藏医的贵族和僧人不同，现在西藏藏医学院的在

校生 90%都是农牧区藏民子女，他们更愿意回到基层工作。当然，
工资待遇也不错，相当于内地的 2.5倍，由财政全额拨款。

西藏藏医学院组织专家编写的《21世纪藏医专业本科规划教
材》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藏区广泛使用。几年前该院还和北京

中医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目前有 77名藏医硕士和 2名博士毕业。
一位汉族女孩，从云南老家来拉萨学习藏医。刚开学，学校把

她和五名藏族女孩分在一间宿舍，三个月不到，她就基本掌握了藏

语。女孩学习成绩很好，本科毕业继续攻读硕士，希望成为一名“传

播藏医药的使者”。西藏藏医学院和世界 40 多个国家都有研究性
交往和学术交流，很多外国人希望能来留学。

民间的藏医大多被吸纳到公立医院，他们带动医院整体水平

的提升。山南地区浪卡子县多却乡有位“明星藏医”，12岁就能背
诵《四部医典》，现在任乡卫生院院长。贡嘎县人民医院的藏医科吸

纳了家传藏医罗布，由他担任科主任，罗布把父亲留下的金针及多

种珍贵器械与同事共用，还组织采药、做标本、配药浴方等，带活了

整个藏医科。

藏医药主动借鉴西医、中医的优秀成果，越来越现代和开放。

自治区藏医院骨科，能开展钢板内固定等多项外科手术，但他们始

终坚持“先藏后西”的原则，用酥油制成的涂擦剂效果很好，病区满

是酥油香，因为效果好、痛苦少，病床不足，医院常在走廊加床。

该院心脑血管病专科是国家级重点专科，配合使用 CT诊断，
也用西药针剂，但口服药坚持只用藏药。该科对出血量 30~50毫升
的病人也敢于保守治疗，效果“让人民医院很服气”，很多藏民抬着

进来，走着出去。

山南藏医院是全国百家中医示范医院，院长边巴次仁带领全

院走藏、西、中医相结合的现代化道路。该院外治科是国家级重点

专科，除放血、牛角吸、火灸、药浴以外，藏医们还学习借鉴中医的

针灸、按摩手法，桌上摆放着中医教材和针灸人。院长还打算派人

到洛阳正骨医院骨科和北京广安门医院肿瘤科进修。

藏医药科研涉及临床研究、藏药生药、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等

各方面，区藏医药研究院先后完成 170多项课题。自治区的所有藏
药厂都通过国家 GMP 认证，全线无菌、机械化生产，甘露、雍布拉
康作为西藏的知名品牌，在国内各大城市开设销售点，还销往蒙

古、印度、尼泊尔和东南亚地区。 （文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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