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中药固有药效学物质基础的粒度为微米级的新型中药。微

米中药概念的提出突破了粉末剂型的框框 ,进而包括粒度为

微米级的各种中药剂型。微米中药相关技术在中药制剂和生

产中的应用将大力推动中药行业新一轮的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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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广大专业工作者了解掌握我国中草药方面的信

息 ,使之能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范围内迅速查阅更多的文献

资料 ,掌握其发展动向 ;同时使图书信息部门在选购这方面

的文献时既不减少有效信息 ,又能尽量节约有限的经费 ,本

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对我国中草药方面的主要期刊作了

初步调查 ,从中找出该学科领域重要期刊 ,即核心期刊 ,供广

大专业工作者和图书信息部门参阅。

1　文献来源和统计方法

本文统计的期刊文献来源是《中草药》杂志。该刊为中草

药信息中心站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天津药物研究院主办

的药学学术期刊 ,报道中草药研究、应用的新理论、新技术、

新经验和新成果。 因此 ,我们选择该刊为依据 ,将 2001年该

刊所有文章中引用的中文期刊逐一统计、整理、归纳 ,从中找

出核心期刊。

2　结果和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 , 2001年《中草药》引用中文期刊文献共

计 1 878条 , 引自 376种期刊 , 其中医药学 258种 ;生物学

36种 ;农业科学 24种 ;化学 12种 ;化工 7种 ;食品科学 9种 ;

海洋学 2种 ;计算机 5种 ;其他 23种。 在 258种医药学期刊

中 , 中华医学系列杂志 20种 ;中国医学系列杂志 36种 ;中

医药杂志 67种 ;医学院学报 46种 ;国外医学系列分册 8种 ;

临床 (实用 )医学杂志 5种 ;省市医药 34种 ;军队医药 6种 ;

其他 36种。 其中引用次数在 6次以上的期刊有 48种 (见

表 1)。

表 1　引用次数 6次以上的期刊

序号 杂志名 引用次数 序号 杂志名 引用次数 序号 杂志名 引用次数

1 中草药 303 17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15 33 中国医药工业杂志 8

2 中国中药杂志 157 18 云南植物研究 15 34 中华医学杂志 8

3 药学学报 112 19 中国现代应用药学杂志 12 35 实用中西医结合杂志 7

4 中成药 72 20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12 36 广西中医药 7

5 中药材 67 21 植物学通讯 11 37 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 7

6 中国药学杂志 42 22 植物分类学报 11 38 中国新药杂志 7

7 药物分析杂志 41 23 化学学报 11 39 华西药学杂志 7

8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36 24 中医杂志 10 40 第一军医大学学报 7

9 植物学报 27 25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10 41 山西医药杂志 7

10 中国药理学报 25 26 北京医科大学学报 10 42 武汉植物研究 7

11 中国药理学通报 25 27 上海医科大学学报 10 43 基层中药杂志 7

12 沈阳药科大学学报 24 28 植物资源与环境学报 10 44 山西中医 6

13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21 29 西北药学杂志 9 45 山东中医杂志 6

14 国外药学植物药分册 19 30 食品科学 9 46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6

15 中药药理与临床 18 31 时珍国医国药 8 47 生物工程学报 6

16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18 32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 8 48 科学通报 6

　　这 48种期刊合计引用 1 277次 ,占 67. 99% ;其中前 44

种合计 1 253次 ,占 66. 72% ,占期刊总数的 11. 7% ,能满足

三分之二的信息量 ,是《中草药》现阶段中文核心期刊 ;其中

前 13种合计 952次 ,占 50. 69% ,占期刊文种的 3. 5% ,能提

供二分之一的信息量 ,是该刊中心中文核心期刊 ;前 4种合

计 644次 ,占 34. 29% ,占期刊文种的 1. 1% ,能提供三分之

一的信息量 ,是该刊高效中文核心期刊 ,特别是《中草药》引

次最多 ,达 303次 ,占 16. 13%。

利用引文法调查专业核心 ,期刊国内已屡有报道。 本调

查结果表明 ,前 44种期刊能满足三分之二的信息量 ;前 13

种期刊能提供二分之一信息量 ;前 4种期刊能提供三分之一

的信息量 ,《中草药》能提供 16%的信息量 ,是我国中草药首

选核心期刊 ,该刊自引率高 ,表明除作者倾向于较多地引用

自身投稿的刊物文献外 ,更多地说明该刊论文理论水平和应

用价值较高。 前 44种核心期刊是广大专业工作者获取我国

中草药信息的重要来源 ,也是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必需的参考

工具。经常阅读此类核心期刊 ,花时不多 ,收益不小。因此 ,建

议广大读者学会掌握利用这方面的信息 ,以便更好的开展临

床科研工作 ;各级图书信息部门也应注意这方面的动态 ,增

加这些核心期刊的收藏比例 ,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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