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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要介绍ＷＨＯ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索引 （ＷＰＲＩＭ）和当前 ＷＰＲＩＭ数据采集的途径及存在的问
题，基于问卷调查，对ＷＰＲＩＭ中国期刊从期刊信息数据提交能力、提交各方式倾向性和工作建议等方面进
行分析，针对调查结果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讨论，包括改进调查方式，提高ＷＰＲＩＭ数据完整性，提升编辑部
数据提交能力，推进ＷＰＲＩＭ宣传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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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为了促进全球健康信息的共享与利用，世界卫

生组织 （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２００５年
启动了知识获取项目的一部分———全球卫生图书馆

（Ｇｌｏｂ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ｂｒａｒｙ，ＧＨＬ）项目，使需要健康信
息的人能够获得可靠的健康信息［１－２］。ＧＨＬ项目是
一个基于互联网的虚拟图书馆，由 ＷＨＯ成员国共
同参与，其一项重要工作是建立全球医学索引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ｄｅｘＭｅｄｉｃｕｓ，ＧＩＭ），提供全世界的医学文
献题录及文摘。ＷＨＯ将成员国分为非洲区、美洲
区、东地中海区、欧洲区、东南亚区和西太区６个
区，每个区分别建立各自的医学索引。ＷＨＯ西太
平洋地区医学索引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Ｉｎ
ｄｅｘＭｅｄｉｃｕｓ，ＷＰＲＩＭ）是ＧＩ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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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建立网上医学索引系统，收集 ＷＨＯ西太平
洋各成员国和地区出版的覆盖卫生、生物医学领域

的期刊题录 （包括文摘）信息，实现西太区医疗卫

生领域相关信息的全球共享，促进世界范围内卫生

相关信息的传播利用。作为 ＷＨＯ合作中心和 ＧＨＬ
中国委员会主任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

究所 （以下简称信息所）受 ＷＨＯ西太区办事处委
托成立了专门的 ＷＰＲＩＭ建设工作组 （以下简称工

作组），负责 ＷＰＲＩＭ检索服务平台的开发工作。
ＷＰＲＩＭ检索服务平台于２０１０年５月正式上线［３－４］，

截至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８日，ＷＰＲＩＭ数据库收录来自１２
个西太区成员国出版的５９４种期刊所发表的５８８５３８
篇题录数据，其中约４０％同时提供全文链接地址。

ＷＰＲＩＭ当前数据采集主要通过以下３种途径获
得［５］：（１）在线提交———各国数据管理人员通过账
号远程登录系统后台，按照系统流程手工填写或批

量导入ＸＭＬ文件。 （２）网络采集———针对具有成
熟的国家级医学文献检索系统的韩国、日本和中国

３个国家，工作组依据达成的相关协议通过网络途
径获得数据。（３）邮件传递———工作组通过邮箱定
期或不定期接收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的管理人员发来

的数据。上述数据采集方式是在 ＷＰＲＩＭ项目初期
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而分别采取的最优方案，

到目前为止，均已相对固定和成熟；但统计分析数

据发现，当前 ＷＰＲＩＭ数据库仍存在部分数据质量
不高、部分入选期刊论文数据缺失、数据更新不及

时等问题，亟待寻求更优化、更合理的数据采集途

径。期刊编辑部作为论文数据的原创者，可以在第

一时间收集本期刊最新出版的论文题录数据，因

此，由ＷＰＲＩＭ入选期刊的编辑部直接向ＷＰＲＩＭ数
据库提交数据可以作为当前 ＷＰＲＩＭ数据采集方式
的有效补充。

为了解ＷＰＲＩＭ入选期刊在向ＷＰＲＩＭ提交数据
过程中的问题、诉求以及自身能力，工作组于２０１５
年１１月针对中国入选期刊开展了专项调查工作。
本次调查主要以问卷调查方式进行，通过电子邮箱

向当前ＷＰＲＩＭ收录的所有中国期刊的编辑部发放
问卷，主要内容涉及期刊基本信息、自身数据提交

能力、对数据提交方式的倾向性以及对信息所的工

作建议几方面。本文主要分析本次调查的具体结

果，并针对调查结果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讨论。

２　ＷＰＲＩＭ中国期刊数据提交能力调查结果
分析

２１　问卷回收统计

截至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ＷＰＲＩＭ共收录中国期刊
２７６种。本次问卷调查针对全部２７６种期刊的编辑
部分别发放了调查问卷，提交反馈调查表的期刊

（以下简称反馈期刊）共 ８８种，所占比例约为
３１９％。各年度 ＷＰＲＩＭ收录中国期刊数量和反馈
期刊数量，见图１。

２２　数据完整性

ＷＰＲＩＭ目前只收录含有英文题录的期刊论文数
据，因此即使 ＷＰＲＩＭ收录了某一种期刊，也只是
收录其中的英文题录信息。当前针对中国入选期刊

的英文题录数据，工作组除了定期从 ＳｉｎｏＭｅｄ采集
外［６］，还根据协议批量接受 ＧＨＬ中国委员会成员
单位—万方数据的更新数据［７］。根据反馈期刊编辑

部提交的数据统计结果，所有反馈期刊在入选

ＷＰＲＩＭ后出版的英文题录文章总数为１５４５１９篇，
其中已经被 ＷＰＲＩＭ数据库中所收录的文章数为
９３３４５，占比约为６０４％。各年度反馈期刊在入选
ＷＰＲＩＭ之后所出版的英文题录文章数、ＷＰＲＩＭ数
据库已收录的英文题录文章数以及在万方数据中的

英文题录文章数的比较，见图２、图３。
分析可知： （１）ＷＰＲＩＭ数据库中当前收录的

英文题录数量与收录期刊出版的全部英文题录数量

之间还有一定差距，亟需进一步提高文献数据的完

整性，以更好地促进西太区医疗卫生领域相关信息

的传播和共享。（２）万方数据所提供的英文题录数
据在ＷＰＲＩＭ数据库中占有较大比例，是ＷＰＲＩＭ数
据的重要来源和保障。（３）新的数据采集途径可作
为ＷＰＲＩＭ题录数据来源的有益补充，如定期采集
ＳｉｎｏＭｅｄ数据、直接接受来自编辑部的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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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各年度ＷＰＲＩＭ收录中国期刊数量和反馈期刊数量

图２　各年度反馈期刊入选ＷＰＲＩＭ之后出版的英文题录文章数

图３　ＷＰＲＩＭ和万方数据缺失的各年度反馈期刊

英文题录文章比例

注：ＷＰＲＩＭ收录缺失比例 ＝（入选后出版的英文题录

文章数－ＷＰＲＩＭ已收录的英文题录文章数）／入选后出

版的英文题录文章数；万方数据英文题录文章缺失比例

＝（入选后出版的英文题录文章数 －万方数据收录的

英文题录文章数）／入选后出版的英文题录文章数。

２３　数据提交能力

可扩展标记语言 （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Ｍａｒｋｕ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ＸＭＬ）是一种用于标记电子文件使其具有结构性的
标记语言，是网络环境中传递数据的国际通用标

准［８］。期刊编辑部的数据提交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其制作 ＸＭＬ文件的能力。调查发现在反馈期
刊中仅有１２种期刊的编辑部表示有能力独立完成
ＸＭＬ文件制作，而７４种期刊的编辑部则表示目前
还没有能力制作 ＸＭＬ文件，需要委托相关公司才
可以完成，详细比例，见图４。

图４　反馈期刊中不同ＸＭＬ文件制作能力的期刊比例

２４　数据提交方式倾向性

调查问卷提供了 ５种数据提交方式供多项选

择，分别为：（１）编辑部人员登录 ＷＰＲＩＭ在线数

据管理系统，手工填写表单逐条录入论文英文题录

数据。（２）编辑部本地制作符合 ＷＰＲＩＭ元数据标

准的 ＸＭＬ文件，登录 ＷＰＲＩＭ在线数据管理系统

后，批量导入至ＷＰＲＩＭ数据库。（３）编辑部从被

收录的其他数据库中导出自身英文题录数据，本地

转换成符合ＷＰＲＩＭ元数据标准的 ＸＭＬ文件后，批

量导入至ＷＰＲＩＭ数据库。（４）编辑部委托信息所

加工数据并支付加工成本费用。（５）其他方式 （由

编辑部填写）。基于调查问卷的结果统计，见图５。

结果显示，委托信息所加工数据并支付加工成本费

用是反馈期刊编辑部最倾向的方式，选择该项的期

刊数为３２，占总反馈期刊数的３６４０％；而编辑部

希望由自己来主动提交数据的积极性也很高，前３

个选项的比例总计达到了４２１０％。通过对选项 ５

的分析发现，除了备选的４种方式外，少部分编辑

部倾向于以下３种方式： （１）寄送杂志至 ＷＰＲＩＭ
·１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１６年第３７卷第８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６，Ｖｏｌ．３７，Ｎｏ．８



数据库。（２）ＷＰＲＩＭ自行采集并加工数据。 （３）
ＷＰＲＩＭ提供相关培训，组织编辑部人员学习如何加
工提交数据。

图５　反馈期刊针对各种数据提交方式的选择比例

２５　工作建议

调查问卷提供了５种建议选项供多项选择，分
别为：（１）组织国内技术培训 （ＸＭＬ制作、ＷＰＲＩＭ
在线数据管理系统使用等）。（２）举办编辑相关学
术论坛 （英文编辑出版、国际影响力的等方面）。

（３）组团参加亚太医学期刊编辑协会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Ｅｄｉｔｏｒｓ，ＡＰＡＭＥ）等年
度国际会议［９］。（４）进一步推进 ＷＰＲＩＭ的宣传推
广工作。（５）其他 （由编辑部填写）。基于调查问

卷的结果统计，见图６。结果显示，反馈期刊编辑
部对参加 ＷＰＲＩＭ技术培训、相关学术论坛及国际
会议的积极性均很高，其中组织 ＷＰＲＩＭ技术培训
最受欢迎，选择比例为 ８０７０％。同时，６８０％的
反馈期刊编辑部提出了一些其他建议，主要包括：

（１）颁发ＷＰＲＩＭ收录证书。（２）组织关于ＷＰＲＩＭ
遴选标准及申请流程的培训。

图６　反馈期刊针对工作建议的选择比例

３　讨论

３１　改进调查方式

本次调查是通过电子邮箱的方式将调查问卷发

送给入选 ＷＰＲＩＭ的２７６种中国期刊的编辑部，编

辑部填写调查问卷后再通过邮箱返回给工作组。８８

种反馈期刊数和入选的中国期刊总数的差距很大，

因此获得的各项统计数据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

续可以尝试采用在线调查问卷的方式，辅以电话通

知，以避免单纯依赖邮箱传递的片面性，来提高调

查问卷的召回率。另外，本次调查仅针对中国的入

选期刊，尚未涉及其他国家的期刊，而面向入选

ＷＰＲＩＭ的全部５９４种期刊进行调查分析，将可以获

得更全面、更客观的数据。

３２　提高ＷＰＲＩＭ数据完整性

在 ＷＰＲＩＭ筹备初期曾明确提出将尚未被国际

知名检索系统 （如 ＰｕｂＭｅｄ）收录的西太区优秀期

刊文献收集起来，建立西太区医学索引的目标［１０］；

但项目在后续推进过程中，出于区域医学信息完整

性的考虑，部分已经被 ＰｕｂＭｅｄ收录的期刊也准予

加入。然而，与整个 ＷＨＯ西太区所出版的生物医

学期刊相比，当前 ＷＰＲＩＭ所收录的期刊仍只是一

小部分，尤其是中国和日本，许多相对质量较好的

期刊尚未被 ＷＰＲＩＭ收录。而且，从上述基于中国

期刊的调查分析可见，当前 ＷＰＲＩＭ数据库中的论

文数据尚未能很好地覆盖已收录中国期刊实际出版

的论文量，需要扩展论文数据来源途径，而不仅仅

限于针对已有数据库的批量采集。因此，当前除了

要继续推进每年一度的期刊评审推荐工作外，更重

要的是提高已入选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数据的完整

性。

３３　提升编辑部数据提交能力

通过对反馈期刊数据提交能力及倾向方式的分

析可知，一方面，编辑部希望由自己来主动向

ＷＰＲＩＭ数据库提交数据的积极性很高；另一方面，

又由于自身 ＸＭＬ文件制作能力的缺乏，许多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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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不得不选择通过支付加工费用的方式委托信息所

进行本期刊发表论文数据的加工。而超过８０％的反
馈期刊对举办 ＷＰＲＩＭ技术培训班的建议，更进一
步表明期刊编辑部主动提交数据的愿望。因此，工

作组除了要着手准备接受部分期刊委托进行论文数

据加工的业务工作外，还应尽快组织国内 ＷＰＲＩＭ
中国期刊的技术培训班，针对编辑部工作人员进行

ＸＭＬ制作和ＷＰＲＩＭ在线数据管理系统使用的培训，
提升编辑部的数据提交能力。从 ２０１１年开始，工
作组共举办了３次数据库管理国际培训班，以指导
参与ＷＰＲＩＭ建设的各国图书馆员和技术人员完成
本国ＷＰＲＩＭ数据的收集及提交工作，并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然而，由于培训班规模限制及资金支持

问题，上述培训班主要针对的是除中、日、韩以外

的其他ＷＰＲＩＭ参与国家，并未涉及国内的入选期刊
编辑部。因此，后续应逐步考虑专门针对国内２７６种
入选期刊编辑部举办ＷＰＲＩＭ数据管理的培训班。

３４　推进ＷＰＲＩＭ宣传工作

到目前为止，尽管 ＷＰＲＩＭ项目取得了显著进
展，但无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西太区内部，其影响

力均有待进一步提升［５］。仅就面向的用户来说，医

药卫生领域的研究和工作人员、期刊编辑工作者及

公众对ＷＰＲＩＭ项目了解和服务的应用也相对有限。
本次调查中，超过６０％的反馈期刊也认为 ＷＰＲＩＭ
应进一步推进自身的宣传推广工作。因此，工作组

理应大力推进 ＷＰＲＩＭ的宣传推广工作，除了可以
在国内举办编辑出版相关的学术论坛外，还应积极

组织国内期刊编辑部参加 ＷＰＲＩＭ相关的国际会议
等。

４　结语

为了更好地推进 ＷＰＲＩＭ中国期刊数据采集工
作，了解ＷＰＲＩＭ入选期刊在提交数据过程中的问
题、诉求以及自身能力，本次调查工作主要从期刊

自身数据提交能力、数据提交方式倾向性及工作建

议等方面向所有 ＷＰＲＩＭ中国期刊进行调查。尽管
反馈期刊有限，但经过统计分析，仍发现一些宝贵

的信息和良好的建议，为工作组下一阶段的相关工

作指明了方向。后续，在推进相关工作的同时，还

应针对此次调查方式的不足，扩大调查范围，面向

所有ＷＰＲＩＭ参与国家的所有入选期刊进行调查分
析，以获得更合理的调查结果，指导 ＷＰＲＩＭ项目
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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