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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收录的期刊论文为数据源，从发文著者这个重要关联因素着手，开展
基于共现分析的著者机构名称规范机制研究，提出基于著者共现的同一机构发现算法，经评测该算法推荐

结果准确率达８５％，具有较好的可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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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２０１６－Ｉ２Ｍ－２－００５）；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学信息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 “基于共

现分析的著者机构名称规范机制研究” （项

目编号：２０１６ＲＣ３３００６）。

１　引言

学术论文是科研评价研究和实践的主要依据之

一。精准统计机构发文与被引情况则是客观准确地

开展机构科研评价的基础与关键。开展学术论文著

者机构规范控制研究，实现同一机构不同表达形式

的汇聚，能够最大程度避免由于机构更名、合并、

拆分和不同著者对同一机构名使用不同表达形式等

原因影响机构论文查准率和查全率，从而优化科研

机构学术评价［１－２］。基于科技文献的机构名称规范

任务一般包括两个核心环节：一是从著者单位著录

项中识别出机构名称。在著者提交的论文及科技文

献数据库中科研机构名称一般连同所在城市和邮编

出现在著者单位著录项中。二是在同一机构不同名

称表现形式间建立映射，实现同一机构名称不同表

现形式的汇聚。由于数据库中著者单位著录具有一

定的结构性和规范性，前者难度相对较低，相关研

究更多聚焦于后者，以相似度聚类技术为基础来实

现不同名称同一机构的自动汇聚规范，尽可能地减

轻人工负担［１］。

聚类是将物理或抽象对象集合按有关特性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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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程度进行分组的过程，目的是使同一簇中对象特

性尽可能地相似，而不同簇对象之间的差异尽可能

地增大［３－４］。聚类效果与相似度度量特征密切相关。

在关于机构名称规范的众多研究中基于字符串、规

则及二者相结合的相似度计算方法探讨较多［５］，已

成为名称表达差异不大的同一机构识别的常用方

法。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ＣｈｉｎａＢｉｏｌｏｇｙ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ｄｉｓｃ，ＣＢＭ）的机构名称规范早期即通过字符

串相似度计算方法对大规模机构名称进行归一化处

理，之后在长期实践中持续探讨优化规则与字符串

相似度结合的混合方法，不断改进规范效果，为基

于ＣＢＭ的机构规范文档建设提供较好的技术支撑。

然而由于上述方法主要基于机构名称表达的共性特

征，无法有效解决表达形式差异较大的同一机构的

识别与规范问题，即机构变革导致的名称变化、同

一单位多个名称等，如无法识别 “首都医科大学第

六临床医学院”与 “北京安贞医院”是同一机构。

对此，有学者引入机构网页统一资源定位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ｃａｔｏｒ，ＵＲＬ）特征，通过 ＵＲＬ与机构名

的共现情况来判断机构名称的相似度，取得了一定

效果［６－７］。受该研究启发，本文将从发文著者这个

重要关联因素着手，开展基于著者共现的 ＣＢＭ机

构名称规范机制研究，尝试从 “机构 －著者”维度

探索因名称表达差异较大带来的同一机构漏归、错

归问题，以减少机构规范过程中的人工干预，提升

自动规范效果。

２　机构名称规范技术研究现状

在机构名称规范中，依据采用相似度度量特征

的不同可划分为基于字符串相似度方法、基于规则

的相似度匹配方法、基于共现的关联统计方法以及

综合考虑多因素的混合方法［５，８－１１］。（１）基于字符

串相似度方法。基本思路是将机构名称字符串看作

是字符序列，字符序列间相同字符越近表明这两个

字符串越相似，二者指向同一机构实体的可能性越

大。如ＦｒｅｎｃｈＪＣ等［１１］先后采用Ｈａｌｌ－Ｄｏｗｌｉｎｇ编辑

距离算法和 Ｊａｃｃａｒｄ系数法进行天体物理数据系统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Ｄａｔ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ＤＳ）作者机构名称规

范文档半自动化构建研究；ＪａｃｏｂＦ等［１２］采用 Ｌｅｖ

ｅｎｓｈｔｅｉｎ编辑距离法对求职简历中的求职者单位名

称进行匹配计算与规范；ＪｉａｎｇＹ等［１３］采用归一化

压缩距离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ＮＣＤ）

聚类算法实现同一机构多种名称的高效集成。 （２）

基于规则的方法。主要思想是根据机构名称构词特

点建立一定的规则库，通过规则进行可能匹配的候

选名称字符串识别及错误匹配对过滤。如 ＨｕａｎｇＳ

等［１４］、杨波等［１５］在利用ＷＯＳ数据研究机构名称聚

类中综合字面相似度、字长、字顺、子串、地区等

特征信息构建识别可能匹配的机构名称对规则，然

后基于机构对匹配频率进行错误匹配过滤。（３）基
于共现的关联统计方法。主要是利用Ｗｅｂ语料，通

过计算不同机构名称字符串网络搜索结果中ＵＲＬ的

共现情况来判定机构名称的相似度［１６－１７］。如 Ａｕ

ｍｕｌｌｅｒＤ等［１７］基于 Ｇｏｏｇｌｅ和 Ｙａｈｏｏ搜索返回的 Ｔｏｐ

ｋ个ＵＲＬ的共现重叠情况来计算两个机构名称匹配

程度，同时参考ＴＦ－ＩＤＦ模型对共现ＵＲＬ的排序位

置进行加权。（４）综合考虑多因素的混合方法。主

要是结合规则、加权统计来克服单纯字面相似度匹

配方法的不足。如 ＪｏｎｎａｌａｇａｄｄａＳＲ等［１６］在开展

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机构名称规范研究中，通过引入世

界地区／邮编字典及机构 －地区／邮编一致性规则来

过滤错误匹配，提升相似度判断效果；贾君枝等［１７］

在科研机构名称归一化研究中，通过构建机构特征

词表和相关规则进行机构名称分级识别，再基于编

辑距离算法、ＴＦ－ＩＤＦ及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实现机构

名称归一，有效提高聚类的准确率和召回率。

３　ＣＢＭ机构规范文档建设现状

３１　建设进展

机构规范文档建设主要解决同一机构因表达形

式不一致、名称变更、隶属关系不清等带来的成果

分散问题［５］。基于 ＣＢＭ的机构规范工作始于２０１０

年。经过近两年的数据分析和算法研究，从 ２０１２

年起正式启动规范处理工作。目前机构规范工作组

已完成千万篇文献所涉机构数据 （超过３２２万条）

的清洗，经拆分、去噪、去重、标识机构类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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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区等处理，形成近６０万条机构信息；通过优
化规则与字符串相似度结合的混合方法对大规模机

构名称进行归一化处理，形成各类规范机构１７万
条。其中医院类规范机构８万多条，高等院校类机
构３９万条，实验室机构４０００多条，其他机构４８
万条。这些数据已经成为 ＣＢＭ机构检索、分析等
功能的重要支撑［１８－１９］。

３２　现存问题分析

尽管目前的规范文档已完成绝大部分机构的同

义规范，但仍存在漏归、错归等情况，具体原因分

析，见表１。可以发现同一机构不同名称形式漏归、
错归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名称形式与同机构的其他名

称相似度不高或极低，仅靠相似度计算很难被发

现；而基于著者共现分析角度探索漏归、错归同一

机构的发现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具有较好的可信

度，将是对相似度同一机构发现方法的有效补充。

表１　同一机构不同名称形式漏归、错归原因分析

漏归、错归常见原因 举例

同一机构的不同名

称表达形式完全不

同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又称 “上海市

中山红十字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又

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三位一体的研究机

构，因类型不同被

分散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医院类机构）；首

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高校类机构）；首

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研究所 （研究类机构）

医院与临床学院之

间名称差异明显且

机构类型不一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医院类

机构）；首都医科大学第六临床医学院

（高校类机构）

名称变更造成机构

名称间差异较大

“二炮总医院”变更为 “火箭军总医院”；

“辽宁医学院”变更为 “锦州医科大学”

全称与简称之间相

似度较低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简称 “卫计

委”）

４　基于著者共现的机构名称规范机制研究

４１　发文著者机构特征分析

一般而言，发文著者的机构主要有两种情况：

单机构和多机构。单机构指著者机构为某单一机

构，如胡 ＸＸ－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

胡ＸＸ－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研究所。当某著
者所在机构包括多个机构名称时，这多个机构可能

是某机构对外的不同名称，也可能确是多个机构但

仅是存在某些关系而已，如孔 ＸＸ －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 湖北省人民医院，赵 ＸＸ－三峡大学第一临床
医学院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程 ＸＸ－蚌埠医学院
药学院 安徽省生化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ＣＢＭ
中机构著录主要包括机构实体和地址信息，二者之

间用逗号分隔。其中机构实体部分主要包括机构名

称、科室／学系等信息，机构地址部分包括机构所
在省市和邮编信息。当某著者机构为多机构时，则

在 “机构 （ＡＤ）”字段项著录多个机构的信息，多
个机构名称间用 “／”或空格进行分隔。如 ＡＤ字
段为 “国家癌症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
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１”、“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第六临床医学院

超声诊断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即描述了多个机构名
称信息，见图１。ＣＢＭ收录文献时遵照客观事实对
发文著者及其所在机构进行全面揭示，也就是说

ＣＢＭ不仅描述著者机构的基本信息，还对著者与机
构的对应关系进行规范揭示，为基于著者共现开展

同一机构发现提供重要数据基础。

图１　著者机构著录形式样例

４２　方案设计

基于著者共现开展同一机构／相关机构发现研

究主要是通过计算机构间发文著者的共现次数与重

合度，实现一个机构不同表达形式的发现与推荐。

其基本思想是：在一个地区，若两机构共有的发文

著者越多则二者为同一机构／相关机构的可能性越

大。具体方案，见图２。首先利用ＣＢＭ数据库的著

者－机构关系构建机构 －著者空间，在此基础上分

地区计算各机构间的著者共现关联度，结合机构类

型维度从高到低排序，著者共现关联度高的机构将

被推荐为高相似度机构。方案的核心是基于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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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著者量、不同机构间的共有发文著者量计算机

构的著者共现关联度。因其主要测度机构发文著者

集合间的包容度，不关注个体著者间的相关关系，

也不受著者发文多少的影响，故采用相对简约的包

容指数［２０］进行计算，具体计算公式为：

Ｉｉｊ＝Ｃｉｊ／ｍｉｎ（Ｃｉ，Ｃｊ）
其中Ｃｉｊ是文献集合中机构对 （Ｏｉ和 Ｏｊ）共现

的发文著者数；Ｃｉ是机构 ｉ（Ｏｉ）在文献集合中出
现的发文著者数；Ｃｊ是机构 （Ｏｊ）在文献集合中出
现的著者数；ｍｉｎ（Ｃｉ，Ｃｊ）取Ｃｉ，Ｃｊ中的最小值。

图２　整体研究思路

４３　处理流程

包括以下８个步骤：（１）以机构规范库中各机

构为处理对象，依据所在地区进行分组提取，生成

地区机构子集。 （２）基于 ＣＢＭ数据库，结合发文

机构所在地区、文献发表年等维度特征构建相应的

地区著者－机构关系表。（３）将著者按机构进行分

组，构建 “机构－著者空间”。（４）统计各机构发

文著者数。（５）若某两个机构有一个相同著者，即

表示该两个机构基于著者共现一次，依此遍历生成

机构－机构著者共现矩阵。（６）计算机构两两之间

的 “著者共现”关联度。（７）结合机构类型对关联

度按从高到低进行排序。（８）结合人工评测初步划

定输出阈值，对高关联度机构进行推荐。

５　效果评测

５１　测试对象

初步遴选北京、天津、上海３个地区８２家机构为

测试对象，其中北京２７家、天津３５家、上海２０家。

５２　统计数据源

ＣＢＭ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北京、天津、上海上述机

构发表的所有文献数据１０３万条。

５３　评测思路

基于提出的著者共现同一机构／相关机构发现

算法，尝试在指定统计数据源中对各地区遴选医院

的著者共现情况进行统计，根据共现频率计算机构

间著者共现关联度，分析预设推荐阈值并对高关联

度机构推荐结果进行输出。通过人工判定对推荐结

果的准确性进行分析评价。

５４　评测结果

经统计共２１００个机构对间存在著者共现情况，

部分数据示例，见图３。随机遴选３００个机构共现

对，对比分析阈值＜０５、 ＜０４、 ＜０３、 ＜０２及

０１的误判率，从希望较高准确性的角度考虑，各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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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阈值内推荐结果的误判率，见图４。预设推荐阈 值为≥０４，共输出９０个机构共现对。

图３　著者共现关联度计算———北京地区部分数据示例

图４　各段阈值推荐结果误判率

５５　结果分析

人工测评结果，见表２。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出

输出的９０个机构共现对中，人工认为７７个机构对是

同一机构或高关联度机构，部分数据示例，见图５。
推荐结果的准确率为８５％，具有较好的可参考性。

表２　机构著者共现关联度计算人工测评结果

地区
共现

机构对数量

人工审核

正确数量

准确率

（％）
北京 ３０ ２４ ８０
上海 ３２ ２８ ８７５
天津 ２８ ２５ ８９３
合计 ９０ ７７ ８５

图５　机构著者共现关联度计算———专家判定

部分数据示例

６　结语

本文基于目标应用环境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

库，从著者这个重要关联因素着手开展基于共现分

析的机构名称规范机制研究，提出基于著者共现的

同一机构／相关机构发现算法。经测试评估，该算
法推荐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是对当前相似度同

一机构发现方法的有益补充。后续将进一步优化算

法，实现过程中的数据处理细节问题，尽快推进其

在ＣＢＭ机构规范文档建设中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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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１９年第４０卷第１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９，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２



参考文献

１　ＫｈａｌｉｄＭＡ，ＪｉｊｋｏｕｎＶ，ＲｉｊｋｅＭ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ＮａｍｅｄＥｎｔｉ

ｔｙ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ｆｏｒ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１－１０］．ｈｔｔｐｓ：／／ｌｉｎ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０１００７％２Ｆ９７８－３－５４０－７８６４６－７＿８３．

２　李慧佳，马建玲，张秀秀，等中文机构名称规范库建

设的实践与分析———以 “中科院机构名称规范库”建

设为例 ［Ｊ］．图书与情报，２０１６（１）：１３３－１３９．

３　ＪａｉｎＡＫ，ＤｕｂｅｓＲＣ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ＤａｔａＰｒｅｎ

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ｒｉｅ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Ｐｒｅｎ

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Ｄｉｖ，１９８８．

４　刘远超，王晓龙，徐志明，等文本聚类综述 ［Ｊ］．中

文信息学报，２００６，２０（３）：５５－６２．

５　孙海霞，李军莲，吴英杰基于Ｋ－ｍｅａｎｓ的机构归一化研

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４（７）：４１－４４．

６　ＢｏｌｌｅｇａｌａＤ，ＩｓｈｉｚｕｋａＭ，ＭａｔｓｕｏＹ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ｏｒｄｓＵｓｉｎｇＷｅｂＳｅａｒｃｈＥｎｇｉｎｅｓ［Ｃ］．

Ｂａｎｆｆ：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１４ｔｈ［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Ｗｅｂ２００７：７５７－７６６．

７　ＡｕｍｕｌｌｅｒＤ，ＲａｈｍＥＷｅｂ－ｂａｓｅ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Ｃ］．Ｐｏｔｓｄａ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２００９：２４６－２５６．

８　ＴｒｅｅｒａｔｐｉｔｕｋＰ，ＧｉｌｅｓＣＬＤｉｓａｍｂｉｇｕａｔ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ｓｉｎ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ｓ［Ｃ］．ＵＳＡ：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２００９：３９－４８．

９　邱均平，董克作者共现网络的科学研究结构揭示能力比

较研究 ［Ｊ］．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４，４０（１）：１５－２４．

１０　ＡｂｒａｍｏＧ，Ｄ＇ＡｎｇｅｌｏＣＡ，ＰｕｇｉｎｉＦ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Ｉ

ｔａｌ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ｙａＮｏｎ－ｐａｒａ

ｍｅｔｒｉｃ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Ｊ］．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０８，７６（２）：２２５－２４４．

１１　ＦｒｅｎｃｈＪＣ，ＰｏｗｅｌｌＡＬ，ＳｃｈｕｌｍａｎＥＵｓｉｎｇ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Ｆｉｌ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５１（８）：

７７４－７８６．

１２　ＪａｃｏｂＦ，ＪａｖｅｄＦ，ＺｈａｏＭ，ｅｔａ１ｓＣｏｏＬ：ａ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１

－１０］．ｈｔｔｐ：／／ｘｕｅｓｈ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ｕｓ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ｐａｐｅｒ／ｓｈｏｗ？

ｐａｐｅｒｉｄ＝ｅｅｃｅａ４ａ５ｆ６０６３２８９ｅ１ｂｆ９ｅ４５３３５４７ｄｄ０＆ｓｉｔｅ＝ｘｕｅ

ｓｈｕ＿ｓｅ．

１３　ＪｉａｎｇＹ，ＺｈｅｎｇＨＴ，ＷａｎｇＸ，ｅｔａ１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ａｍｂｉｇｕ

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６２（６）：１０２９－１０４１．

１４　ＨｕａｎｇＳ，ＹａｎｇＢ，ＹａｎＳ，ｅｔａ１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Ｄｉｓａｍｂｉｇ

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２Ｏ１４，

９９（３）：８２３－８３８．

１５　杨波，杨军威，阎素兰基于规则的机构名称规范化研

究 ［Ｊ］．现代图书情报技术，２０１５，３１（６）：５７－６３．

１６　ＪｏｎｎａｌａｇａｄｄａＳＲ，ＴｏｐｈａｍＰＮＥＭ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ｒ

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ｓｆｒｏｍ ＰｕｂＭｅ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

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５（１）：５０－７５．

１７　贾君枝，曾建勋，李捷佳，等科研机构名称归一化实

现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８，６２（１３）：１０３－１１０．

１８　孙海霞，李军莲知识服务驱动的 ＣＢＭ作者机构规范

文档构建 ［Ｃ］．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２０１４年学术年会，２０１５．

１９　吴英杰，孙海霞ＣＢＭ数据库作者机构非规范著录数据

自动检测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１，３２（５）：

３８－４０．

２０　宋爽共现分析在文本知识挖掘中的应用研究 ［Ｄ］．

南京：南京理工大学，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２００６．

关于 《医学信息学杂志》启用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启事

　　为了提高编辑部对于学术不端文献的辨别能力，端正学风，维护作者权益，《医学信息学杂志》已正式启用 “科技

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来稿进行逐篇检查。该系统以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可

检测抄袭与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文献。如查出作者所投稿件存在上述学术不端行为，本

刊将立即做退稿处理并予以警告。希望广大作者在论文撰写中保持严谨、谨慎、端正的态度，自觉抵制任何有损学术声

誉的行为。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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