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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究我国医学领域近年高层次人才特征，为制定人才培养政策、有效发挥科技人才作
用提供参考。方法／过程 以爱思唯尔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为基础，分析医学领域连续５
年入选者的分布和发展态势。结果／结论 入选 “中国高被引学者”的专家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一

定程度上与科研资源集聚呈正向关系，临床医学和药学学科 （方向）入选人数优势明显，入选者大多保持

较高的科研产出和研究活跃度。基于分析结果，提出医学领域顶尖人才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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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各领域顶尖人

才的支撑引领。研究论文的引用情况是衡量其学术

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１－２］，也是评价科学家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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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的关键指标之一。 “高被引论文”的研究内

容常被认为是学科研究的热点，反映学科的重要学

术研究趋向；“高被引学者”反映学科学术创新能

力和学术研究水平顶尖科学人才的状况［３］。爱思唯

尔自２０１５年起每年发布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以中国 （内地）学者为研究对象，以引文与索引数

据库Ｓｃｏｐｕｓ为统计来源，采用多维度观测指标，深
入分析和研判学者的学科归属、学科表现和科研产

出等［４］。２０１３—２０２３年，我国药学与毒物学论文被
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２位，２０２２年临床医学卓越科
技论文数居国内首位，医学领域高被引论文和高被

引学者的研究体现我国在医学领域科技影响力的提

升［５］。医学是基于多学科产生的综合性学科，其本

身高度复杂且涉及众多学科分支和专业知识，对医

学高被引论文和高被引学者的研究需要具备一定的

专业知识背景，且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往往需要经

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和验证才能被广泛认可和接受，

因此很少有关于医学领域 “中国高被引学者”分布

格局和发展态势的专业研究［６－７］。

２　数据来源

以爱思唯尔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各年度 “中国高被引

学者”榜单为基础，对照教育部学科分类，以基础

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中西医结合、药学、中药学、中医学、特种医学、医

学技术、护理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医学相关学科为基

础，筛选医学领域连续５年入选者１５６人，并对其进
行学科分布、地域分布、机构分布等系统分析。以

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为统计来源，获取入选者发表论文的时
间跨度和引用情况，并追踪其学术生涯，以获得医学

领域顶尖人才的储备情况。研究和分析我国 “高被

引学者”群体特征，对了解我国科研工作者研究动

态和研究者构成，制定人才培养战略和政策，有效

发挥我国科技人才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为

医学领域人才评价、发展和使用提供参考。

３　 “中国高被引学者”结构特征分析

以教育部学科分类中与医学密切相关的基础医

学、临床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 １２个一级学科为
筛选范围。入选人数最多的学科是临床医学，其次

是药学，入选学者主要来自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主

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苏等医学科技资源聚集的

省份或直辖市。

３１　学科分布特点

研究 “中国高被引学者”的学科分布特征，有

助于了解我国医学领域各学科发展的现状。２０１７—
２０２１年 “中国高被引学者”连续入选学者中，临床

医学入选人数最多 （６５人），其次是药学 （３１人）、
基础医学 （２１人），前３个学科入选人数占全部人
数的７５０％。而中医学、特种医学和医学技术学科
没有学者入选。医学领域 “中国高被引学者”学科

分布，见图１。

图１　医学领域 “中国高被引学者”学科分布

３２　机构分布特征

医学领域连续５年入选 “中国高被引学者”的

１５６人来自５２家机构，分别为高校、科研院所、医
院和政府部门，见图２。其中，入选人数最多的是
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入选学者数量排在前１０位
的有９所高校，１家科研院所，见表１。

图２　医学领域 “中国高被引学者”机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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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医学领域 “中国高被引学者”前１０位机构

序号 名称 性质 省／直辖市 人数 占比 （％）

１ 北京大学 高校　　 北京 １６ １０２６

２ 复旦大学 高校　　 上海 １６ １０２６

３ 上海交通大学 高校　　 上海 ９ ５７７

４ 浙江大学 高校　　 浙江 ９ ５７７

５ 中国医学科学院 科研院所 北京 ９ ５７７

６ 中山大学 高校　　 广东 ６ ３８５

７ 南京医科大学 高校　　 江苏 ６ ３８５

８ 首都医科大学 高校　　 北京 ５ ３２１

９ 华中科技大学 高校　　 武汉 ５ ３２１

１０ 四川大学 高校　　 四川 ５ ３２１

３３　地域分布情况

医学领域 “中国高被引学者”连续５年入选者
主要分布在１７个省／直辖市，排名前５位人数占比
高达７３７％，见表２。数据显示人才地域分布呈现
区域中心集聚、边远地区稀缺的整体趋势，且入选

人数较多的省份多与当地教育、经济水平呈正向关

系，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也密切相关［８］。

表２　医学领域 “中国高被引学者”前１０位省／直辖市

序号 省／直辖市 人数 占比 （％）
１ 北京 ４７ ３０１２
２ 上海 ２５ １６０３
３ 江苏 １９ １２１８
４ 广东 １４ ８９７
５ 浙江 １０ ６４１
６ 湖北 ８ ５１３
７ 四川 ７ ４４９
８ 山东 ５ ３２１
９ 湖南 ４ ２５６
１０ 辽宁 ４ ２５６

４　 “中国高被引学者”个人产出及成长规

律分析

　　连续５年入选者的学术年龄为１４～４４年，大多
数学者在入选后仍保持高产出的学术活跃度。

４１　学术年龄分析

以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中所能检索到的以第一作者或
通信作者发表的第１篇研究论文发表时间为学术年
龄元年，计算学者的学术年龄，见图３。

图３　医学领域 “中国高被引学者”学术年龄分布

　　研究 “中国高被引学者”的学术年龄可以了解

各领域学者的年龄分布，有助于分析该领域高端人

才储备与构成，及时调整优化各领域人员布局。连

续５年入选者的学术年龄平均为２８７年，入选人数

较多的学术年龄段为２５～３５年，其中位数略高于
平均年龄。按２５岁硕士毕业发表第１篇论文计，学
者实际年龄段为５０～６０岁，第１次入选 “中国高

被引学者”的实际年龄为４５～５５岁，也比较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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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医学领域顶尖人才的年龄分布。医学领域

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决定学者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学习

和实践，属于门槛高、成才时间长的学科领域，学

者的学术年龄往往比其他学科长，而连续５年入选
者的学术年龄最短为１４年，即第１次入选 “中国

高被引学者”的实际年龄约为３４岁，也在一定程
度上表明目前医学领域发展较快、高端人才储备丰

富，学术创造力也在逐步提升。

４２　科研产出数量分析

１５６位入选者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共发表论文５３３５
篇，平均３４２篇／人；发表最高１％高被引论文１９４
篇，平均１２篇／人，见表３。从发文总量看，临床

医学领域发文量最多 （２５８５篇），其次是药学
（８３２篇）、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４４４篇）；从人均
发文量看，中药学最多 （５７３篇／人），其次是中西
医结合 （４３０篇／人）和临床医学 （４０４篇／人）；
从归一化引文影响力指标看，人均影响力排前３位
的分别是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得分分别为６８、３３和２３分；从最高１％发
文量看，临床医学最多 （１００篇），其次是基础医学
（４２篇）和药学 （１９篇），人均最高１％发文量前３
位分别为基础医学 （２０篇／人）、生物医学工程
（１９篇／人）、临床医学 （１６篇／人）。总体而言，
临床医学入选者的科研表现最优，基础医学和生物

医学工程入选者综合表现较强。

表３　医学领域 “中国高被引学者”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发表论文情况

学科
所有发文 所有发文被引 归一化引文影响力指数 最高１％发文

总量 （篇） 平均 （篇／人） 总量 （次） 平均 （次） 总量 （分） 平均 （分） 总量 （篇） 平均 （篇／人）

所有学科 ５３３５ ３４２ １１７７６０ ７５４８ ４７１２ ３０ １９４ １２

基础医学 ５６１ ２６７ ２６７３９ １２７３３ １４２４ ６８ ４２ ２０

临床医学 ２５８５ ４０４ ５５７７９ ８７１５ ２０９２ ３３ １００ １６

口腔医学 １９１ ３１８ ２５６４ ４２７３ ８１ １４ ３ ０６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４４４ ３４２ ６８０６ ５２３５ ２９３ ２３ ７ ０５

中西医结合 ８６ ４３０ １３９９ ６９９５ ３４ １７ ３ １５

药学 ８３２ ２６８ １５２１８ ４９１０ ５２６ １７ １９ ０６

中药学 ２２９ ５７３ ２０９１ ５２３０ ４７ １２ ２ ０５

护理学 １１４ ２２８ ６４３ １２８６ ４５ ０９ １ ０２

生物医学工程 ２９３ ３２６ ６５２１ ７２４６ １６９ １９ １７ １９

　　注：中医学、特种医学和医学技术学科没有学者入选，相关发文数据为零。

４３　学术活跃度分析

从入选学者学术生涯发文量来看，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年均发文量高于学术生涯年均发文量的有 １１３
人，占总入选人数的７２４％，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多
数学者在入选 “中国高被引学者”后仍保持高产出

的态势。其中，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年均发文量高于学术
生涯年均发文量的人数最多的学科是临床医学 （４９
人），其次是基础医学和药学 （各１８人）；从高产

出人数比例看，基础医学最高，为 ８５７％ （１８／
２１），其次是临床医学，为７５４％ （４９／６５），最后
是药学，为５８１％ （１８／３１），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
相对于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药学具有较长的产出

周期。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发文量占学术生涯发文量一半
以上的有１０人，其中最多的是护理学 （４人），其
后依次为口腔医学和临床医学 （各２人），生物医
学工程和基础医学 （各１人），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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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医学领域 “中国高被引学者”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学术活跃度

４４　研究热点分析

研究热点一定程度反映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和研

究重点，基于共词聚类法分析入选高被引学者发表

高被引论文的高频关键词，可以了解医学领域一段

时间以来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成果，以及新兴前沿的

研究方向。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医学领域共发表高被引
论文１４５８４篇。其中 １５６名入选者发文共计 ３０７
篇，总被引频次达１００５１３次，其中发表在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ｌｌ，Ｌａｎｃｅｔ，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ＢＭＪ－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ＡＭ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等国际顶级期刊的

论文共４３篇。本文在３０７篇高被引论文中提取了
１７７７个关键词并统计其出现频次，截取频次大于
等于５次的关键词作为分析对象。两两统计高频关
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形成关键词共现

矩阵。对矩阵做聚类分析，通过分析各类簇的文献

内容，得到５个研究热点：炎症的发生机制和基因
表达研究，肺炎的流行病学、治疗及预后研究，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发病机制和临床特征研究，肿瘤

的免疫治疗方法研究，肿瘤的化学治疗方法研究，

见图５。这些研究热点与国际近年的研究前沿保持
一致，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医学领域顶尖科学家的

研究已经达到或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图５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医学领域高被引文献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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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对我国医学领域顶尖科技人才发展的政
策建议

５１　制定精准的人才发展战略，提升顶尖人才使
用效能

　　医学领域 “中国高被引学者”分布较集中，北

京、上海、江苏、广东４地学者占６７％以上；且学
者绝大部分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占所有学者的

９６８％，盘活和利用好这部分优势科研力量对构建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至关重要。以北京为例，其以建

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近几年建立了多家新

型科研机构，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脑与类

脑研究所等，对战略科学家及其核心团队充分赋

权，给予充足的经费和人员自主权，充分释放高端

人才效能［９］。鉴于医学领域 “中国高被引学者”分

布集中，更适合各地方、各单位制定适合自身发展

的高端人才发展战略，充分运用好医学领域顶尖人

才，为实现医学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人才支撑。

５２　注重后备人才培育，保障高层次人才长期建设

科研峰值年龄本质上来说与学术生命周期和成

长周期有关，意味着学者学术成长周期的完成和科

研工作的高峰，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者科研活

力。一般认为科学研究创新最佳年龄为２５～４５岁，

而医学领域 “中国高被引学者”入选年龄多集中在

４５～５５岁，已超出最佳年龄区。如何保证以入选者
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持续发展，并保障高层次人才

不断补充是重中之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制定了 “育才聚才选才养才用才成才”的人才

战略，建立了一条人才高质量发展之路，从青年人

才培养到高端人才使用，形成良性闭环，２０２１年高
层次人才数量比２０１８年同比增长２５％，为高端人

才队伍建设提供了思路和借鉴［１０］。

建议关注顶尖人才成才全流程，注重青年科技

人才、后备力量的培育，从博士后，甚至是研究生

开始即加强引导性培养。应当对２５～３５岁的青年
人才多给予项目和经费支持，搭建适合青年人才发

展的平台，激发年轻科研工作者的创造力。遵循青

年人才成长规律，为青年人才提供创新的平台环境

和宽松的人才政策，引导青年人才主动做好目标导

向和自由探索相结合的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打造人才和科研基础。用好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对青年人才的教育背景、

研究水平、发展潜能等进行综合研判，更加科学、

前瞻性地识人、用人、育人。

５３　注重学科差异，避免顶尖人才 “木桶效应”

医学领域 “中国高被引学者”入选学者主要涉

及临床医学、药学、基础医学领域，且前３位学科

入选人数占全部人数的四分之三，而中医学、特种

医学和医学技术学科没有学者入选。入选学者研究

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目前医学领域的学科关

注度，说明中国对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学等医

学领域关注较高，而对中医学、特种医学和医学技

术学科关注较弱。

在继续稳固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学等医学

领域 “中国高被引学者”的同时，加强对医学技

术、特种医学、生物医学工程、护理学等的关注和

政策扶持，优化人才能力评估体系、建立稳健的人

才梯队，避免因相关学科顶尖人才缺失而引起的

“木桶效应”。以科技创新带动人才发展，以前沿技

术与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等经典学科的融合发展促

进顶尖人才的合作创新，以 “解码”炎症风暴降低

临床重症率等研究热点为动力，提升人才转化效

率，以实现医疗器械、医学成像技术国产化替代和

自主可控为目标，将生物医学工程与临床紧密结

合，以产业化驱动学科发展，提升整个学科的发展

水平，反哺顶尖人才发展［１１－１２］。

６　结语

本文基于爱思唯尔 “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以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连续５年入选者为研究对象，通过

分析医学领域顶尖人才的结构特征和科研成果分布

情况，发现我国医学领域具有研究学科、研究机

构、学者年龄集中分布等特点。这些特点提示可根

据学科专业发展趋势适时完善、调整、丰富学科分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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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同时围绕医学行业和区域人才需求对高层次复

合型医学技术人才培养等进行政策引导，使医学领

域向多学科、区域协同合作发展，从而促进学科平

衡、可持续发展。同时建议以医学领域 “中国高被

引学者”为基础，加强各学科人才建设，放眼 “全

球高被引学者”，开展前瞻性培养和应用转化，强

调战略科技人才生态化培养。

作者贡献：崔艳梅负责研究设计、论文撰写；陶佳

颐负责数据分析；陈宣男负责政策研究；刘海涛负

责整体构思及论文修改。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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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ｙｅｌｏｍａ［Ｊ］．Ｎ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２２，４６
（１１）：５１８８－５２００．

４１　ＪＩＹ，ＳＨＩＢ，ＬＩＹ．Ａ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ｙｅｌｏｍａｕｓｉｎｇｒｕｎｇｅｋｕｔｔａ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ｒ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ｉｎｄｅｘ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１１－２７］．ｈｔ
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ｏｍｐｂｉｏｍｅｄ２０２２１０６１８９．

４２　ＺＥＮＧＸ，ＸＩＡＮＧＨ，ＹＵＬ，ｅｔａｌ．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ｄｒｕｇｔａｒｇｅｔｓｕｓｉｎｇａｓｅｌｆ－ｓｕｐｅｒ
ｖｉｓｅｄｉｍａｇ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Ｎａｔｕｒ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２２，４（１１）：１００４－１０１６．

４３　ＳＵＮＭ，ＺＨＡＯＳ，ＧＩＬＶＡＲＹＣ，ｅｔａｌ．Ｇｒａｐｈ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ｒｕ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Ｊ］．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ｉｎ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２０，２１（３）：９１９－９３５．

４４　ＺＨＩＨＹ，ＺＨＡＯＬ，ＬＥＥＣＣ，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ｇｒａｐｈ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ｉｈｙｄｒｏｏｒｏｔａｔｅｄｅｈｙｄｒｏ
ｇｅｎ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ｉ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Ｊ］．Ｂｉｏｍｏｌｅ
ｃｕｌｅｓ，２０２１，１１（３）：４７７．

４５　唐跃威，刘治平．基于深度学习与多层次信息融合的药
物靶标亲和力预测 ［Ｊ］．中国生物工程杂志，２０２１，４１
（１１）：４０－４７．

４６　ＶＡＲＡＤＩＭ，ＡＮＹＡＮＧＯＳ，ＤＥＳＨＰＡＮＤＥＭ，ｅｔａｌ．Ａｌ
ｐｈａＦｏｌ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ｍａｓｓｉｖｅｌｙ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ｐａｃｅｗｉｔｈ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ｍｏｄｅｌｓ［Ｊ］．Ｎｕｃｌｅｉｃａｃｉ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２，５０
（Ｄ１）：Ｄ４３９－Ｄ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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