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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第一期（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５轮中加（ＮＳＦＣ－ＣＩＨＲ）健康研究合作计划资助且已

结题项目发表ＳＣＩ论文为研究对象，根据科学基金项目结题报告，利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平台，
从研究项目发表的ＳＣＩ论文的数量、文献类型、期刊影响因子、被引频次以及合作情况等方面，开展

数理统计分析和文献计量研究，以期考查中加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目的进展运行情况，总结该合作

计划项目在促进合作交流、提升研究水平等方面的绩效特点与值得关注的问题，为未来继续推进中

加双方务实合作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　中加（ＮＳＦＣ－ＣＩＨＲ）合作；健康研究；ＳＣＩ

１　引　言

在科技全球化 的 发 展 进 程 中，国 际 合 作 与 交 流

是解决全球性重大科学问题的必 由 之 路，也 是 基 础

研究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１—２］。为推动和支持

中国与加拿大两国大学、医院、科研院所及其附属机

构的科学家在健康医学领域的合 作 与 交 流，国 家 自

然科学 基 金 委 员 会（ＮＳＦＣ）与 加 拿 大 卫 生 研 究 院

（ＣＩＨＲ）分别在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和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签署、
续签了 合 作 谅 解 备 忘 录。在 合 作 谅 解 备 忘 录 框 架

下，中加双方前后两期联合分别征集资助了５轮和３
轮“中加（ＮＳＦＣ－ＣＩＨＲ）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目”［３］，且
第一期５轮项目已于２０１３年全部顺利结题。

回顾中加双边 合 作，双 方 机 构 在 基 金 评 审 和 管

理方面不断积累了有益的合作经 验，提 升 了 管 理 水

平，已初步形成 了 全 方 位、宽 领 域、多 层 次、高 水 平、
重实效的合 作 格 局［３］。同 时，双 方 共 同 资 助 的 研 究

项目，通过落实资助计划书的任务要求，按阶段计划

执行，实现了双方机构的共同目标和期望，取得了积

极的研究成果，联 合 发 表 了 一 批 高 影 响 因 子 的ＳＣＩ
论文，共同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青年人才，相继召开

了一批高规格的学术会议，这些研 究 成 果 也 正 是 中

加双方科学家开展实质性合作 与 交 流 的 具 体 体 现。

因此，总结和回顾研究项目的成果产出，将对继续做

好和推进中加双方务实合作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

２　方　法

本文 选 取 第 一 期５轮（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 加

（ＮＳＦＣ－ＣＩＨＲ）健 康 研 究 合 作 计 划 资 助 且 已 结 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的８９个 合 作 研 究 项 目 产 出 的３６８
篇ＳＣＩ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查看科学基 金 项 目 结

题报告，利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平台，从研究项目

发表的ＳＣＩ论文的数量、文献类 型、期 刊 影 响 因 子、

被引频次以及合作情况等方面开展数理统计分析和

文献计量研究，以期考查中加（ＮＳＦＣ－ＣＩＨＲ）健康研

究合作计划项目的进展运行情 况，总 结 该 合 作 计 划

项目在促进国际合作交流、提升 双 方 研 究 水 平 等 方

面的绩效特点与值得关注的问题［４］。

３　结　果

３．１　论文数量

３．１．１　按结题年份统计

第一 期５轮 共 计８９个 合 作 研 究 项 目 共 发 表

DOI:10.16262/j.cnki.1000-8217.2015.06.013



　
第６期 黎爱军等：中加（ＮＳＦＣ－ＣＩＨＲ）健康研究合作计划项目资助发表ＳＣＩ论文分析 ４４５　　 　

ＳＣＩ论文３６８篇，平 均４．１篇／项，且 单 个 项 目 发 表

ＳＣＩ论文最高为１３篇；从单位经费投入的ＳＣＩ论文

产出绩效看，中加健康研究合作计 划 项 目 每 万 元 经

费投入的ＳＣＩ论文产出（０．０９２篇）要高于同期结题

的科学基金 重 点 国 际（地 区）合 作 研 究 项 目（０．０７９
篇）。从项目各 结 题 年 份 来 看，除２０１１年 结 题 项 目

发表论文较少外，其他结题项目发表ＳＣＩ论 文 均 数

在每项４．６—５．０篇之间，另外在５轮的合作研究项

目中结题未发表ＳＣＩ论文的项目有８项，占项目总

数的９．０％，具体情况见表１。

３．１．２　按发表年份统计

从各项目ＳＣＩ论 文 发 表 的 时 间 来 看（图１），论

文发表 主 要 集 中 在 项 目 结 题 当 年，占 论 文 总 数 的

３７．５％，而在项目启动的第一年内 发 表 的ＳＣＩ论 文

相对较少，仅占９．０％；同时因项目结题时未及时发

表且后续已经发表的论文也比较多，占２９．３％。

３．１．３　按依托单位统计

从结题项目的依托单 位 来 看，发 表ＳＣＩ论 文 数

量排在前五名的依托单位分别是：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具体情

况见表２。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结题项目发表ＳＣＩ论文情况

结题

年份
项目数

未发表

ＳＣＩ论文

项目数

发表ＳＣＩ论文数量（篇）

总数 平均数
单个项目

最高数

２００９　 １５　 １　 ６７　 ４．８　 １０

２０１０　 ２０　 ２　 ８７　 ４．８　 １３

２０１１　 １８　 ２　 ５６　 ３．５　 １０

２０１２　 １８　 １　 ７８　 ４．６　 １１

２０１３　 １８　 ２　 ８０　 ５．０　 １１

合计 ８９　 ８　 ３６８　 ４．５　 １３

图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结题项目ＳＣＩ论文发表时间分布情况

３．１．４　按学科代码统计

从结题项目的学科 代 码 来 看，发 表ＳＣＩ论 文 数

量排在前五名的学科代码有：神 经 系 统 和 精 神 疾 病

（Ｈ０９）、循环系统（Ｈ０２）、生殖系统／围生医学／新生

儿（Ｈ０４）、内 分 泌 系 统／代 谢 和 营 养 支 持（Ｈ０７）、医

学免疫学（Ｈ１０），其 中 神 经 系 统 和 精 神 疾 病 领 域 发

表ＳＣＩ论文数量最多，共１０７篇（２９．１％），具体情况

见表３。

３．２　论文质量

３．２．１　影响因子

从研究项目发表ＳＣＩ论 文 的 期 刊 来 看，发 表 当

年的期刊影 响 因 子 最 高 为３５．７４９（Ｎａｔｕｒｅ　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２０１２年，篇均期刊影响因子为４．２７９，且主要

集中在３—６分之间，占总数的５８．４％，各结题年份

的期刊 影 响 因 子 具 体 情 况 见 表４和 图２。同 时，单

个项目发 表ＳＣＩ论 文 的 总 影 响 因 子 数 最 高 为８３．
８９９，平均每项总影响因子高达１９．２０３。

３．２．２　被引频次

截止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研究项目发表ＳＣＩ
论文的被引频次最高为４４０次（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篇均

被引频次为１５．４次，单篇年均被引频次主要集中在

２—４之间，占总数的４２．７％，每篇年均被引频次为

３．２次，呈递减趋势，各结题年份被引频次的具体情

况见表４和图２。

表２　结题项目发表ＳＣＩ论文总数前五名依托单位

依托单位 项目数
发表ＳＣＩ
论文总数

平均每项

发表ＳＣＩ论文数

北京大学　　 ７　 ４９　 ７．００

复旦大学　　 ８　 ４２　 ５．２５

华中科技大学 ４　 ２４　 ６．００

清华大学　　 ５　 １５　 ３．００

上海交通大学 ５　 １４　 ２．８０

表３　结题项目发表ＳＣＩ论文总数前五名学科代码

学科代码 项目数
发表ＳＣＩ
论文总数

平均每项

发表ＳＣＩ
论文数

Ｈ０９神 经 系 统 和 精

神疾病
２２　 １０７　 ４．８６

Ｈ０２循环系统 １４　 ４８　 ３．４３

Ｈ０４生 殖 系 统／围 生

医学／新生儿
９　 ４１　 ４．５６

Ｈ０７内 分 泌 系 统／代

谢和营养支持
９　 ３０　 ３．３３

Ｈ１０医学免疫学 ５　 ２８　 ５．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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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结题项目发表ＳＣＩ论文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

结题

年份

影响因子 被引频次

篇均 单篇最高 单篇最高 篇均 年均 单篇年均最高 年均／篇

２００９　 ４．７３２　 ２９．７４７　 ４４０　 ３０．８　 ３２１．８　 ７３．３　 ４．８

２０１０　 ４．０３７　 １４．１５２　 １１１　 １９．０　 ２９６．８　 １７．８　 ３．４

２０１１　 ３．８３４　 ８．８８９　 ５１　 １１．６　 １６２．２　 １２．８　 ２．９

２０１２　 ４．９４１　 ３５．７４９　 ５１　 １０．０　 ２２２．２　 １６．０　 ２．８

２０１３　 ３．８２８　 １２．５３９　 ４９　 ６．５　 １８２．５　 １６．３　 ２．３

合计 ４．２７９　 ３５．７４９　 ４４０　 １５．４　 １１８５．５　 ７３．３　 ３．２

图２　科学基金项目发表ＳＣＩ论文期刊

影响因子与年均被引频次频数

３．２．３　文献类型

合作研究项目所发表ＳＣＩ论文的类型有研究论

文（Ａｒｔｉｃｌｅ），综述（Ｒｅｖｉｅｗ）、通讯（Ｌｅｔｔｅｒ）和编辑资

料（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４种，且绝大部分ＳＣＩ论文的

类型为研究论文，共有３４２篇，占总数的９２．９％，此

外Ｒｅｖｉｅｗ、Ｌｅｔｔｅｒ、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文 献 类 型 的

ＳＣＩ论文分别有２３篇、２篇和１篇，相对较少。

３．２．４　发表期刊

合作研究项目所发表的ＳＣＩ论文共涉及２３１种

期刊，数 量 在 前 三 位 的 期 刊 有：ＰＬｏＳ　ＯＮＥ（ＩＦ＝
３．３５４）２６ 篇，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Ｆ＝２．２８１）７篇，Ｃｅｌｌ　Ｃｙｃｌｅ
（ＩＦ＝５．００６）６篇。

３．３　合作情况

３．３．１　合作机构国别

从ＳＣＩ论文作者所属研 究 机 构 国 别 来 看，作 者

中没有国外合作机构人员的论文占总数的４８．１％，

而在有国外研究机构人员合作参 与 的 论 文 中，中 加

双方合作发表的论文占论文总数的３０．４％，其次为

中美双方合作发表的论文，具体情况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结题项目发表ＳＣＩ论文

作者合作机构国别情况

结题

年份

无国外

合作机构
（％）

有国外合作机构

加拿大
（％）

美国 其他

２００９　 ３０（４４．８） １５（２２．４） １７　 ５

２０１０　 ３９（４４．８） ３０（３４．５） １０　 ８

２０１１　 ２２（３９．３） ２１（３７．５） １３　 ０

２０１２　 ４４（５６．４） １９（２４．４） ８　 ７

２０１３　 ４２（５２．５） ２７（３３．８） ８　 ３
总体 １７７（４８．１） １１２（３０．４） ５６　 ２３

表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结题项目标注合作项目编号情况

结题

年份

项目数量 论文数量

全部标注 部分标注 没有标注 未标注 标注

２００９　 ２　 ９　 ３　 ３３　 ３４

２０１０　 ９　 ８　 １　 ２７　 ６０

２０１１　 １０　 ５　 １　 １０　 ４６

２０１２　 １４　 ２　 １　 ６　 ７２

２０１３　 ７　 ４　 ５　 ３４　 ４６
合计
（％）

４２
（５１．９）

２８
（３４．６）

１１
（１３．６）

１１０
（２９．９）

２５８
（７０．１）

３．３．２　基金编号标注

发表ＳＣＩ论文中，标注 了 中 加 合 作 项 目 编 号 的

论文有２５８篇，占论文总数的７０．１％，其中２０１２年

结题项目所 发 表 的ＳＣＩ论 文９２．３％标 注 了 基 金 编

号；同时按资助项目分类统计来看，发表的ＳＣＩ论文

全部标注 了 中 加 合 作 项 目 编 号 的 项 目 有４２项，占

５１．９％，部 分 标 注 基 金 编 号 的 项 目 有 ２８ 项

（３４．６％），以及未 标 注 基 金 编 号 的 项 目 有１１项，其

中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０９年结题项目分别有５项和３项；

此外，在中加双方联合共同署名发表的ＳＣＩ论文中，
标注 合 作 项 目 编 号 的 论 文 有 ８３ 篇，占 总 数 的

７４．１％。具体数据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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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小结与建议

基于中加 双 方 机 构（ＮＳＦＣ－ＣＩＨＲ）的 合 作 与 交

流，第一期５轮合作研究项目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基

本实现 了 双 方 机 构 的 共 同 目 标 和 期 望。仅 从 发 表

ＳＣＩ论文来看，每个项目平均发表了４篇ＳＣＩ论文，

明显高出近五年同期结题的面上项目所发表的ＳＣＩ
论文数量（２．６篇／项）；此外，ＳＣＩ的论文质量也比较

高，篇均影响因子（４．３）、篇均被引频次（１５．４次）和

平均每篇年均 被 引 频 次（３．２次），尤 其 篇 均 被 引 频

次明显高出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 期 间 我 国 平 均 每 篇 论 文

被引用次数（７．６次／篇），也高出同期世界的平均水

平（１１．１次／篇）［５］。

同 时，也 可 以 看 到，中 加 健 康 合 作 研 究 计 划 项

目 发 表ＳＣＩ论 文 方 面 也 存 在 一 些 不 足。一 是 高 影

响 因 子 的ＳＣＩ论 文 数 量 较 少，１０分 以 上 论 文 仅 占

３．３％；二 是 中 加 双 方 合 作 发 表 的ＳＣＩ论 文 占 总

发 文 量 的 比 例 偏 低，仅 为３０．４％，未 充 分 体 现 出

合 作 研 究 项 目 的 特 点；三 是 未 标 注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编 号 的ＳＣＩ论 文 较 多，占 论 文 总 数 的２９．１％，按

结 题 报 告 要 求，与 本 项 目 相 关 的 论 文 须 全 部 标 注

基 金 号。

为更好地继续做好和推进中加合作研究计划项

目开展，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１）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合作机制。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深 化 对 科 技 发 达 国 家

合作，优化双多边合作机制”的国 际 合 作 战 略 部 署，

围绕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着眼 双 方 共 同 面 临 的

科学挑战，不断优化中加健康合作 研 究 计 划 项 目 的

合作机制，提 升 经 费 资 助 强 度，适 当 地 延 长 研 究 期

限，确保有足够的经费和时间，催生更多高质量的研

究成果［６］。

（２）重视成果跟踪，思考延续资助。

中加双方资助机构应密切跟踪合作项目在成果

产出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进展和实效，及时梳理总结，

加强绩效评估，对于双方 强 强 联 合、优 势 互 补、成 果

突出的合作研究团队和研究领域，应 思 考 如 何 给 予

延续资助，通过对已具备稳定合作 基 础 的 研 究 机 构

继续给予经费投入，加强合作双方的伙伴关系，以期

通过持续稳定的实质性合作，催生 更 有 显 示 度 的 合

作成果，惠及两国健康基础研究水 平 的 提 升 和 民 众

的社会福祉。

（３）依托信息系统，规范项目管理。

近 年 来，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科 学 基 金 信 息

网 络 系 统 建 设 更 加 健 全、完 善，也 更 加 规 范、人 性

化。尤 其 在 成 果 论 文 收 集 上，已 实 现 通 过“基 金

委 成 果 在 线”收 集 本 项 目 发 表 的 论 文，这 样 既 规

范、又 准 确，但 也 有 些 项 目 负 责 人 填 写 不 够 仔 细、

认 真，比 如 存 在“未 标 注”填 写 成“已 标 注”的 现

象，因 此 建 议 继 续 健 全 完 善 成 果 在 线 系 统，通 过

自 动 检 索，确 保 信 息 填 写 准 确。从 研 究 项 目 的 绩

效 产 出 评 价 出 发，鼓 励 中 加 双 方 科 学 家 在 联 合 发

表 高 质 量 的ＳＣＩ论 文 时 重 视 对 资 助 项 目 的 标 注，

一 方 面 积 极 推 进 中 加 实 质 性、高 水 平 的 国 际 合

作［７］，另 一 方 面 也 有 利 于 增 强 中 加 合 作 项 目 资 助

成 效 的 显 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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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信息·

中国科学家揭示类风湿关节炎病理新机制

在国家自 然 科 学 基 金 杰 出 青 年 基 金（资 助 号：

８１３２５０１９）的资助下，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张烜

教授研究团队与深圳华大基因研 究 院 王 俊、李 英 睿

教授等 研 究 人 员 共 同 合 作，完 成 了 类 风 湿 关 节 炎

（ＲＡ）患者口腔和肠道微 生 物 元 基 因 组 研 究。本 项

研究表明，口腔和 肠 道 微 生 物 菌 群 异 常 是ＲＡ病 理

生理和疾控的重要环节，从而为元 基 因 组 学 辅 助 的

ＲＡ个性化诊疗方案提供基础。研究成果以“Ｔｈｅ　ｏ－
ｒａｌ　ａｎｄ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ｔｕｒｂｅｄ　ｉｎ　ｒｈｅｕｍａ－
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ｌｙ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为题发 表 在２０１５年 Ｎａ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杂 志 第８期

上。文章链接：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ｍ／ｎｍ／ｊｏｕｒ－
ｎａｌ／ｖ２１／ｎ８／ｆｕｌｌ／ｎｍ．３９１４．ｈｔｍｌ

ＲＡ是一种 致 残 率 较 高 的 自 身 免 疫 性 疾 病，但

研究界对有关参与疾病发生或疾病保护的细菌及其

功能认知有限。因 此，全 面 了 解ＲＡ相 关 的 微 生 物

菌群有助推动对ＲＡ病 理 生 理 的 深 入 探 索、早 期 诊

断和精准医疗。本研究收集了未经药物治疗ＲＡ患

者的牙菌斑、唾液和粪便样本，以健 康 人 群（包 括 直

系亲属和共同生活无血缘关系亲属）作为对照，采用

元基因组鸟枪法测序技术检测微生物组ＤＮＡ，并对

ＤＭＡＲＤｓ（缓解抗风湿药）治疗前后ＲＡ患者的口腔

和肠道微生物菌群的变化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发

现，与健康人群相比 ＲＡ患者的口腔与肠道菌群，在
氧化还原条件，铁、硫、锌和精氨酸的转运和代谢，以
及ＲＡ相关抗原如瓜氨酸环化的分子拟态等方面均

表现出明显异常，提 示 这 种 菌 群 异 常 在ＲＡ的 病 理

生理机 制 中 具 有 重 要 的 作 用，可 能 直 接 参 与 疾 病

发生。
此外，研究人员 还 基 于 口 腔 与 肠 道 微 生 物 菌 群

元基因组关联分析构建了区分ＲＡ患者和健康对照

人群的分类诊断模型。综合三个部位的微生物菌群

分类诊断模型对ＲＡ诊断的准确率可显著提高。基

于元基因组关联分析构建的分类诊断模型有助于判

断抗风湿药物的疗效。
同时对口腔和肠道微生物菌群元基因组进行关

联分析，在国际上尚属 首 次。该 研 究 还 揭 示 了 此 项

分析在人类重大慢性非感染性疾病中的机制和临床

意义，对此开展进一步的临床验 证 将 有 利 于 深 入 了

解ＲＡ发病机制，并有望对ＲＡ疾病分层、药物疗效

预警及寻求新型治疗靶点从而达到对疾病的精准诊

疗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供稿：金莉萍　吕群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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