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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论坛
·

20 0 4年度诺贝尔生理或 医学奖获得者

科学论文测度及思考

段志光

(山西 医科大学
,

太原 0 3 0 0 0 1 )

〔摘 要 〕 本文利用国际权威数据库
,

根据科 学计量学方法
,

从发表论文数量统计和 引文分析两个

方面
,

通过对 2 0 04 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科技论文进 行测度
,

对顶级 医学科学家发表论文

数量与质量
、

医学科 学活动规律
、

项 目研究过程和相互合作等进行 了辩证 的分 析与思考
,

以为我 国

杰 出医学科 学家的培养和早出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提供参考
。

〔关键词 〕 诺贝尔奖
,

科学家
,

医学科学论文
,

测度

我国当前关于诺贝尔生理 或医学奖的研究
,

多

属定性研究
,

定量研究较少
,

获得者科技产出的定量

研究更少
。

本文利用 国际权威 数据库
,

根据科学计

量学方法
,

对 2 0 04 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科

学论文进行测度和分析
。

1 获奖理 由与获得者简况

1
.

1 获奖理 由

美 国科学家 阿克 塞尔 ( R
.

xA el )和 巴 克 ( L
.

B
.

B u c k )
,

因发现人类嗅觉系统 的奥秘 而荣获 20 04 年

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

瑞典科学院决定向这两位科

学家颁发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的文告认为 [ ’ 〕 :

人类

的嗅觉长期 以来一直是一个非 常神秘 的领域
,

人类

认识和记忆 l 万种不 同气味的基本原理一直不为人

所知
。

今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获得者解决了这

一问题
,

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 先驱性的研究 向我们

清楚地 阐释了我们的嗅觉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

他们

发现 了 一个大 型 的基 因 家族
。

这一 基 因家族 由

100 0 种不 同的基 因组成 (占我们基 因总数 的 3 % )
,

构成了相当数量的嗅觉受体种类
。

这些受体位于嗅

觉受体细胞之内
,

可 以探测到吸人的气味分子
。

1
.

2 获得者简况

阿克塞尔 19 4 6 年 7 月 出生于美国纽 约
。

19 67

年毕业于美 国哥伦 比亚大学并获学 士学位
,

19 70 年

毕业于美 国约翰斯
·

霍普金斯 大学并 获博士学位
,

19 7 8 年成 为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教授
,

19 8 3 年成为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

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

现

任美 国哥伦 比亚大学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和病

理学教授
。

他 曾获得美 国和国际科 学界 的多项 奖

励
,

如 19 8 3 年获生物化学方 面的礼来 奖
,

19 89 年获

国家科学 院的理查 德
·

劳恩斯贝利奖
,

19 98 年获神

经系统研究方面百时美施贵宝奖等 10 余项奖
。

巴克 19 47 年 1 月出生于美 国西雅 图
。 19 75 年

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并 获学士学位
,

19 80 年毕业

于美 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 中心并获博 士学位
,

19 84 年在美 国哥伦 比亚 大学做博 士后 研究工作
。

2 0 01 年成 为哈佛大学 医学院教授
,

2 0 03 年成为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士
,

现任美国西雅图弗雷德
·

哈钦森癌

症研究中心研究员
。

她也 曾获美 国和国际科学界的

多项奖励
,

如 19 97 年获基础研究方 面的路易斯
·

罗

森斯代尔奖等 6 项奖
。

2 科技产出测度选择及数据来源

2
.

1 科技产出测度选择
“

科技必须从系统的角度进行测度
,

因为测度结

果不仅会影响从事科 技发 明的人或组织
,

而且会影

响社会和经济 〔2 ] ”
。

虽然科学家们的科学技术产出
,

包括科技期刊论文数
、

会议论文数
、

著作数
、

专利数
,

本文于 200 5 年 3 月 3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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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包含很多间接影响的绩效产出等
,

但在当前的

科技成果评价中
,

科技文献产 出仍然是衡量发明创

造活动特别是基 础研究活动的主要测度
。

加之
,

阿

克塞尔有 6 项专利
、

1 部 著作
,

巴克有 2 项专利
、

没

有著作 ;两位科学家的会议论文数
、

科技期刊论文的

基金资助情况
、

即年被引用情况
、

参考文献数等
,

均

因资料收集原因未能检索
。

故本文仅以科学家发表

论文数量统计和引文分析这两个科技期刊论文评估

中的主要子系统
,

对 20 04 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

得者进行科学产出测度和分析
。

.2 2 数据来源

( 1 ) h t t p : / / n o b e l p ir z e
.

o

gr/
( 2 ) 15 1( I n s t i tu t e fo r

S e i e n t iif 。 Ifon mr at i o n 美 国科学

情报所 )的 W
e b o f S e i e n e e

数据库
。

( 3 ) 15 1 的 JC R ( J o u rn d e i tat i o n R e p o rt s
期 刊引证

报告 ) 2 0 0 3 数据库
。

( 4 )美国国家医学 图书馆的 M ed h n e
数据库

。

( 5 ) h t t p : / /

--www
.

al ma
z

.

e o

耐
n ob e l /

( 6 )美国国会 图书馆
e at al o g

.

l o e
.

g o v

( 7 ) D e wr e n t I n n o v at i o n I n de x

2
.

3 数据分析方法

对通过以上数据库或其他手段检索到的符合分

析标准的文献
,

按 照文献发 表年份
、

著者 及所属 国

别
、

期刊所属学科
、

期刊分布及影 响因子
、

发表论文

年度分布
、

被引次数等分析指标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
。

文献学科分类标准采用 s e l ( Se ie n e e e i t a ti o n x n -

d e x

)分类标准
。

3 科技论文数量测度

从 1% 7 年 发表首篇 被 S CI 收 录论 文开 始
,

到

2 0 04 年
,

阿克塞尔发表论文总数 为 巧 3 篇
,

S CI 论文

数为 129 篇
,

其 中包括 5 篇发表在 cS ic cen 和 7 篇发

表在 Na ut er 上的论文
。

从图 1 可以看 出
,

阿克塞尔

平 均 每 5 年发表 S CI 论文 数 为 16
.

13 篇
,

其 中

19 81 = 199 5 年中的 3 个 5 年段均在 21 篇 以上
,

最高

5 年段为 26 篇
。

从 1 979 年发表首篇被 S CI 收录论

文开始
,

到 20 04 年
,

巴克发表论文总数为 52 篇
,

S CI

论文数为 44 篇
,

其中包括 3 篇发表在 aN ut er 上的论

文
。

巴克平均每 5 年发表 S CI 论文数为 7
.

33 篇
,

其

中 19 9 1一2 0 00 年间的两个 5 年段均在 10 篇 以上
,

最

高 5 年段为 18 篇
。

从图 1 可以看 出
,

阿克塞尔和巴

克两位科学家近 20 年的论文几乎百分之百地被 S CI

收录
,

说明他们不单纯追求发表论文总数
,

而是十分

注重发表论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

以求更多被 同行

引用的机会
。

本文下面的有关数据也充分支持这一

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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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时期论文发表数量 (每 5 年 )

图 1 2 X( 只 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发表论文数量与 S CI 论文数量每 5 年总和变化对 比图

(图 中 A 为 R
.

xA
e l

.

B 为 L
.

B
.

B u e k
.

)

4 科技论文质量测度

美国的埃利泽
·

盖斯勒 ( El i e z e : e e i s le r )认 为 [ 3」
,

一个科学家的论文被同行引用得越多
,

他 的工作的

相关性和影响力 (即质量 )也越高
。

引文分析其实就

是以定量模式进行同行事后评议
。

科学家引用某项

对 自己的工作至关重要 的成果
,

实 际上就是用他们

自己的文章对该项成果投信任票
。

在这里
,

他们是

以学术价值为最重要的评价准则
,

在评价中
,

独立地

做出判断
,

不受其他 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

因此
,

发表

论文的被引次数现 已作为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主要

定量指标之一
。

阿克塞尔发表论文数量不算多
,

巴

克发表论文数量也是比较少的
,

但他们所 发表论文

的质量非常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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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
,

在阿克塞尔发表的 S CI 论文 中
,

被引用

次数在 100 次 以上 的有 70 篇
,

最高的一篇为 1 6 75

次
,

被引次数 10 0 0 次 以上 的 6 篇
,

5 0 0一 0 0 0 次的 5

篇
,

4 0 0一 5 0 0 次的 5 篇
,

3 0 0一 4 0 0 次 的 6 篇
,

20 0一

30 0 次的 17 篇
,

10 0一 2 0 0 次的 3 1篇
。

在 巴克发表的

S CI 论文中
,

被引次数在 100 次以上的有 12 篇
,

最高

的一篇 为 n 95 次
,

被 引次数 1 0 00 次 以上 的 1 篇
,

4 0 0一 50 0 次的 2 篇
,

3 0 0一 4 0 0 次的 l 篇
,

2 0 0一 3 0 0 次

的 3 篇
,

10 0一2 0 0 次的 5 篇
。

阿克塞尔 12 9 篇 S C I论

文的被引次数总和为 26 2 64 次
,

平均每篇被引次数

为 2 03
.

6 次 ; 巴克 44 篇 S CI 论文的被引次数总和为

4 54 6 次
,

平均每篇被引次数为 10 3
.

犯 次
。

除了大量 的正面引用
,

基础研究重要成果 的另

一种表现形式是论文发表在 国际顶尖刊物上
,

这也

就有了评价基础研究成果 的另一种 主要定量指标
,

即论文发表的期刊影响 因子
。

从 图 2 可 以看 出
,

阿

克塞尔在 19 76 一 19 95 年所发表的 90 篇 S CI 论文
,

影

响因合小计为 16 27
.

61 2
,

平均每篇论文发表的期 刊

影响 因子为 1 8
.

0 85 ;其 中 19 7 6一 19 8 0
、

19 8 1一 19 8 5
、

19 8 6一 19 90
、

19 9 1一 19 95 年分别发表 的 1 8
、

2 1
、

2 5
、

2 6

5 0 0 r , , 。 , , 。
, 。 v 1 4 70 7 4 9

4 5 0卜 1 1

40 0卜 1 1

卜
, , 。

1 1 1
白 35 叶

, 。 , , , ,

11

鹭
3。。

}
’

狱
, 2

} l
上 2 5 0卜 1 1 1 1

代 2 0 0卜 1 1 1 1

六 15 0卜 1 1 1 1

一0 0卜 9匹梦8 } l } l

篇 S CI 论文
,

其期刊影响因子合计都超过了 3 0 ;0 尤

其 19 81 一 1 9 85 年为最高
,

达到 4 70
.

749
,

平均每篇论

文发表的期刊影 响因子高达 22
.

4 17
。

在阿克塞 尔

发 表 的 129 篇 S CI 论 文 中
,

影 响 因 子 总 和 为

2 2 81
.

88 1
,

平均 每 篇论文 发表 的期 刊 影 响 因子 为

17
.

6 89
。

其 中期 刊影 响因子最高 为 30
.

9 79
,

有 7 篇 ;

3 0 以上的 7 篇
,

2 5一 3 0 的 5 8 篇
,

1 5一 2 5 的 l 篇
,

5一

15 的 4 8 篇
,

5 以下的 1 5 篇
,

最低为 0
.

6 99
,

有 6 篇
。

巴克在 19 91 一 2 0 00 年间所发表的 32 篇 S CI 论文
,

影

响因子合计为 408
.

300
,

平均每篇论文发表的期刊影

响因子 为 12
.

7 5 9 ;其 中
,

19 9 1一 19 9 5
、

19 9 6一 20 0 0 年

间分别发表的 18 和 14 篇 S CI 论文
,

其期刊影响 因

子小计都在 2 00 左右
,

尤其 19%一 2 0 00 年间为最高
,

达到 2 09
.

12 8
,

平均每篇论文发表的期刊影响因子达

到 14
.

9 3 8
。

在 巴克发表的 44 篇 S CI 论文 中
,

影响因

子总和为 6 22
.

0 73
,

平均每篇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为

14
.

13 8
。

其 中
,

期刊影 响 因子最 高 为 30
.

9 79
,

有 3

篇 ; 30 以上 的 4 篇
,

2 5一 30 的 10 篇
,

15一 2 5 篇 的 2

篇
,

5 15 的 16 篇
,

5 以下 的 9 篇 ; 最低为 0
.

6 9 9
,

有 3

篇
。

44 4 4 9 7

4 0 7
.

134

2 86
.

6 2 9

2 62乡 15

19 9一7 2 } 12 0鉴 2 8

13 1
.

75 1

5 0 14
`

44 7 2 7
.

3 2 5 } 13

世
5

A

196 -7 19 70

A

19 7 1~ 19 7 5

A B A B A B A B A B

19 8 !~ 19 8 5 198卜 199 0 199 1~ 19 9 5 199 6、 201) 0 2X() 1~ 2 0以

图 2

不 同时期论文发表数量 (每 5 年 )

2的 4 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论文期刊影 响因子每 5 年总和变化分布图

5 分析与讨论

5
.

1 科学家研究水 平取决 于其论文数量 与质量 的

辩证关系

顶级 医学科学家发表论文数量不一定多
,

但发

表论文的质量一定很高
,

肯定是超级被引明星
。

说

明在科学研究成果 的评价 中
,

质 和量 的辩证关系始

终需要充分认识和正确处理
。

本文认为
,

科学家发

表论文数量与质量 的辩证关系
,

是论 文质量建立在

数量基础上
,

论文影 响数量决定质量高低
。

具体可

分三层理解
:

第一个层面
,

先有数量
、

后有质量
,

没有

数量就没有质 量
。

在科学研究 的过程 中
,

科学家无

论发现了什么
,

只有公之于众
、

进行交流
,

才可能得

到认同和接受
。 “

而研究表 明
,

在科学交 流诸手段

中
,

最有效的还是科学期刊
”

[’]
。

第二个层面
,

论文

质量基础取决于其被 S CI 等权威索引工具收录的数

量基础
。

当今世界
,

科学研究成果 日新月异
,

层 出不

穷
。

即使在 19 89 年时的
“

最近 20 年 间
,

科学期刊依

然每年稳定增加 20 00 种
”

s[]
。

假如发表论文不能被

S CI 等收录
,

则 被同行 事后评议 的概率就要减少许

多
。

第三个层面
,

论文质量主要取决 于其被引用次

数
。

在科学计量学指标 中
, “

作为计量基础的还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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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是科学论文相互之间的引文数
”

6j[
。

据 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 的 2 0 02 年度 中国科技论文统

计结果川
,

我国在国际上发表 的科技论文数量位居

世界第五
,

被 S CI 收录的论文数位居世界第六
,

但 自

19 93 一 200 3年 10 年间
,

我 国学者在 国际上发表论文

每篇平均被引次数为 2
.

78
,

在全世界 150 个 国家和

地 区中排名 127 位
。

这反映出我国国家的科学能力

和顶级科学家群体的原始性创新能力鱼待进一步提

高
。

5
.

2 医学科学家的科学创造最佳年龄区可能后移

从前述对阿克塞尔和巴克科技论文测度结果可

知
,

两位医学科学家的成长与成功轨迹
,

为研究医学

科学家的科学活动规律提供了最新案例
。

我国赵红

州先生曾提出〔’ 〕“ 科学创造最佳年龄 区
” ,

他认 为杰

出科学家作 出重大贡献 的最佳年龄区在 25 一45 岁

之间
。

国内对我国一些 ( 17 人 )院士等科学家的 S CI

引文分析 9[]
,

进一步证实了赵红州先生总结 的这一

科学规律
。

但本文两位科学家的成长似乎不完全吻

合这一规律
。

阿克塞尔属于早慧型科学家
,

他 21 岁

发表首篇 S CI 论文
,

24 岁获博士学位
,

32 岁成 为教

授
,

37 岁成为美 国国家科 学院院士
,

40 岁发表被引

次数最高 S CI 论文
。

巴克属于大器晚成 型科 学家
,

她 32 岁发表首篇 S CI 论文
,

33 岁获博士学位
,

47 岁

发表被引次数最高 S CI 论文
,

54 岁成 为教授
,

56 岁

成为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

他们在 25 一 45
、

so 一50
、

35 一55 岁三个年龄 区发表的 S CI 论 文篇 数
、

被引次

数及论文发表期刊影响因子分别 占各 自总和的百分

比
,

可以看 出
,

阿克塞尔和巴克科学创造最佳年龄区

分别 为 30 一50 岁 和 35 一 55 岁之 间
。

这 就提 示我

们
,

医学科学家的科 学创造最佳年龄区是否应后移

至少 5一 10 岁
,

即在 3 0一55 岁
。

这些可能与人类知

识总量增长造成的科学发现 困难程度的增加和医学

科学的特殊性等因素有关
。

这个推测有待通过对医

学科学家群体研究进一步验证
。

5
.

3 诺贝尔奖级研究需要对科学的真正兴趣

本文中两位医学科学家获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

的项 目研究过程
,

对增强我 国冲击诺 贝尔生理或医

学奖的信心和科学工作者调整学术心态
,

都有重要

启发
。

国内有研究认为 〔̀ “ 〕
,

孕育一个诺贝尔奖获得

者至少需要三代人的知识积累才能成功
。

阿克塞尔

和 巴克 的获奖 项 目研究 过程 并不 支持这 一结 论
。

19 8 4 年
,

阿克塞尔和巴克才开始涉猎过去两个人都

从未进行过 的嗅觉研 究
,

19 91 年取得第 一个突破
,

联合发表了这一项 目的基础性
、

标志性论文
。

这一

事例无疑增强了我国各界人士对本土近期涌现出诺

贝尔奖获得者的信心
。

但同时也是对科学工作者如

何保持和调整学术心态的一个警示
。

在 19 84 一 19 91

年期间
,

阿克塞尔和巴克
,

尤其是 巴克
,

在 19 84 年前

已做了 4 年博士后
,

19 91 年即 44 岁时才成为助理教

授
,

19 91 年前 总共才发表了 6 篇论文 (其 中 S CI 论文

5 篇 )
,

他们凭借着对科学 的真正兴趣
,

不急功近利
,

无浮躁情绪
,

全心全意地投人研究
,

潜心于对复杂嗅

觉的形成原理和过程 的研究探索
。

正如 巴克在谈到

该研究项 目时所说
: “

在长久的研究历程上
,

我一直

努力尝试
,

进行过无数次的试验
,

却没有任何值得欣

慰的发现
。

所以
,

当 1 99 1 年发现了新 的基 因后
,

我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 的 !
” 〔” 〕面对 当前 国内诸 多博

士生毕业或博士后出站后
,

一
、

两年 内就要完成专业

技术职务评审要求 的论文数量
,

急于一步晋升教授

的现象与心态
,

我们不能不说找到了前述我 国在 国

际上发表科技论文数位居世界第 5 和每篇平均被引

次数世界排名第 12 7 位差距的一个原因
。

5
.

4 原始性创新成果需要顶级独立思索者之 间的

密切合作

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取得
,

除了充足的科研投人
、

完备 的实验室条件以外
,

还应有顶级的老师 和顶尖

的学生或合作者
,

以及师生之间或科学工作 者之间

的密切合作
。

诺贝尔生理或 医学奖史上 因密切配

合
、

共同合作
、

又共 同获奖 的
,

大有人在 「’ 2 1
。

阿克塞

尔和巴克又为这些科学史上 的佳话增 添了新 的内

容
。

阿克塞尔认为其科研成功 的秘诀是
:

细致
、

耐

心
、

合作 [’ 3 ]
。

在他 和 巴克从 19 80一 19 9 1 年合作的

n 年中
,

这一点发挥到 了极致
。

19 83 年
,

他 已 是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

可谓一个著名科学家
,

科学创造

正处于其科学生涯 的顶峰时期
,

而年龄仅小他 1 岁

的巴克
,

此间正处于其科学生涯中的低谷时期
,

但他

们之间没有随意歧视或盲 目祟拜
,

没有狂妄 自大或

心生妒嫉
。

巴克提出了三个大胆正确的假设
,

巧妙

地使研究取得惊人突破
,

阿克塞尔在此间给予充分

肯定
、

全力支持指导
、

尽力协调
。

他们通过交流相互

学到了彼得
·

梅达沃 ( eP et : M de aw
a r )所说的

“

探索可

解决问题 的艺 术 ( t h e a rt 。 f s o lu b l e )
” [’ 4 ]

。

美国之所

以一再获取诺 贝尔奖
,

从国家层面看
,

除了其基础研

究投人大之外
,

恐怕就要数 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

的教育理念与方式和顶级科学家之间的国际性与全

国性合作了
。

当前
,

在我国的研究生教育 中
,

有两个

影响研究生独立思索能力培养 的突出问题值得 关

注
,

一是导师把研究生作为打工仔使用
,

研究生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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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 0( 只 年度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科学论文测度及思考 16 5

期 间
,

完成的科研只是导师课题的某一部分
,

而非科

研独立 自主负责人 ; 二是研究 生本应通过科研进行

学 习
,

但随着研究生的不断扩招
,

没有科研课题的导

师越来越多
,

如此培 养出 的研究 生质量可想 而知
。

难怪有研究认为 〔’ 5〕
,

在短期内能够明显提高 中国科

学产出的模式 的两个组成系统之一
,

就是强调以学

生和博士后的训练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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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取消研究成果

专著出版基金资助类型的通告

经研究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不再单设 研究成果

专著 出版基金项 目类 型
,

1 99 8 年公 布实施 的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优秀研究成果专著出版基金管

理办法》予以废止
。

已批准资助 的项 目仍按合 同执

行
。

今后有关基金 项 目研究成果 出版专著 的印刷

费
,

可按相关规定在其他类型科学基金项 目中列支
。

本通告 自公布之 日起执行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 0 0 5 年 4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