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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栓塞患者动脉介入溶栓治疗临床疗效观察

WT1基因在监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微小残留病中的临床意义

PBL教学模式在口腔种植修复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优质护理管理模式在肾内科应用的效果评价

急性左心衰竭患者不同院前急救模式的疗效

经胸乳入路腹腔镜下甲状腺切除术的治疗效果分析

热疗辅助放疗治疗晚期肝癌的效果分析

探讨腹腔镜右半结肠切除术与开腹手术治疗结肠癌的比较情况

手术治疗外伤性颈段脊柱脊髓损伤患者的临床研究

经尿道等离子电切术治疗膀胱肿瘤的治疗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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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十三五”医学科技产出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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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四川省“十三五”期间医学科技产出情况，分析发展趋势与存在问题，为“十四五”

医学科技规划提供数据支持。方法   收集四川省“十三五”医学科技产出数据，从论文、专利、科技奖励

三方面进行分析；同国内部分省/市进行横向对比，找出优势和差距。结果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医学

论文数量不断增加，医学高被引论文有一定增长，中文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专利数量

不断增加，但发明专利增长幅度较小，发明专利质量不高；国家科技奖励未有较大突破，东西部地区仍存

在一定差距。结论   重视高质量国际论文发表和国内期刊建设，坚持以高价值专利成果转化赋能高质量发

展，发挥高能级创新平台和高水平人才引领作用。

关键词：科技产出；医学领域；四川省；十三五

中图分类号：R-05　　　　文献标识码：B　　　　DOI：10.3969/j.issn.1671-3141.2023.031.022
本文引用格式：杨小霞,王萃.四川省“十三五”医学科技产出分析与思考[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

摘,2023,23(031):116-121.

0  引言

科技产出指在科技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

投入的情况下，通过科技活动所产生的一系列

科学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论文、专利、著作、

科技奖励、鉴定或评价的科技成果等 [1]。科技

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代表着科研活动的效率和成

果，是定量评价个人、机构、国家科技水平的

重要指标[2]。本文旨在了解四川省“十三五”期

间医学科技产出情况，分析四川省医学科技工

作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为四川省“十四五”

医学科技规划提供数据支持，为卫生健康科技

发展思路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研究四川省“十三五”医学科技

产出情况，本文研究的科技产出仅包括论文、

专利、科技奖励。

2  研究方法

采用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以全省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医学科研机构和重点科研平

台为调查对象，收集相关数据资料，对四川省

“十三五”医学科技产出数据进行分析；采用

对比分析，将四川省“十三五”医学科技产出

数据与国内部分省市进行横向对比，按科技创

新实力对标选取北京和浙江，按人口规模、经

济发展等与四川相似选取山东和河南，按所处

西南区域地理位置选取云南和贵州，按成渝双

城经济圈建设发展战略选取重庆。

3  数据来源

论文数据，一方面是四川省“十三五”医

学论文发表数量。基于历年年终医学科技数

据统计工作基础，通过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行政发文，要求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医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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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重点科研平台填报2016-2020年论文发

表数量，包括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北大中

文核心期刊和中国科技核心期刊）、SCI发表

数量，采取单位-市州卫健委-省卫健委三级质

控；另一方面通过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核心

合集，检索2016-2020年四川医学领域论文和

高被引论文情况，以及相关省/市医学顶级四

大刊（Lancet、BMJ 、JAMA、NEJM ）论文

发表和高被引论文情况。专利数据，由四川省

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通过检索智慧芽专利数

据库、patenitcs专利数据库获得。科技奖励数

据，通过检索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和国家科技部

官方网站科技奖励公示数据获得。

4  结果

4.1   论文发表①

4.1.1  医学论文发表

“十 三 五 ”期间，四 川省 共 发 表 医 学 论

文61145篇，较“十二五”（38000篇）增加

6 0 . 9 1 % ，其 中 核 心 期 刊 论 文（ 北 大 中 文 核

心 期刊 和中国 科 技 核 心 期刊）4 2 4 8 7 篇，较

“十二五”（20 000篇）增加112.44%；SCI论

文18658篇，较“十二五”（18 000篇）增加

3.66%，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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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医学论文发表情况
“十三五”期间，中央在川和四川省卫健

委直属医疗机构发表医学论文占全省59.46%，

市（州）占比前五分别为成都（15.36%）、

绵 阳 （ 3 . 7 0 % ） 、 南 充 （ 2 . 4 6 % ） 、 德 阳

（2.43%）、自贡（2.14%），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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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各市（州）医疗机构医学论文发表情况
4.1.2  医学高被引论文发表

“十 三 五 ”期间，四 川省 高 被 引论 文 共

1362 篇，其中医学高被引论 文2 32 篇，占比

17.03%。2016-2019年高被引论文占比呈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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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下降趋势。2020年高被引论文占比有了较

为明显提升，通过对标题、摘要和关键词进

行筛选精炼，95篇高被引论文中研究方向围

绕新冠肺炎的论文占47.4%（45篇），分布在

普通内科学、传染病学、急诊医学、精神病

学等领域，见表1。

表 1  “十三五”期间，四川医学高被引论文情况
(n,%)

年份
医学高被引
论文数 / 篇

高被引
论文数 / 篇

在全部高被引
论文占比 /%

2016 22 95 23.16

2017 23 165 13.94

2018 40 300 13.33 

2019 52 434 11.98 

2020 95 368 25.82

4.1.3  医学高被引论文学科分类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医学高被引论文

研究方向前三名主要是肿瘤学、内科学、药

学；2017年-2019年，肿瘤学排名第一，2020年

内科学排名第一，与新冠肺炎相关论文发表数

量较多有关，见表2。

表 2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医学高被引论文
学科情况

年份 四川医学高被引论文排名前三学科 数量

2016

普通内科 6

肿瘤学 5

药学 4

2017

肿瘤学 5

药学 5

普通内科 3

2018

肿瘤学 11

普通内科 10

药学 9

2019

肿瘤学 11

药学 11

普通内科 10

2020

普通内科 13

肿瘤学 10

药学 10

4.2   专利授权②

“ 十 三 五 ” 期 间 ， 四 川 省 获 医 药 专 利

授 权1989 5 项，较“十二五”（8916）增加

123.14%，其中发明专利3521项，较“十二五”

（2505）增加40.56%；实用新型专利15226
项，较“十二五”（6011）增加153.30%；外

观设计专利1148项，较“十二五”（400）增加

187%。

“十三五”末（2020年）较“十三五”

初（2016年）相比，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增加

303.22%，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增加158.91%，发

明专利授权增加58.95%，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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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医药专利授权情
况

4.3   科技奖励获得③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共获省部级以上

科技奖励83项，较“十二五”（62项）增加21
项，其中国家科技奖励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2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3项），

较“十二五”增加1项；四川省科技进步奖78项

（一等奖15项、二等奖20项、三等奖43项），

较“十二五”增加20项。

4.4   与国内其它省/市比较

为保证各省/市科技产出数据的可比性，

在考虑数据获取的统一性和可获得性前提下，

针对论文、专利、科技奖励三个科技产出指

标，分别选取四大顶级医学期刊论文发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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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专利授权率、国家科技奖励获得3个指标，与

北京、浙江、山东、河南、云南、贵州、重庆

共7个省市进行对比。

4.4.1  医学顶刊论文

4.4.1.1  医学顶刊论文发表数量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在四大顶级医学

期刊共发表SCI论文99篇（Lancet 68篇，BMJ 
19篇，JAMA 8篇，NEJM 4篇），发表数量

在8个省/市中排名第2，北京570篇（第1），

四川99篇（第2），浙江88篇（第3），山东46
篇（第4），重庆41篇（第5），河南28篇（第

6），贵州12篇（第7），云南8篇（第8），见

图4。

4.4.1.2  医学顶刊高被引论文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在四大顶级医学

期刊发表论文99篇，其中高被引论文29篇，排

名第2；高被引论文占四大顶刊论文发表总数比

例29.29%，排名第4；高被引论文平均被引频

次738.69，排名第5，见表3。

北京 四川 浙江 山东 重庆 河南 贵州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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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十三五”期间，各省（市）医学顶刊论
文发表情况

表 3 “十三五”期间，各省 / 市医学四大顶刊论文及高被引论文情况 

省 / 市 高被引论文数 / 篇 论文总数 / 篇 高被引论文占比 /%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总数 / 次 高被引论文平均被引频数 / 次

北京 153 570 26.84 154756 1011.48

四川 29 99 29.29 21422 738.69 

浙江 22 88 25.00 16943 770.14 

山东 12 46 26.09 27440 2286.67 

重庆 10 41 24.39 6111 611.10 

河南 9 28 32.14 5138 570.89 

贵州 6 12 50.00 5454 909.00 

云南 3 8 37.50 908 302.67 

4.4.2  发明专利授权率

“ 十 三 五 ” 期 间 ， 四 川 省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率 为 1 7 . 9 5 % ，低 于 北 京 （ 3 5 . 6 9 % ） ，

重 庆 （ 2 6 . 8 4 % ） ， 浙 江 （ 2 3 . 6 6 % ） ，云

南 （ 2 3 . 5 3 % ） ，山 东 （ 2 3 . 3 3 % ） ， 河 南

（20.15%），高于贵州（12.29%），见图5。

4.4.3  国家科技奖励获得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获国家科技奖励

5项，比重庆（3项）多2项，与浙江（5项）持

平，比山东（10项）少5项，比北京（26项）

少21项；河南、云南和贵州未获得国家科技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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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十三五”期间，各省（市）发明专利授权
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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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5.1   重视高质量国际论文发表和国内期刊建设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医学论文、SCI论
文和医学顶刊论文发表数均整体呈上升趋势，

医学高被引论文数量逐年增加，反映出我省医

学科研工作者的成果愈发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在8省/市对比中，我省四大顶刊高被引论文总

数仅低于北京，但其占四大顶刊论文发表总数

比例和平均被引频次与山东等省市仍存在一定

差距，医学高被引论文仍有发展空间。医学高

被引论文研究领域中肿瘤学始终居于前列，肿

瘤是全球医学研究领域热 点方向之一 [3]，可见

我省与全球医学研究热点领域保持一致。2016
年-2019年，医学高被引论文在高被引论文中

占比逐年下降，2020年占比回升，其中研究方

向围绕新冠肺炎的论文占47.4%，进一步说明

聚焦研究热点和前沿，可以提高论文国际影响

力。然而我省在国内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整体

呈下降趋势，2020年较2016年降低了11.05%，

推测是基于之前国内科研评审评价体制，很多

优质医学论文投稿到国外，优质稿源缺乏几乎

是国内期刊面临的共性问题[4]。

在《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

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等文件指示下，科

研人员从关注论文数量向重视论文质量和学

术影响力逐步转变，我省医学科研人员应继续

紧跟国际研究前沿，立足国内实践，结合自身

“卡脖子”问题，拓展研究思路，推动高质量

国际论文发表，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同

时为进一步促进国内医学科技创新，发挥高水

平期刊学术交流和议题设置的重要载体作用，

相关部门应大力支持培育优秀省内中文期刊，

争创国内高质量期刊，在此基础上支持高起点

英文期刊建设。另外还需完善优化政策制度和

评价体系，提高医学科研人员对发表国内高质

量期刊论文的重视程度，鼓励优质医学论文发

表在国内高质量期刊。

5.2   坚持以高价值专利成果转化赋能高质量发展

“十三五”期间，四川省医学专利授权数

量不断增加，说明我省医药领域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不断增强；但我省发明专利质量仍处

于较低水平，发明专利质量与北京、重庆、浙

江等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发明专利授权率仅

为17.95%，低于北京、重庆、浙江、云南、山

东、河南，仅高于贵州。同时，由于专利质量

不够高、缺乏对专利高效的管理以及转化渠道

不够畅通等共性原因[5-6]，造成四川省医药专利

转化率不高，转化主要集中在个别医疗机构和

高校，转化的内生动力还未激发。

专利作为基础研究成果和市场应用成果的

重要中间环节[7-8]，是各种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中

不可或缺的 [9]，发明专利作为技术含量最高的

专利 [5]，转化后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也是最

高的。在坚持数量与质量并重的同时，要更加

重视高价值专利培育和成果转化。政府部门与

相关机构应协同推进建成国内具有竞争力的卫

生健康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平台，形成“市场

导向-研企联合-药物器械创新-知识产权保护-
企业孵化”全链条成果转化网络，进一步激发

医学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强化高价值专利运

营转化；建设区域卫生健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示范基地，推动持有处于转化准备期专利的所

有权机构加快专利转化，提高发明专利授权率

和转化率。省内医疗机构应积极围绕我省国家

高原病医学中心、精准医学产业创新中心等项

目，探索与国家科研院所共建新型创新转化平

台，承接转化重大科技成果。

5.3   发挥高能级创新平台和高水平人才引领作用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和核心要素，2021年爱

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显示，医学领

域四川共有27名上榜，低于北京131名和浙江

33名，高于其他5省（山东18名，重庆15名，

河南2名，贵州1名，云南无）[10]，与四大医学

顶刊高被引论文发表数量排名基本保持一致。

“十三五”时期，中央在川/省直属医疗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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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属医疗机构医学论文发表数量在全省占

比74.82%，省内医学科技发展依旧不均衡、不

充分，除成都之外的地市州，因不具备区位优

势，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困难。同时，我

省国家科技奖励数量虽然相较于重庆、云南、

贵州三个西南省份略多，但与北京、山东差距

明显，反映出全省高水平科技创新成果仍有较

大的发展空间，东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水平依旧

存在较大差距。

高水平科研平台能聚集更多先进的实验

仪器设备、优秀的科研人员、创新的研究团

队、良好的科研项目、科学的运行管理机制和

开放的学术氛围[11]，是科技产出重要的影响因

素。为进一步缩小地区水平差距，加快高能级

区域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和高水平人才引育，势

在必行。我省政府部门需积极围绕川渝卫生健

康一体化发展战略，有效整合川渝现有科技平

台资源，支持共建区域性医学科技创新平台，

同时深化省内五区卫生健康协同发展，探索构

建“成绵遂”医学科技创新三角区，推动完善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机制。另外通过政策倾

斜扶持和定向引导省内医疗机构，联合医学院

校、科研院所、医药企业，探索建立“医学+工

程学、信息学、理学”等交叉学科创新平台。

医疗机构还应通过“天府卫生健康英才培养计

划”等项目，全职引进和柔性引进相结合，加

大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培养力度。

注释

①“十二五”论文数据来源于《四川省“十三五”卫生计

生科技发展规划》

②“十二五”“十三五”专利授权数据来源于智慧芽专利

数据库、patenitcs专利数据库检索

③“十二五”科技奖励数据来源于《四川省“十三五”卫

生计生科技发展规划》；“十三五”科技奖励数据来

源于国家科技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的科技奖励

公示，经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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