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用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分析仪是一种便携式直读仪器，

在现场检测 SO2 方面也具有优势，能方便实时地监测 SO2 的

含量。由于检出限的测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方

法给出了保守估计的检出限值为 0. 35 ppm。
以上各种检测 SO2 的方法主要是针对经典的盐酸副玫瑰

苯胺分光光度法的一些缺陷，分别从采样方式和实验室分析

过程两个方面进行了改进，使得 SO2 的测定变得更为方便快

捷，尤其是采用仪器直读的测定方式对于实时监测和长时间、
长距离外出的现场检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采用方便、快

速、灵敏、直读的测定方法将是 SO2 检测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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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引论文是指被引用频次相对较高，被引用的周期相

对较长的学术论文。由于高被引论文的被引频次能够客观地

反映论文的影响力以及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因此，

近年来高被引论文成为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科研水平评价标

准［1］。本文对国内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尘肺主题论文进行检索

分析，从论文引证角度透视该研究的学术水平，探寻论文被

引用规律，为该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基础。
1 检索数据源及方法

1. 1 检索数据源

以 CNKI 中的“学术期刊总库”为检索数据源，检索项

为“主题”，检索词为“尘肺”，时间范围为 2008—2013 年。
将检索到的论文全文下载，剔除误检和简讯等非学术论文，

以保证检索到的文献都是关于尘肺病主题研究的论文，按被

引频次由高到低降序排列，导入到 Excel 工作表建立数据库，

进行数据计算与统计描述。统计分析指标包括高被引论文的

引用频次、年代、期刊分布、基金、作者、机构、地区、主

题研究等。
1. 2 高被引论文的确定

考虑到论文发表时间的影响因素，即发表较早的文章，

被引用的次数可能相对较高，因此我们采用年份统计法和普

赖斯统计法相结合的方法。对于前三年的论文，我们运用普

赖斯定律 ［N = 0. 749 × sqr ( nmax) ］ 来确定高被引论文。检

索确定，被引频次最高的论文为王雪涛等撰写的 《我国地方

煤矿职业危害现状调查报告》，其被引频次为 13，那么 0. 749
× sqr ( 13) = 2. 700，N≈3。因此，确定被引频次≥3 的论文

为高被引论文。对于 2012 年和 2013 年论文，因为发表时间

尚短，尚未达到引用峰值年代，所以将每年被引用次数最多

的前 10 篇论文定义为高被引论文，如果相同频次有多篇论

文，则一并计入［1 ～ 3］。
2 结果

按照上述方法共检索出 134 篇高被引论文。
2. 1 高被引论文的被引频次分析

134 篇高被引论文总计被引用 546 次，平均每篇论文的被

引频次为 4. 07 次。被引频次分布的区间: 1 ～ 3 次的 61 篇，4

次的 32 篇，5 次的 15 篇，6 次的 10 篇，7 次的 5 篇，8 次的 5

篇，9 次的 2 篇，10 次的 2 篇，13 次的 1 篇。2008—2013 年

尘肺主题被引频次最高的前 10 位论文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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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8—2013 年尘肺主题论文被引频次前 10 位

第一作者 论文题目 刊载期刊 发表时间 被引频次

王雪涛 我国地方煤矿职业危害现状调查报告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08 /01 13
霍健伟 煤工尘肺 853 例的死因分析 职业与健康 2009 /01 10
王国俊 肺气虚和肺阴虚证尘肺患者免疫球蛋白和细胞因子的研究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08 /01 10
王宇宏 煤工尘肺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中国实用医药 2008 /05 9
施昌礼 丹参对矽肺肺纤维化的实验研究 中外医疗 2008 /14 9
郑木林 我国尘肺病流行现状与控制对策 职业与健康 2010 /17 8
靳清汉 矽肺治疗与预防研究进展 济宁医学院学报 2009 /02 8
蒲新明 尘肺病防治的研究概况 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 2009 /09 8
刘敏 尘肺数据信息库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实用预防医学 2009 /05 8
邹伟明 数字 X 射线摄影技术在矽肺病诊断中的应用探讨 中国职业医学 2008 /05 8

2. 2 高被引论文的期刊源分析

134 篇高被引论文发表在 58 种期刊上。其中，《中国职业

医学》 ( 24 篇)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 13 篇) 、《职业与健

康) ( 13 篇) 、《现代预防医学》 ( 5 篇) 、《中国煤炭工业医学

杂志》 ( 5 篇) 、《中国疗养医学》 ( 4 篇) 、《工业卫生与职业

病》 ( 4 篇) 、《环境与职业医学》 ( 4 篇) ，这 8 种期刊 5 年内

发表高被引论文 72 篇，占高被引论文总数的 53. 74%。
2. 3 高被引论文基金分布

134 篇高被引文献中有 25 篇高被引基金论文，占高被引论文

的 18. 66%，其中有 4 篇论文有 2 个基金支持。25 个基金中，“十

一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 3 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3 个，国家科

技攻关项目 2 个，其他国家级项目 3 个，省市级项目 14 个。
2. 4 高被引论文产出地区分布

134 篇高被引论文来自国内的 26 个省、市、自治区，显

示我国尘肺研究地区分布较为广泛，高被引论文产出 5 篇以

上的省、市有 12 个，前三位的发文地区分别是北京市 ( 15
篇) 、河北 ( 13 篇) 、河南 ( 13 篇) 。
2. 5 高被引论文产出机构分布

134 篇高被引论文分别来自 102 家机构，其中专业职业病

防治机构 46 个，占机构总数的 45. 1% ; 医疗卫生机构 35 个

( 占 34. 3% ) ，高校 20 个 ( 占 19. 6% ) ，其他研究机构 1 个

( 占 1. 0% ) 。发表 3 篇以上高被引论文的机构分别为华北煤

炭医学院 ( 后更名为河北联合大学) ( 8 篇) ，广西壮族自治

区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 7 篇) ，煤炭总医院 ( 4 篇) ，北京科

技大学 ( 3 篇)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 3 篇) ，上海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3 篇) 。
2. 6 高被引论文作者概况

134 篇高被引论文的作者为 469 位，其中署名 1 人的 28

篇，论文的合著率为 79. 10%，合作度为 3. 5。
3 讨论

3. 1 形成尘肺主题研究的核心期刊

发表尘肺主题高被引论文较多的杂志有 8 种，其中 5 种

是预防医学类的核心期刊，3 种是预防医学类的国家级期刊。
说明我国尘肺主题高被引论文的来源以预防医学类专业的核

心期刊和国家级期刊为主，其权威性较强、水平较高，大部

分高被引的尘肺主题论文值得研究者借鉴。
3. 2 基金论文所占比例较高，基金支持级别较高

从专业领域发展的角度看，基金论文比较多的学科领域，

其科研实力和水平、科研组织能力及学科社会地位较高［4］，

其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较高［5］。本次调查的 134 篇高被引论

文中，有基金项目的占 18. 66%，提示高被引论文基金比例较

高。尘肺研究的基金支持级别亦较高，说明国家、各省市对

尘肺的研究非常重视，投入力度很大。
3. 3 合作比较充分，多产作者多位，但核心作者尚未形成

高被引论文的合著率为 79. 10%，合作度为 3. 5，显示在

尘肺研究中作者合作比较充分。在高被引多产作者中，田冬

梅以 4 篇高被引论文的 18 次被引，成为被引频次最多者，但

被引频次仍显不足，说明此阶段我国尘肺研究的核心作者尚

未形成。
3. 4 地区分布广泛，高水平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发达

的地区

研究显示，我国尘肺研究地区分布较为广泛，但高水平

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我国偏远省份和地

区 ( 比如西藏、贵州等) 5 年中没有 1 篇高被引论文。高被

引论文的作者和地区分布的研究，对了解尘肺研究队伍现状、
加强研究队伍建设、优化研究资源配置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3. 5 临床诊疗和致病机制研究是研究焦点

尘肺研究的高被引论文选题多集中在临床诊疗和致病机制

的研究，是目前此领域关注的研究热点、焦点和前沿。分子生

物学、分子流行病学已经广泛应用到尘肺研究领域，多学科互

相渗透使尘肺基础研究 ( 机制研究) 获得更多的发现。实验室

研究结果已应用于尘肺防治药物筛选和临床治疗中，为尘肺防

治卫生标准研制和尘肺病诊断标准修订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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