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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学科服务动态选取我校 2005—2014 年 ESI 免疫学论文作为统计分析
对象，从校内各贡献单位分布、重点期刊分布、核心作者、高被引论文、合作机

构、研究领域分布、关键词词频方面对我校免疫学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并与进入

ESI 前 1%排名的国内高校对比，为学科发展提供战略参考。

※ ESI 免疫学期刊的 SCI/SSCI 学科分布
ESI 免疫学期刊 155种，涉及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所包含的期刊数如下：免

疫学 111、传染病学 54、过敏 21、微生物学 17、细胞生物学 7、病毒学 7、医学
6、移植 4、肿瘤学 3、血液学 3、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3、寄生物学 3、呼吸
系统 3、儿科学 3、生殖生物学 2、遗传学 2、病理学 2、药学 2、动物学 2、热
带医学 2、生物化学研究方法 1、生物工程与应用微生物 1、胃肠病学与肝脏病
学 1、公共,环境与职业卫生 1、运动科学 1、老年医学 1、毒理学 1、皮肤病学 1。

※ 进入 ESI 免疫学的国内高校/科研机构情况
据 2015 年 7月 ESI 数据显示，全球有 605所高校/科研机构的免疫学科进

入 ESI 前 1%排名，中国大陆有 7所高校和 4所科研机构进入排名。

表 1 进入 ESI 免疫学的中国大陆高校/科研机构、门槛机构与我校对比
排名 全球排名 学校或研究机构名称 论文数 被引次数 篇均被引次数

1 191 中国科学院 1100 15767 14.33

2 345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672 8392 12.49

3 364 上海交通大学 607 7690 12.67

4 378 复旦大学 753 7348 9.76

5 395 浙江大学 553 6847 12.38

6 396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683 6806 9.96

7 403 中山大学 576 6706 11.64

8 456 上海生物科学研究所 312 5696 18.26

9 466 北京大学 505 5577 11.04

10 473 第二军医大学 359 5369 14.96

11 531 华中科技大学 410 4277 10.43

门槛机构 605 UNIV NANTES 269 3617 13.45

武汉大学 251 2915 11.61

注：2015 年 7月 ESI 数据，时间范围为：2005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4月 30 日；武汉大学的数

据来自 INCITES，时间范围为：2005 年 1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我校免疫学论文贡献单位分布

我校 2005—2014 年免疫学论文 251篇，总被引 2924次，篇均被引 11.65
次。论文来自于 10 个单位，发文量贡献最大的三个单位依次是基础医学院（62
篇）、生命科学院（59篇）、人民医院（56篇）；被引次数最多的三个单位依
次是生命科学院（1169次），基础医学院（846次），人民医院（471次）。

表 2 武汉大学免疫学贡献单位

单位 篇数 被引次数 篇均被引 发文贡献度 被引贡献度

基础医学院 62 846 13.65 24.70% 28.93%

生命科学院 59 1169 19.81 23.51% 39.98%

人民医院 56 471 8.41 22.31% 16.11%

中南医院 49 451 9.20 19.52% 15.42%

A3实验室 23 141 6.13 9.16% 4.82%

口腔医学院 16 86 5.38 6.37% 2.94%

医学研究院 6 93 15.50 2.39% 3.18%

公共卫生学院 5 30 6.00 1.99% 1.03%

武汉大学恩施临床学院 1 3 3.00 0.40% 0.10%

武汉大学肿瘤医院 1 0 0.00 0.40% 0.00%

合计 278 3290 11.83 110.76% 112.52%

注：251篇论文中，校内两个单位合作发表的论文 19篇，三个单位合作发表的论文 4篇，重复
统计共计 27篇，占比 10.76%，重复统计被引频次 366次，占比 12.52%。

※ 我校与国内高校 ESI 免疫学比较分析
以下针对我校与国内进入 ESI排名的高校（第二军医大学属于军事院校，部

分数据不全，未列入比较范畴）进行横向比较。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7所学校
的数据均来源于 INCITES 数据库（表 3）。

 发文年度分布



表 3 七校免疫学论文数/被引频次/篇均被引年度分布

年度
复旦大学

论文数/被引频次/篇均被引

上海交通大学

论文数/被引频次/篇均被引

中山大学

论文数/被引频次/篇均被引

浙江大学

论文数/被引频次/篇均被引

北京大学

论文数/被引频次/篇均被引

华中科技大学

论文数/被引频次/篇均被引

武汉大学

论文数/被引频次/篇均被引

合计 711 7124 13.09 573 7501 13.09 537 6374 11.87 514 6593 12.83 472 5384 11.41 394 4137 10.5 251 2915 11.61

2005 31 827 26.68 11 265 24.09 16 470 29.38 14 293 20.93 30 736 24.53 17 247 14.53 13 262 20.15

2006 32 567 17.72 29 944 32.55 18 324 18 20 514 25.7 28 463 16.54 24 319 13.29 17 259 15.24

2007 46 920 20 33 1389 42.09 32 1070 33.44 29 739 25.48 26 410 15.77 18 239 13.28 17 382 22.47

2008 37 654 17.68 51 864 16.94 36 926 25.72 50 965 19.3 29 477 16.45 35 867 24.77 17 663 39

2009 51 1043 20.45 48 940 19.58 36 846 23.5 57 1474 25.86 47 1046 22.26 40 743 18.58 25 450 18

2010 65 988 15.2 61 1121 18.38 54 865 16.02 56 901 16.09 44 832 18.91 45 715 15.89 20 351 17.55

2011 92 829 9.01 55 787 14.31 79 887 11.23 52 731 14.06 52 676 13 47 431 9.17 16 129 8.06

2012 98 648 6.61 91 730 8.02 70 570 8.14 71 536 7.55 52 324 6.23 47 341 7.26 42 276 6.57

2013 129 533 4.13 81 358 4.42 89 310 3.48 67 334 4.99 68 310 4.56 63 206 3.27 41 109 2.66

2014 130 115 0.88 113 103 1.91 107 106 0.99 98 106 1.08 96 110 1.15 58 29 0.5 43 34 0.79

合计 711 7124 13.09 573 7501 13.09 537 6374 11.87 514 6593 12.83 472 5384 11.41 394 4137 10.5 251 2915 11.61

2005 年—2014 年十年间，武汉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发文量呈逐年缓慢增长趋势，其他学校近几年则呈现不同幅度的急速增长趋
势。发文量较大差距，直接导致我校总被引频次与其他学校有较大差距。在论文篇均被引频次方面，我校在 2007年，尤其 2008年有
优异表现。说明武汉大学论文有一定的影响力，关键是年产出有待快速提高。



 发文期刊分布

七校论文发表于 142种期刊中，其中上海交通大学 104种，复旦大学 103种，
浙江大学 97种，中山大学 101种，北京大学 92种，华中科技大学 89种，武汉
大学 67种。各校前 10名期刊的总发文量、总被引频次百分比均超过 35%，最高
接近或超过 50%，说明发文集中于少数期刊。相对来说，武汉大学发文期刊种数
较少，可考虑发文期刊的多样化。七校发文量、被引频次排名靠前的 10种期刊
见表 4，各校发文量前 10名期刊及各刊发文量/被引频次分布见下页表 5。

表 4 七校发文量、被引频次靠前的 10种期刊

期刊名称
发文量

排名

被引频次

排名

Web of Science
论文数

被引频次
被引非零论文

百分比

J IMMUNOL 1 1 236 5369 92

VACCINE 3 2 134 1992 92

PLOS ONE 2 3 217 1342 78

MOL IMMUNOL 8 4 72 1218 93

NAT IMMUNOL -- 5 19 1149 100

CLIN IMMUNOL -- 6 58 1098 93

IMMUNITY -- 7 17 1019 100

P NATL ACAD SCI
USA

-- 8 33 1016 100

CELLMOL IMMUNOL 4 9 92 890 89

SCIENCE -- 10 3 825 100

INFLAMM RES 9 -- 68 590 88

INFLAMMATION 5 -- 90 410 78

CELL IMMUNOL 10 -- 62 392 82

MEDIAT INFLAMM 6 -- 78 391 59

BMC INFECT DIS 7 -- 77 408 68

注：SCIENCE是多学科期刊，不属于免疫学期刊。

 核心团队分析

通信作者、第一作者及合作者，均纳入 Incites统计范畴。各校核心作者情况
不一，发文量前 10名作者论文总数最低占全校 16.24%，高值则在 30%以上，总
被引频次百分比最低 18.33%，最高超过了 50%，显示各校发文作者较分散或较
集中的状态。或与各校发文作者总的数量相关，发文作者数量多，则呈现较分散

状态交㈵㘮㈠呄嬨，⤶㈳㘰低

Gㄷ⁔䑛⠀̀ȩ嵔䨊⽆塆㌠㈴〠呦‰⸰㔠〠〠〮㔠呭‵〳㈱㐨-⥝告吊儊儠焀䐀℀ᄀ㸀ᔀᘀⴀԀ䤀崀줁Ḁ㠀A⠀ff鬰‰⁔洠㠴㐵⸵㤠ㄳ㜵〮㘠呄嬨ěd洠㘶㔷⸵㌲ㄮ㘱⁔䑛⠀Ἡⴹ⸹㘰㤴⠀ᴩ㌮〲㘰㌨i⤭㈴㐮㠠㌸㌶㈱⸶ㄠ呄嬨T䑛⠁℩嵔䨊zós⥝告ਯ䙘䘳′㐰⁔映〮〵‰‰‰㘸⸸″㠳㘲ㄮ㘱⁔䑛⠀⠀ḩ嵔䨊〮〵‰‰‰⸰㔠〠〠呭ᄀ㸀ᔀᘶ㈱⸶ㄠ呄嬨H℩嵃è䙘䘑嵃e‴㜷㈮㈠〠〮〵‰‰⁔洠㐰ㄷ⸵㤠㐊⤭㘲ㄮ㘱⁔䑛⠀嵔䨊〮〵‰‰‰⸰㔠〠〠呭‸㘹㌮㔹‴㘲ㄮ㘱⁔䑛⠁⸀ꐁ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㐲㤷⸵ㄠ呄嬨Zį告ਰ⸰㔠〠〠〮〵‰‰⁔洠㠶‰⁔洠㔰㈹㜮㔱⁔䑛⠀⁔䑛⠀ԩ嵔䨊〮〵‰‰‰⸰㔠〠〮㔹‴㈹㜮㔱⁔䑛⠀鸭]ᜀ가관글꼠呦‰⸰㔠呭‸㐴㔮㔹‱㌷㔰⸶⁔䑛⠁ᬀ搵㠴㔹‴㈹㜮㔱⁔䑛⠀䘀〠㈹㤷⸵㤠㌸㌶⸲⁔䑛⠀利嵔䨊〮〵‰‰‰⸰㔷〰⸸′㤷bKÊĩ⤱㈸ㄴ⸶⁔䑛⠀䠀̀⨩嵔䨊〮〵‰‰‰⸰㔠〠〶㠮㔹‴㈹㜮㔱⁔䑛⠀〵‰‰‰⸰⸵㤠㌸㌶⸲⁔䑛⠀利嵔䨊〮〵‰‰‰⸰㜵〰⸸′㤷bKÊĩ⤐qCĜ�Çĝ]1R⥝告ਰ⸰㜶〸′㤷bKÊĩ⤰⁓䍎‰䨊〮〵⼰‰⁔洠ㄷ㤷⸵ิ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〴㥭‵〲㤷bKÊĩ⤪千丠〠㜨㜳ㄮㄹ‴㐶㉛⠀䠀̀⨩嵔䨊〮〵‰‰‰⸰㔠〠〸㈴ㄵ〮㘲㤷⸵ㄠ呄嬨Â〮〵‰‰‰⸰㔠〠〠呭‱㜹㜮㔹‴ㄴ㠮㈠呄嬨㕘䘴′㈹㜀ᨀ䬀쨁⤩ᠩ㘀㔲ㅊ吱æĵ㈱䨊ἀㄩᄩ⸵ิ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㐴㐹ਯ䙘䘳′㤷bKÊĩ⤤⤱ぬ潲業整爲㐰⁔映〮〵‰‰‰⸰㔠〠〠呭‴〱㜮㔹㐹㥘䘳′㤷⸵ㄠ呄嬨Â〮〵‰‰‰⸰㔠〠〠呭‱㜹㜮㔹‴ㄴ㠮㈠呄嬹㜱㈴′㈹㜀ᨀ䬀쨁⤩ᠩ㈬Tsħ㈩ᄀ



表 5 七校发文前 10期刊及各刊发文量/被引频次分布
期刊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 中山大学 北京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

七

校

相

同

期

刊

J IMMUNOL 53/1708 37/705 51/1327 31/517 22/370 35/801 19/315

PLOS ONE 26/120 69/419 27/229 43/292 24/101 27/207 18/80

VACCINE 12/132 37/416 31/759 24/238 14/190 -- 18/222

BMC INFECT DIS 14/81 24/137 20/49 13/109 13/53 -- --

CELL MOL IMMUNOL 22/305 -- 12/70 -- -- 18/150 10/130

INFLAMMATION 21/66 -- 16/68 12/45 -- -- 16/131

INFLAMM RES 16/95 17/102 15/77 -- -- -- 6/42

MEDIAT INFLAMM 18/64 -- -- 14/53 -- 13/59 11/124

CELL IMMUNOL 12/64 -- -- 14/84 -- 15/158 7/10

DIAGN MICR INFEC DIS 12/111 16/143 11/79 -- -- -- --

MOL IMMUNOL -- -- 17/513 16/389 -- 14/79 --

CANCER IMMUNOL IMMUN 13/113 -- -- -- -- 10/108 --

CLIN EXP IMMUNOL -- -- -- -- 14/141 10/59 --

DEV COMP IMMUNOL -- -- 19/187 35/365 -- -- --

IMMUNOL LETT -- 15/84 -- 12/95 -- -- --

J CLIN IMMUNOL 16/156 -- -- -- 13/198 -- --

七校不同期刊

P NATL ACAD SCI USA(上交大 , 12/193); INFECT IMMUN(复旦 , 17/278); INT J TUBERC LUNG D(复旦 , 16/161);

MICROBES INFECT(复旦, 15/119); HUM IMMUNOL(中大, 12/163); BIOL BLOOD MARROW TR (北大, 31/366); BONE

MARROW TRANSPL(北大 , 25/337); CLIN IMMUNOL(北大 , 12/158); J VIRAL HEPATITIS（北大 , 20/145） ; AM J

REPROD IMMUNOL(华科 , 10/20); TRANSPL IMMUNOL(华科 , 13/145); SCAND J IMMUNOL(武大 , 7/33); INT J

INFECT DIS(武大, 6/20)

七校前 10期刊论文数/占比 247/43.11 263/36.99 219/42.61 226/42.09 188/39.83 165/41.88 118/47.01

七校前 10期刊被引频次/占比 3208/42.77 2564/35.99 3358/50.93 2350/36.87 2059/38.24 1786/43.17 1107/37.98



表 6 七校发文量、被引频次排名前 10作者
排

名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 中山大学 北京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



 高被引论文分析

2005-2014年七校高被引论文数量，上海交通大学 7篇，浙江大学 5篇，北
京大学 4篇，领先于其他学校。七校前 9年每年高被引论文总篇数为 0到 3篇，
2014年增至 7篇，数量上成倍增长。高被引论文研究领域为免疫学、传染病学、
微生物学、动物学、过敏以及多学科研究。

表 7 七校高被引论文数及分布

学校 高被引论文数 期刊/年度分布/研究领域

复旦大学 3
NAT IMMUNOL/2009/免疫学；AMER J INFECT CONTROL/2012/传染病学；

INFECT DIS POVERTY/2014

上海交通大学 7
SCIENCE/2006、2007、2013/多学科；J IMMUNOL/2007、2009、2010/免疫学；

IMMUNITY/2011/免疫学

中山大学 1 NATURE/2014/多学科

浙江大学 5

J IMMUNOL/2009/免疫学；NAT IMMUNOL/2011/免疫学；

DEVELOP COMP IMMUNOL/2013/免疫学、动物学；

J INFEC DIS/2014/免疫学、传染病学、微生物学；

CLIN INFECT DIS/2014//免疫学、传染病学、微生物学

北京大学 4
PROC NATACAD SCI USA/2010/多学科；

LANCET INFECT DIS/2013、2014/传染病学；ALLERGY/2014/过敏

华中科技大学 0 --

武汉大学 2 IMMUNITY/2008、2014/免疫学

注：数据下载时间为 2015年 7月 15日

 合作国家/地区、合作机构分析

武汉大学合作机构数量 130个，为最低值，但在合作国家/地区数量上与中
山大学（15）以及浙江大学（18）相当或接近。本校国际合作论文百分比 31.87%，
超过了华中科技大学以及浙江大学，中国大陆地区合作论文占各校合作论文的绝

大多数，其次为与美国合作论文。

表 8 七校合作国家/地区、合作机构及国际合作论文

学校 合作机构数量

合作国家/地区

数量

（含中国大陆）

国际合作

论文

国际合作论文

百分比

前三位合作国家/地区

论文数量

复旦大学 323 72 288 40.51% 美国 193/香港 21/日本 18篇

上海交通大学 322 35 222 38.74% 美国 146/日本 17/澳大利亚 17篇

中山大学 268 15 212 39.48% 美国 124/香港 35/荷兰 18

浙江大学 199 18 108 21.01% 美国 65/香港 14/日本 11篇

北京大学 263 42 155 32.84% 美国 88/澳大利亚 21/荷兰 14篇

华中科技大学 157 22 121 30.71% 美国 66/德国 31/加拿大 8篇

武汉大学 130 15 80 31.87% 美国 59/日本 6/法国 4篇



※ ESI 免疫学研究领域比较分析
 发文研究领域分布

国内七所高校中，华中科技大学发文 394篇，发表于 89种期刊，被引 4137
次；我校发文 251篇，发表于 67种期刊，被引 2915次，两校差距最小。在此从
发文研究领域及高频关键词两方面，对两校论文做深入分析。

表 9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免疫学发文研究领域

学校 研究领域

武
汉
大
学

免疫学(193)；传染病学(55)；细胞生物学(44)；综合性学科(23)；医学(22)；微生物学(20)；病

毒学(12)；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8)；寄生物学(5)；胃肠病学与肝脏病学(5)；热带医学(5)；

过敏(4)；生物工程与应用微生物学(4)；移植(4)；血液学(3)；呼吸系统(3)；生物化学研究方法

(2)；生殖生物学(2)；动物学(2)；遗传学(1)；儿科学(1)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免疫学(333)；细胞生物学(51)；传染病学(44)；过敏(33)；综合性学科(29)；微生物学(19)；移

植(19)；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16)；肿瘤学(15)；病毒学(13)；生物化学研究方法(12)；生殖

生物学(11)；医学(11)；生物工程与应用生物学(10)；血液学(8)；胃肠病学与肝脏病学(7)；呼

吸系统(6)；遗传学(5)；药学(4)；寄生物学(3)；热带医学(2)；毒理学(1)；动物学(1)；儿科学(1)；

生物物理学(1)；公共、环境与职业卫生(1)

 高频关键词分布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ESI 免疫学论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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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高频关键词分布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共同关键词（出现次

数按武大,华科依次

排列）

表达 (45,90)；感染 (35,34)；nf-kappa-b(29,20)；树突细胞 (26,49)；炎症 (22,65)；T细

胞 (21,47)；激活(20,59 )；小鼠(19,38 )；诱导 (18,21)；细胞凋亡 (17,26)；基因表达(17,15)；

先天免疫(17,12)；反应(16,21)；细胞(15,22)；免疫应答(13,20)；疾病(11,35)；体外(11,17)；

细胞因子类(11,16)；细胞因子(11,15)；蛋白(11,11)；体内(10,30)

不同关键词

（次数）

双链 RNA(10)；龋齿(10)；视黄酸诱导基因

蛋白(7)；衔接蛋白(6)；人免疫缺陷病毒(6) ；

血凝素(5)；抗病毒活性(4)；共感染(4)；有

效保护(4)；全基因组关联(4)；糖蛋白(4)；

单纯疱疹病毒(4)；1型人体免疫缺陷病毒

(4)；HIV感染(4)；免疫反应(4)；病原识别(4)；

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4)；表面蛋白抗原(4)；

Toll样受体 3(4)

动脉粥样硬化(20)；鼻息肉(11)；抗体(8)；

自身免疫(8)；半乳凝素 9 (8)；急性冠脉综

合征(7)；同种异体移植排斥(7)；抗体(7)；

自身免疫病(7)；生长(7)；机制(7)；平滑肌

细胞(7)；tim-3(7)；肿瘤(7)；自身抗体(6)；

细胞毒性 T淋巴细胞(6)；细胞毒性(6)；多

发性硬化(6)；募集反应(6)；th17(6)；抗宿

主病(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