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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发展趋势与跨学科研究特点分析①

———以病原生物学交叉神经生物学为例

郭海婷②，谭　 洁，何玉林，袁树民，陈建宏，李中原③

（桂林医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１９９）

摘要　 目的：分析我国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发展趋势和跨学科研究特点，为医学研究生培养及医学

研究生创新和实践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方法：用中国知网“学科专业名称”模块检索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

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以论文数据库、下载和被引、学科与基金标注为对

象，加以授予年度和学位类型进行整理与统计分析。 结果：检索到符合条件的学位论文共 ７ ９０９ 篇，
硕士学位论文多于博士学位论文，病原生物学论文多于神经生物学论文；下载和被引次数博士论文

较硕士论文多且变化大，上浮明显时博士论文先于硕士论文、病原生物学论文先于神经生物学论文

发生变化；被引明显偏低，且 ０ 次被引现象普遍存在；与神经生物学论文比，病原生物学论文学科交

叉保持上升态势且受硕士论文跨学科选题影响更大；基金标注数病原生物学论文多于神经生物学论

文，但标注率仅病原生物学博士论文较硕士论文升高。 结论：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的研究

生学位论文被引次数均明显偏低，但进行学位论文研究时大多偏爱跨学科选题，尤其是病原生物学

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更注重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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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顶层，是国

家人才国际间博弈的主要支柱，是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培养高素质、高层次专门人

才的学历教育，是一个陶冶高尚情操、启迪不断思

考、引导积极进取、培养和提升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

的教育教学过程，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

育［１－２］。 研究生导师是进行研究生教育和培养的核

心力量与第一责任人，“做好”导师、做“好导师”和

“教好”学生、教“好学生”对新时代研究生导师提出

了更高、更新、更深要求［３－４］。

作为研究生教育与培养质量的重要体现，学位

论文凝集了研究生及其导师的辛勤耕耘，是研究生

完成学业的合格答卷，是研究生自主创新意识、专业

知识水平、独立思考、表达、实践和写作能力的集中

反映［５］。 参照《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病原生

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二级学科）分别属于基础医

学和生物学学科（一级学科），隶属医学和理学学科

门类，有关二者间关联和近年来学科发展形势的论

文，均未见报道。 因此，本研究将以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

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为对象，对 ２０ 年来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

发展趋势和跨学科研究的分布特点进行分析，为我

国研究生教育和培养及医学研究生创新和实践能力

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依据和参考。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

业的 ２０ 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为研

究对象，统计分析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时间截至北京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１ 时整。

１．２　 数据收集与整理

登录中国知网，选定“学科专业名称”模块，分别

检索“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学

位论文。 学位论文检索信息主要涵盖中文题名、作
者、学位授予单位、数据库、授予年度、被引数、下载

数、主题、学科、研究层次、导师和基金标注等。 其

中，数据库包含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和博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两个数据库；主题包括主要主题和次要主

题。 鉴于中国知网采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特点和本

研究的实际需求，将数据库、被引次数和下载次数、
学科（同时标注视为学科交叉）和基金资助作为主要

分析对象，再以授予年度和学位类型进行合计与分

类整理。

·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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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统计软件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独

立样本 ｔ 检验和差异显著性分析，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８ 软件绘制数据分析图。 所得结果均数加减标准差

用（�ｘ±ｓ）表示。 Ｐ＜０．０５ 表示有统计学差异。

２　 结果

２．１　 研究生学位论文采集篇数

检索结果，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研究

生学位论文合计 ７ ９０９ 篇，包括病原生物学专业学位

论文 ５ ５２３ 篇，神经生物学专业学位论文 ２ ３８６ 篇，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年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采集数（篇）

学位授

予年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合计

病原

生物学

硕士 ９０ １１２ １８３ ２１５ ２３３ ２２５ ２２３ ２３７ ２５０ ２３３ ２９２ ２５９ ２５０ ２３４ ２６８ ２４８ ２６２ ２５４ １９８ １６７ ４ ４３３

博士 １９ ４５ ２６ ６０ ５７ ５４ ６５ ６４ ７８ ５７ ７２ ６９ ５４ ６１ ６４ ６２ ５９ ５８ ４０ ２６ １ ０９０

神经

生物学

硕士 １６ １５ ２９ ４６ ６９ ６２ ７０ ７０ ７１ ８１ ７３ ７４ ９８ １３１ １０８ ８９ １１５ １１９ １１８ ７０ １ ５２４

博士 ３０ ３１ ５０ ４８ ５６ ４７ ２９ ５１ ３７ ４８ ５１ ５５ ５１ ４３ ３６ ４４ ５０ ４０ ４０ ２５ ８６２

　 　 上述学位论文中，病原生物学硕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 ４ ４３３ 篇，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１ ０９０ 篇，二者

年均采集篇数间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神经生物

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１ ５２４ 篇，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８６２ 篇，年均采集篇数间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见
图 １。 此外，病原生物学与神经生物学专业研究生

（合计硕士与博士）学位论文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

文间和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间均有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 不难看出，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我国从事病原生

物学专业研究生人数较神经生物学专业多，硕士研

究生培养规模较博士研究生大，病原生物学专业较

神经生物学更具优势。

图 １　 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篇数统计与差异分析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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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学位论文下载次数与被引频次
本研究系统分析了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病原生物学

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下载与被引次数

的变化浮动情况（图 ２Ａ、Ｂ），分类分析了不同学科专

业与学位类型间学位论文下载次数和被引均次的差

异明显程度（图 ２Ｃ、Ｄ），以及不同下载区间（图 ２Ｅ、
表 ２）和被引次数（图 ２Ｆ、表 ２）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

研究生学位论文中的百分比。 结果显示，过去 ２０ 年

里，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下载次数与被引次数均较硕士研究生多，且变

化幅 度 更 大 （ 图 ２Ａ ）。 其 中，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 和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的硕

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下载次数与被引次数均有

明显上浮，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下载与被引上升幅度更大；２０２１ 年，病原生物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下载次数明显再次升高，但硕

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

文的下载次数与被引次数非升反降。 在下载和被引

次数升降幅度不明显的年份里，硕士研究生与博士

研究生学位论文变化几乎同步；当下载次数和被引

次数出现明显上升时，会呈现博士研究生先于硕士

研究生，病原生物学先于神经生物学至少 １ 年发生

相应变化。 据此推测，病原生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下载次数与被

引次数将在未来 １～２ 年里明显上升。

分类分析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学科专业与学位类型

间学位论文下载次数和被引均次的差异时发现，病
原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下载次数和被引均次

均较神经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明显升高，其
中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均较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明显上升，病原生物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较神经生物学硕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明显上升；病原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被引较神经生物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升

高明显（图 ２Ｃ、Ｄ），但下载均次间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 。

探讨下载区间和被引次数在研究生学位论文总

篇数中的百分比时发现，病原生物学与神经生物学

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和两个学科专业的硕士

研究生学位论文下载，以及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硕士

研究生与神经生物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被

引在学位论文总篇数中的百分比变化基本一致（图
２Ｅ、Ｆ），但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下载次数比硕士研

究生学位论文多（图 ２Ｃ、表 ２）。 本研究还发现，研究

生学位论文的被引次数明显偏低，０ 次被引的现象普

遍存在（图 ２Ｄ、表 ２）。 与此同时，除病原生物学专业

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被引（２．０３±０．０９）次外，其余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被引均次均低于１．５０次，且二者

间差异明显（图 ２Ｃ）。 可见，病原生物学较神经生物

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较硕士研究生更容易受到关注。

图 ２　 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下载频次与被引变化情况

·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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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下载区间和被引次数在研究生学位论文总篇数中的百分比（%）

学科

专业

学位

类型

学位论文下载

≥０～ ＜１ ≥１～ ＜２ ≥２～ ＜３ ≥３

学位论文被引

０ ＞０～≤５ ＞５～≤１０ ＞１０

病原

生物学

硕士 ０．３４ ３３．８１ ６５．４２ ０．４３ ５０．６４ ４４．９４ ３．６１ ０．８１

博士 ０．４６ ７．９８ ８７．４３ ４．１３ ３７．３４ ５２．５７ ７．９８ ２．１１

神经

生物学

硕士 ０．１３ ３６．７４ ６２．９３ ０．２０ ５９．４５ ３７．９３ ２．３６ ０．２６

博士 ０．１２ ９．０５ ８７．１２ ３．７１ ５０．７０ ４５．１３ ３．３６ ０．８１

２．３　 跨学科研究分布与差异性统计

分析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

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跨学科研究分布时发现，随学

位授予年份的推移，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

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学科交叉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上

升，且受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跨学科选题的影响大；

近年来，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学科交叉比

例维持在 ６０%左右，且病原生物学专业保持上升态

势；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时，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

专业跨学科选题出现显著降低，且病原生物学专业

跨学科的变化更明显（图 ３）。

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开展学

位论文研究时，大多偏爱跨学科选题（总学科交叉率

均＞５０%），病原生物学专业跨学科交叉生物学和神

经生物学专业跨学科交叉基础医学分别占总学科交

叉的大约 １ ／ ３ 和 １ ／ ４（图 ３、图 ４），二者间差异均不明

显（Ｐ＞０．０５）。

探讨学科交叉程度受学位授予类型影响时发

现，与病原生物学专业研究生比，神经生物学专业硕

士研究生更加偏爱跨学科选题（Ｐ＜０．０５），但其基础

医学选题较病原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开展生物学

研究则降低明显（Ｐ＜０．０５），且与病原生物学专业硕

士研究生进行生物学选题间无差异（Ｐ＞０．０５）；病原

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开展生物学研究明显多于硕

士研究生和神经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进行基础医

学选题（图 ３、图 ５）。

图 ３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病原生物学（上）和神经生物学（下）所处学科交叉的变化情况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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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总学科交叉（左）与生物学和基础医学学科交叉（右）

　 　 　

图 ５　 学科交叉在不同学位授予类型中的具体体现

２．４　 基金资助与标注情况

对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

业研究生学位论文基金资助标注情况进行统计与差

异性分析（图 ６Ａ），发现病原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学位

论文基金标注数明显多于神经生物学专业 （ Ｐ ＜

０．０５），其中病原生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标

注数最多，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标注数明显多于神

经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Ｐ＜０．０５），其他各组间则

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 而基金标注率（图 ６Ｂ），病原

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较硕士研究生明显

增高（Ｐ＜０．０５），其他各组间以及病原生物学与神经

生物学专业间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图 ６　 资助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基金标注情况

３　 讨论

我国研究生教育尤其是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比

本科教育更加注重创新引领、使命与责任担当、知识

创新与实践创新能力提升［６］。 目前，我国研究生教

育处在大规模发展阶段，国家提出了构建课程学习、

科学研究、实践实习一体化育人体系［７－８］。 科学研究

方面，研究生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研究生具有自主

创新意识，具备独立思考、精于表达、乐于实践和擅

于写作的能力［９］。 为适应时代进步潮流和国家发展

需要，我国研究生教育步入内涵式发展时期，各高校

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生教育工作重心也逐步转移到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教育根本

问题和高质量研究生上［７，１０－１１］。

创新能力作用重要，能为祖国建设和发展提供

用之不竭的动力。 作为学界关注热点，已有研究对

创新能力的定义不一。 有报道认为，创新能力是产

生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要求将

知识、信息、经验、技术运用于实践并不断创造出社

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１２］。 研究生教育事关

高水平、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已经受到全社会的

广泛关注［１３］。 加之，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

录》已经开始实施，我国研究生教育亦将迎来新的机

遇和挑战，如何培养高质量研究生的问题，值得深入

思考。

·４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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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论文是深入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石，学位论

文是研究生科研成果、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重要体现。

分析历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发展趋势和跨学科研

究特点，能为我国高质量研究生培养及其创新和实

践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依据。

每年 ６ 月底至 ７ 月初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毕业研

究生学位论文处于最终审核和待传中国知网阶段。

此时，中国知网学位论文数据库数据基本趋于稳定，

是进行研究生学位论文发展趋势和跨学科研究分析

的关键时期。 本文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１ 时整为时

间截点，检索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病原生物学和神经学专

业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过去

２０ 年里，与神经生物学比，病原生物学研究人员更

多，是一门医学领域更具学科优势的专业门类。 至

于病原生物学专业地位及与神经生物学间关联，本

文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下载次数是用于评价学术期刊论文质量的最早

基础类指标，具有和被引指标同样重要的识别重大

科学发现的作用［１４］。 与被引和影响因子类指标比，

学术期刊下载次数具备时效性强、覆盖面广的特

点［１５］。 科研成果关注度是科研成果的受关注程度，

是科研论文价值成果的体现［１６］。 下载次数和被引

次数是学术期刊论文受关注程度的重要体现，研究

生学位论文亦是如此。 本文探讨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病

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下载与

被引次数变化浮动情况时发现，病原生物学专业研

究生学位论文下载次数和被引次数均较神经生物学

明显升高，其中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较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多且变化幅度大。 下载和被引升降幅度不

明显时，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变化几乎同步；

当出现明显上升时，会呈现博士研究生论文先于硕

士研究生论文，病原生物学论文先于神经生物学论

文至少 １ 年发生相应变化。 可见，病原生物学尤其

博士研究生的学术引领地位之重要。 此外，病原生

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被引次数

均偏低，０ 次被引的学位论文普遍存在，应当受到重

点关注。

跨学科研究与差异性统计是探究不同学科专业

门类间关联的重要手段。 本文探讨病原生物学和神

经生物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跨学科研究分布特点

时发现，随着学位授予年份的推移，病原生物学与神

经生物学学科交叉程度不断升高，当前维持在 ６０%
左右，且病原生物学专业保持上升态势，究其原因可

能与近年来我国不断出台学术创新激励政策间密不

可分。 探讨学科交叉受学位授予类型影响时发现，

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开展学位论

文研究时都偏爱跨学科选题，其中神经生物学专业

的硕士研究生更加偏爱，但就其基础医学学科选题，

仍明显低于病原生物学博士研究生进行的生物学研

究，且与病原生物学硕士研究生跨学科选题间差异

不明显。 病原生物学博士研究生开展生物学研究明

显多于硕士和神经生物学博士进行的基础医学选

题。 可见，病原生物学较神经生物学专业、博士研究

生较硕士研究生更容易受到关注，再次印证了病原

生物学专业优势及其博士研究生的学术引领地位。

探究基金资助对我国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发展

趋势和跨学科研究分布的影响时发现，病原生物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基金标注数明显多于神经生物学专

业，但基金标注率，除病原生物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

文明显多于硕士研究生外，其他各组间和病原生物

学与神经生物学间均无统计学差异，这可能与中国

知网数据统计有限和研究生开展学位论文研究时懂

得学术创新却不知实践创新的动力来源有关。

４　 结语
本文以 ２００３—２０２２ 年病原生物学和神经生物

学专业的 ２０ 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为对象，分析了我国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发展趋

势和跨学科研究的分布特点，发现病原生物学和神

经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被引次数均明显偏

低，但在开展学位论文研究时研究生大多偏爱跨学

科选题，肯定了跨学科研究对研究生创新意识培养

和实践能力提升的积极影响，揭示了病原生物学专

业优势及其博士研究生的学术引领地位和学位论文

更容易引起跨学科关注的事实依据。 尽管因数据不

足，未能完全明了研究生实践创新的动力来源与其

学位论文发展和跨学科研究分布之间的关系，却为

下一步深入研究指明了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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