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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科学引文索引（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ＳＣＩ）数据库中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分子印迹技术相关文献为研究对

象，通过对文献类型、语言及数量、作者所属的国家／地区和机构、发表文献的期刊分布和学科类别等信息进行文献计

量学的分析，发现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文献数量随时间呈 指 数 函 数 增 长，论 文（Ａｒｔｉｃｌｅ）是 最 主 要 的 文 献 类 型，英 语 是 使 用

最广泛的书写语言。中国是发表分子印迹技术相关论文最多的国家，而瑞典是发表高水平论文最多的国家。中国科

学院是分子印迹技术论文高产量机构，瑞典隆德大 学 是 高 产 量 高 被 引 机 构。发 表 论 文 最 多 的 学 术 期 刊 为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主要的学科类别为化学分析（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本文研究所获

信息用来评价分子印迹技术的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以期为从事分子印迹技术的研究人员提供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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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分子印迹技术（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ＭＩＴ）是

一种合成具有特异性识别位点的聚合物受体的方法［１］，该方

法合成的分子印迹聚合物由于具有构效预定性、特异识别性

和广泛适用性等优点而受到广泛关 注，并 在 色 谱 固 定 相、固

相萃取、有机合成、药物开发、仿酶催化和仿生免疫分析与传

感器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２］。目前，全世界至少有包

括瑞典、日本、德国、美 国、中 国、法 国 在 内 的 几 十 个 国 家、上

百个学术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在从事分子印迹的 研 究 和 开 发

工作，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不同类别的学术期刊上。１９９３年

Ｍｏｓｂａｃｈ等［３］在Ｎａｔｕｒｅ上发表有关茶碱分子印迹聚合物的

报道后，此类文章数量迅速上升，但 目 前 还 少 有 对 分 子 印 迹

相关文献进行科学系统的计量学分析。

文献计量学是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以文献体系和文

献计量特征为研究对象，定量地分 析 文 献 的 分 布 结 构、数 量

关系和变化规律，掌握科学知识体 系 结 构 及 其 演 化 规 律，快

速、全面形象地把握科学总体态势，分 析 各 个 国 家 和 机 构 的

优势领域和发展重点的学科领域［４，５］。通过周期性的文献分

析，可以监测研究领域 的 演 化 路 径 和 变 化 趋 势。近 年 来，文

献计量学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论文的统计研究中，以便掌握

某个领域的文献数量，以及文献在国家、机构、期刊和学科类

别的分布，确定核心文献，评价出版 期 刊 和 预 测 未 来 研 究 方

向。美 国 科 学 信 息 研 究 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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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ＩＳＩ）的科学引文索引的网络科学数据库（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收录了世界各学科领域内优秀的期刊，为文献计

量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数据，统计分析其收录的论文能够反映

科学前沿的发展动态。
为了掌握分子印迹技术的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本文从

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分析了分子印迹 相 关 文 献 的 文 献 类 型、
语言及数量、作者所属的国家和科研 机 构、论 文 的 期 刊 和 学

科分布以及论文被引用情况等信息，以期为相关科研工作者

提供方向指导。

１　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以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出版的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网络

数据库之下的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核心合集作为数据来源。该

数据平台共包含２个引文数据库，分别是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ｘ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ＣＩ－ＥＸＰＡＮＤＥＤ），收 录 时 间１９００年 至 今；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ＰＣＩ－Ｓ），收

录时间１９９１年至今。此外，还包含２个化学数据库，即Ｃｕｒ－
ｒｅｎ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ＣＣＲ－ＥＸＰＡＮＤＥＤ），收 录 时 间

１９８５年至今；Ｉｎｄｅｘ　Ｃｈｅｍｉｃｕｓ（ＩＣ），收 录 时 间１９９３年 至 今。
以“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ｉｍｐｒｉｎｔ＊”作为主题检索词，在标题（Ｔｉｔｌｅ）、摘
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和 关 键 词（Ｋｅｙｗｏｒｄ）中 搜 索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 的

文献。其中 来 自 英 格 兰（Ｅｎｇｌａｎｄ）、苏 格 兰（Ｓｃｏｔｌａｎｄ）、北 爱

尔兰（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和威尔士（Ｗａｌｅｓ）的文献统一划分为

英国。期刊的影响因 子 来 自２０１２年 期 刊 引 用 报 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ＪＣＲ）。使用ＳＣＩ自 带 的 统 计 工 具 和 Ｏｒｉｇｉｎ
８．０数据处理软件统计分析文献的类型、语言、出版年、来源

期刊、国家、机构和学科分布等情况，以期系统全面地揭示分

子印迹的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

２　分子印迹研究文献类型与语言分布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核心合集数据库中，题

目、摘 要 和 关 键 词 中 包 含“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ｉｍｐｒｉｎｔ＊”的 文 献 共

６３２２篇，包括１０种文献类型。其中论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５１５９篇，
占总文献数８１．６％；其次为会议论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６３５
篇，占１０％；综 述（Ｒｅｖｉｅｗｓ）５６６篇，占 ９．０％；会 议 摘 要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２５７篇，占４．１％；编 辑 材 料（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８篇，占０．４４％；书籍章节（Ｂｏｏｋ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２４篇，
占０．３８％；补充修正（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２０篇，占０．３２％；新闻条目

（Ｎｅｗｓ　ｉｔｅｍｓ）１２篇，占 ０．１９％；书 信（Ｌｅｔｔｅｒｓ）１１篇，占

０．１７％；随写（Ｎｏｔｅｓ）６篇，占０．０９５％。在 学 术 研 究 中 论 文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会 议 论 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和 综 述（Ｒｅｖｉｅｗｓ）
是最主要的文献类型，并在该领域被 同 行 参 考 阅 读，也 指 示

着该学科 的 发 展 方 向，因 此 精 炼 检 索 结 果 为“文 献 类 型＝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ｒ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最终得到５９８８
条相关文献 并 对 其 做 进 一 步 的 研 究 分 析，笔 者 统 称 其 为 论

文。
对５９８８篇分子印迹相关文献进行语言种类分析，发现

英语是最广泛的书写语言，包含５６４４篇文献，占文献总数的

９４％，这是因为英语是文献 发 表 的 主 要 语 言，也 是 大 多 数 国

际会议的官方 语 言，并 且ＳＣＩ收 录 的 大 多 数 期 刊 为 英 文 期

刊。然而分子印迹技术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全球的关注，非英

语类的文献也占有 越 来 越 大 的 比 例，其 中 汉 语２８４篇、日 语

１６篇、葡萄牙语１０篇、德语７篇、法语６篇、波兰语４篇、韩

语３篇以及俄语２篇。

３　分子印迹研究年代分布

分子印迹概念起源于免疫学，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著名的诺

贝尔奖获得者Ｐａｕｌｉｎｇ提出了“抗体形成”学说［６］。１９４９年，

Ｄｉｃｋｅｙ提出了“特异性吸附”的 概 念［７］，实 际 上 可 以 看 作“分

子印迹”的 萌 芽，但 并 没 有 引 起 重 视。１９７２年，德 国 科 学 家

Ｗｕｌｆｆ课题组首次成功制备出了分子印迹聚合物［８］（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ＭＩＰｓ），并在１９７７年发表了第一个

共价印迹实例［９］，使分子印迹技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这

个时期，分子印迹技术仅限于催化 领 域 应 用，而 在 分 子 识 别

领域的应用并没有展开。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Ｍｏｓｂａｃｈ领 导 的

研究小组首次 提 出 了 非 共 价 印 迹 聚 合 物 的 合 成，并 于１９９３
年在Ｎａｔｕｒｅ上发表了有关茶碱的分子印迹吸附免疫测定的

研究报告［３］，展示了 ＭＩＰｓ惊人的通用性和立体专一识别性，
自此之后人们对分子印迹的研究 也 越 来 越 多。综 合 分 子 印

迹的发展历史和每 年 的 文 献 数 量（图１）可 知，１９９３年 以 前，
分子印 迹 发 展 较 为 缓 慢，年 出 版 数 量 较 低（≤５篇）；１９９３－
２０１３年，分子印迹相关研究迅速增长，年出版论文数和总文

献数均以指数形式增长，到２０１３年年出版论文数量达到８５３
篇，并且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图１　１９４０—２０１３年文献总数量和

年文献数量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ＭＩＴ

ｐａｐ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４０－２０１３

４　分子印迹研究国家分布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发表的５９８８篇分子印迹相关论文中有１２
篇（０．２％）不含作者地址信息，５９７６篇具有通信作者的地址

信息。从表１中国际上发表分子 印 迹 论 文 的 国 家 分 布 情 况

看，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被ＳＣＩ收录较多的有中国、美国、日本、英

国、瑞典、德国、法国、伊朗和意大利等国家的作者，其中中国

作者的发文量遥遥领先于其它国家，共发表论文２０６３篇，占

总数的３４．４５％，且每年论文发表量呈指数形式迅速增长（如

图２所示），可 谓 论 文 高 产 量 国 家，但 论 文 篇 均 被 引 频 次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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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只有１２．４７次／篇，在发文量前１０个国家中排名第９。美

国论文总数６３４篇，位 居 第 二。相 比 于 中 国 和 美 国，瑞 典 的

论文总数只有３３０篇，占总数的５．５％，是中国的１／６，美国的

１／２，但其每篇平均被引频次高达６１次，是中国的５倍，美国

的２倍，被引频次不小于１００次的论文有６１篇，是分子印迹

领域论文高质量国家。按篇均被引频 次 排 序 可 知 分 子 印 迹

领域高影响力论文发表国家依次是瑞典、德国、英国、法国和

美国等欧美国家。

表１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发表分子印迹技术研究论文较多的国家及其论文被引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ａｐ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

序号 国家 ＴＰ（％） 总被引频次 他引频次 他引率／％
篇均被引

频次

按篇均被

引频次排序

被引频次不小于

１００次的论文数／篇

１ 中国 ２０６３（３４．５） ２５７１８　 １５２２８　 ５９．２１　 １２．４７　 ９　 ２２
２ 美国 ６３４（１０．６） ２０６４０　 １８７８３　 ９１．００　 ３２．５６　 ５　 ４８
３ 日本 ５１３（８．６） １５６０３　 １３４３８　 ８６．１２　 ３０．４２　 ６　 ２８
４ 英国 ３５２（５．９） １４３３８　 １３０４１　 ９０．９５　 ４０．７３　 ３　 ３８
５ 瑞典 ３３０（５．５） ２０３９１　 １７７７７　 ８７．１８　 ６１．７８　 １　 ６１
６ 西班牙 ３１０（５．２） ９２５４　 ８２０９　 ８８．７１　 ２９．８５　 ７　 ２１
７ 德国 ３０５（５．１） １４１５５　 １３２３２　 ９３．４８　 ４６．４１　 ２　 ３３
８ 法国 ２１１（３．５） ７６０５　 ７１２５　 ９３．６９　 ３６．０４　 ４　 １５
９ 伊朗 ２０６（３．４） １７０１　 １２６８　 ７４．５４　 ８．２６　 １０　 ０
１０ 意大利 １９１（３．２） ４８７２　 ４５３８　 ９３．１４　 ２５．５１　 ８　 ７

　注：ＴＰ（％）为总论文数量及所占比例（ＴＰ／５９８８）

　　欧美国家的研究工作开启了分子印迹技术 这 一 重 要 研

究领域，而我国第一篇分子印迹研究于１９９７年公开发表［１０］，

之后到１９９９年有９篇相关论文发表，中国起步较晚，但发展

较为迅速，如图２所示，论文数量呈指数形式增长。美国、日

本、英 国 和 瑞 典 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４年 之 间 发 文 量 增 长 较 快，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之间发文量增长缓慢，美国、日本和瑞典有走

低的趋势。中国的论文注重分子印迹的应用研究，所以发文

量持续增长；而欧美国家注重分子印 迹 的 理 论 研 究，相 比 于

应用研究，理论研究发展较慢，所以论文数量增长缓慢。

图２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前５个论文高产

国家发表论文数量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ｏｐ　５ｍ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

５　分子印迹研究机构分布

依据文献的机构 分 布，表２列 出 前１５个 分 子 印 迹 相 关

研究的国内外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瑞典隆德大学、中

国南开大学、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在

内的９７０所著名研究机构或大学 都 开 展 了 与 分 子 印 迹 技 术

相关的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的发 文 总 数 在 国 际 同 类 研 究

机构中居首位，其次为瑞典隆德大学（非共 价 键 分 子 印 迹 技

术即由隆德大学的 Ｍｏｓｂａｃｈ教授等发展起来）、中国南开大

学、英国兰克菲尔德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
在这１５个发文 量 较 多 的 科 研 机 构 中，瑞 典 隆 德 大 学 的

篇均被引频次最 高，达７６次／篇；其 次 为 瑞 典 林 奈 大 学 和 英

国克兰菲尔德大学，篇 均 被 引 频 次 大 于３７次。从 被 引 频 次

大于等于１００次的论文数可知，瑞典隆德大学有５１篇，其次

为英国克兰菲尔德 大 学１４篇，中 国 科 学 院８篇。综 合 考 虑

发文量、篇均被引频次和高被引论 文 数 等 因 素 可 知，瑞 典 隆

德大学为分子印迹领域高产量高被引机构，发表的论文不仅

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指引着分子印迹技术的发展方向。

６　分子印迹研究期刊与学科类别分布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５９８８篇 分 子 印 迹 相 关 文 章 发 表 在４４８
种学术期刊上。表３列出分子印迹相关论文的前１０种学术

期刊发表论文的情况，包括发表论 文 的 数 量、期 刊 影 响 因 子

（２０１２年）以及期刊所属的学科类别和在该类别中的排名，其
中学科类别由期刊引证报告（ＪＣＲ）划分。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作为化学分析领域杂志，发表３３６篇论文，排名第一；其
次依次为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３２３篇）、Ｂｉｏｓｅｎ－
ｓｏｒｓ　＆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９篇）、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３篇）、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５７篇）等期刊。

根 据ＩＳＩ数 据 库 对 期 刊 的 学 科 分 类 数 据 分 析 得 知，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分子印迹研究论文有４６％以上分布在化学分

析和化学相关领域，还有一部分分布在材料科学和聚合物学

科领域，另有一部分将分子印迹应 用 于 电 化 学、食 品 科 学 和

环境科学等领域，说明分子印迹技术在各个学科应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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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ＪＣＲ中

的一项数据，即某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的被引

用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 表 的 论 文 总 数。这 是 一

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由表３可知，排在前５的期

刊都具有较高的影 响 因 子，特 别 是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和

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ｓ　＆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２０１２年影响因子均大于５，作为

分析化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权威期刊，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研

究论文，促进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

表２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发表分子印迹研究论文较多的机构及其论文被引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ａｐ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

序号 机构名称 ＴＰ（％）
总被引

频次
他引频次

他引／总

被引／％

篇均被引

频次

按篇均被引

频次排序

被引频次不小于

１００次的论文数／篇

１ 中国科学院 ２３６（３．９） ４８０２　 ４３２４　 ９０．０５　 ２０．３５　 ９　 ８
２ 瑞典隆德大学 ２０９（３．５） １５８８５　 １４３６９　 ９０．４６　 ７６　 １　 ５１
３ 中国南开大学 １８６（３．１） ３５４１　 ３１４５　 ８８．８２　 １９．０４　 １１　 ３
４ 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 １１２（１．９） ４１５１　 ３８２９　 ９２．２４　 ３７．０６　 ３　 １４
５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９６（１．６） ２５４０　 ２２６０　 ８８．９８　 ２６．４６　 ５　 ４
６ 土耳其哈切佩特大学 ７７（１．３） １５４７　 １２２８　 ７９．３８　 ２０．０９　 １０　 ３
７ 中国湖南大学 ７６（１．３） １２８４　 １２２２　 ９５．１７　 １６．８９　 １２　 ０
８ 中国清华大学 ７０（１．２） １４７３　 １３６１　 ９２．４０　 ２１．０４　 ７　 １
９ 土耳其安纳多鲁大学 ６６（１．１） １６４３　 １３４８　 ８２．０５　 ２４．８９　 ６　 ４
１０ 中国江苏大学 ６５（１．１） ３７３　 ２７１　 ７２．６５　 ５．７４　 １５　 ０
１０ 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学 ６５（１．１） １７２８　 １４４６　 ８３．６８　 ２６．５８　 ４　 ０
１１ 中国河北大学 ６３（１．１） ７５６　 ６６２　 ８７．５７　 １２　 １３　 ０
１２ 中国暨南大学 ５７（１．０） ３７９　 ３５６　 ９３．９３　 ６．６５　 １４　 ０
１３ 瑞典林奈大学 ５６（０．９） ２１０４　 １８０９　 ８５．９８　 ３７．５７　 ２　 ３
１３ 法国贡比涅技术大学 ５６（０．９） １１６２　 １０１５　 ８７．３５　 ２０．７５　 ８　 ２

　注：ＴＰ（％）为总论文数量及所占比例（ＴＰ／５９８８）

表３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发表分子印迹技术论文较多的期刊及其学科类别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ａｐ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

序号 期刊名称 ＴＰ（％）ＩＦ（２０１２） 学科类别 排名／期刊总量

１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　 ３３６（５．６） ４．３８７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７／７５

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　 ３２３（５．４） ４．６１２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２／７５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６／７５

３ 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ｓ　＆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２０９（３．５） ５．４３７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１０／７２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４／１６０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４／７５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２６

Ｎａｎ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５／６９

４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３（３．２） ３．６５９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８／７５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９／７５

５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５７（２．６） ５．６９５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３／７５
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５５（２．６） ２．５９１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２５／７５
６ Ｔａｌａｎｔａ　 １５５（２．６） ３．４９８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１２／７５
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４５（２．４） １．３９５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１／８３

８ Ｓｅｎ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ｕａｔｏｒｓ　Ｂ：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１３０（２．２） ３．５３５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１１／７６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８／２６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２／５７
９ Ａｎａｌｙｓｔ　 １２６（２．１） ３．９６９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８／７５
１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０８（１．８） ０．７６９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６１／７５

　注：ＴＰ（％）为在该期刊上发表的总论文数及所占比例（ＴＰ／５９８８），ＩＦ为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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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分子印迹研究论文被引次数分布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 分 子 印 迹 相 关 的５９８８篇 论 文 共 被 引

１４４５５２次，平 均 每 篇 被 引２４．１２次。如 表４所 示，截 止 到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从未被引用过的文献有７４９篇，占１２．５１％；被
引次数在１～１００的论文最多，有４９７２篇，占８３．０３％；被引

次数在１００～５００的文献有２５７篇，在５００～１０００的文献有７
篇，大于１０００次的论文有３篇。在这３篇高被引论文中，来

自 法 国 的 作 者 Ｄａｌｋｏ和 Ｍｏｉｓａｎ在２００４年 发 表 在 Ａｎｇｅ－
ｗａｎｄｔｅ　Ｃｈｅｍｉ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的综述“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１１］的被引频次最高，达１８３７次，但这

篇文章主要侧重于有机催化领域，只用一个小篇章阐述了分

子印迹在催化领域的应用。
第２篇高被引论文为１９９５年发表在Ａｎｇｅｗａｎｄｔｅ　Ｃｈｅ－

ｍｉ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ｉｔｉｏｎ 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ｄ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ａ
ｗａ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１］，至２０１３年共被引１６２５
次，由 来 自 德 国 杜 塞 尔 多 夫 大 学 的 Ｗｕｌｆｆ教 授 单 独 著 作。

Ｗｕｌｆｆ教授是共价键分子印迹的创始人，１９７７年发表了第一

个共价印迹实例，使分子印迹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第３篇高被引论文是由瑞典科学家 Ｍｏｓｂａｃｈ（非共价键

分子印迹创始人）于２０００年 发 表 在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上 的

分子印迹相关综述，题名为“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ｕｓｅ　ｉｎ　ｂｉｏｍｉｍｅｔｉｃ　ｓｅｎｓｏｒｓ”［１２］，共被引１０２８次，这篇

文章综述了分子印迹的发展和进步，尤其侧重论述在仿生传

感器方面的应用。

表４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分子印迹技术研究论文被引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ａｐ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

被引次数Ｎ　 ＴＰ　 Ｐ／％
Ｎ≥１０００　 ３　 ０．０５

５００≤Ｎ＜１０００　 ７　 ０．１２
１００≤Ｎ＜５００　 ２５７　 ４．２９
１≤Ｎ＜１００　 ４９７２　 ８３．０３
Ｎ＝０　 ７４９　 １２．５１

　注：ＴＰ、Ｐ为总论文数及所占比例（ＴＰ／５９８８）

８　结语

通过对分子印迹技术研究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可以了

解各国、各主 要 研 究 机 构 在 分 子 印 迹 方 面 的 发 展 态 势。对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网络数据库所收录的分子印迹相关研究论

文进行文献计量分 析，反 映 出 从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以 来，分 子

印迹的文章数量随时间迅速增长，上升趋势满足指数函数。
按全部著者统计，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中国是分子印迹领域增

长最 快 的 国 家，也 是 发 表 论 文 最 多 的 国 家。瑞 典、德 国、英

国、法国和美国为论文被引频次较高的国家。
国际上在分子印迹技术方面 发 文 量 较 多 的 科 研 机 构 为

中国科学院、瑞典隆德大学、中国南开大学、英国克兰菲尔德

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其中瑞 典 隆 德 大 学 的 论 文 篇 均

被引频次和被引频次大于１００次的论文数最高，遥遥领先于

其它国家，发表了很多高水平高质 量 文 章，为 其 它 科 研 机 构

提供文献参考，引领着分子印迹技术的发展方向。
发表分子印迹相关论文的 学 术 期 刊 主 要 属 于 化 学 分 析

学科，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　Ｃｈｉｍｉｃａ　Ａｃｔａ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
ｐｈｙ　Ａ 发表分子印迹相关学术文章较多，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ｓ　＆ Ｂｉｏ－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和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期 刊 的 影 响 因 子 较 高，

ＩＦ＞５．０，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可促进该研究领域的发展。
分析论文被引频 次 可 知，被 引 用１～１００次 之 间 的 论 文

数最多，占８３．０３％，被引次数大于１０００次的论文有３篇，其
文献类型都是综述，这些高质量综述为其它研究者提供了文

献参考，促进了该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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