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2017-09-18）全球共有 5,533 个机构进入世界 1%， 我校位列第 2,316 名， 排名

百分位 41.86%； 其中中国大陆共有 214 个高校进入世界 1%，我校位列第 143 名， 排名百

分位 66.82%%。

我校共有 2 个学科进入世界前 1%，分别为：临床医学、药理学及毒理学。在未进入世

界前 1%的学科当中，化学学科相对其他学科更有潜力进入全球 ESI 排名。

本期临床医学学科，全球共有 4,058 个机构进入世界 1%，我校位列第 1,530 位，排名百

分位 37.70%；中国大陆共有 84 个高校进入世界 1%，我校位列第 43 位，排名百分位 51.19%。

与上期 2017-7-14 数据（国际排名 1,515）相比，排名下降了 15 位。

本期药理学及毒理学学科，全球共有 807 个机构进入世界 1%，我校位列第 427 位，排

名百分位 52.91%；中国大陆共有 44 个高校进入世界 1%， 我校位列第 25 位， 排名百分位

56.82%。与上期 2017-7-14 数据（国际排名 439）相比，排名上升了 12 位。

表 1 南京中医药大学 ESI 整体情况

学校 全球排名/入选前 1%机

构数

全球排名

百分位

与上期全球

排名比较

发文量 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 1%阈值

南京中医药大学 2,316/5,533 41.86% --4 3,366 24,543 7.29 1,544

表 2南京中医药大学进入世界 1%排名学科

序号 学科名称 国际排

名

国际机构

总数

国际百分

位%

与上一

期国际

比较

国内排

名

与上一

期国内

比较

国内机

构总数

国内百

分位%

论文数

量

被引次

数

篇均被

引

1 药理学及毒理学 427 807 52.91% +12 25 -- 44 56.82% 897 6,435 7.17

2 临床医学 1,530 4,058 37.70% -15 43 -- 84 51.19% 992 9,234 9.31

“临床医学”学科排名情况

本期的 ESI 排名中，全球共有 4,058 个机构进入世界 1%， 我校位列第 1,530 位， 排名

百分位 37.70%；中国大陆共有 84 个高校进入世界 1%， 我校位列第 43 位， 排名百分位

51.19%。该排名与 2017 年 07 月上期数据（国际排名 1,515）相比，国际排名下降了 15 位。

“临床医学”学科具体情况

国际排名 国内排名 论文数量 被引次数 篇均被引数

1,530 43 992 9,234 9.31

“临床医学”学科国内高校国际排名情况

编

号
学校 2016/11/10 2017/1/15 2017/3/10 2017/5/12 2017/7/14 2017/9/18

1 上海交通大学 187 187 184 154 153 157



2 中山大学 259 257 253 229 226 225

3 复旦大学 274 274 270 243 237 235

4 北京协和医学院 272 270 268 245 244 244

5 北京大学 280 280 280 262 262 263

6 浙江大学 406 407 405 379 375 373

7 首都医科大学 416 414 411 384 380 383

8 四川大学 444 440 439 417 413 417

9 南京医科大学 475 472 469 425 425 425

10 华中科技大学 478 477 477 444 445 442

11 第二军医大学 481 481 479 439 441 444

12 山东大学 511 510 509 480 479 476

13 中南大学 546 539 533 501 497 495

14 第四军医大学 519 523 522 496 495 498

15 中国医科大学 611 613 607 585 584 580

16 天津医科大学 736 728 719 675 674 588

17 南京大学 645 638 636 595 590 590

18 南方医科大学 708 677 675 618 613 604

19 哈尔滨医科大学 685 685 682 628 623 624

20 第三军医大学 672 673 677 636 637 639

21 武汉大学 719 714 709 677 666 664

22 同济大学 759 750 746 678 675 671

23 苏州大学 814 804 797 730 728 730

24 重庆医科大学 854 844 830 759 751 743

25 西安交通大学 825 820 809 764 763 759

26 郑州大学 997 982 966 902 900 893

27 温州医科大学 988 973 965 913 913 905

28 吉林大学 1,017 1,009 1,001 927 927 921

29 安徽医科大学 1,050 1,039 1,031 976 973 966

30 广州医科大学 1,097 1,084 1,073 1,011 1,013 1,006

31 东南大学 1,133 1,112 1,102 1,124 1,119 1,114

32 广西医科大学 1,242 1,224 1,217 1,140 1,140 1,140

33 福建医科大学 1,309 1,297 1,292 1,255 1,252 1,246

34 河北医科大学 1,361 1,344 1,333 1,318 1,327 1,320

35 厦门大学 1,452 1,426 1,405 1,322 1,328 1,329

36 大连医科大学 1,458 1,439 1,418 1,336 1,340 1,342

37 清华大学 1,354 1,346 1,346 1,328 1,342 1,348

38 暨南大学 1,456 1,443 1,434 1,368 1,373 1,381

39 青岛大学 1,519 1,492 1,474 1,395 1,392 1,394

40 汕头大学 1,495 1,476 1,472 1,406 1,411 1,427

41 济南大学 1,560 1,557 1,548 1,494 1,506 1,519

42 南通大学 1,679 1,643 1,625 1,535 1,513 1,525



43 南京中医药大学 1,693 1,661 1,654 1,518 1,515 1,530

我校“药理学及毒理学”学科排名情况

本期的 ESI 排名中，我校药理学及毒理学(Pharmacology & Toxicology)学科，全球共有 807

个机构进入世界 1%， 我校位列第 427 位， 排名百分位 52.91%；中国大陆共有 44 个高校

进入世界 1%， 我校位列第 25 位， 排名百分位 56.82%。该排名与 2017-07-14 期数据（国

际排名 439）相比，国际排名上升了 12 位。

“药理学及毒理学”学科我校具体情况

国际排名 国内排名 论文数量 被引次数 篇均被引数

427 25 897 6,435 7.17

药理学及毒理学”学科国际排名分析

编号 学校 2016/11/10 2017/1/15 2017/3/10 2017/5/12 2017/7/14 2017/9/18

1 北京大学 75 74 75 72 73 72

2 中国药科大学 93 92 93 79 80 76

3 浙江大学 79 79 80 77 78 77

4 沈阳药科大学 85 83 84 82 83 82

5 复旦大学 98 99 96 87 88 85

6 上海交通大学 102 102 102 86 86 87

7 北京协和医学院 117 116 116 98 97 96

8 中山大学 154 154 155 138 137 138

9 四川大学 169 164 162 143 143 142

10 山东大学 179 175 175 156 153 153

11 第二军医大学 204 203 202 177 175 174

12 中国科学院大学 575 563 562 191 192 187

13 华中科技大学 219 216 212 207 204 200

14 南京医科大学 312 309 308 270 260 254

15 南京大学 300 297 294 282 275 273

16 中南大学 347 348 346 320 315 314

17 苏州大学 425 409 398 339 332 330

18 第四军医大学 378 380 378 341 339 335

19 武汉大学 369 368 367 353 350 348

20 吉林大学 447 442 439 377 369 359

21 西安交通大学 448 447 443 390 383 376

22 首都医科大学 488 477 469 428 411 397

23 暨南大学 468 468 467 424 419 399

24 上海中医药大学 463 457 453 426 417 408

25 南京中医药大学 530 524 506 444 439 427



优势潜力学科情况分析

结合我校 SCI 及 SSCI 发文数据以及学科排名数据，计算我校相关学科潜力情况。根据

计算得出，我校学科潜力情况如下表所示。 其中，化学 1 个学科相对其他学科更有潜力。

优势潜力学科分析

编号 学科 2017-09-18 2017-07-14 2017-05-12 2017-03-10 2017-01-15 2016-11-10

1 化学 0.551 0.560 0.556 0.510 0.487 0.480

最近一期潜力学科数据

编号 学科 发文量 被引次数 去除自引 H 指数

1 化学 632 3,695 3,284 25

根据我国进入全球前 1%情况统计，截至 2017-09-18，中国大陆在“化学”领域有 122 所

高校进入全球前 1%，占上榜机构总数的 10%。

“化学”学科国内榜首——“中国科学院大学”具体情况

类型 学校名称 数据类型 具体数值

内地榜首 中国科学院大学 被引次数 288,853

篇均引用最高 中国科学院大学 篇均引用 16

高影响论文最多 中国科学院大学 高影响论文 245

南京中医药大学“化学”学科潜力值趋势情况统计

2017-09-18 2017-07-14 2017-05-12 2017-03-10 2017-01-15 2016-11-10

0.551 0.560 0.556 0.510 0.487 0.480

我校优势潜力学科“化学”学科与国内同类高校潜力优势学科情况对比

序

号
地区 学校 发文量

被引

频次

潜力

值

1 天津 天津医科大学 516 4,986 0.744

2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 473 4,814 0.718



3 江苏 南京医科大学 557 4,753 0.709

4 福建 福建医科大学 313 4,212 0.628

5 广东 南方医科大学 485 4,031 0.601

6 江苏 南京中医药大学 632 3,695 0.551

7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 375 3,524 0.525

8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 390 3,050 0.455

9 黑龙江 哈尔滨医科大学 275 2,876 0.429

10 辽宁 大连医科大学 370 2,618 0.39

11 黑龙江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31 2,272 0.339

12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470 2,149 0.32

13 河北 河北医科大学 327 1,959 0.292

14 广东 广州中医药大学 255 1,814 0.271

15 江苏 徐州医科大学 187 1,747 0.261

16 辽宁 中国医科大学 243 1,721 0.257

17 天津 天津中医药大学 296 1,711 0.255

18 安徽 安徽医科大学 232 1,468 0.219

19 云南 昆明医科大学 158 1,445 0.215

20 山西 山西医科大学 244 1,333 0.199

21 四川 成都中医药大学 174 1,319 0.197

22 浙江 浙江中医药大学 177 1,244 0.186

23 江西 江西中医药大学 196 1,226 0.183

24 广东 广州医科大学 192 1,068 0.159

25 山东 山东中医药大学 113 1,067 0.159

26 湖南 湖南中医药大学 123 996 0.149

27 河南 河南中医学院 127 962 0.143

28 广西 广西医科大学 110 865 0.129

29 吉林 长春中医药大学 157 707 0.105

30 辽宁 辽宁中医药大学 119 608 0.091

31 云南 云南中医学院 88 282 0.042

32 贵州 贵阳中医学院 53 282 0.042

33 甘肃 甘肃中医学院 49 239 0.036

34 陕西 陕西中医学院 47 158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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