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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本文采集浙江省科技报告共享服务系统、国家科技报告共享服务系统以及中文科学论文、Web of Science数

据库中的外文科学论文等肿瘤领域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比较分析近年来浙江省肿瘤领域基金资助研究情况，

探究浙江省肿瘤领域基金资助对科技成果产出的贡献，分析浙江肿瘤领域研究与国家及世界肿瘤研究的关联情况，为

科技报告资源增殖服务的开展以及基金资助对学科研究的支持和推动情况探索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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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umor field, this research collected the data in Zhe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 

Service System,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 Service System, Chinese Scientific Papers, Chinese 

and Foreign Scientific Papers in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to carry out visualized and analytical stud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on the researches of funded projects for tumor filed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research studied the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funded projects for tumor field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searches on tumor field in Zhejiang,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world, which 

could explore ideas for value-added service of scientific reports resources and for the support to the subject 

research from the funded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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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报告是科研人员在科研活动的各个阶

段，按照有关规定和格式撰写，能完整而真实地

反映科学和技术研究结果或研究进展的记录，是

科技知识的宝库和源泉，是一种稳定、雄厚的国

家战略资源，也是政府部门进行科研项目测评的

主要内容和依据。我国科技报告制度建设自 2013

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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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启动，已有 5.5 万份国家项目科技报告实现公

开共享。浙江省科技报告制度自 2014 年 10 月开

始建立，“十二五”期间已完成项目及 2014 年 10
月后新验收项目的可公开科技报告，均通过共享

服务系统提供检索与全文浏览服务 [1-2]。

本文以肿瘤领域为例，采集浙江省科技报告

共享服务系统、国家科技报告共享服务系统以及

中文科学论文、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的外文

科学论文相关领域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

以期全面了解近年来浙江省肿瘤领域基金资助研

究及其与国家及世界肿瘤研究的关联情况，从而

为科技报告资源增殖服务的开展、基金资助对学

科研究的支持和推动情况探索思路。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科技报告和科学论文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科

学论文对内容的独创性有着严格要求，需要经过

专家评议，同时其内容和篇幅受刊物版面限制，

只有部分重要的研究成果能够公开发表。科技报

告无需经过专家严格评议，不受篇幅限制，可以

翔实记载科研工作的整个过程、方法、结果等 [3]。

但因我国的科技报告资源建设工作尚处在起步阶

段，报告内容质量的控制还在不断完善之中，因

此，从基金资助项目科技报告和科学论文两方面

入手进行数据的可视化分析就更为全面和系统。

1.1 基金资助项目科技报告

本文的基金资助项目科技报告数据来源于浙

江省科技报告共享服务系统及国家科技报告共享

服务系统。检索步骤为：（1）在关键词、题名和

摘要中抽取包括“癌 or 肿瘤”的报告；（2）对

得到的数据进行人工判读，删除明显不属于肿瘤

领域的报告。经筛选后得到浙江基金资助项目科

技报告 264 份，国家科技计划资助项目科技报告

1344 份。

科技报告数据分析主要包括两部分：著录项

分析和文本内容分析。著录项分析主要包括支持

渠道、编制机构、合作单位等字段，文本内容分

析主要涉及报告标题、关键词、摘要等字段。为

保证原始数据的统一规范，在数据分析之前对中

文分词以及字符进行全半角转换，对英文逗号、

中文逗号、英文分号、中文分号、英文点等关

键词分隔符进行规范处理，对编制机构进行简单

规范，如将“浙江大学医学院”归属到“浙江大

学”等。

1.2 科学论文

本文所涉及的外文科学论文以国际上权威的

科学文献数据库《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
Expanded）为数据源，中文科学论文以中国知网

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采集 2005—2014
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据，共检出外文论文 467785
篇，中文论文 442995 篇。

将采集获得的科学论文数据通过自编程序导

入数据库。在统计分析之前完成筛查、校正、合

并等规范处理，避免出现同一国家、机构以及

人名等存在多种写法甚至错误写法，不同年份、

SCI缩写标准不一致等情况。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文献调研法、数

据可视化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

方法体系中的词频分析方法，对反映文献核心内

容的关键词出现频次进行统计；采用自编程序对

相关著录项、词频等进行统计分析并生成合作网

络；利用Gephi等可视化工具，对肿瘤领域浙江

基金资助项目科技报告、国家科技计划科技报告

和国内外科学论文进行分析研究。

2 项目支持渠道与报告编制机构

浙江基金资助的肿瘤领域项目共产生科技报

告 264 份（表 1）。从资助项目的支持渠道看，浙

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产生最多，为 194 份，占

73.5%。而在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面上项

目占比最高，达 74.2%；其次为青年项目，占

18%。排名第二的是浙江省公益技术应用研究项

目，共产生报告 44 份，占比 16.7%。

本文采集了 2009—2014 年浙江基金资助项

目产出的肿瘤学领域中文科学论文共 716 篇，由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完成的中文科学论文为

444 篇，其中核心期刊 226 篇；浙江省重大科技

专项、公益技术应用研究项目、创新人才培养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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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项目等资助完成的中文科学论文 328 篇（其中

56 篇为与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共同资助完成），

其中核心期刊 121 篇。浙江基金资助项目为科技

论文成果的产出起到很大的支持作用。

浙江基金资助项目科技报告的编制机构（即

项目承担单位）中，高校占 70.45%，医院占

24.24%，研究机构占 4.17%，企业占 1.14%（表

2）。
编制机构产出报告超出 5 份（包括 5 份）的

单位共 10 家。其中，浙江大学遥遥领先，共 106

份，占比高达 40.2%；排名第二的是温州医科大

学，共 23 份，占比 8.7%；位列第三的是浙江省

肿瘤医院，共 16 份，占比 6.1%。除浙江省肿瘤

医院外，绍兴市人民医院和浙江省人民医院均进

入前 10（表 3）。
国家科技报告系统中，肿瘤领域报告数量

排名前 20 的单位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其中，

北京大学以 63 份排名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中

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共 60 份；第 3、
第 4 名是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分别产出报

表 2 浙江省肿瘤领域科技报告编制机构类型（浙江省科技报告系统）

机构类型 报告数量/份 百分比/%

高校 186 70.45

医院 64 24.24

研究机构 11 4.17

企业 3 1.14

表 1 浙江省肿瘤领域科技报告支持渠道分布

支持渠道 2004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总计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份 19 52 71 52 194

其中

面上项目/份 16 49 45 34 144
青年项目/份 17 18 35
重点项目/份 2 1 5 8
杰出青年项目/份 1 2 4 7

浙江省公益技术应用研究/份 1 9 18 13 3 44
创新人才培养引进/份 5 7 12
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份 1 4 2 4 11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份 1 1
科研院所专项/份 1 1
省级重点实验室/份 1 1

合计 1 1 20 66 96 77 3 264

表 3 浙江省肿瘤领域资助项目完成单位产出科技报告数量情况（浙江科技报告系统）

完成单位
年报告数量/份

2004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总计

浙江大学 6 28 36 35 1 106
温州医科大学 1 6 12 4 23
浙江省肿瘤医院 2 6 4 4 16
浙江中医药大学 2 3 7 3 15
宁波大学 1 4 5 10
杭州师范大学 2 2 2 2 8
绍兴市人民医院 2 3 5
浙江海洋学院 2 2 1 5
浙江理工大学 1 2 1 1 5
浙江省人民医院 1 2 1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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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52 份和 43 份；浙江大学位居第五，产出报告

42 份，是浙江省唯一跻身全国前 20 的单位（表

4）。而浙江省内其他机构的报告产出量与浙江大

学相去甚远，除杭州师范大学产出 2 份外，其他

均仅有 1 份。值得关注的是，浙江海正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和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两家医药公司

也分别产出了 1 份国家项目的科技报告（表 5）。
比较表 3 和表 4 可见，在国家科技报告系统

中，排名前 20 的编制机构均为大学和科研院所，

而在浙江省科技报告系统中，排名前 10 的编制

机构中，医院占 30%，是产出报告不可或缺的主

力军，这可能与浙江省肿瘤领域基金资助偏重临

床应用有关。从表 3 和表 5 可见，浙江大学、杭

州师范大学和浙江理工大学同时承担了肿瘤领域

国家级项目和省级项目，充分显示了浙江高校的

科研实力，而以海正药业、浙江医药为代表的浙

江医药企业表现出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研

发能力。

3 合作研究类型与合作网络

从地域角度可以把合作研究分为省内合作、

省际合作和国际合作。总体来说，在浙江基金资

助项目中，独立完成的占主导地位，共 227 份，占

比 86.0%；合作完成的共 37 份，占比 14.0%。其

中，省内合作 27 份，占比 10.2%；省际合作 7 份，

占比 2.7%；国际合作 3 份，占比 1.1%（表 6）。
从机构类型角度可以发现，合作研究项目

以高校+医院、高校+高校和高校+研究机构等

方式居多。高校+医院共产生报告 11 份，占比

29.7%；高校+高校 8 份，占比 21.6%；高校+研
究机构 5 份，占比 13.5%（图 1）。

根据机构间合作关系，利用自编程序生成合

作网络矩阵。利用Gephi生成图 2。其中，字体

大小反映机构合作强度，连线表示合作关系。从

表 4 肿瘤领域报告数量排名前 20 的编制单位（国家科技报告系统）

报告编制单位 数量/份 报告编制单位 数量/份

北京大学 63 第四军医大学 30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60 中山大学 28

复旦大学 52 南开大学 27

上海交通大学 43 厦门大学 27

浙江大学 42 华中科技大学 24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37 清华大学 24

四川大学 35 中南大学 21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 33 军事医科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 20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30 中国药科大学 18

第二军医大学 30 南京大学 15

表 5 浙江省肿瘤领域科技报告编制机构分布情况（国家科技报告系统）

报告编制单位 数量/份

浙江大学 42

杭州师范大学 2

浙江工业大学 1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

浙江理工大学 1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1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1

浙江省中医院 1

浙江万里学院 1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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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可以看出，浙江省肿瘤领域研究主要有两大

核心集团：一是以浙江大学为核心，主要采用高

校+医院模式进行合作研究；二是以浙江省肿瘤

医院为核心，主要采用医院+公司+高校模式进

行合作研究。

4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文献核心内容的浓缩和提炼，如果

某一关键词在其研究领域中反复出现，说明该主

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对肿瘤领域文献的关键

词出现频率进行排序，可大致反映出肿瘤领域在

这一时期内的主要研究范围和关注重点 [4-6]。

4.1 科技报告关键词词频

表 7 给出了浙江省科技报告系统中频次超

过 5 次的关键词。除“抗肿瘤”、“肿瘤” 两个关

键词分别位列第 2 位和第 6 位外，其他出现频次

较高的关键词主要分为 3 种类型，一是表征肿瘤

类型的，如胃癌、肺癌、肝癌、卵巢癌、前列腺

癌、非小细胞肺癌、大肠癌、胰腺癌等；二是表

征肿瘤诊断治疗的，如转移、预后、耐药、化疗

耐药、基因治疗等；三是表征肿瘤基础研究的，

如凋亡、抗肿瘤活性、自噬、增殖等 [7]。

据报道，浙江肿瘤发病排名第 1 位的是肺

癌，其次为结直肠癌、胃癌、甲状腺癌和肝癌 [8]。

从表 7 可以看出，这些多发肿瘤在高频关键词排

名中大多处于较前的位置，说明浙江基金资助项

目与社会的现实需求有着密切的正向相关关系。

表 8 是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中词频较高的

关键词。与浙江省科技报告系统相似，“肿瘤”、

“抗肿瘤”两个关键词依然成为高频词，高居第

一、第二位。同时，肝癌、肺癌、乳腺癌、胃

癌、白血病等多发癌症，肿瘤干细胞、纳米材

料、基因治疗、靶向治疗等新型治疗技术研究受

到科研工作者重点关注。在基础研究方面，则较

多关注肿瘤微环境、蛋白质组学、临床前研究、

肿瘤标志物等。

对比表 7 与表 8 发现，浙江肿瘤领域基金资

助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资助都较关注我国多发癌

表 6 合作类型分布情况（地域角度）

合作类型 报告数量/份 占比/%

独立 227 86.0

省内合作 27 10.2

省际合作 7 2.7

国际合作 3 1.1

图 1 合作类型分布情况（机构类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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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研究。在治疗方法上都较为注重基因治疗等

最新治疗方法的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都较为

关注细胞凋亡方面的研究。

4.2 科学论文关键词词频

利用采集自中文期刊数据库和SCI-Expanded
数据库的肿瘤领域相关论文，对其关键词进行词

频分析。从使用频次最多的 20 个主要关键词大

致可以看出，肿瘤领域近期研究的热点方向是乳

腺癌、肺癌尤其是非小细胞肺癌、结直肠癌、前

列腺癌、胃癌、肝癌等癌症，较常出现的医学技

术方法有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及荟萃分析等，而

诊疗、预后、存活率、肿瘤转移相关的生物学标

记和微小核糖核酸等与检验相关的研究也颇受关

注（表 9、表 10）。
根据表 7、表 8、表 9 和表 10 形成图 3，以

点阵展示同一关键词在浙江科技报告系统、国家

表 7 高频关键词（浙江省科技报告系统）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凋亡 16 非小细胞肺癌 7
抗肿瘤 13 结直肠癌 7
胃癌 13 耐药 7
肺癌 11 大肠癌 6
转移 11 化疗耐药 6
肿瘤 10 基因治疗 6
肝癌 9 抗肿瘤活性 6

卵巢癌 9 侵袭 6
前列腺癌 9 胰腺癌 6
乳腺癌 9 增殖 6
膀胱癌 8 自噬 6
预后 8

图 2 机构合作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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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报告系统、SCI科学论文及中文科学论文中

的频次情况，乳腺癌、细胞凋亡、肺癌、胃癌、

肿瘤为共同高频关键词；浙江科技报告系统中的

预后、非小细胞肺癌、卵巢癌、结直肠癌、前列

腺癌、肝癌等高频关键词与SCI科学论文高频关

键词重合，表明浙江与国际肿瘤领域研究热点的

吻合度非常高。

5 结语 

目前，科技报告主要来源于政府资助的科研

项目，是政府科技投入的重要产出。经过前期的

研究，国家颁布了推荐标准，对科技报告撰写、

元数据规范等作了规范，通过对科技报告的各项

元数据——支持渠道、编制单位、合作单位、关

键词等进行归类和分析，已经为动态监测科技项

表 8 前 20 高频关键词（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1 肿瘤 125 11 恶性肿瘤 20
2 抗肿瘤 77 12 癌症 19
3 肝癌 56 13 纳米材料 19
4 肺癌 33 14 白血病 19
5 肿瘤微环境 30 15 早期诊断 18
6 乳腺癌 29 16 细胞凋亡 18
7 蛋白质组学 28 17 基因治疗 17
8 临床前研究 25 18 肿瘤标志物 17
9 胃癌 23 19 新药 17

10 肿瘤干细胞 22 20 靶向治疗 16

表 9 前 20 高频关键词（SCI论文）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neoplasms（肿瘤） 8200 survival（存活） 1447

breast neoplasms（乳腺癌） 4839 neoplasm metastasis（肿瘤转移） 1281

prognosis（预后） 2503 gastric cancer（胃癌） 1077

chemotherapy（化学治疗） 2072 meta analysis（荟萃分析） 1043

apoptosis（细胞凋亡） 2016 biological markers（生物学标记） 1003

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非小细胞肺癌） 1991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肝癌） 999

lung neoplasms（肺癌） 1804 ovarian neoplasms（卵巢癌） 985

colorectal neoplasms（结直肠癌） 1683 micrornas（微小核糖核酸） 893

radiotherapy（放射治疗） 1633 immunohistochemistry（免疫组织化学法） 801

prostate neoplasms（前列腺癌） 1487 uterine cervical neoplasms（宫颈癌） 787

表 10 前 20 高频关键词（中文期刊论文）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排名 关键词 频次

1     肿瘤 124069 11 肺癌 7675
2 诊断 13376 12 非小细胞肺癌 7618
3 免疫组织化学 12291 13 X线计算机 7394
4 乳腺癌 12270 14 癌 7294
5 胃癌 10486 15 宫颈癌 6696
6 预后 10134 16 磁共振成像 6641
7 治疗 9027 17 细胞凋亡 6612
8 化疗 8428 18 食管癌 5803
9 体层摄影术 8155 19 肺肿瘤 5780
10 乳腺肿瘤 7722 20 凋亡 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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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实施、研究力量的分布和培育、科技发展最

新进展、领域研究热点的转换提供了一定基础数

据 [9-10]。但总的来说，由于我国科技报告制度建

设实施时间不长，尤其是地方层面，制度实施尚

未完善。浙江省科技报告资源建设工作开展仅 2
年，科技报告资源的积累、数据格式的规范、报

告内容质量的控制等各项研究工作还在探索之

中。因此，本文对浙江省基金资助项目的分析研

究尚有许多待深入之处。相信随着科技报告元数

据规范、报告内容质量评价控制等方面的加强，

数据源质量将进一步提高，科技报告资源的挖掘

利用价值也会进一步提高。

5.1 浙江肿瘤领域科研力量集聚度高

从地域上看，浙江肿瘤领域科研力量主要集

聚在杭州，这与杭州汇聚了浙江大学、浙江中医

药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知名高等学府以及浙江

省肿瘤医院、浙江省人民医院等省级医疗机构有

较大关系。

从科技报告编制机构上看，浙江大学承担了

全省 40%的肿瘤领域科研项目，是该领域研究

的绝对主力。一方面体现了浙江大学卓然超群的

研究实力，另一方面也与科技报告的编制规范有

关。根据科技报告的编制规则，报告编制单位应

为项目的承担单位，而在科技项目管理中，项目

承担单位均为具有科研管理职能的一级单位。浙

江大学下属的数家附属医院科研项目均归口浙江

大学统一管理，因此在编制科技报告时均显示为

浙江大学。

除浙江大学外，温州医科大学也是浙江肿瘤

领域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作为浙江省政府、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教育部共建高校，温

州医科大学科研实力不断增强。近年来承担省部

级以上科研项目 1530 余项，在省内医学研究领

域的优势引领作用显著提升。

5.2 机构间合作研究需加强

浙江机构间的合作情况不理想，以独立完

成为主要研究形式，这说明浙江协作科研规模较

小，研究领域间的互动、交融还有待提高，协同

合作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在合作研究过程中，

由于地缘因素的影响，同一地域或邻近地域不

图 3 高频关键词重合图

注：1—肿瘤；2—诊断；3—免疫组织化学；4—乳腺癌；5—胃癌；6—预后；7—治疗；8—化疗；9—体层摄影术；

10—乳腺肿瘤；11—肺癌；12—非小细胞肺癌；13—X线计算机；14—癌；15—宫颈癌；16—磁共振成像；17—细胞凋

亡；18—食管癌；19—肺肿瘤；20—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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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机构间的合作相对较为频繁。从图 2 可见，以

浙江大学、浙江省肿瘤医院为核心的两大研究主

体，其合作地域主要限于杭州、湖州、绍兴等省

内地区以及浙江的近邻上海。

从合作机构的类型看，高校、医院、科研

机构间的合作较为紧密，医药领域的公司参与较

少，医院间的合作深度也有待提高。图 2 提示我

们，应加强不同机构、不同地区以及与国外肿瘤

领域相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医疗科研事业

的健康、持续发展。

据对SCI-Expanded数据库肿瘤领域相关期

刊统计，作为浙江肿瘤领域研究领军团队的浙江

大学，在国内机构SCI论文发表量排名中位列第

七，排名第 1—6 位的分别是复旦大学、中国医

学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和北京大学。这些机构同时也承担了多项国

家科技计划项目（表 11），代表了国内肿瘤领域

研究的最高水平，引领着我国肿瘤学研究的快速

发展，浙江可增强与这些高校院所的项目合作研

究和技术联合攻关。

5.3 浙江肿瘤领域研究方向走在国际前沿

从关键词词频分析可以发现，浙江省科技报

告、中国科技报告的研究热点与世界论文的热点

大多重合。在病种研究方面，浙江省研究的与我

国乃至世界研究的基本一致。我国增加了食道癌

和白血病研究热点，而全球论文研究热点增加了

宫颈癌研究。在治疗研究方面，浙江省乃至全国

多侧重于研究传统化疗和放疗之外的基因治疗、

靶向治疗、干细胞治疗、纳米材料技术和抗癌新

药等，而全球的治疗手段仍倾向传统的化放疗，

并关注荟萃分析。在基础研究方面，浙江省与全

国乃至世界一样，都关注肿瘤标志物研究。但我

国还关注肿瘤微环境的研究，如空气颗粒物和健

康风险 /环境交互作用、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

和细胞自噬 /信号转导等；世界其他国家还关注

微小核糖核酸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张培锋 ,葛慧丽 ,张玮 ,等 .浙江省科技报告制度建设

的实践与探索 [J].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 2016(1): 26-31.
[2] 张玮 ,张培锋 ,徐锦英 ,等 .限制级科技报告延期公开

现状及问题探讨 [J].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 2016(1):67-
71,87.

[3] 科技报告知识问答 [EB/OL]. [2016-06-09]. http://
www.nstrs.cn/admin/Content/ArtileDetails.aspx?arid= 
4624&type=3.

[4] 郑彦宁 ,许晓阳 ,刘志辉 .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研究前沿

识别方法研究 [J].图书情报工作 , 2016(4):85-92.
[5] 朱丹浩 ,王东波 ,华康 .国家社科基金哲学领域项目成

果及热点分析 :以1991—2015年所立项目及论文成

果为研究对象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

版 ),2016(5):235-240.
[6] 李佳 .1998—2007年我国肿瘤治疗研究的主题分析

[J].医学信息 ,2009(1):57-61.
[7] 程薛柯 ,苏成 .基于共词分析的世界肿瘤学研究主题

演化分析 [J].国际肿瘤学杂志 , 2015(10):795-800.
[8] 杨威 , 陈浩鼎 .浙江“癌情”公布肺癌发病率仍居第

一 [EB/OL]. [2016-06-09]. http://zjnews.zjol.com.cn/
system/2016/04/15/ 021112443.shtml.

[9] 苑世芬 .国家科技报告制度与高校开放获取政策的整

合策略 [J].图书馆学研究 ,2015(24):32-36.
[10] 杨小芳 ,周杰 .从知识管理角度看科技报告资源建设

[J].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 2015(6):74-81.

表 11 中国发表SCI论文量前 20 机构

机构 发文量/篇 排名 机构 发文量/篇 排名
复旦大学 2564 1 四川大学 1155 11

中国医学科学院 2491 2 山东大学 1149 12
中国医科大学 2448 3 天津医科大学 1084 13

中山大学 2392 4 华中科技大学 941 14
上海交通大学 1881 5 中南大学 884 15

北京大学 1410 6 第四军医大学 852 16
浙江大学 1374 7 中国科学院 840 17
香港大学 1312 8 第二军医大学 764 18

南京医科大学 1297 9 苏州大学 636 19
香港中文大学 1225 10 第三军医大学 608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