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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我校发文进入 ESI 数据库的情况概览（9 月） 

2023 年 9 月 14 日最新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 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显示，华东
理工大学在 2013.1-2023.6 期间在 ESI 各学科领域（All Fields）共发表学术论文 27661 篇（其中
Highly Cited Papers 414 篇，Hot papers 10 篇），篇均被引 19.94 次。目前，华东理工大学进入 ESI
前 1%的学科有 10 个，分别为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与生物化学、环境与生态学、计
算机科学、药理和毒理学、农业科学、临床医学和社会科学，其中社会科学首次入围 ESI 学科。
所在 ESI 各学科国际排名、论文数量、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等，详见表 1；华东理工大
学 ESI-高被引论文发表期刊分布，见表 2。                            （胡老师供稿） 

表 1 华东理工大学发表论文进入 ESI数据库的统计 （2023年 9月 18日更新） 

学科名称 国际排名 国内排名 
论文

数量 

总被引

频次 

篇均被引

频次 
高被引论文 热点论文 

化学 37/1821 14/338 11857 258622 21.81 170 4 

材料科学 151/1322 53/291 3865 99756 25.81 59 1 

工程 177/2303 51/413 4042 65855 16.29 81 2 

生物与生物化学 441/1456 42/155 1761 30460 17.3 11 1 

环境与生态学 658/1786 85/258 938 19379 20.66 28 2 

计算机科学 280/740 73/144 829 12942 15.61 19 0 

药理与毒理学 695/1224 83/148 508 7676 15.11 2 0 

农业科学 793/1179 127/186 371 5316 14.33 2 0 

临床医学 5615/5993 202/216 296 4702 15.89 1 0 

社会科学 2072/2105 124/128 214 1887 8.82 4 0 

合计 465/8786 49/696 27661 551574 19.94 414 10 

表 2 华东理工大学 ESI-高被引论文发表期刊分布（论文数 TOP10期刊列表） 

排名 期刊名称 论文数 ESI学科类别 2022 IF值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34 Chemistry 15.0 

2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7 Chemistry 16.6 

3 Nature Communications 22 Multidisciplinary 16.6 

4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18 Engineering 15.1 

5 Advanced Materials 16 Materials Science 29.4 

6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 14 Chemistry 22.1 

7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12 Chemistry 46.2 

8 Chemical Reviews 10 Chemistry 62.1 

9 ACS Catalysis 8 Chemistry 12.9 

9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8 Environment/Ecology 11.4 

10 Automatica 7 Engineering 6.4 
 

 2023 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在沪揭晓 

2023 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WLA Prize，中文简称“顶科协奖”）
2023 年 9 月 14 日在上海正式揭晓，“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和“生命科学或
医学奖”两个单项奖共产生 5 位获奖者。 

“智能科学或数学奖”授予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工业与系统工程学院讲
席教授阿尔卡迪·涅米罗夫斯基（Arkadi Nemirovski）和比利时法语鲁汶大
学运筹学与计量经济学中心、数学工程系名誉教授、高级科学研究员尤
里·涅斯捷罗夫（Yurii Nesterov），表彰他们在凸优化理论方面的一系列开创
性工作，包括自协调函数和内点法的理论、优化的复杂性理论、加速梯度
算法设计以及在鲁棒优化方面的方法论进展等。 

2023 年顶科协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的 2 位获奖者阿尔卡迪·涅米罗
夫斯基教授和尤里·涅斯捷罗夫教授，是应用数学优化理论学科的领军人
物。阿尔卡迪·涅米罗夫斯基教授和尤里·涅斯捷罗夫教授均著述等身，曾经
撰写过多本教科书，将他们的发现和观点带给了数学、工程等领域的广大
读者。 

“生命科学或医学奖”授予英国剑桥 MRC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名誉课题
组负责人丹妮拉·罗兹（Daniela Rhodes），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教
授、生物化学讲席教授卡洛琳·卢格（Karolin Luger）和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
学院生物大分子晶体学名誉教授蒂莫西·J·里士满（Timothy J. Richmond），
表彰他们阐明了核小体的原子结构，为揭示染色质、基因调控和表观遗传
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2023 年顶科协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由丹妮拉·罗兹教授、卡洛琳·卢
格教授和蒂莫西·J·里士满教授 3 位科学家分享，他们在原子水平上阐明了
核小体的结构。 

 
 
 
 
 
 

                                
 
 

转摘自上海发布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Sc2GspKEDNzetipeHzsfKg   

                                         （严老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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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学机械抛光液申请专利分析 

利用壹专利数据库检索全球化学机械抛光液申请的专利（检索时间：2023 年 8 月-

2023 年 9 月）。根据技术分解，分析检索要素，制定检索策略，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进
行人工筛选，重点关注化学机械抛光液的组成及成分等，得到待分析专利集共 5316 件专
利。 

全球化学机械抛光液申请量为 5316 件，其中发明专利共 5132 件，约占总数的 96.5%。
发明专利授权共 2544 件，发明专利授权率约为 49.6%。目前，全部专利申请的状态为：
有效专利 1566 件，审查中 826 件，失效 2917 件，其他 7 件，有效率为 29.5%。 

图 1 给出了全球化学机械抛光液专利申请趋势，全球化学机械抛光液专利申请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90 年代开始逐渐增加，90 年代末开始迅速增长，1999-2011 年，增长
迅速，2007 年申请量达到峰值，2008-2011 年申请量下降，继而又迅速增长，2020 年达
到峰值，该领域的专利申请一直以发明专利为主。 

中国、美国、中国台湾、韩国、日本、WIPO 和 EPO 公开的专利均超过了 200 件，
为化学机械抛光液领域主要专利保护地域；美国、中国、韩国、日本、德国、中国台湾该
领域的专利申请量都超过 100 件，是该领域主要的专利申请人来源国。CABOT 

MICROELECTRONICS CORP、安集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罗姆哈斯、富士胶片、三星
集团是该领域的重要创新主体。 

 

 

 

 

 

 

 

 

 

 

图 1 全球化学机械抛光液专利申请趋势 

专利价值度是奥凯大数据中心独创的专利评价指标，用于评估专利的
价值。采用复合指标算法结合机器学习模型进行价值估算，通过多维度结
合，整合出专利价值评估数值。专利价值度评估数值区间为 0~100，专利价
值度数值越大，代表专利技术含量和技术优势越高。全球范围化学机械抛光
液技术领域专利价值度(壹专利)大于等于 90 的专利，共 24 件专利。其中美
国专利 9 件，日本专利 7 件，中国专利 5 件，但中国专利申请均为国外申
请人。 

图 2 给出了全球化学机械抛光液领域专利词云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
专利涉及了研磨剂（氧化铈、氧化物、氧化硅等）、缓冲剂、PH 调节剂、液
体载剂等。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全球化学机械抛光液领域目前受到广泛关注；
CABOT MICROELECTRONICS CORP、安集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罗姆
哈斯、富士胶片、三星集团是该领域的重要创新主体，这些机构的研发动态
及专利布局应重点关注；全球高价值度专利中，在中国申请的高价值度专利
来自气体产品与化学公司、KC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汉阳大学校产学协力团、
CABOT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富士胶片株式会社、弗萨
姆材料美国有限责任公司，安集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虽然专利申请量排名
第二，但是还缺少全球高价值度专利（专利价值度大于等于 90 的专利），高
价值度专利的培育有待提高。除了抛光液组合物的研究，研磨剂的研究也受
到关注。 
 
 
 
 
 
 
 
 
 
 
 

图 2 全球化学机械抛光液专利词云分析 

                                         （刘老师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