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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杂志的一项分析揭示了本世纪发表的 25篇被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

并探讨了它们打破记录的原委。 

 
原文链接（点击最下方阅读原文可跳转） 

Exclusive: the most-cited paper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 Nature analysis reveals the 

25 highest-cited papers published this century and explores why they are breaking records.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5-01125-9 

 

 

文章开篇介绍：21世纪的前25年出现了一些巨大的科学突破，从第一批mRNA

疫苗和基于 crispr 的基因编辑技术，到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和第一次引力波的

测量。但你不会在 2000 年以来发表的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中找到这些进展（即在

这张引用表中无踪迹） 

 

这是《自然》新闻团队对 21世纪发表的 25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进行分

析后得出的结论之一。 

 

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是人工智能（AI）的发展；提高研究质量或系统评价

的方法；癌症统计数据；研究软件。然而，2004 年一篇关于石墨烯实验的开创

性论文也是 21世纪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该论文的作者因此获得了 2010年的

诺贝尔物理学奖。 

 

引用是作者在文献中承认先前研究工作来源的方式——也是衡量一篇论文

影响力的一个指标。但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通常并非最著名的科学发现。相反，

这些作品更倾向于描述科学方法或软件，科学家们所依赖的工具。“科学家们说

他们重视方法、理论和实证发现，但在实践中，方法被引用的更多。” 

 

《自然》的分析依据所选的五家数据库的数据（Web of Science, Scopus, 

OpenAlex, Dimensions, Google Scholar），它们涵盖了 21 世纪发表的数千万

篇论文，依据此并选取中位数，最后综合评出了“21 世纪十大被引用次数最多

的作品”（表 1）。 

 

见表 1所示，21世纪被引用最多的论文是 2016年科技巨头微软研究人员关

于“深度残差学习”网络（ResNets）的一篇报告（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这是一种基于神经科学启发的算法所构建的人工神经网络，

为深度学习及后续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该文描述了一种能训练约

150 层神经网络的方法，其深度是常规模型的 5 倍。ResNets 架构解决了信号在

多层传输时耗散的问题。这项研究在 2015 年末首次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当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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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利用这种方法在一场图像识别竞赛中获胜。ResNets背

后的概念是导致人工智能工具能够玩棋盘游戏（AlphaGo），预测蛋白质结构

（AlphaFold）并最终建模语言（ChatGPT）的因素之一。论文作者之一、现供职

于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 Kaiming He

表示，在他们之前，“深度学习并非这么深奥”。 

 

 

表 1. 21世纪被引用次数最多的 10项工作 

 



 

微软的论文不仅是本世纪发表论文中的热门之作，据本期《自然》发表的另

一篇分析文章“有史以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 10篇研究论文”（These are the 

most-cited research papers of all time，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5-01124-w)中这篇也是名列前茅。

当然，比较引用次数或有不公平和不一致之嫌。正如微软的研究发表发生在十年

前，它比年轻的论文有更多的时间积累而被更多引用，同时它也与当下热门领域

—计算机科学研究的大量产出有关。 为此《自然》委托文献计量学家进行了一

些因素调控分析，但这篇“深度残差学习”同样出现在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列

表中（见表 2）。 

 

 

表 2. 有史以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 10篇研究论文 

 



 

《自然》的这篇独家文章也探索了这些业已成为 21 世纪引用大师的作品，

概括了几个特点： 

 

 

特点 1：人工智能的崛起（The rise of AI） 

因为深度学习革命而获得 202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计算机科学家杰夫•辛

顿（Geoff Hinton）指出“人工智能论文在被引用方面具有天然优势，缘由 AI

在 21世纪取得了极其迅速的进展，论文数量也非常多。”从表 1的 21世纪引用

大师的作品中不难看出，首篇加第 7和第 8篇，人工智能的文章几乎占据了列表

的三分之一。 

 

 

特点 2：研究软件（Research software） 

根据 Web of Science的数据，21世纪被引次数排行表排位第 2，发表于 2001

年的这篇利用实时定量方法分析相关基因表达数据的文章并非偶然上榜，它的写

作显然是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些可引用的东西。大约 25 年前，制药科学家托马

斯·施米特根（Thomas Schmittgen）提交了一篇论文，其中包括一种名为定量

PCR的技术的数据，该技术允许研究人员量化样本中的 DNA含量。为了分析数据，

施米特根使用了一本技术手册中的方程式。回忆“其中一位审稿人返回意见说，

‘你不能在论文中引用用户手册’”。于是，施米特根联系了这些方程式的创造

者，共同发表了这篇为生物学家提供了计算基因活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化的这种

简单的公式，至今引用次数超过 16.2万次。 

 

 

的确，正如研究人员发现，人工智能（AI）、科学软件及提高研究质量的方

法等主题确实主导了今天 21世纪研究论文的参考文献列表。 

 

 

如本期《自然》的第 3篇引文分析文章，题为“科学的黄金老歌：几十年前

的研究论文今天仍然被大量引用”（Science’s golden oldies: the 

decades-old research papers still heavily cited today,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5-01126-8）中所示，即使到现在，

2000年之前发表的一些研究仍然得到广泛认可。施米特根这篇很受欢迎的文章

也在 2023年发文中引用排名第 7（参见表 3） 

 

 

特点 3：癌症与健康研究（Cancer and health research） 

三篇被引最多的论文几乎是癌症研究工作中引言的常客。其中两篇（第 9

和第 10）是全球癌症数据库（GLOBOCAN）2020年和 2018年的报告，这也是世界

卫生组织的一个项目，GLOBOCAN 每 1-2 年发布跟踪全球癌症的统计数据，给特

定癌症类型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研究人员无疑提供了医疗倡导和政策制定的参考

数据。 

 



 

表 3. 2023 年发文中哪些文章被引用最多？ 

 

 
 

排名第 4 的是有时被称为“精神病学圣经”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DSM-5）的第五版，它于 2013 年出版，比上一版晚了近 20 年。这本书描述了

包括成瘾和抑郁在内的精神障碍的分类和诊断标准，被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和卫

生专业人员广泛参考使用。 

 

特点 4：提高研究质量（Improving research quality） 

心理学家维吉尼亚·布劳恩和维多利亚·克拉克在他们关于性别和性的研

究论文中，好像已经习惯被引用不多的事实。因此，当他们得知 2006 年发表的

这篇论文竟然成为本世纪被引用次数第 3的文章时，惊讶地说“它有了自己的生

命。” 

这篇文章是两人在 2005 年写成的，当时布劳恩正在英国的西英格兰大学休

假，克拉克也在那里工作。多年来，他们一直试图教学生“主题分析”，这是一

种定性的研究方法，用于探索从数据集合（如访谈）中解决问题的模式。布劳恩

和克拉克注意到，这种方法的定义在当时的描述都很差。有时作者会说，从他们

的研究中“出现了主题”，但似乎相当神秘，然后给人一种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



感觉。那一年，布劳恩和克拉克就针对学生的问题写了这篇可读性的论文，解释

了主题分析，并列出了做好主题分析的标准清单。论文发表后，研究人员开始引

用这篇主题分析的论文作为他们的使用方法，故而论文的引用数一直飙升。克拉

克兴奋地说，这篇论文“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 

 

 

特点 5：综述的兴起（The rise of reviews） 

被引用最多的论文反映了 21世纪的一个趋势，即系统综述和元分析的兴起。

在系统评价中，研究人员综合所有能回答一个问题的严谨研究，比如综合临床试

验是否表明一种药物有效，它们通常包括荟萃分析，这是一种用于组合数值结果

的统计技术。 

 

 

特点 6：统计软件（Statistical software） 

最后一类引用最多的论文与统计或编码软件有关。例如，一篇描述

scikit-learn的论文（它是一个免费的开源库，为 Python编程语言的用户提供

预编码的函数和机器学习技术）已经获得了超过 5 万次引用（根据 Google 

Scholar的数据达 10万次），排名第 15位（见原文的补充材料）。 

 

总之，《自然》这 3篇独家报道反映了 21世纪、2023年及引用有史以来的

三份前 10 的列表颇有意味，值得我们学术研究者与期刊出版者开拓思维及逆向

思考。也如文章结尾时德国斯图加特马克斯普朗克固体研究所的科学计量学家

Robin Haunschild所说，这些引用例子显示了引文文化和记录是多么反复无常。

但他为《自然》杂志提供了一个分析建议。“第一课：如果你写了一个有影响力

的项目——那就写一篇关于它的论文吧”（“Lesson one: if you write an 

influential program — write a paper about it”）。   

 

关于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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