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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科技期刊研究中心"新乡医学院期刊社+眼科新进展,编辑部")'=##=!河南省新乡市 新乡医学院"*%+,-.!=&?"&#))"2hh65;+

摘!要!!期刊的编校质量与学术影响力从两个相互独立的方面反映了期刊的质量"那么两者是否有一定相关性呢- 本文

将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公布的 "##> M"##? 年 $#' 种自然科学期刊的编校差错情况"与各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基金论

文比#即年指标#8%指数和dD4下载率等指标作相关性分析"另外"还对河南省 "" 种医学期刊的情况单独作了分析! 结果均

表明"期刊的差错基数或差错率与期刊的基金论文比#即年指标#dD4下载率均呈显著负相关%均为<l#R#'&"虽然与总被引

频次#影响因子#8%指数没有表现出统计学上的相关性"但相关系数均为负值"可能与样本量较小及被引高峰到来较迟等有关!

科技期刊编校质量与学术影响力有关"各大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可适当引入期刊编校质量相关的评价指标!

关键词!!科技期刊!编校质量!文献计量学指标

!!自 $??>年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加强对报纸#期刊#图

书审读工作的通知,以来"各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切实加强了报

刊审读工作"相继建立和完善了审读制度$ 相应地"关于各省各

类期刊差错情况分析类论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G=/

$ 一般来

说"一个高质量的期刊"不仅表现在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上"

而且还应具有较高的编校质量$ 期刊的编校质量和学术质量并

非互为因果关系"但又很少出现背离现象"如很少出现一个学术

质量很高的期刊"编校质量很低"或编校质量很高的期刊"学术

质量却很低$ 那么"期刊的编校质量与学术影响力具体关系如

何呢0 为此"本文将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公布的省内自然科学期

刊的差错情况"与主要期刊评价指标作相关性分析"以期用客观

数据说明期刊编校质量与学术影响力的关系$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分别于 "##& 年#"##? 年和 "#$$ 年组

织了 = 次期刊编校质量审读"由于 "##& 年期刊审读结果并

未有详细公布"而虽然 "#$$ 年期刊审读结果已公布"但此年

度的各种期刊评价指标还没有问世"因此"本文主要对 "##?

年河南省期刊审读的结果数据'公布的是 "##> M"##? 年河

南省期刊的差错情况(与 "#$# 年版的+中国期刊引证报告,

'扩刊版('使用的是 "##> M"##? 年的期刊数据(内各期刊主

要文献计量学指标作相关性分析"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数据来源

自河南报刊网'8::3!QQSSS6894VS65;+Q(下载)关于

"##> M"##? 年度全省报刊编校质量抽查评比情况的通报*和

)关于 "#$# M"#$$ 年度全省期刊编校质量抽查*$ 总被引频

次#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和即年指标等主要文献计量学指

标选自 "#$# 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其中扩刊

版内部分期刊的不同版本'如上半月版与下半月版#I版与

P版#初中版与高中版等(是按不同期刊对待的"但河南省期

刊编校质量抽查时该类期刊均为一种期刊"统计时所用文献

计量学指标均为各版本期刊指标的平均值$ 另外"各期刊

dD4下载率选自+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

工程技术(,'"#$# 年($

!"$#统计学方法

使用 @B@@ $&R# 统计学软件"各期刊差错基数和差错率

与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即年指标#8%指数及

dD4下载率的关系用 @3D,<+,9 相关性分析"另外"对各期刊

按文献计量学指标与学科平均值的比值大小进行分组"计算

各组差错率情况$

"!结果与分析

$"!#河南省期刊指标情况

"#$#年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公布了对 "##> M"##? 年度全

省 "=$ 种期刊编校质量的抽查评比结果.豫新出7"#$#8">

号/"其中"自然科学期刊共计 $#' 种"抽查方法及结果评见

文献.=/$ $#' 种期刊中"共 ?( 种'?$R)=L(期刊被 "#$# 年

&(&&

8::3$501:36-0;/<9,.1659!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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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收录$ ?( 种期刊中"由于

部分期刊或前两年数据不全或属于新创办期刊而不可能有

前两年数据"故有些期刊无法计算影响因子"另外"部分期刊

基金论文数较少或被引指标很低"期刊引证报告内未并列

出"最终有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和即年指标数值者的期刊

数分别为 ?$ 种#?# 种和 >? 种$ 另外"?( 种自然科学期刊内

医学期刊共有 "" 种'""R?"L("该 ?( 种期刊及其内 "" 种医

学期刊的主要文献计量学指标情况见表 $$

表 !#/, 种期刊及其内 $$ 种医学期刊各指标情况

!!指标
自然科学期刊

期刊数 范围 平均值

医学期刊

期刊数 范围 平均值

总被引频次'次( ?( = M)>>" &'"R?#( n>$=R()? "" ">? M)>>" $)&"R((& n$"$&R>)?

影响因子 ?$ #R#=? M$R=(? #R)#" n#R">' "" #R#>= M$R"() #R'#> n#R"?(

基金论文比 ?# #R##) M$R### #R="& n#R"?" "" #R##) M#R)"= #R$'" n#R$))

即年指标 >? #R##( M#R=(= #R#'> n#R#'( "$ #R#"# M#R$?# #R#(= n#R)()

8 G指数 ?( $ M$" )R>'$ n$R>>= "" $ M$" (R#?' n$R$?>

!!注!所有数据来源于 "#$# 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

$"$#期刊差错率与各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关系

?( 种期刊差错基数为 $R(# M&#R##"平均 $?R=>"$ 差错

率为 #R("Q万 M"$R##Q万"平均 (R'>(Q万%"" 种医学期刊差

错基数为 $R(# M)&R##"平均 "#R>"'"差错率为 #R(&Q万 M

$'R)(Q万"平为 (R>$)Q万"差错基数与差错率间均显示显著

正相关',W#R>?"##R>&&"均为<W#R###($ 期刊差错基数及

差错率与各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相关关系情况见表 "$ 由表 "

知"?( 种自然科学期刊的差错基数及差错率与基金论文比#

即年指标均呈显著负相关'均为 <l#R#'("而与总被引频

次#影响因子#8%指数相比均未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均为

<m#R#'("但其相关系数均为负数"说明各文献计量学指标

有随编校差错基数及差错率升高而减小的趋势$

为了验证同种学科期刊差错基数及差错率与主要文献计

量学指标的关系"笔者还单独将 "" 种医学期刊的主要数据摘

出"分析后发现"医学期刊的差错基数及差错率与各期刊的总

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即年指标和 8%指数相比"相

关系数均为负值"但仅基金论文比和即年指标表现出统计学

上的相关性"这与自然科学期刊的结果是一致的'见表 "($

表 $#期刊差错基数及差错率与各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关系

指标

自然科学期刊

差错基数

相关系数 <值

差错率

相关系数 <值

医学期刊

差错基数

相关系数 <值

差错率

相关系数 <值

总被引频次'次( G#R#&$ #R)?& G#R#&# #R)?> G#R$#= #R('> G#R#$> #R?=>

影响因子 G#R$?> #R#(= G#R$&' #R#?& G#R#'> #R>#$ G#R#(( #R&&'

基金论文比 G#R='= #R##$ G#R"&> #R##> G#R'(" #R##> G#R'=? #R#$"

即年指标 G#R"'( #R#$& G#R"=$ #R#=$ G#R=(= #R#$( G#R>?" #R###

8 G指数 G#R#'# #R(=" G#R#"? #R&&> G#R#?# #R(?> G#R#?? #R((>

$"%#期刊各相对指标与差错率情况

由于 ?(种期刊分属于不同学科"为了了解各学科内学术质

量较好的期刊与学术质量有限的期刊其差错率情况"本文统计

了期刊所在学科各指标的平均值"将期刊的各文献计量学指标

与学科平均值相比即得出期刊的相对平均指标.)/

"如该值
#

$"

说明其指标高于或等于学科平均值"其在学科内的地位相对较

高%如该值l$"则说明期刊指标达不到学科平均值"其学术质量

相对较低$ 各期刊相对指标差错率情况见表 =$ 由表 =知"相对

平均指标
#

$的期刊"其差错率平均值均小于相对指标l$的期

刊"即期刊学术质量越高"其编校差错率越低$

$"&#差错基数及差错率与dD4下载率的关系

使用+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

术(,'"#$# 年(内公布的各期刊的 dD4 下载率'为 "##? 年

数据("与各期刊差错基数和差错率作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 种自然科学期刊差错基数和差错率与 dD4 下载率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G#R")## G#R")&"<值分别为 #R#")##R#"$%

&&&&

8::3$501:36-0;/<9,.1659!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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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差错基数及差错率与 dD4 下载率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G#R)''# G#R#=)"<值分别为 #R#=)##R#$>%均显示有显著

负相关"说明期刊差错基数和差错率越高"期刊的 dD4 下载

率就越低$

表 %#不同分组的各相对指标期刊差错率情况

指标
#

$

期刊数 范围'Q万( 平均值'Q万(

l$

期刊数 范围'Q万( 平均值'Q万(

相对平均总被引频次 =' #R(& M$'R)( 'R&>) n)R)?( ($ #R&& M"$R## &R#)& n)R?>)

相对平均影响因子 =' $R=$ M$'R(# 'R">& n=R?(& '( #R(& M"$R## &R&$# n'R$>&

相对平均基金论文比 =& $R=$ M$'R## )R'"( n"R>?> '= #R(& M"$R## >R$&# n'R=(&

相对平均即年指标 == #R(& M$'R"# )R?(( n=R&)) '( $R== M"$R## &R'=$ n'R"&)

相对平均 8 G指数 '' #R(& M$'R)( (R#>& n)R#() )$ $R== M"$R## &R)#) n'R&>(

$"+#$0!0 3$0!!年期刊差错率与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关系

"#$"年 " 月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公布了 "#$# M"#$$ 年河

南省期刊编校差错情况"其中"自然科学期刊共计 ?= 种'部

分期刊由于变更了主办单位"从河南省期刊内去除("该 ?=

种期刊的差错率为 #R=$Q万 M$'R'(Q万"平均 'R=>?Q万"较

"##> M"##? 年差错率 (R'>(Q万明显降低"说明省内各期刊

加强了对编校质量的重视"提高了期刊编校质量$ 但二者相

关系数为 #R&#?"<值为 #R###"说明期刊的编校质量虽然有

所改善"但编校质量的提高需要整体编辑和校对人员素质的

提高"对某一种期刊来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非一

蹴而就的$

由于 "#$" 年版的+中国期刊引证报告, '扩刊版(还未

公布"故本文将 "#$# M"#$$ 年河南省期刊差错率仍与 "#$#

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内各参数进行统计后发

现"期刊差错率与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即年

指标# 8 G指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G#R$>&# G#R">)#

G#R=('#G#R"?(# G#R$'&"<值分别为 #R#&'##R#>$##R##$#

#R##(##R$=("即期刊的编校差错率越高"其基金论文比#即

年指标和 8 G指数越低"虽然未发现其与总被引频次和影响

因子有显著相关性"但相关系数均为负值"说明各文献计量

学指标有随编校差错率升高而减少的趋势"可能与样本量

小#差异还没有反映出来有关$

=!讨论

%"!#期刊审读的必要性

报刊是党的重要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对报刊进行审读"

是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 报刊审读工作对于

正确和及时引导舆论"确保报刊出版单位认真遵守出版法规

和宣传纪律"提高报刊整体出版质量"促进报刊健康有序发

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 为此"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教育部#国

家语言工作委员会等部门多次发文"强调提高出版物的质

量"同时各地新闻出版局组织专家#权威人士对各地的图书#

报刊进行检查$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也分别于 "##& 年#"##?

年和 "#$$ 年组织了 = 次期刊编校质量审读"每次结果均较

前有明显改善"尤其 "#$$ 年期刊差错率为 'R=>?Q万"较 "##?

年的 (R'>(Q万降低了 $R$?& 个万分点$ 有文献表明.(/

"上海

市 "##( 年对 =(( 种期刊'包括 "# 种英文期刊(进行编校质

量检查工作"其平均差错率为 'R&&Q万"比第一次检查结果

'>R&"Q万(降低了 "R?' 个万分点$ 说明"期刊审读对促进期

刊质量的提高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期刊差错率与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关系

理论上"期刊的学术质量和编校质量应该是相互独立

的"如期刊将)综合征*写为)综合症*"将)适应证*写为)适

应症*"虽然为较严重的文字差错"但并不会影响到读者的阅

读或文章的学术质量%两者又相互一致"如很少会出现一个

学术质量很高的期刊"其编校质量很差的状况$ 编校质量较

差"说明期刊领导或编辑人员对期刊本身不够重视"可能在

资源配置方面不能达标"进而导致编校质量更差"这样的期

刊就会在读者心目中产生较差的印象"优质的论文会较少考

虑这类期刊的投稿$ 那么"期刊的编校质量与学术影响力是

否有关系呢"其关系具体又如何呢0

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是评价期刊学术质

量的常规指标"本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 "" 种医学期刊还是

?( 种自然科学期刊"其差错基数与差错率均与基金论文比显

著负相关"说明作者很少将高水平的基金论文投向编校质量

较差的期刊%期刊差错基数和差错率与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

子虽然没有表现出统计学上的差异"但相关系数均为负值"

说明各文献计量学指标有随编校差错基数及差错率升高而

减小的趋势$ 分析原因可能为科技期刊被引半衰期较

长.& G>/

"本文统计时期刊被引高峰还没有到来"所以总被引

&>&&

8::3$501:36-0;/<9,.1659!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中
国
科
技
期
刊
研
究
 h
tt
p:
//
cj
st
p.
ij
ou
rn
al
s.
cn

频次等指标还没有反映出统计学上的差异$ 另外"可能与样

本量较小也有关系$

即年指标是指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情

况"是一个表明期刊即时反应速率的指标$ 本研究结果显

示"无论是 "" 种医学期刊还是 ?( 种自然科学期刊"其差错

基数和差错率与即年指标均显示出统计学上的负相关'均为

<l#R#'("说明编校质量相对较差的期刊"其影响是很直观#

迅速的"很少有读者对这类期刊发表的论文产生浓厚的阅读

兴趣"进而限制了它的被引用$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8%指数作为一种新兴的期刊评价

指标"是期刊学术质量评定的一种有益补充"它更能反映期

刊的整体水平和真实的影响力.?/

$ 本研究结果表明"期刊差

错基数和差错率与 8%指数均呈负相关"但可能由于期刊样本

量较小"并没有表现出统计学上的差异$ 另外"可能与 8%指

数反映期刊质量敏感性较低也有关.$#/

$

使用 "#$# M"#$$ 年河南省自然科学期刊差错率与各文

献计量学指标作相关性分析"结果与前相同"再次验证了期

刊差错率与学术影响力的关系$

另外"dD4下载量作为一个新的期刊评价指标"越来越

受到编辑界的重视""##> 年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更是将dD4下载量作为评价核心期刊的指标之一.$$/

$ 本文

使用的是+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

术(,'"#$# 年(公布的dD4即年下载率"它是指在统计年某

期刊出版并在)中国知网*发布的文献被当年全文下载的总

篇数与该期刊当年出版上网发布的文献总数之比$ 将各期

刊的dD4下载率与期刊差错基数和差错率相比"结果表明"

期刊差错基数和差错率与均 dD4 下载率呈显著负相关'均

为<l#R#'("除了再次说明读者不太喜欢阅读差错率较高

的期刊外"还说明了 dD4 下载量较总被引频次等指标有更

强的时效性"这与刘雪立等.$"/的观点一致$

%"%#应加强对期刊编校质量的重视

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国内各大核心期刊评价体系的功

能远远超过了期刊遴选的初衷$ 虽然有如南京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H@@HA(来源期刊*等的期刊评价体系内"明确将期刊出版

规范列入选刊的主要条件内"但国内大部分期刊评价体系并

没有将期刊编校质量作为评价期刊的一个客观指标$ 核心

期刊评价体系"作为我国学术评价体系中具有价值确认意义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展示学者学术水平的同时还展现着

学界的学术风气.$=/

$ 本研究结果亦表明"期刊编校质量与

学术影响力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因此"笔者建议将期刊编

校质量作为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内的一个评价指标"以进一步

加强各期刊编辑人员对编校质量的重视"提高国内期刊的编

校水平$

致谢!衷心感谢刘雪立编审在选题方向和论文修改方

面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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