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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2005 年提出以来，h－指数受到了图书情报界和科技期刊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基于 h－指数不足

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扩展指标，如 g－指数、hg－指数、A－指数、R－指数、AR－指数、hm－指数、mock h－指数、f－指

数、e－指数、j－指数、hI－指数和 SRI－指数等。以 JCR 内科学 133 种期刊为样本，Eigenfactor 指标为参照，对 h－指数及

其扩展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h－指数系列扩展指标均与 Eigenfactor 成显著性正相关，说明 h－指数系列扩展指

标可很好地用于期刊学术影响力的评价。同时，我们还从问卷调查的角度对 h－指数及其扩展指标进行验证，发现

相比 h－指数，j－指数、A－指数、g－指数、e－指数、R－指数、hg－指数可很好地凸显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因此，我们认

为，h－指数系列扩展指标丰富和发展了 h－指数的期刊评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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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h－index since its introduction in 2005． On the basis of its imperfectness，more variants are in-

troduced，such as g－index，hg－index，A－index，R－index，AR－index，hm－index，mock h－index，f－index，e－index，j－index and SRI

－index． We take 133 JCR“Medicine，General ＆ Internal”journals as the data set and Eigenfactor as the criterion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h－index and its variants in 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journals，and fin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Eigenfactor with variants of h－

index，which indicate that h－index and its variants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scientific production of journals． Moreover，questionnaire is

used to assess the efficacy of h－index and its variants for evaluating journals． We also find that j－index，A－index，g－index，e－index，R

－index and hg－index have priority to reflect journal influence to h－index． Therefore，we can make the conclusion that variants of h－index

develop its role in journ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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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自 2005 年提出以来，h－指数受到了国内外科学

界、图书情报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迅速成为信息计量学

和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对 h－指数研究的

不断深入，h－指数用于科学评价的局限性逐渐暴露出

来，国内外学者基于 h－指数现有不足的基础上，提出

了一系列新的扩展指标，如 g－指数
［1］、hg－指数

［2］、A－

指数
［3］、R－指数

［3］、AR－指数
［3］、hm－指数

［4］、mock h－
指数

［5］、f－指数
［6］、e－指数

［7］、j－指数
［8］、hI －指数

［9］
和

SRI－指数
［10］

等。其由用于科学家个人的评价迅速扩

展到期刊、机构、国家和地区、基金资助项目、学科研究

热点等方面的科学评价
［11］。

期刊评价是学术评价的重要环节，国内外学术界

普遍将学者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献作为科研绩效评价的

重要量化指标，其关系到工作考核、职称晋升，甚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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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机构、地区之间科研水平的评定
［12］。因此，通过选

取恰当的评价指标，对期刊影响力进行评估至关重要。
本文以 JCR 内科学 133 种期刊为样本，Eigenfac-

tor 为参照，对 h－指数及其扩展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同时，我们还从问卷调查的角度对 h－指数及其扩展指

标进行验证。采用 Somnath Saha［13］
收集的调查问卷

对国外 8 种杂志进行 h－指数及其扩展指标与期刊影

响力平均分值的相关性分析，从而探讨 h－指数各扩展

指标用于期刊评价的优越性。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本文以 JCR 学科分类中的“Medi-
cine，General ＆ Internal”( 医学，内科学) 学科的 133 种

期刊作为研究对象。通过 JCR，获得该学科 133 种期

刊的期刊名称及各项数据指标。其具体操作步骤为:

登陆 ISI Web of KnowledgeSM
官方中文网站，选择“其

他资源”，进入“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在“Select a
JCR edition and year”选项下选择“JCR Science Edition
2009”，在“Select an option”选项下选择“view a group
of journals by Subject Category”，然后提交。在给出的

选项 框 中 选 择“Medicine，General＆Internal”，然 后 提

交。系统给出了 SCI 收录的内科学领域 133 种学术期

刊的总被引频次、IF、5 年 IF、II、Eigenfactor 等。
Somnath Saha 收集的调查问卷对 9 种内科学期刊

进行了读者调查，包括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Lancet《柳叶刀》、Annals of Inter-
nal Medicine《内科学纪事》、JAMA－Journal of The Ameri-
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医学会杂志》、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内 科 学 文 献》、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美 国 医 学 杂 志》、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普通内科医学杂志》、Southern Medical Journal
《南方医学杂志》、Hospital Practice《医院实务》。由于

2002 年以来，SCI 不再收录 Hospital Practice 杂志的论

文，所以我们将该期刊从本次研究中剔除。该 8 种期

刊均属于 ISI“临床医学”学科，且相对在美国医师中

得到普遍的认可。本问卷调查是在美国医学会注册的

医师中进行调查，按照期刊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给期

刊打分，最高分值为 10，最低为 1。最后求出各期刊影

响力的平均值。本文采用该问卷调查得到的期刊影响

力平均分值对 h－指数及其各扩展指标进行验证。
1． 2 h－指数的获取 我们通过 JCR 所收集的数据

为 2009 年的文献计量学指标，并且会进一步对 Eigen-
factor 与 h－指数及各扩展指标的关系进行分析。而

Eigenfactor 考虑的是 5 年的引用时段，所以 h－指数的

数据收集范围也限定为 5 年，即 2005—2009 年。其具

体操作步骤: 登陆 ISI Web of KnowledgeSM
官方中文网

站，选择“Web of Science”，进入“General Search”( 基本

检索) 界面。在检索框中输入“期刊名称 ( 全称) ”，下

拉菜单中选择“出版物名称”，选择“AND”布尔逻辑运

算符，在检索框中输入“2005－2009”，下拉菜单中选择

“出版年”，进行检索。在检索结果界面，点击“Citation
Reports”( 引文报告) ，可得到该刊的 h－指数。
1． 3 h－指数各扩展指标的计算 根据 h－指数各扩

展指标的定义，我们需要从上文获取 h－指数的检索界

面收集期刊的发文量、总被引频次、h－指数核心区内

总被引频次、h－指数核心区内每篇论文的发表年份、h
－指数核心区内文献的作者总数等数据，并将其输入

Excel 工作表。根据 h－指数各扩展指标的计算公式，

在 Excel 中运用函数可计算出各指标的数值。
1． 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处理软件为 SPSS 18． 0。

如样本符合正态分布，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 关 性 分 析; 如 不 符 合 正 态 分 布，则 采 用

Spearman 非参数相关检验。

2 结果

2． 1 问卷调查结果 Somnath Saha 收集的问卷中

JCR 内科学 8 种期刊的各指标数据及期刊影响力平均

分值详见表 1。
表 1 8 种 JCR 内科学期刊各文献计量学指标及期刊影响力平均分值

期刊名称 h g hg AR e R A

AM J MED 51 68 59． 48 32． 51 35． 11 61． 92 75． 18

ANN INTERN MED 97 142 117． 36 63． 75 82． 64 127． 43 167． 40

ARCH INTERN MED 85 114 98． 44 56． 18 59． 76 103． 90 127． 01

JAMA 167 246 202． 69 43． 02 146． 94 222． 44 296． 29

LANCET 182 283 226． 95 128． 37 174． 39 252． 06 349． 10

NEW ENGL J MED 259 397 320． 66 195． 00 244． 97 356． 50 490． 70

SOUTH MED J 18 23 20． 35 9． 97 11． 22 21． 21 25． 00

J GEN INTERN MED 40 54 46． 48 24． 00 28． 25 48． 97 59． 95

期刊名称 hm mock h SRI hI j 平均分值

AM J MED 2． 4 46． 13 5． 14 8． 76 52． 56 5． 9

ANN INTERN MED 4． 19 90． 69 5． 81 12． 2 101 8

ARCH INTERN MED 3． 78 93． 44 5． 71 12． 23 87． 56 6． 1

JAMA 4． 86 129． 98 5． 79 17． 65 174． 19 7． 4

LANCET 4． 82 142． 26 5． 73 14． 41 190． 70 7． 1

NEW ENGL J MED 6． 86 205． 42 6． 12 13． 04 272． 18 8． 4

SOUTH MED J 0． 83 18． 36 3． 75 5． 68 18． 42 4． 8

J GEN INTERN MED 1． 19 30． 93 4． 20 6． 99 41． 29 6． 4

2． 2 h－指数及其扩展指标与期刊影响力平均分值

的相关性分析 各指标的相关性分析详见表 2、图 1。
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读者排序平均值与 h－指数、g－
指数、hg－指数、AR－指数、e－指数、R－指数、A－指数、
hm－指数、mock h－指数、SRI－指数、j－指数呈显著性正

相关，而与 hI －指数没有相关性。与期刊影响力平均

分值的相关性排名为: SRI－指数＞hm－指数＞ j－指数= e
－指数=A－指数 = R－指数 = hg－指数 = g－指数 = h－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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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AR－指数＞mock h－指数＞hI－指数。
表 2 期刊影响力平均分值与 h－指数及其扩展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期刊影响力平均分值 期刊影响力平均分值

r P r P
h－指数 0． 833 0． 010 e－指数 0． 833 0． 010
g－指数 0． 833 0． 010 hm－指数 0． 857 0． 007
hg－指数 0． 833 0． 010 mock h－指数 0． 738 0． 037
R－指数 0． 833 0． 010 SRI－指数 0． 929 0． 001
A－指数 0． 833 0． 010 hI－指数 0． 643 0． 086
AR－指数 0． 786 0． 026 j－指数 0． 833 0． 010

2． 3 h－指数及其扩展指标与 Eigenfactor 的相关性

分析 Eigenfactor( 特征因子) 是基于整个引证网络结

构对每篇论文的重要性进行评价。相比 IF，Eigenfactor
不仅考虑了引文的数量，还进一步考察了施引期刊的

影响力，即: 某期刊如果越多地被高影响力的期刊引

用，该期刊的影响力就越高; 如在被引频次相同的情况

下，被 Nature 和 Science 大量引用的论文影响力显然会

高于只被一些低水平期刊引用的论文
［14］。相比 IF，

Eigenfactor 在期刊评价中更具有优势，且 2007 年的新

版 JCR 将 Eigenfactor 作为评价指标纳入期刊评价体

系。所以，我们以 Eigenfactor 对期刊的排序作为参照，

分析 h－指数及其各扩展指标与 Eigenfactor 之间的相

关性，及其用于期刊评价的有效性。
JCR“Medicine，General＆Internal”学科领域 133 种

期刊的 h－指数、g－指数、hg－指数、R－指数、A－指数、
AR－指数、e－指数、hm－指数、mock h－指数、SRI－指数、
hI－指数、j－指数与 Eigenfactor 的相关性见表 3、图 2 所

示。
表 3 2009 年 JCR 内科学期刊 Eigenfactor 与

h－指数及其扩展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Eigenfactor Eigenfactor
r P r P

h－指数 0． 954 0． 000 e－指数 0． 960 0． 000
g－指数 0． 960 0． 000 hm－指数 0． 698 0． 000
hg－指数 0． 957 0． 000 mock h－指数 0． 898 0． 000
R－指数 0． 959 0． 000 SRI－指数 0． 347 0． 000
A－指数 0． 962 0． 000 hI－指数 0． 565 0． 000
AR－指数 0． 929 0． 000 j－指数 0． 955 0． 000

各指标与 Eigenfactor 的相关性排名为: A－指数＞g
－指数= e－指数＞R－指数＞hg－指数＞j－指数＞h－指数＞
AR－指数＞mock h－指数＞hm－指数＞ hI －指数＞SRI－指

数。

图 1 8 种内科学期刊的各指标与期刊影响力平均分值相关性的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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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igenfactor 与 h－指数及其扩散指标相关性的散点图

3 分析和讨论

3． 1 期刊影响力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由表 1 可知，

读者心目中 8 种 JCR 内科学期刊的影响力分值排名

为: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内科学纪事》、JAM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医学会

杂志》、Lancet《柳叶刀》、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
icine《普通内科医学杂志》、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内科学文献》、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美国医学

杂志》、Southern Medical Journal《南方医学杂志》。国内

外读者较为熟悉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居于首位，进

一步说明该杂志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在内科学领

域享有较高的声誉。《柳叶刀》杂志在我国读者中也

颇受好评，2009 年其 IF 排名仅次于《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但在本次问卷调查中的排序却列于第四位，可能

与该问卷调查人群的选择有关。本次问卷调查的人群

为在美国医学会登记注册的医师，平均年龄 47． 1 岁，

从医学院校毕业的平均年份为 1978 年，该类人群有精

湛的临床技能，对知识的学习多以临床实践类为主，可

能对《柳叶刀》这一英国杂志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3． 2 h－指数及其扩展指标用于期刊评价的比较

我们可以得出相比 h－指数，j－指数、A－指数、g－指数、e
－指数、R－指数、hg－指数可很好地凸显期刊的学术影

响力，而 hI－指数不太适合用于本次研究对象－JCR 内

科学期刊的评价; SRI－指数、hm－指数与读者心目中 8
种内科学期刊的排序呈高度相关性，而与 Eigenfactor
的相关性相对较低，出现该现象可能与这两个指标的

特性、两研究样本的不同有关。SRI－指数与 hm－指数

均为基于出版规模差异所做的校正，充分考虑到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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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量对 h－指数的影响。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
cine《新 英 格 兰 医 学 杂 志》、Lancet《柳 叶 刀》、JAMA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医学会

杂志》不仅发文量大，被引频次也遥遥领先，而这三种

杂志全部包括在问卷调查的 8 种期刊中; 对于该样本，

SRI－指数、hm－指数很好地平衡了发文量对 h－指数的

影响。但就 JCR 内科学的 133 种期刊而言，除这三种

杂志外，多数杂志尽管有较高的发文量，但期刊 h－指

数却排名较低。这可能与期刊所属的国家和地区有

关，如印度、南非等一些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国家其期刊

的论文作者会相应地引用一些发达国家期刊的文献以

提高自己论文的知名度和可信度，尽管这些杂志有较

高的载文量，但被引频次可能较低。hm－指数、SRI－指

数与高被引指标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能够平衡大学

规模或期刊发文量所产生的影响，但这两个指标仅能

够很好地评价一些高影响力的期刊，对于载文量较大

而学术影响力一般的期刊进行评价时只会造成 hm－指

数、SRI－指数的区分度降低。
hI－指数充分考虑了 h 核心区内论文作者数量对

h－指数的影响，该指标可平衡因论文合著者对该文献

的大量引用而导致被引频次的增高，在一定程度上消

除了合著者自引对 h－指数的影响。但由于受到职称

晋升、论文评比等因素的影响，论文撰写结束后常添加

一些与本课题无关或没有做出贡献的人员作为本文献

的作者，以增加彼此之间发表论文的数量，导致尽管文

献合著者数量较多，但并没有因此而增加被引。由于

受到人为的操纵，hI －指数用于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

时，会与实际结果有所偏差。此外，hI －指数设计的目

的是用于平衡不同学科之间论文合著者的差异，所以

单纯用该指标对内科学的期刊进行评价，并不合适，其

相关性相对较差也在意料之中。由此可见，各指标都

有其特性，均是基于 h－指数某一方面不足所做的改

善。所以，用于期刊评价时，应充分考虑各指标的优点

和局限性，以便更加公平、合理地反应期刊的真实学术

影响力。
3． 3 两次统计学处理存在差异性的分析 h－指数

及其扩展指标与期刊影响力平均分值、Eigenfactor 分

别进行相关性分析，最终结果存在差异性的原因有三:

a． 两次分析的样本大小不同，前者为 8 种内科学期刊，

而后者为 133 种期刊; b． 问卷调查的对象较窄，仅为在

美国医学会注册的医师，会对问卷调查的最终结果产

生一定的影响; c． 相比 IF，尽管 Eigenfactor 具有排除自

引、考虑了被引文献来源期刊的权重及考察 5 年的时

间段等优点，但其本身作为文献计量学指标，必然存在

各方面的不足，因此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存在差异。
3． 4 h－指数系列扩展指标丰富和完善了 h－指数的

期刊评价功能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相继展开期刊 h－
指数的研究，不断探索 h－指数用于期刊评价的优势和

不足，并基于 h－指数某一方面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不

同的扩展指标，我们以 Eigenfactor 及国外读者对期刊

影响力打分的平均值为标准对 h－指数及其扩展指标

用于期刊评价的合理性分别进行验证，发现除 hI －指

数外，其他各指标均与期刊的学术水平呈显著相关性;

相比 h－指数，j－指数、A－指数、g－指数、e－指数、R－指

数、hg－指数能够更好地凸显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因

此，我们可以认为 h－指数系列扩展指标丰富和完善了

h－指数的期刊评价功能。
但就本文而言，我们仅仅是基于内科学对 h－指数

及其系列扩展指标进行了分析，且本文中提到的大部

分扩展指标均是在同一学科内比较的基础上对 h－指

数进行完善，下一步我们将就 h－指数用于不同学科之

间比较的问题进行分析。
3． 5 h－指数系列扩展指标使期刊评价更加简单可

行 h－指数是一个计算相对简单的计量指标，要获得

一个期刊的 h－指数比较容易。登陆 Web of Science 网

站，在基本检索界面输入期刊的全称，然后在检索结果

界面通过“Citation Reports”( 引文报告) 可直接显示该

期刊的 h－指数。h－指数系列扩展指标可通过相应的

计算公式获得。
基于 h－指数及其扩展指标计算的简便性及其用

于期刊评价的有效性，我们可以认为，h－指数系列扩

展指标使期刊评价更加简单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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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领域有广阔的运用前景。例如，高被引论文和引用

文献的双向聚类可以反映出被引文献和引用文献的对

应关系，甚至是同时实现同被引聚类分析和基于高被

引论文的引文耦合分析; 作者( 或单位) 和主题词的双

向聚类可以反映作者 ( 单位) 研究内容之间的相似性

及其研究特色; 作者合著( 或单位合作) 和相应文献的

双向聚类分析可以反映出作者 ( 单位) 合作的具体论

文和成果等。但是在数据的规范性处理、聚类方法改

进和聚类维度的选择组合等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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