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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年我国眼科学期刊学术影响力动态分析
!

方红玲!

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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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乡"+%,-./!B-:C9?:C/.:C3__,07ID076:

摘!要!!为了解我国眼科学期刊学术影响力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对 "##) E"#$# 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的 $# 种眼

科学期刊的文献计量学评价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学术影响力评估模型进行学术影响力评估!研究结果显示!我国 $# 种

眼科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发展趋势呈 ( 种形式#

!

期刊学术影响力高!但增长率为负值或较低!如)中华眼科杂志*()眼科新

进展*和)中国实用眼科杂志*的学术影响力位居前 & 位!但增长率为负值或较低,

"

期刊学术影响力较低!增长率较高!如)中

国斜视与小儿眼科杂志*和)临床眼科杂志*的学术影响力低!但增长率较高!说明近 ( 年发展较好,

#

期刊学术影响力较高!

增长率也较高!如)眼科研究*和)中华眼底病杂志*的学术影响力分别位居第 * 位(第 ( 位!增长率分别位居第 " 位(第 ( 位!

显示这 " 种期刊近年发展稳步前进,

$

期刊学术影响力和增长率均较低!如)眼科*和)眼视光学杂志*!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学

术影响力,

%

期刊学术影响力和增长率均位居中上水平的)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 通过本研究!希望可以对我国眼科学期刊

的评价和各个期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眼科学期刊!学术影响力!动态分析

!!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是指在某一段时间内"科技期刊

对其所处科研领域内科研活动的影响广度和深度/$0

"是衡量

期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0

# 影响因子是由 Q-@B.I/D

博士在 $;(( 年提出"通常情况下影响因子越高说明期刊的

学术影响力越高# 由于影响因子受许多非学术因素影响"如

期刊出版周期/& W*0

$过度自引/(0

$批判性引用等/)0

# 因此"很

多情况下"影响因子并不能真实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为

了解国内眼科学期刊文献计量学指标以及学术影响力的现

状和发展趋势"我们对 "##) E"#$# 年眼科学期刊的文献计

量学评价指标作一分析"并采用学术影响力评估模型进行学

术影响力评估/'0

"希望可以给国内眼科学期刊的评价和各个

期刊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数据#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将+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收录的 $# 种眼科学期刊作

为期刊来源#

!"$#数据收集及分析指标

以 "##) E"#$# 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为

源数据"统计并记录其收录的 $# 种眼科学期刊的总被引频

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扩散因子$被引半衰期$来

源文献量$地区分布数$机构分布数$海外论文比和基金论文

比共 $$ 个指标的数据#

!"%#学术影响力的计算方法

学术影响力值的计算方法参见文献/'0"动态评估模型

的数学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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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

分别是科技期

刊的某一年度来源文献量$即年指标$海外论文比$基金论文

比$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和他引率# 为方便读者对比 $# 种

眼科学期刊的数据"本研究中学术影响力值为该评估模型

值V$### 的值# 某期刊学术影响力增长率 -̀某一期刊最新

F值W某一时期的F值.V某一时期F值#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有数据采用+_6I/软件输入并进行计算"$# 种

眼科学期刊间的文献评价计量学指标平均值的差异性检验

采用 HKHH$<F# 统计软件中的方差分析"检验水准
"

#̀F#(#

"!结果

$"!#!/ 种眼科学期刊 $//1 ?$/!/ 年各年度文献计量学指

标平均值

!!$# 种眼科学期刊 "##) E"#$# 年各年度文献计量学指

%<;*%

9==4#>>612=47.1?0@:-/276:!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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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科技发展计划软科学项目-编号!$$"*##*(#$$<&项目负责人!刘雪立.



ht
tp

://
cj

st
p.

ijo
ur

na
ls.

cn

标平均值见表 $"由表 $ 可以看出!平均总被引频次由 "##)

年的 '()F" 次"增加到 "#$# 年的 ;*;F' 次"( 年间增加了

"(F(; 个百分点&平均基金论文比由 "##) 年的 #F$<'"增加

到 "#$# 年的 #F"$#"( 年间增加了 $"F&# 个百分点&平均机

构分布数由 "##) 年的 $"'F< 个"增加到 "#$# 年的 $(#F*

个"( 年间增加了 $'F)< 个百分点&平均影响因子由 "##) 年

的 #F*##"下降到 "#$# 年的 #F&)&"( 年间下降了 ;F"( 个百

分点&平均海外论文比由 "##) 年 #F#""下降到 "#$# 年

#F#$*"下降了 &# 个百分点# 而即年指标$他引率$扩散因

子$来源文献量$地区分布数 ( 年来变化不明显#

表 !#$//1 ?$/!/ 年 !/ 种眼科学期刊各年度文献计量学指标平均值比较

年份
总被

引频次

影响

因子

即年

指标
他引率

扩散

因子

被引半

衰期

来源文

献量

地区

分布数

机构

分布数

海外

论文比

基金

论文比

"##) '()F" #F*## #F#*) #F'< $<F<; (F#) ""<F" "*F$ $"'F< #F#"# #F$<'

"##' ;#"F) #F*)# #F#** #F<# $'F)$ (F$* ")<F< "*F( $)$F" #F##$ #F$)&

"##< <&<F; #F&(( #F#&$ #F'< &F(' (F"& "&#F# "&F* $&*F< #F##" #F$);

"##; ;&$F* #F&"# #F#*; #F<# "#F&) (F<$ ""&F* "*F$ $&$F$ #F##< #F"""

"#$# ;*;F' #F&)& #F#*< #F<# "#F"# (F<< "&$F" "*F' $(#F* #F#$* #F"$#

$"$#!/ 种眼科学期刊 $//1 ?$/!/ 年文献计量学指标平

均值

!!$# 种眼科学期刊 "##) E"#$# 年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平均

值见表 "#

总被引频次#

总被引频次是指期刊自创刊以来所刊登的全部论文在

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 该指标可以客观地反映期刊被

科研工作者使用和重视的程度"以及在学术交流中占有的地

位和作用# 它是评价期刊学术影响的重要依据和客观标准"

它不仅反映期刊的近期情况"还反映了期刊的历史情况# $#

种眼科学期刊 "##) E"#$# 年总被引频次平均值为 <'(F< 次#

超过平均值的期刊有+中华眼科杂志,-"""*F" 次.$+中国实

用眼科杂志,-$(<)F< 次.$+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 -$&*'F<

次.$+眼科新进展,-;&&F* 次.&这 * 种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占

所有总被引频次的 );F()V#

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被认为是最能客观地反映期刊的相对学术水

平和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并常直接地用于期刊$甚至科

研成果的评价# $# 种眼科学期刊 "##) E"#$# 年平均影响因

子在 #F"#" E#F)*" 之间"平均值为 #F&';# 最高为+中华眼

科杂志,-#F)*"."其次为+眼科新进展,-#F(;&.$+中华眼底

病杂志,-#F*&*.$+眼科,-#F&;(.# $# 种眼科学期刊中"影

响因子超过平均影响因子的只有 * 种期刊"并且没有一种期

刊影响因子 r$ 的# 由此可见"我国眼科学期刊总体影响因

子均不太高"都需要提高自身影响力#

他引率#

他引率指期刊全部被引次数中"被其他刊引用次数所占

的比例# $# 种眼科学期刊 "##) E"#$# 年平均他引率在

#F("< E#F<;)之间"平均值为 #F';&# 最高为+临床眼科杂

志,-#F<;)."其次为 +中华眼科杂志, -#F<;*.$ +眼科,

-#F<<#.$+眼视光学杂志, -#F<)*."最低为+眼外伤职业眼

病杂志,-#F("<.#

即年指标#

即年指标是一个表征期刊即时反应速率的指标"主要描

述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情况# $# 种眼科学

期刊 "##) E"#$# 年平均即年指标在 #F#"$ E#F#<' 之间"平

均值为 #F#**"最高为+眼科新进展,-#F#<'."其次为+眼科,

-#F#'".$+中华眼科杂志,-#F#)&.$+眼科研究,-#F#*;."而

且只有以上 * 种眼科学期刊的即年指标超过平均水平#

被引半衰期#

被引半衰期指期刊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全部次数中"较

新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 它是测度期刊老化速

度的一种指标"往往是针对某一学科或专业领域的文献的总

和而言# $# 种眼科学期刊 "##) E"#$#年平均被引半衰期在

&F<(" E<F$*#之间"平均值为 (F*"*# 最高为+中国斜视与

小儿眼科杂志, -<F$*#."其次为+中华眼科杂志, -)F)"*.$

+中国实用眼科杂志,-(F)&#.$+中华眼底病杂志,-(F("*."

最低为+眼科新进展,-&F<(".# 过高和过低都是不正常的"

说明期刊老化过慢或过快#

来源文献量#

来源文献量是指期刊在统计当年所刊载的论文总数"是

期刊选题和信息量的直接反映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

期刊读者群的大小# $# 种眼科学期刊 "##) E"#$# 年平均来

源文献量在 '$F" E*)$F# 之间"平均值为 "&)F&# 前 & 位分

别为+中国实用眼科杂志,-*)$F#.$+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

-&)#F<.和+眼科新进展, -&$*F"."这 & 种期刊来源文献量

占总来源文献量的 *<F#'V#

地区分布数#

$# 种眼科学期刊 "##) E"#$# 年平均地区分布数在

$'F* E"<F<之间"平均值为 "*F"&前 & 位分别为+眼外伤职业

眼病杂志,-"<F<.$+中国实用眼科杂志,-"<F*.和+眼科新

进展,-"'F".#

%;;*%

9==4#>>612=47.1?0@:-/276:!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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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分布数#

$# 种眼科学期刊 "##) E"#$# 年平均机构分布数在

(&F" E"'$F"之间"平均值为 $*$F$&前 & 位分别为+中国实用

眼科杂志,-"'$F".$+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 -")"F#.和+眼

科新进展,-$;$F#.#

海外论文比#

海外论文比是体现期刊稿源国际化程度的指标之一#

$# 种眼科学期刊中"只有 $ 种期刊的海外论文比为 #"最高

为+中华眼底病杂志,-#F#"".&这表明国内眼科学期刊的稿

源国际化水平较低# 扩大眼科学期刊的品牌效益和国际影

响力"是我国眼科学期刊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

基金论文比#

$# 种眼科学期刊 "##) E"#$# 年平均基金论文比在

#F#&) E#F&*)之间"平均值为 #F$;$&前三位期刊分别为+眼

科研究,-#F&*).$+眼科新进展,-#F&$).和+眼视光学杂志,

-#F&$#.#

对 $# 种眼科学期刊 "##) E"#$# 年文献计量学评价指

标的平均值-表 ".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除了海外论文

比外"其余各指标的差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均为 .m

#F#$.# 由此可见"我国 $# 种眼科学期刊的发展极不平衡#

$"%#$//1 ?$/!/ 年 !/ 种眼科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及其

变化

!!$# 种眼科学期刊 "##) E"#$# 年各年度的学术影响力

指标 平 均 值 分 别 为! ''F*"#$ ;$F(#;$ ((F<'*$ <#F;#"$

;#F*$&-表 &.&"#$# 年学术影响力较 "##) 年增长了 $*F$&

个百分点# "##) E"#$# 年 $# 种眼科学期刊学术影响力平

均值在 $F(($ E&"<F($* 之间"平均值为 ';F"$<"只有 * 种

期刊超过平均值"依次为+中华眼科杂志, -&"<F($*.$+眼

科新进展,-$("F;&'.$+中国实用眼科杂志, -$#'F&;;.$

+眼科研究, - <;F'&< ."第 ( 位为 +中华眼底病杂志,

-*&F<(".&位居学术影响力前 ( 位的眼科学期刊正好为眼

科学类的中文核心期刊#

"##) E"#$# 年各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增长速度不一"增长

最快的为 +中国斜视与小儿眼科杂志,"其增长率高达

;$F$#V"可能与其 "##) 年学术影响力较低有关&而+中华眼

科杂志,学术影响力增长率虽然为负增长- W<F#'V."但该

期刊 "#$# 年的学术影响力仍位居第一位#

"##) E"#$# 年 $# 种眼科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发展主要

呈 ( 种趋势-图 $.!

-$.期刊学术影响力高"但增长率为负值或较低"如+中

华眼科杂志,$+眼科新进展,和+中国实用眼科杂志,的学术

影响力位居前 & 位"但增长率为负值或较低#

-".期刊学术影响力较低"增长率较高"如+中国斜视与

小儿眼科杂志,和+临床眼科杂志,的学术影响力低"但增长

率较高"说明近 ( 年发展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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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年眼科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值#+值$动态变化

期刊名称 F

"##)

F

"##'

F

"##<

F

"##;

F

"#$#

F值 F

@

值 增长率-V.

临床眼科杂志 &F&#' (F'*< *F;'' *F"#' ;F<") (F)$& #F#' '(F#)

眼科 $$F#)" $&F<;# $"F'"" "*F;<" $(F)<" $(F))< #F"# #F#;

眼科新进展 $"#F;'< ""$F*#' $#&F)"# $((F)&# $)&F#*; $("F;&' $F;& )F)$

眼科研究 ($F()& ';F##( ()F)#" $##F<(' $)#F))* <;F'&< $F$& ';F#*

眼视光学杂志 $*F&(( $&F*(& $*F;;' $;F#)< $'F&*$ $(F<*& #F"# ;F*)

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 "<F$)* "<F<(& $"F<;$ &(F'*" *;F;)* &$F#); #F&; )#F<"

中国实用眼科杂志 $"&F)<' $#*F;*; '&F*"$ $$)F("# $$<F*$; $#'F&;; $F&) $#F")

中国斜视与小儿眼科杂志 #F(*< $F&#) #F*;* "F**" "F;)* $F(($ #F#" ;$F$#

中华眼底病杂志 *#F#(( ("F")* &#F('' &"F$(( )*F"#< *&F<(" #F(( *)F*"

中华眼科杂志 &<#F*<" &;*F"$< "*<F*&) &$'F*$) &#"F#$) &"<F($* *F$( W<F#'

$# 种眼科学期刊修正数 ''F*"# ;$F(#; ((F<'* <#F;#" ;#F*$& ';F"$< $F## $*F$&

!!注!表中F值为该模型评估值>$### 的值&F

@

值是对N值进行修正后得出的相对评估值#

!!-&.期刊学术影响力较高"增长率也较高"如+眼科研

究,和+中华眼底病杂志,学术影响力位分别位居第 * 位$第

( 位"增长率分别位居占第 " 位$第 ( 位"显示这 " 种期刊近

年发展稳步前进#

-*.期刊学术影响力和增长率均较低"如+眼科,和+眼

视光学杂志,"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学术影响力#

-(.期刊学术影响力和增长率均位居中上水平的+眼外

伤职业眼病杂志,#

图 !#$//1 ?$/!/ 年眼科学期刊学术影响力均值及增长率

!!注!横坐标 $!+临床眼科杂志,$"!+眼科,$&!+眼科新

进展,$*!+眼科研究,$(!+眼视光学杂志,$)!+眼外伤职业

眼病杂志,$'!+中国实用眼科杂志,$<!+中国斜视与小儿眼

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中华眼科杂志,

&!分析与讨论

学术性期刊存在的价值在于其社会功能的体现"它必须

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实现信息交流"为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原动力/$&0

#

眼科学期刊作为临床医学期刊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促进

我国临床眼科学科技进步和提高医疗水平方面起着重要的

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 种眼科学期刊总被引频次$基金

论文比$平均机构分布数 ( 年来增长较快&平均总被引频次

增加了 "(F(; 个百分点$平均基金论文比增加了 $"F&# 个百

分点$平均机构分布数增加了 $'F)< 个百分点&但平均影响

因子有所下降"这主要与 "##< 年以来期刊独家加入一个数

据库有关# 且 "##< 年眼科学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F&((.

为 ( 年来的最低"也低于肿瘤学期刊 "##< 年的平均影响因

子 #F**"

/$*0

# 甚至没有一种期刊 "##) E"#$# 年的影响因子

r$ 的# 由此可见"我国眼科学期刊总体影响因子均不太高"

都需要提高自身影响力#

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受科技期刊自身办刊质量和刊登论

文数量的协同影响"是期刊在科学活动中作用和价值的体现"也

是期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综合反映# 科技期刊想要追求最

好的社会效益和最大的经济效益"必需立足于提高期刊的学术

影响力这一重要指标# 反映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指标有

很多"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的指标有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来

源文献量$即年指标$他引率$文后引文数量$海外论文比$基金

论文比等# 本研究参考国内学者何学锋/'0的动态评估模型"主

要利用即年指标$海外论文比$基金论文比来修正期刊的来源文

献量"而利用即年指标$影响因子$他引率修正总被引频次# 该

动态评估模型能较好地评估科技期刊在本研究领域的学术地

位"并具备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因部分

评价指标的随机波动性带来的不利和消极影响/'0

#

本研究采用 "##) E"#$#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收录的

$# 种眼科学期刊文献计量学评价指标为源数据"采用何学锋

等/'0学术影响力动态评估模型分析眼科学期刊的学术影响

力变化"结果显示!"##) E"#$# 年国内 $# 种眼科学期刊学术

影响力 N值平均值在 $F(($ E&"<F($* 之间"平均值为

';F"$<# 只有 * 期刊超过平均值!依次为+中华眼科杂志,

-&"<F($*.$+眼科新进展,-$("F;&'.$+中国实用眼科杂志,

-$#'F&;;.$+眼科研究,-<;F'&<."第 ( 位为+中华眼底病杂

志,-*&F<(".&学术影响力前 ( 位的眼科学期刊正好为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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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 这表明"该评估模型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可作

为评价期刊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参考#

通过本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国眼科学期刊

整体学术质量有升有降"但各个眼科学期刊发展呈现不平衡

发展态势# 通过本研究"希望可以对国内眼科学期刊的评价

和各个期刊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清楚认识期刊自身

的发展现状和面临任务"努力创造更好的适合本期刊发展的

模式"实现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致谢!衷心感谢刘雪立编审在论文选题方向和论文修

改方面的指导和帮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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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 种遥感类期刊栏目设置的特点及优化建议
!

杨小梅!侯春梅!高!峰!黄新宇!李!慧!马瀚青!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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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期刊出版编辑中心>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甘肃省兰州市天水中路 <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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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系统分析了国内 ) 种遥感类期刊创刊以来栏目设置的概况和特点!结果表明#从内容而言!各期刊栏目的主题

基本突出了学术性和前瞻性!也突显了遥感科学相关领域的理论及应用研究进展,从形式上看!栏目的设置类型多样!兼具稳

定性和灵活性!而且各刊策划的专题栏目特色鲜明!紧跟遥感科学发展的步伐"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遥感类期刊栏目优

化的建议!旨在提升国内遥感类期刊的办刊水平!推动刊物持续良性发展!不断拓展遥感科学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遥感类期刊!栏目特点!优化建议

$!引 言

栏目是期刊的'门窗("是期刊办刊宗旨$办刊方针的外

在表现形式"同时也是期刊学术特色$学科前沿信息的内在

综合反映# 尤其对于科技期刊而言"其栏目设置能否发挥导

向作用$索引作用$分类作用和宣传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期刊整体的学术水平和竞争能力#

本文选择国内 ) 种遥感类期刊"即+遥感学报,$+武汉大

学学报*信息科学版,$+中国图象图形学报,$+国土资源遥

感,$+遥感技术与应用,$+遥感信息,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

创刊以来栏目设置的调查与分析-表 $."从内容和形式两个

方面总结了其栏目设置的特点"并提出了栏目优化的建议#

本文旨在进一步推动以栏目引导学科方向$充实刊物内容$

拓展研究领域"进而提升国内遥感类期刊的办刊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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