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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对 8%指数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一些新的扩展指标不断出现#如 _%指数$8+%指数$8_%指数$+K5̀ 8%指数$U%

指数$A%指数和 EMG%指数等% 本文对 8%指数的优缺点及其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关系进行了总结#并对 8%指数的各扩展指

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指出每一个扩展指标都是基于 8%指数某一方面的局限性所做的改进% 在科研绩效评价过程中#应充

分考虑各扩展指标应用的前提条件#并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相结合%

关键词!!8%指数!_%指数!8+%指数!8_%指数!+K5̀ 8%指数!U%指数!A%指数!EMG%指数

!!8%指数是美国物理学家 a-B158

.$/提出的一项用于科学

家个人科研绩效评价的文献计量学指标# 自 "##' 年提出以

来"8%指数得到了国内外情报学界和科技期刊界的广泛关

注"并由用于科学家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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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着研究的逐步深入"8%指数用于科学评价的局限性逐渐暴露

出来#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探讨 8%指数用于科研绩

效评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并相继提出了许多 8%指数的扩展

指标"如_%指数."/

&8+%指数.@/

&8_%指数.)/

&+K5̀ 8%指数.'/

&U%

指数.(/

&A%指数.&/和 EMG%指数.C/等# 现将近年来 8%指数及其

扩展指标研究的最新成果综述如下#

$!8%指数研究进展

!"!#8%指数的概念及含义

8%指数是衡量一个研究人员学术水平的文献计量学指

标"8代表'高引用次数( $8-_8%5-<,<-K91%# 一个人的 8%指数

是指他至多有 8 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 8 次# 例如"

a-B158本人的 8%指数是 )?"这表示他已发表的论文中"被引

用了至少 )? 次的论文总共有 )? 篇# 要确定一个人的 8%指

数非常容易"登陆 EFG网站"查出其发表的所有 EFG论文"并

按被引次数从高到低排列"一一核对"直到某篇论文的序号

大于该论文被引次数"则该序号减去 $ 就是 8%指数.?/

# GEG

\A4 KUO9K>.AI_A):C 版本中提供了新的功能"通过 \A4 KU

E5-A95A的'创建引文报告(可以直接显示某研究者的 8%指

数# a-B158认为"8%指数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一个人的学术

成就"其 8%指数越高"表明他所发表的论文影响力越大# 在

评价一个科学家的学术成就和研究成果方面"8%指数弥补了

同行评议的不足"如周期较长&评议过程仅少数几位专家参

与"难以大范围进行&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因社会关系等原

因易导致的不公正现象等.$#/

# 一经提出"该指标就引起了

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

!"$#8%指数的优点及局限性

$:":$!8%指数的优点

8%指数用于科研绩效评价有如下优点!$$% 8%指数是一

个计算简单且易于理解的复合指标"综合了引文影响力和论

文产出量双方面的因素.$/

)$"% 是一个相对稳健的累积指

标"单纯发表论文数量的增长对该指标不产生直接的影

响.$$/

)$@% 不随着引文数量的增加而增大.$"/

)$)%能够测定

科学家的'终生(绩效成绩.$/

)$'%由于 8%指数需要一段时间

的累积"单纯通过自引很难达到膨胀)$(%8%指数不受单篇高

被引论文的影响)$&%未被引用的论文几乎不会对 8%指数产

生影响.$@/

)$C%与其他计量指标相比"8%指数可以遏制科研

人员片面追求论文数量的不良倾向"同时又能够激发其探索

深层次科学问题的热情.$)/

#

$:":"!8%指数的局限性

任何一个计量指标都不可能十分完美"都有一定的适用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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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8%指数也是一样"其局限性表现在!$$%8%指数评价那

些杰出的科研工作者是合适的"但对于科研成绩一般的工作

者区分度较小"即其敏感性较差)$"%对于那些从事科研时间

较短的年轻工作者不公平"因他们的论文产出量和被引量都

较少.$'/

)$@%不利于那些发表论文数量较少但被引次数却很

高的科学家"不能兼顾体现'少而精(型极为优秀的科学

家.$(/

)$)%8%指数存在精确注水问题"即处于 8 值附近的文

献"其被引量微不足道的增长就可显著改变 8%指数的大

小.$&/

)$'%8%指数不能用于学科与学科之间以及某一领域内

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比较.$C/

)$(%对于 8%指数较低的科学

家"大规模的自引会影响 8%指数的大小.$?/

)$&% 8%指数缺乏

敏感度"在评价科研工作者的科研绩效时"会出现 8%指数几

年停滞不前的局面" 8%指数越大其上升所需的时间就

越长."#/

#

$:":@!8%指数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关系

E58/4AB<

."$/将 8%指数用于评价单篇的文章"即选定一篇

文章作为水平 $"引用该篇文章的文献作为水平 ""引用水平

"文章的文献作为水平 @"发现单篇文章的 8%指数与总被引

频次之间呈凹面型曲线关系# *__8A

.""/进一步通过 cK<̀,-,9

数学模型验证了这种关系# 为发现 8%指数与其他指标之间

的相互关系"MK/11A,/等."@/对变态学&分析化学&人工智能&

自动化&工商管理&细胞生物&土木工程&社会生态学&环境科

学&免疫学&信息系统&医学$内科和外科%&神经科学&眼科和

物理学等 $' 个学科的 && 种期刊进行研究"发现尽管各个指

标的计算方法相同"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呈显著性相关#

aA97-9_AB等.")/通过对 '"C@ 位计算机科学家和 $@') 位物理

学家进行评价"指出 8%指数的大小受$$%数据库的选择)$"%

去除自引后作者的被引频次)$@%因其他原因去除个别文献

或被引频次等的影响# 大部分情况下"8%指数相对比较稳

定"但受数据库的影响较大# 因此"基于多个数据库验证后

的 8%指数才比较可信#

"!8%指数的扩展指标

近年来"各国学者对 8%指数的研究不断深入"并根据 8%指

数的局限性纷纷提出不同的扩展指标# 对于年轻学者"8%指

数较低"自引会对 8%指数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为此

OK1+/.,1̀-

."'/提出 8%指数的自引修正"发现消除自引后 8%指

数下降明显# 针对数据库中作者的同名问题及某些国家和地

区的女性科学家结婚后随夫姓带来姓名的改变"导致计算 8%

指数时工作量的增加"OK1+/.,1̀-提出 8$"%指数# 在评价科

学家的整体水平时"高被引论文的贡献也应该反映出来"因此

*__8A

."/提出了 _%指数"金碧辉."(/提出了 R%指数和 M%指数#

针对 8%指数是一个只会增加不会下降的指标"为避免科学家

沉醉在原来的成就中止步不前"金碧辉."(/又提出了RM%指数"

即随着发表年份的增加"论文对RM%指数的贡献会逐渐下降)

E-I-BK3K/.K1

."&/提出了时间相关 8%指数 $FK9<A+3KB,B̂ 8%

-9IAJ%"即给予每一次被引以不同的时间权重"较早发表的文

献权重较低# 为了反映不同时间跨度科研人员的科研成就和

学术影响"c-,9_

."C/构建了 8%指数序列和 8%指数矩阵# 不同学

科及同一学科不同国家之间篇均合著者数量不同"可能导致

较高 8%指数的一部分贡献来自其合著者的引用"为此 W,<-1<,

等."?/提出了个人 8%指数"通过一个可反映篇均合著者数量的

因子标准化 8%指数"以评价科学家的科研成就# 基于全部被

引频次对 8%指数的贡献"R9IAB1K9等.@#/提出了 8

X

%指数"花平

寰等.@$/对 8

X

%指数进行了验证"发现其具有较高的分辨能力#

近年来"随着 8%指数在评价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一些新

的扩展指标被提出来"现分述如下#

$"!#_%指数*高被引矫正的 8%指数

高被引论文在决定 8%指数大小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但处于 8%指数核心区内的高被引论文"无论其增加多少

次被引都不会影响 8%指数的大小# *__8A

."/认为"在评价科

学家的科研绩效时"应充分考虑到高被引论文的贡献"为此

提出了_%指数# 其方法为"将论文按被引频次由高到低进行

排序"序号平方"被引频次按序号逐渐累加"当序号平方大于

被引频次时"序号减 $ 即为_%指数# *__8A计算了其 "##( 年

的 8%指数和_%指数"认为相对于 8%指数"_%指数考虑了高被

引论文的贡献"如表 $

."/

# _%指数可以很好地体现那些发表

论文数量较少但被引频次较高的科学家的 8%指数# _%指数

越大说明该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越大"学术成就越高#

$"$#8+%指数*基于样本大小矫正的 8%指数

YK.-9,B-等.@/认为"8%指数是用来评价某一领域科学家

的文献计量学指标"但不能直接用来评价不同大小的机构或

期刊# 因为随着机构的扩大化和期刊载文量的增加"8%指数

必然会随着增大"所以单纯考虑 8%指数来评价机构或期刊的

真实学术水平是不公平的"为此提出了 8+%指数# YK.-9,B-

运用 8+%指数对大学进行排名"发现 8+%指数与高被引指标

有很强的相关性"能够平衡因大学规模所产生的影响"真实

地反映大学的学术影响力# 8+%指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对

样本大小校正后"可很好地用于某一领域内的期刊或不同大

小研究机构的评价"也可用于相对较小的研究团体如部门&

实验室等的比较# 另外"8+%指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可通

过其含有足够样本的一个代表性子集进行计算# 该特点非常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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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按照*++,-发表论文的被引频次确定的,.指数和 +.指数

被引频次$XF% 排序$B% XF累计和
B

"

)& $ )& $

)" " C? )

@& @ $"( ?

@( ) $(" $(

"$ ' $C@ "'

$C ( "#$ @(

$& & "$C )?

$( C "@) ()

$( ? "'# C$

$( $# "(( $##

$' $$ "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 $C @(? @")

$" !) %(! %/!

$$ "# @?" )##

!注!*__8A本人的 8 指数为 $@$XF

%

B时的最大排序号%"_指数为

$?$XF累计和
%

B

" 的最大排序号%#

重要"由于缺乏系统分类或标注"有时很难收集全不同机构

发表的所有论文#

$"%#8_%指数*基于较高被引论文及高质量论文矫正的指数

8_%指数是R.K91K等.)/基于 8%指数和_%指数的基础上提

出的一个新指标"结合了两个指数的优点并最大限度地规避

其局限性# 8%指数不仅考虑到所发表论文的数量"而且还考

虑到论文的质量# 但如果一篇论文的被引次数超过了 8"那

么该论文无论被引用多少次都不会影响到 8%指数# *__8A

."/

认为在评价科学家的整体学术水平时"8%指数不能很好地反

映出较高被引用论文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_%指数#

R.K91K等.)/指出"虽然_%指数对单篇较高被引用论文比较敏

感"但易受其影响且波动较大# 如两个不同的科学家"第一

个科学家发表了 @# 篇论文"一篇论文被引用了 '## 次"其余

的论文没有被引用一次)第二个科学家发表了 '# 篇论文"每

篇论文都被引用了 $# 次"那么第一个科学家的_%指数为 """

而第二个科学家的 _%指数为 $## 虽然第二个科学家论文的

总被引频次和第一个科学家相等"且他的论文具有很好的可

见度"但其 _%指数远远低于第一个科学家# R.K91K提出的

8_%指数能够很好地平衡较高被引用论文和高质量论文的贡

献)相对于 8%指数"8_%指数对于评价某一领域内较多的科学

家具有较高的区分度)8_%指数是在 8%指数和 _%指数的基础

上进一步的运算"操作简单&易于理解#

$"&#+K5̀ 8%指数*充分考虑到所有发表论文的贡献

SB,<8,3

.'/将一个科学家所发表的论文分为 a-B158 前区

和a-B158后区"并指出"尽管近年来科学计量学家和文献计

量学家给予 8%指数较大的关注"并基于 8%指数的局限性提

出了不同的扩展指标"但这些指标都是基于 a-B158 前区所

做的一些改善"忽略了 a-B158 后区的贡献# SB,<8,3 提出了

,"4"5和 I四个具有相同 8%指数而被引论文分布却完全不

同的模型" 8%指数均为 $#"+K5̀ 8%指数分别为 $#&$":$(&

$#:C 和 $@:(# ,模型为理想模型"$# 篇论文"每篇论文均

被引用 $# 次"总被引次数为 $##)4 模型为小核心大尾巴"

'# 篇论文"处于 a-B158 前区的 $# 篇论文总被引用 $'# 次"

a-B158后区的 )# 篇论文被引用 $## 次"所有论文总被引

"'# 次)5模型为大核心长尾巴"'# 篇论文"处于 a-B158 前

区的 $# 篇论文总被引用 "## 次"a-B158后区的 )# 篇论文总

被引用 $## 次"所有论文总被引 @## 次)I 模型为大核心短

尾巴""' 篇论文"处于 a-B158 前区的 $# 篇论文总被引用

"## 次"处于 a-B158 后区的 $' 篇论文总被引用 '# 次"所有

论文总被引 "'# 次#

很显然"相对于 8%指数"+K5̀ 8%指数能够很好地区分四

个模型的科研绩效# +K5̀ 8%指数与单纯发文量的增加&较多

被引用论文数和未被引用论文数有密切关系# 总之"+K5̀ 8%

指数会随着 a-B158 前区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增加而增加"

a-B158后区+K5̀ 8%指数会随着发文量的增加而减小#

$"0#U%指数*学科因素矫正的 8%指数

YK.-9,B-等.@/认为在特定领域内"8%指数是评价个人产出的

有效指标"但应注意学科与学科之间以及某一领域内不同研究

方向之间的差异# 相比物理学领域"生物学领域的顶尖科学家

更容易得到较多的引用"而工程领域顶尖科学家的被引用次数

相对较少# a-B158

.$/也认为"不同学科之间的 8%指数有较大的

差别"这种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一学科文献的篇均引文

数&每位科学家的篇均发文量和该学科科学家的数量# 非主流

领域的科学家不会和那些主流的&较活跃领域的科学家有一样

的 8%指数# 叶鹰.(/在 8%指数的启发下"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排

序指标"该指标与学科相关"综合考虑了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

因素"普遍适合于学科&国家&机构&期刊&学者等多层面的学术

排序"用于表征它们的著名程度"称为U%指数# 从理论上"U%指数

消除了学科差异因素"使同一层面的不同学科间具有可比性# U%

指数数值越大表明学术品质越优秀"而提高U%指数的关键是增

大被引并增加高被引# 在同时涉及所有学科的层面"如国家层

面&机构层面"U%指数具有一定的便利性和优越性"给出了用单一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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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评价国家&机构学术品质的一种选择"而这正好弥补了 8%指

数的不足# 类似与 8%指数"U%指数的计算数据取自特定的数据库

而具有数据源敏感性&基于选取数据的时间范围而具有时间敏

感性# 尽管U%指数在评价国家&机构层面有明显的优势"但仅用

单一指标来对学术品质进行排序具有一定片面性"应结合其他

指标进行评价#

$"/#A%指数*考虑到 8核心区全部的被引频次

d8,9_

.&/认为"8核心区内多于 8

" 的被引次数能够进一

步地反映科学家真正意义上的 8%指数"且该数值可以说明科

学家的潜在影响力"而传统的 8%指数却忽略了该部分的被引

次数# 鉴于此"其提出了 A%指数"A

" 等于 8 核心区内多于 8

"

的被引次数# 如某科学家的总被引次数为 $&##"8%指数为

"'"8核心区内总被引次数为 $$#""那么 $$#" 减去 "'

"

$8

"

%

即为A

"

"该科学家的A%指数为 "$:C)# A%指数计算简单"仅是

在 8%指数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运算# A%指数与 8%指数相结

合"可很好地用于评价那些发表高被引论文的科学家"尤其

用来评价那些拥有相同 8%指数的科学家# A%指数为 # 时"说

明 8%指数恰好完全反映了核心区内文献的总被引频数# A%

指数不为 # 时"说明核心区内部分被引频次被 8%指数所忽

略"这时可通过A%指数的大小来衡量#

$"1#EMG%指数*基于期刊水平的校正

随着对 8%指数研究的深入"该指标逐渐用于期刊水平的

学术评价.@" H@@/

# 然而"各个期刊的出版规模差别较大"用于

评价期刊时必须考虑到发行周期&发文量等指标的差异#

W,BA9I1A等.C/提出了 EMG指标$EMGe$#.K_8=.K_N"8!8%指数"

N!发表论文总数%# EMG指标可用于任意时间段的计算"时

间段越短"EMG越倾向于即时影响力的评价# 通过对农业&凝

聚态物理学&基因与遗传学及数学物理学四个领域的期刊进

行评价"发现 EMG%指数具有相似的分布趋势及质量阀值# 用

于不同学科的期刊进行评价时发现"该指数可用于期刊的跨

学科比较# 这样"有利于很好地区分该期刊在本学科内或学

科外的排名及学科间期刊的差异# EMG%指数之所以能用于

不同学科期刊质量的评价"是因为$$%研究中不同学科的

EMG%指数的中间值极为接近)$"%不同学科 EMG%指数的极值

非常接近"大部分学科都处于 ) 到 ( 之间)EMG%指数与期刊影

响因子相结合"可用于不同学科期刊的评价#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 8%指数及其扩展指标的概念&特

点&应用范围&提出时间&贡献作者&文献来源等列于表 "#

表 $#,.指数及其扩展指标的比较

指标名称 概念或表达式 特点 应用范围 提出时间 贡献作者 文献来源

8%指数

某位科学家发表的 9 篇论文至多

有 8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 8次"该

科学家的 8%指数大小为 8

计算简单"数量和质量相结合)不

利于年轻的科学家及论文产出f

少而精f型极优秀的科学家

科学家&期刊&机构&国

家和地区等评价
"##' a-B158 L* 687:

_%指数
前_篇高被引论文的引文数的总

和高于或等于_

"

充分考虑了高被引论文的贡献 科学家评价 "##( *__8Ac

;::;

8%<&1%))%,

8+%指数
发表论文总数的

!

次方除以 8 指

数$通常
!

e#:)%

平衡因机构规模大小产生的影响

力)可对一个子集样本进行计算以

代表整个样本数据

期刊与机构评价 "##C YK.-9,B-Lg

:*#%$).=%>

),#*&

8_%指数 8指数与_指数积的算术平方根

考虑了较高被引用论文及高质量论

文的贡献)综合 8 指数和_指数的

优点并最大限度地规避其局限性

科学家&期刊&机构&国

家和地区评价
"#$# R.K91KE

:*#%$).=%>

),#*&

+K5̀ 8%指数
总被引频次的平方除以发表论文

总数的商的立方根
考虑到所有发表论文的贡献

科学家&期刊&机构&国

家和地区评价
"##? SB,<8,3 ;

:*#%$).=%>

),#*&

U%指数

篇均引文数乘以篇均高被引论文

数除以相关学科总引文数的商乘

以 $#

)

消除了学科差异的因素"使同一层

面不同学科之间可比

学科&国家&机构&期

刊&科学家评价
"##? 叶鹰 情报学报

A%指数
A

" 等于 8核心区内多于 8

"的被引

频次
考虑到 8核心区全部的被引频次

科学家"特别适用于 8

指数相同的科学家

评价

"##? 张春霆 6+.: '8?

EMG%指数
$#.K_8=.K_N)8!8%指数"N!发表论

文总数

消除期刊发行周期&发文量等因素

的差异"倾向于即时影响力
期刊评价 "##& W,BA9I1A\

9#.=%4#*01

@#5#)01

+#A,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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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指数及其扩展指标的应用研究

从文献计量学角度"对科学家个人研究成果进行评价"

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大争议# 发表论文数&影响因子&篇均被

引用次数等指标均可以从不同角度对科研人员或科研团体

的成就进行评价"但同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 8%指数是

一个计算简单的计量指标"最初是用于科学家科研绩效的评

价# 一经提出"便引起了科学计量学家和文献计量学家的普

遍关注# 在各科研单位"8%指数已广泛用于论文发表期刊的

选择&人员应聘与职称晋升&基金资助和奖金的发放等.@@/

#

%"!#8%指数用于期刊的评价

WB,/9等.@$/提出将 8%指数用于期刊的评价"指出 8%指数

可作为一个稳定的计量指标"结合期刊影响因子用于期刊科

学影响力的评价# W,IKB等.@)/对 "##( 年 EFG收录的 $?? 种

药理学和制药学方面的期刊进行研究"发现影响因子排名和

8%指数排名略有不同"但 8%指数可作为影响因子的补充对同

一领域内的期刊进行有效地评价# MK/11A,/

.$"/通过对期刊

发表论文的年份进行分类"发现 8%指数可很好地用于期刊的

评价"有利于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对馆藏文献进行

筛选#

%"$#8%指数用于机构的评价

最近的几十年"对大学进行评价一直引起大家的广泛关

注# 对大学进行排名最初源于美国"之后在不同的国家相继

开展了类似的工作"包括上海交通大学&雷登大学科学技术

研究中心&德国高等教育中心等# c,7,B-I-1

.@'/通过对希腊化

学工程&化学&材料科学&物理学四个学科的大学进行排名"

发现排名与大学的研究水平相关# 同时指出该研究方法也

适用于其他学科大学的排名"并建议用于整个欧洲大陆大学

的排名"以激起大学之间合理的研究竞争# YK.-9,B-等.@/将

8%指数用于研究机构的评价"指出通过修正后"8%指数可结合

现有的评价指标很好地对不同领域的研究机构进行评价#

%"%#8%指数用于科学家的评价

a-B158

.$/提出 8%指数的初衷是评价科学家个人的科研

绩效# 基于其有效性和简便性"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各国文献

计量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的广泛关注# Q33A98A-+

.@(/对情

报学图书馆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排名发现"8%指数与个人的

科学产出力密切相关# G+3AB-,.等.@&/对西班牙生物科学领

域的科学家进行评价"同时考虑了 "# 世纪 C# 年代之前西班

牙的低科学产出力及不同方向研究范围的大小"发现 8%指数

可用于评价科学家的个人成就#

%"&#8%指数用于研究热点的评价

W,9`1

.@C/将 8%指数扩展到科学研究热点及化学复合物

研究的热点评价上# 通过对物理学领域"主要侧重于固态物

理学领域的研究"作者发现通过修正后"8%指数能够很好地

用于研究热点的评价及某一化学复合物当前研究状态的评

价# 同时"作者也指出"该研究方法也适用于研究方向区分

较为明显的其他科学领域"而不仅仅是固态物理学领域# 这

有利于某一领域的初学者如博士生或研究生选择一个研究

方向展开探索)帮助研究者了解某主题已得到多少同行的关

注"曾经的焦点是否仍是研究热点)有助于相关部门筛选基

金项目# W,B%G.,9

.@?/研究了 8%指数及其他情报学课题的 8%指

数"指出 8%指数有很好的透明度#

综上所述"8%指数的各扩展指标仅仅是基于 8%指数某一

方面不足的基础上进行的改善# 运用 8%指数及其扩展指标

进行评价时"应充分考虑到所选用数据库收录文献的种类&

样本大小&年限等因素# 在分析科学家&期刊&研究机构&大

学&地区&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绩效成绩时"应从多角度进行考

虑"注意各指标使用的前提条件和优缺点"将其作为评价的

一个有效辅助指标"尽量做到公平公正# 需要注意的是"较

高的 8%指数可反映较高的学术成就"但较高的学术成就不一

定表现出较高的 8%指数# 因此"在进行评价时"8%指数应与

其他计量指标相结合# 8%指数还没有作为一个评价指标用

于权威的科研评价体系或期刊评价体系"其应用于大学&科

研机构&地区&国家等的评价也仅仅处于尝试阶段# 所以"8%

指数及其扩展指标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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