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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数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相关性研究
!

"""以河南省学术期刊为例

盛丽娜!

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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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b890+

摘!要!! 以河南省 $A" 种学术期刊为例!分析 5指数与其他期刊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相互关系' 将 "#$# 年版+中国期刊引

证报告,#扩刊版$内收录的河南省学术期刊的 5指数与期刊被引指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引用刊数%学科扩散

指标%被引半衰期%学科影响指标$和期刊来源指标#基金论文比$作相关性分析!以探讨 5指数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相关

性' 结果表明!5指数与期刊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引用刊数%学科扩散指标%学科影响指标及基金论文比均呈统

计学上的显著正相关' 在 $A" 种河南省学术期刊及其中的 $#' 种自然科学期刊中!5指数与被引半衰期也均呈现了统计学上

的正相关'

关键词!!5指数!河南省!学术期刊!期刊评价

!!5指数自 "##( 年提出以来$立即引起科学界的广泛兴趣

和高度关注$同时$又迅速被引入了期刊的评价中$成为近年

期刊界的研究热点之一% 叶鹰等)$*认为$5 指数具有发展成

为核心评价参数的可能% 因而对 5 指数进行系统评价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已有研究报道)" %̀*

$在医学期刊

中 5指数与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呈显著正相关$本文在此

基础上将期刊比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为河南省学术期刊$将

比较的文献计量学指标扩大为包括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

在内的 A 个$即将 "#$# 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

内收录的 $A" 种河南省学术期刊的 5指数$与期刊被引指标

-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引用刊数+学科扩散指

标+学科影响指标+被引半衰期.和期刊来源指标-基金论文

比.作相关性分析$以进一步明确 5 指数与期刊其他文献计

量学指标的相互关系%

$!资料与方法

#"#$数据来源

在河南报刊网-5>>;!IIXXX856YRX890+I.下载河南省期

刊目录% 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基金论文比+被

引半衰期+学科扩散指标+学科影响指标+引用刊数+5 指数

等指标选自 "#$# 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同时

记录各期刊所在学科的以上各指标的平均值%

#"!$方法

使用 MKMM $)O# 统计学软件$对各期刊 5 指数与其他文

献计量学指标作 M;3,=+,6相关性分析% 另外$分别将自然科

学期刊和社会科学期刊的 5 指数与各自的其他文献计量学

指标作相关性分析$将期刊所在学科的平均 5指数与各学科

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平均值作相关性分析$以相互印证%

"!结果

!"#$河南省学术期刊情况

自河南报刊网下载的河南省学术期刊共计 "@# 种$其中

自然科学期刊 $$$ 种 -@'O"(\.$社会科学期刊 $"? 种

-(%O)(\.% "#$# 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 -扩刊版.共收

录河南省期刊 $)' 种$占河南省期刊的 )%O%%\-$)'I"@#.%

由于"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内同一种期刊的不同版

本-如上半月版与下半月版+^版与S版等.是按不同期刊对

待的$这样扩刊版内实际收录的河南省期刊共计 $A" 种$其

中$自然科学期刊 $#' 种$占河南省自然科学期刊的 ?(O(#\

-$#'I$$$.$社会科学期刊 )' 种$占河南省社会科学期刊的

(AO?"\-)'I$"?.% "#$# 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 -扩刊

版.共分为基础科学+工业技术+农业科学+医药卫生+哲学政

法+社会科学+经济管理和教科文艺 A 个大类$$"@ 个小类-即

$"@ 个学科.$河南省 $A" 种期刊共涉及 )' 学科$占 '$O"?\

-)'I$"@.%

!"!$河南省学术期刊各文献计量学指标情况

$A" 种期刊中$由于部分期刊或前两年数据不全或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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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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终有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

和即年指标数值者分别为 $'$ 种+$'' 种和 $'' 种% 河南省

期刊各文献计量学指标及期刊所在学科平均值见表 $%

表 #$河南省期刊各文献计量学指标及期刊所在学科平均值

指标
河南省期刊

1 范围 均数 标准差

期刊所在学科

均数 标准差

总被引频次-次. $A" " i@AA" (@' ''% '@( @$?

影响因子 $'$ #O#$$ i$O%'? #O%"@ #O"(% #O%)A #O$@?

基金论文比 $'' #O##% i$O### #O"@A #O"@$ #O"?) #O$'#

即年指标 $'' #O##$ i#O%'% #O#@? #O#@A #O#(' #O#""

引用刊数 $A" $ i)@' "$# $@$ "%% AA

学科影响指标 $A" #O## i#O?' #O")" #O"%A #O"?' #O$)?

学科扩散指标 $A" #O#$ i)'O## @O"## #O'A$ @O%)# @O%%#

被引半衰期!

$A" #O)( ij$# @O%?" $O%'@ @O(?? #O)("

5指数 $A" $ i$" @O"@) $OA@( @O'$# $O$%(

!!注!

!

被引半衰期j$# 的期刊$统计分析时按 $# 对待,所有数据均来源于 "#$# 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

!"%$河南省学术期刊)指数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关系

河南省 $A" 种学术期刊及其中的 $#' 种自然科学期刊

和 )' 种社会科学期刊的 5指数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相

关关系见表 "% 由表 " 知$5 指数与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

基金论文比+即年指标+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和学科扩散

指标均呈显著正相关-均为 )_#O###.,)' 种社会科学期刊

"指数与被引半衰期未见统计学上的相关性-)_#O""'.$但

在自然科学期刊和 $A" 种学术期刊均表现出了统计学上的

正相关-均为)k#O#(.$可能与社会科学期刊样本量较小及

河南省社会科学期刊的总体被引半衰期较低 -@O"#$ q

$O')@.有关%

表 !$河南省学术期刊)指数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相关关系

指标

所有期刊

相关

系数
)值

自然科学期刊

相关

系数
)值

社会科学期刊

相关

系数
)值

总被引频次 #OA(% #O### #OA(@ #O### #O)'# #O###

影响因子 #O)?$ #O### #O)A# #O### #O'A( #O###

基金论文比 #O@(' #O### #O%A( #O### #O@'% #O###

即年指标 #O(@$ #O### #O@?) #O### #O("" #O###

引用刊数 #O)@# #O### #O)"A #O### #O)$) #O###

学科影响指标 #O()( #O### #O@)( #O### #O('' #O###

学科扩散指标 #O(A( #O### #O()) #O### #O'@A #O###

被引半衰期 #O"(" #O##$ #O"AA #O#%% #O$@# #O""'

!"4$河南省学术期刊所在学科的平均)指数与学科其他平

均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关系

!!为进一步了解 5 指数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相互关

系$本文还对河南省 $A" 种学术期刊所涉及的 )' 种学科的

平均 5指数与学科平均的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作了相关性

分析$结果表明$)' 种学科的平均 5 指数与学科平均总被引

频次+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即年指标+引用刊数+学科影响

指标+学科扩散指标+被引半衰期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O?#A

-)_#O###.+#OAA?-)_#O###.+#O@"(-)_#O###.+#O)%)

-)_#O###.+#O)$@-)_#O###.+#O('? -)_#O###.+#O%)?

-)_#O##$.+#O"#@-)_#O#A$.% 表明 )' 种学科的平均 5指

数与学科平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即年指

标+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和学科扩散指标均呈显著正相

关-均为)_#O###.$这与河南省学术期刊的分析结果相同,

另外$学科平均 5指数与学科平均被引半衰期未呈现统计学

上的相关性$这与河南省社会科学期刊的分析结果相同$可

能均与样本量较小有关%

%!讨论

5指数是 "##( 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物理学

家c-=495

)@*教授提出的$最初用于科学家的评价$ 后 S=,26

等)(*又将其引入期刊评价中% 期刊 5指数的定义为!对于一

种期刊$如果发表的论文中有 5 篇文章$每篇被引用数不少

于 5次$同时要满足 5 这个自然数为最大$那么 5 即为该期

刊的 5指数% 5指数作为一个计算简单且易于理解的复合指

标$在评价期刊学术质量上有自身的优势$如期刊 5 指数是

一个相对稳健的累积指标$兼顾了期刊的载文量和被引频

次$因此$可以减少对一些小期刊明显的&过高评价(

)'*

,再

者$对期刊的 5指数的数值大小有贡献的只是那些被引频次

足够高的文章$绝大部分的论文和被引频次都没有被用来支

撑对期刊的评价))*

$且那些意外的一篇或者少数几篇引用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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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奇高的论文对它的影响也极小)A ?̀*

%

自 5指数提出以来$众多学者对其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

价值进行了分析$如应倩等)"*对 $'' 种医学期刊的 5指数与

期刊的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引用刊数和来源文献量进行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5 指数与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和引

用刊数均呈显著正相关$但与来源文献量相关性不强,孙慧

等)%*对内科学+外科学+医科大学学报的 5 指数与期刊的影

响因子+总被引频次作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5 指数与影响

因子+总被引频次均呈显著正相关%

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是期刊评价中最常用到的文献

计量学指标% 本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河南省 $A" 种学术期

刊$还是其中的 $#' 种自然科学期刊及 )' 种社会科学期刊$

5指数与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均呈统计学上的显著正相

关-均为)_#O###.$且相关系数在列入研究的 A 个指标中

均居前 % 位$尤其与总被引频次的相关系数均为 A 个指标内

最大,$A" 种期刊所在的 )' 种学科的平均 5指数与学科的平

均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亦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亦较

大$均说明 5指数作为一种新的期刊评价指标$与传统的+常

用的期刊评价指标'''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关系密切$尤

其与总被引频次相关性更强% 张垒等)$#*对影响 5 指数的因

素作了研究$结果表明$与 5 指数相关性最大的因素是总被

引频次$这与本文的结果一致% 另外$与被引频次相关的即

年指标+引用刊数+学科影响指标+学科扩散指标等均与 5 指

数呈显著正相关-均为 )k#O#$.% 被引半衰期是指期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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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衡量期刊老化速度的指标$期刊的被引半衰

期越大$其老化的速度就越慢$期刊生命周期越长$被利用的

时间也就越长)$$ $̀"*

% 当然$随着被引半衰期的延长$其被引

的几率也就越大$5 指数也可能相应增加% 本研究结果表

明$河南省 $A" 种学术期刊及其中的 $#' 种自然科学期刊的

5指数与被引半衰期呈显著正相关-均为)k#O#(.$但在 )'

种社会科学期刊及列入研究的 )' 种学科中$其并没有表现

出统计学上的相关性$但相关系数亦为正值$可能与样本量

较小有关%

近年$由于基金论文能够在录用和快速发表等方面享受

很多政策上的倾斜和照顾$作者标注基金论文越来越不严

肃$也迎合了期刊对基金论文的需求$致使许多本不是基金

资助项目的论文也堂而皇之披上了基金论文的外衣$基金论

文质量下降% 因此$有学者对基金论文比作为期刊评价指标

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产生过质疑)$% $̀(*

% 但基金论文比作为核

心期刊评价的一个指标$其存在仍有一定合理性% 本研究结

果表明$5指数与基金论文比之间$虽然相关系数不大$但亦

呈现统计学上的正相关性%

综上$对河南省 $A" 种学术期刊情况分析后发现$5指数

与期刊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5 指数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此可以更理性的评价期刊的

学术质量和真实影响力% 当然期刊的评价是一个综合+复杂

的系统工程$单纯地运用某种指标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期

刊中同行评议的主导作用是不能被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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