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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国眼科学硕士学位论文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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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8;9].-9]2TT+/6DE/659

摘!要!!通过对我国 "$? 篇眼科学硕士学位论文文后中文期刊引文的特征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结果显示$"$? 篇眼科学

硕士学位论文文后引文共计 ?((= 条"篇均 ))R$ 条+其中中文引文 $(?$ 条%期刊引文占 >#R)L&"仅占 $&R'#L""##? 年#"#$#

年中文引文普拉斯指数分别为 '#R#L#)(R&L"作者人数
#

= 人的引文占 (=R$L#而 $ 人或 " 人共占 =(R?L"中文期刊引文中

应用研究论文占 )?R'L! 对分布在国内眼科学期刊上引文分析结果显示$引文条数前五位分别是)中华眼科杂志* %"$=&#

)中国实用眼科杂志*%$)>&#)国际眼科杂志*%&>&#)眼科新进展*%&&&#)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 通过对国内 "$? 篇眼

科学硕士学位论文文后引文的统计分析"希望可以国内眼科学各个期刊的编辑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硕士学位论文!引文特征!眼科学

!!学位论文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献类型具有较高的学术研

究价值和使用价值"其文后的引文不仅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

直接阅读#利用文献的清单与相关的信息线索"还扩展了论

文的信息量"使之成为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论文的

内容起着重要的支持和论证作用.$/

$ 对硕士学位论文的引

文进行分析与统计"不仅可以对该学科研究生的科研与论文

写作起借鉴#修正作用"而且对该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参考

作用$ 为此"我们收集了 "$? 篇眼科学硕士学位论文"并对

其文后中文引文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现将结果分析报告

如下$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登陆中国知网'SSS659V-69D:(网站"点击)中国优秀硕

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根据学科领域依次选择!医药卫生

科技#临床医学#眼科学与耳鼻咽喉科#眼科学#眼部各种疾

病"随机下载眼科学硕士论文并保存备用$

!"$#统计方法

逐一打开我们收集的每一篇眼科学硕士学位论文"利用

*T5D.分别统计硕士论文文后全部引文条数#中文引文条数"

并进一步统计中文引文类型分布#年代分布#作者合作度#论

文体裁#论文主题等$

"!结果

$"!#一般结果

我们共收集 "$? 篇眼科学硕士学位论文"文后引文共计

?((=条"篇均 ))R$ 条"最高 $)& 条"最低 ' 条%其中英文引文

&?&" 条"占 >"R'#L%中文引文 $(?$ 条"仅占 $&R'#L%"' 篇

硕士学位论文文后引文全部为英文引文"占 $$R)L$

$"$#中文引文的类型分布

$(?$条中文引文的类型分布见表 $$ 由表 $ 可以看出"

眼科学硕士学位论文文后中文引文的类型主要有期刊#书

籍#学位论文#会议论文集#报纸和标准"其中期刊引文所占

比例较大"学位论文也占一定的比例"这与期刊文后引文极

少见到学位论文有所不同$

表 !#!,/! 条中文引文的类型分布

类型 期刊 书籍 学位论文 论文集 报纸 标准 合计

引文条数 $=(# =#$ "" ) = $ $(?$

所占比例'L( >#R) $&R> $R= #R" #R" #R$ $##R#

$"%#中文引文的年代分布

"$?篇眼科学硕士学位论文中 "##? 年撰写 $'( 篇""#$#

年撰写 (=篇%"$?篇眼科学硕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引文的年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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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见表 " G表 ="由表 "和表 =可以看出!眼科学硕士学位论

文文后中文引文 "### 年以前引用较少"共计占 "'R=L"从

"##$年开始"随年代增加"每年引文条数也不断增加%"##? 年

眼科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文引文的普莱斯指数为 '#R#L#"#$#

年眼科学硕士学位论文中文引文的普莱斯指数为 )(R&L$ 这

表明国内硕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时引用文献相对新颖$

表 $#$00/ 年眼科学硕士论文中文引文的年代分布

年份
&

$??' $??( M"### "##$ "##" "##= "##) "##' "##( "##& "##> "##? 合计

引文条数 $#( ""# ') $#) $$? $#" $)> $'$ $#' ># $( $"#'

所占比例'L(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表 %#$0!0 年眼科学硕士论文中文引文的年代分布

年份
&

$??' $??( M"### "##$ "##" "##= "##) "##' "##( "##& "##> "##? "#$# 合计

引文条数 )# (" == => "' ($ ($ (# )& =& "# " )>(

所占比例'L(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R##

$"&#中文期刊引文作者合作度

因为硕士学位论文文后引文有的只标注前 " 位作者"因

此我们分析作者合作度时只能分为 = 个等级!$ 位作者#" 位

作者和
#

= 位作者$ $=(# 条中文期刊引文的作者合作度统

计结果见表 )$

表 &#期刊引文的作者合作度

作者人数 $ 位作者 " 位作者
#

= 位作者 合计

引文条数 $?( =#( >'> $=(#

所占比例'L( $)R) ""R' (=R$ $##R#

$"+#中文期刊引文体裁类型

对引文的体裁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为国内相关学科编辑

人员了解哪种体裁科研论文容易得到更多的被引提供一定

的参考依据"$=(# 条中文期刊论文体裁分布结果见表 '"由

表 ' 可见!应用研究论文更容易得到硕士学位论文的引用$

表 +#期刊论文体裁构成比

论文类型 实验研究 应用研究 文献综述 诊断标准 合计

引文条数 )$) (&= "&" $ $=(#

所占比例'L( =#R) )?R' "#R# #R$ $##R#

$",#眼科学期刊分布

$=(#条中文期刊引文中"引用国内眼科学期刊发表论文

共计 ?=& 条"占 (>R?L$ ?=& 条眼科学期刊引文在国内各个

眼科学期刊的分布见表 ($ 由表 ( 可见!+中华眼科杂志,发

表的论文被我国眼科学硕士学位论文引用的较多"其次为

+中国实用眼科杂志,"而+国际眼科杂志,虽然创刊较晚"发

表论文被硕士学位论文引用排在第三位"第四#第五依次为

+眼科新进展,#+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 但相对+中华眼科

杂志,和+中国实用眼科杂志,的被引条数而言"别的眼科学

期刊发表论文被硕士研究生引用的次数就太少了$

表 ,#/%- 条眼科学与期刊引文的期刊分布

期刊名称 引文条数 所占比例'L(

中华眼科杂志 "$= ""R&

中国实用眼科杂志 $)> $'R>

国际眼科杂志 &> >R=

眼科新进展 && >R"

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 &$ &R(

眼科研究 () (R>

中华眼底病杂志 (# (R)

临床眼科杂志 )? 'R"

眼视光学杂志 )' )R>

国外医学眼科学分册 =( =R>

眼科 =# =R"

中国斜视与小儿眼科杂志 "" "R=

眼科学报 $> $R?

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 $R"

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 > #R>

国际眼科纵览 > #R>

$"-#眼科学期刊引文的主题分布

对 ?=& 条眼科学期刊引文的主题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屈光不正及其手术治疗居第一位"有 $'& 条引文涉及本病"

其次较多的为白内障及其手术治疗'$'"(#视网膜相关疾病

及其治疗'$=#(#青光眼'>'(#角膜病'>'(#泪道疾病'"((#

眼外伤'"'(#干眼征'"'("涉及较少的眼相关疾病为!葡萄

膜炎#眼眶及眼内炎#睫状体脱离等$

=!分析与讨论

%"!#引文量和语种

论文文后引文的数量可反映作者对某学科领域的前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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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研究进展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反映作者文献调查能

力#利用文献和吸收信息的能力."/

$ 本研究结果显示"眼科

学硕士学位论文文后篇均引文数为 ))R$ 条"是以前我们统

计的眼科学期刊论文文后篇均引文数量 '?R$ 条( ) 倍还

多.=/

$ 这说明硕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时文献需求量较大"

文献调查覆盖范围较广"吸收信息能力相对较高"具有较强

的文献调查能力$ 对引文语种分布的研究"可以了解研究人

员撰写论文时使用各种语言的状况"也是学术刊物信息利用

能力的指标之一$ 而本研究也发现"硕士研究生撰写论文文

后引文语种较为单一"主要是中文和英文"其中英文引文

&?&" 条"占 >"R'#L%中文引文 $(?$ 条"仅占 $&R'#L%"' 篇

学位论文文后引文全部为英文引文"占 $$R)L$ 外文引文的

比例远高于眼科学期刊文后外文引文的比例'+中华眼科杂

志,的 &=R&$L#+眼科新进展,(?R()L#(

.) G'/

$ 以上结果表

明"眼科学硕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时英文文献是他们的主

要信息来源"他们比期刊作者利用国外参考文献和科研信息

的能力强$

%"$#引文类型分析

对硕士学位论文文后引文类型的分布状况进行分析"可

以反映引文的文献来源#构成成分及硕士研究生使用文献的

规律$ 从表 $ 可看出"期刊引文占 >#R)L"说明期刊文献是

硕士学位论文引文的重要来源$ 与赵杰.(/统计的蔬菜学果

树学硕士学位论文期刊引文所占比例'>#L(基本相同"远低

于我们统计的眼科学期刊文后期刊引文的比例'?$R=L(

."/

$

但结果均表明"不管是眼科学硕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还

是眼科学期刊作者撰写期刊论文"期刊文献是他们参考的主

要信息源$ 期刊引文量最高"主要是因其具有信息量大#时

效性强#内容新颖#传播速度快#知识覆盖面广的特点$ 在信

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网络文献信息已成为主要的最新信

息源"我们应引导科研人员积极利用网络文献"使自己的科

研走在世界的前沿$

%"%#引文时间分析

引文时间的分析可以反映引文的出版#传播和利用情

况$ 对硕士学位论文引文的年代进行分析"可以了解该学科

的发展动态及文献利用的最佳时期"为文献的科学管理和评

价提供参考依据$ 引文的新颖性是论文学术水平的重要标

志"引用文献越新"说明本研究是立足在研究的前沿"选题具

有先进性$ 从表 " G表 = 可以看出""##? 年和 "#$# 年眼科学

硕士学位论文中文引文普莱斯指数分别为 '#R#L#)(R&L"

接近或稍微低于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普莱斯指数的平均值

'#L

.(/

"但高于眼科学期刊的普莱斯指数.= G'/

$ 这说明眼科

学硕士学位论文对最新研究成果的关注程度还不足够高"需

要进一步提高引文内容的新颖性及作者知识的更新速度$

%"&#期刊引文作者合作度

由于团体自引现象的存在"从理论上来说"论文作者人

数越多"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被引用频次$ 从表 ) 可以看

出!

#

= 人的论文被引占 (=R$L"而 $ 人或 " 人合著论文共计

占 =(R?L$ 而我们以前对眼科学期刊高被引论文统计结果

发现"引用 $ 人独著或 " 人合著占 ="L$ 眼科学硕士学位论

文引用中个人独著或 " 人合著所占比例更大'=(R?L("这可

能与他们引用国内很多知名眼科学著名专家撰写的述评有

关.> G?/

$ 这表明"期刊编辑在组稿和约稿时"可以适当建议

作者将参与工作的研究人员全部标注上"增加作者人数"可

能对论文以后的被引用有一定的帮助$

%"+#期刊引文体裁类型

国内医学期刊常见的论文体裁包括实验研究论文'主要

指基础研究论文(#临床研究论文#综述和述评#其他'短篇报

告和病例报告(等$ 从表 ' 可以看出!临床研究论文占

)?R'L"接近一半$ 临床研究论文相对实验研究论文来说容

易获得更高的被引次数"刘雪立等已进行过相关研究.>/

$ 但

对于硕士学位论文来说"文后引文难道不是应该引用更多的

相关实验研究论文吗0 为什么我们统计的结果与期刊引文

一样"临床研究论文也是硕士研究生撰写论文引用的主要体

裁$ 由于本研究样本量不是足够大"其结果我们可以进行下

一步的验证$

%",#眼科学期刊分布

调查眼科学硕士学位论文引文在国内眼科学期刊的分

布情况"可以了解国内各个眼科学期刊在国内本学科的影响

力$ 从表 ( 可以看出"?=& 条眼科学期刊引文中+中华眼科杂

志,发表论文被引条数排在第一位"+中国实用眼科杂志,排

在第二位"这与李树民等.$#/调查的眼科学期刊在中国知网

被引用结果相同$ 而+国际眼科杂志,排在第三位出乎我们

的意料"这是因为该刊创刊较晚'"### 年("$# 年来发表的论

文被硕士研究生引用在国内眼科学期刊中排第三位"这表明

该刊自创刊以来发展较快"在国内的学术影响力逐年不断提

高$ 而接下来几个眼科学期刊的排名也与我们猜想的结果

相同"+眼科新进展,排第四位"然后是+眼外伤职业眼病杂

志,#+眼科研究,#+中华眼底病杂志,$ 但这几个杂志被引

用次数相差不是很多"相比第一#第二位的被引用次数低的

很多$ 这表明"国内其他眼科学期刊要向+中华眼科杂志,#

+中国实用眼科杂志,学习"尽量多发表学术水平较高的论

文"不断提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

8::3$501:36-0;/<9,.1659!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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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学期刊引文的主题分布

主题词是反映论文实质内容的词"它代表了论文的主题

内容$ 出现频次较高的主题词一定是本领域研究的热点内

容$ 本研究结果显示!屈光不正及其手术治疗居第一位"有

$'& 条引文涉及本病"其次较多的为白内障及其手术治疗

'$'"(#视网膜病及其治疗'$=#(#青光眼'>'(#角膜病'>'(#

泪道疾病'"((#眼外伤'"'(#干眼征'"'("涉及较少的为葡

萄膜炎#眼眶及眼内炎#睫状体脱离#羊膜及羊膜移植等$ 与

眼科学期刊高被引论文分析结果比较接近.$$/

"这表明以上

内容仍旧是眼科学研究的热点$ 这一结果对国内眼科学期

刊编辑工作者的组稿#约稿具有一定的参考依据$

通过对 "$? 篇眼科学硕士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希望可

以国内眼科学期刊编辑的实践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也

希望能给国内广大眼科学硕士研究生及其导师遴选课题提

供一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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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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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目前期刊网络传播力评价相对薄弱的状况"提出了运用 8 指数评价期刊网络传播力的设想! 首先阐释了运

用基于下载频次的 8指数评价期刊网络传播力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然后又以HKUA为数据源"选取法律学核心期刊为研究对

象"通过实证说明了基于下载量的期刊 8指数的计算方法"分析了运用 8指数评价期刊网络传播力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最后探

讨了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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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被引用的论文往往仅占期刊总载文量的一部分"那么未

被引用的论文价值如何体现0 或者说那些虽未反映在论文

的引用次数上"但客观上确实存在被使用的论文价值该怎样

反映0 过去由于这些使用数据难以获取"则往往被忽视或遗

漏"在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中即表现为!基于期刊引用情况的

评价指标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没有或缺少期刊被阅读#被

利用的计量指标"从而造成评价指标体系对未引用论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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