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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被引率在科技期刊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

,,,基于 %( 种 :;<眼科学期刊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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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客观评价论文被引率在科技期刊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选取 "##% 年 :;<数据库收录的眼科学期刊为研究对

象!对其中符合标准的 %( 种期刊的 " 年被引率#% 年被引率#> 年被引率#) 年被引率和 $# 年被引率进行计算!对不同年限论文

被引率与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和特征因子的相关关系做了统计分析" 应用前期对 )>"> 个眼科医生所做的眼科

学期刊影响力问卷调查结果与不同年限论文被引率和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做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特征因子明显优于其他

指标!影响因子优于 > 年影响因子'" 年和 % 年论文被引率用于科技期刊评价是合理的!且 " 年论文被引率优于 % 年论文被引

率" > 年以上论文被引率完全丧失了期刊评价作用"

关键词!!科技期刊!论文被引率!评价指标!影响因子!特征因子!> 年影响因子!即年指标!问卷调查

!!科技期刊被誉为!整个科学史上最成功%无处不在的科

学情报载体"$期刊评价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通过一系列文献计量学指标进行量化分析$揭示科技文献

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为提高学术期刊的内在质量%优化学

术期刊的使用提供重要参考-$ N".

& 运用文献计量学指标准

确%合理地评价科技期刊学术质量日益受到编辑出版%图书

情报和科研管理部门的重视-%.

& 但近年来$随着科研环境日

渐复杂及科研工作者对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的深入研究$各

指标的弊端日渐凸显& 例如$一直备受青睐的影响因子$自

$F@> 年 K;L发布即成为关注焦点$并逐渐演化成国际通行

证和期刊评价的核心内容-'.

& 但c,24.,R

->.却指出人们其实

高估了其重要性$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图书馆资源建设部刘

鹏年-(.也指出$影响因子对期刊的评价远非完美$理论上和

实践上都需要更为准确的评价指标& 因此$寻找新的期刊评

价指标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焦点&

美国学者 H,8]D/7Y

-@.和 :+,85等-).分别在 $F@% 年和

$F)$年提出!被引率"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初步探讨$之

后学者们陆续提出论文被引率与期刊质量的关系$开始考虑

将论文被引率作为期刊质量评价的标准之一$并对其进行了

更深入的研究& :+7.-2/]R等-F.研究指出被引率随着学科不

同而变化& c,24.,R

->.分析了影响因子%作者 0指数等与被引

率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被引率仅仅是科研评价的一个方面$

将其作为期刊评价指标还需进一步考证& g1,.1等-$#.和刘

雪立等-$$.研究了零被引率与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证实了

零被引率作为期刊反向评价指标的合理性& VD508-1等-$".也

指出期刊被引率作为期刊质量评价标准是合理有效的&

0̂+18等-$%.认为$论文被引率与论文发表时间和论文发表期

刊的影响因子均显著相关$建议同时使用被引率和影响因子

两个指标进行科研绩效评价& 另外$c,2 ;,+A1207D5

-$'.指出

论文被引率与同行公认的其它指标高度相关$也支持被引率

作为有效的科研绩效标准& 美国汤森路透科技信息集团在

其 "#$$ 年新创建的 <2;-51/数据库中$把论文被引率 (=

Q74D+125/4-51Q)作为机构评价的重要文献计量学指标之

一-$>.

&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目前有关论文被引率作为期

刊评价指标是否合理均是通过与目前通用评价指标比较而

确定的& 但是任何一个期刊评价指标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用一个指标来验证另一指标的有效性都是不科学的&

本文通过对 %( 种 :;<眼科学期刊的问卷调查$试图建立一

个期刊评价的金标准$进而探讨论文被引率在科技期刊评价

中的地位和作用&

$!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本文选择 :;<数据库 "#$" 年收录的 >( 种眼科学期刊$

考虑到过度自引对期刊影响因子等指标有明显影响-$( N$F.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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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a-D等-"#.提出的中国医学期刊过度自引的标准$排除自

引率
"

#?% 以及 <\自引率
"

#?% 者& 由于要计算期刊的 $#

年论文被引率$排除 "##%年未被 :;<数据库收录者$同时排

除被 :;<数据库收录但未参与问卷调查者$最终确定 %( 种

眼科学期刊为研究对象&

#"!$论文被引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期刊论文被引率是指某期刊在某一年发表的论文中$在

一定时期内被引用的论文所占的百分率$主要反映期刊发表

高质量论文的多少& 由于论文被引用情况与论文发表后时

间长短有密切关系$所以计算期刊被引率必须考虑论文发表

的时间& 本文主要研究科技期刊的 " 年%% 年%> 年%) 年和

$# 年被引率-$$.

&

某期刊的 " 年论文被引率是指该期刊在某一年发表的

论文到次年末被引用的论文数占该刊在某一年发表论文总

数的百分比$具体到本文$其计算公式如下#

某 期 刊 的 " 年 论 文 被 引 率 k

某期刊 "##% 年发表的论文到 "##'年末被引用的论文数

该期刊 "##% 年发表的论文总数

某 期 刊 的 % 年 论 文 被 引 率 k

某期刊 "##% 年发表的论文到 "##> 年末被引用的论文数

该期刊 "##% 年发表的论文总数

其他年限的论文被引率以此类推&

#"%$指标来源

各期刊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和特征因子

均来源于g1T 7_b27S.1Q91数据平台的 "#$" 版K;L数据库&

#"&$问卷调查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问卷调查数据来源于我们前期对全球 )>">

个眼科医生所做的问卷调查的总结$数据处理方法和结果见

文献-"$.&

#"'$统计分析方法

统计分析工具为 :U:: "$?#$期刊论文被引率与传统文

献计量学指标及问卷调查得分排序的关系采用 :A1,8+,2 秩

相关检验进行分析$ 检验水准#

!

k#?#>& 绘图使用

*X41."##%&

"!结果与分析

!"#$期刊论文被引率%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及问卷调查得

分情况

!!%( 种眼科学期刊的 " 年%% 年%> 年%) 年和 $# 年论文被

引率与传统文献计量指标(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即年指

标和特征因子)及问卷调查得分结果见表 $& %( 种期刊 "

年%% 年%> 年%) 年和 $# 年的平均被引率分别为 #?>)#%

#?@)F%#?F#@%#?F')和 #?F>)&

由表 $可以看出$随着出版时间的延长$各眼科学期刊的论

文被引率均逐渐升高$无一例外& 论文发表 >年后$多数期刊被

引率达 F#=及以上$之后逐渐趋向稳定$变化不大$即各期刊被

引逐渐趋于一致& 这说明$论文被引用多集中在发表后 >年内$

如果 >年内没有被引用$今后被引用的概率也不大&

在全球眼科医生心目中$排在前 > 位的期刊依次为

;-<&5#=>7#7 ?,5*+,% 89 @=>7#7")92)% =>7#7")92)24.% 8%+7

=>7#7")92)A(7,+和B%,#@=>7#7")92)& 这些期刊的 " 年%% 年%

> 年%) 年和 $# 年被引率%各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值以及问

卷调查得分均明显高于其他期刊$可见这些期刊在眼科学领

域确实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各眼科学期刊得分

的显著差异$反映了各期刊在眼科医生心目中的实际影响力

明显不同&

!"!$论文被引率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关系

目前$全球公认的文献计量学指标主要有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及特征因子$探讨被引率同这 ' 个指

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间接说明期刊论文被引率用于期

刊评价的合理性& 为了直观反映不同年限期刊被引率与传

统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关系$本文利用 *X41."##% 制作了 %(

种眼科学期刊 " 年论文被引率与各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关

系的散点图(图 $)$:A1,8+,2 双变量相关性检验结果见

表 "&

由图 $ 和表 " 可知$%( 种眼科学期刊的 " 年和 % 年被

引率与各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均显著相关& > 年被引率与

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和特征因子显著相关& ) 年被引率

与影响因子和 > 年影响因子相关$$# 年被引率只与影响因

子相关& " 年%% 年和 > 年被引率与影响因子%> 年影响因子

及特征因子都显著相关& 以上数据说明被引率作为科技期

刊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但随着论文发表

时间的延长$被引率与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相关性下降$表

明短期被引率指标用于科技期刊评价优于长期被引率

指标&

!"%$论文被引率%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与问卷调查结果的

比较

!!利用 :U:: 统计软件$将期刊的问卷调查得分排序与传

统文献计量学指标及论文被引率排序进行等级相关检验$结

果如下#%( 种眼科学期刊问卷调查排序与影响因子%> 年影

响因子%即年指标和特征因子排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F

(1k#?###)% #?@"%(1k#?###)% #?(#"(1k#?###)和 #?)%)

(1k#?###)& 问卷调查排序与特征因子相关系数最大$与影

响因子的相关系数大于其与 > 年影响因子的相关系数& %(

种眼科学期刊问卷调查排序与 " 年%% 年%> 年%) 年和 $# 年

被引率排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 (1k#?##$)%#?%>'

(1k#?#%')%#?"%#(1k#?$@))%#?#F>(1k#?>)$)和 #?#@>

(1k#?((")$其与 " 年被引率的相关系数最大$与 > 年%) 年

和 $# 年被引率无相关性& 为更直观反映不同年限论文被引

率与问卷调查得分情况的关系$本文利用 *X41."##% 制作了

%( 种眼科学期刊问卷调查得分与 " 年%% 年%> 年和 ) 年论文

被引率关系的散点图(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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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种眼科学期刊论文被引率%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及问卷调查得分

期刊名
" 年

被引率

% 年

被引率

> 年

被引率

) 年

被引率

$# 年

被引率

影响

因子

> 年

影响因子

即年

指标

特征

因子

问卷

调查得分

89@=>7#7")92) #?(#F #?@)$ #?F## #?F>$ #?F(% %?(%$ '?"F" #?F%( #?#%F $>)"?"

8%+7 =>7#7")92)A(7,+ #?($) #?@)F #?)F) #?F%% #?F>' %?)"( '?$(# #?F'% #?#"@ $>"(?$

B%,#@=>7#7")92) #?>)" #?@@F #?F## #?F%) #?F'% "?@"> %?#"% #?)$F #?#%$ $>">?$

("- @=>7#7")92) #?""( #?'>" #?($% #?@@' #?)"% $?$'> $?%"# #?$@) #?##' >'F?)

(),- C/>=>7#7")92) #?>## #?(F) #?)@" #?)F> #?F#@ $?F(' "?#'@ #?>)$ #?##@ @'@?"

(2%-&" #?>#% #?@F$ #?F%F #?F(F #?F)" $?@'( "?#(% #?%@" #?#$@ F"'?F

($%%C.&D&5 #?>') #?@>% #?F"> #?F)F #?F)F $?@$# $?@#" #?%#' #?##( ))'?F

E2+=>7#7")92) #?>"( #?@)F #?F"$ #?F'@ #?F'@ $?>'" "?$>F #?"(> #?##% '"$?#

C$%@=>7#7")92) #?%%) #?(%# #?)%) #?)F# #?)F( #?F$" #?F(% #?$(" #?##> (%%?@

C/>C.&D&5 #?)(# #?F@% #?FF% #?FF% #?FF% %?#"( %?$%F #?')# #?#$@ $##>?'

C.& #?'%> #?@$) #?F%> #?F)' #?F)' $?)$) $?))% #?>## #?#$> $#>)?>

F%"&68%+7 (),- C/> #?'F# #?@($ #?F$( #?F() #?F)@ $?F%" "?#%@ #?%%F #?#$' $#""?$

;-<&5#=>7#7 ?,5*+, #?)'' #?F(@ #?FF% #?FF' #?FF' %?''$ %?@%# #?>@$ #?#)% $@%(?$

@8">25 #?%F$ #?>>" #?@$% #?))> #?))> #?@%$ #?F)( #?$)" #?##' >()?"

@G%=>7#")92) #?$'F #?%FF #?($F #?@>( #?@F) #?'%) #?''% #?#"" #?##$ %""?>

@F)"$+29" #?>'> #?@>% #?F') #?F@' #?F@' $?)(> "?#'( #?'F> #?##@ @#'?%

@!&$%2A=>7#7")92) #?>## #?@#( #?F$" $?### $?### $?(") $?'F" #?>)> #?##" '@F?@

@=+$)17"%9"+2)H7 #?>%' #?@#@ #?)'> #?F(( #?F(( $?"F% $?%"' #?$%F #?##% '#F?#

@1&3,"#=>7#7 *#%"0 #?"(% #?'@' #?@)F #?F"$ #?F"$ #?)($ #?@@F #?$'( #?##$ >%)?(

@?,5,2- #?(FF #?F$) #?F>F #?F)( #?F)( "?'@F "?FF) #?')# #?#%# >(%?"

@>- @=>7#7")92) #?%$' #?>'% #?)## #?F"' #?F%% $?"@' $?')) #?$($ #?##' %)@?(

I2)?,5 #?@%% #?F## $?### $?### $?### $?F)@ "?%$$ #?$@> #?#$@ ('F?)

=+$);99$-2);-6)"99 #?%$% #?("> #?F#( #?F(F $?### $?#)" $?$%) #?'>% #?##" %%#?#

=>7#7")C>,3&9,2) #?>)$ #?F#% #?F%> $?### $?### "?$)" "?"F( #?%@% #?##' %@$?>

=>7#7")17.5)=># #?')' #?@%' #?)F$ #?F"" #?F%) $?@%> $?>>> #?@)@ #?##% %%@?)

=>7#7")*$%4 J"5;9 #?### #?### $?### $?### $?### $?'(' #?F"" #?$)' #?##% '("?#

=>7#7")9,+D&5 #?'%( #?(## #?)%( #?)F$ #?)F$ $?>(" $?#() #?""" #?##" '">?#

=>7#7")92)24& #?">% #?F)( #?FF% #?FF% #?FF% #?>"F #?()$ #?$'F #?##" %"@?F

=>7#7")92)24,+" #?%(% #?>)) #?)## #?))) #?F$% $?'$" $?"%( #?"(F #?##% >#(?@

=>7#7")92)24. #?@@> #?F"" #?F)" #?F)> #?F)) >?>(% >?@@@ $?#(> #?#(# $>"@?)

=>#29&#%.?,5,2- *+, #?>@# #?@>% #?))" #?F>@ #?F() $?)F> "?$$@ #?($F #?##) 'F%?@

1%24 D&#,- C.&D&5 #?F%$ #?F(( $?### $?### $?### F?'%F $#?$)) $?>@( #?##) F(F?#

D&#,-"A@D&#?,#E,5 #?%($ #?>)# #?@(% #?)>" #?)F% "?)"> "?@($ #?>$F #?#$) FF>?F

*$%<=>7#7")92) #?@%F #?)@# #?F%> #?F%> #?F>@ "?)>F %?>%" #?@># #?##( $$@$?'

?,5,2- D&5 #?'@( #?)>' #?F>F #?F@' #?F)> "?$%@ "?%'> #?%(% #?#"> @$F?F

表 !$期刊论文被引率与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相关性

期刊被引率
影响因子

% 1

> 年影响因子

% 1

即年指标

% 1

特征因子

% 1

" 年被引率 #?)## #?### #?)'% #?### #?(#F #?### #?($' #?###

% 年被引率 #?("" #?### #?(@) #?### #?'$% #?#$" #?>$% #?##$

> 年被引率 #?'>' #?##> #?''# #?##@ #?"(# #?$"> #?%'" #?#'$

) 年被引率 #?%(% #?#"F #?%%% #?#'@ #?"$" #?"$> #?"#F #?"""

$# 年被引率 #?%'% #?#'$ #?%#F #?#(( #?"%) #?$(%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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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种眼科学期刊 ! 年论文被引率与传统文献计量指标的关系

图 !$%( 种眼科学期刊问卷调查得分与不同年限论文被引率的关系

%!结论

%"#$问卷调查的目的和意义

考虑到任何一个文献计量学指标都存在其自身无法克

服的局限性甚至偏差$因此$用其评价另外一个指标的有效

性是不严谨的& 基于这一缺陷$我们对全球 )>"> 个眼科医

生发放*&+,-.问卷调查表$由眼科医生自己填答问卷$对每

个 :;<眼科学期刊打分%排序$并以此作为眼科学期刊影响

力评价的金标准来研究被引率& 问卷调查排序之所以能够

作为金标准$理由是#

($)问卷调查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对众多调查对象同时

进行调查$准确反映出 %( 种眼科学期刊在全球眼科医生心

目中的真实地位和实际影响力$且结果便于统计和分析'

(")以问卷调查排序为金标准$将其与传统文献计量学

指标及被引率排序进行等级相关检验$能够进一步确定目前

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中的最优指标$判断被引率作为期刊评

价指标的科学性及合理性'

(%)由于随着论文发表后时间的延续$被引机会或被引

频率均增加$因此$期刊出版后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同$其论文

被引率也不同& 确定了论文被引率在期刊评价中的作用后$

还必须考虑究竟几年论文被引率用于期刊评价效果更好&

通过问卷调查排序与 " 年%% 年%> 年%) 年和 $# 年被引

率排序的等级相关性检验$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被引率在科技期刊评价中的应用

通过分析被引率与各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之间的相关

关系$我们认为被引率用于期刊评价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

理性& 进一步研究问卷调查排序与被引率排序之间的关系$

结果提示$问卷调查排序与 " 年和 % 年被引率显著相关$而

与 > 年%) 年和 $# 年被引率不相关& 说明只有 " 年和 % 年被

引率指标可以用于科技期刊评价$且 " 年被引率优于 % 年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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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率&

%"%$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的期刊评价效能

问卷调查排序与各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排序的等级相

关检验结果表明$特征因子排序与期刊实际影响力排序的关

系最密切$相比较之下$能够更好地反映期刊的真实影响力$

这与特征因子的提出背景及其计算原理相吻合$即基于!期

刊越多地被高影响力期刊所引用$则其影响力也越高"这一

基本假设-"".

$针对期刊影响因子的种种!漏洞"提出的新改

进$其计算不包括自引$论文被引年限从 " 年延长到 > 年$以

期刊影响力为权$同时测量引文的数量和!质量"$实现引文

数量与价值的综合评价& 影响因子与 > 年影响因子比较$前

者优于后者& > 年影响因子是汤森路透科技信息集团于

"##@ 年版K;L中增加的新评价指标-"%.

$是基于期刊前 > 年

发表论文的被引频次计算而来的& 本文中期刊问卷调查得

分与影响因子相关性大于其与 > 年影响因子相关性的原因

可能在于#($)部分眼科医生在对某些期刊不是十分了解的

情况下$根据各期刊影响因子的大小对其进行打分$导致本

文中影响因子用于科技期刊评价优于 > 年影响因子的结果'

(")医学属于热门学科$医学期刊发表论文多在 " 年内达到

被引高峰$因此 " 年影响因子能够较客观地反映期刊的学术

影响力$使得 > 年影响因子用于医学期刊评价并不像当初设

计的那样理想& 确切原因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 年和 % 年论文被引率用于科技期刊评价是

合理有效的$其中$" 年被引率优于 % 年被引率$> 年以上论

文被引率完全丧失了期刊评价作用& 各传统文献计量学指

标相比较$特征因子的评价效能明显优于其他指标& 本文研

究结果显示$在眼科学期刊的评价中$> 年影响因子并不比 "

年影响因子理想& 当然$不同学科有其特殊性$在科技期刊

评价的实践中$建议采用多个文献计量学指标(包括论文被

引率)对期刊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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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ĜU期刊群样本的实例分析6编辑学报$"#$%$">(")#"## N"#'

"%!赵星6K;L五年期影响因子探析6中国图书馆学报$"#$#$%((%)#

$"# N$"(

,%',

055A$BB4C/5A6-C7D82,./642!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