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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J%指数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文献计量指标评价体系" 本文以国内 $@ 种眼科学期刊的问卷调查结果为参照!探讨

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学科影响指标#学科扩散指标#基金论文比#J%指数与读者排序平均值的相关性!发现 J%指数与读者排序

平均值的相关性最强%%iV#W&)A!1i#W##"&" 说明!采用 J%指数对期刊进行评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在一定程度上与读

者对期刊的排名相一致" 同时以B<X内科学 $'' 种期刊为样本!特征因子%*-U:7\,540;&为参照!对 J%指数及传统文献计量指

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J%指数与*-U:7\,540;的相关性最强%%iV#WAI'!1i#W###&" 因此!我们认为 J%指数对期刊的排名更

能代表期刊的真实影响力"

关键词!!J%指数!问卷调查!影响因子!即年指标!*-U:7\,540;!期刊评价

!!"##) 年"美国物理学家S-;35J

%$&提出了一项用于科学家

个人科研绩效评价的文献计量学指标 J%指数# 一个科学家

的 J%指数是指他发表的 " 篇论文中有 0 篇论文每篇至少被

引用了 0次"而其余的*" V0+篇论文每篇的被引次数均小于

0# 该指标计算简单"且将数量指标*发文量+和质量指标

*被引频次+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该指标一经提出"就受到国

内外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并迅速成为信息计量学和学术评价

的重要指标之一#

随着对 J%指数及其扩展指标的深入研究"其逐渐从用于

科学家个人评价扩展到期刊$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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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刊评价是学术评

价的重要环节"关系到工作考核$职称晋升"甚至影响机构$

地区之间科研水平的评定%'&

# 因此"通过选取恰当的评价指

标"对期刊影响力进行评估至关重要#

本文以国内 $@ 种眼科学期刊为研究样本"以读者问卷

调查结果为参照"评价 J%指数用于期刊评价的有效性,同时"

以B<X内科学 $'' 种期刊为样本"特征因子**-U:7\,540;+为

参照"分析 J%指数$影响因子*-+>,54\,540;" 8P+$) 年8P$即年

指标*-++:?-,5R-7?:1" 88+与*-U:7\,540;的相关性"探讨 J%指

数用于期刊评价的优越性#

$!研究对象与方法

$W$!研究对象

选择.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收录的眼科学期刊# 为了避

免对问卷调查结果产生影响"排除发放调查问卷的杂志)))

.眼科新进展/"最后确定.国际眼科纵览/$.国际眼科杂

志/$.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临床眼科杂志/$.眼科/$.眼

科学报/$.眼科研究/$.中国实用眼科杂志/$.中国斜视与

小儿眼科杂志/$.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中国中医眼科杂

志/$.中华眼底病杂志/$.中华眼科杂志/$.中华眼视光学

与视觉科学杂志/*原.眼视光学杂志/+等 $@ 种眼科学期刊

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以 B<X学科分类中的 ' g:?-5-7:" F:7:;,.l

874:;7,.(*医学"内科学+学科的 $'' 种期刊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B<X"获得该学科 $'' 种期刊的期刊名称及各项数据指

标# 其具体操作步骤为!登陆8C8̂ :Z 0\=70L.:?U:

Cg官方中

文网站"选择'其他资源("进入'B0N;7,.<-4,4-07 X:>0;43("在

'C:.:54,B<X:?-4-07 ,7? R:,;( 选项下选择 'B<XC5-:75:

*?-4-07 "##A("在'C:.:54,7 0>4-07(选项下选择'T-:L,U;0N>

0\M0N;7,.3ZRCNZM:54<,4:U0;R("然后提交# 在给出的选项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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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择'g:?-5-7:" F:7:;,.l874:;7,.("然后提交# 系统给出

了 C<8收录的内科学领域 $'' 种学术期刊的总被引频次$8P$

) 年8P$88$*-U:7\,540;等#

$W"!问卷调查

为确切了解国内眼科学期刊在读者心目中的真实影响

力"我们在国内眼科医生中进行了问卷调查# 凡投稿.眼科

新进展/的作者均建议填写一份问卷调查表"按照期刊的学

术水平和影响力对 $@ 种眼科学期刊排序# 影响力最高者记

为 $"最低者记为 $@# 为公正性起见"$@ 种眼科学期刊以汉

语拼音为序依次列出# 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共收到有效问卷 &"( 份# 将 &"( 份问卷的数据逐一登

记到*15:.工作表"分别计算 $@ 种眼科学期刊排名顺序的均

数和标准差# 将问卷调查的期刊排序情况与各文献计量学

指标排序情况进行统计学相关分析#

$W'!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处理软件为 C9CC $(W#"绘图软件为 *15:."##'#

如样本符合正态分布"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分析采用9:,;307

相关性分析,如不符合正态分布"则采用 C>:,;+,7 非参数相

关检验#

"!结果

"W$!问卷调查结果

从 "#$# 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获得国内 $@ 种眼科

学期刊的8P$88$学科影响指标$学科扩散指标$J%指数和基金

论文比等数据# 各文献计量指标数据及读者对期刊排序的

平均值"详见表 $#

表 !#国内 !) 种眼科学期刊各指标及问卷调查排序平均值

期刊名称 8P 88 J%指数
学科扩

散指标

学科影响

指标

基金

论文比

期刊排

序平均值

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W@A$ #W#&" ) &W#@ #W@( #W$A& $#W&)@

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 #W)(I #W#) @ &WI( #W( #W$#I (W&#)

眼科学报 # # $ #W#( #W#@ #W') (WI&"

临床眼科杂志 #W@#I #W#'( ) AWI #W&I #W$ (W#II

中国斜视与小儿眼科杂志 #W)@) #W#@) ) )W'I #W)I #W#A &W(I

国际眼科纵览 #W$&& #W#$ @ (WAI #WI( #W$&) &W&@(

国际眼科杂志 #WIA) #W#(( & $'WA" #W&I #W$)' &W'A&

眼科 #W)"I #W$"" I &W&" #WI( #W"'& &W$"(

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 #W)@& #W#@ & $$W&" #W&I #W#@A IWAA'

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 #W'&) #W#)$ ) IW@@ #WI( #W'AA IW'#'

眼科研究 #W@A #W#)$ I $$W"( #W&" #W''& )W'&)

中国实用眼科杂志 #W@$I #W#'& $$ $)WI #WI( #W$@$ @W&))

中华眼底病杂志 #W)&@ #W#@I I (W(@ #WI@ #W"") 'W'$@

中华眼科杂志 #WI& #W#I" $@ $(W@@ #W&I #W'@@ "W$IA

"W"!J%指数及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与期刊影响力排序的相

关性分析

!!问卷调查期刊排序的平均值与8P$88$J%指数$学科影响指

标$学科扩散指标和基金论文比的相关性详见表 "$图 $# 可

见"问卷调查期刊排序平均值与 J%指数$学科扩散指标呈显著

性负相关"与8P$88$学科影响指标$基金论文比相关性较差#

其中"与 J%指数的相关系数远远高于其他指标"即相比其他指

标"J%指数更能反映期刊在读者心目中的学术影响力#

表 $#问卷调查期刊排序平均值与各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8P 88 J%指数
学科影

响指标

学科扩

散指标

基金

论文比

% V#W"'$ V#W$'" V#W&)A V#W$I@ V#WI#@ V#W'#$

1 #W@"& #WI)' #W##" #W)&) #W#"" #W"AI

"W'!J%指数及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与 *-U:7\,540;的相关性

分析

!!*-U:7\,540;*特征因子+是基于整个引证网络结构对每篇

论文的重要性进行评价# 相比 8P"*-U:7\,540;不仅考虑了引

文的数量"还进一步考察了施引期刊的影响力"即!某期刊如

果越多地被高影响力的期刊引用"该期刊的影响力就越高,

如在被引频次相同的情况下"被 <&#+%$和 43'$"3$大量引用

的论文影响力显然会大于只被一些低水平期刊引用的论文#

*-U:7\,540;考虑期刊论文发表后 ) 年的引用时段"相对客观

地反映了论文引用的高峰时间,*-U:7\,540;的计算剔除了期

刊的自引"避免了人为性的操作# *-U:7\,540;对期刊引证的

统计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全面$完整%@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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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读者排序平均值与各指标相关性的散点图

如果按 8P进行排序"<&#+%$和 43'$"3$的学术影响力并

不能够很好地凸显"但这两种期刊的 *-U:7\,540;却远高于其

他期刊# 可见"*-U:7\,540;可很好地体现顶尖刊物的真实影

响力和学术地位# 相比 8P"*-U:7\,540;在期刊评价中更具有

优势"且 "##A 年初的新版 B<X将 *-U:7\,540;作为评价指标

纳入期刊评价体系# 所以"我们以 *-U:7\,540;对期刊的排序

作为参照"分析 J%指数及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与 *-U:7\,540;

之间的相关性"及其用于期刊评价的有效性#

J%指数及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与*-U:7\,540;的相关性详

见表 '$图 "# 可见"*-U:7\,540;与 J%指数的相关性远远高于

其他指标#

表 %#A8B45C6.D/9与FG指数及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相关性

8P )%8P 88 J%指数

% #W()A #W&(" #W&&$ #WAI'

1 #W### #W### #W### #W###

'!分析和讨论

'W$!期刊影响力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由表 $ 可知"在作者心目中"学术影响力排在前 @ 位的

眼科学期刊依次为.中华眼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

.中国实用眼科杂志/$.眼科研究/# 这 @ 种期刊均为眼科

学中文核心期刊*另一个眼科学中文核心期刊为.眼科新进

展/"未列入本次调查+"而且期刊的排序和 "##( 年.中文核

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眼科学核心期刊的排序完全一致# .眼

科学报/是美国.医学索引/的来源期刊"在国际上享有一定

图 $#A8B45C6.D/9与各指标相关性的散点图

的知名度"说明.眼科学报/发表论文的学术质量还是较高

的# 但在国内"其8P$88均为 #*可能因其被引频次较低"以

至于小数点后位数较多"而忽略不计+"学科影响指标$学科

扩散指标远远低于其他眼科学期刊"基金论文比数值较高可

能与其发表论文数量较少有关# 综合说明"国内眼科学工作

者对.眼科学报/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W"!J%指数及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用于期刊评价的比较

相对传统文献计量学指标"J%指数与读者心目中期刊排

序的相关性最强# 以*-U:7\,540;为参照"J%指数与其相关性最

强# 由此可见"J%指数的期刊评价功能优于传统文献计量学

指标# 8P作为国际通用的一种学术期刊定量评价指标"倍受

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是我国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评价体系中

一个重要指标# 但本次问卷调查中期刊排序平均值与 8P不

存在相关性"可能与8P计算公式中分子$分母对'源期刊(类

别的限定易受人为因素的操纵及易受自引的影响等有

关%I V&&

# 88是一个表征期刊即时反应速率的指标"易受出版

周期和论文发表时滞的影响%( V$#&

# 另外"同一学科的实验研

究类$临床应用类$专业性$综合性期刊之间的 88相差较大#

除受发文量$发行周期等因素的影响外"学科影响指标同88一

样受到期刊性质的影响# 尽管一些临床应用性较强的期刊可

很好地指导临床医生的工作实践"享有较高的声誉"但因此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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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相对撰文较少"该类期刊不能获得大量的被引"导致 88$

学科影响指标较低%$$&

# 因此"单独采用88或学科影响指标对

期刊进行评价时会出现与读者心目中排名不一致的现象#

基金论文比是表征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 由于该

指标在期刊评价体系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多数编辑部对

基金论文的发表给予一定的照顾"为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更

快$更好地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有研究指出"基

金论文受到多种人为因素的影响"如基金项目已结项$基金

项目资助内容与论文内容不一致$无基金项目编号等%$"&

"因

此基金论文比会出现掺假的现象# 夏朝晖%$'&指出基金论文

比与期刊影响力之间并无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提高基金论

文比并不一定能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即高基金论文比并不代

表期刊影响力大#

学科扩散指标是测度期刊在本学科内学术影响范围的

一个指标# 学术影响力高的期刊自然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其相对会获得大量的被引%$@&

"并在读者心目中获得较高的

分值"该问卷调查发现期刊排序平均值与学科扩散指标呈显

著性相关#

'W'!两样本中8P"88与参照指标相关性存在差异的分析

问卷调查结果中"8P$88与读者心目中期刊排序不存在

相关性# 而以B<X内科学为样本时"8P$88与*-U:7\,540;存在

明显的相关性# 出现该差异性结果的原因有三个!*$+两样

本含量差异性较大"前者仅为国内 $@ 种眼科学期刊"而后者

为国外 $'' 种内科学期刊,*"+国内 $@ 种眼科学期刊中的部

分杂志自引较高"对 8P$88的影响较大# 相对国外内科学期

刊"国内眼科学期刊的 8P$88存在一定的操作性,*'+尽管

*-U:7\,540;相对比较公平"但其仍为被引指标"相比而言"读

者排序结果更为公平$公正#

'W@!J%指数用于期刊评价的优越性

由上文可知"与8P$88$基金论文比等传统的文献计量学

指标相比"J%指数更能反映期刊在读者心目中的学术影响

力# J%指数作为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指标"充分考虑了论文

影响力和产出量两方面的因素# 因此"其用于期刊评价具有

较强的科学性# 虽然"J%指数最初是用于科学家个人科研绩

效的评价"但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对期刊影响

力的评价"还是个人学术成就的测度"都是以文献为研究对

象"是建立在文献的集中与离散的客观规律之上"以文章之

间的相互引证为基础# 由此可见"J%指数用于期刊的评价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期刊 J%指数计算简单"通过对期刊名

称和年限的限定"以该刊发表文献的被引频次进行排序"很

容易可得到该期刊的 J%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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