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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期刊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概念建立了期刊下载量半衰期# 基于GHIJ数据库的期刊下载量数据!计算出

我国 %% 种眼科学期刊的下载量半衰期!并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年版&中的主要文献计量学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发现!我国 %% 种眼科学期刊下载量半衰期介于 %D,"! 和 *D")* 之间

%(D)!' l%D"#'&!明显小于期刊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与复合他引影响因子"复合即年指标"期刊即年指标"基金论文比"

期刊论文下载率和下载量等呈明显负相关!与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呈明显正相关!而与期刊他引影响因子和期刊影响力

排序问卷调查结果无相关性# 研究证实!下载量半衰期作为学术期刊影响力评价指标具有一定合理性!它既可以作为文献老

化的测度指标!又具有测度期刊即时反应速率的功能# 该指标属于反向评价指标!即下载量半衰期越大!期刊影响力越小#

关键词& 科技期刊&下载量半衰期&影响因子&即年指标&引用半衰期&被引半衰期&下载率&下载量

&&关于文献老化.R>2@.45;TO:>14:24524"的研究始于美

国纽约大学的 L>:5411博士%他于 %F'' 年 ( 月在 !-++%4%8

9%&%*/)" :#;/*/#%&杂志发表了+大学图书馆图书文献老化,

的研究论文'%(

& 邱均平等'!(认为%贝尔纳首先提出用+半

衰期,来表征文献情报老化速度& %F*" 年%Q@<;>5

'((对半衰

期和文献老化进行了系统研究%使文献老化研究从定性描

述逐渐过渡到定量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半衰期进

行了大量研究'' K#(

& 但截至目前%所有关于文献半衰期的

研究都是以期刊或文献之间的引用和被引用情况作为测度

依据& 当网络的发展和资源载体发生变化后%用户越来越

远离实体的图书馆%获取资源的手段更多地依赖于网络',(

&

随着网络信息交流日益增加% 虚拟图书馆和网络期刊成为

科研工作者获取期刊文献与信息的主要途径& 这使得网络

期刊的计量模式和评价指标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人们研

究的新课题%构成了期刊文献计量评价的重要内容'F(

& 因

此%基于论文下载量而建立的文献计量学指标%如总下载频

次)下载影响因子)下载即年指标等%必将在今后的科学评

价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且%下载量与被引频次相比%能够更

早地反映期刊和论文的学术价值'%"(

%使得论文下载次数能

够作为论文价值的快速反映'%%(

& 借鉴期刊引用半衰期和

被引半衰期的概念%确定了期刊下载量半衰期的概念%对科

技期刊下载量半衰期的文献计量学意义进行了初步研究&

%&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GHIJ数据库收录的我国 %% 种眼科学期刊%包括#国际

眼科杂志$)#临床眼科杂志$)#眼科$)#眼科新进展$)#眼科

学报$)#眼科研究$)#眼视光学杂志$.!"%" 年变更为#中华

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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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按刊名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中华眼

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中国实用眼科杂志$)#国际

眼科纵览$等期刊属于中华医学会杂志%由于独家签约万方

数据库%本数据库中缺少近年数据%这几种杂志被排除&

!"$#研究方法

%D!D%&期刊下载量半衰期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按照期刊被引半衰期的概念'%!(

%我们确定期刊下载量

半衰期的概念!在统计当年%某期刊所有论文被下载的总次

数中%较新的一半是距离当年多长一段时间内累计达到的%

计量单位为年& 例如%#眼科新进展$下载量半衰期计算方法

如下!

出版年 !""F !"", !""# !""* 33 %F,# %F,* %F,) %F,'

!""F 年下载量 )F*F %"!!! ))*F '(%, 33 %"" %"* %(F %(%

累计下载量 )F*F %*%F% !%#," !*"#, 33 (,!(F (,(') (,',' (,*%)

累计百分比 %)D'* '%DF( )*D'" *#D)( 33 FFD"( FFD(" FFD** %""

&&下载量半衰期d!.累计百分比接近 )"E的年数" a.)" K'%DF(" m.)*D'" K'%DF("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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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下载量数据的获取

登录中国知网.3;;M!NN777925C0954;"%点击+学术统计

评价研究平台,%进入登录页面%输入期刊合法的用户名和

密码%点击+登录,%进入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统计分析平台%

点击+ 文献访问量分区段分布分析,& 检索条件设定!+统

计时间,设定为 !""F 年 % 月到 !""F 年 %! 月.该系统提供

的最新下载量数据是 !""F 年"%+出版年,从 %F,' 年到

!""F 年逐年检索统计.最早可以回溯检索至 %F,' 年"& 采

用+多刊比较模式, 获取其他各眼科杂志相关数据& 检索

确定的 %% 种眼科学期刊各年度论文 !""F 年的下载量%按

上述方法计算各期刊 !""F 年下载量半衰期& 检索日期!

!"%%+%"+"%&

%D!D(&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

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包括复合他引影响因子.包含博

士)硕士论文和会议论文引用而计算的影响因子")期刊他引

影响因子)复合即年指标.包含博士)硕士论文和会议论文引

用而计算的即年指标")期刊即年指标)基金论文比)引用半

衰期)被引半衰期)下载率)下载量等& 这些指标均来源于中

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出版的#中国学术期刊影

响因子年报$.!"%" 年版"

'%((

& 选用两个他引影响因子指标

是为了最大限度规避自引对影响因子的影响&

%D!D'&眼科学期刊影响力问卷调查

眼科学期刊影响力问卷调查结果来源于文献'%'(&

%D!D)&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处理工具为 V\VV%,& 下载量半衰期)引用半衰期

和被引半衰期数据正态性检验采用单样本 I>1.>6><>?+

V.0<5>?检验%三者差异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三者之间

多重比较采用 [VR检验& 各指标之间相关检验采用

VM4/<./5等级相关检验%检验水准
$

d"D")&

!&结果与分析

$"!#眼科学期刊 $'', 年下载量半衰期及其他文献计量学

指标

&&眼科学期刊 !""F 年下载量半衰期)其他文献计量学指

标及问卷调查排序见表 %&

表 !#我国眼科学期刊 $'', 年下载量半衰期和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

期刊名称
下载量

半衰期

复合他引

影响因子

期刊他引

影响因子

复合即

年指标

期刊即

年指标

基金

论文比

引用

半衰期

被引

半衰期
下载率

总下载量

.万"

问卷调查排

序.均值"

国际眼科杂志 %D,"%) "D'%' "D!#% "D", "D"#, "D%) *DF !DF %! %%D(' #D(F#

临床眼科杂志 (D,%,% "D(%" "D!"( "D"(* "D"(* "D%% #D# )D* ) (D#' ,D"**

眼科 (D'(%" "D'(, "D('( "D%%) "D%%) "D!' *D% )D" F 'D!, #D%!,

眼科新进展 a

!D))), "D'FF "D("( "D%"' "D%"% "D(# *D" 'D% %# #D%% K

眼科学报 aa

*D"))* K K K K K K K K K ,D*#!

眼科研究 !D,"*# "D'', "D!', "D")F "D")* "D(' *D# )D' %' *D)( )D(#)

眼视光学杂志 (D%)#' "D'%* "D!,( "D")% "D")% "D'" #D" *D" %# (D"F *D("(

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 (D,%#! "D()" "D(") "D"(( "D"(( "D") #D* )D, # )D*' *DFF(

中国斜视与小儿眼科杂志 'D",#) "D(!" "D!(( " " "D"F FD* ,D, %% %D,! #D,*"

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 (D'(') "D%)) "D%%* "D"%# "D"%# "D%" )D, 'D" # !D!( ,D#")

中国中医眼科杂志 (D#F') "D'"* "D!*" "D")( "D"(( "D!" #D) *D) , (D"# %"D#)'

&&注! a无问卷调查结果% aa#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 年版"中未收录该刊&

$"$#下载量半衰期与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的比较

下载量半衰期与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的比较见

表 !&

表 $#下载量半衰期与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的比较

半衰期 最大值 最小值 中值 均数l标准差

下载量半衰期 *D")* %D,"! (D'' (D)!' l%D"#'

引用半衰期 FD* )D, *DF) #D"F" l%D%%!

被引半衰期 ,D, !DF )D)" )D'%" l%D*%!

方差分析< !"D(!!

&&&&7 "D"""

对下载量半衰期)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进行多重比

较%下载量半衰期与引用半衰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d"D""""%下载量半衰期与被引半衰期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7d"D""!"%引用半衰期与被引半衰期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7d"D""#"& 说明期刊下载量半衰期明显低于

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而期刊被引半衰期又明显低于引

用半衰期&

$"%#期刊下载量半衰期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关系

通过 VM4/<./5等级相关检验%揭示期刊下载量半衰期

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的关系& 统计学相关检验结果见

表 (&

-!*)-

3;;M$NN77792B:;M925&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



表 %#眼科学期刊 $'', 年下载量半衰期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相关性检验结果

检验

统计量

复合他引

影响因子

期刊他引

影响因子

复合即

年指标

期刊即

年指标

基金

论文比

引用半

衰期

被引

半衰期
下载率 下载量

期刊排

序均值

/ K"D#(( K"D(), K"D#') K"D#)' K"D*,) "D*F# "D*,) K"D#"% K"D#(( "D)%)

7 "D"%* "D(% "D"%( "D"%! "D"!F "D"!) "D"!F "D"!' "D"%* "D%!,

&&由表 ( 可知%期刊下载量半衰期与复合他引影响因子)

复合即年指标)期刊即年指标)基金论文比等传统影响力指

标均呈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均大于 "D*%7值均小于

"D")"%说明下载量半衰期越小%期刊影响力指标值越大*期

刊下载量半衰期与期刊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呈显著正

相关.相关系数均大于 "D*%7值均小于 "D")"%说明不同期

刊之间这 ( 个指标呈现一致的变化趋势*与两个传统下载量

指标呈显著负相关 .相关系数均大于 "D#%7值均小于

"D")"%说明期刊下载量和下载率值越大%被引半衰期越小*

与期刊他引影响因子和我们前期所做的眼科学期刊影响力

排序读者.作者"调查结果无相关性&

(&讨论

%"!#期刊下载量半衰期建立的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期刊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是反映文献老

化速度的定量指标%半衰期越短说明文献老化速度越快& 衡

量期刊老化速度的指标还有普赖斯指数'%) K%*(

%但这些指标

都是基于文献引用和被引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然而%在网

络技术飞速发展)文献数据库功能不断完善的今天%数字文

献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科研人员获取文献信息的途径和方

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而且网上电子文献的下载量可以精

确测度%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论文下载量及下载

量 相 关 指 标 的 科 学 评 价 功 能'%"%%# K%F(

% =)).>*3#-$*+

'%(#)#$%

'!"( 和 ?$3%/$*3#-$*+ ,-./$*+ -0 @5$%)-+-45 8

=;&3%3/#)&

'!%(等杂志还定期报告近期该刊下载量最高的论文&

刘雪立等'%"(认为%文献被用户使用至少反映在两个方面%一

是应用于指导科学研究.多体现在被他人引用"%二是应用于

指导工作实践.多体现在被读者下载阅读"& 因此%期刊下载

量半衰期和引用半衰期)被引半衰期都是测度文献老化速度

的定量指标%半衰期越长说明文献老化速度越慢& 长期以

来%基于期刊和论文被引用%建立了一系列文献计量学评价

指标%而基于期刊和论文下载量的文献计量学指标还很不完

善& !"%" 年%c/5.清华大学万锦"等'!!(建立了下载量即

年指标.^>751>/̂ 0..4̂0/2A05^4_%RJJ"%认为下载量即年指

标可以作为一个早期评价指标& 我们的研究也证实%论文下

载量与被引量呈高度正相关%论文被引量的峰值年代在论文

发表后的第 # $, 年%而下载量的峰值年代在论文发表后的

第 ! 年'%#%!( K!'(

%说明下载量及其相关指标完全可以作为早

期的科学评价指标& 建立期刊下载量半衰期%可能对文献老

化的评价发挥重要的作用&

%"$#下载量半衰期的文献计量学意义

(D!D%&下载量半衰期可以较好地反映文献老化速度

尽管下载量半衰期)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都是反映

文献老化速度的指标%但是三者数值存在显著性差异%引用

半衰期值最大%其次是被引半衰期%下载量半衰期最小.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虽然三者都是测度期刊和文献老化速度

的指标%但所反映文献老化的属性和特征是不同的& 引用半

衰期反映的是其他文献老化的速度%被引半衰期反映的是文

献自身老化的速度& 引用半衰期长说明+我,引用的参考文

献年代久远.文献陈旧"%被引半衰期长说明+我,自身的影

响较长远& 从这个意义上讲%下载量半衰期更接近被引半衰

期& 期刊下载量半衰期较长%一方面说明该期刊文献老化速

度较慢%另一方面反映该期刊时效性较差%被读者关注的速

度较慢&

下载量半衰期明显短于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主要

有以下四个原因!

.%"读者倾向于下载阅读最新文献%尤其是影响力较大

的期刊%读者会持续)适时关注&

.!"读者对论文的下载有些属于占有性下载'#(

%而不是

应用性下载& 这类下载往往是很及时的&

.("论文被下载与被引用相比%省略了一个知识转化)吸

收)引用和施引论文发表的过程%因而论文下载量会很快达

到高峰%然后很快老化&

.'"论文引用和被引用都是可以重复的%甚至可以无限

制重复%即一个人可以在他的每篇论文中引用同一篇文献%

而一个人往往不会重复下载同一篇文献& 这可能是导致下

载量半衰期短)下载量老化速度快的更重要的原因&

从表 ( 可知%期刊下载量半衰期与引用半衰期)被引半

衰期呈显著正相关%这反映了三者在测度文献老化方面具有

较高的一致性&

(D!D!&下载量半衰期可以测度期刊的及时反应速率

本文结果显示%下载量半衰期与期刊即年指标的相关系

数最大 . K"D#)' "%其次是复合即年指标 .相关系数

K"D#')"& 下载量半衰期与即年指标的相关度明显高于其

与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说明期刊下载量半衰期与即年

指标相比%在反映期刊即时反应速率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

性& 从以上对下载量半衰期明显短于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

衰期原因的分析中%我们不难体会下载量半衰期在测度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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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反应速率方面的功能& 与即年指标不同的是%下载量半

衰期越小%期刊即时反应速率越大& 因此认为%期刊下载量

半衰期不仅仅属于文献老化测度指标%同时又具有测度期刊

即时反应速率属性&

(D!D(&下载量半衰期可以作为期刊影响力反向评价指标

期刊下载量半衰期与复合他引影响因子)基金论文比)

复合即年指标和期刊即年指标均呈显著的负相关%而这些指

标又都是期刊影响力评价的重要和主要指标& 因此认为%期

刊下载量半衰期作为学术期刊影响力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下载量半衰期越小%期刊学术影响力越大& 因此%该

指标属于反向评价指标& 俞立平等'!((认为%引用半衰期和

被引半衰期属于反向评价指标& 而本文研究结果提示%下载

量半衰期与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呈高度正相关%似乎互

相得到了印证& 但截至目前%把被引半衰期作为反向评价指

标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研究的局限性

由于数据库本身的局限性%导致我们无法获取#中华眼

科杂志$)#中华眼底病杂志$)#中国实用眼科杂志$)#国际

眼科纵览$等几个重要期刊 !""# 年以后的下载量数据%因而

无法计算其下载量半衰期& 这是本文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期

待其他学者今后进一步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下载量半衰期

与多数期刊评价指标有较高的相关度%但与期刊他引影响因

子和期刊影响力排序问卷调查结果无相关性%可能正是因为

上述局限性所致& 同时也说明%由于期刊自引的影响%在期

刊影响力评价方面%单纯期刊引用影响因子不如复合他引影

响因子.包含了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引用%并剔除了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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