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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摘　要】　根据文献计量学的基本原理，对《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刊登的论文引文进行统

计分析，从引文数量、引文类型、引文文种、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基金项目等方面进行具体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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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１　引言

7�引文是指论文后面所附的参考文献，它是科技

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引文分析是利用各种数学和

统计学的方法以及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

法，对科技文献的引用与被引用现象进行统计分析，

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研究

方法。通过对期刊引文的统计，可以评价专业期刊

吸收能力和渗透能力、发文质量和社会影响，从一个

侧面反映该期刊论文的学术水平；可以定量揭示论

文作者利用各种类型文献的规律，可以对文献工作

的改进提供有价值的依据。

7�《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以下简称《学

报》）是国家教育部主管、中山大学主办的自然科学

综合性学术刊物，１９５５年创刊，为双月刊。它主要

反映中山大学理科各院系、各研究单位的最新科研

成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主要发表自然科学基础

理论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高新技术方面的学术

论文。栏目主要有：研究论文、研究简报、科技快报、

简讯等。

7�２　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7�本文选用《学报》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３年４年间出版

的１６期期刊（不包括增刊）所载论文８４０篇作为文

献源，逐期统计，运用文献计量学的原理与方法，分

别从引文数量、类型、文种、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

自引量、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量等进行量化和分析，

并利用中国学术期刊网、维普科技期刊数据库等引

文分析工具了解和分析《学报》被引用情况。

7�３　结果分析

7�３．１　引文量

7�引文量也叫参考文献量，是指期刊论文所引用

的参考文献数量，它是研究文献被利用的程度和广

度的重要参量，可以说明论文科学交流的程度和吸

收外界信息的能力。因此，对学术期刊来讲，引文的

完备性和规范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的学

术水平和论文质量。一般来说，论文引文的多少是

与作者对文献情报的吸收能力成正比的，也反映了

作者的知识水平、研究条件和掌握有关资料的情况。

可以认为，论文的引文量越大，则说明作者吸收文献

情报的能力越强，它从侧面反映了文献的质量和所

含的信息量。从《学报》年度引文分析量可以看到，

《学报》的引文量在逐年增加。

7�　　由表１可以看到，在８４０篇论文中，有８３７篇附

有引文，占总数的９９．６４％，远高于我国科技期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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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８８％与国外科技期刊的平均值９０％。篇均

引文量是被引文献与载文量之比，可以用来衡量期

刊利用文献信息的能力。篇均引文量高，反映出学

科文献间的内在联系紧密，学科内的情报交流充分，

它是衡量情报吸收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从表１中

可以看出，附有引文的８３７篇论文共引用参考文献

６１６４条，篇均引文量为７．３６，这与中文科技核心期

刊的篇均引文量８．５大体相当，从２００１年以来篇均

引文量稳定在７条以上。这一方面说明《学报》利用

文献信息的能力增强，同时也说明不少作者有强烈

的信息意识。通过分析期刊引文的年限分布情况，

可以了解作者能否掌握和利用相关领域最新的研究

动态和成果，也可以帮助研究人员了解本学科文献

的老化规律，便于选择文献的最佳利用时间，提高科

学研究的效率。

7�表１　各年论文引文量

7�２０００ ��7�２００１ ��7�２００２ ��7�２００３ �B7�合计

7�论文总篇数 7�１８７ �v7�２１５ ��7�２１８ ��7�２２０ �+7�８４０ �g

7�有引文的论文篇数 7�１８５ �v7�２１４ ��7�２１８ ��7�２２０ �+7�８３７ �g

7�引文条目数 7�１０６４ ��7�１５８４ ��7�１６２６ ��7�１８９０ �Q7�６１６４ ��

7�篇均引文量 7�５ ��．７５ 7�７ �?．４０ 7�７ �{．４６ 7�８ ��．５９ 7�７ ��．３６

7�表２　引文量的自然分布

7�２０００ �E7�２００１ �{7�２００２ ��7�２００３ ��7�合计 7�比率（％）

7�无引文 7�２ �7�１ �67�０ �l7�０ ��7�３ ��7�０ ��．３６

7�篇最高引
7�文条数　 7�１４ ��7�３９ �M7�４６ ��7�４９ ��7�１４８ ��7�－

7�合计 7�１８７ �.7�２１５ �d7�２１８ ��7�２２０ ��7�８４０ ��7�１００ �[

7�９～１４条 7�１５ ��7�５３ �M7�５７ ��7�６０ ��7�１８５ ��7�２２ ��．１０

7�１～８条 7�１７０ �.7�１４８ �d7�１５２ ��7�１５０ ��7�６２０ ��7�７４ ��．０７

7�１５条以上 7�０ �7�１３ �M7�９ �l7�１０ ��7�３２ ��7�３ ��．８２

7�　　表２显示，《学报》引文在１～８条之间的有６２０

篇，占总数的７４．０７％，达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篇均

引文量（８条以上）的有２１７篇，占２５．９２％，达到国

外科技期刊篇均引文量（１５条以上）的有３２篇，占

３．８２％。从表１和表２结合来看，虽然篇均引文量

较高，但只有２９．７４％的论文达到了或者高于国家

核心期刊的标准。这还需要作者更加注重借鉴和吸

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广泛阅读参考文献，适当增加引

文量。

7�３．２　引文文献类型

7�研究引文的文献类型，可以了解论文引用文献

的来源及其构成比例，以确定各种类型文献载体的

利用率，测度各类文献载体的情报价值。本文按文

献特征，把引文分为图书、期刊、会议录、学位论文、

其他等类型，并逐年进行统计。

7�表３　引文文献类型

7�文献类型 7�引文篇数 7�比率（％） 7�名次

7�期刊 7�３９９６  i7�６４ "'．８２ 7�１ $�

7�图书 7�１３５０  i7�２１ "'．９０ 7�２ $�

7�会议录 7�７２６  B7�１１ "'．７８ 7�３ $�

7�学位论文 7�７４  +7�１ "�．２０ 7�４ $�

7�其他 7�１８  +7�０ "�．２９ 7�５ $�

7�注：其他包括报告、专利、标准、网上资源、规范等。

7�由表３我们可以看出，《学报》引用的期刊量占全

部引文量的６４．８２％，是图书的２．９６倍。这是因为期

刊具有出版周期短，传递信息快，内容新、载文量比较

大等特点，是科研人员进行研究的主要文献资源。发

表于期刊的文献一般反映出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和学科前沿动态，因而对其中论文的引用是论文新颖

性和先进性的保证。图书排列第二，是因为图书具有

内容全面、完整、系统，观点成熟，科学性、理论性、可

靠性强等特点，因而被研究者引用的频率也挺高。另

外，会议录所占１１．７８％的比重也不容小觑，它能及时

7�反映当前的研究水平和学术动态，是一种不可忽视的

文献资源，应引起广大读者和图书情报部门的重视。

图书馆应重视定购这方面的文献。其他类型如网上

资源是今后论文引用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应该引起

注意，但目前它的著录格式还有待规范。

7�３．３　引文文种

7�引文语种的统计有助于了解作者吸收、利用国

外文献、获取情报的能力，也可以了解国外同类学科

的发展水平。引文文献中某一语种的文献被引用量

的多少除受文献信息源报道语种的影响外，主要由

作者所掌握的语种的熟练程度决定，因此它既可表

明作者的外语水平，也可表明作者跟踪、利用外文文

献的程度，并且对高校有计划地引进文献有一定的

参考意义。目前在国内各种科技文献的引文中，研

究人员利用文献语种主要为中文、英文、日文和俄

文。从表４可以看到，《学报》论文的引文主要引用

文种为英文，占引文总量的６１．４９％，外文引文占引

文总量的６１．７０％，可见《学报》的作者比较重视学

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成果。中、英文文献占总

引文量的比例较大，可见中、英文文献资料可基本满

足论文作者研究借鉴的需要。在外文文献中，英文

文献占绝大多数，引文语种单一，这是国内普遍现

象，与各国用英语发表科技文献居多这一因素有关。

7�表４引文文种类型

7�文种 7�中文 7�英文 7�俄文 7�日文

7�引文数量 7�２３１６ ��7�３７００ !�7�８ #�7�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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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３．４　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
7�科学文献被引用，说明科学知识和情报内容的

继承和利用，标志着科学的发展。一种期刊所刊论

文被引用，表明该刊的文献所引起的学术反映及其

被利用的速度，这是评价期刊重要性、新颖性和及时

性的定量指标。一种期刊载文被引用的多少，是衡

量其学术水平和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

期刊载文被引篇数越多，被引篇次越高，则被认为其

学术水平就越高。因此，对期刊载文的被引情况进

行统计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总被引频次”是

指该期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

被引用的总次数。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指标，

可以显示该期刊被使用和受重视的程度，以及在科

学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影响因子”是一种期刊中

论文的平均被引率，它是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

价指标，是Ｅ．加菲尔德于１９７２年提出的。影响因

子数值的大小与期刊的学术水平、影响程度成正比。

通常期刊影响因子越大，它的学术影响力和作用也

越大。影响因子具体算法为：

7�影响因子＝
7�该刊前两年所发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
7�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总数

7�表５　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

7�２０００ ��7�２００１ ��7�２００２ �b7�２００３ �3

7�影响因子 7�０ ��．２５８ 7�０ ��．２７５ 7�０ ��．２６９ 7�０ ��．２７８

7�总被引频次 7�２６９ ��7�３０３ �z7�３７０ �K7�４０２ ��

7�注：该表数据来自《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ＣＪＣＲ）．

7�《学报》的“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从１９９７年

来一直排在重点大学的综合性学报的前１０名。２００２

年《学报》这两项指标的排名都是第４位，达到历史最

高点。可见《学报》的地位和影响力水平比较高。

7�３．５　引文自引量

7�期刊论文引用本刊以前发表的论文，称为期刊

自引。期刊自引率是指该刊自引量占其文献引文总

量的百分比，它是评价期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等质

量水平的重要指标。期刊被引率反映了期刊被利用

的分布、范围和程度，有利于分析某刊所起的作用以

及期刊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等。在科学文献的引

用中，限于主体自身的引用称为自引，它反映了同一

主体在研究与进展过程中的前后联系。引文自引量

是期刊论文中引用本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从表５

可以看出，在８３７篇附有引文的论文中，有１８１篇出

现自引，占附有引文论文的２１．６２％。《学报》４年间

总引文量为６１６４条，其中自引为２８１条，自引率为

４．６％，这与自然科学期刊的自引率５％～１０％基本

相符。一般来讲，期刊创办初期的自引率都比较低，

随着期刊作者群的形成以及期刊质量和声望的提

高，自引率会逐步提高，当进入稳定状态时，标志着

期刊趋于成熟。以上数据反映出《学报》用稿和选材

具有连续性，前后衔接较好，已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

格和特点，树立了自己相对的学术权威地位，在学术

研究中发挥着指导作用。

7�表６　期刊引文自引量

7�２０００ ��7�２００１  �7�２００２ "l7�２００３ #�7�合计

7�自引篇数 7�５０ �V7�４６  �7�４２ ">7�４３ #�7�１８１ %=

7�自引条数 7�７６ �V7�６９  �7�７２ ">7�７０ #�7�２８１ %=

7�３．６　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量

7�基金论文比是指期刊中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

全部论文的比例，这是衡量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

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作者科研实力的总体反映。

《学报》刊登的基金论文主要有：国家攻关项目、

“８６３”高技术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自然科学

基金、省科委和地区单位资助项目等。由表６可以

看到，《学报》论文中４年间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项

目论文量为６５８篇，并且总体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

其中２００３年超过年度论文量的８０％以上，几年来

的年平均率也高达７８．６１％。反映出《学报》作者在

科研等方面的优势与实力，论文作者多在本研究领

域造诣比较深，能够申请到有关项目的资助，同时也

说明《学报》论文的价值与质量。

7�表７　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量

7�２０００  +7�２００１ !y7�２００２ "�7�２００３ $�7�合计

7�各年度的发
7�文量（篇） 7�１８７  �7�２１５ !b7�２１８ "�7�２２０ $7�８４０ %O

7�资助项目的
7�论文量（篇） 7�１３６  �7�１６７ !b7�１６２ "�7�１９３ $7�６５８ %O

7�比率（％） 7�７２ ��．７３ 7�７７ !�．６７ 7�７４ "U．３１ 7�８７ #�．７３ 7�７８ $�．６１

7�注：多项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以一项基金资助项目计。

7�４　结论

7�（１）《学报》的引文量比较大，学科的交流和吸收

能力较强。

7�（２）在《学报》引文源的文献类型中，期刊是第一

信息来源，图书是第二信息来源，会议论文占第三

位。在引文所涉及的书刊中，９５％以上是中山大学

图书馆收藏的，这说明目前图书馆基本能满足读者

需求。

7�（３）《学报》的论文作者利用文献语种主要为英

文、中文。在参考文献中引用最多的文种是英文，占

６１．４９％ 。说明《学报》的论文作者比较注意国外有

关发展动态。

7�·３３·

7�黄晓斌等：《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引文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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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４）《学报》论文的引文自引率一般，其连续性和

稳定性等指标稍强。

7�（５）在《学报》论文中基金资助项目论文量呈现

逐年增多的趋势，其中２００３年超过年度论文量的

８０％以上。

7�（６）《学报》论文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都比

较高。学报被引用次数较多的学术论文都具有以下

特点：①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理论突破；②抓住了

本学科研究近期和中期的关键性及本领域的热点问

题；③对实际工作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④在理论

上有相对的认识超前性，具有原创性的研究论文更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

7�综上所述，《学报》从附有引文的论文比例、引文

类型、引文文种、引文年代分布、自引量、基金资助项

目的论文量等方面都显示出比较高的水平，尤其是

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更是名列中国科技期刊的前

列。这说明《学报》论文质量高，有较严格的审稿、用

稿制度，同时也反映出中山大学的科研实力比较雄

厚，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很多领域具有较高或领先水

平，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力。从引文分析的结果来

看，《学报》仍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如怎样提高引文质

量、参考文献著录格式的标准化以及对数字化文献

如电子期刊、电子书、网络文献的引用格式规范化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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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接第３０页）

7�保证评价结论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权威性，提高评价

的有效性。

7�（２）确保评估指标体系的相对稳定性。评估指标

体系的相对稳定性，能使评估结果具有可比性，并更

具参考价值。但是高等院校又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中，这就要求评估指标既要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

要符合高校的实际情况，能够正确反映出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对高等院校提出的新要求，产生正面的导

向作用。因此要对指标体系进行适时调整，使指标内

容符合高校实际，提高大学排名的效度。

7�（３）重视大学排名组织者和评价者对大学排名

效度的影响。通常，人们在考虑大学排名的效度时，

只注意到评价指标的设计、权重的赋予、数据资料的

采集及处理，而忽略了对评价组织者及评价人员的

分析 。大学排名活动一般是由民间组织或机构发

起并主持的，组织者的态度和评价人员的个人品质、

工作能力、知识结构及实际经验也会对大学排名的

效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大学排名组织者要能

够不急功近利，有严谨求实、认真的态度，评价者较

好的专业素质和实践经验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

学排名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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