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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引文统计分析与评价

吴 肖 菊①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摘 要 本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北京农业大学学报六 一 年所刊登的 篇论文的 条引文

文献进行统计分析
。

其内容包括 引文的数量
、

引文量频数的分布
、

语种
、

类型
、

核心期刊的种类
、

期刊的老化

和年代频率分布等
,

同时也研究分析了引文的分布结构
、

数量关系
、

变化规律和定量管理等项内容
。

其 目的是

为了提高科研工作者对科学论文引文的重要意义及其作用的认识
,

从而在今后论文的撰写中
,

有意识地加强

引文这一环节 同时也为图书馆
、

情报
、

信息管理部门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
,

作为他们研究情况
、

改进工作
,

进

一步提高工作质量的参考依据
。

关键词 文献计量学 引文分析 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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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 ,

,

,

,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在全 国农业高校学报里
,

是一种学术性很强 的综合性 刊物
,

它 自

年创刊到 年
,

已有 年的历史 了
。

数十年来
,

为我 国农业科学 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

贡献
。

本文对 一 年《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的引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
。

众所周知
,

一篇

科研论文的引文 即参考文献 是论文的重要 的有机组成部分
。

引文是科学文献的基本属性之

一
。

引文文献及统计分析之所 以如此重要
,

其原因在于

第一
,

它是取得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工作之一
。

科学研究是人们的一种创造性劳动
,

是在

前人已经取得科研成果的基础上
,

去进行新的探索和研究
。

第二
,

它是科研道德水准的体现
。

在

每篇论文中
,

作者明确地标示了引用他人的学术思想
、

观点
、

理论和成果的部分
,

以体现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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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性和对他人劳动的尊重
。

第三
,

通过对引文统计分析所得到的数据
,

可以为图书馆管理
、

科

研
、

情报信息系统提供一些有用 的信息
,

作为它们更有效地收集管理文献
、

调整书刊比例等工

作的参考依据 也有利于改进他们的研究和服务工作
。

同时
,

从一个侧面客观地反映了一个单

位科研队伍吸收和利用 国内外最新科技信息的能力
,

从而对科研队伍的外语结构和水平
、

人才

定 向培养作 出恰当的评价
。

第四
,

不 同学科论文的引文
,

不仅反映了本学科的历史
、

现状和研究

动态
,

同时也反映了学科之间的互相联系
、

相互影响
、

相互渗透
、

相互促进 的发展趋势
,

在科学

技术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
,

若能长期对论文引文各项质量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

我们认为
,

这是

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

会使科技工作者和读者从中得到教益
。

统计和分析方法

本文选取 年《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共 期
,

所刊登的论文数为 篇 不包

括简报
,

附有引文的论文数为 篇
,

占论文总数的
。

年引文总数为 条
,

用文

献计量学方法对论文的引文的数量
、

频数
、

语种
、

类型
、

被引中文核心期刊的种类
、

期刊的老化
、

自引率
,

以及年代频率分布等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和分析

引文且统计分析

对论文引文数量进行分析
,

是因为每一篇科研论文的引文量的多少
,

标志着作者完成科研

成果的视野程度
,

它和论文无引文率 都是学报的质量指标
。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

年论文的平均无引文率为
,

低于《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年引文分析的结

果
,

低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
,

远低于国

外科技期刊无引文率的
,

并且在 年连续 年无引文率为
。

每篇论文的平均

引文量为 条 表
,

高于 年以前论文引文统计的数据 条
,

与《作物学报 》

条 相近 比《畜牧兽医学报 》 条 低 条困
。

但是
,

与 年美国《 》收录的每篇

论文平均引文数 条 相 比还相差甚远
。

在统计中还发现
,

只有 年每篇论文引文数

达到了 条
,

这说明了 年以后
,

我校教师科研队伍吸收和利用 国内外科技文献的能力

有所提高
,

科技文献中获取有用信息的意识有所增强
,

但还有潜力可挖
。

表 年度引文数量特征统计分析

年度 期数 论文篇数 附有引文论文篇数 引文总条数 平均每篇论文引文条数 无引文率

在引文中还发现
,

每篇引文数最多的为 条
,

最少的为 条
,

篇与篇之间引文的数量相差

很远
,

说明作者吸收和利用国内外文献的能力差距也是很远的
。

当然
,

这种情况也与文章的性

质有关
。

例如
,

综述性文献的引文数一般在 一 条之间浮动
。

引文频数分布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引文频率分布的统计方法是每 条为一个区间
,

共分 个区间 表
。

每篇论文的引文量 以 一 篇为最多
,

达 篇
,

占全部附有引文论文的 其次是

附有引文在 条以 内的 占
,

附有引文在 一 条的 占
,

附有引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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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的占
,

附有引文在 条以上的 占
。

从表 还可 以看 出
,

不 同年份每篇最高引文量分布在 篇之间
,

上下 限差 篇
,

都

是某些专题综述文章的引文数
。

它说明了作者对某些专题研究的视野确实有不小的差距
。

表 引文频率分析

区间号 总计 占论文数的

凡匕几卜︺

⋯
亡﹂任月庄工月六连迁主丹吐

﹃自︶乙亡厂

自山口①

②

③

④ 一

⑤ 一

⑥ 一

⑦

⑧

⑨

⑩

⑩

⑩

⑩ 一

合计

每篇每年最高引文量

,

“

八匕︻了月了八匕亡口口亡」曰甲口亡亡月了自︵上峥矛内匕只乃几月了

‘
为区间 ⑤ ⑩的百分率

。

虽然每篇论文的引文量是随机的
,

是难以确定的
,

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
,

每一种刊物的引

文也都存在着 自己的客观规律
。

从引文量的涨落规律来看
,

可 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 每篇论文的

引文量越大
,

可靠性和可信度就越高
,

学报的学术价值和质量也就越高
。

引文语种和数 的统计分析

引文语种 的统计分析
,

可 以反映出一个单位 的科研队伍对各种语种文献吸收和利用 的能

力
,

是衡量这支科研队伍外语水平的一个标志
,

也是获得最新的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能力的标

志
。

这种能力越强
,

那么这个单位的学术水平也就越高
,

科研成果也就越多
,

开拓创新的科研领

域也越广阔
。

此外
,

引文语种数量的统计分析结果也为图书馆或院系阅览室购买和储藏不 同语

种的文献
,

并使之更加合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引文语种和数量 的统计分析见表
。

表 引文国别
、

语种和数量分析

项 目 中文 英文 日文 俄文 其他 合计

引文条数

百分比

外文语种 占外文引文数的

。

。

外文引文数为 条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年

从表 数据我们看到
,

我校 的科技论文引文 的语种主要有 以下几种 英
、

俄
、

日文和其他

德
、

法文等
,

英文引文数为
,

中文引文数为 条
,

分别 占中外引文总数的

和
,

英文文献高于 中文文献 倍
。

它显示 了英文是引文中最主要的语种
,

中英文的

百分比之和为
,

它说明了我校教师在科研中应用最多的文献情报是英文
,

其次是中文
,

比 年 以前提高了一步
。

然而
,

引文中的 日文和俄文的引用量偏低
,

并有所下降
,

德
、

法文的

人才很少
。

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也说明我校科研队伍所掌握外语语种除英语外
,

掌握其他外国语

的水平不是很高
。

当然
,

这也与因经济困难无力购买较多其他语种的期刊
,

不能满足 日
、

俄
、

法
、

德语等科研人员 的需求有关
。

这样 由于语种单一造成直接汲取 国外先进 的学术思想
、

科学技

术
、

实验技术等都会受到一定 的制约
。

这一点应当引起校方和有关单位领导的重视
。

但是
,

从

中国科技信息科研所的最新研究报道得知 据 年《 收录的中国作者发表的论文

篇
,

从语种分布上看
,

英语基本上是 中国科技工作者使用 的唯一外 国语言
,

其他语种则很少被

使用 我 国作者使用英语的论方 占
,

且使用英语率有缓慢升高的趋势
,

其他语种相对

减少
。

据统计 年《 》收录的期刊中有 是使用英语作为国家语言的国家的期刊
,

再加上其他 国家中那些用英语出版的期刊
,

》中使用英语的期刊超过
,

所 以
,

我校科

技工作者如果能很好地掌握英语
,

一样可 以在世界上发表论文困
。

中文引文类型的统计分析

中文引文类型包括有 种 图书
、

期刊和特种文献 也称灰色文献川
,

它包括 文集
、

论文

集
、

汇编
、

资料
、

学位论文
、

教材
、

实验指导等
,

见表
。

表

年份 引文总数 图书

中文引文类型的统计分析

期刊 论文集 文集 汇编 资料 学位论文

年合计

匕工目︻月匕传口连︸八﹄︵匕内匕曰︵匕亡︻了八目‘勺古注
孟口曰亡刁八匕︵片口山自自曰自乙月乙

在这 种引文文献中
,

期刊数为 条
,

图书数为 条
,

特种文献数为 条
,

分别占中

文引文数的
,

和
。

期刊文献名列第一
,

其比值略低于《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的

和接近世界 自然科学期刊论文引用期刊比例数的 的水平
。

期刊与图书文献

数量之比为 发达国家比值为
。

我校学报 自 年以来
,

一直保持着这个比例未变
,

这个比例对于经济力量较为薄弱的我校图书馆来说是比较真实的
。

科技期刊之所以受到人们的

广泛关注
,

是因为期刊提供的情报信息 比较快
,

比较新
,

信息量大
、

面广
,

因此受到科技人员的重

视和欢迎
。

这说明在 目前条件下
,

期刊仍是我国农业科技工作者获取资料的第一位的情报来源
。

所以广辟期刊情报来源是有着非常现实意义的
。

在逐年增加期刊量的同时也要注重开发和利用

特种文献
,

扩大情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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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引文核心期刊的统计分析

众所周知
,

期刊是论文引文的重要来源
,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引用 的期刊种类为 种
,

为

了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

尽量满足作者和读者的需求
,

明确并重视核心期刊是非常重要的
。

根据对被引用期刊种类的统计
,

前 名期刊被引用次数占中文期刊总引用量 的 前

名期刊 占
,

学报引用最多的期刊可以被认为是我校图书馆的核心期刊 表
。

前 名核

心 期刊按顺序排列有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
、

《植物学报 》
、

《作物学报 》
、

《植物生理通讯 》
、

《中国

农业科学 》
、

《土壤肥料 》
、

《土壤学报 》
、

《园艺学报 》
、

《遗传学报 》
、

《畜牧兽医学报 》
。

从前 种核
』

心期刊看
,

也反映一些学科如植物学
、

作物学
、

植物生理学
、

土壤学
、

肥料学
、

园艺学
、

遗传学
、

畜牧

学
、

兽医学
、

解剖学
、

植物保护学
、

昆虫学几十年来一直是我校的优势
。

表 中文核心 期刊统计分析

序号 被引次数 序号 被引次数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植物学报

作物学报

植物生理通讯

中国农业科学

土壤肥料

土壤学报

园艺学报

遗传学报

畜牧兽医学报

植物保护学报

昆虫学报

土壤通报

植物保护

中国兽医杂志

中国科学辑

植物生理学报

遗传

中国棉花

解剖学报

八匕︹匕自尸,性乃乙

总计

这前 种核心期刊主要以学报类和研究类期刊为主
,

这两项就 占 种
,

通报和通讯期刊各

一种
,

这就启示我们要大力收集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性较强的刊物
。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被引次数为
,

其 自引率为
,

低于《科技大学学报 》及 自然科学期

刊 自引率为 的标准
,

低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

期刊 自引率的高低
,

可用来评价

期刊质量
,

自引率高表明用稿具有连续性
,

有 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和较为稳定
、

成熟的特点
。

我校

自引率偏低的原因
,

我们认为
,

主要是学校专业多
,

学报所载论文覆盖的专业面较宽所致
。

然而
,

被引率在每所农业院校学报年平均被引 篇以上
,

与高水平的学报相差较大
。

中外文引文年代统计分析

对
“

学报 ”引用年代的统计分析
,

可以帮助读者和作者从时间上了解被引用文献的出版发表

和利用的传递信息情况
,

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参考资料
。

此外
,

还可 以从统计分析中获得情报

的老化速度
,

以及最佳期刊文献储存的时间等指标
。

我校图书馆和信息情报部门应经常了解期刊

的老化速度
,

特别是在经济比较拮据的情况下尤其重要
。

由于该刊外文引文数 占总引文数的
,

故未对引文分别做中
、

外引文条数的年代统计分析
。

学报引文年代统计分析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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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引文年代频率统计分析

·

年代 年代
年份

——
合计

以丽

卜‘到护,‘‘‘矛、目卜八乙‘几‘‘往工。皿‘亡角月门叮‘月了月月卜八曰八曰﹄︸八八︸︺乃勺︸

罗即韶能习能盯邪肪涎兑能兄脚比科朋叨蛇蚝计””””合

·

本行
,

⋯
,

为年份
, ⋯

, 。

从表 可 以看出
,

引文年代频率分布共分 个时期
,

在 年 以前为
,

年

代为
,

年代为
,

年代为
,

到 年代
,

年为
。

年的中外引文频率之和为
。

这说明
,

我校科研人员掌握了 年内发表的

文献
,

就可满足情报需求量
。

根据有关资料 一 〕统计 一般中文文献半衰期为 一 年
,

外文文

献半衰期为 一 年
。

引文频率高峰值区在 年代
。

年为最高顶峰值
,

说明 年代的引

文文献是 当前作者引文 的主要来源 年代是我 国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年代
,

也是农业科研

成果获得丰收的年代
。

基本符合我 国的国情
。

从表 还可 以看出
,

当年发表的文献被引用 的极少
,

这说明了综合性的 自然科学学报类的

刊物
,

从创造性的科研活动到深思熟虑 的撰写文章
,

再到文章被利用之间的时间差确实较长
,

其经典著作生命不衰
。

还发现外文文献的引文年限也很长
,

最早 的年代为 年
,

与 年

相 比相差 了 年 这反映了外文文献时效较长
。

在引文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方面
,

其中有 篇引文无年代记载
,

或年代被写错
,

占引文总数

的
,

由于这一年代 的缺项
,

使读者不能迅速得到原始文献
,

以及作者 的著作方式未写

等
,

也影响了期刊的质量评价
。

应引起期刊编辑和作者的极大关注
。

结论和建议

将 一 年 的《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的引文统计分析结果与 一 年之间的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引文统计分析结果相 比较可 以看 出
,

所得 的各项指标都有 了不卿程度的

提高
,

我们说
, “

学报 ”又 向前跨进了一步
,

但是与高学术质量的刊物相 比
,

我们的工作还有不足

之处
,

这应 当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
。

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① 一 年《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每期 的容量相对稳定
,

每篇论文平均引文量增加到

篇
,

有 的论文引文量在 一 篇之间 引文率上升到
,

其 中 年

连续 年引文率为
。

这是学报的信息量增大
,

学术质量提高的表现
。

我们认为
,

每篇论文

的引文量越大
,

其可靠性和可信度也越大
。

②引 用文献的各种语种 的 比重也发生 了明显变化 英文引文率为
,

占第一位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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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引文量 占总引文量 的
。

与 年以前相 比
,

我校科研队伍摄取和利用 国外最新成

果的意识和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

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和开拓性上 了一个新台阶
。

但是
,

其他语种

如俄
、

日
、

德
、

法等语种 的引文率呈下降趋势
,

只 占外文引文数的
,

这说明在我校科技人

才的培养和引进上
,

应当注意外文能力 的综合发展
。

③在引文文献类别中
,

期刊是主要 的情报源
。

而我校《学报 》引文中期刊与图书之 比仍稳定

保持在
,

这一 比例没能提高
,

势必会影响我们汲取和利用 国外最新科技成果的速度
。

今后

应提高期刊与图书之比达到
。

④从引文年代分布频率来看 引文年代分布频率规律
、

高峰值区 出现的时间等
,

正是我国

农业科研成果丰收的客观反映
。

充分地证明了分析结果的客观真实性和可靠性
。

⑤《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是 种核心期刊之一
,

其引用量名列第一
。

根据国际核心期刊研

究会公布的资料
,

一 年在中国 自然科学 种核心期刊 中
,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名

列第 名 在农业高校学报中
,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排名第二
。

这显示 了我校学报具有一定的

学术水平和保存价值
。〕。

⑥高校学报 由于能及时反映高校最新研究成果
,

大大促进 了农业新产品和新技术的推广

及农业现代化进程
。

特别是近几年随着高校“ 产学研
”活动的深人开展

,

中国农业高校学报信息

含金量越来越高
。

但与之不相称的是中国农业高校学报走向世界步履缓慢
,

即许多学报未进人

国际重要 的检索期刊或数据库
,

因而影响了所在学校科研成果迅速的进行国际交流
。

据中国农业高校学报进人 种 国际检索系统统计分析〔“ 〕 联合国粮农组织 的《农

业索引 收录中国农业高校学报 种 年收录 种
,

年收录 种

收录 种
。

本文将上述收录总频数前 名的列于表
,

仅供参考
。

表 部分 中国农业高校 学报被 国际检索系统收录的情况

篇数
序号 刊物名称

篇数

︵︸亡」口︵匕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上海农学院学报

沈 阳农业大学学报

甘肃农业大学学报

浙江农业大学学报

注 ① 为 一 年 月 的数据 为 年 月 的数据 为 年的数据
。

从选取几所知名度较高的中国农业高校学报被 国际相关检索系统收录情况来看
,

北京农

业大学学报被收录的论文数为 篇
,

占第一位
。

可见《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的学术水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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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知名度越来越高
。

建议我校学报编辑部应主动与各检索系统联系
,

争取有更多的论文被

收录
,

进一步扩大国际学术交流
,

为世界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 ‘」。

诚然
,

《北京农业大学学报 》一直是观察我校学术质量发展情况的一个窗 口
。

通过研究学术

期刊引文统计分析引文的各种质量指标对提高论文水平
、

合理利用文献
、

加强图书情报信息管

理
、

人才定 向培养和学科发展都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

从引文分析可以看 出
,

我校在期刊
、

图书等

信息管理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作
。

诸如
,

加快建设校园计算机网络速度
,

紧跟
‘

信息时

代
’

这个时代潮流
,

尽快把我校纳人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科研网络中去
,

以提高我校的科研水准
,

增加我校 的知名度
,

以及包括对能掌握不 同外语语种的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
。

还有
,

为了培养

人才要舍得花钱
,

要加大购买期刊的投资力度
,

加速开发和利用特种文献
,

尽快将其转化为出

版物
,

扩大情报来源
。

从文献计量角度
,

客观反映我校科研学术水平
,

找差距
,

指明前进方向
,

同

时为我校领导 的决策提供依据
。

综上所述
,

在全校师生员工 的支持下
,

经过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 多年的不懈努力
, ‘

学

报
’的办报水准有 了长足进步

,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

办出了自己的特色
,

并持续稳定地向前

发展着
,

它已经并将继续为我 国的农业现代化和生命学科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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