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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国防科技大学学报》( 1986年—1995年) 作为引文统计源, 对该期间刊载的全

部论文按论文著者、论文著者单位、论文发表卷期年、引文文献类型、引文发表年、引文语

种等项建立了基于 Foxbase 的统计数据库。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国防科技大学学报》论文著者

单位分布、引文量、平均引文量的年度分布、引文类型分布、引文语种分布、论文发表年与

引文量的关系、引文量与学科的关系、学报自引量等统计分析结果, 定量地揭示了本校教学

科研人员利用科技文献的规律, 从文献保障方面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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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分析是研究期刊文献的常用方法之一。科学文献之间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的。科学是有继承

性的, 其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前人或他人工作的继续和发展。科技论文引文数量是科研人员借鉴继承前

人或他人已有研究成果的一种标志, 同时引文的多少也反映了作者的知识水平、研究环境和掌握有关资

料的系统性情况。论文作者列出其所引用过的参考文献, 一方面是为了说明引用文献的出处, 以强调其

可靠性, 同时便于读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另一方面也说明作者讲究科学道德, 尊重他人的

劳动。而对一种学术期刊而言, 对文献引文的完备性和格式规范等事项的重视程度, 从一定意义上反映

了该刊的学术水平。

本文就《国防科技大学学报》1986—1995年十年间所发表的论文进行引文分析, 通过对引文按其各

种特征: 引文量、引用文献类型、引文语种分布、引文时间分布、自引量等的统计分析 , 揭示科技人员

利用科技文献的规律, 从而为图书情报部门实行科学管理以及评价学术团体的学术论文水平提供定量

化的依据。

为保证引文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统计的期刊年限应尽可能的长一些。我们选择了1986—

1995年这10年作为本文研究的年限。

根据1986—1995年《国防科技大学学报》中发表的论文及其引文, 我们建立了一个Foxbase引文分

析数据库, 下面用以分析的所有数据均源于该数据库。

114

X 1996年月日收稿



1　平均引文量

表1　1986—1995年 《国防科技大学学报》载文与引文情况

指　标

年　　　　　　　代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合计

载文总数 59 57 63 64 76 78 83 82 81 78 721

引文总数 359 410 365 477 393 396 402 507 500 467 4276

平均引文量 6. 08 7. 19 5. 79 7. 45 5. 17 5. 08 4. 84 6. 18 6. 17 5. 99 5. 93

　　1. 从表1可以看出, 《国防科技大学学报》平均引文数是5. 93篇, 这与美国 《SCI》1987年统计的每

篇文章的平均引文数20. 8篇相比显得偏低。偏低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二: 一是有些作者忽视了列出引文的

必要性, 没有列出或没有全部列出所引文献; 二是有些论文作者参考的文献少或没有参考其他文献, 这

是造成平均引文数明显偏低的主要原因。

2. 1986—1995年的10年间平均引文量时升时降, 而不是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若想缩短与平均引文

量为20. 8的差距及其时间, 只有在提高论文平均引文数的年增长率上下功夫, 这就特别需要学报编辑部

门和广大科技论文作者对《国防科技大学学报》平均引文数一直偏低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研究和引起全面

重视。

2　文献类型分布

　　根据被引文献的类型特征 , 本文在建立引文分析数据库时, 将引文划分为7类, 即期刊、图书、会

议文献、学位论文、标准、专利、科技报告。表2给出了引文按类型分布的数据。

表2　1986—1995年 《国防科技大学学报》引文类型分布

期　刊 图　书 会议文献 学位论文 标　准 专　利 科技报告 总　计

被引次数 1967 1313 557 187 23 11 218 4276

占总引文量

的百分比( % )
46. 00 30. 71 13. 03 4. 40 0. 54 0. 26 5. 10 100

　　研究引文的类型分布, 可以确定各类文献的情报价值。上表中的数字说明, 大量反映情报信息、及

时反映科研动态的是期刊, 期刊论文占整个引文的46. 00% , 可以预见, 在目前条件下和未来一段时间

内, 期刊将始终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第一位的文献来源, 可见, 广辟期刊情报源有很大的意义。此外, 图

书的使用比例也是较高的。其实, 会议文献、科技报告等非书非刊资料, 所反映的内容更新、时效性更

强, 作为图书情报服务部门加强这方面文献的搜集和服务是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3　引文语种分布

　　由于科学研究的需要, 任何一个国家的科技工作者都要引用、借鉴别国的科学文献。一个学科的科

技论文的外文引文数量多少, 不仅仅反映该学科科技人员的外语水平, 更重要的是表征了该学科研究吸

收国外研究成果和知识的程度。

　　由表3可以看出, 引用最多的语种是英文 , 占总引文量的61. 25% , 这说明论文作者对英文文献的需

求量很大; 其次是中文, 占37. 16%。日文、俄文的比例较少, 究其原因 , 一方面是懂日文、俄文的作者

较少, 另一方面与图书情报部门所收藏的俄文、日文文献较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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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986—1995年 《国防科技大学学报》引文语种分布

中　文 英　文 日　文 俄　文 其　它 总　计

被引次数 1589 2619 36 22 10 4276

占总引文量

的百分比 ( % )
37. 16 61. 25 0. 84 0. 51 0. 23 100

4　引文年代分析

　　从时间的角度对引文分布规律进行分析是引文分析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可以反映出被引文献的出

版、传播和利用的情况。通过被引文献量、年代分布等特征来研究科学文献的利用情况, 在较大程度上

反映了文献老化的规律, 从表4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引文量的年代分布规律。

表4　期刊、图书、会议文献的引文年代分布情况

引文量

年　　　　　　　代

当　年 前一 前二 前三 前四 前五 前六 前七 前八 前九 前十

期刊 42 116 180 180 136 150 127 109 120 84 76

图　书 5 26 70 113 92 98 101 108 85 69 62

会议录 18 70 76 64 60 57 31 34 25 18 11

总　计 65 212 326 357 288 305 259 251 230 171 149

　　 ( 1) 期刊发表后的第二、第三年被引频次达到最大值, 从而说明, 期刊被引用的最佳年限, 大致

为出版后的2—3年, 科学工作者使用的期刊, 大多发表于近十年内。图书的引用频次的高峰期为其出版

后的3—8年, 会议文献的引用频次的高峰期为其发表后的第一、二年。综合期刊、图书、会议文献三者

的引用年代, 引用频次的高峰期为文献出版后3—5年。

( 2) 刚刚发表的当年文献利用率偏低, 主要原因: 一是反映科研人员及时掌握、利用参考文献的意

识较弱, 二是一篇论文从脱稿到出版与读者见面要经过至少半年左右的时间, 从而影响对最新研究成果

的及时利用。

根据以上统计情况, 我们可以从文献利用的最佳年限出发, 确定文献的服务方式和保存年限, 从而

为文献的科学管理提供定量依据, 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学事业的发展水平。引文年代分布规律分

析是研究科学文献的出版和交流情况乃至研究科学进程的一个重要途径。

5　期刊自引分析

　　所谓期刊自引是指刊载在某一种期刊的论文, 引用同一期刊以前发表的论文。美国的 《期刊引用报

告》是这样计算期刊的自引率的:

自引率=
该刊自引的引文数量
该刊所有的引文总数

×100%

根据对 《国防科技大学学报》1986～1995年自引量统计, 10年中共自引124篇, 引文总数为4267篇,

其自引率为2. 9%。

期刊自引率是评价期刊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同一期刊的文献自引率, 可用来分析期刊的报导方

向、用稿标准和选材范围是否稳定, 从而评价期刊的质量。自引率高, 表明该刊的用稿有连续性, 前后

衔接较好,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特点, 成为指导某专业课题的权威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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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内各单位平均引文量分析

表5　校内各单位载文与引文情况

指　　标
单　　　　　　位

一系 二系 三系 四系 五系 六系 七系 八系 机关 其他

载文总数 93 75 67 105 57 93 125 59 5 26

引文总数 760 477 353 634 430 526 589 317 25 113

平均引文量 8. 17 6. 36 5. 27 6. 04 7. 54 5. 66 4. 71 5. 37 5. 00 4. 35

排　　名 ¹ » ¿ ¼ º ½ Á ¾ À bk

　　由表5可以看出, 一系即航天技术系、五系即材料科学与应用化学系和二系即应用物理系论文的平

均引文数较多, 从而说明了论文平均引文数最多的学科是基础学科。这反映了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单位

的科技论文比较规范,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它们具有较高的水平。相反, 论文平均引文数较少的学科是

应用学科, 这部分论文有些只注意了实用性, 而忽视了学术性和论文形式的规范性, 有的甚至没有附注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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