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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在评价研究工作上的作用和引文分析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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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

方面, 研究论文的出版数量曾起过并继续起

着重大作用。但在质量评价方面, 长期以来一

直是靠专家的定性分析, 既耗时又昂贵, 并且

一些主观因素的影响也难以排除。当前科技

飞速发展, 学科专业越分越细, 同时跨学科、

多学科研究方兴未艾, 论文数量迅猛增加, 论

文数量翻番的周期越来越短。以论文数量和

专家的定性分析来评价科学研究工作越来越

难以满足需要。在 1945～ 1988 年世界被引用

最多的 400 篇论文中, 作者应邀在 IS I 的“引

文经典”(cita t ion classics) 栏介绍有关情况

的 205 篇论文里, 在出版前审稿过程中碰到

问题的就有 22 篇之多, 占 10. 7% [1 ]。正是在

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 ( IS I) 公

司的引文索引为学术研究的质量评价提供了

全新的工具。以引文统计分析来评价科研工

作的方法在国际上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大量研究表明: 通过引文数据分析 (引文数、

引文影响因子、相对影响等)得出的结果与著

名、杰出等定性评价和多项指标的定量、定性

分析综合评价结果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论文发表以后, 是否被引用和引文量的

多少, 说明它们对后来研究工作的影响和作

用。出版发行的大量论文中, 被引用的只是其

中一部分, 而长期大量被引用的更是很少一

部分。1981～ 1990 年 IS I 标引的全世界 872

万多篇论文中, 在 1981～ 1993 年期间从未被

引用过的就达 48. 8% ; 1981～ 1993 年巴西被

IS I标引的论文的作者共 52808 人, 同期从未

被引用过的作者达 44. 1% , 而被引用过 10

次以上的作者仅占 17. 5% [2 ]。1945～ 1988 年

被 SC I 收录的被引用文献近 3273 万件, 件均

被引 5. 3 次, 44 年间仅被引用过 1 次的占

56% 左右, 被引用 100 次以上的为 459 , 被

引用 1000 次以上的为 409 [3 ]。

根据 SC I 的统计, 1961 年被引用过的

25. 6 万名第一作者中, 在 1962 和 1963 年获

诺贝尔奖者的人均被引次数、被引论文数和

人均每篇论文被引次数分别为所有被引第一

作者人均的 30 倍、17 倍和近 2 倍。对 1～ 15

年不同时期里被引用最多的 50 名到 1000 名

科学家的统计分析发现: 按被引次数从高到

低排序, 世界科学家的前 1‰甚至更少些的

作者中, 相当大一部分是已获得或以后可能

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对他们中的获诺贝尔奖

者和非获奖者的人均被引次数和论文篇均被

引次数比较后发现: 前者明显高于后者; 在发

表论文总数上, 前者甚至少于后者[4 ]。

1961～ 1975 年被引用最多的 249 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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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 到 1977 年已有 42 人获诺贝尔奖

(1975 年时为 38 人, 到 1990 年增加到 51

人) , 任一或数个国家科学院院士者 151 人[5 ]。

1965～ 1978 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同期被引用最

多的 1000 名科学家 (包括第一作者和非第一

作者)中, 获诺贝尔奖者 35 人 (到 1990 年增加

到 61 人) , 任一或多国科学院院士者 373 人。

对诺贝尔奖获得者和院士们的被引次数分别

统计表明: 前者明显高于后者[6 ]。研究还发现,

美国科学家获国家科学基金会拨款与科学家

自身 9 个变量的互关性上, 论著被引次数是相

关性最强的[7 ]。分析表明: 按作者的被引次数

从高到低排序, 取样数目越大, 获诺贝尔奖和

任院士者人数越多, 但百分比却变小。也就是

说, 排名越前者, 其成就和影响可能越大, 获奖

或担任荣誉职务的机率就越高。如果按学科专

业排序, 情况更加明显。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 N ew s&

W o rld R epo rt) 每年两次分别以多项定性和

定量指标对美国高校和各学科研究生院进行

综合评价排序。 IS I 1994 年根据 1981～ 1993

年期间学科专业的引文相对影响 (即某单位

在某学科专业的论文篇均被引次数与全世界

同一学科专业论文篇均被引次数的比值) 排

出 21 个学科专业美国的前十名研究大学[8 ]。

在引文相对影响排名中, 同一院校有 6 个以

上学科专业名列前 10 名的大学共 10 所, 它

们在前一种多项指标排名榜上 1989～ 1993

年几乎全部名列前 20 名; 其中 9 个以上学科

专业名列前 10 名的 5 所大学几乎均排在综

合评价排名榜的前 6 名。引文相对影响的前

10 名与相关学科研究生院的多项指标综合

评价排名的相关性更强: 按引文相对影响排

名前 10 名的经济学ö商学和法学院校在

1990～ 1994 年的商学和法学研究生院排名

榜上均列前 18 名; 化学、生物ö生化和计算机

科学的前 10 名分别有 6 或 7 名列入 1993 年

相关学科综合评价前 8 名研究生院中。

研究表明: 通过引文数据的积累分析, 可

以说明个人、刊物、学科专业、院校研究机构、

国家或地区研究工作的相对影响。通过简单的

量化客观运算可以产生出与繁杂的主观定性

选择排序及多项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结

论高度相关的结果。但引文数据分析也和其他

量化指标一样, 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 在具

体应用时, 应区别不同情况, 分析对待。

首先, 引文数据取样必须保证一定的量。

一般说, 取样群体越大, 时间跨度越长, 其可

靠性越强。在个体级的特定作者或特定刊物

上, 其局限性往往尤为明显, 一定要结合其他

情况全面分析。例如: 1950～ 1977 年获诺贝

尔物理、化学和医学奖的 162 人, 在 1961～

1975 年间人均被引 2877 次, 最高为 18888

次, 最低仅 79 次。被引数最低的是 1963 年 3

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德国的 J·H·

D·Jen sen。他只发表过 14 篇论文, 均用德文

出版, 且都在 1961 年 SC I 创刊以前发表的,

此外, 他 1949 年论述原子核结构的论文在发

表后作为被引论文不久即被他人的论著所取

代[9 ]。这些原因造成他的论文很少被引用, 但

不能抹杀他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其次, 要注意不同学科专业的区别。由于

不同学科专业的发展历史、从业人员的多少、

参阅和引用文献的习惯和多少等因素的影

响, 引文数差别很大。在基础工程方面, 一篇

被引用 30～ 40 次的论文就可能是经典, 而在

生命科学方面, 被引用 30～ 40 次的论文可能

有数百万篇, 只是极普通的论文[10 ]。在 1981

～ 1993 年期间, 根据 SC I 的统计, 分子生物

学、免疫学方面的所有论文篇均被引 14～ 15

次, 而数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则只有 3

～ 3. 5 次, 工程方面则不足 3 次[11 ]。在不加学

科专业区分的全面引文统计和引文影响 (篇

均被引次数)排序中, 排名前者基本为生命科

学、医学方面的科学家和论文所把持。例如:

1981～ 1990 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在同期被引

用最多的 100 名科学家中, 除 2 名物理学 1

名化学科学家外, 几乎全部都是医学、生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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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面的科学家[12 ]; 1945～ 1988 年期间全世

界被引用最多的 400 篇论文中, 生命科学和

医学方面的论文占近 4ö5[13 ]。

同一学科的不同专业方向的论文和作者

的被引情况也有很大差别。如 1965～ 1978 年

被引用最多的 1000 名科学家中, 理论化学的

作者人均被引 5227 次, 分析化学的作者人均

被引 2822 次, 物理化学、有机金属化学、无机

化学和有机化学的作者人均被引次数在

3600～ 3800 次左右[14 ]。与此相应, 一些小专

业的杰出科学家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很难

在不分学科专业的引文排名榜前数百名甚至

上千名的名单中出现。如射电天文学家、诺贝

尔奖获得者A ·A. Penzias 和 R ·W. W el2
son 在 1965～ 1978 年被引最多的 1000 名科

学家中就未出现。但在射电天文学方面, 他绝

对排在被引最多的前 5 名中[15 ]。

第三, 取样的时期、论文种类的界定、甚

至检索手段和策略都会对引文统计带来重大

影响。例如: 同样都从 SSC I 为统计源对社会

学方面论文的被引情况进行的两次统计分析

结果就大为不同。D·H am ilton 统计 1984 年

发表的社会学论文到 1988 年底被引用过的

仅为 22. 6% ; D ·M. Boff 和L ·L. H argen s

对 1974 年发表的社会学论文进行统计, 到

1975 年底被引用过的就达 45. 4% , 到 1980

年底 85. 4% 的论文都被引用过[16 ]。据分析,

产生差别的原因主要是前者利用计算机检

索, 对源文献和引文间的注录差别无法进行

纠正; 而后者在查检时, 经核对纠正了此类错

误, 查出前者漏检的引文。其次, 前者用的源

文献不仅包括后者用的“论文”和“研究快

讯”, 而且还包括 SSC I 收录的“书评”、“信

函”、“订正”等并非真正的“研究论文”, 从而

扩大了源文献的数量。

根据 Gerfield 的估计, 被引用最多的

300 名作者, 在统计取样基础年份每变一年

时, 人名变化约为 7. 5% [17 ]。

第四, 由于事物发展和人们认识过程不

同, 论文发表后的被引时机和时间长短亦不

同, 科学上的发现被人们承认、重视、接受一

般都有一个过程, 过程长短不同, 从发展看总

体上这一过程越来越短。在科学史上, 有些发

现要多少年甚至几十年后才得到承认的例子

并不是很个别的, 遗传学家M endel 就是一

例[18 ]。也有一些发现一出现就立即引起广泛

注意, 很快成为“热点”, 从而被大量引用。

Garfield 曾把被大量引用的论文的被引用情

况归纳为 5 类: 高速飞弹型、流星型、迟开之

花、双峰型和持久型[10 ]。

当然, 在科学史上也有一些划时代的发

现在发表后不久便被融汇为普遍承认的常

识, 本应很高的被引次数却没有持续下去。爱

因斯坦的相对论、W atson 和 C rick 有关

DNA 双螺旋结构的论文就是典型。

第五, 多作者论文被引次数的计算问题。

随着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迅速发展, 多作者

论文大增, 有些论文作者达数百人。随之而来

的是作者个人被引次数的计算问题。据统计,

以第一作者身份的被引次数和以各种 (包括第

一和非第一) 作者身份的被引次数间差距很

大。如 1961～ 1975 年期间, 诺贝尔奖获得者

Glaser, SCC T ing, A ·R. P rokho ro r 以第一

作者身份被引次数分别为 101, 170 和 146; 而

把非第一作者身份的被引数计算在内, 则分别

为 343, 303 和 1031 [20 ]。1965～ 1978 年被引最

多的 1000 名科学家, 按 38 个学科专业分类,

各类中的作者人均以第一作者身份被引数超

过以非第一作者身份被引数的只有天体物理

学和神经生物学两类, 特别在核医学方面, 人

均以第一作者身份被引数 (403)不足以非第一

作者身份被引数 (4051)的 1ö10。这 1000 名科

学家中, 包括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 23 位

合作者, 他们的一篇合作论文被引 626 次, 如

果没有这篇论文, 他们中的 10 人就不会出现

在这 1000 名科学家中。

第六, 同姓名作者的区分问题。由于西文

参考文献中的名字普遍采用首字母简写,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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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刊物也不给出作者全名。因此, 在引文索引

中同一姓名往往代表着多个甚至十几、数十

位不同的作者。在 1965～ 1978 年被引用最多

的 1000 名科学家中经姓名甄别后方定下来

的达 15% [21 ]。在 1961～ 1975 年被引用最多

的 250 名科学家中, K·A lder 是德国诺贝尔

化学奖获得者, 在核对他的被引论文时发现

其中有 1958 年他过世后发表的, 经查核, 那

是另一位被大量引用的瑞士物理学家 K·

A lder 的。E·F ischers 仅在世界科学家名人

录中就有 7 位, 甚至有两位 Em il F ischers 分

别为德国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和瑞士生理学

家[22 ]。因此, 在进行个人被引次数统计时要

注意鉴别。这种情况在中国人以西文发表文

章时更为突出, 在以西文发表文章的中国人

名鉴别中还要注意的一点是复名有时取 1 个

首字母简写, 有时取 2 个字母简写, 即复名中

每个字的首字母。不考虑这一点往往会漏检

被引用次数。

此外, 在对被大量引用论文的看法上, 有

些被引科学家, 其中包括相当一批诺贝尔奖

获得者, 就不认为被引用最多的论文是他最

重要的。H eine F raenkel2Con rat 及其合作者

都认为每人至少可推出比被引最多的那篇更

重要的另外 10 篇论文; 哪篇论文被大量引用

并不是出于它的精髓, 而是出于它里面谈的

方法[23 ]。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被大量引用的

论文中, 方法方面的论文占很大优势。到

1990 年被引用超过 20 万次的O luver L ow ry

1951 年的论文就是例证。对论文的引用也有

多种不同的情况, 有全面引证, 有仅引用其中

的字词、数据。P ·P ichappon 曾把被引和引

用他人论文的论文间的关系分为四类[24 ]。因

此, 在分析引文数据时, 还应考虑引用强度,

这就需要结合进行内容分析。

D·J·D·P rice 认为引文多少与交流的

有效性有很大关系。国际现在通用引文统计源

SC I 是以英文刊物为主的检索刊物, 因此在引

文统计上英语论文占绝对统治地位。此外, 某

些刊物在世界上以多种语言出版发行, 因此这

些刊物上的论文引文就可能重复计算。

在引文统计中, 自引和同一研究群体内

的互引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据分析, 国际

上自引一般占被引数的 13% 左右[25 ]。我国科

学家被 1989～ 1993 年 SC I 收录的论文, 1994

年被引数中自引占 17. 5% , 被 1990～ 1994

年 SC I 收录的论文, 在 1995 年的被引数中自

引占 19. 2% ; 两者的被引论文篇数中, 自引

分别占 24. 7% 和 27. 0% [26 ]。

尽管以引文评价科研工作还可提出这样

那样的局限性, 但它毕竟是我们可以得到的

世界科学界对科学家及其论著看法的最精确

指标[27 ]。只要进行认真比较、斟酌, 适当地结

合专家的分析、解释和同行评审, 并通过统计

学的权重、控制和补偿等措施, 它会在研究工

作质量评审中发挥最佳的量化指标作用。

参考文献

1　Juan M iguel Campanario. H ave R eferees R eject2
ed Som e of the M o st—C ited A rticles of A ll

T im es. Journal of the Am erican Society fo r ln2
fo rm ation Science. 1996, 47 (4)

2　J. L eta and L. D eM eis. A P rofile of Science in

B razil. Scien tom etrics. 1996, 35 (1) : 33～ 44

3 　 E. Garfield. T he M o st2C ited Papers of A ll

T im es, SC I1945～ 1988. Part1A. Curren t Con2
ten ts. 1990, (7)

4　, 12. E. Garfield and A. W elljam s2Do rof. O f N o2
bel C lass: A C ita t ion Perspective on H igh Impact

R esearch A utho rs. Curren t Conten ts. 1992,

(33) , (35)

5　, 9, 20, 22, E Garfield. T he 250 M o st2C ited A u2
tho rs, 1961～ 1975. Part1, 2. Curren t Conten ts.

1977, (49) , (50)

6　, 14, 15, 21. E. Garfield, T he 1000 M o st2C ited

Contempo rary Scien tists, 1965～ 1978. Part2A～

2D. Curren t Conten ts. 1982, ( 9) , ( 21) , ( 22) ,

(24)

7　S. Co le, et. a l. Peer R eview and the Suppo rt of

Science. Scien tific Am erican. 1977, 237: 34～ 41.

—87—

第 24 卷第 113 期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1998 年 1 月
V o l. 24. N o. 113 TH E JOU RNAL O F TH E L IBRA RY SC IEN CE IN CH INA Jan. , 1998



8　C. k ing, et. a l, Am erica’s Best R esarch U niversi2
ty? Stanfo rd Soars in Top T en Tournam ent. Sci2
ence W atch. 1994, 5 (9)

C. k ing, et. a l. H arrard Ho t in Physical Sciences

as Top T en Tournam ent T erm inates. Science

W atch. 1994, 5 (10)

10, 23, 27 　 E. Garfield, C ita t ion C lassics2Four

years of the H am an Side of Science. Curren t

Conten ts. 1981, (22)

11　C. k ing, et. a l, Sco tland H arrests Bumper C rop

of H igh ly C ited Studies on A gricu ltu re. Science

W atch. 1994, 5 (4)

S. M itton. Sou th A frican Science A nem ic Seri2
ous A ction Surely A dvisab le. Science W atch.

1995, 6 (3)

13, 19　E. Garfield, T he M o st2C ited Papers of A ll

T im es, SC I 1945～ 1988. Part124. Curren t Con2
ten ts. 1990, (7) , (8) , (26) , (34) ; 1991, (21)

16　D. M. Boff and L. L. H argens. A re Socialogists’

Pub licat ions U ncited? C ita t ion R ates of Journal

A rticles, Chap ters, and Book s. Curren t Con2

ten ts. 1993, (5)

17　E. Garfield, T he 1000 Contempo rary Scien tists

M o st2C ited 1965～ 1978. Part1. Curren t Con2
ten ts. 1981, (41)

18　Don Schauder, E lectron ic Pub lish ing of P rofes2
sional A rticles: A tt itudes of A cadem ics and Im 2
p licat ions of the Scho larly Comm unication In2
dustry. Journal of the Am erican Society fo r In2
fo rm ation Science. 1994, 45 (2)

24　P. P ichappon, L evels of C ita t ion R elat ions Be2
tw een Papers. Journal of the Am erican Society

fo r Info rm ation Science. 1996, 47 (8)

25　E. Garfield, T he Impact Facto r. Curren t Con2
ten ts. 1994, (25)

26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

析 (年度研究报告). 1994, 1995

袁培国　通信地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南京

大学图书馆。邮编: 210093。

(来稿时间: 1997. 8. 21。编发者: 李万健)

(上接第 52 页)　始, 凡订《广州日报》一年或

一年以上的社会各界人士, 只需交纳 45 元的

借书押金及 5 元的手续费, 均可办理该中心

的借书证, 免费上机检索该报数据库, 上网浏

览电子报刊和借阅图书报刊资料。迄今已有

200 多人办理了借书证, 其中以大专以上学

历的人居多。可见, 不但新闻工作者需要地方

报纸信息, 其他工作在各条战线的人们也有

着同样的需求。尽管《广州日报》图书阅览中

心的做法距离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商品化的

要求尚远, 但毕竟开了向社会提供电子版地

方报纸信息服务的先河, 其经验十分值得推

广和借鉴。

笔者设想, 各省市、地区地方报社联合建

设本省市、本地区的报纸信息数据库, 并通过

信息网络与本省市的其他专业报社、其他各

省市的报纸信息网络联通, 组成全国报纸信

息网络, 进入全国的信息国道, 走向国际互联

网络。在这样的信息网络的环境下, 地方报纸

信息数据库向社会开放、提供有偿服务, 将会

使地方报纸信息数据库兼得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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