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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文献出版物是揭示、报道和检索文

献的工具, 在文献信息传递与交流中有着重

要作用。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二次文献出

版物进行定量评价, 能较为准确地衡量二次

文献出版物的水平和质量, 有利于提高二次

文献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　二次文献出版物定量评价的指标体
系

评价指标是表明评价对象某一特征的概

念及其数量表现, 具有定性和定量认识评价

对象的双重作用。二次文献出版物评价指标

体系设计应达到层次性、完整性、适度性、协

调性等要求。具体可由以下 3 类 10 个指标组

成。

1. 1　收录指标

其收录指标主要有收录范围和收全率两

个方面。收全率比较单一, 只需设计一个指标

即可, 但收录范围可以从文献类型范围、国家

范围、学科范围等多方面进行考察, 可设计多

个指标。笔者认为以设置收录学科范围和收

录国家范围两个指标为宜。虽然这样对于收

录多个学科和多个国家文献的二次文献出版

物来说, 其学科范围指标值和国家范围指标

值会大于只收录一个学科、一个国家的二次

文献出版物, 但随着收录范围的扩大, 收全率

一般会降低, 故收录指标对不同收录范围的

二次文献出版物不会有太大的偏颇。

1. 1. 1　收录学科范围

二次文献出版物可收录一个学科的文

献, 也可以收录多个学科的文献。收录的学科

范围越大, 二次文献出版物的适应面也越大;

收录多学科文献的 综合性二次文献出版物

可以减少二次文献出版物的种类, 对文献集

中报道, 避免重复和交叉。设L X 为收录学科

范围指标值, X 为每收录一个学科文献的得

分, n 为所收录的学科数, 则L X 的指标值可

按下式计算:

L X = nX (1)

可取X = 3。

1. 1. 2　收录国家范围

二次文献出版物不仅要报道国内的, 而

且要报道国外的文献, 报道的国家越多, 检索

国外文献越方便, 对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经

济研究成果的国际交流的作用也越大。设

L G 为收录国家范围指标值, G 为每 收录一

个国家文献的得分, n 为所收录的国家数。则

L G 的指标值可按下式计算:

L G = 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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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 出版周期越短, 报道时差越小, 但

这种关系并非绝对的。设 F Z 为出版周期指

标值,D 为出版周期 (以天为单位) , 则 F Z 的

指标值可按下式计算:

F Z =
360
D

(8)

式中: 360 为 1 年的天数。

1. 3. 3　发行方式

发行方式是指二次文献出版物以何种形

式与途径发行。一般说来, 二次文献出版物可

以用 3 种方式发行, 即印刷方式、光盘方式、

网络方式。发行方式越多, 用户使用就越方

便, 且文献信息传播的范围也会因发行方式

的增加而扩大。设 FM 为发行方式指标值,

M i 为每种发行方式的得分, n 为发行方式

数, 则 FM 的指标值可按下式计算:

FM = nM i (9)

可取M i= 5。

1. 3. 4　发行范围

发行范围这里主要指二次文献出版物发

行的地理范围, 分地区发行、全国发行和国际

发行 3 种。发行范围越广, 影响越大, 传播文

献信息的范围也越广。设 F E 为发行范围指

标值, E i 为不同发行范围的得分, 则F E 的指

标值可按下式计算:

F E = E i (10)

发行范围得分取: 地区发行, E i = 5; 全国发

行, E i= 10; 国际发行, E i= 15。

2　二次文献出版物定量评价的综合模

型

对于二次文献出版物, 可以采用层次分

析法建立综合评价模型。评价目标与指标体

系的层次结构如图 1。

图1 二次文献出版物评价及其指标体系的结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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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文献出版物评价S

　　各分指标对相应指标群的权数和各指标

群对评价目标的权数采用比率标度法来确

定。如在收录指标群中, 收全率的重要性大于

收录学科范围和收录国家范围的重要性, 收

录学科范围又稍重要于收录国家范围; 在著

录指标群中, 著录项目完整性的重要性稍大

于检索途径数的重要性, 检索途径数的重要

性大于著录规范化程度的重要性。在出版发

行指标群中, 各指标的重要性依次为: 报道时

差、发行范围、出版周期、发行方式, 且差异程

度大致相似。它们的比率标度与权数如表 1

～ 3。各指标群对评价目标来说, 著录指标群

的重要性稍大于出版发行指标群的重要性,

出版发行指标群的重要性稍大于收录指标群

的重要性, 其比率标度与权数如表 4。二次文

献出版物各评价指标的总权数如表 5。

二次文献出版物评价的总得分可用下式

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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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5 页)　对表 6 中的S 作适当调整, 可确定二次文献出版物的等级如表 7。
表 7　二次文献出版物的评价等级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S S ≥16. 00 11. 00≤S < 16. 00 7. 00≤S < 11. 00 S < 7.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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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88 页)

第二条途径是结合用户需要开展用户培训。

为了开发利用文献资源, 强化信息服务功能, 公共

图书馆经常组织信息用户培训, 开展跟踪服务、定

题服务。这就为用户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事实

上, 只靠图书馆单方面努力, 如果没有用户教育,

用户的信息知识、信息能力浅薄, 即使主动服务

“尽善尽美”也难以取得好的服务效果。某市图书

馆的实践证明, 结合用户需要进行用户培训, 在提

高用户的信息能力的前提下, 加速了信息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 提高了服务效果。例如, 几年前,“三

资”企业兴起时, 信息需求较为迫切, 某市图书馆

举办三资企业管理与技术人员信息知识讲座, 介

绍各种信息资源的特点、布局及方法。在这个基础

上, 该馆以“三资企业文库”为题, 编制与三资企业

相关的论文、专利、标准、文献的题录、文摘, 提供

文献信息线索。由于用户具有信息知识, 了解信息

源及检索途径, 在图书馆的配合下, 用户自己直接

选择和获取相关信息, 解决了企业管理与技术开

发的问题。该馆曾开办“厂长、经理特约服务”信息

知识讲座, 使这些特殊用户对图书馆的文献资源

与使用途径有所掌握, 提高了图书馆的服务效果。

近年来, 该馆举办“广告人文库”, 以广告业务人员

与企业营销人员为特殊用户群, 建立广告文库阅

览室, 集中有关内容的多种信息载体, 集外借、阅

览、检索、咨询于一体, 经过有关信息使用知识培

训后, 用户能自如地检索和获取信息, 使有关文献

得到深入的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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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G = 3。

1. 1. 3　收全率

收全率是指二次文献出版物所收录的文

献占所收录范围内实际出版的文献的比例。

这是收录指标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 如

果二次文献出版物收录不全, 将会使很多未

被收录的文献得不到利用。设L Q 为收全率

指标值, Q 1 为所收录的文献数, Q 为所收录

范围内实际出版发行文献数, 则L Q 的指标

值可按下式计算:

L Q =
20Q 1

Q
(3)

式中: 20 为调节系数。

1. 2　著录指标

著录是二次文献出版物的一个重要方

面, 其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二次文献出版物

功能的强弱、作用的大小和利用的方便程度。

可设置以下 3 个指标来反映二次文献出版物

著录的好坏。

1. 2. 1　著录项目完整性

每一个著录项目都反映被报道的文献的

一个方面, 著录项目越完整, 揭示文献就越全

面, 越详尽。二次文献出版物的著录项目较

多, 最好是全部著录。当然, 不同的著录项目,

反映文献的特征不同, 揭示文献的深度也有

区别, 对于不同的著录项目, 应给予不同的分

值。设 ZA 为著录项目完整性指标值,A 2 为

文摘项得分, A 1 为其他著录项目得分, n 为

其他著录项目数, 则 ZA 的指标值可按下式

计算:

ZA = nA 1 + A 2 (4)

可取A 2= 4, 5 或 6, 视文摘编写水平而定; A 1

= 2; 某一个项目著录不完全可酌情减分。

1. 2. 2　著录规范化程度

二次文献出版物著录格式规范与否直接

关系到文献信息资源共享和联机检索能否实

现。著录越规范, 著录标准的级别越高, 联机

检索和资源共享的范围就越大。设 ZB 为著

录规范化程度指标值,B i 为按不同标准著录

的得分, 则 ZB 的指标值可按下式计算:

ZB = B i (5)

按国际标准著录,B i 取 15; 按国家标准著录,

B i 取 10; 按其他标准著录,B i 取 5。

1. 2. 3　检索途径数

二次文献出版物的检索途径多少是其质

量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检索途径越多, 使用

越方便, 检全率与检准率也越高。如果该二次

文献出版物就只有一种检索途径, 若用户不

会利用这一途径, 就不能使用该出版物来查

找文献。设 Z F 为检索途径数指标值, F 为每

一种检索途径的得分, n 为检索途径数量, 则

Z F 的指标值可按下式计算:

Z F = nF (6)

可取 F = 5。

1. 3　出版发行指标

除收录和著录外, 出版发行也是影响二

次文献出版物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因素。一种

二次文献出版物 的收录再广再全, 著录再规

范, 但若出版周期长, 报道时差大, 发行方式

单调, 发行范围狭小, 还是达不到有效而及时

地报道文献的目的。因此, 可设置以下 4 个指

标来反映二次文献出版物的质量和水平。

1. 3. 1　报道时差

二次文献出版物的报道时差是指它的出

版时间与其所报道的文献的出版时间之差,

一般用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时差表示, 以天为

单位。二次文献出版物应及时地报道一次文

献, 缩短时差。报道时差是一个逆向指标, 其

数值越小越好。设 FS 为报道时差指标值, Tϖ

为平均时差, 则 FS 的指标值为

FS =
(360 - Tϖ)

20
(7)

式中: 360 为 1 年的天数; 20 为调节系数。

1. 3. 2　出版周期

出版周期是指二次文献出版物的刊期,

即二次文献出版物两期之间的时间。出版周

期的长短也反映它报道文献的速度。与报道

时差的作用相似, 且与报道时差有一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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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收录分指标对L 的权数

L L G L X L Q W

L X 1 2 1ö5 0. 1865

L G 1ö2 1 1ö4 0. 1266

L Q 5 4 1 0. 6869

Κm ax= 3. 0941　　CR = 0. 0811< 0. 1

表 2　各著录分指标对 Z 的权数

Z ZA ZB Z F W

ZA 1 4 2 0. 5453

ZB 1ö4 1 1ö3 0. 1425

Z F 1ö2 3 1 0. 3122

Κm ax= 3. 04　　CR = 0. 0345< 0. 1

表 3　各出版发行分指标对 F 的权数

F FS F Z FM F E W

FS 1 3 4 2 0. 4586

F Z 1ö3 1 2 1ö2 0. 1574

FM 1ö4 1ö2 1 1ö3 0. 1113

F E 1ö2 2 3 1 0. 2727

Κm ax= 4. 0539　　CR = 0. 0200< 0. 1

表 4　各指标群对评价目标的权数

S L Z F W

L 1 1ö3 1ö2 0. 1635

Z 3 1 2 0. 5395

F 2 1ö2 1 0. 2970

Κm ax= 3. 0092　　CR = 0. 0079< 0. 1

表 5　二次文献出版物各评价指标的总权数

分指标
权数

指标群及 L Z F

0. 1635 0. 5395 0. 2970
W T

L G 0. 1865 0. 0305

L X 0. 1266 0. 0207

L Q 0. 6869 0. 1123

ZA 0. 5453 0. 2942

ZB 0. 1425 0. 0769

Z F 0. 3122 0. 1684

FS 0. 4586 0. 1362

F Z 0. 1574 0. 0467

FM 0. 1113 0. 0331

F E 0. 2727 0. 0810

S = 0. 0305L G + 0. 0207L X 　　

+ 0. 1123L Q + 0. 2942ZA

+ 0. 0769ZB + 0. 1684Z F

+ 0. 1362FS + 0. 0467F Z

+ 0. 0331FM + 0. 0810F E (11)

3　二次文献出版物等级的评定

二次文献出版物定量评价结论有两种形

式: 一是对被评价的多种二次文献出版物排

出优劣顺序: 二是确定二次文献出版物的优

劣等级。第一种形式只需通过 11 式计算出总

得分后, 便可排出优劣顺序。第二种形式则需

要确定各个等级的阙值, 并根据 11 式计算的

得分确定其等级。根据我国二次文献出版物

的实际情况, 将每个指标取高、中、低 3 个值,

代入 11 式计算出不同等级的阙值。高值是收

录范围广泛, 收全率达 90% , 著录项目完备,

按国际标准著录, 检索途径达到 4 种, 报道时

差为 215 个月, 出版周期为 1 个月, 以 3 种方

式在国际范围内发行的二次文献出版物所对

应的指标值。中值是收录 3 个学科和 3 个国

家的文献, 收全率为 75% , 著录项目不够完

备, 按国家标准著录检索途径为 3 种, 报道时

差为 4 个月, 出版周期为 2 个月, 以两种方式

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二次文献出版物所对应

的指标值。低值是只收录 1 个学科和 1 个国

家的文献, 收全率为 60% , 著录项目只有 3

项目, 按地方标准著录或虽按国家标准著录

但不够规范, 只有 1 种检索途径, 报道时差为

6 个月, 出版周期为 3 个月, 以 1 种方式在地

区范围内发行的二次文献出版物所对应的指

标值。各个指标的高、中、低值和相应的S 如

表 6。

表 6　二次文献出版物各指标的高、中、低和 S 值

指标 L G L X L Q ZA ZB Z F FS F Z FM F E S
高 18 18 18 16 15 20 14 12 15 15 16. 35
中 9 9 15 10 10 10 12 6 10 10 10. 60
低 3 3 12 6 5 5 9 4 5 5 6.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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