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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识别睡美人文献，发现其作者的动态 ｈ 指数变化规律，可多维度观察睡美人文献，并从作者影响力角度

探索睡美人文献的唤醒要素。 本文结合识别睡美人文献的参数标准与无参数指标 Ｂｃｐ 的计算方法，建立了基于

Ｂｃｐ 无参数指标的睡美人文献识别标准，依据 Ｂｃｐ 指数的计算和 Ｂｃｐ 无参数指标识别标准，识别出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

和 ＰＮＡＳ 三大期刊高被引文献中的睡美人文献作为研究样本，并从中筛选高 Ｂｃｐ 指数的代表性睡美人文献，探讨

其作者影响力指标 ｈ 指数的动态变化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根据 Ｂｃｐ 识别标准的睡美人文献比例为 ２ ３８％，与前

人研究的比例比较吻合，该标准被验证具有可行性；睡美人文献的出现与唤醒时间分布规律具有阶段性特征，且

各阶段相互对应，但先后顺序不同；睡美人文献作者历年动态 ｈ 指数曲线整体呈线性趋势；存在部分具有特殊上

升规律的动态 ｈ 指数曲线的典型“睡美人作者”。 图 ６。 表 １。 参考文献 ３５。

关键词　 睡美人文献　 时间分布　 动态 ｈ 指数　 作者影响力　 Ｂｃｐ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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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ｌｅ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ｈ⁃ｉｎｄｅｘ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ｅｄ．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ｎ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Ｂｅａｕｔ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６ ｆｉｇｓ １ ｔａｂ ３５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Ｂｅａｕｔ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ｈ ｉｎｄｅｘ．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Ｂｃｐ ｉｎｄｅｘ．

０　 引言

“睡美人”文献是指论文发表之初未受到学

术界广泛关注或被抵制，一直处于低被引或零

被引的状况，之后由于各种原因被“王子”文献

唤醒，继而被引频次出现激增的文献［１］ 。 这些

文献之所以低被引或零被引，通常是因为其内

容具有变革性或超前性，遭到学术界和社会的

忽略或抵制，形成了延迟承认的现象［２］ 。 通常

这些睡美人文献大都代表着领域重大科学发现

或转折，因此研究睡美人文献对促进学科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睡美人文献由文献内容和作者

两部分构成，本文通过代表作者影响力的 ｈ 指

数这一指标，研究睡美人文献作者，发现睡美人

文献作者的动态 ｈ 指数的变化规律及 ｈ 指数特

征，为睡美人作者的特征识别提供线索。

１　 文献综述

１．１　 睡美人文献识别方法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学者开始通过引文曲

线关注低被引或零被引文献以及延迟承认现

象［３］ 。 早期对睡美人文献的识别方法集中于曲

线拟合［４］ ，将论文引文曲线与数学公式或具体

曲线类型进行拟合，人为观察曲线走势［５］ 。 中

期大多数学者利用人为参数指标界定睡美人文

献。 Ｇａｒｆｉｅｌｄ 通过对前期平均每年被引次数接近

１ 且低被引时间大于 ５ 年的方法识别了 ５ 篇典

型睡美人文献［６］ 。 ２００４ 年，荷兰科学计量学者

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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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Ｒａａｎ 提出了更加被普遍使用的识别标准，分别

从睡眠深度、睡眠时长、唤醒强度三方面进行设

定，睡眠时长一般大于等于 ５ 年，在文献睡眠期

间，睡眠深度即平均每年被引频次介于 ０—２ 次

之间，唤醒强度即被唤醒的前 ４ 年累计被引频

次一般应大于 ２０ 次［１］ 。 后来学者们又利用平

均值标准和四分位数标准限定睡美人文献［７］ ，
也有将以上多种标准结合使用的方法［８］ 。 基于

这些评判标准，李江和叶鹰两位学者还提出了

四条评判原则，即综合考虑全部引文历史，相同

引文总量不同积累过程的文章应弱化前期累积

引文量的影响，睡美人的唤醒时间不应随时间

而变化，以及避免睡眠期间或觉醒强度的任意

阈值［９］ 。
近年来识别睡美人文献多使用无参数指

标，即综合考虑文献的相关引文数据来判定睡

美人文献。 ２０１３ 年 Ｗａｎｇ 提出被引速率，即文献

被引频次的累计增加速率［１０］ ；２０１５ 年 Ｋｅ 等人

提出“美丽指数（Ｂ 指数）”以衡量睡美人文献的

“美丽程度”，即描述睡美人文献三个相关参数

的表现程度［１１］ ；２０１７ 年杜建提出 Ｂｃｐ 指数，以
“年度被引次数累计百分比” 重新计算睡眠深

度、唤醒时间和唤醒强度［１２］ ；２０１８ 年叶鹰和 Ｂｏ⁃
ｒｎｍａｎｎ 以及国内学者张家榕等引入“引文角”概

念测度睡美人文献［１３－１４］ 。 目前较为前沿的研究

是将机器学习方法引入到睡美人文献的识别

中。 ２０１７ 年 Ｄｅｙ 等人利用机器学习的分类器方

法，使用由文献作者、出版地点、关键词和每篇

论文的引用情况等元数据所组成的特征集，识
别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睡美人文献并总结其沉睡

因素［１５］ 。 同年 Ｈｏ 等人利用心理学计算机检索

新方法从 ３０ 多万篇心理学文章中识别出三篇典

型睡美人文献及其王子文献，分析心理学中睡

美人文献的细节特征［１６－１７］ 。
上述方法中，曲线拟合法由人为观察决定，

结果偏主观，参数标准对识别睡美人文献的沉

睡期要求苛刻，相比于无参数标准公式计算的

识别结果，沉睡期年均被引次数大于 ２ 次但也

是低被引的文献可能会被忽略。 综合考虑所有

识别方法的优劣特征，本文采用 Ｂｃｐ 指数法计

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 和 ＰＮＡＳ 期刊中高被引文献的

“美丽程度”，并结合 Ｂｃｐ 指数识别标准，依据计

算结果识别出睡美人文献，构建睡美人文献样

本，作为文献特征研究的基础。
本文旨在通过研究睡美人文献的特征来完

成后续的预测工作。 但现有的对睡美人文献的

预测研究仍处在探索阶段，集中于开发预测模

型。 潜在的睡美人文献，现阶段处于低被引状

态，除了同行评议外，无法与普通低被引文献区

分开；但同行评议仍面临多重问题，如工作量较

大，或存在变革性、创造性的新思想和新发现继

续被抵制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提出从文献的

创造者———即作者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睡美

人文献作者具有的共同特征，利用特征指标，识
别现有低被引文献的作者，进而实现对睡美人

文献的预测和挖掘。

１．２　 动态 ｈ 指数

ｈ 指数是 ２００５ 年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分校物理系 Ｈｉｒｓｃｈ 教授提出［１８］ ，作为评估科研

人员成果与作者影响力的主要评价指标之一，
其综合考量学术产出数量与学术产出水平，客
观反映作者在某领域的被认可程度。 ｈ 指数是

指某一学者在一定期间内所发表的论文至少有

ｈ 篇的被引频次不低于 ｈ 次。 关于 ｈ 指数的改

进也存在大量研究，但其计算相对复杂，且并未

得到广泛运用，因此本文仍以 ｈ 指数作为作者

影响力的评价指标。 多数学者对 ｈ 指数的研究

更多地关注当时 ｈ 指数的意义，忽略了 ｈ 指数的

时间动态变化趋势。 只有少数学者对动态指数

有进一步研究。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和 Ｙｅ 利用 Ｒ 指数与

有理数 ｈ 指数基于连续时间变量的导函数的乘

积定义了动态 ｈ 指数［１９］ ；Ｅｇｇｈｅ 基于引文老化

速率和 Ｌｏｔｋａ 指数提出了 ｈ 指数的时间函数模

型［２０］ ；张晓阳以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的 １４ 位高

被引科学家为例，发现高被引科学家的 ｈ 指数

的线性成长规律，以及学术生涯结束后 ｈ 指数

的对数成长特征［２１］ 。 吕娜通过 ＥＳＩ 平台选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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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领域篇均被引次数排名前 ５ 位的作者为研

究对象，总结出 ３ 种 ｈ 指数成长曲线类型［２２］ ，并
提出作者贡献程度与作者影响力即 ｈ 指数的关

系［２３］ 。 张琳等分别对国内外 ８ 位高被引作者进

行 ｈ 指数趋势监测，指出团队合作者之间 ｈ 指数

的相对变化规律［２４］ 。
在睡美人文献领域研究动态 ｈ 指数还鲜有

人涉及，本文从该角度探讨睡美人文献在作者

影响力方面的特征及变化趋势，深入了解睡美

人文献及其作者的内在性质，有利于后期对睡

美人文献的甄别。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睡美人文献研究对象的前提是高被引文献。
本文挑选了 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ＮＡ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三大名刊，囊括了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研究主题覆盖全面，同时杜

建的博士论文对相关研究的统计结果也称上述

三本期刊是产出睡美人文献最多的期刊［２］ 。 本

文通过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Ｓ） 平台数据库，以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 和 ＰＮＡＳ 杂志自 １９６０ 年以来发表

的论文的年度被引频次为基础数据，文献被引

频次下载日期为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５ 日，发表文献数

据统计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为观察文献的

年被引频次变化趋势，本文以 １０ 年为例，保证每

篇文献至少有 １０ 年的引文窗，由于 ２０１８ 年被引

频次数据不完整，因此将检索时间条件设定为

１９６０—２００７ 年。 检 索 式 为 ＳＯ ＝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Ｒ ＰＮＡＳ），共得到有效统计数据 ２７０ ６３９
万条。 上述三本期刊的 ５ 年影响因子分别为

３８ ０６２、４３ ７６９ 和 １０ ４１４，取平均值 ３０ ７４８，即
平均每年每篇文献被引 ３０ ７４８ 次。 以 １０ 年引

文窗为例，取总被引频次大于 ３０７ 次的文献作为

高被引文献，共计 ２３ ４１４ 条，构成本文的研究文

献列表。 该文献列表可使用 ＷｏＳ 平台提供的

“创建引文报告”功能及下载功能，获得每篇文

献自发表年起至检索日期的历年被引频次，构
成本文的文献引用数据库。

计算 ｈ 指数所需要的作者历年的引用数据

仍通过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平台收集。 在收集某一

作者的文献成果时，为了排除重名作者的文章，
特添加“所属机构”限定，但由于该作者在学术

生涯期间有可能更换工作单位，因此还要参考

作者的研究方向，同时也可以通过文献的其他

合作者协同确定，因为他们的合作次数可能不

止一次。 综上，本文采用“姓名＋所属机构＋研究

方向＋期刊领域” 的检索策略限定作者的查准

率，为确保囊括作者所有成果，检索时间设定为

“所有年份”。 利用 ＷｏＳ 平台提供的“创建引文

报告”功能获得作者的每篇文献的历年引文数

据，数据收集自该作者首篇文献的发表年起。
相较于前人的动态 ｈ 指数研究，本文收集了更

大规模的数据，选取睡美人文献数据库中 Ｂｃｐ
指数大于 １０ 的 ７７ 篇文献的 １２９ 位作者，进行数

据统计和分析，结果更具普适性。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睡美人文献识别及唤醒计算

本文通过对相关识别方法优劣的对比分

析，选取较为完善的无参数指标 Ｂｃｐ 指数对数

据进行睡美人文献识别，用“年度被引次数累计

百分比”重新计算睡眠深度、唤醒时间和唤醒强

度。 计算公式如下：

Ｂｃｐ ＝ ∑ ｔｍ
ｔ ＝ ０

１ － ｃ０

ｔｍ
·ｔ ＋ ｃ０ － ｃｔ

æ

è
ç

ö

ø
÷

　 　 论文发表当年被引次数为 ｃ０ ，年度被引频

次累计百分比 ｐ∈［０，１］，ｔｍ 为文献累计百分比

达到最高点时的年龄，即该文献的总生命周期，ｌ
为 ｔｍ 点纵坐标和 ｃ０ 点纵坐标的连线；任意 ｔ＜ｔｍ ，
ｃｔ 为年龄 ｔ 的累积被引频次百分比，ｌｔ 为年龄 ｔ
对应连线上的点，对（ ｌｔ － ｃｔ ） 求和，即为 Ｂｃｐ 指

数值。
借鉴 Ｂ 指数和 Ｂｃｐ 指数对唤醒期的计算原

理，累计被引百分比曲线各点向曲线起点与终

点的连线即 ｌ 作垂线，取使得垂线距离最大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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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ｔ 对应的年份作为被唤醒年， 对公式稍作

修正，得到公式如下：ｔ∈［０，ｔｍ ］，

１ － ｃ０

ｔｍ
＝

１ － ｃ０

ｔｍ
·ｔ ＋ ｃ０ － ｃｔ

æ

è
ç

ö

ø
÷

２

－ ｄ２
ｔ

ｄｔ

ｍａｘｄｔ ＝
（１ － ｃ０ ）·ｔ ＋ （ｃ０ － ｃｔ ）·ｔｍ

（１ － ｃ０ ） ２ ＋ ｔ２
ｍ

２．２．２　 无参数指标 Ｂｃｐ 识别标准

现有的无参数指标均以计算指数大小为主

要目的，比较指数之间的相对有效性，而指数的

数值只能衡量睡美人的“美丽程度”，并不能给

出确切的标准界定是否为睡美人文献。 因此若

想使用无参数指标识别出睡美人文献，对睡美

人文献进行总体分析，需要具体的阈值来划定

睡美人文献的 Ｂｃｐ 指数范围。
本文结合参数指标和无参数指标设定关于

Ｂｃｐ 指数的睡美人文献识别标准，即按照普遍认

可的 Ｒａａｎ 提出的参数标准，利用 Ｂｃｐ 指数计算

公式，计算得到满足睡美人文献定义的文献 Ｂｃｐ
指数阈值，即睡美人文献的识别标准。 假设有

两篇文献恰好符合 Ｒａａｎ 提出的参数标准的上

限和下限，设定沉睡期取最小值 ５ 年；沉睡期每

年被引频次为 １—２ 次，分别取两个数组｛ １，１，
１，１，１｝和｛２，２，２，２，２｝进行计算并求平均值；前
４ 年累积被引频次大于等于 ２０ 次，则取前 ４ 年

共 ２０ 次，平均以每年 ５ 次累加，构成年被引频次

矩阵
１ １ １ １ １ ５ ５ ５ ５
２ ２ ２ ２ ２ ５ ５ ５ ５５

é

ë
êê

ù

û
úú ，两篇文献

９ 年内的总被引频次为
２５
３０

æ

è
ç

ö

ø
÷ ，年被引频次累加

比例矩阵 ｃｔ 为
０ ０４ ０ ０８ ０ １２

０ ０６６ ７ ０ １３３ ４ ０ ２００ １
é

ë
êê

０ １６ ０ ２０ ０ ４０ ０ ６０ ０ ８０
０ ２６６ ８ ０ ３３３ ５ ０ ５００ ２ ０ ０６６ ９ ０ ８３３ ６

１ ００
１ ０００ ３

ù

û
úú ，文献年龄取整数 ｔ∈［ ０，８］， ｔｍ 为 ８。

根据 Ｂｃｐ 计 算 公 式， 得 到 Ｂｃｐ 指 数 向 量

３ ６８
３ ７９９ ８５

æ

è
ç

ö

ø
÷ ，选定其平均值 Ｂｃｐ ＝ ３ ７３９ ９２５ 为

最低“睡美人”文献标准。
该标准兼顾无参数指标的高查全率和客观

性优势，避免参数指标对于沉睡期的严苛性和

主观性偏差，同时给出了使用无参数指标的判

定标准，由于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匮乏，此标准的

理论依据较为薄弱，仍需进一步实践验证。
２．２．３　 动态 ｈ 指数

ｈ 指数会随文章发表量和被引频次的增长

时刻发生变化，因此本文将动态 ｈ 指数应用于

睡美人文献的作者特征研究。 而 ｈ 指数及相关

改进指数均以当前时间点定义计算方法，若想

获取历年 ｈ 指数需尊重 ｈ 指数的原始定义，按照

初始计算方法，以文献篇数为单位，取 ｈ 指数为

整数，而非连续有理数，人工收集文献历年的总

被引频次，并逐年累加，得到截至每年年底的累

计被引频次，再对截至每年年底已发文献按照

被引频次排序，进而可得到睡美人文献作者的

历年 ｈ 指数。
动态 ｈ 指数计算方法如下：①检索某一作

者发表的所有文献集合 Ｄｍ ；②对于 Ｄ 集合中文

献 Ｄｉ（ ｉ ＝ １…ｎ），逐篇提取出版年并检索形成其

引证文献集合 Ｃｉｍ ；③对于 Ｃ 集合中的文献 Ｃｉｊ（ ｊ
＝ １…ｎ），逐篇统计其出版年；④对于某一时间节

点 Ｔ，可以计算出该时间节点作者发表的文献集

合 Ｄｔ ，从 Ｃ 集合中找出 Ｄｔ 中每篇文献的引证文

献并提取时间节点 Ｔ 之前的引证文献集合 Ｃｔ 及

引证文献数量；⑤将步骤④中 Ｄｔ 集合中的文献

按照引证文献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根据传

统 ｈ 指数计算方式即可获得该时间节点作者的

ｈ 指数［２２］ 。
由此，本文通过观察睡美人文献发表年的

作者 ｈ 指数值的共同特征、发表年到唤醒年间 ｈ
指数的走势、唤醒年 ｈ 指数的变化，以及合作者

之间的 ｈ 指数比较与相互影响，归纳总结睡美

人文献作者的内在特征与成长规律。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基于 Ｂｃｐ 标准的睡美人文献识别

以所收集的期刊高被引文献为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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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Ｂｃｐ 指数的计算方法，将 Ｂｃｐ 指数结果由

大到小排序，结合无参数指标 Ｂｃｐ 识别标准，进
行最终的睡美人文献识别。

通过计算，共有 ５５８ 篇满足睡美人文献标

准，占总篇数的 ２ ３８％，而李江等人于 ２０１４ 年发

表的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ｂｅａｔ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ｆｏｒ “ｓｌｅｅｐｉｎｇ
ｂｅａｕｔｉｅｓ”一文中利用 Ｖａｎ Ｒａａｎ 的参数标准识别

得到的比例为 １ ２９％［２５］ ，由于文献来源的不同、
时间范围的扩大以及 Ｂｃｐ 指数对曲线整体趋势

的兼顾等多个因素，相比之下本文增多 １％，也
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构建的识别标准具有

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本文计算得到的睡美

人文献比例与定义高被引文献所采用的前 １％

的标准相比，是其 ２ 倍之多，可表明睡美人文献

不在少数。 本文只对 １９６０ 至 ２００７ 年被认可的

睡美人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仍有大量正在沉睡

的睡美人文献等待“王子”的出现，发挥其价值，
推动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 因此，加强对睡美

人文献沉睡原因和唤醒机制的研究，对预测睡

美人文献、提前人为寻找“王子”来唤醒的“睡美

人”，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摘取 Ｂｃｐ 指数大于 １０ 的 ７７ 篇睡美人

文献在此展示，并构成最终研究睡美人文献作

者的样本数据库，以备后续 ｈ 指数研究使用。
文献结果数据见表 １。

表 １　 Ｂｃｐ 指数计算结果列表

序号 Ｂｃｐ 序号 Ｂｃｐ 序号 Ｂｃｐ 序号 Ｂｃｐ 序号 Ｂｃｐ

１ １１２ １８ ２３７ ９ ２４１ １４ ８３７ ９ ４３７ １２ ７８７ ９ １８６ １１ ６１９ ９ ５５４ １０ ７８２

２２ ２２２ １７ ４３４ １０ ８８７ １４ ８０３ ９ ６４７ １２ ７８２ １０ ０１７ １１ ６１１ ９ ２２５ １０ ６８５

１０ ２５８ １６ ９０８ ９ １６３ １４ ７１３ ９ ３４３ １２ ７０２ ９ １６７ １１ ５８８ ９ ４２２ １０ ６１３

９ １３８ １６ ６８６ １０ ０４０ １４ ５５７ ９ ２７２ １２ ５８１ ９ ２１２ １１ ５３９ １０ ５１６ １０ ５３５

１０ ３８５ １６ ２１５ ９ ３６６ １４ ４６１ ９ ８５０ １２ ５３７ １０ ２２５ １１ ４２４ １０ １３２ １０ ４１

９ ６９８ １６ １８５ ９ ６８６ １４ ４１９ １０ ０４１ １２ ４３５ ９ ２５５ １１ ４１４ ４ ３５９ １０ ３８８

９ １２８ １５ ５６２ ９ １９１ １４ １９５ １３ ９７６ １２ ４２ ９ ３０６ １１ ３７３ １０ ０９８ １０ ２６５

９ １８１ １５ ５４２ ９ ５８５ １４ １３２ １０ ６３８ １２ ３８５ ９ ９６３ １１ ３７ １７ ４１０ １０ ２６４

９ ３３０ １５ ５３５ ９ ２１５ １３ ８７ １０ ４３０ １２ ３５７ １１ ２８６ １１ ３２６ ９ ２５０ １０ ２１６

１０ ３０５ １５ ４５１ ９ ２１３ １３ ５９ ９ ８００ １２ ２３５ ９ １９９ １１ １９２ １０ ０１４ １０ ２１４

９ ２７１ １５ ３９６ １０ １２３ １３ ４９５ １０ ５３６ １２ １６８ ９ ５３５ １１ ０１２ ９ ９０３ １０ １１５

９ ２６０ １５ １８６ １７ ９９６ １３ ３２５ ９ ３５４ １２ ０７６ １０ ６７５ １０ ９４８ ９ ９６３ １０ ０６５

２１ ８０３ １５ ０３６ ９ １３０ １３ ３１１ ２４ ３３７ １１ ９６８ ９ ７７４ １０ ９１９ ２２ ５２０ １０ ０３３

９ ４２８ １４ ９７５ １０ １９０ １３ １２ ９ ３３５ １１ ８７２ ２１ ３１６ １０ ８７１

９ ２８１ １４ ９４４ １０ ７０８ １３ ０２２ ９ １３７ １１ ７４ ９ ２２４ １０ ８５４

１０ ４８９ １４ ９２６ １１ ２５０ １２ ７９６ ９ １９８ １１ ６８２ １６０ １０ ７８８

　 　 本文所识别的 ５５８ 篇睡美人文献样本涉及

学科领域主要有医学、生物科学、化学、物理学、
心理学和海洋科学等［２６］ ，分布领域广泛，其所蕴

含的学术价值也不可估量。 文献作者的所属机

构大多为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其中

美国以绝对优势领先于其他国家。 其中 Ｂｃｐ 指

数最高的文章是来自 Ｓｃｉｅｎｃｅ 杂志的美国学者

Ｓｃｈｏｅｎｆｅｌｄ 发表的 Ｌｙｓｅｒｇｉｃ ａｃｉｄ ｄｉ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ｄｅ－ ａｎｄ
ｍｅｓｃａｌｉｎ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ｕｎ⁃
ｉｓ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Ｂｃｐ 指数为 １８ ２３７。 在 １９７６

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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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年发表后的 ４ 至 ６ 年间，有两次年被引频次分别

达到 ３ 和 ５（不排除自引的情况），从此之后沉睡

深度一直保持在 ０—２ 之间，说明当时有很少数

人关注过此研究，并未被广泛传播和认可，随后

进入深度睡眠时期，沉睡期长达 ４０ 年之久，直到

２０１６ 年才被唤醒，年度被引频次达到 １１８ 次，
２０１７ 年被引频次更是高达 ７５３ 次，说明在近两

年内其成果才开始在学术界扩散且势头迅猛，
得到广泛认可，为生物学领域带来革命性的

转折。
为了奠定所识别的睡美人文献时间分布规

律的研究基础，本文先通过图 １ 对睡美人文献

的总体时间分布进行描述。 从期刊方面观察，
Ｓｃｉｅｎｃｅ 在 １９９５ 年前为三本期刊中睡美人文献出

现概率最高的期刊，但其分化明显，在 １９９５ 年后

鲜少再有睡美人文献出现的高峰；Ｎａｔｕｒｅ 前 ２５
年紧随 Ｓｃｉｅｎｃｅ 之后，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仅在

１９８６—１９９６ 的 １０ 年间表现平平，但在 １９９６ 年后

反增趋势明显，领先其他期刊 ２—３ 倍，整体上

Ｎａｔｕｒｅ 与年度综合的趋势相吻合，也侧面反映了

Ｎａｔｕｒｅ 在其中的带头作用；ＰＮＡＳ 的睡美人文献

数量相比前两者一直处于起伏不定的低水平状

态，对整体趋势影响甚小。 三者比较，不同期刊

睡美人文献出现频率的高低可能与期刊影响因

子存在正相关性［２７］ 。 从折线总体趋势观察，睡
美人文献的出现总体分布在 １９６４—１９８４ 的 ２０
年间，其中有三个明显的高峰期，第一个是 １９６５
年前后，增长和消减的速度都很快，均为一年内

变化，三本期刊分别出现了各自的波峰，与年度

综合曲线走势相同；１９７０ 年为第二高峰，该波峰

增长幅度略大于第一个高峰期，且持续时间较

长，可达 ３—５ 年；第三个高峰为 １９７７ 年，也是增

长最强势的一个，达到所有检索时间的最高点，
但也很快下降，紧接着 １９８０ 年和 １９８２ 年又反弹

出现小波峰，随后睡美人文献的出现一直处于

较低水平，相对前期而言仅有些许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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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期刊睡美人文献时间分布图

　 　 睡美人文献出现的原因与社会发展的进程

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经过

数年的休整，社会环境安定平稳，而各国为了恢

复国力，开始迫切追求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加大

对科技和经济的投入，在 １８ 世纪以来工业革命

和电力革命的基础之上，信息需求成了人类征

服自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２８］ ，因此世界各

国纷纷开始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是一场信息

控制技术的革命。 主要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
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涉
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

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与睡美人

文献涉及的领域相吻合。 ２０ 世纪中叶，尤其是

１９６５—１９７５ 年，以重组 ＤＮＡ 实验的成功为标

志，进入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第三个 １０ 年，生物技

术快速发展，人类开始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２８］ ，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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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先进的学者发表了一些比较前沿但不被认

可的研究，也就是后来学术界所定义的睡美人

文献。 之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的逐渐显

现，各领域科技水平的提高和信息的爆炸式增

长，人们对信息的使用需求和储存技术的提升，
使得文献的曝光量增加［２９］ ，睡美人文献逐渐被

唤醒。
１９９０ 年后睡美人文献相对前三个高峰期有

所减少，对此 Ｒａａｎ 和 Ｗｉｎｎｉｎｋ 给出了解释：因科

技专利的引用，大量的可能成为睡美人的文献

被提前唤醒［３０］ ，“专利王子”逐渐代替了“科学

王子”的作用。 此外，现代网络与科技的发达，
文献的可获取性逐渐提高［１０］ ，使得因文献传播

问题而产生的睡美人文献也相应减少。

３．２　 睡美人唤醒期识别

本文首先需要识别睡美人文献的唤醒期，
才能总结睡美人文献的出版年和唤醒年两大特

殊节点的时间分布规律，并观察文献作者动态 ｈ
指数的特殊节点特征及节点之间的成长规律。
通过计算满足标准的 ５５８ 篇睡美人文献所得到

的唤醒年份，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睡美人文献发表年和唤醒年的分布及文献 Ｂｃｐ 指数

　 　 右侧色标图例的颜色由浅到深代表 Ｂｃｐ 指

数的增加，图中各圆点的颜色和大小均可表示

Ｂｃｐ 指数的大小。 由图 ２ 观察可见，睡美人文献

被唤醒主要分三个时期，１９８２—１９９５ 年为第一

时期，唤醒了大量处于上文分析得到的睡美人

发表年第三高峰的文章，文献的 Ｂｃｐ 指数偏小，
仅介于 ４—８ 之间，原因推测为文献的沉睡期都

在 １０—１５ 年，沉睡时间较短；１９９８—２００６ 年为

第二时期，集中唤醒了数量更大、沉睡期更久即

发表年更早的文章， 这批文献主要集中在

１９６５—１９７０ 年发表，即睡美人文献发表的第一、
二高峰，沉睡期大概在 ３０ 年左右，图中颜色偏红

色且直径大的圆点大多分布在此区域，说明高

质量的睡美人文献（即 Ｂｃｐ 指数较大）基本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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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时期；２０００ 年至今为第三时期，相对前两个

时期唤醒数量大幅下降，文献的发表年份也更

晚，且 Ｂｃｐ 指数大小不等。
从整体上看，满足 Ｂｃｐ 指数标准的睡美人

文献，其沉睡期基本都大于 １０ 年，１９８２ 年之后

文章被大量唤醒，且先唤醒的是时间距离较近

的文献。 又过了 １０ 多年，学者们的注意力转移

到更早的文献，这也符合知识的涉猎规律，根据

解释水平理论，人们对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社

会距离较近的事物有具体形象的表征，表示为

低解释水平［３１］ 。 对于低解释水平的事物人们更

容易产生低解释水平的行为，表现为关于自身

的、近期的、简单易行的行为，将该理论应用于

文献的发现与挖掘，人们近期更易对低解释水

平的事物即时间距离较近的文献产生搜索、浏
览等行为，远期才会去发现高解释水平的事物

即时间距离较远的文献。 而且，知识的发展具

有持续性［３２］ ，人们对当前知识的掌握与前不久

的先进知识更易产生联系，因此，时间距离较近

的文献首先被检索发现。 同时随着科学技术和

思想的进步，社会和学术界也逐渐认知到被忽

略的变革性思想和技术的可行性，被发现的文

献随即被认可，即被唤醒后成为睡美人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针对的是出现睡美人频率

较高的三本期刊的文献，该规律对于其他期刊

文献的适用性还有待考证。

３．３　 睡美人文献作者动态 ｈ 指数

为了研究睡美人文献作者在特殊节点的影

响力特征及其成长规律，本文通过 ｈ 指数代表

作者的影响力水平，观察作者的动态 ｈ 指数变

化情况。
根据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平台的作者数据计算

得到每位作者的历年 ｈ 指数，进行数据整理和

筛选。 为了使研究特征明显突出，本文选取 Ｂｃｐ
指数大于等于 １０ 的 ７７ 篇睡美人文献，按照每篇

文献作者贡献度的排名顺序，排名靠后的作者

贡献度较小，不具备研究价值，因此对于一篇文

献而言，最多抽取前 ４ 名作者，不足或等于 ４ 名

的则全部纳入分析范围，共得到 １２９ 名作者作为

研究对象。 对于 ｈ 指数小于等于 ２ 的作者来说，
其 ｈ 指数浮动不超过 １，自始至终几乎无变化，
这对观察其 ｈ 指数的动态变化和走势基本毫无

意义，因此本文决定筛除 ｈ 指数小于等于 ２ 的作

者，对其他 １１６ 条数据进行分析，得到 ｈ 指数变

化趋势图（见图 ３）。 图中每条曲线表示该作者

从学术生涯开始至今的 ｈ 指数的变化趋势，“ ｘ”
号标记出该作者在所发表的睡美人文献发表年

时的 ｈ 指数值，“ ｘ” 号集中分布的年份较为靠

前，约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年之间，“ ∗” 标记出该作者

在所发表的睡美人文献被唤醒时的 ｈ 指数值，
“∗”号集中分布在 １９９０ 年之后。

从图 ３ 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睡美人文献的

作者在文献发表时期的影响力基本都不超过 ５，
而且从图中 ｈ 指数的起始点观察，多数睡美人

文献的出现都发生在这些作者的学术生涯初

期，基本不超过 １０ 年，因此可推测，这些作者当

时的年龄都在 ２０—３０ 岁的青年阶段。 以上两点

结论也可以充分说明睡美人文献在发表初期被

忽略甚至被抵制的原因，这些作者进入研究领

域时间较短，成果和被认可程度均处于较低水

平，在学术领域不具有权威的发言权。 由于“马

太效应”的存在，使得他们的新发现并不能在第

一时间吸引领域内领军人物的关注，或者支持他

们观点的学者人数较少，在他人选择参考文献

时就被剔除［３３］ ，没有这些权威的“伯乐”，学术

“新秀”们自然会被埋没。
从 ｈ 指数值来看，根据美国科睿唯安（ Ｃｌａｒｉ⁃

ｖａｔｅ）公布的“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及白皮书，查
询所有“高被引科学家”的 ｈ 指数，发现 ｈ 指数

大于 ４０ 可认定为高被引作者［３４］ 。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底，在 １１６ 名睡美人文献作者中有 ２０％的人可

被认为“高被引作者”，大部分作者的 ｈ 指数均

处于 ３０ 左右及以下，属正常影响力水平。 出乎

意想的是，个位数的 ｈ 指数作者（包含 ｈ 指数小

于等于 ２ 的作者）也具有一定比例，常作为第三

作者或第四作者出现。 本文推断，因作者年龄

年轻化特征，多数作者在年轻时期攻读学士、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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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作者 ｈ 指数走势与分布图

士或博士期间，参与指导教师相关研究，并在过

程中作出一定贡献，而学业顺利完成后，可能选

择就职于其他行业，没有继续进行更加深入的

学术研究，使得一部分作者 ｈ 指数较低。
３．３．１　 动态 ｈ 指数总体趋势

从 ｈ 指数曲线走势看，总体睡美人文献作

者的 ｈ 指数均呈线性增长趋势，Ｂｕｒｒｅｌｌ 在 ２００７
年也根据大量数据证实了科学家 ｈ 指数的线性

增长特点［３５］ ，同时国内学者张晓阳也提出分子

生物学和遗传学领域的高被引作者 ｈ 指数呈线

性成长规律［２１］ 。 本文在线性增长规律基础上，
发现了三个表现突出的成长速率，以倾斜角度

３０°、４５°和 ６０°最为明显，ｈ 指数以每十年增加 ５、
１０、２０ 的速度上升，分别在其 ｈ 指数区间［ １０，
２０］、［２５，３５］、［５０，６０］时被唤醒。 因此对于不

同 ｈ 指数成长速度的作者来说，均在其学术生

涯的中期阶段被唤醒，究其原因可能是彼时睡

美人文献作者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并已

在该领域发展了一段时间，文献的被认可度逐

渐提升，同时也都具备了一定学术影响力，综合

其他因素，文章即被唤醒。
图 ４ 列出了作者在文献发表年和唤醒年之

间 ｈ 指数的成长幅度。 依图可见，唤醒年与发

表年 ｈ 指数之差为 ２—４ 的人数较多，推测原因

主要是部分作者在求学之后并未从事科学研

究，ｈ 指数受限于文献发表数量，整体水平较低，
数量上也具有一定比例，因此使得［２，４］区间人

数偏多。 正常情况下 ｈ 指数的增幅分布较多的

区间为［８，１２］，中位数为 １０，即睡美人文献被唤

醒时，作者 ｈ 指数提升 １０ 的概率最大，该数值在

所有增幅大小排列中属偏小值，以其 ｈ 指数判

断也鲜有高被引作者（ ｈ 指数大于 ４０ 可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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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被引作者），因此可知睡美人文献的作者影

响力水平并不需要达到该领域的最高标准，只
需具有中等左右的水平即可被关注。 作者学术

影响力的提升，使其文章受到关注，进而被广泛

引用，可见作者影响力也是文章被发现和唤醒

的原因之一，但并非重要因素或唯一因素，因为

较低影响力水平的作者发表的睡美人文献也将

会被唤醒，对于睡美人文献被唤醒的要素还需

进一步研究。

图 ４　 唤醒年与发表年 ｈ 指数之差

３．３．２　 典型“睡美人作者”
在针对睡美人文献作者进行研究时，发现

了不同于线性增长的部分作者，本文称之为典

型“睡美人作者”，这些作者的 ｈ 指数成长趋势

类似于睡美人文献的被引趋势，即前期 ｈ 指数

基本为持续低水平状态，在其发表的睡美人文

献被唤醒后 ｈ 指数呈现迅速飞跃的现象，本文

从中摘取了 ６ 个典型案例进行展示，见图 ５。
图 ５ 和图 ６ 中蓝色且变化较为平缓的曲线

代表该作者的 ｈ 指数的变化趋势，黄色且起伏

较大、变动频繁的曲线代表该作者所发表的睡

美人文献的引文曲线，在两条曲线中，“ ｘ”分别

标记出该作者在睡美人文献发表年时的 ｈ 指数

值及总被引频次，“ ∗”分别标记出该作者在睡

美人文献被唤醒时的 ｈ 指数值及总被引频次。
在每个坐标内，特意标明睡美人文献唤醒

年份，并给出该文献引文曲线作对照。 观察两

条曲线的变化趋势可知，其在时间分布上具有

一致性，即在睡美人文献被引频次发生突变时，
该作者的 ｈ 指数也在该点之后发生激增现象。

该现象并非是简单的线性成长，其成长过

程主要分为两阶段，通常以睡美人文献发表年

为起点，睡美人文献唤醒年为两阶段转折点。
第一阶段是“被埋没的作者”，ｈ 指数一直处于

０—２ 区间，作者影响力水平很低；第二阶段则是

从转折点至今的“飞跃期”，在转折点后的 １—５
年期间，ｈ 指数的涨幅可达到前期的 １０ 倍，甚至

更高。 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作者文献的被引情

况。 在作者发表睡美人文献后，该文献被引情

况不佳，即使作者继续发表更多的文章，但是受

制于每篇文献的被引频次，该作者的 ｈ 指数并

没有得到提升；在该文献被唤醒之后，与该文献

相关的一系列文献也将会被关注，因而该文献

作者的 ｈ 指数曲线则会瞬间上升，这种情况符

合睡美人文献的被引规律，与睡美人文献的引

文曲线基本吻合。 其中，图 ５ 中（３）和（６）作者

的 ｈ 指数激增趋势不明显，因该作者的 ｈ 指数相

对引文的被引频次数值较小，在同一坐标轴中

显示时，其趋势被掩盖，因此在图 ６ 中分别画出

了作者 ｈ 指数曲线和睡美人文献的引文曲线，
以此观察可以确定（ ３） 和（ ６） 作者属于典型的

“睡美人作者” 。 （４）作者在唤醒年时的 ｈ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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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典型睡美人作者 ｈ 指数与睡美人文献引文曲线案例

图 ６　 （３）和（６）作者 ｈ 指数与引文曲线

没有像其他文献一样恰好处在转折点上，但也

在 ｈ 指数迅猛上升的初期，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睡美人文献在被唤醒前期，其被引频次也有小

幅度的累加，使得该作者的 ｈ 指数也有所增加。
由于其 ｈ 指数的飙升是在睡美人文献被唤醒之

后，睡美人文献被引频次的增加才带动了作者 ｈ
指数的提升，说明在文献被唤醒时，该作者还不

具备一定的学术影响力水平，可推断这一类作

者的睡美人文献被唤醒要素并非作者影响力的

提升，对于此类睡美人文献的唤醒要素还可进

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４　 结论

本文针对睡美人文献时间分布和睡美人文

献作者动态 ｈ 指数进行研究，分别得出以下

结论。
（１）以所收集的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平台 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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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Ｎａｔｕｒｅ 和 ＰＮＡＳ 期刊数据为基础，分析睡美人文

献识别及睡美人文献时间分布规律，得到以下

结论。 ①以 Ｖａｎ Ｒａａｎ 的参数标准和 Ｂｃｐ 无参数

指标的计算方法为理论依据，构建了睡美人文

献的 Ｂｃｐ 无参数指标识别标准。 ②利用 Ｂｃｐ 指

数公式计算睡美人文献的“美丽程度”，并根据

Ｂｃｐ 无参数指标识别标准，识别出 ５５８ 篇睡美人

文献，比例约为总篇数的２ ３８３％，该结果与李江

等人识别的睡美人文献比例比较吻合，可验证

所构建的标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③睡美人文

献的出版与唤醒时间分布规律具有阶段性特

征。 １９６０—２００７ 年之间睡美人文献的出现分为

三个阶段，唤醒期分布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并
与出现的三个阶段相互对应，但先后次序不同，
“唤醒一期”先唤醒了“出现三期”的文章，后唤醒

了“出现一期”和“出现二期”的文章。
（２）通过计算睡美人文献作者的动态 ｈ 指

数，研究分析睡美人文献作者影响力特征及成

长规律，得到以下结论。 ①多数睡美人文献作

者 ｈ 指数成长规律总体呈线性趋势，与高被引

作者的 ｈ 指数成长线性规律相同，且有三个成

长斜率的表现最为突出，分别是倾斜角度为

３０°、４５°和 ６０°，在发表至唤醒的时间段内，作者

ｈ 指数的成长幅度以 ８—１２ 最为明显，该增幅属

偏小值，作者影响力属中等水平，可推断作者影

响力的提高是睡美人文献唤醒的要素之一，但
并非是睡美人文献被唤醒的重要因素或唯一因

素。 ②发现典型“睡美人作者” 的特殊成长规

律。 研究发现，部分作者的动态 ｈ 指数成长曲

线并非简单的线性成长，而是与其发表的睡美

人文献的年度被引曲线的变化趋势相吻合，呈
现出前期 ｈ 指数成长速度很低或一直处于 ０—２
的水平，后期睡美人文献的引文曲线与 ｈ 指数

同时得到飙升的变化规律。 由于 ｈ 指数的上升

与文献被唤醒同时发生，可推断该类睡美人文

献的唤醒要素不包括作者影响力。
本文对数据的收集只限于 １９６０ 至 ２００７ 年，

对于更早期的睡美人文献未收录在内，其睡美

人作者 ｈ 指数的变化规律也无法推测；另外对

于无参数指标的识别标准，有待进一步寻找其

他理论依据进行完善，对于不同睡美人文献的

唤醒要素还可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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