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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和引证索引, 在情报检索系统中都

是非常重要的检索工具, 它们从诞生的那一

天起就肩负着重要的情报检索功能和情报评

价功能。虽然它们同属于二次文献, 但是在情

报检索系统中是两个不同来源, 不同用途的

文献集合体, 是科研人员在研究活动和科研

成果评价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文献情报源。

自从布拉德福 (B radfo rd S. C. ) 发现文

献离散定律之后, 利用文献计量学原理测定

核心期刊, 是文献开始从质的研究走向量化

研究的一个里程碑。用数理统计方法证实, 用

文摘法和引证法测得的核心期刊, 两者出现

非常显著的差异。同时, 用文摘法和引证法在

测定核心期刊时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值得

我们反思前一个时期对核心期刊的综合评定

——把文摘法与引证法等同起来测定某一学

科核心期刊。因此, 有必要对文摘法与引证法

作一个系统的比较。

1　文摘法与引证法基本概念的比较

美国国会标准学会把文摘定义为:“某一

文献内容的简要而准确的表述, 不加解释, 也

不分文摘由谁写的。”文摘法是由文摘员或编

辑部 (即中介用户)对一次文献内容作简要而

准确的摘录报道提供用户检索的一种方法。

在编排形式上, 除文献的题录部分 (文献题

名、著者姓名、文献出处) 外, 还有长短不一

(占一次文献的 1ö10～ 1ö20)的摘要。文摘的

最大特点是对一次文献本身内容做实质性的

提示, 简要地增加一次文献本身内容的透明

度, 帮助最终用户直接了解和识别一次文献

的主要内容。其主要部分是按分类编排的, 即

每一类目之下编排文摘若干条, 如美国的《化

学文摘》、《生物学文摘》。用户可从分类途径

进行检索。

引证法是根据文献之间相互引证关系组

织起来提供用户检索的一种方法。如《科学引

文索引》(SC I) , 是从被引用文献去检索引用

文献的工具。其主要部分是按被引用文献的

著者的姓名字母顺序编排的, 故有时称“著者

引证索引”。此外, 有些被引用文献无著者姓

名, 则在被引用著者姓名字顺后另附“无姓名

著者索引”; 最后还有“专利引证索引”用以检

索引用专利的文献。引证法只能查到文献题

目, 而查不到文献摘要, 检索时无需选用分类

号或主题词等规范的检索入口, 免却了不少

麻烦, 这是引证法的独到之处。在查寻边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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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或跨学科的文献时, 从引用文献出发检索

其“引证索引”与“来源索引”更比文摘法方便

得多。此外, 一篇引用文献 (论文)往往有十几

篇乃至数十篇被引文献, 因此, 用户可以从许

多途径利用“引证索引”查到新文献, 这就是

引证法的特殊之处, 这比文摘检索的索引深

度要大得多。读者还可以从检索到的文献中

发现新的被引用文献, 跟踪追溯反复查找, 可

以查到越来越多的相关文献, 直至检索结果

满意为止。

2　文摘法与引证法的本质比较

文摘法所摘涉及学科领域有何新进展、

新发现、新成就、新方法等, 这是反映用户对

科技文献需求的一部分, 但并不是用户的全

部需求。实际上, 用户虽然迫切需要借鉴参考

本学科最新进展的研究成果等知识产品, 但

却不能只在一个封闭的学科系统内循环地吸

收利用, 否则会陷入近亲繁殖的封闭系统呈

退化状态, 还需要本学科以外相关学科的文

献信息的输入。学科的发展与进步正是在科

技情报交流的过程中, 不断地吸取其他学科

成就的营养成分茁壮成长的, 也只有这样才

能保障学科本身旺盛的生命力。如美国在

1985 年由卡里·穆利斯 (K. M u lis) 发明了

PCR (多聚酶链反应) 法而荣获 1993 年诺贝

尔化学奖, 而 PCR 法近年来得到国内外兽医

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应用,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证。这说明兽医学与医学密切相关, 它根植于

生物学这个庞大的基础学科, 甚至与数、理、

化等基础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引证法是为最终用户提供所需文献, 从

而也就客观地把学科回归于大科学系统, 使

它处于开放的、良性的信息交流系统中, 不断

吸收和借鉴基础科学、相关科学的新理论、新

发现、新技术、新方法等。这其中绝不排除学

科知识产品, 而且被引率高者占有很大比例。

也就是说, 人们在长期的科学研究过程中, 知

识产品具有双重传递的特性: 它既可以使学

科知识产品本身进入产品库——文摘, 又可

以在学科知识产品再生产的劳动过程中成为

原材料被引用, 其中被引率高者则进入主要

原料库——引证索引。

综上所述, 文摘法是中介用户对一次文

献摘录利用的知识产品的集合——产品库。

而引证法则是中介用户将服务于论著自身研

究的原材料消化、吸收的知识产品的集合

——原料库。这就构成文摘法和引证法的根

本区别。

3　文摘法与引证法在情报检索功能上
的比较

文摘法与引证法都具有情报检索功能,

而且是较为理想的专业情报、文献资料的检

索渠道或线索, 它们在情报检索中具有相同

的本质。但是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性状, 其表

现在:

(1) 文摘法是揭示一次文献内容实质的

整体。而引证法只能揭示一次文献的某一部

分, 如某一论点、某一数据、某一方法等。

(2) 文摘法只能提供学术论著的后期劳

动成果, 对前期的劳动成果就无法提供给最

终用户利用。而引证法则不同, 把它作为检索

工具时, 可以使学术论著全部劳动成果充分

为人们所利用。具体地说, 除了论著本身的新

结论外, 论著初期劳动成果也可以作为读者

所利用的工具, 因为在论著撰写的过程中, 作

者在所参阅的大量的有关文献中已经进行了

高度的相关性精选, 这一过程实际上是著者

自然地、无意识地建立了系统的情报信息源

的联系和文献信息库的生产过程, 真是无心

插柳柳成荫。而后期研究成果的取得则又是

柳暗花明又一村。因此, 一篇学术论文的结论

固然重要, 但论著者的初期劳动成果也应为

人们所利用, 从而也就充分发挥了引证法的

情报检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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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证法的情报检索功能的外拓性比

文摘法强。通过一篇文献的被引用文献作为

情报源进行检索时, 得到的引用文献本身也

是论文, 该论文既可以成为被引用文献又可

以作为情报源进行检索, 它具有文献情报的

再生性特点, 从而形成了情报检索链, 可以顺

藤摸瓜地得到庞大的相关文献信息, 增强了

情报传递的针对性, 而文摘法缺少这种功能。

4　文摘法与引证法在情报评价功能上
的比较

文摘法和引证法从问世的那一天起就有

了情报评价功能。由于中介用户和引用文献

者在主观上并不负有评价的任务, 所以评价

功能只是作为它们的副产品。如今, 文摘法和

引证法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评价工具跨进了

科学管理的决策圈。同时, 对它们的研究也成

为情报学和文献计量学的一个重要内容。目

前, 它们的评价功能在科学管理的研究活动

中正在受到各国国家领导人、决策部门和研

究者的高度重视。通过统计分析, 可以得出国

家的科技实力, 国内各高校、科研院所的成果

产出, 期刊质量, 个人在国内或国际上发表的

论文及被引用的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是建

立在权威性文摘和引证索引的基础上的综合

评估结论, 因为它避开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所

以广泛被科学界认可和接受。但是它们属于

两个不同的评价系统, 表现在:

(1) 文摘法与引证法由于来源的不同,

评价角度也不一样。作为评价工具, 文摘法和

引证法属于两个不同的评价系统。对一篇论

文来说, 是否被摘录决定于文摘员或编辑部,

而是否被引用则决定于研究者, 前者是一种

中介作用, 而后一种则属于文献被用户使用。

即使作者同样利用一篇文献, 但利用角度不

同, 利用深度更不一样, 这就决定了文摘法的

推荐性和引证法的被使用性的最基本属性,

这一不同属性是直接影响两者的评价功能和

评价结果的关键。

(2) 文摘法可以作为一种对论文科学水

平进行间接评价的手段。通过文摘法可以掌

握本专业的发展水平和动向, 帮助用户判明

论文价值, 决定取舍。而引证法的评价作用,

通过引证网状关系的分析, 能定量地、客观地

揭示科研工作的全貌, 追踪科学技术的发展

和文献交流的历史进程。此外, 利用引证数据

可以客观地评价科技工作者的成就, 还能帮

助被引用著者了解信息反馈的情况, 比如论

文被引用次数、被引用的学科领域, 被引用文

献在学科的地位和作用等, 这些反馈信息对

学科的研究和学科建设都起重要的推动作

用。

(3) 文摘法是一种即时性评价, 引证法

可以累积性评价。文摘法对新问世的学术文

献的追踪推荐一般都是一次性推荐。任何文

摘对一篇论文来说都只做一次的即时性选

择, 遗漏的不再弥补, 选择不当的也没有更正

的必要。由于文摘法只适用于文摘报道时区

内的文献, 因此, 也就只适宜于作即时性评

价。而引证法则不同。研究者可以引用任何

时期的文献, 也可以每次引用同一篇文献, 因

此, 它可以评价任何时域的文献, 特别是引证

次数的可累积性。据统计,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的论文被引次数均在 340 次以上。原苏联物

理学家,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朗道的论文被引

188000 次。它不但可以充分拉开文献质量的

差距和影响级差, 而且使得人们在足够长的

时间范围内来考察真正有价值的文献影响面

和耐久力, 以发现那些对现实研究有重大影

响和能预测科学未来走向的重要文献, 即经

典文献。在这方面最好的例证是加菲尔德等

人利用 1968 年度《科学引文索引》提供的数

据, 成功预测了 1969 年的诺贝尔获奖者的人

选。

( 4) 文摘法是对文献“价值论”的评价,

而引证法是对文献“需要论”的评价。文摘法

是中介用户将有价值的、新出现的、有反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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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水平和动向的文献报道出来, 希望研究者

能重视, 并进一步地利用这些文献, 这就是文

摘法的“价值论”评价。而引证法是最终用户

已经消化、吸收、并融入了自己论文, 且成为

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这就是引证法对“需要

论”的评价。只有这样, 论文结论才有证据, 内

容华而有实, 观点脆而存坚, 这种论文才有实

际意义。

5　文摘法和引证法在实际中应用

我国学者在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相继对

“核心期刊”开始进行研究, 到了 80 年代研究

文章陆续增加, 90 年代以来成为研究的热

点, 利用综合评定法来测定各学科核心期刊

时, 把文摘法也纳入引证法一起研究, 对文摘

法和引证法有了新的认识。有的文章认为: 关

于“核心期刊”这一术语概念至今尚未界定,

且各国测定“核心期刊”的方法也不统一, 在

这种情况下, 作者用数理统计方法证实了文

摘法与引证法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如果进行

对比测定 100 次, 文摘法测得的结果可能有

99 次高于引证法所测得的结果。这种数量上

的差异, 表明单学科核心期刊在测定方法上,

引证法与文摘法有着本质的区别。为了把握

单学科核心期刊由于方法上的差异给核心期

刊带来“同名异构现象”, 似乎有必要依据测

定方法的不同, 而分别称为“某学科文摘法核

心期刊”,“某学科引证法核心期刊”。这种观

点给核心期刊的“同名异构现象”开辟了解决

途径, 同时, 给核心期刊研究提出了新思路。

图书馆可利用引证法和文摘法来指导藏

书建设, 文摘法和“价值论”由专家认定对象

价值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而引证法和“需要

论”则以使用者需要为前提。如果把那些有价

值而使用率高的书刊作为重点收藏, 把有一

定价值一般读者较少需要的书刊作为一般收

藏, 把那些无价值一般读者不需要的书刊进

行剔除, 这样肯定会提高馆藏文献的质量。把

握好文摘法和引证法来评价图书期刊, 在采

选书刊时就能节约很多经费, 只有这样藏书

建设才能得到质的优化和量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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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源共享理论与实践研究》出版

由肖希明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专著《文献资源共享理论与实践研究》由广西教育

出版社于 1997 年 7 月出版, 该书论述了文献资源共享的历史进程、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础, 探

讨了文献资源共享系统及各子系统的功能及其优化途径, 分析了影响文献资源共享的外部环

境因素, 提出了构建我国文献资源共享系统的模式。该书对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者和实际工

作者有较大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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