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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篇论著学术迹与影响矩比较研究∗ ∗

唐继瑞　 叶　 鹰

摘　 要　 本文对新近提出的学术迹和影响矩指标应用于单篇论著的评价效果进行比较研究，以 ＪＡＳＩＳＴ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４ 年间发表的 ２５ 篇高被引论文和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间发表的 ２４ 篇高被引论文为两个

样本集，研究学术迹和影响矩相对于总被引数和 ｈ 指数等学术评价指标的异同，发现各指标排序既具有一定相关

性，也呈现出一定独立性，说明这些指标均有独立存在价值，而学术迹和影响矩能提供更全面的测度信息。 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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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Ｇ３５３ １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ｏｒｑｕｅ 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ｉｍｍｙ Ｒ ＴＡＮＧ ＆ Ｆｒｅｄ Ｙ Ｙ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ｍａｎ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ｂｕｔ ｆｅ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ａｐｐｒａｉｓ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ｔｏｔ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ｏｒｑｕ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ｗｈｅｒ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ｏｒｑ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ｏｒｑｕ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ｎｇ ｈ⁃ｉｎｄｅｘ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ｃ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ｃｅ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ｎｄ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５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ｔｏｔａｌ ｃｉｔｉｎｇ ｐａ⁃

ｐｅｒｓ Ｐ ｃｉｔｉｎｇ ｈ⁃ｉｎｄｅｘ ｈ ｔｏｔａｌｃｉｔｉｎｇ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Ｃ ｕｎｃｉｔｅｄ ｃｉｔ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ｚ ａｎ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ｃｏｒｅ Ｃ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ｏｒｑｕｅ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ｏｒｑｕ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ｙ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ｕｔｈｏｒ⁃ｆｏｒｃｅ Ａ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ｉｍｅ⁃ｓｐａｎ Ｄ Ｔｗｏ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２５ ｈｉｇｈ⁃

ｌｙ ｃｉ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ＪＡＳＩＳ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ａｎｄ ２４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ｉｔｅｄ ｏｎｅｓ ｉｎ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ｏｒｑｕｅ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ｏｒｑｕ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ｕｒｅ ｃｉ⁃

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ｎｇ ｈ⁃ｉｎｄｅｘ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ｎｇ ｈ⁃ｉｎｄｅｘ ｃａｎｎｏ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ｏｒｑｕ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ｏｒｑｕ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ｕｒ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ｎｇ ｈ⁃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ｃｅ ｗｏｒｋ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ｏｒｑｕ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ｕｒ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ｎｇ ｈ⁃ｉｎｄｅｘ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ｏｒｑｕ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ｂｏｔｈ ｉｎ⁃

００４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专利 ｈ 指数与专利信息网络测度研究”（编号：７１１７３１８７）和江苏省数据工

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建设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之一。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ａ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ｅｎｔ ｈ⁃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Ｎｏ ７１１７３１８７）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
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ａｔａ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

通信作者：叶鹰，Ｅｍａｉｌ：ｙｙｅ＠ ｎｊｕ ｅｄｕ ｃ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Ｆｒｅｄ Ｙ Ｙｅ， Ｅｍａｉｌ： ｙｙｅ＠
ｎｊｕ ｅｄｕ ｃｎ）

研究论文



唐继瑞　 叶　 鹰： 单篇论著学术迹与影响矩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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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ｒｉｃｈ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ａｉｓｉｎｇ ｖｉｅｗ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 ｆｉｇｓ ６

ｔａｂｓ ２５ ｒｅｆｓ ２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ｃ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ｏｒｑｕ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ｐｐｒａｉｓｅｍｅｎｔ 　 ｈ⁃ｉｎｄｅｘ

０　 引言

学术评价可针对学术主体（作者、机构、国
家等）进行，也可针对学术客体（论著、期刊、专
利等）展开。 学术主体作为创造学术作品的个

人或团体，固然是学术评价的对象，学术客体作

为学术主体创作出来的作品，同样是学术评价

的对象。 任何伟大的创造发明，都必然要落实

到具体的论著里。 因此，针对单篇论著的学术

评价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那些作品不多但

影响深远的作者，如果其单篇论著影响力明显，
就不应忽视其对学术的贡献。

学术评价包括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前者

主要通过同行评议进行，后者则通过评价指标

实现。 已有评价指标众多，可概括为以影响因

子等为代表的均值测度指标、以 ｈ 指数等为代

表的高影响特征测度指标和新近发展的整体综

合测度指标［１］ 。 这些指标多用来衡量学术主

体，或以期刊为主的学术客体，较少关注单篇论

著的学术影响力，导致定量衡量单篇论著学术

影响力基本采用最简单的方法即统计其被引次

数。 虽然近年来 Ｍｅｎｄｅｌｅｙ 学术社交网络平台的

单篇论文阅读统计（ｒｅａｄｅｒ ｃｏｕｎｔｓ）和英国创新型

生物医学文献学术评价系统 Ｆ１０００ 因子［２］ 开始

进入国内学者研究视野，但原创性明显不足。
在国内外不断改进学术评价指标的背景

下，学术迹［３］ 和影响矩［４］ 的概念先后被提出，这
不仅对评价学术主体有意义，而且为单篇论著

的评价增添了新的视角。 本文对单篇论著的学

术迹和影响矩进行比较，参照的基本指标是应

用较广的被引数和被引 ｈ 指数，期望能进一步

推进相关研究。

１　 发展脉络

评价学术客体最著名的指标莫过于 Ｇａｒｆｉｅｌｄ
提出的期刊影响因子（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简称 ＩＦ），
其原始定义是［５］ ：某刊 ｎ 年度的影响因子等于

该刊第 ｎ 年度获得的 ｎ－１ 和 ｎ－２ 两年的总被引

数除以该刊 ｎ－１ 和 ｎ－ ２ 两年的总发文数，用 Ｃ
代表被引数，Ｐ 代表发文数，写成公式是：

ＩＦｎ ＝
Ｃｎ－ １ ＋ Ｃｎ－ ２

Ｐｎ－ １ ＋ Ｐｎ－ ２
（１）

此外也有五年影响因子（ ＩＦ５ ） 或更一般的

多年影响因子，当年影响因子则称当年指标或

即年指数（Ｉｍｍｅｄｉａｃｙ Ｉｎｄｅｘ）。 本质上，影响因子

是篇均被引数 Ｃ ／ Ｐ ＝ ＣＰＰ，即一种期刊所发表论

文的平均被引率。 后来，荷兰莱顿大学科技研

究中心（简称 ＣＷＴＳ）以 ＣＰＰ 为核心构建了著名

的 特 色 指 标 “ 皇 冠 指 数 ” ＣＩ （ Ｃｒｏｗ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６－７］ ，定义如下：

ＣＩ ＝ ＣＰＰ
ＦＣＳｍ

＝
∑ｎ

ｉ ＝ １
（ｃｉ ／ ｎ）

∑ｎ

ｉ ＝ １
（ｅｉ ／ ｎ）

＝
∑ｎ

ｉ ＝ １
ｃｉ

∑ｎ

ｉ ＝ １
ｅｉ

（２）

式（２）中 ＦＣＳｍ 为所测领域的平均被引数，
ｃｉ是论文 ｉ 获得的引文数， ｅｉ是论文 ｉ 所在领域

的平均被引数，ｎ 为论文总数。 此外还有 ＣＰＰ ／
ＪＣＳｍ 等指标（ ＪＣＳｍ 是所测期刊集发表论文的

平均被引数）。
然而，２０１０ 年以来，以 ＣＰＰ 为核心的评价指

标引发学术争议［８－１０］ ，争议的焦点是数学平均

在科学计量中是个逻辑不自恰的指标。 为此，
Ｌｕｎｄｂｅｒｇ 等提出了改良指标 ＭＮＣＳ （ ｍｅａｎ ｎｏｒ⁃
ｍａｌｉｚｅｄ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 ［１１］ ，现正被瑞典著名科学

机构 Ｋａｒｏｌｉｎｓｋ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使用：

ＭＮＣＳ ＝ １
ｎ ∑

ｎ

ｉ ＝ １

ｃｉ

ｅ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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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指标 ＣＩ 和 ＭＮＣＳ 的数

学区别本质上只是平均率 （ ＲｏＡ） 和率平均

（ＡｏＲ）的差别，ＣＩ 是 ＲｏＡ 而 ＭＮＣＳ 是 ＡｏＲ，研究

表明 ＡｏＲ 仅略优于 ＲｏＡ［１２］ 。
另一指标是 ｈ 指数［１３］ ：Ｈｉｒｓｃｈ 于 ２００５ 年提

出 ｈ 指数，将其作为针对学术主体的评价指标，
旋即产生巨大影响［１４］ 。 ｈ 指数提出后不久，
Ｂｒａｕｎ 等著名信息计量学家即把原来针对学者

的 ｈ 指数概念推广应用于期刊［１５］ ，提出期刊的

ｈ 指数指该期刊所发表的全部论文中至多有 ｈ
篇论文被引用了 ｈ 次。 这就把 ｈ 指数从评价学

术主体拓展到了评价学术客体。
但期刊是论文集合，一种期刊的 ｈ 指数高

并不是发表在其中的所有论文 ｈ 指数都高，就
像一种期刊的影响因子高并不代表其中的所有

论文影响力都高一样。 为此，Ｓｃｈｕｂｅｒｔ 等通过考

察单篇论著的被引情况，把被引文献中至多有 ｈ
篇论文被引用了 ｈ 次作为该单篇论著的 ｈ 指数，
这样就能把 ｈ 指数应用于评价单篇论著［１６－１７］ 。
被引 ｈ 指数越高的论著，影响越大。

具体操作是：在特定数据库里，将引用某篇

论著的文献按其被引次数降序排列，序次设为

ｒ，ＴＣｒ 是文献 ｒ 在该数据库里的被引总数，则有

以下序列：
ｒ ＝ （１，２，…ｒ，…） （４）

ＴＣ ＝ （ＴＣ１ ，ＴＣ２ ，…ＴＣｒ ，…ＴＣｚ ）；
ＴＣ１ ⩾ ＴＣ２ ⩾ …ＴＣｒ ⩾ … （５）

被引 ｈ 指数即为：
ｈ ＝ ｍａｘ｛ ｒ：ｒ £ＴＣｒ ｝ （６）

可是，ｈ 指数也被认为存在逻辑不自恰问

题［１８］ ，尽管在动态情形下该问题并不存在［１９］ ，
还是需要考虑改善。 于是，测度整体综合分布

的评价指标 Ｉ３ 出现［２０］ ，引导出方法创新。
将 ｈ 指数与 Ｉ３ 相结合，可构成学术迹并启

发产生影响矩。

２　 方法与数据

２ １　 方法介绍

本文主要涉及学术迹和影响矩两个评价指

标，由于是对单篇论著进行评价，故其定义及公

式变通如下。
２ １ １　 学术迹

学术迹是学术矩阵（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的

迹，而学术矩阵是引文曲线按发文的被引量排

布构成的三阶矩阵。 引文曲线以 ｈ 指数与零被

引为分界点，即产生 ｈ 核－ ｈ 尾分布［２１－２２］ 的概

念。 用 Ｐ ＝ Ｐ ｃ ＋ Ｐ ｔ ＋ Ｐ ｚ 代表发文总量，Ｃ ＝ Ｃｃ ＋
Ｃｔ ＋ Ｃｅ代表引文总量，其中 Ｐ ｃ 是 ｈ 核中的论文

量，Ｐ ｔ是 ｈ 尾中的论文量， Ｐ ｚ是零引（未被引）论

文量，Ｃｈ ＝ Ｃｃ ＋ Ｃｅ ＝ ｈ２ ＋ ｅ２ 是 ｈ 核中的引文量，

Ｃｔ ＝ ｔ２是 ｈ 尾中的引文量， Ｃｅ ＝ ｅ２是超引区引文

量，ｅ 为 ｅ 指数［２３］ ，其构成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按发文被引量排布的引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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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Ｉ３ 思想， 引进

Ｉ３Ｘ ＝ ｘｃ Ｐｃ ＋ ｘｔ Ｐｔ ＋ ｘｚ Ｐｚ ＝ Ｘ１ ＋ Ｘ２ ＋ Ｘ３ ；
ｘｃ ＋ ｘｔ ＋ ｘｚ ＝ １ （７）

Ｉ３Ｙ ＝ ｙｃ Ｃｃ ＋ ｙｔ Ｃｔ ＋ ｙｅ Ｃｅ ＝ Ｙ１ ＋ Ｙ２ ＋ Ｙ３ ；
ｙｃ ＋ ｙｔ ＋ ｙｅ ＝ １ （８）

于是可用两个向量 Ｘ ＝ （ Ｘ１ ， Ｘ２ ， Ｘ３ ）、Ｙ ＝
（Ｙ１ ， Ｙ２ ， Ｙ３ ） 来标记以上所有发文量和引文量

分布，即
Ｘ ＝ （Ｘ１ ，Ｘ２ ，Ｘ３ ） ＝ （Ｐ２

ｃ ／ Ｐ，Ｐ２
ｔ ／ Ｐ，Ｐ２

ｚ ／ Ｐ）

＝ （ ｈ２

Ｐ
，

（Ｐ － ｈ － ＰＺ ） ２

Ｐ
，

Ｐ２
Ｚ

Ｐ
） （９）

Ｙ ＝ （Ｙ１ ，Ｙ２ ，Ｙ３ ） ＝ （Ｃ２
ｃ ／ Ｃ，Ｃ２

ｔ ／ Ｃ，Ｃ２
ｅ ／ Ｃ）

＝ （ ｈ４

Ｃ
，

（Ｃ － Ｃｈ ） ２

Ｃ
，

（Ｃｈ － ｈ２ ） ２

Ｃ
） （１０）

考虑到 Ｃ－Ｐ 是一个自恰量［２４］ ，并考虑三阶

矩阵对称性，引进 Ｚ 向量：
Ｚ ＝ （Ｚ１ ，Ｚ２ ，Ｚ３ ）

＝ （Ｙ１ － Ｘ１ ，Ｙ２ － Ｘ２ ，Ｙ３ － Ｘ３ ） （１１）
构成如下学术矩阵①：

Ｖ ＝

Ｙ１ Ｙ２ Ｙ３

Ｘ１ Ｘ２ Ｘ３

Ｚ１ Ｚ２ Ｚ３

æ

è

ç
çç

ö

ø

÷
÷÷

＝
Ｙ
Ｘ
Ｚ

æ

è

ç
ç

ö

ø

÷
÷

＝ Ｙ Ｘ Ｚ( ) Ｔ （１２）

该矩阵的迹就是学术迹（用于测量学术客

体时也可称为影响迹）：
Ｔ ＝ ｔｒ（Ｖ） ＝ Ｙ１ ＋ Ｘ２ ＋ Ｚ３

＝
Ｃ２

ｃ

Ｃ
＋

Ｐ２
ｔ

Ｐ
＋ （

Ｃ２
ｅ

Ｃ
－

Ｐ２
ｚ

Ｐ
） （１３）

由于 Ｃｃ ＝ ｈ２ ， Ｐｃ ＝ ｈ， Ｐｔ ＝ Ｐ－Ｐｃ －Ｐｚ ， Ｃｅ ＝ Ｃｈ －
Ｃｃ ， 上式可归并为：

Ｔ ＝ ｔｒ（Ｖ）

＝
ｈ４ ＋ （Ｃｈ － ｈ２ ） ２

Ｃ
＋

（Ｐ － ｈ － Ｐｚ ） ２ － Ｐ２
ｚ

Ｐ
（１４）

因此，测算单篇论著学术迹需采集五个基

本参数：单篇论著评价论文数 Ｐ（实际等于该篇

论著的被引数），被引 ｈ 指数 ｈ，单篇论著评价引

文数 Ｃ（即被引文献被引数），评价论文中零被

引论文数 Ｐｚ和被引 ｈ 核中评价引文数 Ｃｈ
［２５］ 。

２ １ ２　 影响矩

影响矩是类比物理概念力矩（ Ｔｏｒｑｕｅ）建立

的测度量，通过考察单篇论著的影响规模和影

响时效两个层面来测评其影响力。 前者定义为

影响学者力 Ａ：一篇论著的学术影响力 Ａ 被定义

为引用该论著的作者数；后者定义为影响跨度，
其定义公式为：

Ｄ ＝ ∑
ｎ

ｊ ＝ １
ｔ ｊ ×

Ｐｊ

Ｐ
（１５）

其中，ｔ ｊ为论文从发表算起到第 ｊ 年被引时

经历的年数， Ｐｊ 为第 ｊ 年的评价论文数（被引

数），Ｐ 为评价论文总数，ｎ 为该文发表时间至今

的总年数。
单篇论著的影响矩 Ｍ 定义为影响学者力 Ａ

和影响跨度 Ｄ 的乘积：

Ｍ ＝ Ａ × Ｄ ＝ Ａ × ∑
ｎ

ｊ ＝ １
（ ｔ ｊ ×

Ｐｊ

Ｐ
）

＝ Ａ
Ｐ

× ∑
ｎ

ｊ ＝ １
（ ｔ ｊ × Ｐｊ ） （１６）

２ ２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 ＩＳＩ Ｗｅｂ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Ｋ）
平台下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ＷｏＳ） 数据库，取两个

样本。
样本一文献集选自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重要期刊

ＪＡＳＩＳ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期间发表的被引次数最高

的 ２５ 篇学术论文（文献类型为 ａｒｔｉｃｌｅ）。
样本二文献集选自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学

科（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Ｓ）中被引频

次最高的期刊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其影

响因子与五年影响因子分别为 ６ ２８２ 和 ５ ８８２
（据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３ 版），样本文献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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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期刊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被引最高的 ２４ 篇论文。
检索时间均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数据参见

附录。

２ ３　 测算过程

以样本二中第 １ 篇论文为例（记为样例 ２－
１，下文类同），其篇名为 Ａ 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ｂｂｌ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ｕｂｂｌｅ
ｓｐａｃｅ 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ｗｉｄｅ ｆｉｅｌｄ ｃａｍｅｒａ ３，发表自

２０１１ 年，截至统计时被引共 ４２８ 次（仅 ＷｏＫ 中

有记录的条目）。
关于学术迹，样例 ２－ １ 的 ５ 个基本参数见

表 １，在 ＷｏＳ 数据库中各参数均可直接或间接查

询得到。 评价论文数 Ｐ 可直接查到；通过对 Ｐ
篇被引文献整体进行分析，可得被引文献零引

论文数 ＰＺ 、被引 ｈ 指数 ｈ 和评价引文数 Ｃ；对 Ｐ
篇论文中 ｈ 核论文分析得 ｈ 核论文评价引文

数 Ｃｈ 。

表 １　 样例 ２－１ 的 ５ 个学术迹基本参数

评价论文数 Ｐ 零引论文数 ＰＺ 被引 ｈ 指数 ｈ 评价引文数 Ｃ ｈ 核评价引文数 Ｃｈ

４２８ ８１ ３５ ６ １５３ ３ ７２０

通过公式（９）（１０）（１１）即可得到该论文 Ｘ、
Ｙ 和 Ｚ 向量，此时可得到其经改良的学术矩阵 Ｖ
与学术迹 Ｔ：

　 Ｖ２－ １ ＝
Ｙ
Ｘ
Ｚ

æ

è

ç
ç

ö

ø

÷
÷

＝
２４３ ８８５ ９６２ ０４９ １０１１ ７０６
２ ８６２ ２２７ ４３９ １５ ３２９

２４１ ０２３ ７３４ ６１０ ９９６ ３７６

æ

è

ç
ç

ö

ø

÷
÷

　 Ｔ２－ １ ＝ Ｙ１ ＋ Ｘ２ ＋ Ｚ３ ＝ １４６７ ７００
关于影响矩，依据定义需要查询两个基本

参数。
影响学者力 Ａ 在 ＷｏＳ 数据库中通过分析功

能可直接获得。 对样例 ２－１ 的 ４２８ 篇被引文献

进行作者分析，可得到有 ２ ５６３ 位学者以样例

２－１为研究基础，并有学术产出（仅指被收录于

ＷｏＳ 中），此时样例 ２ － １ 的影响学者力 Ａ 为

２ ５６３。 需要指出的是，同一作者对于一篇论文

的多次引用在 Ａ 的测算中只记一次，且自引不

计在内。 影响跨度 Ｄ 则需要进行简单计算，样
例的 ４２８ 篇被引文献随时间分布情况（ ＷｏＳ 数

据库检索可直接获得）见表 ２。

表 ２　 样例 ２－１ 的 ４２８ 篇被引文献时间分布

被引时间（年）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被引经历年限 ｔ ｊ １ ２ ３ ４

评价论文 Ｐ ｊ ３３ １２５ １５８ １１３

以论文发表时为起点，论文发表当年，历时

年限为 ｔ１ ＝ １，依次类推至今。 根据此测算规则，
由公式（１５）可得：Ｄ２－１ ≈２ ８１８，故样例 ２－１ 影响

矩为：Ｍ２－１ ＝ Ａ×Ｄ ＝ ７ ２２３。

３　 结果

根据上述理论与测算方法，以总被引数 Ｃ、
被引 ｈ 指数为参照，按公式（１４）和（１６）计算学

术迹 Ｔ 和影响矩 Ｍ，样本一和样本二的结果分

别如表 ３ 和表 ４ 所示。
表 ３ 和表 ４ 中 ｈ－ｒ、Ｍ－ｒ、Ｔ－ｒ 分别为按照 ｈ、

Ｔ、Ｍ 值排序后所得排序号，值相同时取对应最

高排名序号。
两个样本中各指标排序既显示出一定相关

性，也显示出一定独立性，图 ２ 和图 ３ 分别是两

样本按 Ｍ 降序排列的 Ｔ 和 Ｍ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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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ＪＡＳＩＳＴ ２５ 篇高被引论文的学术评价参数

论文编号 Ｐ ｈ Ｔ Ｍ ｈ－ｒ Ｔ－ｒ Ｍ－ｒ

１ ２４１ ２６ ４１７ ３９ ２ ３１４ ３３ ２ ５ ３

２ ２３０ １８ ４８８ １３ ３ ６１９ ８３ ９ ３ １

３ ２０４ １８ ２５０ ２７ ２ ４２９ ３０ ９ １３ ２

４ １５３ ２２ ４１０ ６６ ９３４ ２８ ４ ６ １２

５ １４２ １３ １２７ ０４ １ ８６２ ６４ １５ １７ ４

６ １４７ ２６ ６２２ ２５ １ １９９ ７０ ２ ２ ６

７ １３４ ２９ ８６７ ７３ ９９０ ３４ １ １ ７

８ １３３ ２２ ３６１ ２７ ９７１ ９７ ４ ７ ８

９ ８９ ９ ５６ １３ １ ２７４ ４７ ２４ ２５ ５

１０ ９７ １６ ２６１ ９０ ９５１ １３ １３ １２ １１

１１ ８８ １７ ３５７ ２２ ９５６ ４０ １２ ８ １０

１２ ８４ １９ ２１７ ０５ ５４８ ００ ７ １４ １８

１３ ８３ ２１ ４２０ １３ ４４９ ３５ ５ ４ ２２

１４ ７５ １０ １２５ ４２ ９６９ ８８ ２０ １８ ９

１５ ７１ １８ ２９３ ３８ ８１９ ６９ ９ １０ １３

１６ ７２ １０ ９６ ２２ ５１６ ４３ ２０ ２１ ２０

１７ ６７ １２ １２２ ７８ ６７９ ８８ １７ １９ １６

１８ ７０ １２ １７４ ７２ ７９８ ７８ １７ １５ １４

１９ ５７ １０ ７１ １６ ５１７ ０７ ２０ ２４ １９

２０ ６９ １５ ２７２ ４３ ４０７ ８９ １４ １１ ２３

２１ ６６ ６ ８０ ６０ ６５９ ０４ ２５ ２３ １７

２２ ６５ １０ ８２ ６８ １８３ ７４ ２０ ２２ ２５

２３ ６６ １９ ３３１ ５４ ３２０ ６８ ７ ９ ２４

２４ ６３ １１ １０８ ０１ ７２２ ５２ １９ ２０ １５

２５ ６５ １３ １４８ ８０ ４９１ ０８ １５ １６ ２１

表 ４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４ 篇高被引论文的学术评价参数

论文编号 Ｐ ｈ Ｔ Ｍ ｈ－ｒ Ｔ－ｒ Ｍ－ｒ

１ ４２８ ３５ １ ４６７ ７ ７ ２２３ ００ ２ １ ２

２ ３８２ ３６ ７５８ １７ ４ ２９４ ９１ １ ４ ４

３ ３７７ １８ ３１６ ０９ ８ ６３４ ９７ ２０ １９ １

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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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论文编号 Ｐ ｈ Ｔ Ｍ ｈ－ｒ Ｔ－ｒ Ｍ－ｒ

４ ３１３ １７ ２１０ ８６ ２ ５４１ ４２ ２２ ２４ ９

５ ２７０ ２５ ５３１ １３ ３ ０４９ ０６ １０ １０ ６

６ ２３１ ２６ ５２３ ７８ ４ ８０２ １３ ８ １１ ３

７ ２１０ ３１ ７２５ １６ ２ ４１６ ５５ ４ ５ １０

８ ２１０ ３４ ９２９ ０１ ２ ２３９ ０２ ３ ２ １４

９ １７９ ２８ ５７２ ２４ ２ ５５９ ９３ ６ ９ ８

１０ １６５ １５ ２９７ ４９ ４ １４８ ００ ２４ ２０ ５

１１ １５６ ３０ ６３２ １８ ２ ９３１ ２９ ５ ７ ７

１２ １４７ １７ ６９３ ７７ ２ ２９３ ７２ ２２ ６ １１

１３ １４３ ２８ ５９０ ９０ １ ７４１ ０９ ６ ８ １７

１４ １４０ ２２ ３５２ ５５ ２ １１５ ４４ １６ １６ １５

１５ １３５ ２４ ３２３ ０２ ７７１ ３５ １２ １８ ２４

１６ １３２ １８ ２２０ ０４ １ ３４９ ９６ ２０ ２２ ２２

１７ １３０ ２６ ４２４ ９６ １ １８４ ９９ ８ １４ ２３

１８ １２９ ２５ ３４６ ０４ ２ ２６７ ８０ １０ １７ １２

１９ １２５ １９ ２１５ ２７ １ ３６５ ７９ １７ ２３ ２１

２０ １２２ ２４ ７８４ ５３ １ ６２４ ２７ １２ ３ ２０

２１ １１４ ２３ ３８８ ８０ １ ６３６ ７７ １５ １５ １９

２２ １１５ １９ ２７４ ６８ １ ６７３ ６３ １７ ２１ １８

２３ １１３ ２４ ４４５ ０４ １ ８４２ ２６ １２ １３ １６

２４ １１２ １９ ４４９ ３０ ２ ２４９ ６３ １７ １２ １３

图 ２　 ＪＡＳＩＳＴ ２５ 篇高被引论文的 Ｔ 和 Ｍ 值（按 Ｍ 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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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４ 篇高被引论文的 Ｔ 和 Ｍ 值（按 Ｍ 降序排列）

４　 分析和讨论

由于引文曲线多为幂律分布，Ｐ、ｈ 和 Ｔ、Ｍ
均不服从正态分布，用 ＳＰＳＳ 对样本数据进行正

态性检验时证实了这一点，因而选择对样本集

采用斯皮尔曼（Ｓｐｅａｒｍａｎ）检验，表 ５ 和表 ６ 分别

为样本一和样本二的 Ｐ、ｈ、Ｔ、Ｍ 的相关性（∗∗表

示在 ０ ０１ 置信水平上相关性显著）。

４ １　 学术迹和影响矩的独立性

理论和实证层次，均易发现学术迹和影响

矩的独立性。 就学术迹和影响矩的构造而言，
相对于评价论文数 Ｐ（即被引数）和 ｈ 指数，Ｔ 和

Ｍ 均综合考虑了更多影响因素，学术迹测算时

考虑了引文曲线的整体分布，用五个参数 Ｐ、ｈ、
Ｃ、Ｃｈ和 ＰＺ覆盖了发文特征和引文特征；影响矩

中则用影响学者力 Ａ 表征一篇论著所影响的并

有学术产出的著者总数，用影响跨度 Ｄ 表征被

引文献随时间分布的一种加权。 由于构造参数

不同，学术迹和影响矩是独立的。 相关性检验

提供了佐证。
被引 ｈ 指数是单篇论著学术迹的重要构成

参数，故两样本中，学术迹和被引 ｈ 指数的相关

系数为 ０ ９２９ 和 ０ ７４１ 的中高等水平（见表 ５ 和

表 ６），而与其他指标间相关性很弱。 与此同时，
影响矩的一个重要参数为影响学者力，显然引

用文献的著者总数受文献评价论文数影响，因此

表 ５　 ＪＡＳＩＳＴ 样本学术评价指标相关性（Ｎ＝２５）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Ｐ ｈ Ｔ Ｍ

Ｐ
相关系数 １ ０００ ０ ６２５∗∗ ０ ６３３∗∗ ０ ８１８∗∗

Ｓｉｇ （双尾）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ｈ
相关系数 ０ ６２５∗∗ １ ０００ ０ ９２９∗∗ ０ ３０８

Ｓｉｇ （双尾）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１３５

Ｔ
相关系数 ０ ６３３∗∗ ０ ９２９∗∗ １ ０００ ０ ３３８

Ｓｉｇ （双尾）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９９

Ｍ
相关系数 ０ ８１８∗∗ ０ ３０８ ０ ３３８ １ ０００

Ｓｉｇ （双尾） ０ ０００ ０ １３５ ０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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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样本学术评价指标相关性（Ｎ＝２４）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Ｐ ｈ Ｔ Ｍ

Ｐ
相关系数 １ ０００ ０ ３４５ ０ ３２０ ０ ７８４∗∗

Ｓｉｇ （双尾）  ０ ０９９ ０ １２７ ０ ０００

ｈ
相关系数 ０ ３４５ １ ０００ ０ ７４１∗∗ ０ １６１

Ｓｉｇ （双尾） ０ ０９９  ０ ０００ ０ ４５３

Ｔ
相关系数 ０ ３２０ ０ ７４１∗∗ １ ０００ ０ ２６３

Ｓｉｇ （双尾） ０ １２７ ０ ０００  ０ ２１４

Ｍ
相关系数 ０ ７８４∗∗ ０ １６１ ０ ２６３ １ ０００

Ｓｉｇ （双尾） ０ ０００ ０ ４５３ ０ ２１４ 

两样本中影响矩和评价论文数相关性较强，相
关性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１８ 和 ０ ７８４。

学术迹和影响矩相比，由于构造思路完全

不同，二者之间相关性很弱。 由此可见，学术迹

和影响矩在测度单篇论著影响力时是独立的，
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４ ２　 学术迹与影响矩的相似性

学术迹和影响矩虽然构造迥异，但在测评

单篇论著的过程中，二者的测量对象均为单篇

论著的被引文献（评价论文数 Ｐ 和被引 ｈ 指数

也是如此），由于测量角度不同，因而反映了不

同信息。
但应该注意到，学术迹和影响矩比评价论

文数等具有更高的区分度。 以具体样本为例，
样例 １－１５ 和 １－１６ 评价论文数分别为 ７１ 和 ７２，
评价论文数 Ｐ 几乎不具有区分度，而学术迹和

影响矩由于考虑了其他因素（如引文质量、影响

学者人数、影响时效等），明显地区分了两篇论

文的学术影响力。 二者在评价论文数、零引论

文数均非常接近的前提下，由于样例 １－１５ 具有

更高的被引 ｈ 指数，因此学术迹 Ｔ１－１５ ＞Ｔ１－１６ ；与
此同时，由于样例 １－１５ 具有更久的影响跨度，
因此影响矩 Ｍ１－１５ ＞Ｍ１－１６ 。

论文 ２－４ 和 ２－１２ 则是论文 ｈ 指数不具有

可区分度的情形。 样例 ２－４ 的被引文献中，零
引论文数明显大于样例 ２ － １２（零引的比例亦

高），故 Ｔ２－４ ＜Ｔ２－１２ 。 而 ２－５ 与 ２－１５ 则是 ｈ 无法

区分、Ｍ 可以区分的典型。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

胜枚举。
因此，从相似性的角度来看，在测量单篇论

著的学术影响力时，学术迹和影响矩具有相同

的测量对象，且比已有指标具有更高的区分度。

４ ３　 学术迹和影响矩的适用性

从实用角度而言，学术迹和影响矩的测算

较评价论文数和被引 ｈ 指数复杂。 学术迹的五

个基本参数，在带有引文分析功能的数据库中

均可直接或间接查到；依学术迹的算法公式编

程，可较为便捷地获得一篇论著的学术迹。 影

响矩的基本参数获取要相对复杂，影响学者力

需要通过分析获得，而影响跨度则需要首先采

集论著被引文献每年的分布情况，再按公式予

以测算。 总的来说，ＷｏＫ 平台下收录的所有西

文数 据 库 以 及 中 国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数 据 库

（ＣＳＣＤ）收录的中文科学论著，均可通过本文所

述方法测算其学术迹和影响矩；而在其他中文

引文索引数据库或全文库中，由于引文分析功

能不如 ＷｏＫ 平台全面，相关基本参数的获取需

要手工计算或借助其他工具进行分析才可获得

（如影响学者力的采集需要对所有被引文献进

行作者分析）。
指标的复杂程度与其提供测度信息的多寡

是密不可分的。 简单指标（如被引数 Ｐ 等）测算

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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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简单，但提供的测度信息很少；复杂指标

（如本文研究的学术迹和影响矩） 虽然测算复

杂，但提供的测度信息却很丰富。 可以设想随着

各种指标的推广，必然会提升各类数据库对于数

据的揭示层次和分析深度；而各种指标在此基础

上也可进一步优化完善，二者形成良性互动。

５　 小结

综上所述，在测量单篇论著的学术影响力

时，学术迹综合考察单篇论著的被引文献数量

与质量；影响矩则考察单篇论著影响的作者规

模与影响时效。 作为新近发展的学术评价指

标，与纯粹被引数和 ｈ 指数等相比，学术迹和影

响矩体现出作为独立指标存在的必要性，也表

现了与已有指标的相关性，二者均提供了更加

全面和丰富的测度信息，具有更加综合的测度

意义。 此外，学术迹和影响矩均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了影响力的可区分度，可辅助对单篇论著

的影响力进行综合判断。 虽然目前学术迹和影

响矩的测算相对较为复杂，但随着文献引文信

息分析和揭示的进一步深化及程序化，二者的

测算会相应简化。
总之，学术迹和影响矩为单篇论著的影响

力测评提供了新颖独特的研究视角，可望为后

续研究提供参考。 建议在实用过程中同时采用

多种学术评价指标，当所有指标指向一致时，获
得的评判应当具有决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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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２０１４，３２（５）： １２－１８ ）

［ ５ ］ 　 Ｇａｒｆｉｅｌｄ 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ｉ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 Ｍ］． Ｎ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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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１９９５， ３３（３）：

３８１－４２２

［ ７ ］ 　 Ｖａｎ Ｒａａｎ Ａ Ｆ Ｊ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 ５７（３）： ４０８－４３０

［ ８ ］ 　 Ｏｐｔｈｏｆ Ｔ，Ｌｅｙｄｅｓｄｏｒｆｆ Ｌ Ｃａｖｅａ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ＷＴ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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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 　 Ｂｏｒｎｍａｎｎ Ｌ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ｉｄｅ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ｏｍ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ｔｈｏｆ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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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六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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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ＪＡＳＩＳＴ ２５ 篇高被引论文数据

论文编号 Ｐ Ｐｃ ＝ ｈ Ｐｚ Ｃ Ｃｈ Ａ Ｄ

１ ２４１ ２６ ４２ ２ ５０９ １ ２２１ ４６１ ５ ０２

２ ２３０ １８ １０７ １ ５５０ １ １３３ ６０５ ５ ９８

３ ２０４ １８ ８５ １ ２５２ ７６０ ４２０ ５ ７８

４ １５３ ２２ ３８ １ ６８８ １ １００ ２５３ ３ ６９

５ １４２ １３ ７５ ６１３ ４１６ ３８６ ４ ８３

６ １４７ ２６ ２２ ２ ４５３ １ ６３２ ２６７ ４ ４９

７ １３４ ２９ １４ ３ ０５７ ２ １６８ ２１４ ４ ６３

８ １３３ ２２ １８ １ ６１８ ９８３ ２３６ ４ １２

９ ８９ ９ ４２ ３４３ １９９ ２０７ ６ １６

０ １４



唐继瑞　 叶　 鹰： 单篇论著学术迹与影响矩比较研究
Ｊｉｍｍｙ Ｒ ＴＡＮＧ ＆ Ｆｒｅｄ Ｙ Ｙ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Ｔｏｒｑｕｅ 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

续表

论文编号 Ｐ Ｐｃ ＝ ｈ Ｐｚ Ｃ Ｃｈ Ａ Ｄ

１０ ９７ １６ ２５ ９５９ ６５７ １７８ ５ ３４

１１ ８８ １７ ２０ １ ０１３ ７９２ １９０ ５ ０３

１２ ８４ １９ ２０ ８９３ ５７６ １１６ ４ ７２

１３ ８３ ２１ １７ １ ３７１ １ ０３５ １１２ ４ ０１

１４ ７５ １０ ３２ ４３１ ３０９ １６０ ６ ０６

１５ ７１ １８ ２０ ８９８ ７１１ １４４ ５ ６９

１６ ７２ １０ １９ ４０３ ２４３ １３６ ３ ８０

１７ ６７ １２ ２５ ４６０ ３２８ １４７ ４ ６３

１８ ７０ １２ ２１ ５９０ ４１７ １５８ ５ ０６

１９ ５７ １０ ２１ ２８１ １９４ １０４ ４ ９７

２０ ６９ １５ １５ ９０５ ６４８ ８６ ４ ７４

２１ ６６ ６ ３７ ２３３ １７９ １６６ ３ ９７

２２ ６５ １０ １３ ３５８ ２０４ ６７ ２ ７４

２３ ６６ １９ １２ １ ０３９ ８０５ ８５ ３ ７７

２４ ６３ １１ ２１ ３９７ ２７９ １１３ ６ ３９

２５ ６５ １３ １８ ５１９ ３７４ １４０ ３ ５１

附录 ２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４ 篇高被引论文数据

论文编号 Ｐ Ｐｃ ＝ ｈ Ｐｚ Ｃ Ｃｈ Ａ Ｄ

１ ４２８ ３５ ８１ ６ １５３ ３ ７２０ ２ ５６３ ２ ８２

２ ３８２ ３６ ５１ ５ ５７６ ２ ４４３ １ ６８１ ２ ５５

３ ３７７ １８ １２８ １ ８５９ ８７２ ２ ５０８ ３ ４４

４ ３１３ １７ ８６ １ ７３０ ５６９ １ １８８ ２ １４

５ ２７０ ２５ ４４ ３ ０６６ １ ５２０ １ １１４ ２ ７４

６ ２３１ ２６ ２１ ３ １２０ １ ５２８ １ ９０６ ２ ５２

７ ２１０ ３１ ２９ ３ ４３０ ２ ０６１ ８６６ ２ ７９

８ ２１０ ３４ ２８ ４ １６５ ２ ６１０ ９１３ ２ ４５

９ １７９ ２８ ３１ ２ ６９３ １ ６３５ ８４７ ３ ０２

１０ １６５ １５ ４７ １ １８７ ７１７ １ ４１１ ２ ９４

１１ １５６ ３０ ２１ ２ ６５９ １ ７３１ １ ０２３ ２ ８７

１２ １４７ １７ ２６ １ ９７３ １ ３６１ ８３０ ２ ７６

１３ １４３ ２８ １７ ２ ６１２ １ ６５５ ６２４ ２ ７９

１４ １４０ ２２ ２３ １ ７７６ １ ０１７ ７４６ ２ ８４

０ １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六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１６

续表

论文编号 Ｐ Ｐｃ ＝ ｈ Ｐｚ Ｃ Ｃｈ Ａ Ｄ

１５ １３５ ２４ ３０ １ ６７０ ９４７ ２８２ ２ ７４

１６ １３２ １８ ２４ １ ２０７ ６２７ ５１１ ２ ６４

１７ １３０ ２６ ２３ １ ８５７ １ １７２ ４１３ ２ ８７

１８ １２９ ２５ １９ １ ８０４ ９９６ ７５４ ３ ０１

１９ １２５ １９ ２５ １ ３０６ ６５９ ４９２ ２ ７８

２０ １２２ ２４ １８ ２ ４８４ １ ７９８ ７０１ ２ ３２

２１ １１４ ２３ １６ １ ６４１ １ ０５９ ６３５ ２ ５８

２２ １１５ １９ ２９ １ ２５９ ７８０ ５１６ ３ ２４

２３ １１３ ２４ １８ １ ６１７ １ １４２ ６４２ ２ ８７

２４ １１２ １９ １９ １ ７６９ １ １２５ ８５７ ２ ６３

唐继瑞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信地址：南京市仙林大道 １６３ 号。 邮编：２１００２３。
叶　 鹰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信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２１；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１－０６）

０ １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