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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计量学原理和方法，对学报在 &’’( ) "$$# 年 ’ 年间出版的所有论文及其参

考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了校内外论文比例、载文分类、基金论文比、引文量、引文类型、引文

文献的半衰期、普赖斯指数等各个指标及从中所反映的论文情况和刊物情况，展示了本校教

学科研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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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选取《 盐城工学院学报》&’’( ) "$$# 年

’ 年间出版的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及其参考

文献，对校内外论文比例、年代分布、载文分类、基

金论文比、引文量、引文类型、引文文献的半衰期、

普赖斯指数等指标进行了统计分析。

&! 载文的统计分析

&, &! 著者的统计分析

经统计，《学报》’ 年共选取有关自然科学的

+(+ 篇载文中，有 #&% 篇的著者是本校的（以第一

作者为统计指标），占 .%/ ，这符合《学报》发文以

校内为主的办刊宗旨。但校外的论文呈上升趋

势，"$$# 年已达到 #% 篇，这主要是由于我校在外

研究生、访问学者以及合作研究项目不断增加的

原因，同时这也和《学报》的开放办刊及其在学术

界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合著单位都是些科研实

力雄厚，学术水平较高的学府，发文量也在逐步上

升，进一步促进了我院的科研发展；同时，也说明

我院与院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范围较小，合作范

围与领域有待拓宽。统计还表明，《 学报》前十名

核心作者的发文量较多，占全部论文的 (, ./ ，这

说明《 学报》的作者源稳定，研究的课题比较集

中，作者对自己所研究的课题不断地进行进一步

的探讨，使之有很好的继承性。从另一个则面也

说明我院科研队伍尚未形成合理的梯队，只有加

强科研、学术梯队的建设，才能扩大作者群，并大

面积提高论文的产出量。

&, "! 发文及科研项目的年代统计分析

从表 & 可以看出，学院发文总数逐年递增，科

研项目逐年也呈递增的发展趋势，这基本反映出

学院的教学科研队伍基本稳定并逐步发展的状

况。但《学报》载文量呈波动性震荡，’ 年间《 学

报》载文占学院发表的自科论文总量的 %+, +/ ，

其主要原因是，&’’’ 年前学院总的教学科研水平

相对较弱，作者除了《 学报》在外刊发文较少，随

着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外刊的发文量逐步增

加，"$$" 年《学报》改版后，由于《 学报》的学术地

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作者对《 学报》的认可度也

有了提高，发文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占《 学报》

载文总数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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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年度发文及自科类纵向科研项目的数量

!"#$% !" !&% "’()*$% "+, (&% +"(-’"$ .*)%+*%. *$".. $/+0)(-,)+"$ .*)%+()1)* ’%.%"’*& )(%2 3-"+()(4 5%’ 4%"’

年份 !##$ !##% !##& !### ’((( ’((! ’((’ ’(() ’((* 总计

学报载文 *+ *! +& %) $! $* +! &# &) +$+
非学报发文 ’* &) $) &+ !!# !%% !#* !+! !)( !(’$

比例,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项目数 $ + !( !’ !$ !+ ’* ’’ ’& !)&

!- )" 载文分类的统计分析

表 ’" 载文的学科分类

!"#$% ’" !&% ,).*)5$)+% *$"..)1)*"()/+ /1 "’()*$%.

时间 建筑 机械 化工 电气 计算机 材料 基础 海洋 纺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数 #$ %* %( %’ %# $+ $( )* !+

比例% !% !) !’ !) !* !’ !! $ ’

表 )" #$ 年以来自然科学类纵向科研项目学科分类

!"#$% )" !&% +"(-’"$ .*)%+*%. *$".. $/+0)(-,)+"$ .*)%+()1)* ’%.%"’*& )(%2 *$"..)1)*"()/+ .)+*% !##$

学 科 建筑 机械 化工 电气 计算机 材料 基础 海洋 纺织

项目数 !’ )& ’’ & ) ’& ’ ’* !
比例% # ’* !% $ ’ ’! ’ !& !

" " 表 !、’ 列出了《 学报》# 年间所载论文以及纵

向科研项目的分类情况，建筑、机械、化工、电气以

及材料工程等学科的论文较多，占载文的 $%,，

其中机械、材料、化工学科的纵向科研项目同样也

占绝对的优势，这正体现了这三门学科的教学科

研力量在学院相对较强。而建筑、电气等学科也

有一批较稳定的作者群。值得一提的是，学院新

兴的学科如海洋生物学科的论文逐年递增，其纵

向科研项目也较多，正体现了该新兴学科的教学

科研能力在不断提高。

!- *" 基金论文比的统计分析

基金论文比是指来源期刊中，各类基金资助

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 学报》+$+ 篇载文

中，得到各类国家基金项目、部省基金以及其他基

金项目支持的共有 *! 篇，其中有些论文同时得到

两种或三种基金的资助，占所有论文的 $- $, 左

右。统计结果表明，学院科研在基金申报以及在

论文的学术质量上正在不断提高。

’" 引文的统计分析

’- !" 引文数量的统计分析

引文量是指期刊论文所引用的全部参考文献

数，一方面反映了论文所研究的课题在科技界被

关注的程度，另一方面直接反映论文作者在研究

工作中对本学科当前动态的了解，体现出论文作

者借鉴和吸收新知识、新理论和新成果的能力，并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论文作者在本学科及相关学科

中知识面和涉猎范围的宽广。

从表 * 可知，《学报》在 !##$ . ’((* 年 # 年间

共发文 +$+ 篇，有引文的论文总数为 +** 篇，引文

率为 #$- ’,，引用了 ’*’# 篇参考文献，其中单篇

论文引文最多是 +’ 篇，篇均引文量 *- )(，该数据

比我国科技期刊平均 +- #$ 的引文数少 !- $$，比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平均引文量 &- + 少 *- ’，但我们可

以看到，篇引数从 !##$ 年 的 ’- &* 逐 年 递 增 到

’((* 年的 +- ’’，可见《学报》的作者对于前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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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的吸收和总结能力在不断提高，也说明学报

编者对引文的著录越来越重视，但是，作为学术性

期刊，《学报》的引文量仍然偏低，这与《 学报》刊

登综述性论文较少有一定关系，不过从 !""! 年改

版后《学报》专门设置了博士论坛、综述等栏目，

引文量有望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一定的提高。

表 #$ 各年度引文数量

!"#$% #$ !&% ’()*"*+), ’(",*+*- .%/ -%"/

时间 %&&’ %&&( %&&) %&&& !""" !""% !""! !""* !""# 总计

引文数 %!) %## %+& !+! !+# !#& !&* +%( #** !#!&
篇引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引文语种的统计分析

引文文献中某一语种的文献被引用量的多

少，可以说明该语种的重要程度。它除受文献信

息源报道语种的影响外，主要由作者所掌握的语

种的熟练程度决定，同时考察和分析文献的语种

对高校有计划地引进文献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表 +$ 引文语种统计

!"#$% +$ !&% ’()*"*+), $",0("0% 1$"22+3+1"*+), 2*"*+2*+12

时间 %&&’ %&&( %&&) %&&& !""" !""% !""! !""* !""# 总计

中文 %"’ %"’ %+" !%+ %(+ !%( %&" *’% !&" %)%"
外文 !! *) & *( (& *! %"* %+’ %#* ’%&

$ $ 如表 + 所示，在 !#!& 篇引用文献中中文文献

的引用量达 %)%" 篇，约占 (#, +- ，外文文献中英

文较多，其次为日文、俄文，其他语种所占份额几

乎为零，外文文献为 ’%& 篇，约占 !+, +-。近年来

中文文献数量日益增多，因而其引文量最大，但外

文文献的引用量只占全部引用文献的三分之一左

右，这表明论文作者吸引和借鉴国外先进科学技

术的能力和阅读外文文献的能力均有待进一步提

高。

!, *$ 引文类型的统计分析

将《学报》论文的引文按期刊、图书和其他文

献（学术会议论文集、学位论文、国家标准等）分

成 * 类进行统计分析，可以了解论文文献的来源

和构成，以确定各种类型文献载体的利用率。

从表 ’ 来看，《 学报》引文的主要来源是期刊

和图书两大类。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期刊达 %!+&

册，占 +%, )- ，图书共 &)& 篇，约占 #", (- ，其他

文献 %)% 篇，占 (, +- ，这说明期刊是《学报》作者

进行研究的主要情报源，《学报》作者更注重对新

知识和实用性知识的吸收和利用。一般来说，在

及时报道科技信息方面，期刊与图书等其他文献

相比具有出版周期短、内容新、传播信息快、信息

检索方便等特点，特别是在网络环境下，对各种检

索型数据库和全文型数据库的检索都非常方便。

据有关统计资料分析，我国自然科学期刊 +’, +-
的论文引文来自期刊，即期刊应是科研人员进行

科研的主要情报源。但同时由表中可以看出，从

!""! 年改版后学位论文等其他文献类型在引文

中所占的比例逐步增加，这说明《 学报》作者关注

的文献类型逐步趋向多元化，科研成果的新颖性

和先进性逐步体现。

表 ’$ 引文类型统计

!"#$% ’$ !&% ’()*"*+), $",0("0% 1$"22+3+1"*+), 2*"*+2*+12

时间 %&&’ %&&( %&&) %&&& !""" !""% !""! !""* !""# 总计

图书 )# &! &% %#) && %") )) %+% %!) &)&
期刊 *’ #" #) &# %*! %!’ %)& **% !’* %!+&
其他 ) %! !" %" !* %+ %’ *+ #! %)%

!, #$ 引文自引分析

自引是指论文的引文出自该期刊，它可以帮

助读者把握某些作者在某一专题上的研究方向及

进展，是一种联系性的体现。自引率为自引数与

总引数之比，自引率包括：（%）著者自引，即著者

引用自已为第一作者的文章；（!）《学报》自引，即

引用在《学报》本刊上发表的文章。& 年《学报》的

附有引 文 !#!& 篇，有 ’+ 篇 为 自 引，自 引 率 为

!, (- ，其中大部分为著者自引，这说明了有些科

研工作者的研究工作有很好的连续性，研究方向

明确，课题集中且稳定。但《 学报》的自引率则比

较低的，这与《 学报》的学术地位等有关，相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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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其进一步发展，自引率会随之上升的。

!" #$ 引文文献半衰期和普赖斯指数的统计分析

引用文献半衰期是指该期刊引用的全部参考

文献中，较新的一半是在多长时间内发表的。《学

报》!%!& 条引文中，对有年代标注的 !’(& 条进行

频率分布统计，结果《学报》()" *+ 的引文是在 *,
年间发表的，引用文献半衰期为 *, 年。普赖斯指

数是由美国 -" 普赖斯提出的一个测度文献老化

的数量指针，是出版年限不超过 # 年（相对于被统

计论文发表年）的被引文献量与被引文献总量之

比，普赖斯指数越大，文献的老化速度越快。由表

. 可以看出，《学报》的普赖斯指数呈波动型分布，

最高 的 !,,! 年 为 #%" )+ ，最 低 的 *&&. 年 为

!#" .+ ，基本上在 !#+ /##+之间徘徊，该系数小

于自然科学领域文献的普赖斯指数 #,+ / ),+ ，

相对而言，《 学报》的引文半衰期较长，普赖斯指

数较小，这说明《学报》作者比较关注 *, 年内的文

献，引用新文献的程度逐步理性化。

表 .$ 引文年代统计

!"#$% .$ !&% ’()*"*+), $",-("-% .$"//+0+."*+), /*"*+/*+./

年 代 *&&) *&&. *&&( *&&& !,,, !,,* !,,! !,,’ !,,%

# 年内 %% ’. .’ **, &( *** *), !*# !*#
# 0 *, 年 )’ )! #( **! *** **) *,) !’% *)(
*, 年以上 *% ’! !’ !( %# *& !* )) %(
年代不详 . *’ # ! , ’ ) ! !

普赖斯指数% ’%" % !#" . %#" & %’" . ’(" ) %%" ) #%" ) %*" ) %&" .

’$ 结论与建议

从对《学报》的载文及引文的分析可见，《 学

报》的论文注重实用性和学术性，质量较高，但是，

也要看到，《 学报》在引文量、引文的新颖性等方

面与国内外的科技期刊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所以，《 学报》应要求作者加强引文著录的规

范化，加强对最新文献的引用，避免对参考文献条

目的削减，同时，还需要努力得到校领导的关注与

支持，激发科研工作者的投稿积极性，吸收更高质

量的论文，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引文质量及其新颖

性，从而进一步学院的教学科研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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