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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国际主流期刊的引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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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1998年度JCR中地球科学类期刊各项引证指标的统计分析，发现578种期刊的影响因子、

总被引频次、即年指标及刊载论文数的平均值普遍偏低;探讨了地球科学欺刊论又和被引频次的分布

规律;运用引文分析方法筛选了地球科学各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期刊;认为在利用引文分析方法进行科

技期刊乃至研究成果的评价时，应在谨慎使用影响因子的墓础上遵循同类〔领域)比较的原则.

笔撼词 引文分析 主流期刊 地球科学 JCR

    由于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建立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数据库具有学科全面、学术影响大、被盖
的国家广泛等特点，所以常被用作引文分析及各种

绩效评枯的源数据库，被TSI收录检索的期刊常被称

作主流期刊〔mainstream journals).科学计量研究人员
也常利用 ISI期刊一论文索引数据库来侧度期刊的影

响力12-41、对比评价国家间基础性研究的能力与影
响15.61、分析和追踪热点研究领域及评枯科研绩

效17-9〕等.
    近年来，我国各高校和研究所为争取在SCI论文

排名中名列前茅，纷纷“定标赶超”.部分单位甚至将

期刊的影响因子或论文的被引频次作为评价论文学

术质量的指数，并据此制定奖励标准.事实上，将

SCI引证指标的使用延伸到评价科研成果，对于宏观

层次(如国家或研究机构)的整体评价是有统计意义
的，但在微观层次(如研究人员个体)的研究评价中，

由于科研产出的周期性和主要引证指标的不确定性，

这种方法的使用应特别谨慎11.6.101
    本文通过分析 ISI的主要产品之一— 《1998

年度期刊引证报告》(1998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探讨地球科学国际主流期刊(以下简称地学
期刊)的各项引证指标、主要引证指标的相互间关系
及地球科学最具影响力的期刊，并分析各主要引证

指标(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在科技期刊和科研成

果评价中的应用.

1  ISI收录地学期刊的状况
    1998年JCR共收录5467种科技期刊，总计 158

个科学领域(部分相关领域中的期刊互有重复).与地
球科学相关的领域有 19个(有些与其他学科亦密切

相关，如农学与土壤科学、海洋工程、石油工程等，为

便于分析讨论，统计中不再进一步拆分)收录的地

学期刊有578种，出现789次，重复率为36.5% 其

中在不同领域重复出现4次的刊物有4种，重复出现

3次的36种，重复出现2次的126种.在JCR中，地

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Geochemstry&Geophysics)被
划归为同一研究领域(共 40种期刊)，为方便统计和

讨论，本文将其进一步划分为地球化学(22种)和地球
物理学(24种))2个领域(其中6个刊物在2个领域中重

复出现).据此整理的地学各领域的期刊数和各项指

标的平均值见表I

2  1998年地学主流期刊的引证指标分析

2.1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IF )

    期刊的影响因子定义为:统计当年引证该刊前 2

年论文的总次数与前 2年该刊发表的论文总数之

比‘川由于影响因子表示了论文的平均被引率，因而
被认为是最能客观反映期刊相对学术水平和学术影

响的重要指标，并常被直接用于期刊甚至科研成果的

评价.

    578种地学期刊的 IF值差异极大，具体分布情

况为:

    IF>-4.0: 7种(最高为8.667);

    4.0>IF>-3.0: 14种;

    3.0>IF->2.0: 42种;

    2.0>IF>- I.O: 136种;

    I.0>IF->0.5: 152种;

    IF < 0.5: 227种.
    地学期刊按各领域平均影响因子的分布大致可

分为4个区间，从图1和表2可以看出，由于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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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地学期刊的引证统计结果盆)

领城分类 简称

AG

EC

ENF

ENG

ENM

ENP

ENV

GEC

GEG

GEL

刊数 IF Tc IM SI

Aga. Soil Sci
Ecology

Ener助&Fuels

Eng. Geol

Eng. Marine

Eog. Petroleum

Envtmn. Sci.

Geochem.

Geography

Geulogy

Geaphys.

Geasci.Interdiscipl

Limnology

Memorol. & Atmos. Sci

Mmeralogy

Min. & Miner. Process

Oceanagru甲by
Paleontology

Remote Sensing

Water Resources

地学类期刊平均值

JCR期刊平均值

农学、土城科学

生态学

能源科学

丁程地质

海洋工程

石油工程

环境科学

地球化学

地理学

地质学

地球物理

综合地质学

湖沼学

气象与大气科学

矿物学

采矿与矿物处理

海洋科学

古生物学

遥感学

水资想学

578种

5467种

GEP          24

GEO         I11

LIM 12

MET          37

MIN          23

MIP           19

OCE           41

PAL           26

REM S

WA1 46

0.740

1.389

0.481

0.357

0.322

0.184

0.903

]539

069:

0.893

]289

0.936

1.030

1.349

0.977

0.352

0.922

0.868

0.708

0.682

0.932

1.276

1645

2055

  481

  343

  277

  279

1285

3360

  523

  808

2241

1604

2499

2111

1368

  490

1173

  688

1431

1127

1460

2729

0]3〕

0.298

0.072

0.074

0.099

0.059

0.170

0.361

0.130

0.207

0.242

0.165

0.192

0.288

0.144

0.092

0.153

0.148

0.119

0.108

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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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8

  38.9

  43.6

103.0

  88.0

  91.3

107.2

  60.9

  60.6

  62.5

  41.0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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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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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F为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TC为总被引频次(total cita1ions), IM为即年指标(immediacy index), 51为源论文数(source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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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领全或

                    图1 地学期刊平均影响因子分布直方图

                          表2 地学期刊的影响因子分布

  区间

区间 I

区间0

区间皿

区间IV

IF变化范围

0.184-0.481

0.682-0.7引:

0.868-1.030

1.289-1.539

平均

0.339

0.705

0.933

1391

领城组成 领城特点

石油工程、梅洋工程、采矿技术、工程地质、能旅科学

水资源学、地理科学、遥感、农业与土城

练合地质、古生物学、地质学、环境科学、海洋科学、矿物学、湖沼学
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气象与大气科学、生态学

以工程、技术类期刊为主

以资抓、地理类刊物为主

多为综合地质和环境科学类刊物

多具定t研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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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自身特点的不同，影响因子存在很大差异，尤其

是偏重于技术和应用研究的领域，刊物的影响因子

显著偏低.例如，在工程地质领域位列第 1的

Geotechnique的影响因子值仅为0.917，在578种地
学期刊中居第220位，578种地学期刊的平均影响因

子为0.932，而1998年JCR收录的5467种科技期刊

的总平均影响因子为 1.276，可以看出，地学期刊的

影响因子大约比整个自然科学类期刊的平均影响因

子低2790.

2.2 总被引颇次(total citations, TC)

    总被引频次是指某刊自创刊以来所刊登的全部

论文在某年被引用的总次数【”1.它是期刊在学术交

流中实际被利用次数的最直接指标，指示了期刊受

重视的程度，较客观地反映了期刊在学术交流中的

地位.

    与影响因子一样，578种地学期刊的总被引频次

也存在较大差异，具体分布为:

    TC }-' 10000: 14种;

    10000> TC -> 5000: 24种;

    5000 > TC }->1000: 149种;

    1000 > TC >- 500:97种;

    500>TC3100: 195种;

    TC< 100: 99种.

    按总被引频次的大小将 578种地学期刊进行排

序后发现，位于前10%的58种期刊共被引482689次，

占地学类期刊被引频次总数〔844022)的57.2%;位于
前20%的116种期刊共被引625213次，占被引频次

总数的 74.1%;位于前 50%的289种期刊的共被引

791401次，占被引频次总数的93.8%.反映出地学期
刊的总被引频次主要是由少数高影响力期刊所

贡献的.

    各领域平均被引频次的分布与影响因子的分布

大体相似，二者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表1).

    578种地学期刊的总平均被引频次为 1460，与

1998年JCR收录的5467种科技期刊的总平均被引频
次2729相比较，约低47%.

2.3 源论文数(source items, SI)

    源论文数即刊载论文数，指期刊在统计当年所刊

载的论文(articles)、简讯(notes)和评述(reviews)类栏目
的文章数hq.它是反映期刊选题和信息量的直接指
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期刊的读者群大小.

    地学期刊刊载论文数普遍偏低，具体分布为:

    Sl->800: 3种;

    800 > SI -> 300: 15种;

    300 > SJ -> 200: 27种;

    200 > SJ -> 100: 94种:

    100>SJ>50: 173种;

    SI < 50: 266种-

    按刊载论文数将 578种地学期刊进行排序后发

现，位于前 10%的58种期刊共载文 19231篇，占地

学期刊总刊载论文数(48582)的39.6%;位于前20%
的116种期刊共载文27101篇，占总数的55.8%;位

于前 50%的289种期刊共载文 40834篇，占总数的

84.1%.反映出地学期刊的总刊载论文数主要是由少

数期刊所贡献的.

    1998年，地球科学中平均载文数较多的领域为

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遥感科学、气象与大气科学

等平均影响因子相对较高的领域，平均载文数多在

100以上(表1)，平均载文数较少的领域为工程地质、
石油工程、海洋工程、地理科学、地质学、古生物学
等平均影响因子相对较低的领域，平均载文数多在

60以下.

    578种地学期刊的总平均载文数为84，与 1998

年JCR收录的5467种科技期刊的总平均载文数120

相比较，低30%.

2.4 即年指标(immediacy index)
    即年指标也称“当年指数”、“快速指数”等，是

某刊当年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除以该刊当年发表

的论文数pp.它表征了论文在学术界所引起的反应
速度，即年指标愈高，期刊所获得的反响速率愈快.

    统计表明，地球化学、生态学、气象与大气科学
和地球物理学等 4个领域的即年指标相对较高

(0.24-0.36)，海洋工程、采矿与矿物处理、工程地质、

能源科学和石油工程的即年指标相对偏低(< 0.10),

与图1中各领域平均影响因子的区间分布极为相似.

    578种地学期刊的总平均即年指标为 0.172，略

低于1998年JCR收录的5467种科技期刊的总平均

即年指标(0.199).

3 影响因子与其他引证指标间的相互关系

探讨

    由于在影响因子的计算过程中考虑到了期刊在

特定时间段所刊载的论文数和被引证次数，因而常被

www.scichl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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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可直接用于比较不同期刊的相对学术影响力，

并也因此引起较多争议12.12-1sl在分析地学期刊的影
响因子与其他引证指标间的相互关系时，为更客观

地反映不同引证指标间的整体关系，分析中对578种

地学期刊的源数据库进行了如下处理:
    (l)部分期刊由于在被检索的当年更名或未准

时寄送TSI，在1998年的JCR中收录文献数为0，为

排除干扰，分析中剔除了这些期刊，计犯种.

    (2)由于综述、进展类期刊通常有明显高的影响

因子和被引频次，因而分析中也剔除了这类期刊，其

中Review类13种，Progres:类7种，Advanc。类3种，

Monographs类2种.Annals, Transactions和Trends类

各1种，总计28种

    (3)部分期刊的刊名显示其为非英文语种刊物，

与同等大小的期刊(刊载论文数接近)相比较，该类刊
物的影响因子和被引颇次常异常高或异常低〔如

Sarsia和Neftyanoe Khozyaistvo的刊载论文数分别为
47和251，但两者的影响因子分别为1.109和0.047,

与表 4中不同区间的各项指标相比，显著异常)，因
此分析中尽量剔除这类期刊，总计18种

    此外，由于不同领域的期刊数目差别极大，如遥

感学领域只有8种，而环境科学有126种，因而为使

分析更具统计意义，将经过上述3种方法筛选后剩余
的500种期刊按影响因子由高到低排序，并以每 50

种刊物为1组等分为10组.不同区间的引证指标平

均值分布见表4

3.1 影响因子与总被引颇次的关系

    10个区间的影响因子与总被引频次呈显著的正

相关(相关系数为0.9668)，并且，未经筛选的20个领

域的平均影响因子与总被引频次(表 1)也呈较好的正

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808)_反映出影响因子和被

引频次总体上能比较一致地体现出期刊的影响力和

学术地位.

3.2 影响因予与刊载论文数的关系

    10个区间的影响因子与刊载论文数同样呈显著

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9748)，并且，未经筛选的20
个领域的平均影响因子与刊载论文数(表 1)也具一定

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205)，反映出信息量较丰富
的大刊具相对较高的学术影响.与ISI源期刊库中大

样本的统计结果十分相似1161

3.3 影响因子与即年指标的关系

    10个区间的影响因子与即年指标也呈较好的正

相关(相关系数为0.9501)，并且，未经期刊筛选的20
个领域的平均影响因子与平均即年指标(表 1)相关系

数为 0.9436，这一方面反映出高影响力期刊具有明

显高的反应速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不同研究领域

由于自身特点的差异，在引证行为上也存在很大的

不同，即工程、技术类期刊的影响因子和反应速率要

明显低于具定量研究特点的刊物，如地球物理学、地

球化学等.

4 有关地球科学最具影响力期刊的探讨
    由前文分析可知，各领域中影响因子和总被引

频次位居前列的期刊应具有相对高的学术水平和影

响.为兼顾领域平衡并从引文分析角度反映‘最具影

响力”，分别选取各领域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均居前

列的约 10%的期刊作为地学最具影响力的期刊，计

30种(表5).
    通过对部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墓金获得者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优先领域专家咨

表4 不同影响因子区间的引证指标平均值

一，‘
一砂g fez1-so

51-t00

101-150

15，一200

201-250

251-300

301-350

351-400

401-450

45、~500

2.616

1.561

1.161

0.938

0.729

0.567

0.441

0.322

0.204

0肠 6

7042.06

2541.92

1800.56

1351.12

  890.60

  714.62

  426.16

  241.90

  178.32

    85.02

::一:

:::
0.219

0.165

。.090

0.064

0.(45

0.039

108.88

116.74

100.58

  77.44

  71.34

  59.68

  47.84

  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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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地学各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期刊

期刊名称 IF TC IM 领城简称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欣ology

American Naturalist

Evolution

Journal of Climate

Limnology and Oceanology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Geochimic a et Cosmochimica Acta

Contributions to Mineralogy and Petrology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Environment Health Perspectives
Water Resource Research

Journal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

Geulogy

Marine Ecology一Progress se
Journal of Physical Oceanography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Water Research

Soil Biology & Biochemis匀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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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IF>3.500的地学类期刊
期刊名称 IF tM

Chemistry and Physics of Carbon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Advances in Ecological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Review of Geophysic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Global Biogeochernical Cycles

Ecological Monographs

Reviews in Mineralogy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Meteeritics改Planetary Science
Earth-Science Reviews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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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组部分成员的咨询表明，表5所列的30种期刊在
地学界均具有很高的声誉和影响，且学科分布比较

均衡.尽管这30种期刊只约占1998年JCR地学类期

刊的5%，但其总被引频次高达 324249，约占该年地

学期刊被引频次总数的39%，总刊载论文数为9893,
约占该年地学期刊刊载论文总数的20%.所选30种刊

物的平均影响因子为 2.1，显著高于该年地学期刊总平

均影响因子〔0.9).

    排序表明，影响因子位居前列的地学期刊大多不

在最具影响力的地学期刊(表5)之列 如表6所列的IF
>3.50的 13种地学期刊中，只有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被列于表5，而影响因子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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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位的期刊均被排除在外.

    由表6不难发现，影响因子居前 12位的地学期

刊多为发表论文数较少的评述、进展类刊物(8种，占

67%).从引证指标上看，这 12种刊物约占 1998年

JCR全部地学期刊的2.0%，总被引频次为27546，只

占地学期刊被引频次总数的 3.2%,总刊载论文数为

430，只占1998年地学期刊刊载论文数总数的0.9%.

5 讨论与结论
    尽管本文统计分析的源数据只是基于1998年度

的JCR，有待更长时间跨度的进一步工作来完善，但

初步的统计结果充分表明，地球科学国际主流期刊

中，论文发表数和被引频次主要集中于少数知名期

刊，即刊载论文数位于前 10%的期刊约发表了总论

文数的 40%,被引频次位于前 10%的期刊贡献了总

被引频次的57%.
    并且，相对科技期刊的总体来说，JCR中地学期

刊的各项指标均显著偏低，即;

    (1) 578种地学期刊的总平均被引频次为 1460,
只相当于 5467种科技期刊总平均被引频次(2729)的

53%.

    (2)地学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为 。.932，只相当

于JCR收录所有科技期刊总平均影响因子((1.276)的

73%

    (3)地学论文在发表当年被平均引用的次数

(0.172)也明显低于科技论文的总平均值((0.199)，二

者相差约 14%，反映出地学成果所获得的反应速率

相对较慢

    本文的分析结果还表明，利用引文分析方法进

行科技期刊乃至研究成果的评比时，遵循同类比较

的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即便是在地球科学内部，不同

研究领域因研究特点和引证行为的差异，期刊被引

证的概率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同样，过分依赖期刊的

影响因子来评价科技期刊和研究成果也是明显有失

公允的，发表论文数较少的综述类期刊常常更容易

获得相对高的影响因子.
    此外，大量的研究表明，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与期

刊的影响因子并不存在 “互逆”关系，即高被引次数

  的论文一定有助于相应期刊的被引频次或影响因子

  的提高，但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并不能保证其所刊载

的论文获得高被引率.如seglenlt'1通过统计分析
  1987年3种生物化学类知名期刊的近1200篇论文的

被引情况后发现，这些刊物中 15%和 50%的论文分

别贡献了各自刊物总被引频次的50%和90%a，可见，

将期刊的引证指标延伸到对研究成果的评价.一定

要结合具体情况，谨慎对待.

致谢 数据的分析整理过程中，比利时工业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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