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Nature》载文和引文统计分析’

任胜利‘，王宝庆2)严谨2)郭志明3)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基金杂志部，100083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35号

2)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杂志社，100717 北京市东黄城根北街16号

3)中国科学院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100864 北京三里河 收稿日期:1998-09-28 修回日期:1999-01-08

摘 要 国际著名科技期刊《Nature )) 1997年的各项统计结果显示:(1)所刊载论文的作者来源表明其具很高的国际化程

度;(2)所刊载论文的学科分布及内容表明其具较高的可读性;(3)所刊载论文的内容及引文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当前国际上各

学科的研究状态与发展速度。

关镶词 Nature 载文 引文 统计分析

    ((Nature》是1869年由进化论之父达尔文的支持者们

创办的自然科学综合性刊物，目前它与发明大王爱迪生创

办的(((Science》被公认为国际上最权威的两大科技刊物(表

1)。

表1  1996年《Nature)和(Science》在SCI中的各项指标统计Ell

出(每篇“快报”着重介绍一项发现或成果)、报道快速(出版

周期一般不超过60天)。这也大致反映了《Nature》刊物的

整体风格。

        表2 1997年《Nature》各栏目论文数统计表

栏 目 进展 评述 论文

刊 名 被引用总次数/次 源论文数/篇 影响因子

Nature

Science

270077

221696
885
1095

28.417

23.605

论文数/篇

百分比/% 0.80

  13      61

1.48    6. 94

总计

879

100

    1997年《Nature》共出版51期(每周四出版1期，该年

的最后两周只出1期)。每期的内容大致由以下3部分组成:

(1)新闻、观点、评论、科学通信、书评等;(2)进展、评述、论

文及快报;(3)职业招聘、广告等。

    本文对1997年度《Nature》所刊载的进展(progress),

评述(review article )、论文(article)及快报(letters to

Nature)这四个栏目中论文的学科分布、作者国别及引文情

况进行统计，并就这些统计数据对 《Nature)的国际化程

度、可读性及其作为一份国际性综合性刊物能否客观地反映

当前国际上各学科的研究状态与发展速度进行初步分析。

1.2 论文的学科分布

    所统计的879篇论文的学科分布见表3。由表3可见，

这些论文主要分布在生命科学(占57.34%)，其次是地球科

学、化学和物理学，对于应用性较强的技术科学和观测性较

强的天文学，相应的论文数则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在

879篇论文中竟没有1篇是有关纯数学研究的。

表3  1997年《Nature》各栏目论文数统计表

学 科 生命 地学 化学

  504   136   110

57.34 15.47 12.51

物理 天文 技术

总论文数/篇

百分比/% :，:9353.98 1.71 100.00

1 载文统计分析

1. 1 各栏目论文数统计

    1997年《Nature》在进展、评述、论文及快报四个栏目中

共刊出879篇论文，各栏目的论文数详见表2。由表2可见，

((Nature》中以“快报”形式发表的研究成果占绝大多数

(90. 78%)，其特点是篇幅短小(一般不超过2.5页)、重点突

    ((Nature》所刊载论文的这种学科分布特点充分反映了

其严格的选稿标准。据报道[C"al, ((Nature》对其每周收到的

170余篇论文类稿件，只能选择其中的10%左右发表，因

此，在《Nature)上发表的论文不仅要求其具“突出的科学

重要性，而且还必须“令交叉学科的读者感兴趣”。因而，有关

纯数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时尽管其研究水平非常高，但由

于读者群相对较少，故常常难以被《Nature》录用。

，本文工作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研究课题“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化的对策研究”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科技论文产出力和影

  响力的核心区域分布”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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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作者国别及隶属单位统计

    参与统计的四个栏目的879篇论文中，计署有52个国

家的4790位作者。统计表明，这些作者的国别分布与根据

SCI(科学引文索引)中4779种科技期刊的统计结果十分相

近[41。此外，1997年《Nature)的4790位作者中，来自美

国、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5个国家的作者约占全部作者

的81 Yo(表4)，这与ISI(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根据大样本

(4779种科技期刊)的统计结果极为相似。这些统计结果的

相似性表明，(Nature)基本上能客观地反映当前世界各国

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出情况。

      表4 1997年《Nature》各栏目论文的作者数统计表

    不同学科引文的年代分布表明(图I)，所有学科的引文

峰值均出现在1996年和1995年，进一步证实目前文献计量

学中“影响因子”这一重要指标能够客观、科学地反映相应期

刊的学术影响151。此外，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基础学科的

年引文量逐渐减少，反映出基础学科的发展基本上是呈均

匀、渐变式的;天文学和技术科学的引文量则呈跳跃式变

化，反映出这两个学科文献的年发表量和被引用量可能与

特定的技术突破和天文事件具有一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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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同学科论文的作者机构分布情况看(表5)，在基础

研究领域，来自大学的作者要明显多于研究所的作者，两者

之比约为1. 3:1. 0。但在技术科学和天文学中，来自研究所

的作者则明显多于大学的作者。这表明，在基础研究领域，

国际上各大学的科研产出之和要明显高于各研究所的科研

产出之和;对于观测性较强的天文学和应用性较强的技术

科学，研究所的科研产出则占有明显优势。

        表5 不同学科论文作者的单位统计表(单位:篇)

图1 不同学科引用文献的年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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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引文半衰期

    不同学科的引文半衰期依次为地学>物理>化学>生

命科学>技术科学>天文学(表7)。基础学科中，地学的引

文半衰期最长，与该学科的自身特点(以事实积累为主)比

较吻合;生命科学的半衰期相对较短，反映了自70年代初

基因工程的成熟和完善以来，该学科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

状态。技术科学和天文学的半衰期最短，可能与这两个学科

的研究成果具较强的时效性有关。

      表7  1997年《Nature》中各学科引文半衰期计算结果

学 科

2 引文统计分析

2.1 引文数统计

    所统计的879篇论文中，共引用参考文献24469篇。不

同学科引用的参考文献平均数依次为地学>生命科学>天

文学>化学>物理>技术科学(表6)。这表明，以事实积累

为主的学科(如地球科学)，其平均引文数较多，而应用性较

强的学科(如技术科学)，引文数则相对较少。

表6  1997年《Nature》中各学科引用参考文献一览表(单位:篇)

总引文数/篇

引文半衰期/年

地学

4091

6.0

物理

1870

4.1

化学

2758

4.0

生命

14572

技术

298

3.2

天文

880

3.0

总计

24469

学 科

总引文数

平均引文数

地学 生命 天文 化学 物理 技术

4091  14572  880   2758  1870  298

30.08 28.91 25.14 25.07 23.67 19.87

总计

24469

27.84

3 结束语

    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出，((Nature》的载文和引文均高度

国际化，且该刊的载文和引文统计结果与根据SCI中4779

种科技期刊的统计结果十分相似;该刊所载论文学科分布及

内容均表明其具较高的可读性;该刊所载论文的内容及引文

能比较客观地反映当前国际上各学科的研究状态与发展速

度。

    作为国际上权威的学术性刊物之一，(Nature》的办刊

之道和成功经验对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有借鉴之处。资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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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z.s1}  ((Nature》的办刊过程中有三个较显著的特点:(1)

选稿时不仅要求满足“原始的科学研究、突出的科学重要

性”，同时也要求发表的论文必须“令交叉学科读者感兴趣”，

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刊物的可读性;(2)编辑记者多为从

事过科研工作的博士、博士后，在审定稿件时有较高的抓重

点能力和对科研发展宏观态势的判断水平;(3)刊物既不聘

用一个由资深科学家组成的编辑委员会，也不隶属于任何

特定的科学学会或科学机构，有较高的办刊独立性。

    目前，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程度总体上还比较低，编

辑人才和资金投入也十分缺乏。作为反映科研成果的重要

“窗口”，中国科技期刊需要尽快采取措施、加速发展，以尽

早在国际期刊界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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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CSCD)是中国第一个具有实用功能的科学引文数

据库，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用于科技期刊的统计评价工作。它

从多种角度考查评价并精选出代表中国某一学科最高学术水

平且具有较高编辑质量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C11,《中国免疫学

杂志))(以下简称该刊)于1995年被列为CSCD来源期刊。

较高，见表2,

表2 引用预次较高的7种期刊

刊名 频次(次)

1 方法

    该刊自1985年创刊至1997年发表论文总计1 480篇，于

1991̂-1997年中被引用频次共达1 244次。并分别就引用刊

物，引用年限，引用作者单位分布，被引文献等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引用刊物

    根据光盘数据库提供的发表在其它刊物的文章引用该刊

论文的情况，以引用刊物为统计对象，共为141种杂志，引用

频次为1 059次(表1)e

                表1 引用刊物种类和引用频次

白求恩医科大学学报

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

上海免疫学杂志

中华血液学杂志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中华医学杂志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72

69

58

37

31

30

25

2.2 引用该刊作者单位分布情况

    根据光盘数据库提供的引用该刊发表论文的作者所在单

位进行统计，单位共为240所，引用频次为1 059次(表3)0
                表3 引用该刊作者单位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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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华系列杂志至今共65种，约有58%的刊物引用了

该刊发表的论文。而这38种杂志中基本是分科较细的专科杂

志，从这个角度亦可看出，该刊所刊载的论文学术内容与医学

各分支学科的普遍联系性与相关性。其中7种杂志引用频次

    该刊主要的读者群和利用主体分布在大学，研究院所，其
次医学院和医院，而其它例如专科卫校，血液中心等的读者相

对较少。这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在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分

别为61.60o,21.9%和8. 2%基本一致[E21。大学，研究院所及

医学院虽然都是以科研教学为主，但相对来讲大部分医学院

的科研人员及设备还较高等医科大学及研究院所薄弱，特别

是临床医院中科研人员相对较少，又由于实验研究设备条件

不充足，利用率亦呈现较低。这也提示一点，该刊欲扩大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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