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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JCR自然科学版的科研人员学术交流行为 

的学科分布与变化规律的实证研究 

邱均平，罗 力 

(武汉大学 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通过对2001—2005年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自然科学版的主要计量指标，如总载 

文数 (total articles)、总被引数 (total cites)、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即年指标 (immediacy in— 

dex)、被引半衰期 (cited half—life)等，从学科分布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对各个指标的变化因素 

进行分析，认为从JCR各项指标出发探讨研究人员在学术交流和引用科研成果行为上存在着学科 

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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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Law of Subject Distrib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cholar 

Communication Behavior Based on JCR (Science Edition) 

QIU Jun—ping，LUO Li 

(Research Centerfor Chinese Science Evalu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indices of Joumal Citation Reports，such as total articles，total 

cites，impact factor，immediacy index and cited half—life from 2001 to 2005 and then discuss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hanges of these indices during the five years， finally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it is feasible 

to analyzes the subjec~differences of scholar communications aDd citation behavior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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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主要刊载学术论文、研究报告、 

评论等文章，具有保存科学信息，提供学术交流渠 

道，鼓励科学家推广成果，帮助学科发展等重要作 

用。本文运用信息计量学方法，通过对美国科学信 

息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xsi)在 

1975年出版发行的 《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 

O11Reports，JCR) (自然科学版)所收录的 2001— 

2005年之间的各个学科的科技期刊的各项指标的 

分布和变化情况进行研究，试图对研究人员在五年 

间学术交流和引用科研成果行为的学科分布和变化 

有所揭示。 

1 研究工具和数据处理 

本次的研究工具是 《期刊引证报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cientitic Infonnation，IsDt 在 1975年出 

版发行的，它是进行期刊评价和科学化选择刊物的 
一 种重要工具。JCR是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多学科 

的期刊评价资源数据库，也是唯一的有关期刊引文 

资料统计分析的数据库，该数据库从信息计量学的 

角度对期刊的各项指标进行了全方位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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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引文分析方法及各种量化指标系统地分析了各个 

学科领域中期刊的相对重要性。鉴于 IsI平台收录 

期刊有一系列严格的标准，比如在期刊质量方面， 

就有基本的期刊出版标准，编辑的内容，国际性与 

区域代表性，引文分析等要求，同时在期刊收录广 

度方面也相对较全，综合考虑了各个地域、学科和 

类型的分布，利用该工具反映各个学科研究进展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该工具包括两个版本：自然科学 

版 (JCR Science Edition，包含近6088种科技方面的 

期刊)和社会科学版 (JCR Social Science Edition， 

收录近 l747种期刊)。 

本次研究的数据来源为 JCR (自然科学版) 

(2001—2005年) (下文提及 JCR均是指 自然科学 

版)武汉大学图书馆镜像点【2】。笔者按照学科类别 

选项分年度把相关数据下载到本机，并导人到 Ac— 

oess数据库进行数据处理，同时结合 Excel进行统 

计描述和分析。 

2 JCR定量指标说明 

ISI对JCR收录的期刊进行了较详细的定量测 

度，这些定量指标包括总发文数 (total articles)、 

总被引频次 (total cites)、即年指标 (immediacy in— 

dex)、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被引半衰期 (cited 

half—life)和引用半衰期 (citing half—life)，其中 

总发文数是指某期刊在某年内所刊载论文的总篇 

数，该指标代表了该期刊所包含信息量的大小，是 

期刊规模的标志；总被引频次是指某期刊在某年内 

被 SCI收录的期刊引用次数的总和，反映了期刊的 

绝对影响力；影响因子是指某年某期刊在前两年被 

SCI收录的期刊中引用该期刊的次数与这两年该期 

刊发表的论文总数的比值，它代表该期刊被同行的 

认可程度 ，是评价期刊质量至关重要的指标；即年 

指标是一个表征期刊即时反应速率的指标，主要描 

述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情况，是某 

年某期刊发表的论文被 SCI收录的期刊在当年引用 

的次数与该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数的比值，它代表 

该期刊在当年对其它 (包括其 自身)期刊的贡献； 

被引用半衰期和引用半衰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期 

刊 (论文)的 “使用期长短”，或说是期刊 (论文) 

的 “寿命的长短”，它体现 了该期刊的发展速度， 

也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该学科的更新换代程度的快 

慢‘3】。 

3 JCR定量指标分析 

(1)JCR学科分类表的变动情况。JCR的学科 

分类表涉及类目多达 170余个，具体数目如表 1所 

示。虽然5年内其学科数目只在 2005年增加了一 

个，但是深入到原始数据内部，我们可发现，由于 

学科的发展与变化，学科改名或者合并的现象在一 

定程度上存在，比如 BIOLOGY，M CEUANE0US 

只有在 2001年出现，而在随后 4年的学科名称中 

已经不存在，在总分类表中只有 BIOLOGY这个学 

科。相反的是，NURS1NG是从 2002年才开始出现， 

并一直保持至今，这表 明 NURSING (护理学科) 

的自我发展已经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并最终成为 

独立 的学 科。DEm TOLOGY & VENEREAL DIS— 

EASES只存在于2001和 2002这两个年度，在 2o03 

以及其随后的数据中，就只有 DERMAqDLOGY这 

个学科，这表明该学科已经进一步发展壮大。最引 

起大家注意的是 NANOSCIENCE& NANO FECHNOL— 

OGY (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的出现，这是近年来 

蓬勃发展的一个领域，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最初都是 

出现在化学和材料学等学科的期刊上，直到 2005 

年，该领域正式以新兴学科的身份出现在JCR学科 

分类表中，这既表明了该领域的发展已经对科学界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表明了JCR学科分类体 

系能够紧密追踪科技的最新进展，体现了其学科分 

类体系科学合理的一面。 

表 1 JCR学科分类数 (2ool一2005年) 

2001 2002 2003 2OO4 2005 

兰型坌鲞墼 !! !! !! !! !! 

(2)JCR收录的科技期刊的分布H j。JCR的 

学科分类表涉及类目多达 170余个，为了更方便地 

以大学科的视野考察全球学科的变化情况，笔者在 

参考了国内外学科分类体系的基础上，最终将其分 

为 l1个学科，一方面这是为了同党亚茹研究员在 

21304年图书情报工作 2004年第一期所刊登的类似 

研究文章中的学科分类保持一致，另一方面，鉴于 

学科分类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对有些明细学科的 

最终归属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这可在表2的各个年 

度的学科数中体现出来。表 2中的社会科学，是指 

刊登与科学技术研究相关，却较难并人其他学科的 

类 目，比如 EDUCATION，SCIE／TFIFIC DISCIPLINES， 

笔者就将其归人社会科学。至于综合学科，则是指 

代表了类似 Science和 Nature等发表各个学科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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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的期刊的学科。限于篇幅，本文并没列出 

学科对应表，以下的讨论均是围绕着此分类表展 

开。笔者注意到，JCR收录的每一种期刊都给出了 
一

个范围较窄的学科分类，且同_二种期刊的分类并 

不唯一，可能出现在几个学科内，有一定的交叉。比 

如期刊 J NEURORADIOLOGY在 JCR学科分类体系 

中分别属于 CLIS／IQ NEUROLOGY、NEUROIMAG— 

ING和 RADIo_【oGY，NUCU AR MEDICINE& MEDI— 

CAL IMAGING三个学科，这也导致了表 2中各个学 

科所属期刊数的加总数并不等于实际收录期刊数。 

表 2 JCR收录的科技期刊的学科分布(2oo1—2005年) 

从表 2可得，各个学科收录期刊的数量中， 

医药卫生、工程技术和生物学是收录最多的三个学 

科，按照 5年收录期刊总数的各个学科百分比计 

算，这三个学科所收录的期刊分别达到了 31．9％， 

20．0％和 14．8％，即这三个学科收录期刊的数量占 

到了总收录量的 66。7％，这也反映了这三个学科 

是自然科学研究中规模较大的学科。其次是化学、 

物理 和 农 林 科 学，分 别 占到 7．4％，6．2％ 和 

5．9％，而社会科学和综合学科的期刊数较少，只 

占了 1．7％ 和 0．5％。 

40；O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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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1 2005年各学科发展变化 

笔者选取了2001年和2005年两个年度各个学 

科收录期刊数占总体期刊数的比例数据生成了图 

1，结合表2可知，虽然各个学科收录期刊的绝对 

数随着年度变化稳步增长，但是各个学科收录期刊 

数的相对比例在很小范围内波动，基本保持不变， 

这体现了各个学科在保持各自比例的前提下稳步发 

展，科研生产力稳步提高。 

(3)JCR收录的科技期刊年均载文数的学科分 

布。表 3不仅给出了2001—2005年JCR收录自然科 

学期刊的学科年均载文数，同时以自然科学大学科 

项代表学科平均数，其中物理、综合学科以及化学 

的年均载文数位于前三位，且高于学科平均载文 

数，即上述三个学科的年均登载论文数高达 l23篇 

以上，尤其是综合学科期刊，虽然期刊数是 l1个 

学科中最少的，但是期刊所传递的信息量却较多。 

相 比较而言 ，地球科学 、工程技术 、农林科学 、数 

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年均载文数则低于 100篇。 

表 3 JCR收 录 的 科 技 期 刊 年 均 载 文数 的 学科 分 布 

(2001—2005年) 

化学 、工程技术两类期 刊载文量在 5年 间相 

对于其他学科有明显的增加，其他学科的期刊变化 

较小，有些学科的期刊在某些年甚至略有减少，但 

总的来看，5年中载文数基本保持不变，这意味着 

JCR所收录的科技期刊的整体评价指标变化基本与 

载文量无关，即对一个学科而言，各年度期刊评价 

指标的变化与载文数相关度不高。 

(4)JCR收录的科技期刊被引次数的学科分布 

与变化。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学者参考其他研究成 

果会在他们的论文中以参考文献的方式体现出来。 

若是某篇论文的被引次数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该篇论文对本领域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 

理，某种期刊的被引次数也可反映该期刊的质量。 

该项指标对JCR确定期刊影响因子至关重要。笔者 

在本文中欲用某个学科的期刊群体的被引次数这个 

指标反映该学科中学者交流学术信息并积极利用科 

学文献的频繁程度，同时定量考察学科间是否存在 

着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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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不仅给出了JCR收录的科技期刊年均被 

引次数的学科分布和学科总体年均数，同时还把 5 

年间各个学科的被引次数累计增长率计算出来，综 

合学科的被引次数远高于其他学科，该学科期刊的 

年均被引数高达 20000次以上。物理、化学和生物 

三个基础学科的被引数也很高，且数 目较为接近， 

均已超过 4500次。被引次数较低的有社会科学、 

数学和工程技术，均低于2000次，这表明了不同学 

科的学者利用科学文献程度的差异较大，总体来说， 

基础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予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 

纵观 5年的数据，除了发现各个学科经过 5年 

的发展，其被引数稳步提高外，笔者还发现，相对 

于学科平均被引增长率 20．55％而言，环境科学、 

工程技术和化学的增长率则较高，其被引数均比 

2001年增长了 40％以上，生物学和综台学科的增 

长率相对较低。以增长率为54．22％的环境科学为 

例，逐年计算其增长率，我们可发现，5年间其年增 

长率分别为 l1．44％，l4．0o％，8．92％，11．46％，这反 

映了该学科的学者逐渐重视利用他人研究成果。 

(5)．ICR收录的科技期刊的年均影响因子及其 

变化怕f况 表 5给出了 l1个学科所属期刊群体的 

平均影响因子以及 自然科学大学科平均影响因子， 

还把5年问学 科年均影响因子累积变化率列7出 

来，’其 中生物学、综合学科和医药卫生等三个学科 

的影响因子位列前三，化学的影响因子也高于平均 

数，至于物理，其影响因子在 2005年前一直高于平 

均数，农林科学、工程技术和数学的排序较为靠后， 

这表明了各个学科之间其影响因子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目前国内科研奖励界单纯的以影响因子高低考 

核科研人员的业绩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笔者认为，该 

指标只有在学科内进行比较还存在着可取之处。 

几乎每个学科的影响因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增 

长，增幅较大的由表可姗是工程技术、环境科学和 

数学，增幅均超过了30％，增长较慢的则有综合 

学科、社会科学以及生物学。结合表 3和表 4中各 

个数据的变化情况，上述变化情况实属合理，比如 

增长最慢的综合科学，其载文量变动很小，而被引 

变化率也是各个学科中变化较小的，同时其基数较 

大，该学科的学者对文献的利用已经养成很好的习 

惯，且该学科的学术交流渠道较为畅通，资料获取 

和利用较为便利。 

(6)JCR收录的科技期刊的即年指标及其变化 

情况。即年指标可以反映期刊被引的最快速度，也 

能表现出某种期刊所刊载的论文所代表的学科前沿 
。 最新问题、热点问题由此而引起同行关注的速度和 

程度 、 ： 。 ’ ‘ 

笔者注意到各个学科的即年指标的绝对数较 

小，即使排名最靠前的综合学科的即年指标也只有 

0．543(2005年数据)，11个学科的平均即年指标 

为 0．301(20O5年数据)，化学、社会科学、环境 

科学、农林科学、数学以及工程技术等六个学科的 

即年指标均低于0．301。由于该指标旨在反映期刊 

文献被利用的速度，不同学科虽然其绝对数相差较 

． 小，但还是可以看出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对待最新学 

术信息的反应速度存在差异，比如排名第一的综合 

学科比排名第二的生物学高出了 17．o3％，相邻学 

科间差距最大的是农林科学与数学，前者比后者高 

出了41．9l％，而排名第÷的综合学科 比排名最 靠 

后的工程技术高出了274．48％ ‘(见表 6)。 ‘ 

在数据统计过程中，笔者发现该项指标有较多 

的期刊取值为0或为空，即这些期刊所刊登的论文 

在当年尚未被利用，但可喜的是 ，根据对这五年的 

即年指标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可得当年未被引用得 

期刊数目逐年递减，这反映了目前科研人员对最新 

研究文献利用速度的加快，同时也反映了最新研究 

成果的传播和扩散速度的提高。 ． 

(7)JCn收录的科技期刊的被引半衰期指标说 

明。被引半衰期是指期刊达到 50％被引用率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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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有助于用户评估该期刊中文献被引用的时间 

跨度。人类进行科学研究的历史是漫长的，学科的 

发展和变化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短短5年并不能 

完全反映科学研究带给学科发展的影响，但笔者认 

为，若是用该学科所代表的所有期刊的平均被引半 

衰期这个指标，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科学研究带 

给学科发展的影响。鉴于JCR自然科学版收录期刊 

有较大比例未提供该项指标的数值，且有些期刊的 

被引半衰期数值较大，在系统中则以 “>10”的方 

式体现出来，无法获得确切数值，以2001年该平 

台收录的9127种期刊为例 (此处数值为各个学科 

期刊的简单加总，下同)，其中有 1087种期刊的被 

引半衰期数值无法获取，1237种期 刊的指标 以 
“

>10”的方式，两者占总刊数百分比为 25．46％。 

由于该指标用来探索性衡量学科间相对老化程度以 

及学科 自身发 展情况，而我们 选取 的样本 有 

25．46％无法提供数值，若单纯的以剩余期刊的被 

引半衰期代表总体学科的半衰期，这将在统计学上 

失去意义，故本文未对该指标的学科分布和变化情 

况进行深入分析。 

表 5 JC_,R收录的科技期刊的年均影响因子及其变化 (2001—2O05年) 

4 结 语 

虽然JCR的一系列计量指标只是期刊引文分析 

的统计表述，并且 IsI每年根据这些指标进行收录 

期刊的调整，因此它的变化很大，从而导致了指标 

的变异性，但对于JCR收录的每一个学科的期刊群 

体来说，评价指标从统计意义上讲，在一定时间内 

又是趋予稳定的，本文考察了近5年来JCa所收录 

的科技期刊各项指标的变化情况，认为从JCR各项 

计量指标出发探讨研究人员在学术交流和引用研究 

成果行为方面存在学科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 

的，因为各个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研究 

风格、研究行为各异的状态，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学 

科和一个古老成熟的学科、一个理论研究导向型和 
一 个应用研究导向型的学科在引用动机方面存在着 
一 定的差异。各个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这也 

反映了学术交流渠道更加开阔学科的自身发展速度 

也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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