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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正确使用

高瑞平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 程与材料科学部
,

北京 1《XX〕85)

〔摘 要」 阐述 了影响因子的内涵 以及其不 确定性
,

论述 了影响因子 的局 限性
,

从而说明在实际工

作 中应正确 的使用学术期刊的影响 因子
。

[关键词 1 影响因子
,

局限性和不确定性
,

正确使用

目前
,

相当多的大学和研究所 已经将发表论文

情况作为评价实验室和科研人员的标准
,

这里 所指

的发表论文情况具有两个含义
,

一是指发表论 文的

数量
,

另一个是发表论文的质量
。

随着我国科 教兴

国战略的实施
,

我 国科研人 员发表论文的数量 有了

显著的增加
,

人们开始关注论文的质量
。

评价论 文

质量的标准之一就是论文所在期刊的影响因子
,

有

的单位还将其与奖励结合起来
,

即发表的论文所在

期刊的影响因子越高
,

则奖励越高
。

在项 目评 审及

对科技人才的评价上
,

影响因子也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

因此
,

美 国科 学信 息 研究 所 15 1 ( x n s t it u t e 。 f

S e i e n t iif 。 I n fo mr at io n )的期刊引用报告 JC R ( J o u rn a l C i
-

att ion eR oP srt )的影响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已经 由一个

模糊的文献学尺度上的标志变成了一个衡量一份期

刊和它的论文
,

以及论文的作者
,

甚至是作者所在的

实验室的水平的主要 的量化标准
。

但是
,

影响 因子

的内涵以及诸多因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使得人们

对这一衡量标准有很多异议 〔’
,

2」。

本文将参考有关

文献就影响因子的内涵以及其不确定性加以论述
。

个峰值
。

从这个峰值后
,

引用呈指数性下降
。

任何

一份期刊的引用曲线都能用 曲线 的相对大小 (用曲

线下的面积来表示 )
、

曲线 的峰位接近起始点的程度

以及 曲线降低的速率来描述
。

这些特征是 151 的指

标即影响因子
、

即刻指数和引用半衰期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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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只是 151 建立的 3 个度量标准之一
,

描

述了一份期刊的论文得到引用随时间变化 的规律
。

引用 的积累遵循如图 1 所示的曲线
。

它是一个衡量

引用 曲线在第 2 到第 3 年间的相对大小的标准
。

它

的计算方法是以某期刊前 2 年发表的论文在 目前的

引用数除以该期刊同期发表的论文数
。

发表的论文

的引用在其发表后 2一 6 年 内会急剧增长并达到一

即刻指数是衡量曲线偏离 的尺度
,

也就是
,

曲线

的峰位靠近图形起点的程度
。

它以某期刊在当年得

到的论文引用数除 以该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数来计

算得到
。

比如说
,

某期 刊 1999 年的 即刻 指数就是

19 9 9年发表 的论文 的平均被 引用 数
。

结果得 到的

数可视 为引用曲线 的初始倾斜度
,

也就是衡量该期

刊的论文在发表后如何快速地得到引用的尺度
。

引用半衰期是一个衡量引用 曲线的下降速率的

尺度
。

它是 当前 的被 引用数下降 到它的初始值的

50 % 时所需要的年数 (在图 1 给出的例子 中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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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衰期大约是 6 年 )
。

它是衡量一份期刊的论文在

发表后被持续引用多久的尺度
。

2 影响因子的不确定性

在上述 3个尺度中
,

影响因子是最常用的
,

也是

最常被误解的
。

影响因子的值受到社会学的和统计

学的因素的影响
。

社会学的因素包括期刊的专业领

域
、

期刊的类型 (快讯
、

全文
、

评述 )
、

和每篇文章的平

均作者数 (与专业领域有关 )
。

统计学的因素包括期

刊的大小和引用统计范围的大小
。

2
.

1 不同的专业领域对影响因子的影响

图 Z a 显示 了不 同的专业领域对平均影响 因子

的影响
。

总的来说
,

基础研究领域 比应用研究领域

有更高的平均影响因子
。

从图中可以看出某个研究

领域内的顶级期刊的影响因子可能要 比另一个研究

领域中的低级期 刊的影响 因子还要低
。

如 19 97 年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类刊物中最高影响因子值为

4 0
.

78 2
,

而 数 学 类 刊 物 中最 高 影 响 因子 值仅 为

2
.

0 7小该年度影响因子为 1
.

0 的刊物在生物化学和

分子生物学类刊物中位于第 194 位
,

在数学类刊物

中则位于第 7 位以4 」。

所 以说不 同的学科领域没有

可比性
。

与其紧密相连的是多个作者现象
。

一篇论文的

平均合作者人数随着研究领域 的不同而变化
,

据统

计在社会科学领域平均每篇论文有 2 个作者
,

而基

础研究科学领域则超过 4 个作者
。

考虑到作者都有

引用 自己论文的倾向
,

这样
,

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

和其所在的专业领域的平均影响因子之间则有着密

切联系 (如图 ( Zb) 所示 )
。

因此影响因子只能在 同一

个专业领域的期刊中做 比较
。

2
.

2 论文和期刊的不同类型对影响因子的影响

即使在同一个专业领域内
,

影响因子仍然会因

期刊类型或论文类型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

这在

图 3 中得到解释
。

短小或快速的期刊 (通常叫做快报 )的即刻指数

比较高
,

但其引用半衰期 比较短 (即引用曲线的峰位

靠近起始点
,

曲线在峰后会下 降比较快 )
。

结果
,

它

所得到的引用中的一大部分将会在影响因子的 2 年

期范围内减少
。

相 比之下
,

研究报告 的杂志将会在

发表后 3 年左右达到引用峰值
,

因此它的即刻指数

比快速或短小论文杂志小
,

曲线在峰位后有较为缓

慢的下降
,

有更长的半衰期
,

而且 2 年期的引用 比例

比较小
,

这样一份期 刊的影响因子将会 比快速或短

小的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小得多
。

至于评论期刊
,

即刻指数 比其他期刊小
,

在其发表多年后引用缓慢

增加到峰值
,

因为引用在峰后下降得同样慢
,

这样引

用半衰期较长
,

落在影响因子 2 年期范围内的曲线

比例也相对小
,

但因为评述引用 的绝对数量通常很

大
,

使得评述期刊较其他期刊有高的平均影响因子
。

因此
,

考虑到影响因子反映 了对于不同的论文类型

的不 同的引用 比例
,

在比较不 同类型的期刊时应注

意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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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期刊大小对影响因子的影响

因为影响 因子是一个平均值
,

所 以它也 显示 了

基于统计学影响的差异
。

这些差异与被平均 的论文

数 目有关
,

我们 以每年发表的论文数来表示期刊 的

大小
,

如果统计年限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引用
,

则期

刊大小对影响 因子的影响在 图 4 ( a) 中可以看得很

清楚
。

图 4 ( a) 是 以 4 X() 0 种期 刊为研究对 象
,

按期

刊的大小分成 4 类
,

显示了这一年到下一年 的影 响

因子随期刊大小而变化的情况
。

我们可以看出影响

因子的波动范围和期刊的大小有关系
。

这意味着当

影响因子在不同的年份之 间比较 时
,

必须考 虑期 刊

的大小
。

平均下来
,

小杂志 (每年少于 35 份论文 的

杂志 ) 的影 响 因子从 这一年 到下 一年 的波 动超 过

40 %
。

即使大的期刊也不能幸免
,

对 于每年发表 超

过 巧0 篇文章的期刊来说也有 巧 % 左右的波动
。

这

是不是意味着平均下来越小的期刊越与它们的标准

不一致呢 ? 答案是否定的
。

任何受统计的期刊都是

从一个虽有限但数量很大 的文章堆中取 出少量 的
,

带有偏见的文章样本 (由于 主观选择标准而带来 的

偏见 )
。

影响因子和其在这一年到下一年的任何波

动都可视为有偏见的样本 的结果
。

以 《 兀幻种杂志为统计对象

%%%%%印4020020影响因子在97至98率年变化的

杂志大小 < 35

(每年文章数 目 )

3 5 一 69 70
一 15 0 > 1 50

图 4 ( 。 ) 影响因子随不同专业领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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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b) 影 响因子与每篇论文 的平均作用数 的关系 〔’ ]

如果我们随机的 (或不带偏见的 )取样
,

影响因

子是如何的波动呢 ? 图 ( 4 b) 中显示了取样所带来的

误差
。

在这里
,

所看到的波动 曲线 (用线条表示 )代

表在对 4 00 0 份期刊的研究 中所看到的影响因子的

平均变化
,

这些期刊根据大小被分成几组
。

阴影部

分为由于随机取样所引起的影响因子的波动
。

即取

同样数量的样本 由于取样方法的不同使得影响因子

发生变化
。

因此
,

对一定大小的期刊来说
,

如果影响

因子 的波动在波动线上
,

则 由于取样方法所带来的

差异不大
,

如果波动落在阴影区域
,

影响因子的差异

则在一定 的区域 内随机 的变化
。

比如说
,

一份有着

140 篇 文 章 的期 刊 的影 响 因子 的波 动可 以 大 到

20 %
。

所以在同样 的取样 方法下
,

必须考虑到这些

影响
。

例如
: 一份发表 140 份文章

,

影响因子为 1
.

50

的期 刊和一份同样大小
,

影响因子为 1
.

24 的期刊并

无显著的质量差异
。

2
.

4 统计年限范围的不 同对影响因子的影响

如果我们在标准的 CJ R 影响因子 2 年期基础上

扩大统计范围可以解决一些统计差异
。

图 5闭是以

大约 2 00 种化学期 刊为对象
,

研究其 2 年期和 5 年

期的影响因子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

2 年期 的影响因

子显示 出明显的波动
,

每一年里数值波动很大
。

然

而
,

用 5 年期的统计方法影响 因子则显示 出一条较

为平滑的曲线
。

评价一份期刊或其重要性的一种常

用 的方法是以它的影响因子在该领域期刊中的排名

来确定 的
。

然而
,

改变统计 的范围就能引起排名 的

急剧变化
。

例如
,

在统计 的 30 份化学 期刊中
,

当影

响范 围从 2 年期改为 5 年期时
,

排名 24 位的期刊就

变到 n 位
。

可见
,

影响因子 的不确定性
。

2
.

5 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对影响因子的影响

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也引起了一些令人遗憾的

计算影响困
。

因为它是一个 比例
,

所以分子和分母

的定义应该是确定 的
,

而实际上则不然
。

如 图 6 所

示
,

公布的影响因子为该期刊 的各个部分论文的引

用数和论文数之间的比例
。

但什么样的论文才能准

确的计为一篇论文呢 ? 是不是给编辑 的信
、

小评论

以及短小的摘要文章也算呢 ? 151 把文章分为好几

种不 同的类型 (如文章
、

综述
、

会议 论文集
、

编者公

告
、

读者来信及新闻快报等等 )
。

只有那些被分类为

文章或综述
,

或会议论文集才能在影响因子的计算

中计人分母
,

而对所有文章 (包括编者公告
,

新闻快

报
,

读者来信等等 )的引用都可被计人分子 中
。

这

样对一些期刊来说
,

计算出的影响因子是被夸大了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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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一种非 常严格的影响 因子的定义
,

即

用被选出来的文章类型的引用数除以被选 出来的类

型的文章数 (实际影响因子 )
,

我们就会看出这种计

算所带来的差异
。

图 ( 6) 显示了对于在医药
、

物理和

神经科学领域 的大量期 刊的这种差异
。

大约 40 %

的医药期 刊的公布 的影 响因子 比实际影响因子大

or % 还多
,

其 中的 5 % 甚至达到 了 40 % 或更多的差

异
。

在物理领域 中
,

约有 7 % 的期刊 的公布的影响

因子 比严格计算 出实际影响 因子 的值大 20 %
。

而

在神经科学领域 中两者相差不大
。

3 结 论

综上所述
,

影响 因子只是描述特定期 刊在研 究

文献中的影响力的大量方法之一
。

它的值受到专业

领域
、

期刊的类型和大小 以及使用 的统计范围的影

响
。

作为统计标准
,

年与年之间影响因子是波动的
,

因此
,

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期 刊的影响因子的下降

意味着该杂志质量的下降
。

在使用影响因子的绝对

值时
,

必须考虑专业领域 的不同
。

在某一领域 中排

名最高的期刊在其他领域 中可能会排名最低
。

同

样
,

因为误差的原因
,

把期刊影 响因子的使用从期刊

扩展到期刊中论文的作者则更是令人怀疑的
。

应该讲
,

影响因子作为一种引用的度量标准
,

在

体现期刊在该学科文献中的影响是很有用的
。

在特

定的专业领域
,

如果 了解了它的不确定性
,

注意正确

的使用影响因子是可 以作 为衡量标准之一的
,

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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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术研究和交 流提供非常有用 的参考
。

但是
,

如

上所述
,

影响因子 的值受到社会学 的和统计学 的因

素的影响
,

有着不确定性
。

因此
,

在作为衡量标准时

应正确使用影响因子
。

同时
,

如何探索一种公正
、

统

一的评价指标体系
,

从而更加有利 于提高科学家在

科学研究中的 自主创新能力
,

仍然是有待解决的课

题〔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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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生态的水资源合理配置与调控

香山科学会议第 158 次学术讨论会于 ZOm 年

3 月 2 3一 25 日举行
。

本次会议 的主题为
“

面向生态

的水资源合理配置与调控
” ,

倪晋仁
、

夏军和王浩 3

位教授担任会议的执行主席
。

王浩教授在题为
“

面向生态的水资源合理配置

与科学调控
”

的主题综述报告 中指 出
,

水资源合理配

置与科学调控问题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为解决我

国华北地区 的水资源 紧缺问题而提 出的
,

是 在对原

有水资源 规划与管理方法进行创新 的基础上形成

的
,

其理论是 以流域或区域系统为基本对象
,

通过工

程与非工程措施
,

协调水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
,

对

水资源开发
、

利用
、

整治
、

节约
、

保护等环节在更高层

次上进行 系统规划与统一管理
。

刘 昌明院士在题为
“

水文循环

—
水资源评 价

与利用的科学基础
”

的中心发言中指出
,

人类活动对

水循环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土地
、

植被与径流进

行的
。

建议要以需水量零增长为 目标来保护生态
,

以供定用
,

合理调配水资源
。

夏军教授在题为
“

自然与人类活动影响下的中

国西部水资源演化问题 与规律
”

的评述报告中以黑

河流域为例讨论 了内陆河流域 的特点
,

指出流域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协调水生态 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夏教授认为西部 的环境和生态 问题
,

根源在于陆地

表层环境的脆弱性
。

倪晋仁教授在题为
“

面 向生态的水资源利用模

式思考
”

的评述报告 中指出面向生态的核心是
“

以最

小的物质投入获得最大的生态服务
” ,

即获得最大的

自然
一

社会
一

经济综合生态效益
。

陈敏建高工和王光谦教授分别作了题为
“

面向

生态的水资源合理配置准则与方法—
以西北内陆

干旱区为例
”

和
“

面向生态 的水资源利用的理论
、

方

法与技术讨论
”

的评述报告
。

(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李万 红

地球科学部 宋长青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