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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原创性研究成果是从事基础研究人员追求的目标
,

也是 当前国家科技政策的主要导向
。

体现研 究成果水平的主要标志是 国际 同行的认 同程度
,

论文被 SCI 引用情况 是体现 国际 同行认 可

和重视 程度的文献计量分析方法
。

本文选取 3 位北京大学教授在 8 0 年代末所发表 的 3 篇原创性

研究论文
,

简要分析 了从 198 8 年到 2 001 年长达 14 年的被 SCI 引用情况
,

结果表明它们均具较高的

被引次数
,

而且 远远 高出同刊物同期同类型论文的平 均引用次数
,

并具有较长 的被引半衰期 ( 7一 9

年 )
,

是高影响力论文
,

这也表 明通过 S CI 的引文情况分析可 以了解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

[关键词 ] 原创性成果
,

S CI 引用次数
,

引用半衰期

国际知名的科技论文检索工具 S CI ( cS ien ce iC
-

at it o n
nI de

x

— 科学引文索引 )不仅具备文献检索功

能
,

还具备对期 刊和论 文影响力 进行评 估 的功能

等 〔’ 了。

目前
,

国内学术界对 s cl 在科研成果评价 中

的应用存在很大争议
,

主要集中在一些短期或简单

化
、

片面化行为
,

如缺乏对论文的科学价值进行总体

评价的情况下
,

简单地根据上一年度 的 SCI 论文数

或被引次数进行单位
、

个人排序并据此奖励等
。

本

文则从大时间尺度范围分析 3 篇第一作者为北京大

学研究人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的 SCI 被引情况
。

1 原创性研究成果及其评价

原创性研究成果是指对自然现象和规律提出前

人所没有的发现或发明川
。

江泽民总书记在接受国

际著名期刊《cS i en
c e 》杂志主编采访时指出 t 3 1 : “

在未

来 50 年甚至更长的时期里
,

中国的发展将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今天基础研 究和高技术研究的创新成

就
,

依赖于这些研究所必然孕育的优秀人才
。 ” “

创新

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
” 。

现代技术革命 的成果约有 90 % 源于原创

性研究成果
,

只有立足于本国的科研力量加强原始

性创新
,

并最终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
,

才能在经济全球

化和科技全球化的格局中强化 已有科技优势
,

并在

落后领域迎头赶上闭
。

国际同行对原创性研究成果的认同程度是评价

其水平的主要标志
,

而国内某些人的做法是找几个

老熟人或好好先生吹捧一通
,

就出了
“

国际领先
”

或
“

国际先进
”

水平 的成果
。

对于基础性研究来说
,

研

究人员的科学贡献和学术影响主要是通过论文的交

流来实现的
。

通过大型文献检索工具 S CI 对收录论

文进行引用分析是一种较为客观公正的一种文献计

量评价方法
。

对于论文的评价主要有论文被 SCI 引

用的次数和被引用半衰期两项指标
。

被引用半衰期

是引用次数下降速度 的量度
,

它是指从文章发表年

起
,

到被 引 用 数 下 降到总 被 引用 数 的 50 % 的 年

数囚
。

被引用半衰期表示了文章在发表后持续被引

用时间的长短
,

半衰期越长
,

影响力越大
。

通过对论

文的被引用情况的分析
,

可以说 明一个研究成果具

有多大的学术影响
,

从大样本的统计结果看
,

被科学

界公认有重要科学贡献的研究人员
,

其发表论文具

明显 高的正面被引用次数
,

15 1 ( In s t i tu te of S e i e n ti if e

I n fo mr
a ti o n )创始人 E

.

G a
币 e ld 博士对 S e l 的引文统

计发现
,

诺贝尔获奖者发表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是

总平均被引次数 的 30 倍
,

个人被引次数处前 10 00

位的有 50 % 以上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困
。

2 论文被 引用的影响 因素

一般来说
,

发表在高影响因子期刊的论文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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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被引用次数较高
,

影响论文被引用次数 的客观原

因主要有 v[, 8“ :

( l) 论文因素
:

如论文的发表时间
、

论文的长度
、

类型
、

合作者数等 ;

( 2 )期刊因素
:

如期 刊大小 (所发表 的论文数 )
、

类型
、

影响因子等 ;

( 3) 学科 因素
:

如不 同学科的期刊数 目
、

平均参

考文献数
、

引证半衰期等 ;

( 4) 检索系统
:如参与统计的期刊来源

、

引文条

目的统计范围等
。

除了以上客观原因外
,

影响论文被引用次数的

决定因素是论文本身的质量
。

一般地
,

原创性研究

成果必将获得较多的引用
,

这是 因为对于研究成果

相同或相似的论文来说
,

在科学界引证论文行为遵

循原创的规则 ( C on fo r r l l i s m )
,

即首先被公开发表的更

有可能引起较 大的影 响并被 引证 9[]
。

统计分析表

明
,

尽管论文传播的媒介 (期刊 )在客观上或多或少

会影响其被引用的次数
,

但论文本身的质量应是起

主要作用的
,

约 巧 % 的论文占了刊物总被引证频次

的约 50 %
,

约 50 % 的论文对总被引证频次的贡献高

达 9 0 %
,

即刊物中 5 0% 被引次数较高的论文的平均

被引证次数大约是其余 50 % 论文的 10 倍 〔̀ “ 〕。

发表

在高水平刊物的论文不全都有较高的引用次数
,

在

国际知名期 刊影响 因子高达 25 左右 的 《N at u er 》和

《cS ie cn e)) 上刊发 的论文
,

多年 以后仍没有被引用 的

例子也不胜枚举
。

总之
,

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低是影

响被 SCI 引用次数的主要原因
。

3 原创性研究成果的 S C I 引用分析

为印证原创性研究成果 的 SCI 引用 响应
,

笔者

检索了 3 位北京大学学者 的代 表性论文被引用情

况
。

这 3 位学者在各 自的研究领域均取得了原创性

研究成果
,

论文的被引次数和半衰期指标均很高
,

如

韩启德院士等对肾上腺素受体方面的研究〔’ ` J
、

朱星

教授等人对纳米晶体材料结构方面的研究 〔̀ 2 ]
、

涂传

治院士对太阳风物理方面的研究〔” 〕等
。

韩启德院士等在国际上首次证实肾上腺素受体

al 一 A R 含 al A 与 al B 两种亚型
,

阐明了它们在药理

特性上的差别
,

并揭示两种亚型受体的信号转导机

制不同
。

该研究成果推动了 al 一 A R 亚型理论的发

展
,

对揭示交感
一

儿茶酚胺系统对组织器官精确调节

的奥妙
,

阐明某些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受体机制以及

新型肾上腺素受体药物的研制都有重大意义
。

该研

究于 19 87 年在 《 N at u er 》 (影响 因子为 29 〔2《XX〕年数

据
,

下同 l
,

居世界综合科技期刊前列 )发表后仁’ `了
,

受

到国际学术界 的公认 和广泛重视
,

截止 200 1 年 11

月该文已被 SCI 引用 4 86 次 (表 1 )
,

其 中他人正面引

用 4 53 次
,

而 19 8 7 年发表在 《N at u 。 》的同类型 ( A币
-

d e) 论文的平均引用次数仅为 巧7 次
,

该文的半衰期

长达 7 年
,

即 19 8 7 年发表到 199 3 年 7 年间被引 2 62

次 占总被引次数的近 50 %
。

表 1 韩启德
、

朱星
、

涂传治等发表论文被 SCI 引用 ( 1988 一 200 1
.

11) 情况

第一作者 198 8 19 89 19如 199 1 199 2 199 3 1卯4 19 95 199 6 19 97 199 8 199 9 2 .洲X ) 2的 1 合计半衰期 平均
,

157292615

7

10 48 6 7 年
6 2川 ) 9 年

3 90 7 年

2Dl6飞àQU2l,
,

气ù,山2,ù
, l内J,ùOōn八4,、n,1142

,万Q了41,二5J̀,几卫

肠46 2411韩启德

朱 星

刊物

N a tu re

外” R
e v

B S :;
涂传治 J G e o ph y R

e s
10 13 9 8 5 11 9 4 6 7 3

数据来源
:

美国 SCI 数据库 平均
二

是指同刊同年同类 型 ( A irt cl e) 文章被 S CI 引用 的平均次数

朱星教授 等 19 87 年在 《孙 y s i e a z R e v ie w B 》 [ ” 1

(影响因子为 2
.

8
,

居世 界物理类科技期刊前列 )发

表的有关纳米晶体材料结构的研究中
,

结合对金属

纳米晶体材料的实验结果
,

通过干涉 函数计算表明

纳米晶体材料不具备短程序的假设提供了有力 的证

据
。

该成果在实验方法和研究成果上具有创新性
,

是纳米材料结构研究的先行篇章
。

该成果是在纳米

材料科学家 H
.

lG ie et r 领导 的国际上第一个纳米晶

体材料小组完成的
。

论文中关于对晶界组分的原子

排列具有既无长程序又无短程序的新的固态结构的

认识
,

已成为纳米固体材料领域的重要结论
,

为纳米

材料的制备和应用奠定 了理论基础
。

截止 2 00 1 年

11 月论文已被 SCI 引用 24 0 次 (表 l )
,

其中他人正面

引用 22 1次
,

而 19 8 7 年发表在《hP y s i e al R e v ie w B》上

同类型 ( A irt d e )论文平均引用仅 29 次
,

该文的半衰

期长达 9 年
,

即 19 87 年发表到 199 5 年 9 年间被引

14 8 次 占总被 引 24 0 次的近 50 %
。

可以预言
,

在未

来的纳米科技时代
,

该文将会被持续引用
。

涂传治院士 19 88 年在 《J G e o曲 ys ic al R es ae o h
-

A》〔” 坟影响因子为 2
.

6
,

居世界地球科学类科技期

刊前列 )首次提出了太阳系太阳风湍流处 于由阿尔

芬波向完全发展湍流过渡的状态的新思想
,

突破 了

该领域以往把线性波传播与非线性湍流二者截然分

开研究的思想与做法
,

创立 了自恰描述波动
、

湍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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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一

K o lm og m e v串级过程的全新的磁流体湍流传输理

论
,

首次阐明了以往学术界不能解释的重要 的观测

现象 (湍流功率谱 的发展和太 阳风质子加热 )
。

该文

的学术结论受到国内外同行 的高度评价
,

截止 2 00 1

年 11 月该论文 已被 S CI 引用 90 次 (表 1 )
,

其 中他人

正面引用 7 6 次
,

远远高出 19 8 8 年发表在《J G eo p hys
-

i e a l R e s e a cr h 一 A 》同类型 ( A rt i e le )论文的平均数 2 6

次
,

该文的半衰期长达 7 年
,

即 19 88 年发表到 19 9 4

年 7 年间被引 47 次占总被引 9 0 次的近 50 %
。

涂传

治以该篇论文为代表的对太阳风物理的系统性创新

研究于 2 00 1 年荣获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以上事例表明中国的科学家是完全有能力做出

创新性 的研究成果
,

其中前两位作者的研究成果是

分别在美国
、

德国有影响的实验室或研究集体 中所

取得的
。

目前我国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很 少
,

这就要

求科研管理决策机构和基金资助部门要大力提倡和

鼓励开展原创性研究工作
,

加大在本土培养有创新

能力人才的力度
。

本文的统计分析表 明
,

被科学界同行广泛认可

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是可以通过其发表论文的大量被

引次数来表征的
,

这也是原创性研究特点所决定的
。

可以认为
,

SCI 引用情况分析是评价基础性研究领

域科研成果的一种 比较客观 的
、

定 量的指标 之一
。

尽管论文的被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研究领域
、

发表

刊物等客观因素的影 响
,

但论文本 身在学术质量上

的差异
,

总体上还是能够在其引证 响应上得到体现

的
。

总体说来
,

高 的正面引用次数所反映的论文质

量与同行的评价是基本一致的
。

总之
,

对论文 的评 价主要是看发表后的引用情

况
,

而不是简单地看是否被 SCI 收录
。

尽管存在研

究领域不同
、

发表刊物各异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

原创
J

性研究成果能被同行长期大量正面引用的事实不容

争议
,

论文的质量是论文引用情况的决定性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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