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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以 19 81 年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 N
.

BI ,
11让犯卿

n
发表 的 s CI 论文为例讨论 了论文

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进行原创性研究目标
,

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
,

才有可能发表

高质量的论文
,

才可能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问世
。

[关键词 ] 科学论文
,

数 l
,

质量
,

相互关系

近年来
,

学术界对科学论文在科技评估中的作

用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

就发表论文的数量
、

质量与被

引频次关系提出不同看法川
。

我们以一位有成就的

物理学家为例
,

通过分析他在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发

表论文的年度分布和被引频次
,

讨论科学论文的数

量与质量的关系
,

并以此讨论科研工作中论文与科

技创新的规律性关系
。

iN co laas lB
o e l司犯电 e n 于 1920 年生 于荷兰

,

美籍

物理学家
,

哈佛大学教授
,

1946 年在哈佛大学师从

E ( lw 田月 P u沈 ell 教授
,

开始核磁共振方面的研究工作
。

他最早精确测量弛豫时间
,

这使得核磁共振成为一

种可行的研究工具
,

对于提高人体结构内组织的核

磁共振成像对比度极其重要
。

19 48 年
,

lB
(℃ 11止℃屯 e l l

与 uP cr ell 和 巧
u
dn 合作发表在 P ll y s ic al R e V iew 上的

论文 〔2〕在物理学的多个学科造成了非常深远的影

响
。

他和美国的 Ahrt ur cS haw lo w 和瑞典的 aK i iS eg
-

bha l l
因研究电磁辐射和物质相互作用 的光谱学方

法及非线性光学的建立而共获 1981 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
。

1 发表文章的数量

通过检索 sI (I nI st iut et for sc le nt iif c l刊比mr at ion 美

国科技信息所 ) 的 We b of cS ic cn e
数据库发现

,

从

194 7 年到 2仪X) 年
,

lB oe
n让犯嗯 e n

共发表 SCI 论文 31 1

篇
,

其中包括 4 篇发表在 反
~ 和 4 篇发表在 Na

-

t
uer 上的文章

,

是一位发表论文较多的科学家
,

进行

原创性研究工作时
,

发表文章数量较多
,

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科学研究的持续性和艰苦积累
,

以及不衰

竭的科学创造力
。

论文是用来进行学术交流的
,

研

究有进展后要及时发表
,

不可能等到一项研究达到

终极目标后才发表论文
。

他发表 sc l 文章数量每 5

年变化分布规律如图 1所示
。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
,

lB 味
11

此卿
n
平均每 5 年发

表 SCI 论文 28 篇
,

其中 19妞一 1965 时间段中发表

S C I论文 72 篇
,

197 6一 19 80 时间段中发表 S C I论文

37 篇
。

在 50 余年学术生涯中
,

B loe
n止犯笔 e l l

每年平

均发表 6 篇 SCI 论文
。

尤其要强调的是 194 8年 (时

年 28 岁 )发表论文 14 篇
,

196 1 年 (时年 41 岁 )发表

论文 16 篇
,

1965 年 (时年 45 岁 )发表论文达 34 篇之

多 ;可以说
,

B IOe d 犯卿 的科学成就基本是在
“

科学

创造的最佳年龄区
”

川
,

即 25 一 4 5 岁之间取得的
。

2 发表文章的质量— 被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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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新性的

研究论文常常有较高的被引次数闭
。

B loe d 犯卿
n
在

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
,

并非只是发表论文数量多
,

其

论文质量也非常高
。

图 2是截至 2以拜 年 4 月 20 日
,

B I佣浏 be
卿每 5 年发表文章的被引用次数加和起来

按时间统计所得到的分布图
。

2(X抖年教育部软科学研究项目和博士后基金项目资助

本文于 2仪又 年 6 月 28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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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r 罗11

每 5 年发表文章的被引用次数总和变化图

从图 2 可以看出
,

B loe m be 笔 e n
在 194 7一 1950 年

所发表的 33 篇文章
,

总的被引用次数高达 47 06 次 ;

在 1% 1一 196 5 年所发表的 72 篇文章
,

总的被引用

次数高达 374 3 次
。

这些论文是他早期研究非线性

光学的开创性成果
,

有很高的被引次数
。

在 B IOe 浏be 笔 e n
发表的这 31 1篇文章中

,

被引用

次数达 1X( X) 次以上的有 2 篇
,

1X( 好一 500 次的有 4

篇
,

5X() 一 100 次的有 21 篇
,

10 0一5 0 次的有 巧篇
,

同

时也有 100 多篇没有被引用 ;全部的被引次数为

巧 4 24
,

平均每篇被引次数 50 次之多 ;其中在 1男8

年与 uP I’c ell 和 巧
u n d 两人合作发表的一篇论文2j[ 被

引用次数已经高达 35 92 次
,

该文章中提出的控制弛

豫时间在化学和生物学领域为分析分子结构提供了

一种极其有效的办法
,

在物理学的多个学科都造成

了深远的影响
,

而后来的研究人员还发现
,

这种办法

对于人体结构内组织磁共振成像所需要产生的高对

比度也是极其重要的
。

这些数据可以说明原创性成

果并非唾手可得
,

而是要基于大量的研究基础
,

在不

断探索
、

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获得的
。

3 讨 论

发表论文是为了进一步进行学术交流
,

因此当

一项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
,

就要及时写出来
,

发表出

去
,

这样才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

讨论和研究
,

才能

更快地了解到不同人的不同见解和看法
,

才更有利

于研究的进一步深人
,

研究水平才有可能更上一个

台阶
,

而不至于局限在某一个狭隘的研究范围内
。

发表论文多有两种情况
,

一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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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创新性研究
,

取得成果多 ;二是为发表论文而发

表
,

低水平的跟踪模仿
,

也容易发表较多数量的论

文
。

但进行原创性基础研究时
,

探索性工作的积累

和突破性研究成果的问世往往反映为论文数量多
、

质量高
。

只有选取原创性研究目标
,

经过长期艰苦

的努力
,

才可能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间世
,

才有可能

发表高质量 的论文
,

lB oe 耐犯嗯 e l l
就是一个非常典型

的事例
。

科学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主要是科研论文和发

明专利
,

对于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来说
,

发表论文是

科研成果的主要表现方式
。

科研成果的公认不完全

依赖于发表论文的数量和在什么期刊发表
,

但是在

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是科研工作者阐明其科研成果

的重要途径
,

一个国家或一所大规模研究型机构的

科学研究水平可以近似地由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

所反映
。

在一定意义上
,

一所研究机构发表的创新

性优秀论文数量已成为评价其学术水平的标志之

一
,

而优秀论文又趋于发表在著名刊物上
。

近几十

年来
,

将优秀论文发表在著名期刊的竞争越来越激

烈
,

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科技发展

的竞争态势 s[]
。

20 年来
,

特别是近五年来
,

中国内地的基础科

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

但基础科研的产出率

仍然很低
,

反映在每年发表的高质量
、

有影响力的研

究论文数量很少 6[]
。

因此
,

我们需要对于基础研究

与高技术前沿探索给予稳定支持
,

鼓励并尊重科技

人员的自主创新探索
,

在进一步扩大信息和人才交

流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国际性双边或多边研究项 目合

作
、

研究机构合作
、

创新人才培养合作
,

增强对优秀

人才尤其是青年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与凝聚力 [ 7〕
,

另

外
,

在已有科学基础上的具有明确科学 目标的重大

基础科学研究和学科综合交叉研究是产生原创性创

新成果的沃土
,

应该给予重点支持〔“ 〕
。

在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 21 世纪
,

科学工作者应

当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
,

努力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

果
,

在高水平刊物上多发表高质量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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