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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源环境类核心期刊引文量的年度分布特征

李　云　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１０００８１，北京）

摘　要　对１２种农业资源环境类核心期刊引用期刊文献和图
书文献的数量分时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期刊文献引用

量高于图书文献；中文文献引用量变异系数小于外文文献；近

期文献引用量变异程度高于远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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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基础，是科技论文行文的

科学依据；因此，参考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可以作为评价

论文质量的重要依据之一［１３］。目前文后参考文献已

纳入科技期刊学术质量评估体系［４］。以往对论文引

文的研究多注重参考文献的著录质量和著录格

式［４７］。虽然高鲁山等［２］对引用近期发表文献的比例

已有研究，但研究的时段太少，也不够系统。为此，笔

者以农业资源环境类核心期刊为研究对象，研究多个

时段引文量的变化特征。

１　材料与方法

　　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２００６年公布
的农业资源环境类核心期刊中的１２种为研究对象［８］，

对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中所刊出的所有论文的文后参考
文献进行逐篇统计。

为了统计方便，将会议论文集文献划归于图书文

献，网上文献根据信息的类型，分别划归于期刊文献或

图书文献（将引用来源于期刊和图书的文献分别称为

期刊文献和图书文献），对于引用量较少的文献，如工

作报告等未做统计。

按被引文献出版年距统计年间隔的时间划分为４
个时段，即：引文出版时间≤３ａ、＞３～≤５ａ、＞５～
≤１０ａ、＞１０ａ，分别统计出引用各时段中、外文期刊
文献和图书文献的数量，利用数理统计方法计算出每

种期刊的篇均期刊文献和图书文献引用量及１２种期
刊间引文量的变异系数。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期刊文献引用量的年度变化　１２种期刊引用文
献以期刊文献为主，篇均期刊文献引用量为１１．１２条，
图书文献为２．３７条（见表１）。

表１　１２种期刊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篇均引文量的年度变化

文献类别及指标
≤３ａ

中文 外文

＞３～≤５ａ
中文 外文

＞５～≤１０ａ
中文 外文

＞１０ａ
中文 外文

期刊文献

　篇均引文量平均值／条 ２．１２ ０．６８ １．５０ ０．６９ １．８６ １．３６ １．０６ １．８５
　篇均引文量变异系数／％ ４６．９ ９９．５ ３３．２ ８８．４ ３２．０ ７５．８ ３３．０ ７３．２
图书文献

　篇均引文量平均值／条 ０．２２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５８ ０．１２ ０．９０ ０．２６
　篇均引文量变异系数／％ ６７．０ ２００．０ ６１．０ １３４．８ ３３．４ ９７．６ ２２．０ １０１．０

　　表１表明，１２种期刊引用出版时间≤３ａ、＞３～
≤５ａ、＞５～≤１０ａ、＞１０ａ的中文和外文期刊文献的
篇均引文量平均值分别为２．１２、１．５０、１．８６、１．０６和
０．６８、０．６９、１．３６、１．８５条。随文献发表时间的延长，
中文期刊文献的引用量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而外文

期刊引用量则增大。

２２　图书文献引用量的年度变化　表１表明，图书文
献引用量不论是中文还是外文文献都明显低于期刊文

献。在图书文献中又以中文图书文献的引用量高于外

文图书文献，中文图书引用量占图书文献引用量的

８２．３％，外文图书占１７．７％。不论中文还是外文，都
随被引图书出版时间的延长，引用量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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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各时段篇均引文量的变异系数　不同期刊同一
时段篇均引文量不尽相同，可用变异系数表示。变异

系数是生物统计学中一个重要的参数，其计算公

式［９］为

ＣＶ＝（ｓ／珋ｘ）×１００％。
式中：ｓ为样本的标准差；珋ｘ为样本平均数。变异系数
是样本变量的相对变异量，用以比较不同样本相对变

异程度的大小。

１）各时段篇均期刊文献引用量的变异系数。表１
表明，不论是中文文献还是外文文献，随被引文献发表

时间的增大，１２种期刊间篇均期刊文献引用量变异系
数呈逐渐变小的趋势，并且各个时段均表现为外文期

刊篇均文献引用量变异系数高于中文期刊文献。这表

明，不同期刊间外文文献引用量的差别明显大于中文

文献。

２）各时段篇均图书文献引用量的变异系数。表１
表明，被引图书文献无论是中文还外文，均表现为随被

引文献出版时间的增大，１２种期刊间篇均图书文献引
用量变异系数也呈逐渐变小的趋势。同时段相比，表

现为外文图书文献引用量变异系数高于中文图书

文献。

除出版时间＞１０ａ时段的中文期刊文献的引用量
变异系数（３３．０％）大于图书文献（２２．０％）外，其余各
时段不论是中文还是外文文献，均表现为期刊文献引

用量的变异系数小于图书文献。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期刊文献引用量高于图书文献　１２种期刊的引
文主要来自期刊文献，期刊文献引用量占总引文量的

８２．４％，图书文献为１７．６％。科技期刊信息量大，出
版周期短，是传递科技信息较快的信息载体，再加上目

前电子网络发展，使读者很容易获得期刊文献；因此，

科技期刊是科研工作者获得最新科技信息最重要的渠

道，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最新的科技成果公布于众的

平台。所以，参考文献中期刊文献比例的大小在很大

程度上标志着参考文献质量的高低［２］。本研究中１２
种期刊引用期刊文献比例高达８２．４％，高于国际学术
界８０％的信息需求来自期刊的水平，也大大超过我国
自然科学期刊 ５６．５％的论文引文来自期刊的结
果［１０］。这表明该类期刊引文质量较高。

３２　中文文献引用量变异系数小于外文文献　不论
是期刊文献还是图书文献，同一时段的中文文献引用

量变异系数均小于外文文献。说明论文作者对外文文

献引用的随意性更大。其原因一方面与国内外文文献

少，作者获得外文文献较少或较滞后有关，另一方面与

人们关注外文信息的程度和外文水平较低有一定关

系。随着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发展和人们认知水平以及外语水
平的提高，这种情况会得到改善。

３３　近期文献引用量变异程度高于远期文献　表１
表明，不论是中文文献还是外文文献，不论是期刊文献

还是图书文献，均表现为近期文献引用量变异系数高

于远期。说明１２种期刊间引用近期发表文献的数量
差异较大，不同期刊的作者和编辑对引用近期参考文

献的重视程度不同。事实上，论文所引用文献的新旧

常常直接关系到文章的学术水平 ［１１］，因此，作者和编

辑都应充分认识引用近期发表文献的重要性。编辑部

可通过《征稿启事》，对引用参考文献的时段做一些规

定，以提高论文引用近期发表文献的比例，从而促进论

文学术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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