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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文献发表延时过程的数学模拟及其分析 3

摘要　二次文献发表延时过程模型的建立 ,为研究利用二次文献查新的漏检问题提供了定量化

工具。文献查新 ,不仅要检索二次文献数据库 ,还要检索学科范围内近期的核心期刊和相关期

刊的一次文献。它也为二次文献检索数据库建立了定量化研究方法。图 2。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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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文献是对分散的、无组织的已经出版的一次文献

加工整理形成便于人们管理和使用的产品。

文献从产生到发表存在延时过程 ,文献的二次加工无

疑又增加了一个环节 ,其延时乃是客观存在的。本文以著

名的检索工具 Engineering Index ( EI) 、Science A bst ract (SA)

为统计样本 ,分别统计出它们的发表延时数据 ,研究其内在

机理 ,分析该过程与一次文献发表过程的相似性和相互差

别 ,并利用文献 [ 1 ]的研究理论和数学模型 ,对二次文献出

版延时过程进行模拟 ,并对模拟结果进行分析。

1 　二次文献发表延时过程的统计规律

本文所说的二次文献发表延时是指从被索引文献一次

文献期刊出版日到二次文献检索期刊出版日之间的时差。

我们首先以 EI、SA 为统计样本 ,统计数据为 :一次文献发表

时间 (以期刊文献为样本 ,其他文献类型不作统计) ;二次文

献出版时间。

数据处理过程如图 1 所示。

在二次文献出版延时数据统计中发现 ,该过程看起来

杂乱无章 ,但当统计样本足够大时 ,即可发现该过程有着与

一次文献发表延时过程同样可循的规律性 ,可以用数学的

方式来描述 ,该过程的数学模拟是可行的。

2 　二次文献发表延时过程机理分析及数学模型

211 　二次文献的发表延时过程的机理

二次文献的发表一般要经过 4 个步骤 : ①根据二次文献

检索工具的学科及文献类型的要求确定文献的来源出版物

(包括期刊、会议论文集、专利文献等) 。②根据要求对一次

文献进行整理、挑选 ,确定收录文献 ,可定义单位时间录用

的文献为收录稿流量 X。③对收录文献进行加工处理 ,包括

标引、编辑、建立索引系统、建立数据库等 ,可定义编辑部内

正在加工还未发表的文献量为存稿量 N。④出版发行 ,包括

排版印刷、CD2ROM 制作发行、网络版数据库的上网发行

等 ,可定义单位时间内发表文献量为发表流量 Y。如果把该

过程看作一个连续的物理系统 ,可得到二次文献发表过程

的物理模型 ,如图 2。

原始数据
↓

二次文献发表延时计算 :

　T =二次文献出版时间 —该文献一次发表的时间
↓

对 m 篇被统计文献按发表延

迟时间由小到大排序
↓

以发表延迟时间为横轴 ,以发表顺序 (1～m)为纵轴绘出随延时

的二次文献累积发表相对量延时分布曲线 M ( T)～ T

↓
结束

图 1 　数据处理程序框图

二次文献发表过程与一次文献发表过程很相似 ,但在

出版运作上存在一些差别。

(1)文献发表策略上的差别。一次文献期刊的稿源来

自作者投稿 ,稿源具有随机性 ,对于主编来说 ,稿源是不可

控的 ,为了防止断稿 ,保证期刊的正常稳定出版 ,编辑部内

要存有一定的具备发表条件的稿件。二次文献检索刊的稿

3 　本文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基金资助项目 (200081)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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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二次文献发表过程物理模型

源为收录的来源出版物上的文献 ,稿源是稳定的 ,只要文献

具有发表条件均给予发表 ,不需要储备。

(2)造成延时的因素有差别。造成一次文献发表延时

的主导因素有 :评审、编辑论文的延时 ;编辑部中的存稿量

导致的排队等候。造成二次文献发表延时的原因与被收录

一次文献所需的加工工作量有很大关系 ,如一次文献传递

方式、传递速度 ,语种、地域上的差别 ,这些均可导致一次文

献加工成可发表的二次文献的时滞不同。

一般检索刊收录的文献在加工时间上的差别很大 ,有

几种情况 :在源期刊编辑部等待发表的一次文献 ,其二次发

表可能在一次文献之前 ;已发表的一次文献不用加工处理

即可发表 ;需标引和修改文摘 ;需翻译文摘等。二次文献检

索刊的发表延时分布主要由文献加工时间的分散性形成 ,

编辑部存稿主要是正在加工中的文献。

212 　二次文献发表过程的数学描述

由二次文献发表过程的物理模型及其内在机理分析可

得出 ,该过程与一次文献 (期刊) 发表过程具有相同的物理

模型 ,可类比地建立收录稿流量、存稿量、发稿流量等变量

之间的关系。我们利用文献 [ 1 ]中建立的发表延时的数学

模型———偏微分方程组来描述该过程 :

dN ( t)
dt

= X ( t) - Y ( t)

N ( t) =∫
∞

τ
n ( T , t) d T

Y ( t) =∫
∞

τ
y ( T , t) d T

5 n ( T , t)
5 T

+
5 n ( T , t)

5 t
= - y ( T , t)

n (τ, t) = X ( t)

y ( T , t) = P( T) ·n ( T , t)

(1)

以上方程组的初始条件 :

　N ( t) | t = 0 = N 0 ,

n ( T , t) | t = 0 = n0 ( t) ,

　X ( t) | t = 0 = X ,

　Y ( t) | t = 0 = Y .

(2)

变量含义 : T :为二次文献发表延时 (存稿年龄) ,

　　　 t 0 :一次文献发表时间 ,其中 T = t - t 0 ,

　　　 X ( t) : t 时刻被收录的文献流量 ,

　　　 N ( t) : t 时刻正在被编辑加工等待发表 (可称存 　

　稿) 的二次文献数量 ,

　　　 n ( T , t) : t 时刻存稿的延时分布 ,

　　　 Y ( t) : t 时刻二次文献发表流量 ,

　　　 y ( T , t) : t 时刻二次文献发表流量的年龄分布。

213 　方程定解条件讨论

21311 　二次文献发表过程的稳态假设

二次文献检索期刊具有期刊的一切特点 ,即创刊一定

时期后进入稳定状态 ,年或月收录的文献量和报道文献量

(发表流量) 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 ,即稳态过程。在模拟

之前可对该过程做稳态假设 ,即录用稿流量、发表流量、存

稿量、发稿概率等变量与时间 t 无关 ,录用稿流量与发表流

量相等。该过程稳态假设条件下的数学模型为 :

X = Y

N =∫
∞

τ
n ( T) d T

Y =∫
∞

τ
y ( T) d T

dn ( T)
5 T

= - y ( T)

n (τ) = X

y ( T) = P( T) ·n ( T)

(3)

21312 　二次文献发表的等概率特性

一次文献发表与二次文献发表在存稿特点和发稿策略

上的差别 ,可用“零等待”的概念来描述。稿件经审稿、编辑

加工后立即发表 ,没有等待发表时间 ,我们称之为发表过程

中零等待概念。对任何期刊编辑部来讲 ,“零等待”都是追

求的理想目标。由于一次文献期刊稿源的不可控性 ,一次

文献发表过程达到全部零等待是不现实的。二次文献的发

表均可认为是零等待发表 ,即收录的文献只要具备发表条

件会立即发表。将该过程的发稿概率函数近似为等概率形

式 ,可得数学模型 (3)的定解条件 :

P( T) = P = const (4)

　　这样二次文献发表过程的定解条件与文献 [ 1 ]中的特

解相同 ,可求解出稳态假设下的二次文献发表流量的延时

分布方程 :

y ( T) = P ·Y ·e - P( T -τ) (5)

　　同时由[ 1 ]中结果 P = Y/ N ,代入式 (5)得 :

y ( T) =
Y 2

N
·e

T -τ
N/ Y

　　设时间常数 Ts = N/ Y ,可化简上式 :

y ( T) =
Y
Ts

·e
T -τ

T
s (6)

　　式 (6)左端的意义是发表的年龄为 T 的二次文献数量 ,

Ts 是时间常数。

为了减少采样统计误差 ,提高模拟精度 ,本文做累积发

表流量延时 (年龄)分布的模拟研究。累积发表流量通常定

义为延时区间[ 0 , T]内发表的总文献量 ,由式 (6)积分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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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T) = Y (1 - e
T -τ

T
s ) (7)

　　采用年做时间单位 ,方程 (7)左端的意义是每年发表的延

时(年龄)为 T 以下的文献总数 , Ts = N/ Y 为时间常数 ,该参

数从物理意义上反映了该延时过程的物理平均延时。方程(7)

是二次文献发表过程累积流量延时 (年龄) 分布的稳态解。设

累积发表流量的相对量 : M ( T) = ∫∞
0 y ( T) dT/ Y ,那么有

M ( T) = 1 - e - T2τ
T

s
(8)

3 　二次文献出版延时过程的数学模拟

本文对 EI 1997 ( 11) 中 2290 篇文献、SA 2000 ( 3) 中

8500 篇文献二次发表延时过程进行模拟。

EI 1997 (11)发表过程的模拟使用累积流量的相对量延

时(年龄) 分布模型 ,即式 (8) 。模拟结果图略。其模型参

数 : Ts = 21674 (月) ;τ= 218891 (月) 。

SA 2000 (3) 发表延时过程的模拟使用累积流量延时

(年龄)分布模型 ,即式 (7) 。模拟结果图略。其模型参数 : Y

= 8500 篇/ 月 ; Ts = 1198 (月) ;τ= 0134 (月) 。

SA 2000 ( 3) 的时效性较好 , Ts = 1198 (月) ,小于 EI

1997 (11)发表过程的 Ts = 21674 (月)值 ,SA 2000 (3) 发表的

速度比 EI 1997 (11) 快。SA 发表过程的纯延时项τ< 0 ,即

有一少部分二次文献发表在一次文献发表之前 ,说明了由

于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 ,带来了二次文献加工过程

的缩短 ,预示着未来二次文献传播的发展趋势。

这两个模拟结果都比较理想 ,仅在过程初始端有较大

的误差。这说明 :

(1)该数学模型能反映二次文献出版延时过程的实质

和内在规律 ,可以作为研究二次文献发表延时过程的一种

定量化工具 ,即从不同二次文献检索工具发表过程模拟结

果定量比较其时效性 ,分析影响出版过程的各种因素等。

(2)该模拟过程证实了文献[ 1 ]中的研究成果和数学模

型对二次文献发表延时过程是适用的 ,证明了文献[ 1 ]中的

研究理论具有实际意义。

4 　二次文献发表延时模型的应用前景分析

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是通过大量的文献查新检索 ,来证

明所要研究的项目是否具有创新性。由于全球的期刊文献

的发表本身就存在延时现象 ,而且文献查新使用的一般为

二次文献检索工具 (数据库) ,而二次文献出版存在着不容

忽视延时现象 ,无疑又增加了一个延时 ,其结果就是查新中

的“新”字不新 ,即近期出版的一次文献的漏检 ,导致的直接

严重后果是全球科研项目的重复研究和研究经费的大量浪

费。二次文献发表延时过程模型的建立为研究利用二次文

献查新的漏检问题提供了定量化工具 ,其研究结果对于查

新检索效果评价具有实际意义。

利用二次文献数据库查新检索 ,由发表延时造成的漏

检率与检索技术无关。漏检带来一系列问题 ,例如专利发

明权认定时所做的文献查新 ,由于延时导致的漏检 ,可带来

一种法律状态的不稳定 ;科学研究立项至项目批准确认的

时差将增加延时影响。文献查新检索应伴随科学研究项目

申报、立项、确认、完成等过程的始终 ,要求除检索二次文献

数据库 ,还要检索学科范围内近期的核心期刊和相关期刊

的一次文献 ,利用二次文献发表过程模型指导查新检索 ,确

定补充检索一次文献年限 ,将查新漏检损失降至最小。

二次文献发表延时过程模型的建立 ,为二次文献检索

数据库建立了定量化研究方法。该研究成果对文献查新检

索具有指导意义 ,也为建立检索期刊 (数据库) 质量评价指

标提供了定量工具。由于二次文献发表延时同样会给文献

传播、引用、老化带来直接影响 ,其研究成果应成为文献计

量学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入研究可建立检索数据库的定量

评价指标 ,这对文献研究者和文献使用者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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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4 页)要内容的大教育体制对图书馆经济活

动产生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 ,知识经济、信息经

济、网络经济的发展对图书馆经济活动的影响也至

关重要 ,它们共同构成了左右未来图书馆经济活动

的主因素。

从现在众多的因素来看 ,图书馆经济活动在未

来大有增强的趋势。未来的图书馆经济活动主要体

现在如何为网络经济、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的服务

上。今后 ,图书馆的经济活动将以先进的管理理念、

先进的管理体制为先导 ,以先进的设备、高素质的员

工为基础 ,制造先进的产品 ,创造响亮的品牌 ,符合

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 ,符合图书馆服务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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