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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网络引文研究的现状及展望*

杨思洛

摘摇 要摇 国外的网络引文研究可分为四个方面,侧重点各不相同:Print鄄Print 引文研究着重于网络环境下传统引

文数据库的分析;Print鄄Web 引文研究大多集中在网络引文的可获得性方面;Web鄄Print 引文研究注重实证与传统

引文的比较;Web鄄Web 引文研究则是将来引文发展的总趋向。 网络引文数据的动态性和不可靠性,网络文献缺

乏有效控制与规范,以及数据的精确性问题,都给引文分析带来一定困难。 目前相关的研究还处于开创性和探索

性阶段,未来的网络引文研究将重点从理论体系的构建、研究方法的完善与实践应用的深化三个层面展开。 图

1。 参考文献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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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Web citation analysi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and trend of bibliometrics studies.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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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鸦 Print鄄Web citation study focuses on the availability of Web citations鸦 Web鄄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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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前言

引文是现代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表征了文献间的联系,记录了作者的学术行为

特征。 1955 年,E. Garfield 受 1870 年出版的法

律工具书———谢拨德引文的启发,开创了科学

引文索引,掀开了文献引文分析的新篇章[1] 。
目前引文分析已成为文献计量研究的主要方法

之一,广泛地应用于科学交流研究中,如对科学

出版物、学者和机构的评价(如 H 指数),用于信

息检索、知识组织及科学前沿发现(如知识图

谱),科技发展过程模型的构建等[2] 。 随着现代

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与应用普及,互联网已成

为科学交流的主要媒体与中介,越来越多的学

者通过网络来交流和获取信息、进行科学发现、
保持与同行联系[3] 。 互联网也促成了网络引文

的出现和发展,近年来国外有众多学者关注网

络引文的研究与探索[4] 。 我们认为,传统引文

是传统环境下纸质文献间的参考行为的结果。
网络引文是在传统引文基础上发展而来,但与

传统引文有显著不同:在引文的施引过程中,网
络引文的作者主体、引用行为都存在于网络环

境中,文献对象类型也有变化;另外网络引文分

析通过各种网络数据库或搜索引擎进行。 网络

引文与一般网络链接也有区别:首先,网络引文

表征了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突出特点是其学

术性;其次,网络链接通过超链接实现,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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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虽可以超链形式出现,但大多为引文格式

并通过引文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为总体把握网络引文研究现状,本文以 ISI

Web of Knowledge 为数据源计量相关论文外部

和内容特征。 浏览以“web citation冶为主题的论

文摘要,对以“web citation冶为题名的论文详细分

析,并通过引用关系扩展阅读,重点关注核心作

者和高被引论文。 我们发现,网络环境下文献

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传统文献(print,P)和

网络文献(web,W)两大类型。 一方面,传统的

学术论文仍是人们进行学术交流的主阵地;另
一方面,网络资源和网络交流手段以其无可比

拟的优点受到人们的青睐,其关系见图 1。 目前

网络引文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国内研究大都

认为网络引文是将网络资源作为学术论文参考

文献的一种引文形式,其突出特征是引文中含

有网址 URL,可称为 P - W 网络引文[5] 。 国外

网络引文研究分为四大类:淤P - P 网络引文是

指网络环境下的传统论文间的引文,主要集中

在各类网络论文数据库中引文的研究;于P - W
网络引文更多的是探讨传统论文参考文献中的

网络成分,突出表现是参考文献中有网址;盂W
- P 指从网络文献引用纸质文献(包括期刊论

文、会议文献、手册指南、专论等) [6] ;榆W - W
引文是指源文献和引文文献都属于网络文献,
但它们与一般的链接有显著不同。

图 1摇 网络环境下论文间的引用关系模型

2摇 P - P 网络引文的研究

目前大多数传统文献引文分析都是基于网

络数据库,引用行为也发生在网络环境下,所以

都可认为是 P - P 网络引文。 下面主要对网络

环境下引文变化和数据源研究进行简述。

2. 1摇 网络环境下引文的变化

互联网对学术交流和信息利用行为产生了

重大影响,一些研究者从引文的角度对这些变

化进行分析,由于样本、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差

异,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例如,芝加哥大学社会

学家 Evans 在 Science 杂志发表的研究表明[7] :
随着越来越多的期刊可在线获取,论文更多地

引用近期所发表的文章,同时越来越少的期刊

和文章被引用。 这一趋势产生的效应会更容易

导致学术趋同性,并减少学术界活跃的争论声

音。 他的研究数据基于 Web of Science (WoS)
引文索引,统计包括 6000 种最突出的学术期刊。
Larivi侉re[8]以自然和工程科学、医学、人文社科

的论文为例,通过三项指标分析了 1900—2007
年 WoS 中论文引文的集中度变化,结果与 Evans
的结论相反,即引文的分散度明显增加。 在另

一个研究中 Larivi侉re[9] 也得出与 Evans 相左的

结论,当前的学术论文引用越来越多的老文献。
Egghe[10] 用数学模型证实了 Larivi侉re 的这一结

论,表明参考文献年龄的均值和中位数都在增

加,而普赖斯指数在下降。

2. 2摇 引文数据库的对比分析

基于引文分析研究与评价的质量、合理性

和可靠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用引文数据的精

确性和全面性,不准确或不全面的数据往往造

成不精确甚至错误的结果。 直到 2004 年 Scopus
数据库发布前,四十多年内,绝大多数引文分析

数据源来自 ISI 的三大引文索引:SCI、SSCI 和

A&HCI[11] 。 目前引文数据库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展,三大索引经历了纸质、
磁带、磁盘和光盘再到网络数据库 WoS 的变化;
另外,也出现许多新的专业或综合性网络引文

库,常见的就有十多种。 众多数据库的出现增

加了引文分析数据选择的余地,其竞争也促进

了数据库质量的提高[12] 。 国外对 P - P 网络引

文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各引文库的对比分析,系
统总结针对具体领域的最佳数据源:对比分析

各数据库的期刊覆盖度和检索功能;研究 WoS
引文的合理性,用其它数据库替代它的可能性;
在验证或评价研究对象时,使用多种引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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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与必要性等方面。
目前两大综合性的引文库为 WoS 和 Sco鄄

pus,在覆盖广度方面,后者比前者的期刊数多;
在深度方面,前者能检索的年段要长。 两者各

有优缺点,且在不断地改进与完善之中。
在实践中要根据所选研究任务的内容范围

和时间段来合理选择数据源[13] 。 Lopez 分析了

肿瘤学期刊在两数据库中的覆盖度[14] ,结果表

明 WoS 包括影响因子较高的肿瘤学期刊,其差

异源自基本收录政策的不同:WoS 基于加菲尔

德的理念,即选用使用或引用频率最高的那部

分期刊;Scopus 则有更大的期刊量,是普通的科

学期刊库。 Gavel[15] 通过数据库商提供的收录

期刊列表,从总体上对比了 WoS 和 Scopus 中期

刊的收录情况,发现 WoS 所收录的期刊中 84%
被 Scopus 索引,但在 Scopus 中仅有 54% 的期刊

被 WoS 所收录。 另外,Lokman[16] 随机抽取北美

80 名信息研究者,对他们论著引用情况进行分

析,表明评价对象为微观实体,如期刊、机构或

会议集时,WoS 和 Scopus 产生显著不同的结果,
在具体评价时两数据库都需要;在评估范围比

较大的实践中,如研究某领域或国家范围,两数

据库会产生非常相似的结果。 Meho[11] 则分析

了一个英国机构的 22 名人机交互研究者的引用

情况,结果显示 Scopus 包含有更多的人机交互

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因为它收录了许多

ACM 和 IEEE 同行评议的会议论文。 在期刊引

文方面,两数据库没有显著不同。 Scopus 虽然

收集更广,但并没有改变学者的引用排名;针对

单个学者,Scopus 则产生不同的引用关系图。
当前 WoS 系列数据库包括光盘版和网络版

(SCI - E),仍是引文分析最主要的数据源。 Ro鄄
drigo[17]详细对比了两大版本的收录内容和格式

特征,发现两者有许多不同,例如收录范围、格
式中标点符号、作者单位著录的差异以及这些

不同影响版本间的自动分析和使用的方便性

等,并提出了 WoS 在标准化和一致性方面改进

的建议。 另外,Whitley[18] 对比了 WoS 和 CA 化

学文摘网络版(SciFinder Scholar),分析了两数

据库中特定化学领域学者的作品引用情况的异

同,认为虽然两数据库收录非常相似,但在当前

的版本中,两数据库产生的结果存在显著不同,
最佳办法是两数据库都使用,下载所有结果合

并去重分析。 除了期刊外,图书也是学术交流

的重要载体,WoS 等数据库并没有对图书引文

专门索引,这使得图书引文研究较少;现在

Google 新开发了图书搜索功能,为图书引文分析

提供了工具和数据源。 Kousha[19] 分析了 10 个

学科中,图书引用学术期刊论文的情况,结果显

示不同学科的引文数不同;图书引用与期刊引

文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差异,图书引用情况能

为引文分析提供额外信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
Google 的图书搜索是一个有价值的引文分析数

据源。
P - P 引文研究本质上属于传统引文研究的

范畴,只是在网络环境下,其引用模式和分析方

式都发生了变化。
以上这些实证研究总结了不同网络引文数

据库的特征,但是,大多是专门研究某一特定学

科领域的,不同学科的差异,使得结论的普遍适

用性存在问题。 另外,各数据库自身也在不断

地变化之中,包括搜索功能与收集数据的范围,
目前 WoS 收录有 9000 多种刊物,而 Scopus 则包

括 15000 多种。 前几年的相关研究表明,WoS 并

没有收录会议论文,但现在它已包括了多个学

科会议数据库。 所以在研究中要注意各数据库

的最新情况,使用数据库一定要注明使用的版

本号和时间。

3摇 P -W 网络引文的研究

P - W 引文是指学术论文后面所附的、其来

源出处是互联网资源的参考文献(URL) [20] 。 在

互联网发展的初期,Zhang[21] 检验了 10 种图书

情报期刊中网络资源的引用情况,得出“对比印

刷文献,在科学研究中网络资源的影响非常

小冶。 但是随着网络的发展,他通过历时分析表

明,在论文中引用网络资源的作者数量和比例

都显著增长[22] 。 许多学科学者都参考网络文

献,包括计算机科学[23] 、法律[24] 、医学[25] 、跨学

科[26]期刊,还有学位论文[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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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摇 P -W 引文的利用情况

众多研究表明,有相当数量的网络引文存

在于期刊论文中。 Dellavalle[28] 选用 Science 等 3
种影响因子排名前 1%的高质量美国期刊,统计

论文中网络引文的频率和类型,结果显示 30%
的论文包括至少一个网络引文,网络引文占所

有引文的 2. 6% ,比例最高的论文类型为 re鄄
views,最低的为 letters。 Oermann[29] 对护理期刊

的分析表明,平均每篇论文有 3. 1 篇网络引文,
大多网络引文与临床实践相关。 Veena[30] 则选

择 9 种电子期刊 2000—2006 年的论文,研究表

明在所有 25730 条引文中 43. 52% 为网络引文,
81. 49%的论文有网络参考文献。 除了简单介

绍网络引文使用率外,Brown[31]还较深入地分析

其它方面。 他以 8 种化学期刊为样本,发现虽然

网络引文使用比例较少,但在稳步增长;网络引

文在 论 文 的 参 考 文 献 中 出 现 的 数 量 最 多

(43% ),其次是论文实验部分;网络引文的可获

得性随时间的增长而下降;网络引文本身的类

型中,纯文本的比例最大(85% ),其次是文本和

图像混合型。
由于学生对网络信息等新资源接受的程度

较高,而且他们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学术规范,
故这一领域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 Davis 对同一

类样本进行持续研究,首先他分析了 1996—
1999 年研究生微观经济学课程学期论文的引文

情况,发现在 4 年中图书类引文从 30% 下降到

19% ;报纸类从 7% 增加到 19% ;网络引文从

9%上升到 21% [32] 。 2002 年,Davis 发现由于网

络和报纸类引文的增加,篇均引文持续增加;因
为要求学生递交论文电子版,网络引文的可获

取性显著增加[33] 。 他建议教师或图书馆员对论

文内容和格式提供更详细明确的要求,最好提

交电子论文。 2003 年他又检验了 2001 年同类

学生论文的情况,发现当教师提供了明确而具

体的指南后,网络引文的准确性和持久性也显

著 增 加 了[34] 。 在 Davis 研 究 基 础 上, Rob鄄
inson[35]以加拿大某高校政治学专业学生的论

文为例,通过制定详细分类表,把论文中网络引

文分为学术型(如图书、期刊、政府出版物)和非

学术型(包括新闻、杂志和其它类型),发现大多

数学生的网络引文并没有指向学术资源,互联

网没有导致学生研究质量的下降,而是提供了

可获取更广泛资源的途径。 相类似的还有 Her鄄
ring、Gillette、Nicholas G 和 Grimes 等人的一些

研究[36] 。

3. 2摇 P -W 引文的可获得性

网络引文的可获得性是发挥其作用的基

础,引文的不可打开或不可获取成为愈益重要

的问题。 Harter[37]是此领域最先的研究者之一,
他对 74 种电子期刊(1993—1995 年)的 83 篇网

络引文进行检验,发现在 1995 年仅有 43 篇可获

取。 此后有众多学者从不同年段、对不同学科

的期刊论文网络引文进行验证分析,例如:分析

在引文库中计算机论文网络引文的无效率[23] ;
在两种计算机期刊中网络引文的半衰期[38] ;在
高影响力肿瘤期刊中,网络引文可获取性[39] ;在
MEDLINE 数据库中网络引文的稳定性与持久

性[40] ;D鄄Lib 杂志论文中网络引文的不可获取

性[41] ;在 6 种传播类期刊中 1600 个网络引文的

稳定性[42] ;6 种新西兰期刊在 2002—2005 年内

网络引文的不可获取性;生物医学期刊网络引

文的不可获得性[43] 。 为解决网络引文的不可获

取,学者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技术、政策和法

律诸多方面。 如建议作者和读者重视网络引文

及引文格式的标准化,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和 PURL 技术的推广[44] ,WebCite、Inter鄄
net Archive 和 Google 服务的广泛应用等[45] 。 例

如 F. Casserly 在对 1999—2000 年的 500 个引文

样本调查中,直接可打开的网址为 39% ;对不可

获得的引文用 Google 检索,又可获得其中的

30. 7% ;对用搜索引擎还不可获取的网络引文,
又用 Internet Archive 进行两次查证,分别可获得

其中的 47% 和 50. 8% [46] 。 Lawrence 随机选择

了 300 个不可直接打开的引文,发现通过搜索引

擎分别可获得其中的 44%和 53% [23] 。
P - W 网络引文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

注,虽然已有研究对网络引文的可获取性十分

重视,从不同学科数据源进行验证,但所选的数

据样本一般都较少,有关网络引文的总体图景

和引用机理不明;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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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引文的可获取性,对其它方面研究很少,如网

络引文是否和传统引文一样具有评价和检索功

能;网络引文的接受和使用对科学交流有怎样

的影响。 目前存在系列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淤P -W 引文一般判断引文中是否有 URL,但往

往人们使用网络资源时并不著录网址或者网址

著录很随意;于在实践中获取和处理大量的网

络引文数据比较困难,像 SCI 和 LISA 等许多数

据库没有在记录中包括网络引文;盂网络信息

本身也在快速变化之中,例如 Web2. 0 的发展,
网上信息知识大量增长,出现了博客、书签和

Wiki 等众多网络资源,但目前几大标准如 APA、
IEEE 和 NLM 等在著录 Web2. 0 资源时都存在

问题,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来应对[47] 。

4摇 W - P 网络引文的研究

W - P 引文主要是指传统纸质文献被网络

文献所引用。 网络文献是作者的智力或创造活

动的成果,可以是 XML 和 HTML 网页或网站,也
可以是 PDF、DOC 或 PPT 类型文档,还可是图

像、视频或声音等。 W - P 引文可通过新兴的引

文索引如 CiteSeer、 CiteBase、 Scirus、 Google 及

Google Scholar 等获取数据;另外,传统引文库也

重视网络资源,开发相应的功能,如在 Scopus 的

检索结果中全面集成网络信息,拥有超过 4 亿

科技信息网页,可以检索论文被网络文献引用

的情况[48] 。

4. 1摇 W - P 引文与传统引文的比较

国外对网络引文的研究很大部分是对 W -
P 引文的研究,而且集中在 W - P 引文与传统引

文的对比分析上。 因为引用中的一方是印刷型

文献,所以与网络链接存在明显不同。 Steven 专

门探讨了网络链接和 W - P 引文的异同[49] :
淤网络链接局限在网络空间内,而 W - P 引文一

方为传统文献,指向网络之外,这是网络链接无

法连接到的。 于W - P 引文是持久的,虽然有时

获取比较困难,但永远不会消失;而网络链接是

动态的、脆弱的,当它链接指向的资源消失的时

候,就不能再发挥作用。 盂一旦网络文献被打

印出来,网络链接就失去作用;而 W - P 引文会

转换成传统引文。 榆W - P 引文与传统引文一

样,具有作者、出版年、题名、杂志名称等题名

项;而网络链接简单地由锚来指示,相应元数据

仅由目标 URL 地址来组成。
已有许多人讨论网络引文的作用,一些人

认为在对论著的影响力评价中,网络引文可与

传统引文相当、甚至替代传统引文,但也有些人

对此存在异议。 Vaughan[50]对比了 46 种图情期

刊论文的网络引文与传统引文。 她使用 Google
提取网络引文,对传统引文和网络引文的异同

展开研究后发现:57% 的期刊的网络被引与 SS鄄
CI 和 JCR 中的传统被引数显著相关;许多网络

引用出于学术目的(30% 为传统论文张贴在网

上,12%为课程阅读书目);对于同一篇论文,通
常网络引文数要比传统引用数多;对于有自己

网站的期刊,其网络引文往往更多;从 1992 年至

1997 年,期刊论文网络引文数逐年增加。 尽管

网络引文有许多优势,但她认为在近期不可能

替代传统引文分析。 在后续研究中 Vaughan[51]

又选择代表美国图书情报研究者学术成果的

1483 种出版物,用 WoS、Google 和 Google Scholar
检索,结果显示:在 WoS 中各类型论著(除图书

外)被引的中位数为 0;在 Google Scholar 中期刊

论文和图书的被引中位数分别为 1 和 3;而在

Google 中,中位数最大的为图书,达 41,最小的

为会议论文,为 9。 通过对论著的网络引文分类

分析,发现 Google Scholar 中有 92% 的引文是学

术性引用(主要来源于期刊论文);在 Google 中

书目服务(非学术性引用)是最大的引文源;开
放获取期刊通常有更多的网络引文,但传统期

刊的网络引文往往代表着学术性引用。 尽管

Google Scholar 存在一些问题,如引文和源文混

在一块儿,由于信息的多种复本,一个引文往往

重复出现多次。 但是它有潜力提供有用的学术

评价数据,特别是要对一个领域快速、详细分析

的时候。
Steven[49]详细定义了 W - P 引文的含义,研

究了传统文献的网络影响,即网络引文的数量,
探讨了在人文学科网络引文替代传统引文索引

的可能性,结果显示了网络引文的重要性,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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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样本中网络引文数太小而不能得出普遍

意义的结论。 Bauer 选取 1985—2000 年 JASIST
刊登的 2000 篇论文作为样本,采用作者同被引

分析法、t 配对检验法,发现 Google Scholar 中的

引文数量远高于 Scopus 或 Web of Science[52] 。
Van[53]利用 Google 进行网络共引分析,发现它

能有效地发现科学论文之间的联系。 在最近的

研究中,Kousha[54]综合多种网络引文数据,提出

学术成果评价的新指标 IOI(Online Impact Indi鄄
cator)。

4. 2摇 W - P 引文的类型

网络引文所包含的文献类型多于传统引

文。 2003 年,Vaughan 将网络引文分为 7 类:期
刊(引用期刊的发行者或主办者的网址)、作者

(包括文献作者的通邮地址或网址)、服务(主要

指文章中列出的文献网络地址)、课程(一门课

程中所开列的阅读书目)、论文(网络文献的正

式参考引文)、会议(会议文献中的被引文献)以
及其它[50] 。 2005 年,Vaughan 使用该分类方法,
研究生物学、遗传学、医学和跨学科的网络引文

和传统引文[6] 。 她从学术层面将网络引文分

为:淤对研究产生影响的,类似于传统的参考文

献;于其他与智力相关的(课程提纲、学术网站、
学术性的问答系统中提到的参考文献等);盂与

智力无关的(表格中、在线书目和作者的个人主

页中提到的参考文献)。 研究发现,30% 的网络

引文属于第 1 种类型。 2008 年 Vaughan[51] 将网

络引文分类扩展到 10 类:期刊论文、会议论文、
图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课程论文、课程阅读

书目、博客文章、在线文章和其它。 基于网络论

文的 W -W 引文研究中也涉及到引文的分类问

题,Kousha[55] 将其分为 15 个小类,并合并成 4
个大类:学术交流目的,非正式交流目的,导航

及其他目的;在 2007 年的研究中他又将分类扩

展到 6 个大类,21 个小类[56] 。

4. 3摇 W - P 引文数据的获取

对于 W - P 引文数据,目前必须依赖于引文

库或搜索引擎间接提取,这些方式在 W - W 引

文研究中也普遍使用。 在基于引文库的数据获

取中,CiteSeer 和 CiteBase 等较常用。 CiteSeer 由
美国 NEC 集团公司的研究所创建,该索引基于

互联网,自动在网上收集各类型的对公众开放

的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术文献,对收集到的文

献进行引文标引,其特点包括:收录的文献使用

互联网作为传播媒体;包含代表着学术传播不

同阶段的文献类型;比 ISI 引文库提供更多的被

引用文献的信息;制作和维护高度自动化;提供

引用文献的全文信息;对论文后的参考文献按

其被引次数排序;提供许多 ISI 引文索引所没有

或根本不可能提供的有价值信息。 Goodrum[57]

和 Zhao[58]都以 CiteSeer 为引文数据获取工具,
分别对不同学科的网络引文情况进行了分析。

利用搜索引擎获取引文数据,目前主要通

过 Google 和 Google Scholar 获得。 早在 2002 年,
Wilson 就利用搜索引擎,检索一组他本人论文

的网络引文情况。 Vaughan[50] 使用 Google 提取

网络引文,对传统引文和网络引文的异同展开

研究。 具体的 Google 网络引文提取方法为:利
用 Google 搜索引擎键入每篇文章的题名,检索

引用情况以及被引次数,并在必要时加入文章

副标题及作者项检索,以减少误检率和漏检率。
还有一些学者采取综合提取方法,如 Kousha 结

合网络引文获取方法和链接提取方法,综合使

用 Google 和 Google Scholar 及 URL 搜索定位法

获取网络引文数据, 被称之为 Web / URL 引

文法[59] 。
目前对 W - P 引文的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

大部分研究必须依赖于网络引文库或搜索引

擎。 以 Google Scholar 为例,由于商业机密等原

因,其收录与检索内在机理还没公开,对人文社

会科学的信息收集不足,而且存在语言方面的

偏见;逻辑组配方式也不完全,没有提供截词检

索;检索结果排序方式单一,仅按论文被引数排

列;系统对检索词的同义词提供不够,检索结果

中“相关文章冶信息不全等。 另外,由于网络的

开放性和便捷性而易导致恶意点击。 作者可以

利用网络薄弱的审查机制,大幅度增加自引次

数,从而达到提高网络引文数的目的。 另外一

个问题是如何区分网络引文中的“学术引用冶与
“仅仅涉及名称的引用冶。 E. Garfield 在“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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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nd why they won蒺t go away冶中提到,希望

网络引文能够标准化,形成一系列的参考标准

从而适于精确计算,否则网络引文是不能与

WoS 等的引文分析相提并论的。

5摇 W -W 网络引文的研究

W -W 引文指原始文献和引文文献都属于

网络文献的情况。 随着网络学术交流模式越来

越普及,W - W 引文分析很可能是将来的研究

趋势。 网络引文与传统引文和网络链接有着较

密切的联系,并逐渐从链接分析的研究中独立

出来,但网络引文的功能更倾向于传统引文。

5. 1摇 基于链接关系的 W -W 引文

基于链接关系的 W - W 引文,即引用与被

引之间存在链接关系,但与一般链接不同,它们

具有学术性和规范性,最重要的是利用传统引

文分析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
Rousseau[60]是较早对网络学术信息的引用

情况深入研究的学者之一。 他积极推荐采用 Si鄄
tation 术语,系统比较了网络链接关系与传统引

用关系。 他认为从用户动机角度分析,两者有

相似之处,但又不尽相同,网络引文的情况要复

杂得多。 他对 343 个网址的分布模式和进入网

页的链接情况作了分析,发现网址中的最高层

域名服从 Lotka 定律,甚至对这些网址的引用也

符合 Lotka 定律。 与期刊中的引用关系一样,在
对网站的引用中也存在自引,自引率大约为

30% ,略低于一般期刊的自引比例。
Smith[61]首创将引文分析方法应用于网络

期刊。 他选择 22 个澳大利亚科学家经常参阅的

网络期刊,利用 AltaVista 统计从其它网站指向

这些网络期刊的链接,但统计结果没有显示与

JCR 计算的影响因子之间有显著的联系。 他认

为指向网络期刊的超链接与引文有本质的区

别,因为超链接的目标是整个期刊,而引文却是

针对个别文章。 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又调查了哪

些链接与传统引文相似,通过对链出页和链入

页及链接动机的特点进行分类,表明总体上

20%的链接可看作学术链,类似于传统引文的

功能[62] 。
将文献计量学中的“文献耦合冶、“同被引冶

等概念应用到网络文献的链接分析中,Rousseau
将其称之为 Co鄄Sitation。 Abraham 和 Larson 被认

为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者,他们把互联网当作

未来的分布式数字图书馆,将基于印刷型图书

馆知识结构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例如同被引理

论,应用于互联网环境的信息资源。 Larson 利用

搜索引擎收集到有关地球科学文献的同引数

据,用同引频率矩阵分析了地球科学、地理信息

系统、卫星遥感等学科相互关系以及发展趋

势[63] 。 Zuccala[64]以数学领域为例,对网络共链

分析和作者共引分析从样本选取、数据搜索策

略、构建矩阵、图示化和聚类、对结果的解释等

角度详细比较,认为二者可称为网络计量学与

文献计量学中的姐妹技术,但两者存在许多不

同,有待深入研究。

5. 2摇 基于网络论文的 W -W 引文

基于网络论文的 W - W 引文,主要研究网

络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引用情况,如大量的开

放获取和预印本论文及机构知识库中的文献。
目前使用的主要索引工具有 Google 和 CiteSeer
等,2005 年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也推出“网络引

文索引,Web Citation Index(TM)冶。
网络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引文信息,可以测

评成果的不同方面。 Kousha[55] 提出了 URL 引

文这一网络引文形式,定义为网络文献的 URL
在另一网页文本中被提到 (不论是否为超链

接)。 通过 Google 搜索,他分析了 2000 年 15 种

图书情报网络期刊 182 篇论文中的 3045 个 URL
引文,这些引文 43% 有着与传统引文相同的正

式学术动机,18% 为非正式学术动机。 这些

URL 引文,82% 是英文,88% 可获取全文,58%
是非 HTML 文档;正式学术交流目的的 URL 引

文主要源于非 HTML 文档中的文本类型。 在后

续研究中[59] ,他选择 2001 年的 108 种开放获取

期刊中的 1080 篇论文,URL / Web 引文(定义为

在一个网页中提到论文的网址或题名或两者都

有)的统计使用 Google 和 Google Scholar,并与传

统 WoS 引文对比,发现三种引文数据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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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Google 得出的引文相比,Google Scholar 引文

与 WoS 引文相关度更高;在社会科学领域,
Google Scholar 比 WoS 中 有 更 多 的 引 文 数;
Google Scholar 与 WoS 引文的比较,存在显著的

学科差别;虽然网络引文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但
目前用它来替代WoS 还存在许多问题。 2007 年

Kousha[56]又对 64 种自然科学领域开放获取期

刊的 1577 个网络引文进行深入的分类分析,结
果显示:仅有 25%的引文为学术目的,其中网络

文档引用占 23% ,其它非正式学术引用占 2% ;
许多引用仅是一般的或具体的导航(45% )和自

我宣传(22% );另外,网络引文类型在学科间也

存在差异。
Zhao[4]使用 CiteSeer 和 SCI,采用作者同被

引分析法,研究 XML 领域的文献,结果表明使用

网络作为数据源,相比 SCI 具有优势(引文数量

更大、文献类型更多、引文包括的信息更多、分
析使用更方便),同时也有不足,分析时最好能

结合两种数据源。 Zhao[65]进一步比较了基于互

联网和基于期刊的学术传播模式,发现网上出

版物与期刊文献代表学术传播过程中的不同阶

段,其中期刊文献比网上出版物要滞后几年。
这说明采用网上出版物进行引文分析具有揭示

科研最前沿状况的优势。 Brody[66] 针对引文从

使用到被分析具有几年的时滞,而网络文献的

使用情况能方便地记录与统计的特点,使用电

子预印本系统———arXiv. org 为工具,得出前期

的网络文献使用统计可以预测文献引用情况的

结论。 Goodrum[57]等人探讨了学术传播系统向

新模式的发展,讨论了研究这些新模式的重要

性和使用全自动引文索引进行这类研究的可能

性。 他们以 CiteSeer 和WoS 为工具,就高频被引

文献在文献类型和出版日期的分布,对网络和

传统出版物进行比较,发现会议论文在高频被

引网络文献中的含量远远高于期刊中的含量,
网络文献更多地引用近期文献;从两种数据源

中提取的高频被引文献有很大的重合。 另外,
Di Cesare[67]以“人口老化冶这一主题为例,使用

Google Scholar 为工具,对被引文献中的灰色文

献与传统论文进行了深入对比。
网络引文数据具有的动态性和不可靠性,

给引文分析带来了困难。 大部分网络文献并没

有具体的出版日期。 对学术评价的一般情况和

总体结构分析时,网络引文十分方便,但在研究

科学交流的进化和历时研究时则存在困难。 由

于网络文献类型的多样性,而一般网络搜索引

擎或索引库都没有像 SCI 那样进行较严格的人

工索引,所以数据的精确性还存在问题。 网络

文献缺乏有效的控制与规范对引文分析也是一

种挑战。

6摇 网络引文研究的展望

引文分析是图书情报学十分关键的研究内

容,由于其在科学评价、信息检索和知识发现等

方面的应用,因此也成为图书情报学影响其它

学科领域的重要内容。 网络环境下,真正与传

统引文相对应的不是网络链接,而是网络引文,
网络引文分析是文献计量学中引文分析在网络

环境下的延续与发展,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方

向和趋势。 网络引文的相关研究目前处于初步

探讨阶段,以开创性和探索性研究为主,目前急

需深入的分析与完善。 另外随着网络应用的普

及发展,网络引文还会有新的问题需要研究。
(1)理论体系的构建。 作为一个随着网络

的普及和发展而诞生的新兴研究领域,与传统

引文相比,网络引文的引用动机更加多样,引文

研究的假设前提和机理更加复杂,因此需要深

入分析网络引文的基础理论。 从目前情况看,
急需解决网络引文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

现状,清晰地界定与网络链接研究的重叠、交叉

和难以定性的地方。 4 种类型的网络引文分析

有各自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需要整合,并借

鉴传统引文分析和网络链接研究的理论,构建

完整的网络引文分析理论体系。 另外,科学研

究领域划分的依据是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因而

必须明确网络引文研究的对象、最基本的概念

和研究范畴,明晰网络引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性质、类型和目的,这是其方法和应用研究的

基础。
(2)研究方法的完善。 目前的网络引文研

究基本上是利用现有的商业搜索引擎或索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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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在具体的网络引文研究实践中,没有统一

规范的分析方法、手段和工具。 因此需要建立

一套包括确定样本、获取数据、筛选、分析与处

理、结果表示等过程的完善的方法体系。 网络

引文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主要继承引文分析方

法,以及其他科学研究普遍采用的一般方法,如
统计分析、内容分析和域名分析法等,还没有形

成领域独特的研究方法。 尽管研究方法的探索

和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方法上的突破

往往会使整个研究领域产生质的飞跃,必须清

楚地认识到其紧迫性和在整个研究中的重要

性,结合传统引文和链接分析的方法,建立起属

于网络引文分析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和规则

体系。
(3)应用实践的深入。 目前对于实证分析

仅限于少量样本的尝试性分析,而且得出的结

论差异很大,缺乏大规模的样本分析和具有普

遍性的有意义的结论,当然这与研究方法和手

段的不成熟有关。 而且用于获取数据的搜索引

擎或数据库也存在收录范围和数据稳定性问

题,结果的重复性展示也必须解决。 网络引文

的实证研究应从现有的研究学科推广至整个科

学界,并进行多语言和多地区的研究;应该在认

识网络引文独特性特征的基础上,克服传统引

文研究的局限,积极探索新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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