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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文、引文索引与引文分析

’F 引文

“引 文 ”来 源 于 英 文“*09390<8”，国 外 习 惯 于 称

“引文”为再版目录，是一种与一次文献同时出版的

“准二次文献”。具体地讲“引文”就是从一部著作引

用某一章节，对于该一著作的或对于一项陈述或主

张作为权威依据的某些来源资料的参考注释”。这是

一种简短的参考性的记载，用以指明引用的文字，公

式，结论等的来源，或指明含有类似资料的出版物

章、节。

由于科学劳动的继续性和科技论文的整体性，

所以引文是普遍存在的。马克思讲，“科学研究部分

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是以对前人劳动

的利用为条件”。这里，“前人劳动者的成果”，指的就

是历史上留下的图书文献资料。因此，“科学研究必

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正

如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齐曼教授在《知识的力量》一书

中所指出的：“一篇典型的科学论文中，往往大量地

参考或引用其他人的实验、计算、观测或理论。它不

是凭自己想象向未知进军，而是根据前人有把握的

研究，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地前进”。据统计，全世界

约有("G以上的科学论文附设有引文，平均每篇文

献具有引文’%篇。我国目前&&G左右的重要科学论

文带有引文，平均每篇中文科学论文有引文&、(篇，

对部分中科院学部委员的引文统计，他们的论文平

均引文量约为’!篇。目前西文图书附书末索引的达

(#G，日文图书达到("G，中文图书达到!"G左右。

随着引文（参考文献）著录标准化、规范化，引文

（参考文献）已成为科技文献的重要特征，引用已成

为文献之间的一种普遍现象。根据引文在正文中的

位置，可分为文内引文、页下引文和末尾引文（将引

文放在篇、章或书的末尾，即参考文献）。研究表明，

一篇论文的质量越高，越容易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因

而在相关论文中被引用的概率就越大，次数越多，社

会响应值越大。反之亦然。

!F 引文索引

引文索引是建立在文献的引用和被引用关系上

的一种新型索引，是从被引用文献去检索引用过该

文献的文献索引。严格地讲，“引文索引”是指“已发

表文献的一种索引，在书目中所引用的每一篇早期

文献附在正被标引的近期文献中”。美国著名情报学

家加菲尔德在力著《引文索引》第一章“引文索引法

的概念评述”中，把引文索引和主题索引、篇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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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做了比较，指出它最大的两个优点———编制

简易、检索效果大。他说：“引文索引就是建立在这些

纽带基础上的。引文索引法的简易性是它的主要长

处之一。引文索引的另一个重要优点是它的检索效

果。⋯⋯引文索引法的影响甚至已超出了这些，它已

在现期文献通报服务、图书馆管理以及科学政策、科

学史、科学方法等的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美国著

名学者温伯格在其报告中指出：“鉴于标引是建立在

作者评价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位编辑者评价

的基础上，那么就某篇论文与其它论文的关系来讲，

引文索引更适合于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标引员的观

点。”他讲：我们想提请技术人员注意这种新的检索

工具，尽管较少使用，但这种工具是非常有效的。”匈

牙利科学家布劳温在“科学计量学与文献计量学”一

文中指出：“尽管《科学引文索引》在开始构思创立的

时候，只是为了文献检索之用，但不久人们即发现，

该检索系统所拥有的应用于科学计量学研究的能力

是相当广泛的。”

!" 引文分析

引文分析（#$%&%$’( )(&*+,$,）就是利用图论、弗

晰数学、数理统计及其它数学、逻辑思维方法，对科

技文献的引用或被引用现象和规律进行分析，以便

揭示出它们所蕴含着的研究对象具有的特征或者对

象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著文与引文的关系是相

当简单的引用与被引用的关系。然而引文的内涵却

是丰富多彩的，著者的引用心理、情报行为却是千差

万别的。实际上，科学论文的引用就是对已有科学成

果的回采，著文与引文的表现形式是时间序列、聚

类。加菲尔德在《引文索引它的理论和在科学、技术、

人 文 中 的 应 用 》（-./ 0’12，3’%4 5$*.+67’(,，89:9;
<=8 8>:）中分析文献被引用原因，不下十五种：

寄先驱者学术成就以敬意，对已有成果表示赞

赏与褒扬；核对已经应用过的方法和仪器；提供著文

以外的，更为广泛的资料；对自己以前工作的修正、

补充和深化；对他人的工作加以反驳、批判与更正；

评论前人工作的成效、优点与缺点、成就与不足；为

自己的主张提供文献依据和支持；展望前景；对不良

的传播、不适当的引用和该引而未引的文献进行澄

清；鉴定实验数据和理化常数；核对引文中某一个主

张或概念、业已被讨论过；核对原始资料中或其它著

作中的起因人物的一个概念或一个名词；承认他人

的工作或观点；对别人要求优先权提出争议。

对上述各种各样的引用心理，进行由表及里的

分析，揭示引文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著

者引用文献的心理规律（求快心理、求实心理、求新

心理、求近心理、选择心理、习惯心理、创造心理），发

展引文分析方法。由于引文的外表特征，使得我们可

以实施由近及远、由表及里的内容分析。这种独特的

分析方法，不仅容易抓住实质，而且工作效率较高。

引文分析是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科学计量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二门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离

开了定量研究，引文分析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引文

分析便于量化是引文分析的重要特性，是引文分析

方法的重要手段。加菲尔德对89=8—89=?年生命科

学被引次数最多的论文8@>篇进行了统计分析，其结

果为：8@9篇论文两年内平均每篇被引用A=次，89=8
年平均88次，89=?年平均B:次，被引最高者为8BA次，

最低者为>=次。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的结构越来越

复杂。为了揭示科学结构之规律，世界科学家进行了

坚持不懈地努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科学学创使人

贝尔纳曾说过：“科学上的一般发展模式是相当明确

的，与其说它像一棵树，不如说它更像网。直接与问

题或应用有关的科学工作的内容可以比作网孔，网

线的交叉意味着经验和思想的汇集，并且是产生各

种技术和学科的焦点”。加菲尔德·C曾绘制过引用

时序网络图。实际上，在加菲尔德编制引用时序网络

图之前，著名科学史家普赖斯就曾做过类似尝试，编

制过“基因代码”时序关联图。这种，网络图具有编制

简单易行，形象直观、便于计算机处理等特点，因此

深受人们的欢迎。这正是英国著名情报学者布鲁克

斯·D·#所追求的“知识地图”。除了引用时序网状图

外，还可绘制静态引用网状图、动态引用等高线图、

框图、二维空间图等。

二 科学引文分析

最早的引文分析可追溯到89?:年，格罗斯对《化

学教育》期刊上刊登文章的引用文献进行了研究，把

引用文献所在期刊通过其上的文章被引用频次排

序，便得到一个期刊顺序表。由于期刊登载文章被引

用频次的不同，各种被引用的期刊，对《化学教育》来

说，重要性也就不一样。随后，有关引文分析的文献

越来越多，莱恩和山笛松提出的文献老化问题，布克

兰 特 （DEF2*&(G，H;I） 的 老 化 分 散 问 题 ， 利 普 茨

（J$K.%L），贝一埃米（D.(M)N$）的关于选择性改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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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都是基于引文统计的数据进行分析的。真正对引

文分析有承上启下贡献的是美国费城科学情报所所

长，著名情报学家加菲尔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加菲尔德·!当了几年滑雪兵，战后，享受政府对复

员军人的优待，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化学。同时兼

任出租汽车司机。在这期间，他还为化学文摘社

（"#$）作过义务文摘员。在工作中，他认识到检索系

统的优越性，开始对检索系统产生了浓厚兴趣，一个

偶然机会，他听说，约翰·霍普金斯（%&’() ’&*+,-)）
大学正要开始一项医学文献的索引计划。在./01年

召开的一次科学文献机器管理讨论会上，加菲尔德

透露了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引起了已退休的某公司

副经理阿德尔（#23,-·4·"）的注意，他写信建议加

菲尔德参考本公司从.561年开始出版的一种法律业

务工具书“谢泼德引文”（$’7*3-2) 8,939,&(）。

“谢泼德引文”以联邦法院和州立法院的案件为

条目，在每个案件下，列出了审理此案所参照的法律

条文，所参考的其它案例，以及其它对律师有用的材

料。用引用和被引用的关系，按案例和法律条文联成

了一网络。如下所示：

被引用的案例!.:. ;3)) <.:
3 .1: ;3)) =0
> ./< ;3)) =/
& <<. ;3)) 1.:
他讲：“在我的事业中，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

刻———从这个时刻开始，我确实知道了我该做些什

么”。./0?年，加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图书

馆学硕士学位，第二年，他的论文“引文索引用于科

学。在美国《科学》（@A：.<<，B.:5C...）杂志上发表。

论文第一次提出了用引文索引检索科学文献的方式

（滚雪球式检索），向独霸情报检索的主题分类法提

出了挑战。./05年，加菲尔德租来了一台制版机和一

台小型胶印机，在一间经过改建的鸡棚里开始印刷

他的第一种情报出版物活页的《现刊题录》（生命科

学）。这样，费城斯普林加尔登大街上诞生了加菲尔

德协会。在这期间，加菲尔德协会为制药公司搞过一

种专利引文索引系统。后来又出版了“化学文献索

引”。./=:年?月，加菲尔德登出了广告，宣告“科学情

报研究所”成立。./=.年，研究所得到国家健康研究

所的支持，后改由国家科学基金会（@39,&(3D )8,7(87
E&F(239,&(）资助，用计算机列举出5/万篇著文的.1:
余万条引文，编制成《./.=年遗传学引文索引》，为遗

传学文献发展一种试验性的引文索引系统，并探索

多学科引文索引的可行性。同年，加菲尔德获得了宾

夕法尼亚大学结构语言学哲学博士（*’GH），./=1年，

包括各种学科的“科学引文索引”（$"I）单卷本终于

问世了，./=0年，加菲尔德在IJ;—6:6计算机上运

用引文索引方法，曾经构成主要科学思想网络联系，

这些思想导致<:世纪遗传学上最大的事件———在脱

氧核糖核酸分子中译解出遗传密码。同年，著名科学

家普赖斯（B-,87，HG%GH）在《科学》上发表了“科学论

文 的 网 络 ”（@79K&-+) &L $8,7(9,L,8 *3*7-)）M&D.?/，

*0.: 0.0。./6:年，加菲尔德率先提出了引文分析测

度“影响因子”（,N*389 L389&-）./61年，研究所开始出

版“社会科学引文索引”（$$"I），./65年又出版了“艺

术和人文科学引文索引”（#OP"I）。为了深化引文

分析方法，在./65年匈牙利出版了一份国际权威刊

物《科学计量学》，主编为布劳温博士，加菲尔德博

士，由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埃尔塞维尔科学出版公司

和匈牙利科学院出版社共同出版。该刊有一个庞大

的国际编委会，我国学者赵红州是该刊国际编委。这

一年.:月.6日，耗资=0:万美元的科学情报研究所

（I$I）新国际总部的开工典礼在费城大学城科学中

心隆重举行。这一期间，加菲尔德取得了许多研究成

果，对科学引文分析作出了重大贡献。./51年加菲尔

德曾访问过我国，并在我国设立了办事处，办事处主

任为陈华江博士。./5?年.<月<:日，奥列根大学科学

学研究所的摩拉夫西克把曾赖斯纪念奖的奖状和奖

章授予加菲尔德，使他成为该纪念奖的第一位得主。

在加菲尔德引文分析的基础上，美国著名科学

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计量的奠基人曾赖斯（B-,87，

H）发展了引文分析方法，提出了科学论文的网络模

型。曾赖斯一生著述甚丰，一生出版专著.?种，发表

论文<?:篇。加菲尔德使用自己主编的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人文科学引文索引（$"I、$$"I、#OP"I），对

曾赖斯的全部著述实施引文分析，结果表明：截至

./51年底，至少有<<::件以上的文献引用了曾赖斯

论著。加菲尔德在题为“献给曾赖斯”的演讲中指出：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在活着的时候继续研究

这一领域的话，就不能不每天都要想起曾赖斯给予

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必悲痛他的消逝，曾赖斯是不

死的”。

为了全面、准确地反映美国的科学生产率，提高

科研管理水平，美国国家基金会（@$E）还利用引文

分析编辑了《科学指标》，并且规定每两年向国会报

告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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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美国学者怀特，!《"#$%&，!’()*+）和格里

菲什，,（-*$..$%#，,&/*&*）根据对情报科学主要作者工

作的引文分析绘制了“情报科学主要作者图”，在此

基础上，英国学者维克利，,01等完善了此图。

23年代以来，引文分析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加菲

尔德创立的科学情报研究所（454）也有了比较大的

发展。作为科学机构，它拥有633多名科学家（包括两

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商业机构，它为用户提供

73多种出版物，雇员近833人，在9个国家设立了办事

处，年销售额高达:333多万美元。在多伦多、伦敦、巴

黎、波恩、堪培拉、新加坡、东京、香港、台湾地区等地

设立了分公司及代理商。

三 科学引文分析的应用

60 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科研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学科发展新

动向、新趋势不仅是未来学（预测学）研究的重要课

题，也是科学引文分析的应用之一。

科学哲学大师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

指出：“科学文献所援引的专门文献的变化，可以看

做是科学革命可能的征兆”。为此，加菲尔德从科学

论文的引用与被引用现象入手，利用科学论文的被

引用频次来预测科学的发展趋势。他从6927年;3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333多 种 刊 物 ，633多 万 著 者 的

<;3333篇文献中选出了被引用频次最高的<3篇文

献，这<3篇文献发表于:7种期刊上。通过分析知道，

:7种期刊中涉及生命科学的期刊有68种，共计文献

:3篇。其中《生物化学杂志》载文量最多，共计9篇，被

引文文献的生命科学领域论文遥遥领先。由此可见，

生物技术是六大群体技术之一，是信息时代的带头

学科。这与实际情况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据科学引文索引统计，我国生物学论文却由

692:年的:;:篇下降到了6922年的728篇，在我国的

论文中所占比例由6=>下降到;08>，其下降幅度之

大，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70 衡量个体、团体乃至国家的情报能力

所谓情报能力就是情报生产、情报交流和情报

利用能力。如果从科学引文分析的角度来看，情报能

力不外乎包括：利用能力和被利用能力两大类。基于

此，加菲尔德将698:、82年《科学引文索引》（514）的

数据加以整理，并对此进行了统计分析，其结果为：

瑞典的被引用百分比为8<>，丹麦的被引用百分比

为8:>，荷兰的被引用百分比为87>，以色利的被引

用百分比为86>，加拿大、挪威、芬兰的被引用百分

比均为83>⋯⋯。中国科技情报所利用《科学引文索

引》（514）、《科学评论索引》（45?）、《科 技 会 议 录 索

引》（45@A）、《工程索引》（B4）对我国科技人员发表论

文情况进行了调查，6922年，514、45@A、45?、B4四 种

系统共收录科技论文9;9，38;篇，其中我国科技论文

66，2<;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607<>，居世界第6;
位。据此，我们就可以判断上述国家情报能力的高

低，并能对上述国家的情报能力排队。确定“核心期

刊”

期刊是交流科技情报的主要文献，确定高质量

的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对于节约收藏空间、节

省管理费用，以及帮助用户精选阅读期刊，节省用户

的精力和时间，具有重大的意义。“核心期刊”的确定

方法很多，其中引文分析法就是一法。6987年，加菲

尔德在《科学》（5C$&DC&）杂志上发表了引文分析方

面的研究文章，他用69=9年一个季度内各种期刊被

引文献的统计得到核心期刊6<7种，这6<7种期刊包

含了当时《科学引文索引》所用7333种期刊总数被引

文数的<3>。698=年，加菲尔德又在《自然》（E)%F*&）

杂志上发表了698;年统计出来的核心期刊73=种。

6989年，加菲尔德把《科学引文索引》的:877种期刊，

按其被引频次高低，排成了一个顺序表。有的学者认

为：综合性图书馆按上述被引次数多少而排的顺序

表中，取前<33—6333种期刊为核心期刊就足够了。

日本学者绿川信之对上表加以改造，重新构造了数

学等六个专业的期刊表。

:0 研究著者的分布规律

科学已由“小科学”时代跨入了“大科学”时代，

当代科学劳动是有组织的协同作战，科学引文分析

可以研究科学劳动的结构，揭示科学家的成长规律。

加菲尔德曾利用《科学引文索引》（514）选出6926、

6927年被引频次最高的63;篇文章，统计这些文章的

著者，其中署名:人的论文最多，量高的为6;人。中国

科 技 情 报 研 究 所 的 统 计 表 明 ：6922年 ，514、45@A、

45?、B4四系统共收录我国=6，637个作者发表的67，

:97篇论文，以第一作者计，平均每人6，67篇。其中<
篇以上论文的作者6=人，<篇论文的作者66人。

;0 科学引文分析用于人才评价

首先，我们假设：“如果文献被引用的次数越多，

其质量越高，其作者的水平也高”。由于引文的价值

性与差异性，使引文分析用于人才评价（下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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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广告节目、片头等的制作。

利用非线性编辑系统进行后期编辑是一项综合

性很强的工作，不但要求编辑制作人员要有很扎实

的画面编辑能力、视听语言能力和一定的音乐素质

等，还要求制作人员对编辑时用到的软硬件系统、不

同格式的多媒体素材等都要十分熟悉，这样才能在

节目制作中做到得心应手；才能把熟练地前期拍摄

的素材进行剪辑组合，配上解说词、音乐、效果，使声

画合为一体，最后编辑成为主题思想完整、画面镜头

语言流畅的电视节目（电视片）。

由于非线性编辑系统依赖于计算机，所以在运

用它进行视频编辑时会遇到不少的问题，需要我们

在工作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勇于创新，勤于思

索，在创作中逐步提高，为制作出优秀的电视节目而

努力奋斗。

注释及参考文献：

〔!〕黄亚安"电视编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年版

〔%〕刘旭，杜筱欧"关于特技在电视专题片中应用〔#〕"西部广播电视学刊，%&&’"’
〔’〕张冠文，王松丽"论影视作品中动画形象的创作〔(〕"电视字幕"特技与动画，%&&’"%
〔)〕张哲西"电视专题节目制作知识〔#〕"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

（上接!’&页）成为可能。加菲尔德博士和 *"+",-./ 曾经

用该索引 !$0! 年版本，来研究 !$0% 年及 !$0’ 年两

年中，在物理学、化学及医学领域内的诺贝尔奖金获

得者在授奖前发表的科学论文是否比一般科学工作

者的被引率高些，结果表明：获奖者的论文每人平均

被引次数是!0$次，而一般科学工作者平均被引次数

121!次，两者的差距是相当大的。为了排除获奖者论

文发表多些的可能。加菲尔德用单篇论文平均统计，

结果为：获奖者平均每篇论文被引次数为%2$次，而

一般科学工作者则是!213次。

!$33年，扩大了统计范围，对!$1&、!$33年在物

理、化学和医学领域内!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论文

被引数作了全面统计，计算年为!$0!—!$31年共十

五年。

结果表明：荣誉称号高的学者的文献被引次数

较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为’3岁，这与科学

家的最佳发明年龄’1—)1岁是一致的。用引文分析

来评价人才在国际上已引起重视，世界各国的科学

家正进一步完善引文分析理论，并运用于实践中。

注释及参考文献：

〔!〕加菲尔德·4引文分析作为一种工具用于期刊评价〔(〕2科学567，!382962)&0&、!$3%
〔%〕加菲尔德·4，:-./，*2+、利用引文索引来评价科学文献的新因素〔(〕2美国文献工作56!，!)，!$0’
〔’〕加菲尔德·4，引文索引用于科学〔(〕2科学962!%%2!$11
〔)〕加菲尔德·4，引文索引〔(〕2纽约2约翰2威利公司2!$3$
〔1〕加菲尔德·4，*: ;<=>=<6? >?>7@:<: > 7.A<=<B>=. .C>7>=<6? =667？,;<.?=6B.=/<;: !$3$
〔0〕加菲尔德2献给普赖斯〔D〕2!$8)2!%2%&2在获普赖斯纪念奖的演讲稿

〔3〕缪其浩2加菲尔德和引文索引〔(〕2情报科学2!88!2!
〔8〕普赖斯2科学论文的网络〔(〕2科学296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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