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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学术期刊是科研成果发表的园地 , 也是科学技术交流

系统中的重要要素。一方面它可以反映所报道的学科领域

的发展状态 , 另一方面它也是科技管理人员和科技政策制

定者 , 对科研人员( 团队) 科研绩效进行评价的重要参考工

具。在经典的期刊评价指标中, 反映其学术质量和影响力

的指标已逐步为人们所熟悉 , 如期刊的载文量、总被引频

次、影响因子、篇均引文量、他引率、他被引率、半衰期、扩

散因子等。目前 , 在国内外的核心期刊遴选、重要数据库来

源期刊的选择 , 以及各类优秀学术期刊的评选中 , 无不运

用了上述文献计量学指标 , 其评价的有效性也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了图书情报界、学术界和科学技术政策制定与管理

者的承认。

1 h指数研究述要

2005年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物理学家赫希 ( J.

E.Hirsch) 提 出了 一 项 旨 在 评 价 科 学 家 科 研 绩 效 的 新 指

标———h指数 , 即 , 一个科学家的分值为h, 表明他发表的若

干篇论文中 , 当且仅当有h篇论文每篇获得了不少于h次的

引文量 , 其它论文每篇论文获得的引文量都小于h[1]。该指

数一经提出 , 立即在科学计量学界和科学技术界产生了相

当大的反响。荷兰著名文献计量学家范( Van Raan) 以荷兰

大学的147个化学研究团队为对象 , 利用科学引文索引获

取的数据 , 系统研究了h指数与经典的文献计量学指标以

及同行评议之间的关系[2]。尤其是《科学计量学》主编布劳

温 ( Braun T) 等人将该指标加以扩展并应用于期刊评价

中, 创立了期刊h指数[3]。期刊h指数类似于科学家h指数 , 即

某一期刊发表论文在一定的引文时间内 , 有h篇论文每篇

至少被引用了h次。而比利时科学计量学家鲁索( Rousseu

R) 进一步加以扩展 , 提出了期刊相对h指数的概念 , 即将

期刊h指数除以期刊载文量 , 以平衡期刊载文量对不同h指

数的影响。[4]上述一系列研究引起了国内文献计量学家的

关注 , 中国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在《科学观察》创刊号中对

此作了详尽的报道和评论[5]。

2 h指数与期刊影响因子的相关关系

受上述研究启发 , 我们尝试对我国部分科学技术期刊

的h指数 , 以及其与部分文献计量学指标的相关性进行案

例分析。我们依据《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04版) 中数

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无线电电子电信技术、机械仪表

等5个类目的核心期刊表中的部分期刊为对象 , 选择各期

刊论文自发表截止到2006年4月30日这一时间段作为收集

引文的窗口 , 分别检索被《中国引文数据库》收录的引文数

量。《中国引文数据库》集中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

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全国重要会议论文数据库、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和中国图书全文数据库等 , 实现

了各数据之间的引文链接 , 是当今我国最大的跨学科引文

数据库 , 利用此数据库分析论文的学术影响是适合的。获

得引文数据后, 便可分别计算出各期刊的h指数 , 见表1。从

表1中可以看出各学科领域的期刊h指数均值存在一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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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期刊 h 指数分布情况

期刊 h 指数 期刊 h 指数 期刊 h 指数 期刊 h 指数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32 生态学报 63 力学学报 29 数学学报 30

分析化学 29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 23 应用数学和力学 21 应用数学学报 23

化学学报 21 遗传学报 49 计算力学学报 26 计算数学 23

化学通报 36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21 力学进展 35 数学进展 21

物理化学学报 24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37 固体力学学报 14 数学研究与评论 16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22 微生物学报 27 力学与实践 19 系统科学与数学 18

催化学报 28 生物物理学报 21 应用力学学报 19 数学物理学报 16

理化检验 化学分册 12 遗传 38 工程力学 23 应用概率统计 15

应用化学 28 生物工程学报 29 爆炸与冲击 17 工程数学学报 17

高分子学报 29 应用生态学报 49 空气动力学学报 14 应用数学 12

电子学报 37 机械工程学报 34 物理学报 32 地质论评 26

中国激光 18 中国机械工程 52 光学学报 21 地质学报 34

半导体学报 15 摩擦学学报 26 高能物理与核物理 9 地学前缘 40

通信学报 27 机械科学与技术 25 光子学报 25 岩石学报 27

电子与信息学报 16 机械设计 29 中国激光 18 沉积学报 27

光电子.激光 13 仪器仪表学报 21 物理 24 地球化学 31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18 润滑与密封 15 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报 10 矿床地质 22

激光杂志 13 机械传动 12 半导体学报 15 地质科学 31

激光技术 13 机床与液压 17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22 第四纪研究 3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17 工程机械 10 强激光与粒子束 14 地球学报 20

均值 18.7 均值 24.1 均值 19.0 均值 29.3

均值 26.2 均值 35.7 均值 21.7 均值 19.1

期刊 h 指数 期刊 h 指数 期刊 h 指数 期刊 h 指数

期刊 影响因子 期刊 影响因子 期刊 影响因子 期刊 影响因子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0.9112 生态学报 1.1800 力学学报 0.3970 数学学报 0.2907

分析化学 0.9817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 0.7535 应用数学和力学 1.0075 应用数学学报 0.2907

化学学报 0.5765 遗传学报 0.9617 计算力学学报 0.2450 计算数学 0.3181

化学通报 0.8569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 0.6559 力学进展 0.3727 数学进展 0.1453

物理化学学报 0.6077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0.5998 固体力学学报 0.3514 数学研究与评论 0.1086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0.5736 微生物学报 0.5978 力学与实践 0.2801 系统科学与数学 0.3181

催化学报 0.8774 生物物理学报 0.3681 应用力学学报 0.2200 数学物理学报 0.3112

理化检验 化学分册 0.5306 遗传 0.7907 工程力学 0.4684 应用概率统计 0.1981

应用化学 0.6004 生物工程学报 0.7500 爆炸与冲击 0.4034 工程数学学报 0.2073

高分子学报 0.7816 应用生态学报 0.9563 空气动力学学报 0.2255 应用数学 0.1552

均值 0.7298 均值 0.7614 均值 0.3971 均值 0.2343

期刊 影响因子 期刊 影响因子 期刊 影响因子 期刊 影响因子

电子学报 0.4534 机械工程学报 0.5928 物理学报 1.1425 地质论评 * -

中国激光 0.4042 中国机械工程 0.7133 光学学报 0.4360 地质学报 * -

半导体学报 0.3667 摩擦学学报 1.0052 高能物理与核物理 0.3310 地学前缘 1.2226

通信学报 0.4166 机械科学与技术 0.2413 光子学报 0.5803 岩石学报 1.4775

电子与信息学报 * - 机械设计 0.3860 中国激光 0.4042 沉积学报 0.7191

光电子.激光 0.4655 仪器仪表学报 0.4559 物理 0.4940 地球化学 0.9830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0.3806 润滑与密封 0.2132 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报 10 矿床地质 22

激光杂志 0.2279 机械传动 0.2217 半导体学报 0.3667 地质科学 0.9437

激光技术 0.2314 机床与液压 0.1560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0.5736 第四纪研究 1.0746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0.3280 工程机械 0.0761 强激光与粒子束 * - 地球学报 0.6867

均值 0.3274 均值 0.4062 均值 0.4571 均值 1.0544

表 2 各期刊影响因子

注: 标 * 的期刊没有影响因子均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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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期刊h指数中最高的是生物学 , 期刊h指数中最低的是

无线电电子电信技术。期刊h指数是一个兼顾了载文和引

文的复合指标 , 由于h指数不会 小 于 载 文 数 , 因 此 可 以判

断 , h指数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某一期刊论文发表后 , 是否

有更多的论文被高频次地引用。而论文能否被高频引用 ,

与论文的种类( 研究论文、消息、评论、综述等 ) 、引文动机

以及学科引证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

期刊影响因子作为一个经典的文献计量学指标 , 是在

期刊评价和科研绩效评价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质量指标。该

指标实际反映的是论文的平均被引率, 其大小与引文量和

载文量都具有关系。这与h指数所涉及的变量十分相似。那

么能否用h指数代替影响因子来发挥其期刊评价功能呢?

两者之间有无相关性呢? 为此 , 我们作如下分析。目前 , 由

于我们无法获得基于《中国引文数据库》的历年期刊影响

因子的数据 , 因此尝试用替代数据作分析。替代数据来源

于《中国学术期刊三年计量指标均值分类统计报告》, 数据

区间为2001～2003年 , 这里历年的期刊影响因子是通过被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来源期刊引证情况计算得

出的。各期刊3年影响因子均值 , 详见表2[6]。

利用SPSS14.0软件做二维散点图并作相关分析 , 发现

76种期刊h指数 和 影 响 因 子 之 间 呈正 相 关 , 相 关 系 数 为

0.629, 在0.01水平显著相关。以影响因子为解释变量 , 作直

线和各种曲线回归拟合 , 见附图。回归方程判定系数R2均

没有超过0.5, R2最大的为幂函数 , 为0.4551, 由此 , 回归曲

线拟合方程为:

影响因子=0.017h指数1.054

方程说明随着期刊h指数增大 , 影响因子大体上也增

大。

3 讨论

从期刊h指数的定义看 , 期刊累积被引频次一旦增加 ,

或者至少保持不变 , 那么h指数就不会减小。而从影响因子

的定义来看 , 它是针对某一特定年份的 , 即期刊在统计年

的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平均被引次数。这是不能保证其值不

下降的。当然 , 本文采用的样本有一定的特殊性 , 如果影响

因子的样本发生变化 , 如选择期刊历年的影响因子平均

值 , 或者选择接近h指数统计年的影响因子来与h指数做相

关分析 , 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 限于数据获取的困难 , 本文

尚不能做进一步的探讨。

期刊h指数的提出 , 不但丰富了文献计量学指标 , 也为

评价期刊学术影响力、优化遴选核心期刊的指标体系提供

了有利支持。不过, 正如引文所分析的那样 , 由于h指数恰

恰与引文量密切相关 , 也不可避免具有局限性。因此在实

际应用时 , 切忌单独使用h指数 , 还需结合其它文献计量学

指标和某些定性分析方法 , 并注意同类相比原则 ( 数据库

相同 , 学科领域相同) , 方能得到相对客观、合理的结论。

附图 期刊影响因子与h指数相关关系的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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