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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知网的中国引文数据库为统计源，从文献引证的角度分析 2007— 2013年《湖南工业大
学学报》被引论文的分布规律。研究结果表明：该数据库共收录《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7— 2013年刊载
论文 1 503篇，被引文献 679篇，被引率为 64%，总被引频次为 2 594，单篇最高被引频次为 105。39篇高被
引论文的分析结果表明，这些论文分布的栏目较广，且每年都有被引记录。为了使刊物更好地发展，《学报》

应优化栏目设置，并使编辑专家化，同时培养核心作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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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itation database” of CNKI as statistical source,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of cited papers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rom 2007— 2013.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679 cited
papers in the total of 1 053 papers from 2007—2013, and the citation frequency is 64%. The total cited frequency is 2 594,
and the highest citation of a single paper is 105 times. The analysis of 39 highly cited papers shows that the papers distribute
in wide columns and are cited every year. For the better development, should optimize the Journal column setup, make the
editors expertise and cultivate the core 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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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以下简称《学报》）于1987
年创刊，是由湖南省教育厅主管、湖南工业大学主

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双月刊）。因学校

名称的改变，刊物曾多次更改刊名，于 2006年更名
为《湖南工业大学学报》[1]。更名前，《学报》刊载的

论文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2个方面；更名
后，仅刊载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论文，而人文社会

科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刊载于《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学报》所设栏目较多，主要有材料

与冶金工程、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电气与自动化等。

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文献学家加菲尔德[2]对上千种

期刊上的“参考文献”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了被

引文献在期刊的分布规律，即具有布拉德福定律，

并提出了对期刊进行定量评价的引文分析理论体系。

自此，该体系成为国内外评价科技期刊计量评价的

重要方法[ 2 ]。科技期刊计量评价指标主要有期刊被

引频次、影响因子等。该评价指标体现了期刊被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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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使用和重视的程度，以及在科学交流中的地位与

作用，其也成为了评价期刊质量优劣的重要依据和

客观标准。

为了更好地了解《学报》的发展现状，对刊物作

出合理评价，本文拟对 2007— 2013年《湖南工业大
学学报》所刊载的学术论文被引情况进行统计，并

分析了高被引论文的年份和栏目分布，以正确评估

《学报》在学科交流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确定组稿

策略，为期刊的发展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1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笔者于2014-09-20—10-03先后 5次登陆中国知
网（http://www.cnki.net）的中国引文数据库，检索《学
报》2007— 2013年入库的所有论文，剔除消息、学
者风采等非论文信息后，入库论文共计 1 053篇（由
于 2007年第 1期的 24篇论文未录入数据库，所以本
研究中剔除了该数据），其中有被引记录的论文共

679篇，被引率约为64%，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2 594，
单篇论文的最高被引频次为 105。虽然该数据库实时
更新，但统计过程中发现此时段《学报》的载文量

和被引频次变化较小，因此，对《学报》的分析数

据影响不大。

为了从信息反馈的角度来评价《学报》，本文从

期刊的载文量[1]、被引频次[3]、篇均被引率[4]等基本

指标，分析《学报》2007— 2013年刊载论文被引情
况，以及高被引论文的年份和栏目分布，为今后更

好地办好期刊提供参考依据。栏目分析中，将栏目

进行了整合，将栏目总载文量小于等于 10篇和已删
减栏目归为其他栏目。分析排前 39名的高被引论文
时，由于篇幅有限，只列出了论文的第一作者。

2 结果与分析

2.1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被引概况

引文分析是一种统计意义的宏观分析，是对被

分析对象整体的考察[5]。其中，影响因子是学术期刊

评价最重要的文献计量学指标之一，被引频次的多

少直接决定了影响因子的大小，它们是正相关关系。

为了了解《学报》的影响力，本文统计了2007—2013
年《学报》刊载论文的被引情况，具体数据见表 1。
分析表1中的数据可以得出，2007—2011年《学

报》各年的被引文章数超过了 76%，而 2012年约为

46%，2013年较低，约为 18%，这说明处于发表初期
的论文不能得到充分的引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期

刊论文的被引频次逐步达到被引用高峰期。

篇均被引率是指在一定时间内，论文总被引量

与刊载论文数量的比值。它是一个相对值指标，与

期刊影响因子正相关[4]。2007— 2013年《学报》的篇
均被引率见图 1。

由图 1可以看出，《学报》2007— 2013年的篇均
被引率逐年降低。这说明期刊论文被引高峰期的到

来需要一定的时间。

2.2 栏目被引频次分析

由于《学报》的学科属性为自然科学，其涉及的

研究领域较广，具有论文分散性的缺点。因此，除

常设栏目外，编辑部常根据每期的来稿情况，设置

不同备设栏目。因此，2007— 2013年《学报》的栏
目设置不固定[1]。经统计，《学报》共有 20多个栏目，
且有些栏目不具连续性，只出现过 1次或 2次，如运
动人体学、碳排放与低碳技术、人居环境等，还有

因办刊宗旨的变更，删减了一些栏目，如教学研究

等。笔者为了方便统计和分析数据，将 7年内栏目总
载文量小于等于 1 0 篇和已删减栏目划分为其他栏
目。经合并处理后，《学报》的栏目为：材料与冶金

工程、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基础理论、经济与管

理、信息技术、应用技术和其他栏目9类。2007—2013
年《学报》栏目刊载论文分布情况见图 2，各年栏目
刊载论文的被引频次分布情况见图 3。

图 1 2007— 2013年《学报》篇均被引率
Fig. 1 The average cited frequency of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from 2007— 2013

表 1 2007— 2013年《学报》被引情况
Table 1 The statistics data of cited papers in

the Journal from 2007— 2013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载文量 / 篇

135
173
161
169
146
139
130

被引文献量 / 篇

104
138
124
123
103
 64
 23

被引频次

726
582
508
350
278
118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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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3可以看出，2007— 2013年《学报》的论
文发表量最大的栏目是基础理论，占总发文量的

20%，其次是应用技术、电气与自动化栏目，分别占
总发文量的 16%。而对期刊被引频次贡献最大的栏
目是应用技术，其后依次为其他栏目、电气与自动

化、基础理论等。这说明栏目刊载的论文数量与其

总被引频次不是正相关关系，而与栏目刊载论文的

学术价值有关，即论文的使用价值越大，被引频次

越高。总的来说，刊载论文数量较多的栏目，被引

量也相对较多，即对期刊总被引频次的贡献较多。

2.3 高被引论文分析

高被引论文是指被引用频次相对较高的学术论

文[ 6 ]，能准确地反映各学科领域发展的动态和研究

热点，且挖掘高被引论文有利于提高刊物的学术影

响力，因此，根据单篇论文的被引频次，将 2007—

2013年《学报》刊载的论文进行了排序，截取排前

39名的被引论文（即被引频次大于 10的论文）为高
被引论文，39篇论文约占总发文量的 4%，其总被引
频次为 745，约占总被引频次的 29%。39篇高被引论
文的年份和栏目分布情况等基本信息见附表 1。

1）高被引论文的年份分布。39篇高被引论文中，

2007年刊载的论文有 12篇，2008年刊载的论文有 12
篇，2009年刊载的论文有 10篇，2010年刊载的论文
有 2篇，2011年刊载的论文有3篇，而2012年和2013

年均没有。以上数据表明，论文的被引次数的累积

效应较为明显，论文被引高峰期的到来需要一定的

年限。

2）高被引论文的栏目分布。排前 39名的高被引
论文所分布的栏目为：应用技术 7篇，电气工程 6篇，
基础理论 4篇，经济与管理 5篇，教学研究（教学研
究栏目已删减，在此本文不详细讨论）7篇，土木工
程 5篇，信息技术 2篇，包装科学与技术 2篇，碳排
放与低碳技术 1篇。除了材料与冶金、机械工程栏目
无被引频次大于 10的高被引论文外，其他栏目均有
高被引论文，这说明排前 39名的高被引论文所分布
的栏目比较广。以上数据表明，《学报》的栏目设置

无重点栏目、重点选题，缺乏特色栏目。

由于因文设栏目，有些论文可以整合为一个栏

目。如与开发新能源、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有关的

高被引论文有 3篇，分属于应用技术、经济与管理、
碳排放与低碳技术栏目。2007年第 3期由潘艺等人撰
写的《风力发电机叶片技术发展概述》（属于应用技

术栏目），被引频次为 105。且该论文被引用的文献
类型很广，有期刊（被引 38次）、博士学位论文（被
引 6次）、硕士学位论文（被引 51次）、会议论文（被
引 10次）。从该论文的被引情况可看出，风能是当前
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此外，还有 2 篇与开发新能
源、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有关的高被引论文，即2011
年第 1期张陶新等人撰写的《中国城市低碳建筑的内
涵与碳排放量的估算模型》（属于经济与管理栏目），

其被引频次为 29，第 4期赵先超等人撰写的《城市
低碳发展水平及关键领域碳排放实证研究——基于

天津市的案例分析》（碳排放与低碳技术栏目），其

被引频次为 11。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开发新能
源、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问题，并为研究人员提供

了政策和资金支持，这使得开发新能源、节约能源

和环境保护问题成为当前的一大研究热点，上述论

文的高被引也折射出这一点。因此，论文若能很好

地反映某学科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则会受该学

科读者群的关注。

基础理论、应用技术栏目范畴太宽泛，不利于读

者阅读。如与材料有关的高被引论文有 6篇，分属于
基础理论栏目（3篇）、应用技术（1篇）、包装科学
与技术栏目（2篇）。2009年第 5期李宏杨等人撰写
的《熊果酸及五环三萜同类物的研究进展》（属于基

础理论栏目），其被引频次为 32次。该论文被引用的
文献类型也较广，有期刊（被引 20次）、博士学位论
文（被引2次）、硕士学位论文（被引 10次）。2007年
第 6期李儒剑等人撰写的《无机粒子填充改性聚乙烯

图 2 2007— 2013年《学报》刊载论文的栏目统计
Fig. 2 The statistics data of columns of

the Journal from 2007— 2013

图 3 2007— 2013年《学报》刊载论文的
栏目被引频次统计

Fig. 3 The citation frequency of
columns of the Journal from 200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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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属于基础理论栏目，被引频次为 12）、

2008年第 1期向贤伟等人撰写的《有机蒙脱土的制
备与表征》（属于包装科学与技术栏目，被引频次

为 13）和尹晋津等人撰写的《生物检测用纳米金粒
子还原制备方法比较》（属于应用技术栏目，被引

频次为 11）、2009年第 4期陈一等人撰写的《纳米氢
氧化镁及其复合体系阻燃改性HDPE研究》（属于基
础理论栏目，被引频次为 24，）和曹菲撰写的《果
蔬自发气调包装薄膜透气性能的研究与应用》（属

于包装科学与技术栏目，被引频次为 12）。经统计，
上述论文每年都有被引记录，且被引用的文献类型

也很广，有期刊、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等。

由于包装与材料工程是湖南工业大学（主办单位）

的特色专业，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且该专业拥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取得的研究成

果较为丰硕，因此，该学科拥有较大的作者群。主

办单位可以以此来设立特色专栏，将科研成果集中

推向社会，以提高《学报》的影响力，取得良好的

社会效益。

因此，对于上述 2个选题而言，笔者建议刊物
可以相应地备设 2个栏目，便于作者投稿和读者阅
读，以提高刊物的影响力。

总体而言，这 3 9 篇高被引论文每年都在被引
用。这说明论文的使用价值越大，被引频次越高，

被引的生命周期较长。

3 探讨与建议

期刊被引频次反映了期刊的被引用水平，体现

期刊载文的质量和学术价值。从《湖南工业大学学

报》2007—2013年的载文被引统计数据中可以得出，
《学报》整体被引频次不高，零被引和低被引论文

较多，栏目设置无特色。在今后的工作中，笔者认

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优化栏目设置。《学报》具有学科多元性，因
此，栏目设置繁多，无特色栏目，这使《学报》的

发展陷入困境。《学报》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

必须有自己的特色。由于主办单位拥有不同研究方

向的学术团队，且与多家优秀企业有合作关系，因

此，《学报》可据此设置专题栏目或特色栏目。

2）编辑专家化。《学报》走专题化的发展道路，

就要求配备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因此，编辑应根据自

己的专业方向，选择学术团队，以了解该专业方向最

新的研究动态，以便为策划选题和开设专题栏目提供

保障。如果缺乏专题研究方向的编辑人员，需要引进

相关专业人才。

3）培养刊物的核心作者群。近几年，《学报》的
作者群大部分为在读硕士生，他们发表论文多不具延

续性。因此，《学报》的核心作者群较少，这使得刊

物读者关注度不高，期刊被引频次较低。今后，编辑

需要努力培养核心作者群，同时，积极发现新作者，

培养新作者，不断拓展作者群的单位分布，以提高

《学报》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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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前39名高被引论文的基本信息表
Table 1 The information of the first 39 highly cited paper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 0
2 1
2 2
2 3
2 4
2 5
2 6
2 7
2 8
2 9
3 0
3 1
3 2
3 3
3 4
3 5
3 6
3 7
3 8

3 9

题    名
风力发电机叶片技术发展概述

基于 CC2430 的 ZigBee数据采集系统设计
熊果酸及五环三萜同类物的研究进展

中国城市低碳建筑的内涵与碳排放量的估算模型

基于 VB 的 O P C 客户端程序设计与应用
功率器件散热技术的研究

纳米氢氧化镁及其复合体系阻燃改性 H D P E 研究
同态滤波在光照补偿中的应用

基于 C/ S 和 B/ S 结构的高校教务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基于团队协作的土木工程专业毕业设计模式探讨

《塑料成型模具设计》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基于振动信号分析和支持向量机的滚动轴承故障诊断

软岩改良土特性的室内试验研究

基于 MO D BUS 协议的串口通信软件设计
一种改进的 k -m ea n s 中文文本聚类算法
“株潭”域旅游合作的驱动机制

金属板材分层渐进成形机理的研究

工程测量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

印刷机数字化无轴传动技术研究综述

海上大直径超长钻孔灌注桩基础施工技术

《包装材料学》课程教学研究与实践

构建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能力培养的教学体系

南宁非饱和膨胀土压缩蠕变特性试验研究

加强建筑企业财务管理的对策研究

应用型通信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有机蒙脱土的制备与表征

超级电容器在光伏发电系统中的应用

我国家族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无机粒子填充改性聚乙烯研究进展

区间数多属性决策的 SPA- TOPSIS方法
果蔬自发气调包装薄膜透气性能的研究与应用

武广客运专线非饱和红粘土的快剪与慢剪对比试验研究

基于工业以太网和 O P C 技术的分布式异构网络控制系统的集成
生物检测用纳米金粒子还原制备方法比较

钢筋网高性能水泥复合砂浆加固圆柱的轴压性能研究

基于 Spring 框架的 IoC 微内核的实现机制与应用
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创新研究探析

校园一卡通系统建设方案设计与实施

城市低碳发展水平及关键领域碳排放实证研究

——基于天津市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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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超

年(期)
2007(3)
2008(6)
2009(5)
2011(1)
2007(6)
2007(4)
2009(4)
2008(5)
2009(6)
2008(3)
2008(2)
2009(1)
2007(2)
2008(6)
2008(2)
2007(3)
2007(3)
2008(3)
2007(6)
2008(2)
2007(2)
2008(2)
2009(1)
2009(4)
2011(3)
2008(1)
2009(5)
2007(3)
2007(6)
2008(1)
2009(4)
2007(1)
2007(6)
2008(1)
2009(1)
2009(3)
2010(1)
2010(4)

2011(4)

栏  目
应用技术

电气工程

基础理论

经济与管理

电气工程

应用技术

基础理论

应用技术

经济与管理

教学研究 *
教学研究 *
应用技术

土木工程

电气工程

信息技术

经济与管理

应用技术

教学研究 *
电气工程

土木工程

教学研究 *
教学研究 *
土木工程

经济与管理

教学研究 *
包装科学与技术 *

电气工程

经济与管理

基础理论

基础理论

包装科学与技术 *
土木工程

电气工程

应用技术

土木工程

信息技术

教学研究 *
应用技术

碳排放与低碳技术 *

被引频次

105
3 9
3 2
2 9
2 5
2 4
2 4
2 3
2 3
2 2
1 9
1 9
1 7
1 7
1 7
1 6
1 6
1 6
1 5
1 5
1 4
1 4
1 4
1 4
1 4
1 3
1 3
1 2
1 2
1 2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注：教学研究、包装科学与技术、碳排放与低碳技术栏目归为其他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