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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H9数据库的 "]WU及其修正指标 "]WU% 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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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科技期刊研究中心%QR*&&*$河南省新乡医学院%,(-./0$1.34?H75.>GG8:3

%" 新乡医学院管理学院%QR*&&*$河南 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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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GHA:2]GA-.0/X2@ W-?.:N?2AU.?2A#"]WU$!%&'&年由荷兰莱顿大学教授B23_ 8̀DG2@提出!旨在对期刊进行跨学

科比较" "]WU同时考虑到引文和被引两方面的影响!将数据库的文献覆盖率计入考虑!通过严密的学科标准化算法使其成为

一种专业性强%计量稳定%学科规划细致的评价指标" %&'& 年 ":G?H9数据库推出 "]WU后引发对学科标准化的广泛讨论!%&'%

年莱顿大学的EH@G;.0N-.3提出 "]WU的修正算法 "]WU%!对标准化%引文统计等做出修正" 本文对 "]WU的计量方式及其

%&'%年发布的修正算法 "]WU% 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关键词$$":G?H9数据库$"]WU$"]WU%$学科标准化

$$"]WU!"GHA:2]GA-.0/X2@ W-?.:N?2AU.?2A"是 %&'& 年由

荷兰莱顿大学进行研究%由 ":G?H9数据库发布的新评价指

标& "]WU通过分析不同学科论文引文特征)计算学科论文

引用潜力和对引文频次进行标准化处理%以达到对归属不同

学科期刊进行跨学科评价的目的& 这种跨学科的评价方式

弥补了影响因子和 > 指数对不同学科期刊评价上产生的不

公正''%%(

& 在期刊评价方面几种评价指标相结合印证是比较

好的方式'*(

& 因此在 W"W数据库的 F#!占据主流评价体系

的同时%":G?H9针对影响因子和 >指数的评价中未涉及的两

个问题%即无法评价引文期刊的影响力和权重及无法反映不

同学科的引文特征%提出 "F!和 "]WU两个新的期刊评价指

标& "F!针对权重问题%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关

注'Q(

%"]WU作为解决不同学科引文特征的评价指标在 %&'&

年发布后同样引发广泛的讨论& 现仅就 "]WU研究的最新进

展综述如下&

'$"]WU理论基础

!"!#标准化算法

期刊论文引文和被引间蕴含的引证关系及学科间引证

特征的差异一直是计量学关注的焦点之一& 关于归属不同

学科的论文引文方式在 %& 世纪中后期就引起学者们注

意'R(

& '+S% 年K.AO/20@

')(提出不同学科存在不同的引用潜力

!:/N.N/G3 ?GN23N/.0"%并指出可以使用学科中论文的篇均引文

数计量来避免学科间引用时滞)被引峰值和被引半衰期所带

来的差异& 计量学研究者对减少影响因子 中的学科差异进

行过研究'S%P(

%同时也进行影响因子算法外其他的学科标准

化研究& '++R 年莱顿大学提出可以使用一种标准化的指标

对归属不同学科的论文进行评价'+(

%DG2@ 和 "-.00在 %&&P

年提出进行过标准化处理的影响因子补充指标 T̀ !.H@/23:2

O.:NGA"%并在实证研究中证明进行学科标准化后的 T̀ 与影

响因子相关度很高%是有效的评价指标''&(

& 其后%DG@2综

合了IG002

'''(提出的使用 U.42!.3_ 算法对影响因子进行权

重分析)UH@GM_/3

''%(提出在引文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百分位数

排序对期刊进行分析)B/A9:>

''*( 提出的 > 指数及后续的

IA.H3

''Q(的 >型指数等多种理论成果%于 %&'& 年发表了能够

进行跨学科评价的新指标 "]WU

''R(

& "]WU从引文和被引两

个方面进行计量%将作者的引文特征)引文影响力的增长趋

势)数据库收录范围对引文影响都计入考虑范围%能够对来

源于不同学科的期刊进行横向比较&

!"'#学科归属

相较于标准化算法的不同%学科划分的标准和分类更为

复杂&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评价体系以及数据库之间学

科划分不尽相同'')%'S(

& 期刊的学科归属情况更为复杂%目前

主流的两种分类方式$一种为直接对期刊进行归类%例如中

国图书资料分类法)W"W数据库中的 F#!学科划分等& 这样

的学科分类简单明了%但难以对综合性期刊和子学科期刊进

行准确归类%数据库和国家学科分类方法的不同会对评价指

标产生明显影响''P(

*第二种期刊学科归属基于期刊刊载论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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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引文来源和被引数据进行分析%这样计算比较烦琐%对

数据获取有较高要求''+(

%但对期刊学科归属规划更为细致

准确'%&(

& "]WU通过计算引文合集的方式对期刊学科进行归

类%在跨学科和综合性研究期刊分类上能够取得更准确的

结果&

"]WU期刊的学科归属由一定时间段内引用该期刊的论

文集决定& 因此在不同的统计年中期刊学科归属不恒定%可

能会随着出版时间和期刊发表论文的侧重点的不同而有所

变化& 依据这种分类标准%":G?H9把期刊划分为 %S 个大学

科和 **& 多个子学科类别'%'(

%归属大学科的期刊可在数据

库直接列表查询%归属子学科的分类数据列表仅对研究小组

开放%不能直接在数据中通过分类方式显示&

%$"]WU的结构特征及数学表达

'"!#统计文献源

为保证引文分析的科学性%在选择数据类型的时候排除

比较特殊的文献如新闻)编辑述评)信稿和个人简介等%仅统

计经过同行评议才能发表的文献类型%即科研论文!.AN/:02")

会议论文!:G3O2A23:2?AG:22@/349?.?2A"和综述!A2M/21"* 种

文献& 在下文的论述中将使用+论文,指代这 * 种文献&

'"'#引用潜力和数据库引用潜力

不同学科的引文数量和时滞存在差异%例如医学类期刊

论文的引文数量较多%数学类期刊的引文数量较少%这种学

科引文特征代表了不同的引用潜力& "]WU计算的引用潜力

可以定义为该学科论文的篇均参考文献数量& 如在统计时

间段内引用期刊[的论文有-篇%

/

A

[

是其论文参考文献的数

量%则该期刊归属的学科领域的引用潜力!

[

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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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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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学科的引用潜力进行标准化计算是 "]WU能够对

期刊进行跨学科比较的基础& "]WU计算的引用潜力即某学

科论文篇均引文数量& 考虑到不同数据库收录学科论文数

量和种类可能对指标计算产生的影响'%%(

%DG2@ 采用数据库

引用潜力对 "]WU进行运算& "]WU采用 ":G?H9数据库作为

数据来源%因此计算中应用的引用潜力其实是 ":G?H9数据库

的学科引用潜力& 即在统计时段内内引用期刊[的论文有-

篇%

/

A

[

是其论文参考文献的数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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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粗计量篇均影响

粗计量篇均影响!!.1W-?.:N?2AU.?2A% !WU"是 "]WU计

算中的分子部分& 它可以定义为期刊在统计年中%前 * 年发

表的论文在统计年的篇均被引频次%可以把 !WU看成是 * 年

的影响因子& 如期刊[在 * 年间发表的论文 T

[

在统计年共

计被引频次#

[

%期刊的粗计量篇均影响!WU

[

$

!WU

H

I

#

H

T

H

!*"

'"9#相对数据库引用潜力

$$数据库引用潜力!L.N.<.92#/N.N/G3 UGN23N/.0% L#U"值的

中位数定义为 '%通过标准化计算可得出不同学科的!20.N/M2

L.N.<.92#/N.N/G3 UGN23N/.0!!L#U"值%这种运算方式在之后的

比值计算中通过!L#U的不同来平衡不同学科间的 !WU值&

由于!L#U的计算较为粗略%在 %&'% 年对 "]WU指标的修正

中 "]WU% 取消该值的运算&

'":#篇均来源标准化影响

篇均来源标准化影响!"]WU"

即!WU与!L#U的比值%可表示为$

"]WU

H

I

!WU

H

!L#U

H

!Q"

*$"]WU引发的标准化争议

学科标准化研究是一个长期课题%目前主流的标准化方

法主要有相对影响指标)百分位数和引文分数统计'%*(

%"]WU

属于相对影响指标范畴& 计算相对影响指标的时候可以通

过总和比率方式!.N/GGO"H-9!!""计算%即先计算论文的平

均被引频次再计算参照标准的期望被引频次*或比值平均方

式D2.3 GO!.N/G9!D!"计算%即先计算论文被引频次和期望

被引频次的比值%再求平均值& 莱顿大学提出皇冠因子属于

D!方式& 对于计算方法%,44>2

'%Q(发表论文指出期刊或学

科领域中的被引呈偏态分布%因此使用平均被引频次不能代

表被引分布特征%EH3@<2A4

'%R(指出作为分母的 !L#U是平均

数的中位数%中位数的选择偏差将极大影响最终的计算结

果& E25@29@GAOO在 %&'& 年 "]WU发布后即发表论文标示

"]WU的分子和影响因子除了选取文献范围和时间段不同

外%本质并无差异%引文计算重复)D!计算方式存在缺陷等%

因此不适合作为跨学科的评价指标'%) b%+(

&

DG2@针对这些质疑提出%"]WU是论文级别的计量方法

!?.?2A02M20"%对期刊学科归属划分细致%避免学科重合度

高)重复分类导致的计量偏差*在 "]WU计算过程中同时考虑

到不同数据库覆盖率下学科的引文潜力%不是直接使用 D!

方式进行计算%通过标准化处理的 "]WU指标符合数学规律%

指标计算精确*"]WU和影响因子)> 指数等其他计量指标存

在较强相关性%说明 "]WU评价具有有效性'*& b**(

&

!..3

'*Q(指出虽然对 "]WU的质疑部分有失公正%但也能

从其中找出合理意见对 "]WU进行修正& ;0N-.3在 %&'' 年指

#+*P#

>NN?&VV:[9N?8/[GHA3.098:3$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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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皇冠指标之间缺乏一致性%通过对指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

的论证'*R%*)(和对 >指数的讨论'*S(

%;0N-.3对 "]WU算法进行

修正%新指标的计算更精确)学科标准化也更细致& %&'% 年莱

顿大学发表修正后的 "]WU指标%也被称为 "]WU%

'*P(

&

Q$"]WU% 修正算法

"]WU在计算上存在一些缺陷%例如在期刊归属的学科

中%若统计期刊的论文被某论文引文数量众多的期刊引用%

统计期刊的被引频次仅增加 '%但其归属学科引用潜力将大

幅增加%最终结果反而导致统计期刊 "]WU降低& 在计算方

面%如果结合两种不同期刊的 "]WU数据进行计算%其来源数

据综合后计算出的平均值要低于 % 种期刊 "]WU直接计算的

平均值& 这些特殊案例表示原算法中存在需要改进的部分&

"]WU% 修正分母部分算法%也就是进行学科标准化运算的部

分& 首先%对分母的平均过程进行优化%减少异常值的影响*

第二%引入修正因子确保引文少的期刊可以得到更好的计量

权重*第三%修正算法使 ":G?H9中所有期刊的 "]WU平均值接

近 '%取得更好的标准化程度&

9"!#;&<新算法

学科标准化修正主要集中以下 * 点$第一)计算 L#U时

采用调和平均数代替算术平均数*第二)L#U的计算中除计

算有效引文的来源期刊外%有效引文在来源期刊所占的比例

也列入计算范围*第三)取消!L#U的计算& 新算法中如果 3

代表学科中计入统计期刊的论文数量%A

/

指代第 /本期刊中

有效引文的数量%则L#U可以表示为

L#UI

'

*

J

%

'

7

'

$

'

K

'

7

%

$

%

K1 K

'

7

%

$

%

!R"

修正算法引入了新参数 ?

/

& ?

/

不是固定值%它通过 *

步计算求得$!'"选择归属于某学科期刊的第/篇论文*!%"

统计该论文所属期刊在同年发表的论文数量*!*" ?

/

为含

有有效参考文献!.:N/M2A2O2A23:29"论文在总论文数中所占

比例& 在引用密度高的细胞生物学中%?

/

趋近 '%几乎所有

的文献都包含有效引文*在引用密度低的数学中%?

/

会大幅

低于 '& 引入 ?

/

值可以有效降低低被引密度学科和高被引

密度学科在计量中所产生的差异%类似方法已经在实证研

究中得到证明'*+(

& 这个标准化计算方法延续了 j/NN

'Q&(的

标准化算法&

总体数据乘以 'V* 是为了更好的取得年均 "]WU值& 在

修正算法中%;0N-.3提出依据 * 个假设来计算 "]WU$!'"期

刊可分为若干个集合%每个集合代表一个学科%集合中的期

刊不引用其他集合中的论文*!%"假设每年每个集合中发表

的论文数量相同*!*"每种期刊都包含至少一篇有有效引文

的论文& ;0N-.3 指出现实统计中情况没有假设的这么完

美%但基本类似&

9"'#期刊优化

j/NN指出学科标准化中很难对特殊引用进行规范''&(

%例

如行业期刊)科普期刊中有效引文数量较低%将这些引用计

入分析范围会导致学科 L#U的降低%从而提高该学科归属

期刊的 "]WU& 在修正算法中排除这些引用行为特殊的期刊

即$第一)在 ":G?H9数据库中分类为行业杂志的*第二)在 Q

年间没有连续出版的*第三)统计年该刊中有效引文论文比

率低于 %&h的&

9"4#期刊分类时间变更

原 "]WU的期刊分类将引文时间回溯 P g'& 年%修正算

法将时间缩短到 * 年&

R$"]WU)"]WU% 优势与不足

:"!#%=7<&%=7<' 优势

R='='$跨学科评价

通过对学科引文特征进行标准化处理%可以对期刊进行

跨学科评价& 且新评价指标的结果与经典评价指标如影响

因子相关度非常高'Q'(

%是一种既能准确反映期刊质量%同时

可以避免学科影响的评价指标& i.3:0.5

'Q%(提出%由于 "]WU

能够有效地修正学科差异%因此使用 "]WU来评价有效研究

者的绩效是可行的&

R='=%$数据库覆盖率高

考虑了不同数据库的影响%同一指标采用不同数据库的

数据进行计算差异往往较大& 在来源期刊方面%":G?H9数据

库的期刊覆盖面更广%收录期刊来自 R&&& 余个出版者的

%&R&&余种期刊'Q*(

%收录更多的社会科学和人文期刊%在非

英语期刊数量上远超;2< GO":/23:2数据库& 通过 ":G?H9数

据库计算的 "]WU指标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据 ;0N-.3 统计%

%&&S年 ":G?H9收录的论文中%数据库覆盖率达到了 P&h%因

此通过其计算的数据具有代表性& 而且 "]WU算法在其他数

据库应用中也有较好的表现'QQ(

&

R='=*$仅使用同行评议文献

"]WU只对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进行统计%专业性更强%

使得通过操作论文影响指标的可能降到最低'QR(

%排除了述

评)传记)新闻等文献类型中可能出现的随意引用和自引%降

低了被引计算中可能产生的偏差&

R='=Q$统计 * 年区间论文

限定 * 年作为被引统计区间%比影响因子采用的 % 年更

有利于期刊被引的增长%对数学)工程学)社会科学和人类学

等引文增长慢的学科更为公平'Q)(

& 延长的计量区间同样可

#&QP#

>NN?&VV:[9N?8/[GHA3.098:3$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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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学科出版时滞进行规避&

R='=R$学科分类细化

采用引用论文的合集确定学科范围%可以对期刊学科归

属进行细化分析%有利于对综合性期刊和跨学科期刊进行分

类%为学科标准化计算奠定良好基础&

R='=)$计算精确

计算方式比影响因子和 >指数更复杂精准%受引文中异

常值和特例的影响较小%能够很好地避免自引和综述在引文

上对评价指标的影响&

R='=S$免费获取

没有订购 ":G?H9数据库的机构或个人可以在莱顿大学

[GHA3.0/3@/:.NGA98:G-网站和爱思唯尔 FGHA3.0-2NA/:98:G-免

费获取 "]WU数据&

:"'#%=7<&%=7<' 不足

R=%='$数据来源计算较复杂

"]WU确定有效引用和来源期刊采用循环推定的做法%

数据量和运算量非常大& 影响因子和 > 指数都可通过简单

数据查询而确定%"]WU必须在专业数据库工具支持下进行

计算%个人难以进行计算或核实数据&

R=%=%$受特殊引文行为影响

!WU基于被引频次进行分析%所以在 "]WU和改进算法

"]WU% 中依然会受到某些极高被引论文带给指数的影响&

R=%=*$不能识别单向引用

未解决学科间单向引用带来的误差%例如实用学科单向

引用基础研究带来的引文差异&

R=%=Q$差异性小

相同期刊 "]WU比影响因子集中度高%程小娟'QS(统计的

%&&S年 "]WU在 %% 种不同学科期刊中的表现%"]WU的集中

度远大于影响因子& 修正算法 %&'& 年 "]WU% 统计的 %%Q*Q

种期刊 "]WU% 均值 '=&*

'QQ(

& 期刊 "]WU值差异性小难以体

现不同种类期刊优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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