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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我国 884 种医学期刊 20 05
一

20 07 年 自引率的统计分析
,

确 定 了我国 医学期刊各年度 自引率的 正常参考

值
,

从而 为界定我 国医 学期刊 的过度 自引提供参考依据
。

调查结果显 示
,

200 5 一

20 07 年我国 医 学期刊 的 自引率分别为

0
.

11 3 士 0
.

12 4
,

0
.

09 9 士 0
.

09 8 和 0
.

0 92 士 0
.

0 89
,

呈逐年下降趋势
,

统计学上差异有显著性(均 为 P < 0
.

0 0 1 )
。

2 0 0 5 一 2007 年
,

我国医学期刊 自引率高限分别为 0
.

3 16
,

0
.

26 0 和 0
.

23 8
。

不同专业 医学期刊 自引率差异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意义 (尸 < 0
.

00 1

或 尸 < 0
.

01 )
,

中医学期刊 自引率最低
,

预防医学期刊最高
。

2 007 年零 自引的期刊共 52 种
,

其被引频 次和影响因子分别 为

26 3 和 0
.

206
,

远低于同年所有医学期刊被引频次和影响 因子 的平均水平
。

由此得 出结论
,

不 同专业 医学期刊 自引率存在较

大差异 ; 20 05
一 2 00 7 年我国医学期刊 自引率分别超过 0

.

3 16
,

0
.

26 0 和 0
.

23 8 即为过度 自引
,

3 个年度分别有 62 种(7
.

01 % )
,

68 种 (7
.

69 % )和 66 种 (7
.

47 % )医学期刊呈现过度 自引
。

期刊维持一定数量的 自引是必要的
,

也是合理的
,

但 自引率过高往

往存在人为操作因素
,

将导致期刊 总被引频次和影响 因子严 重失真
。

关键词 医学期刊 自引率 过度 自引

期刊的影响因子是揭示期刊引证和被引证关系的重要

文献计量学指标之一
,

它对同类期刊影响力的评价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浏
。

因此
,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

用学术期刊的影

响因子直接或间接评价期刊的影响力和学术水平越来越普

遍 厂’一6 ] 。

但是
,

影响因子应用的极端扩大化导致了科研绩效

评价的极端不公平 [v. 8〕。 如有人把影响因子用于论文质量评

价与奖励 [ 9〕、

科研成果评价〔‘“
·

” 〕,

甚至应用于学术职务晋

升
、

研究计划的基金资助和其他的财政支持 [ ’2〕
。

更有甚者

将影响因子用于研究生奖学金的评选 ! ”〕
。

因此
,

任胜利等

曾撰文指出
,

应慎重使用期刊的影响因子评价科研成果〔’4〕。

欧洲科学编辑学会也在其网站上发布了关于影响因子不合

理使用的声明〔”
·

’‘,
。

为了使影响因子更好地用于学术期刊

的评价
,

我们曾经探讨了批判性引用与影响因子的标准化问

题〔”〕
,

但部分期刊的过度自引对期刊真实影响力的负面影

响尚没有得到解决
,

原因在于怎么认定期刊的过度自引
。

本

研究试图通过对 2 00 5 一 2 007 年我国医学期刊自引率的研

究
,

确定我国医学期刊自引率的正常参考值
,

为定量评价我

国医学期刊的过度自引提供参考依据
。

刊
。

应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和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编

制的 20 06
、

20 07 和 20 08 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 (扩刊版 )》

进行 自引率数据采集
。

自引率 = 1 一 他引率
。

他引率来自

《中国期刊引证报告》
。

20 06
一

20 08 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

均收录的医学期刊共 884 种
。

按学科内容分类计数
,

综合医

学期刊 18 5 种(2 0
.

9 3 % )
,

预防医学期刊 96 种 (1 0
.

86 % )
,

中

医学期刊 10 3 种(1 1
.

65 % )
,

基础医学 66 种 (7
.

4 7 % )
,

临床

医学(包括内科学
、

外科学
、

妇产科学与儿科学
、

肿瘤学
、

神经

病与精神病学
、

皮肤病与性病学
、

五官科学 )期刊 370 种

(4 1
.

86 % )
,

药学期刊 64 种 (7
.

2 4 % )
。

采用 SPSS 17 简体中

文版进行统计学处理
。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我 国大陆地区编辑 出版的中
、

英文医学期

2 调查结果

2
.

1 我国医学期刊自引率正常参考值

我国医学期刊 20 05
一 2 007 年自引率的总体水平分别为

0
.

1 1 3 土 0
.

12 4
,

0
.

09 9 士 0
.

09 8 和 0
.

09 2 土 0
.

0 89 (均数 士 标准

差
,

以
x 士 :

表示 )
,

呈逐年下降趋势
,

统计学上差异有显著性

(均为 尸 < 0
.

001 )
。

经 SPS S 样本 K
一

S 分析
,

各期刊 自引率数

据呈正态分布
。

根据专业常识推定
,

期刊自引率的正常参考

值不可能是负值
,

下限只能是零
。

因此
,

只需确定单侧正常

,

新乡医学院 2 00 7 年度科技计划资助项目
,

编号
: Zoo 7 YJ A5 o

6 2 4 一 http : / / z gkj q kyj
.

pe ri o d ieal s
.

n e t
.

e

可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2 00 9
,

20 (4 )



表 1 2 00 5 一 2 0 0 7 年我国医学期刊自引率统计学分析

泛
自引率

期刊类别 期刊数
2(X) 6 2(X) 7

077104060064096D64 079118056100109078一092
.-
.

⋯
0nCUn�八Un曰

102156060081110136一124185%1036637064

值 (高限 )
,

用
x 士 1

.

64
:

确定医学期刊自引率正常参考值的高

限
。

884 种 医 学期 刊 200 5 一 2 007 年 自引率高 限分别 为

0
.

3 16
,

0
.

26 0 和 0
.

23 8
。

因此
, 2 0 05 年自引率超过 0

.

3 16
,

20 06 年超过 0
.

2 60 和 2 007 年超过 0
.

2 38 的期刊均被确定为

过度自引
。

根据这一 标准
,

2005
一 20 07 年分别有 62 种

( 7
.

0 1% )
,

6 8 种( 7
.

69 % )和 66 种( 7
.

47 % ) 医学期刊呈现过

度自引
。

200 5 一 200 7 年期 刊最高 自引率分别 为 0
.

790
,

0
.

8 10和 0
.

62 0
。

2
.

2 20 05 一 2 007 年医学期刊自引率的比较

200 5 一 2 00 7 年我 国医学期刊 自引率见表 l 。

按年度分

别进行配对 t 检验
,

结果显示
,

884 种医学期刊从 2 005 年到

200 7 年
,

自引 率逐 年 下 降
,

差异 有 统计 学 意义 (均 为

尸 二 0
.

00 0 )
。

各类医学期刊也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

配对 t 检

验结果显示
,

各类医学期刊 3 个年度自引率差异多数具有统

计学意义
,

基础医学和药学期刊自引率下降没有统计学意义

(详细统计学处理结果不再列出 )
。

2
.

3 200 7 年度各类医学期刊自引率比较

为了考察不同专业医学期刊自引率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

我们对 2007 年各专业医学期刊自引率进行方差分析和组与

组之 间 的 多 重 比较
。

方 差 齐 性 检 验 显 示 方 差 不 齐

( F 二 7
.

57 5
,

尸 二 0
.

0 00 )
。

单向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

2 007 年各

专业医学期刊自引率有明显差异 ( F = 14
.

829
,

尸 = 0
.

000 )
。

各专业医学期刊自引率多重比较结果见表 2 。

综合医学期刊

预防医学期刊

中医学期刊

基础医学期刊

临床医学期刊

药学期刊

总计

2(X) 5

0
.

08 2 士 0
.

0
.

15 0 士 0
.

0
.

06 0 士 0
.

0
.

119 士 0
-

0
.

138 士0
-

0
.

08 7 士 0
.

0
.

113 士0
.

0
.

06 5 土 0
.

07 9

0
.

12 8 土 0
.

112

0
.

05 7 士 0
.

05 0

0
.

10 2 士 0 07 6

0
.

12 3 士 0
.

110

0
.

08 0 士 0
.

07 3

0
.

09 9 士 0
.

09 8 士 0
.

08 9

表 2 2 0() 7 年各专业 医学期刊自引率差异水平的多重比较 (尸 值)

预防医学

期刊

中医学

期刊

0
.

9 99

0
.

9 18

0
.

00 0

0
.

729

基础医学

期刊

临床医学

期刊
药学期刊

综合医学期刊

预防医学期刊

中医学期刊

基础医学期刊

临床医学期刊

0
.

(X旧

0
.

000

0
.

〕刃

0
.

996

0
.

084

0
.

以碎

1
.

000

0
.

599

0
.

0 00

0
.

0 83

0
.

9 63

注
: 尸 < 0

.

05 代表两类期刊自引率有显著性差异

2
、

4 20 07 年 52 种零 自引率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

20 0 7 年我国零 自引率医学期刊共 52 种
,

各期刊总被引

频次和影响因子见表 3
。

52 种医学期刊总被引频次和影响

因子平均值分别为 263 和 0
.

2 06
。

表 3 2 00 7 年我国 52 种零自引率医学期刊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

期期刊名
‘

瓷
, 影响因子子

⋯ \
‘

器
影

研研⋯撇
‘

嘿
影

研研
JJJ Shan gh ai Sec o nd M ed Uni v 18 0

.

10222

{国
际“辰科纵览 7 9‘ o

·

4 5‘‘

!
山西职工医学院学‘民 1 5, “

·

‘4””

CCChin M e d S e i Jo

urn al 193 0
.

33888
}国际医学放射学杂志

“8 ”
·

’4222 】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
2“ 0

·

06555

JJJ A e u P Tu in a se i 3 0
.

的888 }国际移植与血液净化杂志 “7 “
·

29555 {实用医学影像杂志
“25 “

·

24888
JJJ R e

卿d Co n

trac
ep 2 0

.

加OOO
{国外医学妇产科学分册

843 ”件 9444 {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343 “
·

25888
JJJ T ra d Chin Me d 79 0

.

08 444
⋯国外医学计划生育

/ 牛殖健康分册 ’03 “
·

’7777 {实用肿瘤学杂志
’02 。

·

’6999

555 Ch in a J Car d io l 5 0
.

(X) 000 }国外医学老年医学分册 256 。
,

22333 {首都医药 4巧 “23 999

WWW o r ld J A e u P 一 Mox ib 9 0
.

0 1888
⋯国外医学卫生学珊

826 “
·

85666 {酬生殖卫生学院学报 “ 0
·

。肠肠

癌癌症康复 8 0
.

叨叨 】黑龙江医学 689 ”
·

21777 {现代养生 28 ”
·

03333
安安全与健康医疗保健 69 0

.

06 111 )吉林医药学院学报 ‘30 “
·

21777 }延安大学学报 (医学版) 40 “
·

0oooo
包包头医学 94 0

.

06 666
1家庭忽视钟旬PJ) ’0 0

·

00000 {养生月刊 ‘5 0 00222
当当代医学 11 0

.

印000 }家庭中医药 5 7 。
,

04999 {英国医学杂志 (中文版) 7“ ”
·

‘8666

国国际儿科学杂志 83 8 0
.

55 666
⋯并冈山医专学报 241 ”

·

’2999 {中国城乡企业卫生
“7 ”

·

08222
国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880 0

.

54444 {抗癌 7 0 0 , 555 {中国处方药 “80 “
·

39444
国国际口腔医学杂志 622 0

.

25 222 }辽宁医学杂志 298 “
·

22888 ⋯中国
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 “

·

0 2999

国国际内分泌代谢杂志 1320 0
.

98 000 }美国医学会杂志中文版 “” “脚脚 }中国卫生
’34 0

·

’8222

国国际皮肤性病学杂志 620 0
.

4肠肠 ⋯内蒙古中医药
’04 “

·

04222 }中国药店 45 住 0 3000

国国际消化病杂志 47 2 0
.

43 000
}日本医学介绍 409 “

·

2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国国际心血管病杂志 64 7 0
.

41 444 !山西医药杂志 44 0. 姗姗

⋯
平均值 26’ 0

.

2 0666

3 分析和讨论

3
.

1 关于医学期刊的自引率

近年来
,

sCI 和影响因子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科研绩效

http : / / z
g kj qkyj

.

p e ri o d ie a ls
.

n e t
.

e
盯

评价的各个领域
。

有些期刊为了提高自身的影响因子
,

不得

不采取提高自引的办法来实现
。

在此之前
,

我们一直认为
,

由于期刊片面追求影响因子的提高
,

使得期刊自引率的提高

越来越明显
。

通过这一调查
,

事实并非如此
。 2 005 一 200 7

中国科技期刊研 究
,

2 0 09
,

2 0 (4 ) 6 25



年
,

我国医学期刊 自引率不但没有升高
,

反而有明显下 降
。

各类医学期刊的自引率也全部呈下降趋势
。

可能的原因是
,

我国医学期刊从业人员对待影响因子和 自引越来越理性
,

通

过片面提高自引而提高影响因子这种不正当行为有所改善
。

另外
,

自引率的下降不排除由于数据库收录期刊数量增加
,

使他引率提高而降低了自引率 的可能 ; 再者
,

所有医学期刊

篇均引文数的提高
,

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医学期刊的他

弓}率
,

从而降低自引率
。

李建辉等〔’8〕调查了国外 巧 种医学

期刊
,

平均自引率为 0
.

04 5
。

张玉华等〔’, 〕曾对 200 2 年和

20 03 年国内外科技期刊的自引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对比研究
,

Na
‘u re 20() 2 年和 2 00 3 年 自引率分 别为 0

.

0 13 和 0
.

0 12
,

Sc ic nce 分别为 0
.

0 12 和 0
.

01 1
。

影响因子前 10 位的期刊
,

2 0 02 年平均自引率为 0
.

01 4
,

被引频次前 10 位的期刊平均 自

引率为 0
.

的4
。

而 Big lu
卿 ]报告

,

2 005 年阮
tu re 和 se ienc

e
的

自引率分别为 0
.

0 58 和 0
.

054
,

明显高于 2 0 03 年
。

我国医学

期刊 200 5 一 20 0 7 年平均 自引率分别为 0 1 13 士 0
.

12 4
,

0
.

099

士 0
.

09 8 和 0
.

0咒 士 0
.

089
,

明显高于国外医学期刊
。

三个年

度自引率的标准差都很大
,

分别是 0
.

124
,

0
.

0 98 和0
.

089
,

说

明我国医学期刊 自引率的离散程度较大
,

各期刊之间自引率

参差不齐
。

从表 l 可以看出
,

各专业医学期刊自引率存在较

大差异
,

预防医学期刊自引率最高
,

下面依次是临床医学
、

基

础医学
、

药学
、

综合医学等期刊
,

中医学期刊自引率最低
。

3
.

2 关于期刊的过度自引

过度 自引对期刊的影响因子有明显影响〔’8 ] ,

它使得影

响因子不能真实地反映期刊的实际影响力
。

长期以来
,

关于

期刊的过度 自引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

通过对我国 8 84

种中
、

英文医学期刊的调查
,

确定了医学期刊 20 05 一 20 07 年

自引率正常参考值的高限
,

分别为 0
.

3 16
,

0
.

260 和0
.

238
,

自

引率超过正常参考值的高限者即为过度自引
。

200 5 一 2 007

年过度自引的期刊分别有 62
,

68 和 66 种
。

三个年度 自引率

最高者达 0
.

8 1
。

我们推测
,

凡过度 自引的期刊
,

其自引均有

人为操作的嫌疑
,

不然
,

其 自引率不可能那么高
。

3
.

3 对我国零自引率医学期刊的思考

调查的 8 84 种医学期刊中
,

20 07 年自引率为 O 者共 52

种 (见表 3 )
。

这 52 种期刊中
,

只有
“

国外医学
”

系列 (现多更

名为国际⋯⋯杂志)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相对较高外
,

真

正有影响的寥寥无几
。

之所以有较多的国外医学系列杂志

自引率等于零
,

多是由于该系列杂志办刊宗 旨和内容的特殊

性决定的(因为是国外医学系列
,

它们很少或根本不引用中

文参考文献 )
。

这 52 种医学期刊被引频次平均值(2 63 )远低

于同年所有医学期刊被引频次的平均值 1l2 0( 根据 2 0 08 年

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计算得到 )
,

其影响因子 (0
.

206 )远

低于我们先前报告 的 380 种医学期刊的影响 因子平均值

0
.

科0[z
, 〕

。

这说明
,

多数自引为。的期刊他引也不高
,

所以
,

其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均明显低于医学期刊的平均水平
。

因此
,

我们认为
,

期刊的过度自引和零自引都是不正常

的
。

另外
,

期刊自引率为零从某种意义上
,

反映了期刊作者

一 62 6 一 ht tp
:

//
z

skj q kyj
.

p面od ie als
.

n e t
.

e

留

队伍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

否则
,

不可能没有自引
。

因此
,

期

刊维持一定量的自引是合理的
,

也是非常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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