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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构建了适用于期刊引用网络的 ＨＩＴＳ（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ｉｎ
ｄｕｃｅｄｔｏｐｉｃｓｅａｒｃｈ）算法，利用２００６年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
数据库（ＣＳＴＰＣＤ）分别计算所有及化学类统计源期刊的权威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与中心（ｈｕｂ）值，并与影响因子进行了对比研究，
讨论了ＨＩＴＳ算法用于期刊评价的优缺点以及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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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评价方法很多，其中引文分析是被广泛使用

的一种。１９６３年 Ｇａｒｆｉｅｌｄ提出影响因子的概念［１］，并

每年出版期刊引证报告［２］。因为影响因子容易理解

并易于获得，所以成为了评价期刊最流行的工具之一。

但是影响因子有其内在不足［３５］，我们姑且不论它选

取２年是否合理，但它把所有的引用视为等同，不管这
次引用是来自一篇高质量文章还是一篇低水平文章，

其不合理是不言而喻的。

随着网络的兴起，网络信息量的不断膨胀，人们对

于快捷准确地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如何把用户需求的信息按重要性、相关性的大小

排序提供给用户是搜索引擎重点考虑的方向，有不少

研究人员提出了网页排序的很多算法，其中很有名的

是 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６］提出的 ｈｙｐｅｒｔｅｘ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ｏｐｉｃ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ＴＳ）算法。ＨＩＴＳ算法利用网页的入链和出链（类
似论文间的被引与引用）产生２个分数，即权威（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ｙ）值和中心（ｈｕｂ）值，它是建立在一个相互依存
的循环的假设之上的，认为一个指向好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
的网页是个好的 ｈｕｂ，而一个被好的 ｈｕｂ指向的网页
是个好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的网页［６］。ＨＩＴＳ算法与影响因子

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是考虑入链网页的多少，还

考虑入链的网页的重要性。

尽管说期刊引用网络与网页链接网络存在不少差

异，但是期刊引用网络与网页链接网络均可看作是个

有向图，有向图的一个节点代表一个期刊或网页，节点

间的连线代表期刊的引用关系或者网页的链接关系。

因此，利用ＨＩＴＳ这种源自网页排序的算法来进行期刊
排序从理论上讲是完全可行的。ＨＩＴＳ算法不但考虑了
期刊被引用的次数，还区分了引用期刊的重要性，与影

响因子单纯考虑期刊被引用次数相比无疑更合理些。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取自２００６年中国科技论文与
引文数据库（ＣＳＴＰＣＤ），包含１７２３种中国出版的中英
文科技期刊。我们计算了全学科统计源期刊以及化学

类期刊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和 ｈｕｂ值，并与影响因子进行了
对比研究，讨论了ＨＩＴＳ算法的优缺点以及适用范围。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期刊引用网络与网页链接网络　期刊引用网络
与网页链接网络本质上相同，但二者存在不少差异，最

主要的有２个：一个是期刊引用网络中一个期刊可以
引用另外一个期刊很多次，而一个网页只能链接另外

一个网页１次；另一个是在期刊引用网络中期刊绝大
多数是存在自引的，而且自引率还不低，在 ２００６年
ＣＳＴＰＣＤ的数据中，１７２３种期刊的平均自引率是
１９８９％［７］。因此，网页链接网络矩阵和期刊引用网络

矩阵在表现形式上会有一些不同。如果用矩阵表示的

话，ＨＩＴＳ算法的网页链接网络矩阵Ｌ［６］可以表示为：

Ｌｉｊ＝
１，如果网页ｉ链接了网页ｊ，
０，网页ｉ未链接网页ｊ{ 。

（１）

而ＨＩＴＳ算法期刊引用网络矩阵Ｌ可以表示为：

Ｌｉｊ＝
ｍ，如果期刊ｉ引用了期刊ｊ共ｍ次，
０，期刊ｉ未引用期刊ｊ{ 。

（２）

在式（１）中，因为网页自己不能链接自己，所以Ｌｉｉ＝０，
而在式（２）中，Ｌｉｉ＝ｍ，其中ｍ为期刊ｉ的自引次数。
１２　适用于期刊引用网络的 ＨＩＴＳ算法　Ｋｌｅｉｎｂｅｒｇ
认为，搜索开始于用户的检索提问，每个页面的重要性

也依赖于用户的检索提问，而 ＨＩＴＳ算法利用网页链
接结构来决定网页的重要性，它利用网页的入链和出

链产生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和 ｈｕｂ值这２个分数。ＨＩＴＳ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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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就是通过一定的计算（迭代计算）方法以得到

针对某个检索提问的最具价值的网页，即排名最高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它可以用以下公式［６］表示：

ｘｉ
（ｋ）＝

ｊ：ｅｊｉ∈Ｅ
ｙｊ
（ｋ－１），

ｙｉ
（ｋ）＝

ｊ：ｅｊｉ∈Ｅ
ｘｊ
（ｋ），　 ｋ＝１，２，…。 （３）

式（３）可以用矩阵形式改写［８］为：

ｘ（ｋ）＝ＬＴＬｘ（ｋ－１），　 ｙ（ｋ）＝ＬＬＴＬｙ（ｋ－１）。 （４）
式中Ｌ为式（１）表示的矩阵，ｘ（ｋ）和 ｙ（ｋ）表示在ｋ次迭
代计算得出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与ｈｕｂ值。式（４）是针对网
页链接网络而言的，矩阵 ＬＴＬ决定了网页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值，矩阵ＬＬＴ决定了网页的 ｈｕｂ值，但对于期刊引用
网络来说，式（４）中Ｌ不是式（１）所表示的矩阵，而是
式（２）所表示的矩阵。根据式（４）算出的是某期刊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和ｈｕｂ值实际上是这个期刊所有论文的这
２个值之和，这类似于文献计量学中期刊总被引频次
概念。在２００６年的ＣＳＴＰＣＤ中，期刊载文量的差异很
大，载文量最多的期刊４５６６篇，最少的仅１６篇［７］，因

此我们在考察期刊权威性时还应考虑期刊的载文量大

小，借鉴影响因子思想，如果某期刊发表论文的平均的

权威性较高，可以认为此期刊的权威性较高。那么期

刊Ｊ在ｎ年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和ｈｕｂ值可以定义为：

ＨＩＴＳｘｎ（Ｊ）＝
ｘｎ
（ｋ）

ｐｎ－１＋ｐｎ－２
，ＨＩＴＳｙｎ（Ｊ）＝

ｙｎ
（ｋ）

ｐｎ－１＋ｐｎ－２
。 （５）

式中：ｘｎ
（ｋ）与 是利用式（４）算出的值；ｐｎ－１＋ｐｎ－２为期

刊Ｊ在 ｎ－１和ｎ－２年发表的论文总数。
１３　期刊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和ｈｕｂ值算法计算步骤

１）构建期刊引用网络矩阵。为讨论 ＨＩＴＳ算法在
不同环境下的应用，我们分别构建了所有统计源期刊

和化学类期刊的引用网络矩阵。所有统计源期刊引用

网络矩阵的构建过程为：选取 ２００６年 ＣＳＴＰＣＤ中
１７２３种的期刊，根据式（２）构建一个１７２３×１７２３的矩
阵，矩阵的行与列均表示期刊，其中的值代表这行的期

刊引用这列的期刊的次数，主对角线代表期刊自引次

数。化学类期刊引用网络的构建过程为：选取２００６年
ＣＳＴＰＣＤ中所有化学类期刊以及引用过这些期刊的其
他相关领域的期刊，再根据式（２）构建矩阵，矩阵的行
与列均表示期刊，其中的值代表这行的期刊引用这列

的期刊的次数，主对角线代表期刊自引次数。

２）迭代计算。构建好期刊引用网络矩阵后，采用
式（４），利用幂法运算求矩阵 ＬＴＬ与 ＬＬＴ的最大特征
值，利用式（５）即可得期刊的 ＨＩＴＳｘｎ（Ｊ）和 ＨＩＴＳｙｎ（Ｊ）值。
计算矩阵最大特征值时用Ｍａｔｌａｂ软件，收敛值取１０－８。

２　结果———ＨＩＴＳ与影响因子对比研究

　　我们利用得出的１７２３种期刊的 ＨＩＴＳｘｎ（Ｊ）值与期

刊的影响因子，考察了 ＨＩＴＳｘｎ（Ｊ）值与期刊的影响因子
Ｐｅａｒｓｏｎ线性相关系数，经过ＳＰＳＳ统计分析软件分析，
两者间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线性相关系数为０．２３０５，这说明这
两者间相关性较小。也就是说，影响因子高并不代表

其ＨＩＴＳｘｎ（Ｊ）值就高，因为如果大多数引用都是不重要
的引用的话，其影响因子可能会高，但其ＨＩＴＳｘｎ（Ｊ）值不
会高；而ＨＩＴＳｘｎ（Ｊ）值高也不代表其影响因子就一定高，
因为如果被引用次数不多但都是重要的引用的话其

ＨＩＴＳｘｎ（Ｊ）值也会很高，但影响因子会很低。
在影响因子算法中，每次被引用是同等看待的，被

引用次数越多，其影响因子越高，并不考虑不同引用间

的重要性差别，因此可以认为影响因子是一种流行性

的测度。与影响因子不同的是ＨＩＴＳｘｎ（Ｊ）不但考虑了被
引用的次数，还对不同引用间的重要性差别进行区分，

因此可以认为其是对权威性的一种测度。ｈｕｂ值高表
明这期刊引用的期刊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期刊利用外部资源能力的大小。

表１显示的是２００６年ＣＳＴＰＣＤ中影响因子、ＨＩＴＳ
算法得出的ＨＩＴＳｘｎ（Ｊ）值与ＨＩＴＳｙｎ（Ｊ）值的前１０位期刊。
从表１明显可见，采用不同算法得出的排序结果有很
大变化。只有《电网技术》和《中国电机工程学报》出

现在影响因子和 ＨＩＴＳｘｎ（Ｊ）这２个数据前１０位中，而
ＨＩＴＳｘｎ（Ｊ）与ＨＩＴＳｙｎ（Ｊ）数据的前１０位中有７刊是２个
数据共同的。从表１中的ＨＩＴＳｘｎ（Ｊ）与ＨＩＴＳｙｎ（Ｊ）数据可
见，排前１０位的基本属于动力与电力工程类期刊，这
是因为 ＨＩＴＳ算法是基于查询主题的一种算法，如前
所述，其计算为一个循环过程，存在一个主题不断加强

的过程。在动力与电力工程类期刊中有《电网技术》

和《中国电机工程学报》这２刊被引频次较高，而与之
发生引用关系的大部分为同领域期刊，从而导致其权

重大部分向同领域期刊传递，并在传递过程中得到不

断加强，使得同领域中其他期刊的排位靠前。因此，

ＨＩＴＳ算法用于期刊评价要特别注意学科差异，它不是
很适合全学科领域期刊评价。

我们ＣＳＴＰＣＤ中２００６年所有化学类期刊以及引用过
这些化学类期刊的其他领域期刊，根据式（２）构建了化学
类期刊矩阵，利用式（５）计算了化学类期刊的ＨＩＴＳｘｎ（Ｊ）值
与ＨＩＴＳｙｎ（Ｊ）。我们利用得出的３４种化学类期刊的ＨＩＴＳｘｎ
（Ｊ）值与期刊的影响因子，考察ＨＩＴＳｘｎ（Ｊ）值与期刊的影响
因子Ｐｅａｒｓｏｎ线性相关系数，经过ＳＰＳＳ统计分析软件分
析，两者间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线性相关系数为０．３４２８，这说明这
两者间相关性较小，但与所有期刊引用网络得出的结果

相比，相关性要稍大些。其前１０位的期刊见表２。可以
看出，化学类期刊中影响因子与ＨＩＴＳｘｎ（Ｊ）值的前１０位列
表中共有７个期刊是共有的，其排序有较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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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６年ＣＳＴＰＣＤ影响因子、ＨＩＴＳｘｎ（Ｊ）与ＨＩＴＳｙｎ（Ｊ）前１０位的期刊

排名
影响因子

数值 刊　名　　
ＨＩＴＳｙｘｎ（Ｊ）

数值×１０５ 刊　名　　
ＨＩＴＳｙｎ（Ｊ）

数值×１０５ 刊　名　　
１ ２．８５７ 电网技术 ３７．８３ 电网技术 ３８．２５ 电网技术

２ ２．６４９ 岩石学报 ３６．３９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２８．７８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３ ２．５８７ 实验技术与管理 ６．０３ 电力系统自动化 ５．１４ 电力系统自动化

４ ２．５３７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 ２．６９ 高电压技术 ４．４２ 高电压技术

５ ２．４５５ 中国沙漠 ２．１３ 电工技术学报 ３．８４ 电工技术学报

６ ２．４４４ 中国公路学报 ２．０５ 电工电能新技术 ３．５２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

７ ２．３３１ ＰＥＤＯＳＰＨＥＲＥ １．４７ 动力工程 ３．４ 继电器

８ ２．３２６ 地质学报 １．３６ 中国电力 ３．３８ 现代电力

９ ２．３０２ 地理学报 １．２３ 继电器 ３．１９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１０ ２．２１２ 地质科学 １．１４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学报 ３．１２ 电力自动化设备

表２　２００６年ＣＳＴＰＣＤ中化学类期刊影响因子、ＨＩＴＳｘｎ（Ｊ）值与ＨＩＴＳｙｎ（Ｊ）值前１０位的期刊

排名
影响因子

数值 刊　名　　
ＨＩＴＳｘｎ（Ｊ）

数值×１０６ 刊　名　　
ＨＩＴＳｙｎ（Ｊ）

数值×１０６ 刊　名　　
１ １．１０６ 燃料化学学报 ５５．８６１ 燃料化学学报 １．７９２ 燃料化学学报

２ ０．９７８ 化学进展 ０．８１７ 高分子学报 １．０２３ 高分子通报

３ ０．９７７ 催化学报 ０．６１３ 煤炭转化 ０．２４１ 化学学报

４ ０．９６８ 化学学报 ０．５８３ 化学学报 ０．１２１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５ ０．９６ 分析化学 ０．５５８ 化学进展 ０．０６１ 分析试验室

６ ０．９５７ 物理化学学报 ０．５１５ 物理化学学报 ０．０５２ 煤炭转化

７ ０．９２５ 分子科学学报 ０．５０１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０．０３５ 物理化学学报

８ ０．８６５ 高分子学报 ０．４９７ 中国科学Ｂ ０．０３１ 化学进展

９ ０．８５１ 无机化学学报 ０．４６ 应用化学 ０．０２１ 催化学报

１０ ０．７８５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０．４２４ 催化学报 ０．０１９ 分子科学学报

　　图１中是化学类期刊影响因子与其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的
散点图（因《燃料化学学报》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比其他期刊
的值大太多，放在图中不利于观察其他期刊的情况，所

以删除了该刊）。上方大椭圆中的期刊表示影响因子

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均较大，这表明这些期刊不但流行性高，
权威性也高，它们的代表是《燃料化学学报》《高分子

学报》等。下方小椭圆中的期刊表示影响因子较大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较小，这表明这些期刊流行性高，权威性
低，比较典型的有《分子科学学报》等。

图 １　化学类期刊影响因子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散点图

３　讨论与结论

　　影响因子作为一个流行的期刊评价工具，有易理
解和结果易获取的优点，但其只考虑被引数量而不区

分不同被引重要性的算法不是很科学合理，它反映的

是一种期刊的流行程度，还不能完全反映一种期刊的

权威性。ＨＩＴＳ算法正好弥补了影响因子评价的弊端，
它综合考虑了引用次数和引用质量，更能客观地反映

期刊权威性。通过考察期刊影响因子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的
不同关系，可以反映期刊的流行度和权威度。

ＨＩＴＳ算法带来了２个值，其中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值反映的
是期刊的权威性，ｈｕｂ值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期刊利
用外部资源能力的大小。

ＨＩＴＳ算法最初设计是基于查询主题的网页排序
用的，所以，在用于期刊引用网络时还要进行适当的调

整，并注意其适用范。从我们的研究来看，用 ＨＩＴＳ算
法进行期刊评价，要特别注意学科差异，它比较适合分

学科的期刊排序，而并不很适合全学科的期刊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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