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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正态化处理的期刊学术影响力研究

刘贵伟　彭彩红　赵福荣
（《大连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１１６０３４，辽宁大连）

摘　要　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评价的重要指标———总被引频
次和影响因子都是以某一时间段期刊发表的单篇论文被引次

数为基础数据进行测算的，由于基础数据的非正态分布性，必

然造成测算结果失真。该文提出一种基于基础数据正态化处

理的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构想，以期能够全面、客观、动态地反

映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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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国家科技评价体系和科研量化考核体系

中，把研究论文的产出量和刊载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作

为重要指标，加之国家对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养

质量要求的提高，作为刊载研究成果平台的科技期刊发

展也很迅速，然而，科技期刊学术质量与学术影响力的

大小却有很大差别。如何能够客观评估科技期刊的学

术影响力，同人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值得

借鉴和参考的成果［１４］。笔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提出

了对指标基础数据进行科学处理，形成基于数据正态化

处理后的期刊学术影响力测算构想。

１　问题的提出

　　在现行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和科研绩效考核体系
中，存在着这样２种现象：一是科研绩效评价中关于论文
的考核往往以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作为论文水平的高低

来衡量作者的学术水平［５］。极端情况下，可能该作者的

论文根本无人关注，因没有被引用的价值，根本没有被引

用。二是科技期刊评价中更多地依赖少数高被引论文的

引文频次，来提升整个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或不恰当引

用来人为提高影响因子。极端情况下，可能是极少数论

文引用频次高，而绝大多数论文根本没有被引用。正像

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不能以科技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考查论

文、评价作者学术水平一样，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的评价

也要弱化极少数论文的高引文频次对整个期刊的影响。

这样，对引文频次数据进行科学处理就显得十分必要。

２　数据处理的理论依据

　　从数理统计学角度讲，只有当被研究对象是正态
分布时，其平均数才有充分的意义。科技期刊发表论

文的引用频次随机性很大，根本不能呈现正态分

布［６］，因此，对这样一组不能呈正态分布的数据进行

绝对的平均值计算和绝对的累加都会失去其真正的现

实意义。如何能让一组非正态分布的数据变成正态分

布，数学上有一种科学的处理方法就是对其取对数。

这样处理后，再进行计算就能弱化个别极端离散的数

据对结果造成的影响，而使结果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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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期刊影响因子的处理

　　为了既方便研究又能直观地说明问题，我们选取２
种样刊作为研究对象。样刊Ａ、样刊Ｂ在统计年前２年
发表的１０篇论文和统计当年被引用情况如表１所示。
按照影响因子（Ｆｉ）的定义，从表１可以直接得出２种
样刊的影响因子ＦｉＡ＝ＦｉＢ＝３３．６。

表１　样刊引用频次和经正态化处理后的数据表

论文编号
引用频次

ｎＡ ｎＢ

正态化处理数据

ｌｇｎＡ ｌｇｎＢ
１ ８ ４０ ０．９０３ １．６０２
２ １ ６０ ０．０００ １．７７８
３ ２５ ２５ １．３９８ １．３９８
４ １ ５０ ０ １．６９９
５ ４０ ４０ １．６０２ １．６０２
６ ２ ９ ０．３０１ ０．９５４
７ １ ３５ ０ １．５４４
８ ２４６ ３２ ２．３９１ １．５０５
９ ３ ７ ０．４７７ ０．８４５
１０ ９ ３８ ０．９５４ １．５８０

对单篇论文引用频次进行正态化处理后，２种样
刊的数据见表１。这里不妨根据影响因子的概念，将
经处理后测算出的影响因子定义为“正态影响因子”，

记为Ｆｉｌ。从表１可以得出，ＦｉｌＡ＝０．８０３，ＦｉｌＢ＝１．４５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２种样刊尽管影响因子相

同，但学术影响力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经过正

态化处理后的正态影响因子却不相同，两者的正态影

响因子值相差较大，这与２种样刊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这也验证了数据处理的科学性和方法的可靠性。

这一问题处理的结果，与美国科学家 Ｊ．Ｅ．Ｈｉｒｓｃｈ
于２００５年８月提出的一项新的文献计量指标即 ｈ指
数指标的思想有相近之处。某一期刊的ｈ指数是指该
刊在一定的时间窗口内发表的论文至少有ｈ篇的被引
频次不低于ｈ次，其余论文的被引频次不大于ｈ次［７］。

一般而言，ｈ指数越高，其学术影响力就越大。
文献［８］显示，一般被引半衰期平均在５年以上，

因此，建议在应用正态影响因子时可以直接采用５年
的数据，测算５年正态影响因子 Ｆｉｌ值。这样，既可以
满足统计学上的大样本的可靠性要求，同时一篇论文

的被引用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引的可能性会下降，

其对数值也趋于稳定，从而使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的

评价结果能够更客观、更真实。

４　总被引频次的处理

　　目前，总被引频次是指某期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
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的统计刊源中被引用的总频

次。这是文献计量中一个基础性的指标，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该刊在学术交流中总体被使用和受重视的

程度。实际上该指标是某期刊自创刊年开始，到统计

当年各年度论文被引用频次的累加。为了尽可能地消

除或弱化个别年份或非正常情况引用对期刊学术影响

力评价的干扰，也可将各年总被引频次数据分别取对

数，然后再进行累加，得出正态总被引频次。

５　结语

　　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研究，对客观评价期刊、正确
引导期刊发展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数据选取和处

理的科学性、方法的可靠性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也

是能够得出全面、客观评价结果的重要前提。笔者的

工作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更深入、系统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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