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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作者多篇文献同被引现象简析

朱　大　明
《防护工程》编辑部，４７１０２３，河南洛阳

摘　要　科技期刊论文中普遍存在某作者多篇文献同被引现
象。对某作者多篇文献同被引现象进行界定和描述，进而从多

个方面分析其原因，并提出有关某作者多篇文献同被引的鉴审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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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的引用和著录是科学论著的有机组成部

分，规范化的科学论著写作、鉴审与编辑都十分重视参

考文献的引用和著录。近些年来，科技编辑界加强了

有关参考文献著录目的、作用、原则、类型、方法和规范

等一系列学术研究，这对促进参考文献引用和著录的

进一步规范化，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具有重要意

义。目前科技期刊、科技论文质量及其学术影响力的

评估、认定都更依赖于引文分析，作者和编辑以及科技

文献工作者对参考文献的引用都备加注重；但由于参

考文献检索搜集、筛选和引用过程比较复杂，引用动机

及其在学术论文中所起作用呈多样性，因此，要做到合

理引用和著录参考文献并对其鉴审并非易事［１］。

对各种引文现象、特征及引文规律进行深入、细致

的研究十分必要，对论文的写作、编辑和文献情报分析

都具有重要作用。鉴于此，笔者对科技期刊中存在的

某作者多篇文献同被引现象作一探讨，供科学研究、著

述、编辑以及文献分析人员参考。

１　某作者多篇文献同被引现象

　　笔者在审稿及浏览已出版的某些科技期刊时注意
到，某些论文同时引用了某作者的多篇文献。这里所

谓的某作者多篇文献同被引是指，某作者（包括合著

者）２篇（含２篇）以上文献同时被某篇论文引用的现
象（不包括自引）。为考察这一引文现象的普遍性，笔

者从本单位图书馆科技期刊开架阅览室随机抽取３０
种学术期刊，主要是工程类中文核心期刊或中国科技

核心期刊，再随机抽取其中４５５篇论文，发现有２４３篇
论文参考文献表中某作者 ２篇文献同被引，约占
５３４％，有９０篇论文参考文献表中某作者３篇论文同
时被引，约占１９．８％。可见，某作者多篇文献同被引
并非个别或偶然现象，具有普遍性，值得探讨。

２　某作者多篇文献同被引的原因

２１　被引文献方面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文献的相互
引用是由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研究活动规律所决定

的［２］。由于科学研究的相关性、继承性和连续性，同

时被引用的多篇文献往往是某课题或研究方向具有相

当深度和广度的系列研究成果，或是同一作者围绕某

课题在不同时期取得的研究成果，其间存在相关性或

连续性和系统性。当其他作者以某论题检索相关文献

时，这些同一作者的系列研究文献往往能同时被检索

到，并很有可能同时被引用。

２２　被引文献作者方面的原因　发表多篇论文并被
引用的作者大都是某一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的资深专

家或学术带头人。由于科研资历较长、科研成果积累

较多，已确定了比较稳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在该

领域已发表相当数量的专题研究论文，包括作者早期

的文献、出版的专著或近期发表的论文，尤其是一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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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者或学术权威早期发表的经典性论著在多年后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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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与其新近发表的论文同时被引用。从期刊核心著者

角度看，其论文作者往往是某期刊的核心著者群，是期

刊所属学科科研的骨干力量，某期刊的核心著者群论

文产出量较高，其被引用的可能性往往较大且被引频

次高。此外，由于高产作者自引率一般也较高，其文后

参考文献表中自引的相关文献也为他人引用相关文献

提供了引文索引。

２３　论文类型方面的原因　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大
致可分为原创研究性论文、综述性论文和学术讨论性

论文。其中综合论述（综述）型论文的主要内容是作

者在广泛占有某学科或专题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

上，综合介绍、分析、评论某专业或学科领域一个时期

以来的研究成果和发展水平，并表明作者自己的观点

或创新性见解，对未来发展作出展望，提出建设性的意

见和建议；因此，综述论文的显著特点是引文数量较

多，势必涉及在某专题或学科领域某些多产作者的多

篇文献。而一些内容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性论文，往

往需要在引言中比较详细地阐述相关研究背景以及研

究中存在的问题，也会涉及在某专题研究方面权威作

者近期发表的多篇相关文献或系列文献。学术讨论性

论文是针对某作者已发表的论文观点进行商榷、质疑、

争论或探讨，为揭示其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也往往要

引用其多篇相关文献或系列研究文献，甚至可能引用

其早期发表的相关文献。相比而言，综述性论文中某

作者多篇文献同被引现象出现的频率较高。

２４　研究领域方面的原因　某课题或研究领域比较
冷僻，非热点研究课题，涉猎人员较少，或是因某作者

在某领域所作的新的开创性研究而成为在该领域的权

威或学术带头人，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但同行较少，

相关研究成果和文献数量也较少。他人在后续研究中

势必对其引用较多，同时也说明引证文献与被引证文

献的研究领域或研究课题关系比较密切。

２５　论文作者方面的原因　在一定范围内，某作者多
篇文献同被引现象是合理的；但过多则可能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作者科研信息的贫乏或信息源的单一狭窄，

检索、收集和积累专业文献资料的能力和水平有限，相

应地令人对其科研成果的起点、深度和广度表示怀疑。

更可能由于学术失范或某些功利目的，如以多引用某

知名专家文献作为自己论文的招牌，或为拼凑引文数

量而“罗列引用”［３］，从某作者文献文后参考文献表中

转引其自引文献，或研究生过多引用其导师的文献，甚

至可能存在合作者或同行朋友之间为提高被引频次而

“互惠引用”［４］。

３　鉴审原则与建议

　　１）本文指出的某作者多篇文献同被引现象是对

新近出版的涉及多种学科的核心期刊随机抽样统计得

到的，故具有普遍性，可为编辑稿件鉴审、期刊评价和

文献计量分析提供客观的参考依据。即统计意义上看

这一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有其相对合理性和必然性，同

时被引的某作者的多篇文献只要遵循“参考文献引用

原则”［５］，确是合理引用并在引用文献中发挥了必要

的“学术论证功能”［６］，都应明确地标引和著录。这也

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科学研究的继承性和关联性，并反

映被引文献作者的学术影响力。作者、审稿人以及编

辑和文献分析人员对这种现象应持客观而谨慎的态

度，以利参考文献引证、著录以及引文分析的合理化。

２）由于某作者多篇文献同被引也可能存在为拼
凑引文数量而“罗列引用”或以多引用某知名专家文

献作为自己论文招牌等不当或违规现象；因此，当论文

同时引用某作者文献过多（如超过３篇）时，应注意鉴
审论文作者对相关文献的检索是否全面，学术视野是

否开阔，是否为人为提高被引量而“互惠引用”或为拼

凑引文数量而“罗列式引用”。尤其是若同时被引多

篇文献的作者是本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编辑审稿时

要注意结合论文主题内容，鉴审引文在论文中是否真

正发挥了必不可少的学术论证功能，避免为“显示论

文学术分量”而“盲目崇引”。总体而言，宜适当控制

某作者多篇文献同被引的数量占引用文献数的比例。

３）一般而言，某作者多篇文献同被引说明他在某
研究领域取得的科研成果较多，质量较高，因此，它可

为科技期刊编辑遴选相关专业领域的审稿专家或确定

相关选题的重点约稿对象提供参考依据。科技期刊编

辑应有意识地记录并分析、掌握多篇文献同时被引用

的作者的相关信息或情况，以便供选择、确定审稿专家

或相关选题的重点约稿对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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