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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论文生存被引次数的定义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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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编辑学报》和《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０年第
１期发表的论文被引情况的统计分析，总结论文被引的规律性。
将生存分析方法引入论文被引次数的研究，提出学术期刊论文

生存被引次数的概念，并给出论文“寿终”“复活”“复活率”的

概念。采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对生存被引次数的生存率进行估
计。结合实例对所提出的生存被引次数的合理性、应用前景及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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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论文是科研人员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方式，

因而其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就成为衡量该科研人

员研究能力、学术水平和贡献的主要指标［１］。当前，

评价期刊论文水平最常用的指标是期刊影响因子，但

众所周知，期刊影响因子反映的是期刊所刊载论文的

平均水平。与之相比，在特定的来源期刊群中，用单篇

论文的被引次数作为论文的学术质量的评价标准显然

更为合理；然而，论文被引往往在论文发表一段时间后

才开始进入被引的高峰期，一些高水平论文被引可以

持续很多年，论文在未来还有可能被引用，更重要的是

不同论文被引次数的时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单纯以

某个时间段论文的被引次数反映论文的学术质量的说

服力有限；因而，通过某种方法了解一篇学术期刊论文

的“最终被引次数”就变得非常有意义。

本研究从生存分析的角度，提出学术期刊论文生

存被引次数的概念，用以描述学术期刊论文的“最终

被引次数”，进而为学术期刊、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的

评价工作服务。

１　学术期刊论文的生存被引次数的概念

　　生存分析方法是当前统计学研究的热点，生存分
析是对１个或多个非负随机变量进行统计分析，即根
据观测到的数据对１个或者多个非负随机变量进行统
计推断。非负随机变量常用来表示自然界、人类社会

或技术过程中某种状态的持续时间［２］。这里的“时

间”是个抽象的概念，在实际应用中，人们除了可以用

它表示时间以外，还可以用它表示一个轮胎可以使用

的里程，也可以表示一个打印机硒鼓可以打印多少张

纸等。生存分析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也是它的最大优势

就在于它可以处理所谓的删失数据。删失是指在进行

观测或调查时，一个个体的确切寿命无法获得，而只知

道它的一个范围。其中，最常见的删失为右删失，即只

知道个体寿命大于某个常数。

通过分析大量学术论文被引次数的分布，可以发

现学术论文被引是存在统计规律性的。一部分论文没

有被引或者被引次数很少以后就不再被引用了，很大

一部分论文在发表多年以后，尤其是已经有几年没有

被引用以后，被再次引用的可能性也变得很小；与此同

时，还存在这样一批论文：尽管已经发表多年，近年来

却仍然被数次引用。对于那些已经很少被引用的论

文，我们可以用它现在的被引次数来近似表示它的“最

终被引次数”，而对于那些仍在继续被引用的论文，则需

要通过统计推断方法去了解它们的统计规律性。

按照生存分析的观点，如果我们将一篇论文不再

被引用称为“寿终”的话，学术期刊论文的“最终被引

次数”也就是它“寿终”时的被引次数。对于那些仍然

被引用的论文，我们则认为学术期刊论文的“最终被

引次数”删失了。

不同于一般的生存分析问题，一篇学术论文的

“寿终”是不容易定义的；因为即使发表了很多年一次

也没有被引用的论文并不排除在以后有可能被引用，

即本来我们认为已经“寿终”的论文还是有可能“复

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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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提出一个学术期刊“寿终”论文复活率

的概念，即按照我们定义的“寿终”标准，已经“寿终”

的论文复活的概率，在实际应用中，可以用已经“寿

终”的论文复活的总次数与已经寿终论文的寿终总次

数之比来近似表示。这里之所以采用寿终总次数，而

不是论文的总篇数，是考虑到有的论文可能多次“寿

终”。按照某个学术期刊论文“寿终”的标准，对于复

活率不超过某个定值的论文（本文采用１０％），我们称
其“寿终”时的被引次数为生存被引次数。

２　应用实例

２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本文数据来自 ＣＮＫＩ的中国
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和中国引文数据库，检索《编

辑学报》和《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发表的
论文，排除报道、说明等非学术论文内容，共得到《编

辑学报》论文２９篇，《中国科技期刊研究》论文３０篇。
检索所有论文从发表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的被引次数与被
引年份，所有数据均录入２次，并进行比对，对于不一
致的数据，重新查找数据源，予以更正。原始数据的录

入与整理在Ｅｘｃｅｌ中进行。生存被引次数的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
２２　论文被引次数的年度分布　《编辑学报》和《中
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发表的论文，其被引
次数的年度分布见图１。在 ＣＮＫＩ中按发表日期排序
的《编辑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前５篇论文的被引次数
年度分布情况见图２。

注：２０１４年数据为１—１０月被引次数。

图１　论文被引次数的年度分布

图２　《编辑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１期５篇论文的被引次数年度分布

　　《编辑学报》和《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１
期发表的论文都在发表后前几年获得了较多的引用，

之后被引次数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并大概维持在一个较

为稳定的次数，表现出了明显的规律性。而不同论文

的单篇被引次数年度分布差别较大，基本没有表现出

统一的规律，同一篇论文不同年份的年度被引次数展

现出很大的偶然性。

２３　论文的“寿终”情况　本文将一篇学术论文超过
４年不再被引用定义为“寿终”，“寿终”论文的被引次
数即为生存被引次数，尚未“寿终”的论文则可以认为

生存被引次数删失了。论文“寿终”后如果再次出现

被引称为“复活”。《编辑学报》“寿终”的论文出现

“复活”２次，累积寿终３０次，平均每次“复活”后再次
被引１次；《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寿终”的论文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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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２次，累积“寿终”５０次，平均每次“复活”后再
次被引２次，“复活”出现次数较少，而且“复活”后再
次被引次数不大，总体来看对整体的生存函数影响不

大：故可以认为我们定义的“寿终”标准是合理的。

“寿终”次数 ＝［论文连续不被引时间／４］，
“［　］”为取整符号，如１篇论文连续０～＜４年不被
引认定为“寿终”０次，连续４～＜８年不被引认定为
“寿终”１次，连续８～＜１２年不被引认定为“寿终”２
次，连续１２～＜１６年不被引认定为“寿终”３次，依此
类推。《编辑学报》和《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０年第
１期发表论文的“寿终”与“复活”情况见表１。

表１　论文的“寿终”与“复活”情况

期刊名称
论文

篇数

“寿终”

论文数

删失

率／％
复活

率／％
编辑学报 ２９ １２ ５８．６２ ４．００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３０ ２０ ３３．３３ ６．６７

２４　被引次数生存函数的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估计　生存
分析不是孤立地研究某篇论文的生存被引次数，而是

研究一批论文的生存被引次数。单独一篇论文的生存

被引次数存在很大的偶然性，而一批论文的生存被引

次数就有一定的规律性。我们用 Ｔ表示任何个体的
生存被引次数，把 Ｔ看成随机变量，Ｔ的值依赖于个
体。在了解了Ｔ的详细信息以后，进一步可以对个体
情况进行推断。仿照一般的生存问题分析，我们用生

存函数来刻画 Ｔ的分布情况。其中生存函数 Ｓ（ｔ）＝
Ｐ（Ｔ＞ｔ）。采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对《编辑学报》和《中
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０年第 １期发表的论文进行估
计，计算在 ＳＰＳＳ统计软件中进行［３］。经 ＬｏｇＲａｎｋ
（ＭａｎｔｅｌＣｏｘ）检验得到２种期刊生存被引次数的差别
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１９４，Ｐ＝０．０２３＜００５），２种
期刊论文生存被引次数的生存曲线见图３。

图３　论文生存曲线

由图３和寿命表（由于篇幅受限从略，计算过程
中直接由软件得到）可知：被引超过４次的论文，《编
辑学报》的论文生存率明显高于《中国科技期刊研

究》，即论文被引次数超过４次以后，《编辑学报》论文
再次被引的可能性明显高于《中国科技期刊研究》；而

且随着被引次数的增加，生存率的差距越来越大。结

合论文的年度分布我们发现，尽管论文发表前几年，２
种期刊论文的被引次数差别是不大的，但从２００４年开
始，２种期刊被引次数的差距变的非常明显。这都表
明，相比于《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学报》发表的

论文在获得较高引用以后，更倾向于获得更高的引用，

还表明《编辑学报》论文的生存期明显较长。

３　讨论

３１　生存被引次数用于论文评价的合理性　同一期
刊不同论文被引次数的较大差距提示我们，应该用单篇

论文被引次数取代影响因子来评价论文的学术质量。

由《编辑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１期５篇论文的被引次数年度
分布可见，单篇论文的年度分布具有很大的随机性，缺

乏明显的趋势与规律，而一篇论文不同年份的学术质量

评价结果不应该有太剧烈的变化；所以，采用年度被引

次数评价论文的学术质量是不合适的，更不具备深入研

究的可能性。与此相对应的，论文生存被引次数反映的

是论文的“最终被引次数”，是唯一的、稳定的表示论文

被引情况的指标，适用于对论文学术质量的评价。

３２　生存被引次数的应用前景　由本文结果可以发
现，生存被引次数既可以描述单组文献的被引情况，也

可用于比较２组文献的最终被引情况，类似地，也可以
用于多组文献最终被引情况的比较。这种比较提供的

信息非常丰富，应用寿命表以及生存曲线对应于不同

的被引次数，都可以给出生存率的值。同时，生存被引

次数还可以用于估计高被引论文继续被引的概率。

生存被引次数除了可以用于文献评价外，更广阔

的应用前景在于它的分析功能与预测功能；因为生存

被引次数的稳定性，研究者可以采用考虑右删失的回

归分析法去研究它的影响因素，掌握哪些指标是影响

论文被引次数的显著性因素，进而可以通过已知的指

标对文献的最终被引情况做出预测，从而辅助论文的

审理以及学术评价［４］。当然，具体采用什么样的回归

模型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３３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本研究把生存分析方法引
入文献研究，提出了生存被引次数的概念，用以近似表

达论文的最终被引次数。生存被引次数有可能出现的

“复活”现象，这将导致我们定义的生存被引次数会低

估最终被引次数；因而在应用生存被引次数评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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