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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26日，汤姆森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在其网站上发布了最新的《期刊引证分析报

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公布了科学引文索引库（SCI）收录的约6000种国

际期刊在2004年度的文献计量统计数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玉华和潘云涛采集了

《期刊引证分析报告》中我国期刊的数据，并作了简要分析。  

    ISI出版的《期刊引证分析报告》是目前惟一基于引文数据库而建立的期刊评价资源。通

过对2004年度《期刊引证分析报告》的分析，张玉华等发现，从2000年到2004年，我国期刊的

总被引频次和平均影响因子两项指标呈上升趋势；2004年，中国期刊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是英文

版的《地质学报》，其影响因子为2.150，国际期刊影响因子最高的是《免疫学年度评论》

（Annual Review of Immunology），影响因子为52.431；《物理学报》的总被引频次3282，

位于中国期刊第一；国际期刊总被引频次最高的是《生物化学期刊》(Th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为405017次。他们认为，这些数据说明国内的期刊质量在上升，但

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  

    2004年，我国总共有70种期刊被SCI收录并评估，其中英文期刊47种，中文期刊23种。我

国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由2003年的0.567上升为2004年的0.594，但我国期刊影响因子的最高值

由2003年的3.318降至2004年的2.150；我国期刊的平均总被引频次由2003年的520次上升至

2004年的609次。我国期刊的影响《物理学报》连续两年总被引频次指标位居中国期刊第一。

与之相比，2004年SCI收录的国际期刊中，期刊被引频次最高值已由2003年的38万次升到40万

次，英国《自然》杂志和美国的《科学》杂志等主要文献指标继续上升，影响因子都超过了

30，总被引频次超过30万次。  

    进一步的分析还显示，我国的《地质学报》（英文版）总被引频次686次，其中自引273

次，占40%左右，引用该期刊的期刊共48种，其中中国期刊（7种）引用了205次，加上其自引

的次数，说明该刊物总被引频次的70%是来自中国的引用。《物理学报》总被引频次3282次，

其中自引1945次，占59%左右，引用该期刊的期刊共97种，其中中国期刊（28种）引用了927

次，加上其自引的次数，说明该刊物总被引频次的88%是来自中国的引用。  

《期刊引证分析报告》（JCR）简介  

ISI出版的引文数据库收集了每一篇索引用的参考文献，《期刊引证分析报告》利用这些引文

数据加以整理分析，建立一个独特的期刊评价数据库。通过整理直接来源于论文作者的引文信

息，《期刊引证分析报告》可帮助研究人员在期刊的水平上测量研究的影响力，并揭示期刊间

相互引证的关系。《期刊引证分析报告》科学版（SCI版）包含6100多种期刊，涉及自然科学

领域的农业、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生物学、生物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环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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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免疫学、材料科学、数学、物理和动物等学科。  

    ISI的提供《期刊引证分析报告》的评价数据包括：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用该期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当年被引用的次数，除以该期

刊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总数，可用于评估同一领域不同期刊的相对重要性；  

    立即指数（Immediacy index）：用某一年中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用次数除以同年发表

文章的总数而得到的指数。用以确定某一特定期刊在当年被引用的速度，比较适合于评估新成

长起来的研究领域中的专业期刊的影响力；  

    文献总数（Article counts）：在某一特定年度该期刊出版的文献总数，只包括原创性研

究及综述性文章。  

    引用半衰期（Citing half-life）：从当前年份开始，该刊引文数目达到向前累计的该刊

引文总数的50%的年份数，了解被引半衰期和引用半衰期，可以帮助馆员调整期刊的馆藏策

略；  

    被引半衰期（Cited half-life）：被引半衰期是指期刊达到50%被引用率所需要的时间；

这一指标揭示了期刊中文献被引用的引用半衰期（Citing half-life），有助于帮助图书馆确

定期刊采购和存档的策略。  

    源数据（Source data）：记录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数目（只包括论文和综述）和参考文

献数目，及每篇论文的平均参考文献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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