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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的统计与分析

张胜利

关键词
.

中医药学文献 情报服务 涝

学报是储存
、

传播和交流著述的载体
。

《天津

中医学院学报 》 ( 以下简称 《学报 》 ) 是我院广大

师生在教学
、

科研
、

医疗等各项工作中交流经验
、

讨论学术
、

披霉成果的重要阵地
,

也是联系
、

沟通

学院内外广大中医药人员
L

和中西医结合工作者进行
1

件术交流
、

促进中医理论和临床研究的有力工具
。

木义试图利用数学
、

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
,

运用逻

撰归纳对我院《学报》论文的引文进行定量分析
,

探讨《学报 》引文的特征及基本规律
,

了解我院

《学报》作者群对中医药文献的利用情况和利用趋

势
,

.

勺教学研究和医疗人员提供更有针对性
,

更适

用的情报资料
,

也可使图书馆情报部门改进情报服

务工作
,

加强重点情报研究和搜集
、

提高定额服务

表 1

的质量
。

所谓
“

弓l文” 即是作者在发表论文时
,

在文章

的末尾所列出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

有的作者或把

这些参考文献脚注于文中
。

引文是作者吸取前人的

研究成果
,

在此基础上把研究引向深入
,

也是佐证

作者学术观点的证据
。

说明引用资料的出处
,

必强

揭其可靠性
,

同时也便于读者查考
、

核对
。

很好地

返用引文
,

往在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故引义兄

作者进行科研不可缺少的手段
。

下面将我院 《学报 》1 9 8 6~ 1 9 91年六年期间各

期论文 (不包括译文 ) 的参考文献进行 统计
、

整

理
、

归纳得出结论并进行讨论分析
。

一
、

引文傲 t 统计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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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数量反映了 《学报 》所能容纳的信息量
,

析射了作者阐发本人见地的佐证和背景材料
,
提侧

汰识论和方法论依据的程度
。

进行引文数量的分析

研究
,

是揭示科学文献引用规律的重要的内容和途

径
。

由表 1 可以看出我院 《学报 》六年期间共发表

论文41 。篇
,

只有11 3篇论文附有引文
,

总引文量括

1 2 87篇
,
平均每篇文章引文里为3

。

14 篇
,

其中引文

提少 [f] 为 i 篇
,

最多的达59 篇
。

从我院 《学报 》论

文的 月义情况看
,

弓1用文献率还是比较低的
,

这问

能是作者尚不太理解弓}文的作用
,

当然与作者撰写

的文章内容不无关系
。

一般而言
,

论 文 引文数量

多
,

友明作者写论文时注重参考文献的利用
。

标明

多考文献的出处
,

有利于读者追溯检未有关文献
,

加强专业研究叼针对性
,

捉
.钩文献的利用率

。

二
、

引文类型 的统计与分析 见表 2

从伐院 《学报 》六年期间所刊登的论文所引用

内文献夹型来看
,

计有图书
、

期刊
、

内部资料 ( 包

为会议论文 )
、

报纸等
。

图书是一种比较成熟的义

献
,

它所反映的知识内容也比 较 系 统
、

完 整
、

全

面
。

人们把记载前人
、

他人经验的各种图书资料比

洋知识的海洋
。

科学家牛顿则把图书比作
“
巨人的

境傍
” ,

并说他的件多成就是站在
“
巨人的肩膀

”

上肴得远才铡导的
。

高尔蓦把所知道的一切归功于

书
,

说书是 “人类进步的阶梯
” 。

唐代著名医学家

仆思邀阅历极丰
,

尚且感叹
“
江南诸师秘付嚎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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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引文类型

1 9 5 6 1 9 5 7 z g sa 1 9 5 9 1 9 9 0 1 9 9 1 合计 占总引文量百分比

图 书 5 6 1 4 7 1 2 0 1 0 6 6 1 5 1 5 7 1 峨4
.

36 %

期 刊 2 5 6 9 2 3 一 5 1 1 3 5 3 9 5 5 3 4 2
.

9 7 %

内灌资料 ( 包括会议论文 ) 2 19 2 3 3 10 1 58
·

4
.

5 1 %

报 纸 1 2 1 2 0 0 6 0
。

5 %

传
” ,

到晚年方著 《千金要方 》 ,

站在仲景成就的

“
巨人肩膀上

”

对 《伤寒论》作出
“

方证同条
,
比

类相附
”

的发挥
。

由此可以说明图书文献在人们的

科研工作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人们在搞实验
、

写文章
、

编论著时都离不开图书文献 这 一 重 要的

“

第二资源
、

无形财富
” 。

从我院 《学报》六年中

刊登论文的引文来看
,

引用图书类型的文献占有很

大的比重
,

占全部引文量的 4 4
。

3 6 %
,

这一方面说

明我院 《学报 》的作者群对图书文献这一情报源的

重视
,

另一方面也与所调查的 《学报 》六年中刊载

的论文内容有很大关系
。

引用图书类型的论文多为

对中医药古籍的校辑或研究
,

还有一些对中医基础

理论的探讨及医史文献的研究
。

因此我们应该看到
f
“

中医药文献资源相当丰富
,

哲理精深
,

应当重视对

前人文献和经典文献的深入研究与发掘
,

进一步弘

扬祖国医学文化
。

期刊是一种具有强烈时间特征的连续出版物
,

由于它具有出版周期短
、

反映信息快
,

能把最新的

研究成果
、

科技发展水平及时地报道 和 传播等优

点
,

而且文章一般都短小精炼
,

使用方便
,

所以深

受读者的喜爱
,

多为读者利用
。

从我院《学报 》六

年中所载论文的引文统计情况看
,

期刊的引文量占

全部引文量的 4 2
.

97 %
,

也是我院 《学报 》作者群

引用文献主要的类型之一
。

所以我们应该加强中医

药及其相关期刊的收藏
,

并加强对期刊情报的分析

研究
,

开展定题服务
,

提高期刊的利用率
。

内部资料系非公开出版物
,

它无社会有关监督

机构的评价
,

其客观性
、

真实性
、

稳定性及可靠程

度与价值有时难以得到保障
。

大多数学报和期刊要

求论文作者不引用内部资料
,

以保证论文期刊的质

量
。

但是有些内部资料确实蕴藏着许多新的有重要

情报价值的信息资源
,

因此我们不应全部否定之
。

对于必须引用的
,

一定要注明出处
,

不应以
“

内部

资料
”

概括之
,

以便读者参考或查 阅
。

我 院《学

报 》六年中所载论文的引文
,

内部资料的被引率是

较低的
,

引文量占全部引文量的4
。

51 %
。

这一方面

说明人们对内部资料这一情报信息源还不够重视
,

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在对内部资料的宣传
、

服务方

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

我们应该加强这类文献的

管理
,

做好检索指导和宣传工作
,

从而提高这类文

献的利用率
。

报纸是期刊的一种类型
,

它不仅是新闻媒介
,

还是一种重要的各种情报
、

信息
、

科技知识的载体

和传播媒介
,

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情报源
。

它具有迅

速
,

真实
、

可靠
、

出版周期短等特点
,

也多为读者

在撰写论文时引用
。

我院 《学报 》六年中所载论文

对报纸的引用是很低的
,

引文量只占全部引文量的

。
.

5 %
,

这说明人们对报纸这一情报源的 开 发利用

不够重视
,

也说明报纸这一文献类型所提供的专业

技术方面的情报信息较其他文献类型有一些不足
。

比如材料比较分散
,

内容比较简单
,

缺少全面深刻

的理论探讨和分析
,

提供的信息不够系统
,

分布比

较零乱等等
。

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轻视报纸这一情

报源
,

我们应该用情报意识来加以研究
、

整理和分

析这一情报源的某些不足之处
,

以便从中得到有价

值的情报
,
否则在情报的开发利用中

,

就会失去这

一内容丰富
、

及时的情报信息源
,

尤其有些 报纸

如
: “

中国中医药报
” 、 ’

“健康报” ‘、 “
医药科技

日报
”

等刊登的有关中医中药研究和科技开发的具

体信息资料
,

也是内容广泛
、

丰富多样的
,

有国家

《八
·

五 》规划重点科研课题
,

有提示给人们应从

哪些方面立题研究
,

有提供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方

法和趋势
,

有对中药的无机元素研究以及微量元素

与中药疗效机理的研究等
。

这些丰富的信息资料都

是我们对中医药研究
、

开发
、

利用不可多得的
,

有

着重要参考价值的情报内容
,

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



报纸尤其是医药卫生方面的报纸这一情报源的收藏

和管理
,

对其进行好宣传和服务工作
。 三

、

非专业性文献的引文统计与分析

表 3

1 9 8 6 1 9 8 7 1 988 1 9 8 9

见表 3

非专业性文献的引文教 t

1 9” 1 9 9 1 合计 占总引文量的百分比

2 7 8 0 3 0 5 2 7 2 5
。

5 %

}卜专业性文献系指医药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文

献
。

兰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各学科间相互交又

渗透的态势十分普遍
,

中医药学科也不例外
,
它正

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

我们中医药科研人员需

要尽快地吸收新的医学信息
,

了解各学科对中医的

渗透及本学科的发展动态
,

所以我们 在 撰 写 论文

时
,
不但要引用医学方面的文献

,

还要引用非医学

方面的文献
,

这就需要我们图书馆工作人员为他们

提供有关各方面的信息
,

为他们做好信息服务
。

从

友班看
,

我院 《学报 》的引文中非专业性文献基本

上年年都有被利用
。

这一方面说明 《学报 》的作者

群知识面在拓宽
、

知识层次在提高
,

另一方面也说

明对中医药学的研究
,

只局限于医药学领域研究已

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
,

而需要迸行多方面的综

合性的研究
,

才能多出成果
,

快出成果
。

四
、

引文语种的统计与分析 见表 4

裹 4 引文语种的统计

1 9 8 6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中 义 1 4 4 2 4 5 3 7 3 1 8 8 2 0 8

英 文 0 5 4 1 4 6

日文及其他 0 3 2 0 5

合计 占总引文量百分比

1 2 2 4 9 5
.

1 %

3 2 2
.

5 %

1 2 0
。

9 %

引用文献是由不同语种的文献构成的
。

某一语

种被引用的多
,

反映该语种的文献在中医药学文献

中所占的地位就高
。

我院 《学报 》六年中 41 。篇论

文的 1 2 8 7篇引文中
,

有中文
、

英文
、

日文等语种
。

中文引文占全部引文量的9 5
.

1 %
,

英文和日文等仅

占总引文量的 2
.

5 %和0
.

9 %
。

山此可见
,

我院《学

报 》对中医药学的研究是以中文文献为主体
,

外文

的引文率很低
,

这说明我院 《学报》作者群或对国

外区学信息重视不够或吸收国外医学情报的能力与

他人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

从近年的一些中医

药期刊或学报所刊载的论文中对中医药的研究动向

来看
,

已越来越重视国外中医药文献的利用
。

近年

来世界出现了
“

中医热
” ,

尤其是日本和欧美各国

对中医药的研究兴趣与 日剧增
,

特别是有的国家对

中医药的研究进展很快
,

形成 向我国中医药优势挑

战的态势
,

而且有些研究理论或研究成果也是值得

我们重视和加以利用的
。

中医药研究要前进
、

要发

展
、

要面向世界
,

因此这就提示我们
,

今后除了要

继续重视提高外语水平外还应大力强化情报意识和

进一步加强外文医学书刊的管理与开发利用
,

不断

加强和扩大国外中医药情报的收集和利用
。

总之
,

引文是各篇论文的依据
,

读者查阅的向

导
,

也是判断论文水平的一个参考因素
。

通过对我

院 《学报 》引文的统计与分析
,

无疑在总结经验
、

找出差距
、

改进提高等方面定会大有裨益的
。

由于

时间及水平所限
,

上述统计得出的数据和分析认识

很可能是不够全面和欠深入的
,

不足之处望批评指

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