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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 用文献 计量学方法 ，对 《广 州航 海高等专科 学校 学报 》2008~2009年栽文 、作 者 、引文和基金产文 率等 

进行了统计分析，客观地揭示该刊的学术质量，为校内外作者投稿提供有益参考，为进一步办好该刊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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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AnalysisofPapersinJoumalofCmangzhouMaritimeCollege2008--,2009 

M A Xin．wei 

(Library，Guangzhou Maritime College，Guangzhou 5 1 0725，China) 

Abstract：By appl~ng bibliometric methods，this paper has made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papers，authors and citations of 

the Journal of Guangzhou Maritime College in 2008 and 2009>The result has objectively revealed that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this periodical，provided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ibutors and provided scientific basis for 

running the periodical even b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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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以下简称学报) 2008~2009年出版的 《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 

是由广东省教育厅主管、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主 学报》简称 《学报》，共计 8期。 

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该刊主 1．2 统计指标 

要刊载航海科学技术、轮机工程、航运管理、信息科 统计了载文、引文类型、第一作者、合著情况、 

学技术、基础理论应用研究以及高等教育研究等科研 学科分布、基金产文率、作者地区分布、普赖斯指数 

论文。该刊 l993年创刊 ，2007年上半年以前为半年 等 。 

刊 。其后改为季刊。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该刊荣获全 1．3 统计方法 

国高职高专优秀学报和首届中国高校特色科技期刊， 本文以 《学报》纸质文献为主要情报源，直接统 

并人选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中国期刊网》、 计。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和 《万方数据——数据化期刊 

群》。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 《学报》2008 2 载文统计分析 

2009年的载文、作者 、引文 、学科分布、基金产文 2．1 载文统计 

率、普赖斯指数进行一次调查，并对有关数据进行必 从表 1可以看出，2008~2009年 《学报》共载 

要的定量分析，以期对该刊的不断发展和提高有所裨 文 l59篇，2年来载文比较稳定，分别为 79篇和 80 

益，为作者 、读者和编者了解评价该刊提供参考。 篇。 

期刊的载文量就是某种期刊在某个时段内刊载论 

1统计数据的来源 文数量的多少，它是衡量刊物吸收和传递情报能力的 

1．1统计对象 主要指标，而篇密度是衡量论文论述的深度，评价信 

收稿 日期 ：2010．03一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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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8～2009载文量及篇密度统计 

息量的一个标准，显示期刊信息输出的速度和能力。 

一 般情况下，篇密度较大，说明该刊具有较大的输出 

能力和信息量。 《学报》篇密度稳定在 0-31，篇均页 

码 3．22，说明论文字数、篇幅还是比较合理，信息密 

度优良，载文信息量较大和输出能力较强，内容较丰 

富。 

2．2 引文类型分析 

一 篇完整的学术论文必须附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的标注体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是对 

文献作者辛勤劳动的尊重，为读者进一步查实论文观 

点或论著中引用的观点及事实数据提供依据 ，同时通 

过对论文参考文献的分析 ，可以反映出作者对本专业 

知识掌握的程度。 《学报》2008~2009年引文总数 

为 633条 ，其中中文期刊 306条 ，中文图书 207条 ， 

篇均引文 3．98条 (见表 2)。数据表 明， 《学报》论 

文参考文献主要来源于中外文期刊和 书 ，两者总计 

为 565条，占全部参考文献的 89．26％。说明期刊、 

图书信息量大．出版周期短 ，能够及时反映当今世界 

科技新动向，作者首选的参考资料仍然是期刊和图 

书 ：其 中外文参考文献有 52条 ，说明有些作者外 文 

程度较好 ，吸收利用外文文献的能力较强 ，能及时了 

解和利用国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撰写论文水平较高。 

另一方面信息资源的网络化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和 

效率，电子文献尤其是网络文献的引用参考比例将逐 

年递增 

表 2 2008-2009年 《学报》引文类型分 析 

2．3 第一作者情况分析 

2008~2009年 《学报》发表的 159篇论文中， 

第一一作者的具体情况如表 3所示 。 

表 3 第一作者情况分析表 

职称 正高 

29 

l8 24 

副商 

33 

20 75 

中级 

59 

37 lO 

博士 

4 

2 52 

硕士 

l3 

8．18 

其他 

21 

l3 21 

人数 

比例 (％) 

论文作者的职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其论 

文的学术水准。从表 3可以看出，第一作者中具有高 

级职称的有 62人 ，占作者总数的 38．99％，中级职称 

的 59人 ，占作 者总数 的 37．11％，硕士 、博士生 17 

人 ，占作者总数的 10．69％。说明科研 活动较多 、创 

新能力较强的中、高级职称的作者是 《学报》的主要 

作者群，进一步提升了发文的整体质量和科研水平， 

增强了 《学报》的影响力。 

2．4 作者合著情况 

论文合著率是评价期刊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论 

文合著率越高，说明学科的发展水平越高．期刊的质 

量也就越高。合著率是指合著论文在篇数中所占的比 

例，合作度是指篇均作者数。 《学报》的作者合著情 

况 见表 4 

表 4 作者合著情况统计 

2008年、2009年 《学报》共载文 l59篇，其中 

独著论文 86篇，占总数的54．09％，合著论文 73篇， 

占总数的45．91％。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研 

中群体活动越来越多 ．论文有多个作者参与可以在知 

识结构、学科交叉等方面相互取长补短，发挥群体优 

势，有利于提高研究水平。 

2．5 学科分布 

2008~2009年 《学报》所刊载论文的学科分布 

见表 5。 

表 5的统计数字客观地反映了 《学报》刊载论文 

的学科分布情况。从表 5可以看出， 《学报》内容丰 

富．重点突出。基本形成以 “交通运输”、 “高等教 

育”为特色。 “机械、电子”、 “计算机科学”、 “经 

济管理”主要学科的选题策划格局。 “交通运输”类 

论文61篇，占发文总数的 38．36％，总体突出了学报 

的航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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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学科分布统计表 

2．6 基金 产 文率 

基金产文率是指期 刊所刊载的文章受项 目资助的 

比率。其值越大 ，对重要成果的反映越好 ，其科学意 

义也越大 ，被 引用的 比率也就越大 。2008年 、2009 

年 《学报》基金产文率见表 6所示。 

表 6 《学报》基金产文率 

从表 6 nr以看出，二年来 《学报》共发表学术论 

文 159篇 ，属 丁科研基金资助的论文共有 36篇 ，基 

金产文率 为 22．64％。其 中属于同家级 、部级 基金资 

助项 目的论文 6篇 ，省 、市级 9篇 ，校级 2l篇 。 

2．7作 者地 区分布 

表 7 2008～2009年 《学报》载文作者地区分布 

‘， 地l×． f1‘5-数 比侈0(％) 

小校 

』’尔 

}I． 、 

J北 

浙汀 

铂建 

⋯I 

j 

厌 

北 京 

f 西 

} 

湖 南 

合 

从表 7可知 ，2008、2009年 《学报》发 文量位 

居前 位的是 ：本校 146篇 、广东 (不含本校 )86 

篇 、江苏 8篇 、湖北 7篇 、浙江 6篇 。载文 中 

53．87％为本校作者撰写，31．73％为本省校外单位作 

者撰写，其后为我罔沿海省份作者撰写。 《学报》作 

者不仅立足本校 、本省 ，而且面向我同沿海省份 ，分 

布 域遍布 l2个省市 ，稿源范 比较广泛 。在江苏 、 

湖北、浙江、福建 、山东、辽宁等沿海省份有一一定影 

响力，是 《学报》在省外的主要稿源地，深受这些地 

区的青睐。 《学报》为本校教学与研究人员以及校外 

同行提供一个以航海技术、海上交通运输 、航务工程 

为 主要特 色的学 术交流论坛 ，为促进我校 的学科 建 

设 、繁荣航海 学术研究发挥 了积极作用 。随着 《学 

报》水平的不断提高 ，会有来 自全国各地 以及海 内外 

的专家学者向 《学报》投稿。 

2．8 普赖斯指数 

普赖斯指数 是评价期 刊载 文新颖程度 的重要指 

标 ，它能反映出期刊载文的新颖性 ，即指数越大 ，文 

献的新颖性越强 。普赖斯指数是指论文近 5年的引文 

数与总引文数之 比。2008~2009年 《学报》 的普赖 

斯指数见表 8。 

表 B 2008～2009年 《学报》的普赖斯指数统计 

从表 8呵见 ，在 l59篇论 文 引用 的 633条 引文 

中 ，有 328篇是最近 5年 内发 表的 ，2008~2009年 

《学报》的普赖斯指数平均值为 51．91％，略高于自然 

科学各学科普赖斯指数的平均值 50％。说明 《学报》 

所载论文内容新颖 ．作者消化 、吸收近期研究成果的 

能力较强。 

3 结 语 

从前面的统计分析可知， 《学报》刊载的论文质 

量在不断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也在不断提升，但与 

优秀学术期刊相 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为了缩小差 

距 ，把 《学报》办成 曰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优秀学术 

期刊．针对载文和引文分析巾反映出来 的问题 ，我们 

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进 ： 

(1)拓宽稿源，优先发表特色专业 、重点专、 

(航海技术、交通运输 、航务工程 、机械制造 、电子 

信息等)稿件，加大这些专、f 论文刊载量 ，着重报道 

这些学科的科研成果 ，较全面反映 《学报》的科研水 

平，进 一步突出学刊的专业特色． 

(2)学报编辑部应正确处理内稿 与外稿的关 系， 

提高高校学术论文的质量。学报作为 内外公开发行 

的刊物 ．既要反映本校作者撰写的教学科研成果及学 

术水平，又要适当吸收校外作者撰写的优秀稿件，以 

提高学报 的学 术质量和知名度 从作者地 区分布来 

看 ，目前学报作者仅分布 丁我闻 l2个省市 ，而且沿 

勰 踮 盯 盯 盯 m 

¨ -二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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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省市地区的作者较少。因此必须加强与我国沿海地 

区省份及海内外作者的联系与合作．多吸收他们撰写 

的优秀稿件，使学刊更能体现本校的学科特色，努力 

把特色学科办成强势栏 目或特色栏 目。 

(3)2008~2009年 《学报》篇均引文 3．98条， 

远低于我 国科技期 刊篇均引文量 8．86条 。表明学报 

篇均引文量较少，作者的情报意识 、引文意识和吸收 

利用文献信息的能力还需加强。针对这些情况 ，学报 

编辑部要向作者宣传引文的重要性，使作者实事求是 

地标注引文。 

(4) 《学报》刊载的各类基金论文数量偏少，需 

要加大组稿力度。建议学校一方面采取一定的优惠政 

策．以吸引国家级、省部级和国外基金资助项目论 

文：另一方面鼓励教师申请各类基金资助项目，增强 

教师的科研能力 ，提高我校的科研水平 ，进一步扩大 

(上接第 64页) 

将被显示 ．病毒很容易被发现 ，可利用 DOS状态下 

的环境高效对病毒文件进行删除：另一方面，可安全 

运行杀毒软件对病毒进行查杀。防止病毒破坏杀毒软 

件文件 ，从而方便系统管理。 

6．2及时保护重要硬盘数据，降低病毒的影响和危害 

因病毒、计算机故障和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系统 

无法进入 ．或硬盘数据无法正常读取 。可进入 WinPe 

系统快速将重要数据转储于 U盘后 ，利用 WinPe中 

的GHOST软件及时调用系统备份，将系统恢复到初 

始状态 ．待杀毒完毕后再将 U盘数据导人到硬盘中， 

既保护了硬盘重要数据。也充分避免了使用传统光驱 

重装系统 、驱动程序所带来的繁琐工作。 

6．3 丰富的系统工具软件．使 系统管理更加便捷 

WinPe集成了多款实用性系统工具管理软件 ，能 

对系统进行全面维护。其实用性主要体现在 ：磁盘管 

理 (可利用 PTDD、WinPM对磁盘进行诊断、查错、 

分区)，系统恢复 (可利用诺顿 GHOST32、GHOST． 

EXP进行系统备份和还原)，浏览 GHO镜像 (可利 

用 VItraISO、WinImange对 GHO镜像 内容进行操 

《学报》的影响力。 

参 考 文 献 ： 

[1】王崇德．文献计量学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1990． 

[2]任保国，张亚辉，袁辉明．《人大复印资料(体育))2001~2004年 

收录论文统计与分析[J]．体育学刊，2006，13(1)：141-144． 

【3]汪宏晨．《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1999～2006年载文统计 

分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6：238-240． 

【4】陈梅玲．《上海交通大学学报》载文统计分析[J]．上海交大高教 

研究，1997，(4)：65-67． 

[5]秘书亮．《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0年载文统计分析【J】．图书 

馆理论与实践，2002，(1)：86—87． 

[6]张锦波．《成都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2005年载文统 

计分析[J]．成都大学学报，2006，(6)：140—144． 

作)，支持虚拟光驱 (利用 VCDtool导入光盘镜像文 

件进行系统管理)，同时可启用声音、网络模块支持 

使系统管理更加便捷。 

7 结束语 

通过把 USBoot与WinPe技术相融合．建立基于 

U盘的 winPe系统 ，对高校电子阅览室计算机系统 

进行优化管理。这种方便、快捷的管理特点，是当代 

高校电子阅览室计算机系统管理的首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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