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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文献计量学和数理统计等方法，以《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2ooo~2oo7年发表的论文为研究时象，对其栽文 

量、信息密度、发文时滞、基金论文比、作者合著率、作者合著度、活跃作者群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反映出该-?l】的一些特点和学术 

水平 ，为进 一步办好刊物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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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报》(下称《学报》)是由天 

津城市建设学院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以自然科学 

和工程技术为主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该刊为《中国学 

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并被《中国学术 

期刊 (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期刊 

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也是“万方数 

据资源系统(Chinalnfo)数字化期刊群”入网期刊。本 

文应用文献计量学的原理和方法对 《学报}2000～ 

2007年刊载的论文及作者等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 ， 

旨在探索《学报》文献计量学特征及刊物特色，反映 

学校科技进步的状况以及教师、科研人员在学术研 

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为进一步办好刊物提供依据。 

1 载文统计与分析 

1．1 载文量与信 息密度 

期刊载文量指在一定时间内期 

刊发表论文的绝对数量，是测试期 

刊信息输出、传播能力的依据。《学 

报)2ooo～2007年共出版 32期，载文 

616篇(不包括信息报道，见表 1)。 

《学报》平均每期载文 19．25篇，高于 

1998年我国主要中文科技期刊每期 

15篇的标准，说明《学报》的研究实 

力及信息传播能力较高。 

全部论文的比例。基金论文是由国家各级政府部门 

和社会团体等拨款资助的科研项目，在研究过程中 

或项 目完成后所发表的论文。只有达到较高研究水 

平且在当前处于研究前沿的课题和作者或群体，才 

能得到基金资助。因此。科学基金产出的学术论文其 

学术水平相对较高。期刊刊载的基金资助论文的数 

量越多，则期刊的学术质量也就越高。《学报))2ooo一 

2007年所载各级各类基金资助项目论文 101篇，占 

载文总量的 16．40％(见表 1)。由此可知，虽然《学报》 

基金资助项 目论文比不太高，但《学报》基金产文率 

逐年 上升趋势显著 ．2007年基金 论文 比已达 到 

32．05％，接近全国科技论文平均值 34％的水平 ，说明 

《学报》的学术质量在逐年提高。 

表 1 《学报)2000—2007年载文基本信息 

篇密度指刊物的每页平均所能 注： 表示平均数 

刊登的论文数，是衡量期刊知识信息量大小的指标， 

篇密度越大，说明刊物的信息量越大．但文章的篇幅 

会缩短，论述的深度相对降低。《学报》8年问平均篇 

密度为 0．26，该指标与专家学者认为的 O．25的顶点 

数值差不多，说明《学报》的篇密度是适宜的。 

1．2 基金论文比 

基金论文比是指期刊中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 

1．3 发 文 时滞 

发文时滞指编辑部收到稿件至论文发表的这一 

段时间。时滞的长短反映论文的时效性，时间愈短说 

明其内含信息的价值就愈高，文献计量学研究表明， 

科技文献如果延误 1．5～2年发表，其情报价值将丧 

失 3O％。经统计，8年间《学报》除 2001年有 1篇论 

文发文时滞超过 1年外 (2篇论文未注明收稿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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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未列入统计)，其余均小于 280天：91～120天发义 

量最高为 45．77％；57．5％的论文是在 l20天(4个月 ) 

之内发表的；87．14％的论文发文时滞小于和等于 

180天(6个月)。《学报》发文时滞最短为 67天，最长 

为 369天，平均时滞为 128天，对照《科技期刊学术 

类质量要求及评估标准》期刊发表周期／J、下280天 

(9．33个 月)即为优级 ，说明《学报》的发 文时滞 已达 

到优秀水平，《学报》编辑人员工作效率高，能及时将 

最新科研成果传递给渎者。 

1．4 栽文分类 

1．4．1 校内论文分布 

截止到2007年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共设有9系 

3部和电教中心、图书馆、机关部门。为便于统计本 

文只统计 了 7个系和基础部 的发文情况 ．因艺术系 

和外语系分别成立于 2003年和 2004年故不作单独 

统计，而与其它部门合并到“其它”类中进行统计，统 

计结果见表 2。由表 2可以看出，8年问发表论文数 

最多的是土木工程系，发表论文 102篇，占校内论文 

总数的25．76％；其次是环境与市政工程系和能源与 

机械工程系．其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比例分别是 

17．68％和 10．35％，说明上述 3个系科研实力较强 ． 

发表的学术论文较多，也充分体现了学院的办学特 

色和学报的办刊方向。 

科技论义的发 

表是科研人员研究 

成果的一种体现 ， 

科研人员论文发表 

的数量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他们对科 

学的贡献。《学报》 

2O00～2007年共 刊 

载 927位署名作者 

(由集体共同完成 

的 1篇论文不在统 

计范围之内)的文 

章 615篇 ．表 3是 

作者所发表文章数 

量的分布情况。其 

表 3 《学~E}2OOO一2007年不同发文量 

的1"1E者数统计 

发文量(篇)—薮百 I_ 

中发文量在 1～2篇的作者有 830人，占作者总数的 

89．54％；发文 4篇以上的作者仅 5O人，占作者总数的 

5．39％。表明该刊作者队伍庞大，但高产作者不多。 

2．2 作者合著率与合著度 

论文共同署名是科学研究合作的一种普遍现 

象，1篇论文有多个作者参与不仅可以在知识结构、 

学科交叉等方面互相取长补短，还有利于论文水平 

的提高。凡研究课题涉及面广，研究手段多。则合著 

表2 《学报}2000-2007年校内各部门载文量统计 (单住：篇) 

年度銎 慧 机蓑 系 竿 市 竿 系信詈子-F_ 系基 其它合计 ⋯ 建筑系1．程系机械T程系与丁程系丁程系市政工程系信息程系一⋯ ’ ～ ⋯ 

1．4．2 外稿来源分布 

《学报》不仅刊登校内老师的研究成果 ，同时吸 

收高质量的外稿，高质量的外稿不仅可以提高刊物 

的学术水平，还可以提升校内相关学科的研究层次。 

《学报》8年共刊发外稿 220篇 ，占总发文量的 

35．7l％ 外稿作者地区遍布 25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外稿作者数量排名靠前的单位都是国内著名高 

校．它们的顺序依次是：天津大学、沈阳建筑大学、南 

昌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兰州大 

学、宁夏大学。说明《学报》编辑及专家审稿严格，论 

文质量较高，也说明《学报》注重扩大宣传且在全国 

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2 论文作者统计与分析 

2．1 作者发文量 

人数就多。有研究 

表明，合作研究的 

论 文 比独 立 完 成 

的论 文 要 获 得 更 

多 的引用。 

合 著 率是 指 

有 2个 以上作者 

署名 的论文数量 

与论 文总数 之比 ． 

是 衡 量 学 科 发 展 

程度的重要标志。 

也 是研 究 学 科 交 

叉 、渗透以及衡量论文研究深度、广度的重要指标。 

表4是《学报》20o0～2007年作者合著情况统计。在 

《学报》发表的616篇论文中，独著论文 199篇，合著 

论文 417篇 ，最高合著率 81．48％，平均合著率 

67．68％。该指标与我国自然科学期刊 70％的合著率 

接近，说明《学报》作者合著意识强，研究项 目深、范 

围广 ，论文水平较高。 

合作度指在某一时间内，平均每篇论文占有的 

作者人数，也即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它反映刊物 

作者智能的发挥程度，其数值越高，表明合作智能发 

挥得越充分，具体可按下述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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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刊物所发表论文的总篇数； 为论文 

作者数； 为统计频数 ； 为署名最多文献的作者 

数．计算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学报》的合著 

度由 2000年的 1．74逐年 上升到 2007年 的 2．71，平 

均为 2-32，该指标高于理论性较强 的数学学报 

(1．21)．说 明该刊各专业论 文所研究的问题非纯理 

论性质．有相当一部分课题要靠研究者共同合作米 

实现，科研合作的趋势愈来愈明显，论文愈发显现出 

群体的智慧。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学报》 

是一个以发表研究性论文为主的科技类综合性学术 

期刊．载文量及信息密度较稳定；基金产文率、合著 

率 、合著度逐年上升趋势显著 ；2006和 2007年作者 

合著率分别为 81．48％和 79．49％已超过我国自然科 

学期刊 70％1~'9数值；出版时滞短，已达到优秀水平； 

稿源范围广；编辑及专家审稿严格；学术质量较高。 

建议《学报》采取有效措施 ，进一步扩大影响，保 

护好作者群，积极吸纳优秀稿件，使《学报》的学术质 

表 4 《学报}2ooo一2007年作者合著情况统计 

注 ： 表 示平均数 。 

2-3 活跃作者群 ． 

活跃作者群是指在某一刊物发表论文较多、影 

响较大的作者集合。活跃作者群的作者也称为核心 

作者。一般根据一定统计时间段内发表的最小论文 

量来确定。依普赖斯理论核心作者至少发表的论文 

数应为： 

 ̂=0．749(J7、 ) 

式中：‰ 为核心作者至少应发表的论文数； 

为统计时段内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发表的论文数。 

由此式算出 =3．43，因此 ，2000～2007年间在《学 

报》上发表4篇以上论文的作者是《学报》的核心作 

者。由表 3可知《学报》核心作者有50人，这些作者 

是该刊作者的基本力量，也是使刊物学术质量得以 

保证的基础。 

3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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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再 上 一 个层 次 ：与 

校科研处配合 ．做好 

基金项 目论文的组稿 

工作 ．提高基金产文 

率：积极培养新的学科 

带 头 人 和 科 研 骨 干 ． 

尽 快 形 成 高 产作 者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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