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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骨伤》 # 一 ∃ 年引文分析

李为农

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所 %北京 & & ∃ &&∋

引文分析 %()∗+ ∗), ! + ! + −. /)/ ∋ 是一种文献计量研究 材料与方法

方法
。

自  & 年代引入我国
,

已被作为研究文献利用规 %%中国骨伤》杂志为双月刊
,

是我国中医
、

中西医

律
、

科学评价
、

科学预测和研究科学与社会关系的重要 结合骨伤专业的主要期刊之一
。

#一 ∃ 年的 #& 期

手段
〔〕。

笔者曾对 《中国骨伤》创刊初期 0 年的引文进 中
,

共载文 #  0 篇
,

引文 1 条
。

采用数学和统计学

行了分析
〔别 ,

本次对 #一 ∃ 年该刊的引文继续进 的方法对引文的数量
、

类型
、

语种
、

自引率
,

衰减系数

行跟踪分析
,

其目的是对该刊的内在质量做出一个客 和半衰期等
,

进行比较
,

归纳和分析
。

观评价
,

并描绘其发展轨迹
,

从一个侧面展现我国中
2

引文的概况
3

主要反映引文的数量
、

类型和语种

医
、

中西医结合领域骨伤科的研究水平
,

并提示作者在 等情况 %见表 ∋
。

撰写论文时
,

如何科学地引用参考文献
。

表
2

# 4 ∃ 年引文概况

刊年
载文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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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引率
5

自引率指同一期刊的自引
,

用公式表

示 6)7

自弓8率一
期刊的所有引文总量

火 ! 9 9 :

《中国骨伤》 ! − − . 一 ! − − 4 年 自引情况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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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的时间分布
5

对 ! − − 4 年 《中国骨伤》所发

表的论文逐篇统计不同年代的被引文量 ; 见表 . 7
,

以分

析引文的衰减系数和半衰期
。 ! − − 4 年共发表论文 . .!

篇
,

共用引文 , !) 条
,

其中中文 . −∗ 条
,

英文 ) !4 条
。

引文分析

!
 

引文的数量
5

引文量是表征一篇文章或一种期

刊吸收情报能力的测定指标
,

也是反映学术动向和理

论来源的基本线索
。

从表 ! 知 ∗ 年来有引文的论文数

为 + ,) 篇
,

占载文总量的 ..
 

., :
,

未附引文的论文占

载文总量的 ,,
 

,+ :
?
与前 ∗ 年的引文量

〔.〕

相比
,

有引

文论文的比例有所上升
,

前 ∗ 年有引文的论文只占载

文的 !, :
。

在附有引文的 + ,) 篇载文中
,

共有 引文

! − ! + 条
,

平均每篇文章引用文献 +
、

!+ 篇
? ! − − , 年我

国科技期刊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 ∀
 

,− 篇
〔。 ,

总的反映

出作者在撰写论文时吸收已有成果和最新情况的能力

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

)
 

引文的类型
5

研究引文的类型
,

主要了解本学科

论文的文献来源和成份构成
。

从表 ! 中引文的文献来

源看
,

期刊文献占居首位
,

占引文的来源的 4,
 

, :
,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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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年 前旧 对 万有所提高
而

。

;对为期 −’−< 是具有出版 周期

短
, ∋异考称新

,

传递信 岔哄的优点 说 明作者 已 注重多从

表 # 了年 《「−
,
国骨伤 妙 引 丈的时问分布

医学期刊中吸 收情报
,

这符介科技期刊引文类塑的规

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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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的语种
3

引文语种分布主要衡量作者利用

外语程度和吸收国外文献的能力
。

从表 − 统汁结果看
,

主要是中
、

英
、

日三种语言
,

外文引文占引文总数的

#∃
2

∀。Α
,

与 0 年前的 5 环相比有所提高以
。

而 锐中华

医学杂志 》外文引文占引文总量的 ∃ 5
2

1∀ Α
Β0

一

, ,

与此相

比差距还较大
。

1
2

自引率
3

自引在引用文献的过程中是一种常见

的引文形式
。

作者在沦文中的 自引量往往反映科学研

究的进展
,

水平和动态
。

从表 5 的统汁结果看
,

0 年的

自引率为 5
2

50 Α
,

与
“

一般学科统计的 0 Α 一 & Α
〔∀,
还

有一定差距
。

0
2

衰减系数
3

衰减系数是指期刊引用文献中近 0

年文献所占的比例
。

该指标是测度期刊论文新颖性和

使用寿命的一个重要依据
,

在白然科学中
,

期刊衰减系

数以 0。一 ∀& Α 左右 为最多
,

学科越新
,

衰减系数越

大
门

。

从表 # 知 ∃ 年期刊共有引文 ∀ 5 条
,

近 0 年

的引文量为 00 条
,

衰减系数为 50
2

#& Α
,

说明 ∃ 年

期刊论文引用文献的老化速度相对较慢
,

论文的新颖

性还不够
。

∀
2

半衰期
3

半衰期是衡量 已发表文献的老化程度

的指标
。

是指现时尚在利用的全部引文的文献中较新

的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
。

根据表 # 提供的

数据
,

利用 Χ = Δ 此
∋
8Ε Φ 修正式计算半衰期

‘幻
。

半衰期 一 − 。又 〔−。 %+ Γ Η导不
2

丽∋ Γ 。
2

〕

下主
3 。

Ι #
2

1 0 , ∀一 1
2

连1 ∃ . ϑ ,

8∋ Ι 一 +

. ϑ 为实测 −。年累积引文相对 比率 %小数 ∋

计算结果
,

中文的半衰期为 0
2

 年
,

外文的半衰期

为 5
2

∃ 年
。

说明中文文献的半衰期比外文文献的半衰

期要短
。

提示 作者在撰写论文时
,

根据中外期刊不同的

半衰期
,

参考不同时间段的文献
。

结 论

通过对 《中国骨伤》近 0 年的引文进行统计分析
,

该刊在内在质量上 比前 0 年有了较大提高
。

从一个侧

面反映 了我国中医
、

中西医结合领域骨伤科的研究水

平
。

从引文分析的角度提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

2

从引文的数量看
,

《中国骨伤》的平均引文量还

较低
,

有一 部分作者在撰写论文时
,

忽视了引用参考文

献的重要性
,

有
一

定 比例的文章没有引文
。

建议作者在

撰写论文时要重视参考文献的引用
,

以反映学术的动

向和理论来源的基本线索
。

5
2

在采用引文的类型上
,

多注重选用期刊
,

因为期

刊能大量地提供情报信息
,

及时反映科研动态
。

从统计

结果看
,

期刊占整个引文的 ∃∀
2

∀ Α
。

#
2

在引文的语种 Κ
,

外文的比率还较低
。

应重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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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期刊的引用 以便及时 吸收国外的最新科研信息和

动态
。

1
2

文献的自引是作者把 目前的工作 兮 龙前的工作

相联系
。

作者在论文中的自引量往往反吠科学研究的

进展水平和动态
。

因此
,

建议作者在撰写论文时
,

注意

文献的 自引
。

从 自引出发可以定量地考察作者的著述

动态
,

掌握某一研究课题的进展情况
。

0
2

在引文的时问 卜
,

引文随时间的分布呈现一定

的规律性
。

随着年度的由远而近
,

引文量呈增长趋势
,

即时间愈近
,

被引用文献愈多
。

建议作者在选用引文

时
,

应根据文献的半衰期确定文献的范围
。

根据统计结

果
,

中文文献 以 ∀ 年左右为宜
,

外文文献以 & 年左右

为宜
。

总之
,

作者在撰写论文时
,

不可避免地要引用文

献
,

为论证自己的观点寻找依据
。

作者在文后列出所引

用过的参考文献
,

一方面是为了说明引用资料的出处
,

以强调其可靠性
,

同时也便于读者查考
、

核对
,

或在此

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Λ
另一方面也说明作者讲究

科学道德
,

尊重他人的劳动
。

同时
,

在引用文献时还必

须重视它的著录格式
,

使之成为一篇文章的重要组成

部分
。

参考文献
2

俞培果
2

论引 文分析方法的发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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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学情

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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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刊引文分 析 评价中的几个指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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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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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牵引踩跷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5 && 例

阔世涛 梁一 新 陈壮 阔冬梅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中医院 %0#∃ && %∋∋

自 ∃ 年 − 月 一 ∃ 年 5 月
,

笔者将经 9 线平 一 年 # 例
,

年以 上 例
,

最短 # 天
,

最长 5& 余年
。

片
、

Φ 超及 ( Δ 扫描确诊的 5&& 例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 单节段椎间盘突出者  1 例
,

两个节段以上椎间盘突出

者
,

随机分为两组
,

用强力牵引踩跷法治疗的为治疗 者 ∀ 例
,

其中左突者 0 5 例
,

右突者 1& 例
,

中央突出

组
,

传统推拿
、

牵引治疗的为对照组
,

对两组的疗效
、

者 ∃ 例
,

伴椎管狭窄者 − 例
。

疗程对比分析
,

现报告如下
。

治疗方法

临床资料
2

治疗组
3

%− ∋ 热敷腰部
3

患者俯卧于床 仁
,

用毛

本组 5 && 例
,

均为住院病人
,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 巾浸药液 %选用 活血化痊
、

祛风除湿
、

通络止痛的中草

照 组
,

两组病例均有较典型的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临床 药水煎 5 小时后去渣存液
,

保温待用 ∋ 热敷于腰部 5&

症状和体征
,

诊断标准参照胡有谷 主编的 《腰椎间盘突 分钟
,

务使腰肌放松
,

减轻疼痛
,

减少阻力
。

%助 强力

出症 尸
二,

。

牵引踩跷法
3

嘱患者排便后
,

俯卧于推拿床上
,

胸部及
2

治疗组 %∋& 例
3

男 0 魂例
,

女 1 ∀ 例
Λ

年龄 ∀ 一 骨盆部各垫一个软枕 %规格为 # , Μ ! − 火 Ν, Μ Ο 又 &Μ Ο ∋
,

使

∀∃ 岁
Λ
病程 # 个月 以下 0 1 例

,

# 一 ∀ 个 月 ∀ 例
,

∀ 个月 腹部悬空
,

用一布带横放于背部肩脚骨下缘
,

经两腋下

一 年  例
,

年以上 55 例
,

最短 5 天
,

最长 50 年
。

单 绕至前胸部
,

布带固定于床头 上
。

由两位助手双 乒各握

节段椎间盘突出者 ∃∃ 例
,

两个节段 以 卜椎间盘突出者 住患者左右小腿下段
,

术者双 手扶住预先设置好的双

5# 例
,

其中左突者 1 1 例
,

右突者 5 例
,

中央突出者 ## 杠上
,

以控制自身平衡
,

脚尖踩踏于患者腰部椎间盘突

例
,

伴椎管狭窄者 5 例
。

出节段
,

嘱患者深呼吸后把气呼出暂停吸入 片刻
,

两助

5
2

对照组 & 。例
3

男 ∀5 例
,

女 # 例
Λ

年龄 5& 一 手猛力牵拉双 下肢
,

牵拉力约为患者体重的两倍 %经山

∃ 。岁 Λ 病程 # 个月以下 0 ∀ 例
,

#一 ∀ 个月 5 例
,

∀ 个月 西澳瑞特健身器材公司 0 & ∀ 型重块式多功能健身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