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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分析方法 

• 定性 

• 定量 

• 定性与定量 



内容提要 

文献计量学基础 

文献计量学理论 

文献计量学方法 

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文献计量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 



文献计量学基础——形成与发展 

• 1911年，俄国学者瓦尔金，采用分析引文的方法，研究化学家
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做出的贡献 

• 1917年，文献学家科尔和伊尔斯在《科学进展》，分析研究比
较解剖学的文献，介绍了最基本的书目统计分析技术 

• 1923年，休姆提出了统计书目学 

• 1926年，美国统计学家洛特卡，研究著者与文献数量的关系 

• 1934年，英国情报文献学家布拉德福，文献的集中与离散规律 

• 1935年，美国语言学家齐普夫，研究了文献中词频分布规律 

• 1958年，美国情报学家加菲尔德对引文分析进行了持续研究 

• 1958年，贝尔纳、伯顿、开普勒提出了文献“半衰期”概念 

• 1961年，美国科学家普赖斯提出了文献量的指数增长规律 



 
 
 
 
 
 

5 

• 文献计量学 

            是借助文献的各种特征的数量， 采用数学与统计学

方法来描述、 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

图书情报学分支学科。 

文献计量学基础——概念 

1969年由英国A . 普里查德提出文献计量学术语 



文献特征 

• 文献外部特征： 著者、题目、刊名、书名、
出版年、地址、出版类型、引用文献、文
献序号等。  

• 文献内部特征：分类号、主题词、关键词、
代码等。 



文献的外部特征 



文献的内部特征 

 



文献计量学基础——发展 

•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把数学方法引
入文献统计 

• 从五十年代起将计算机技术用于文献引文
分析使得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和应用获得了
巨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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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的关系分析 

• 依照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目的
来区分 

• 计量学关注的三方面 

对象 

方法 

效果 

 

 



文献、信息、知识、情报的关系 

• 信息：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变化和特征的反映以及经
过传递后的再现。事物的状态、运动形式、运动规律以
及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表象。 

• 知识：人类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中各种现象、规律的
信息反映，系统化、理论化的信息 

• 情报：人们在一定时间内为一定目的而传递的有使用价
值的知识或信息。 

• 文献：人类的知识和信息，以文字、图形、代码、符号、
声频、视频等形式记载到不同物质载体上的所有记录。 



 
 
 
 
 
 

计量理论 相关学科 所属学科 研究内容 计量单元 应用 

文献计量 

文献计量学 图书馆学 
科学研究活动产

出分析 

文献 
（论文、著作、
期刊、专利、
数据库等） 

科研能力、科研实
力、科研竞争力、
期刊、机构、人才、

学科等评价 

信息计量学 
情报学/信
息管理学 

信息源和信息传
播过程 

信息/情报 同上 

网络信息计
量学 

计算机科学
/信息管理
学/传播学 

网络信息 
网络信息和数

据特征 

网络评价与管理、
网站评价与管理、
数据库评价与开发

管理等 

科学计量 科学计量学 
科学学/科
技管理 

科学研究活动的
基本特征和规律 

科研活动的基
本特征和规律 

学科评价、科学法
制优先领域选择、
科研资源配置 

知识计量 知识计量学 
知识经济学
/知识管理

学 

知识单元层次考
察知识的投入与
产出、流量与存
量、生产与应用、
传播与分配等 

知识体系 

知识评价、科研成
果学术价值评价、
知识测度、知识生
产与分配计量、知
识投入与产出分析、
知识资本与知识资

源管理等 

经济计量 经济计量学 经济学 

从经济学角度考
察科研投入（成
本）、产出（效
率和效益）等 

科研成本效益
分析 

科研绩效评价、科
研活动成本效益分
析、科研资源配置 

计量学理论的各门学科及其在科学评价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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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苏联著名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

(А．И．Михайлов)指出：“当前，已

发表文章的增长、老化和离散规律，理

所当然地被视为标志科学文献发展的最

根本的规律。” 

文献计量学基本理论 



文献计量学理论 

• 文献增长规律 

• 文献老化规律 

• 洛特卡定律 

• 布拉德福定律 

• 齐普夫定律 

• 文献引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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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理论—文献增长规律 

• 科技文献指数增长规律 

      

 

      F（t）是时间t 的函数，表示 t 时
段的科技文献量；  

     a 为条件常数，表示统计的初始时
段（t = 0）时的科技文献量； 

     e为自然对数的底数； 

     b为时间常数，表示科技文献的年
增长率r%。 

    研究结果表明，科技期刊

数量和期刊文献数量均呈
现出“按指数增长的规律”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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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指数增长律背后的故事 

1949年，普赖斯在新加坡执教时，负责保管
一整套《伦敦皇家学会哲学论坛》。由于十
年一叠地放在床头书架上，使得杂志靠墙排
成指数曲线状，这个现象被他意外地抓住了。 

1950年，普赖斯回欧洲后向荷兰阿姆斯特丹
的国际科学史大会提交了他的第一篇有关科
技期刊按指数增长的文献计量学论文。该论
文不仅标志他从数学和物理学转向了文献史
研究，而且也成了他成长为科学计量学之父
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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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性   
• 正如普赖斯所指出“指数曲线的存在，显然具有
普遍性和长期性。”因此，科学文献的指数增长
定律具有较大程度的正确性，并获得了人们的公
认。 

• 从数学上分析和从统计实例来看，指数函数正是
科学文献量随时间而增长的数学表示，符合一定
历史年代的科学文献统计结果。 

指数增长模型分析-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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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 
• 并不是所有学科文献总是按指数规律增长 

科学文献并不总是按指数函数关系增长，它与所研究
的文献的学科和时间有关。 

• 不能预测未来 

 按照指数函数的变化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

文献的增量会趋向无穷大。显然，人类对科学研究的
投入很难满足科学文献无限增长的要求。因此，这是
不现实的。 

• 科学文献指数增长规律相对于某年的文献累积
量，并非指文献的增加量 

指数增长模型分析-缺点 



文献逻辑增长模型 
• 科技文献逻辑增长规律 
     F(t)=k/(1+ae-bt) 

          (k>0,a>0,b>0) 

    F(t)是时间t 的函数，表示 t 时段的科
技文献量；  

      k 为当t趋向无穷大时的文献累积量； 

     a 为条件常数，表示统计的初始时段
（t = 0）时的科技文献量； 

      e为自然对数的底数； 

      b为时间常数，表示科技文献的年增
长率r%。 

    研究结果表明，文献的增长是
分阶段的，每个阶段的增长模
式并不相同：①指数增长；②
增长率开始变小；③ 缓慢增加， 
趋近于一个极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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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理论——文献老化规律 

  概述： 
  科技文献产生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流通及利用情
况会发生变化： 

  有些文献的内容会被证明是不可靠的或错误的。  

  有些文献信息的内容尽管仍是正确的 ，被新的文献形式
所替代，导致原有文献逐渐很少被人使用。  

          科技文献的这种逐渐失去使用价值而不再被人们
利用或越来越少地被人利用的现象就是科技文献的
老化现象。 



科技文献老化规律 

• 文献老化既是一种客观现象,又是一个复杂
的动态过程 

• 文献老化的原因: 科学知识不断增长和更新 

• 科技文献老化研究实质：对科学知识修正
速度的探索 



 
 
 
 
 
 

22 

• 科技文献老化的研究方法 

文献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引文分析方法  

数学方法  

综合分析方法 

 

科技文献老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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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老化规律度量指标 

 半衰期 
 所谓文献的 “ 半衰期” ，是指某学科 ( 专业)现时尚在利用的
全部文献中较新的一半是在多长一段时间内发表的。 

 1958-英国贝尔纳 ；1960-美国巴尔顿 和凯普勒 

 普赖斯指数   

 在某一知识领域内，把对年限不超过5 年的文献的引文数量与
引文总量之比当作指数，用以量度文献的老化速度和程度 

 1971--普赖斯 

 剩余有益性指标  

 某一年份某一期刊被用户所利用的文献数 

 英国，B.C.布鲁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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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文献老化的度量指标 

 半衰期与普赖斯指数 

一般来说，某一学科或领域文献的 “ 普赖斯指数”
越大，半衰期就越短 

文献的 “ 半衰期”只能笼统地衡量某一学科领域全
部文献的老化情况 

“ 普赖斯指数”既可用于某一领域的全部文献，也
可用于评价某种期刊、某一机构，甚至某一作者或
某篇文章的老化特点 

 

科技文献老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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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文献老化的数学模型 

 巴尔顿——凯普勒老化方程 

 

 
 

 a + b = 1  

  y 为经过一定时间该学科领域尚在利用的文献的相对数量 

 x 为时间，以10年为单位 

 科技文献老化规律 

)(1
2xx e

b

e

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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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文献老化的数学模型 

 巴尔顿——凯普勒老化方程 

 当取y=0.5时，可以计算出文献的半衰期。巴尔顿等人
据此测算出生物医学、冶金工程、物理学、化学工程、
社会学等12个学科的文献半衰期，其结果如下所示 

 

 
 

科技文献老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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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文献老化的数学模型 

 巴尔顿——凯普勒老化方程 

只考虑到 “ 老化”而没有考虑到文献的增长，而文
献的增长正是促成文献老化的重要因素 

这个公式也较复杂，难以进行准确的实际计算 

科技文献老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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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理论——洛特卡定律 

    1926年，美国人口统计学家洛特卡发现了
科学工作者与其论文数量分布规律 

 

 

 

 

 

 

 

    

 

   写了2 篇论文的科学工作者人数大约是写了1 篇论文科学工作者人数的1/4; 

写了3 篇论文的科学工作者人数大约是写了1 篇论文科学工作者人数的1/9; 
⋯⋯写了n 篇论文的科学工作者人数大约是写了1 篇论文科学工作者人数的
1/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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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特卡定律的限制 
• 学科之间的性质差异，导致了不同学科作者著述行为的

差异，从而对洛特卡定律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产生影响 

– 物理学、化学、数学、经济学、人文科学等学科的n值接近2，比较符

合洛特卡的平方反比定律 

– 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的著述分布不严格符合平方反比定律 

– 工程技术领域的n值则偏离较远，技术科学的n值会增大，即高产作者

的比例降低，而规模较大、合作程度较高的学科n值会变小 

• 该定律的适用有一个的前提，那就是对所研究的学科必须相对稳定，

研究的论文时间区间必须足够长，研究的作者数目必须足够大，否

则对该定律必须作相应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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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理论——布拉德福定律 

• 文献集中和分散定律 

– 布拉德福发现学科文献在期刊中的分布是有规律的，少量期刊

集中了大量某学科文献，而其他期刊则很少出现该学科文献。

他将期刊按发表学科论文的数量排序，划分出对学科最有贡献

的核心区和随后的若干区。 

– 后人证实了布氏揭示的学科文献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是客观存

在，将布氏发现的规律称为布拉德福文献集中与分散定律，将

位于核心区的期刊称之为核心期刊。 

      

 

       



 
 
 
 
 
 

 文献的分散是普遍的客观现象 

 一个学科论文分散在其它学科的期刊杂志上屡见不鲜 
 如何找出其分散的规律性是关键所在 

 科学统一性原则 

 每一学科都或多或少与其它任何一个学科相关联 
 对一个专家有用的论文，不仅会出现在这个专家所在学科的专业
期刊，亦会出现在“其它学科”的期刊 

 “其它学科”期刊的数量，和其研究领域与 “专家所在”学科的
关系密切程度以及 “专家所在”学科的论文在每种期刊中的登载
率呈反比 

  按照某个学科论文期刊的载文率之高低来划分区域，每
个区域中的期刊数量随着该区域期刊载文率的减小而增多 

 文献统计研究是布氏定律产生的基础 

产生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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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理论——布拉德福定律 

• 如果将一定时间内(通常一年)的按某学科载文量等级排列的期刊划分

为3个区，使每一个区所包含的相关论文数量相等，即恰好等于全部

期刊发表的该学科文章总数的 1/3，则可发现： 

– 第一区涉及的论文来自数量不多但效率最高的期刊（称为核心区） 

– 第二区包含数量较大、效率中等的期刊（称相关区） 

– 第三区包含数量最大而效率最低的期刊（称外围区） 

– 核心区与相继各区的期刊数量成                  的关系 

       

2::1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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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福定律应用的条件与局限 
布氏定律只有充分满足以下列条件才能成立: 

   1）论文的学科、专业领域或课题范围应当清楚地划定 

   2）被分析的相关学科、领域或课题的期刊清单，以及对

这些期刊中刊载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应当是充分的 

   3）被分析的期刊的时间应当清楚限定，以保证有关文献

数据统计的一致性  

具体来说，布拉德福定律的局限在于 

1）一个很重要的无法模型化的参数：学术制度变迁 

2）布拉德福定律的模型建立在了很多理想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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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理论——齐普夫定律 

• 文献词频分布规律 

      

 

 

 

    齐普夫运用其“最省力法则”解释了这个定律。他认为，
在任何语言中，凡是使用频率高的词，功能总是不会太
大。因为词义本身在这个场合中价值小，因而传递它们
所需要的“力”就不大。所以，词的出现频率与等级序
号的乘积基本上稳定于一个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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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普夫定律的适用性 

• 一般来说，齐普夫定律较符合西文文献中词频分布的

实际情况，定量揭示文献信息的词频分布规律 

• 词频分布问题是很复杂的，因而使得上述公式的适用

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 

• 对出现频次特别高的词和特别低的词，不能圆满地反

映其分布规律 

–低频率的词，序号相同的很多 

–高频率的词，序号相同的词随着频率
的增高而越来越少 



文献计量学理论——文献引用规律 

• 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必然要借鉴前人或
他人的相关研究成果。科学文献体系中的
每一份文献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这种相互联系突出地表现为
文献间的相互引用。 



文献计量学理论——文献引用规律 

• 文献引用关系 

–直接引用 

–间接引用 
 引文耦合：两篇或多篇文献同时引用一篇或多篇相同文章 

 同被引：两篇或多篇文献共同被后来的一篇或多篇文献所引用 

 自引：著者引用自己以前的著述 



文献计量学理论——文献引用规律 

• 研究内容 

–引文量的分析：文献类型、学科主题、语种、
出版年代、引文来源等进行分析和描述 

• 使用工具 

–《Web of Science》 

–《CSCD》 



文献计量学方法 

• 描述统计分析法 

• 数学模型法 

• 引文分析法 

• 数据挖掘法 

• 信息可视化法 



文献计量学方法—描述统计 

• 定义：是利用统计学方法对文献进行分析，
以描述或揭示文献的数量特征和变化规律 

• 类型：出版物统计、著者统计、词语统计、
引文统计等 



文献计量学方法—描述统计 

• 步骤： 

–统计调查：搜集获取研究对象的原始数据 

–统计整理：数据计算、排序、图表显示等 

–统计分析：统计数据的结论分析和误差分析 

• 应用：单独运用或与其他分析方法结合，文
献特征的描述，还用于科学学、预测学等 

 



文献计量学方法—数学模型法 

• 定义：是运用数学理论和方法，以数学表
达的形式和符号来描述研究对象中的各种
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从而揭示其规律的
一种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学方法—数学模型法 
类型 

– 研究对象的性质划分 
• 必然现象模型：微分方程表达 
• 随机现象模型：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 模糊现象模型：模糊数学 理论 
• 突变现象模型：拓扑学奇点理论和结构稳定性理论 

– 表达形式划分 
• 解析式与图像模型：函数关系或 图像描述系统(两个变量 以下) 
• 方程组模型：多变量情形  
• 图表模型：系统的状态变化 

– 描述方法划分 
• 集合论模型 
• 概率模型 
• 代数模型 

 

 



文献计量学方法—数学模型法 

• 基本步骤 

1.按具体项目的目的和要求来确定研究目标 

2.根据某种理论建立模型，并找出其内部子系统
和元件遵循的一般规律  

3.根据一定时期的实际统计或样本资料，确定方
程式的各个参数 

4.进行模拟试验，检验模型的功能及可靠性 

5.根据提出的数学模型进行预测和决策 

 



文献计量学方法—引文分析法 

• 引文分析定义：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
的方法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
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各种分
析对象的引证与被引证现象进行分析，以
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
计量分析方法。 



文献计量学方法—引文分析法 

• 类型 
– 引文的出发点和内容 

• 引文数量上分析：评价期刊和论文 

• 引文间的网状关系或链状关系：揭示学科的发展与联系 

• 引文反映出的主题相关性文献：揭示科学的结构、学科的相关
程度和进行文献检索等 

– 获取引文数据的方式 
• 直接法：从来源期刊中统计原始论文所附的参考文献 

• 间接法：引文分析工具中获取 

– 文献引证的相关程度 
• 自引分析 

• 互引分析 

• 三引分析 

 



文献计量学方法—引文分析法 

• 基本步骤 

1.选取统计对象 

2.统计引文数据 

3.引文分析 

4.得出结论 

• 注意：选取学科中有代表性、权威的若干
期刊，确定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相关论文  



文献计量学方法—引文分析法 
• 测度指标 

– 引文率 
– 期刊引文量 
– 期刊被引量 
– 自引率 
– 被自引率 
– 影响因子 
– 即年指数 
– 学科影响因子 
– 学科即年指数 
– 引证系数与被引证系数 
– 引文耦合 
– 同被引 



文献计量学方法—引文分析法 

• 作用 
–测定学科的影响和重要性 

–研究学科结构 

–研究学科情报源分布 

–确定核心期刊 

–研究科学交流和情报传递规律 

–研究文献老化和情报利用规律 

–研究情报用户的需求特点 

–科学水平和人才评价 

 



文献计量学方法—数据挖掘法 

• 定义：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
模糊的、随机的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
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
息和知识的过程。 

• 对象：是超大型的数据库 
– 医院：HIS，电子病历 

– 商场：购物数据 

– 卫星天气资料 

 



文献计量学方法—数据挖掘法 

挖掘的结果：是模式 
–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 
–对于集合的数据，可以用语言来描述其中数据
的特性。如: 
• “如果成绩在81~90之间，则成绩为优良” 
• “如果成绩为81、82、83、84、85、86、87、88、89或90，
则成绩为优良”。 

• 嗜烟者冠心病的发病率是不吸烟者的2～6倍。 
 

 数据库 模式 



文献计量学方法—数据挖掘法 

• 数据挖掘分类 
– 数据库 

– 文本 

– Web信息 

– 空间数据 

– 图像和视频数据 

 



文献计量学方法—文本挖掘法 

• 定义：将文本型信息源作为分析对象，利
用智能算法，并结合文字处理技术，分析
大量的非结构化文本源，从中寻找信息的
结构、模型、模式等各种隐含的知识。 



文献计量学方法—数据挖掘法 

• 数据挖掘算法—十大经典算法 

C4.5 PageRank 

 k-Means AdaBoost 

SVM kNN 

Apriori Naive Bayes 

EM CART 



关联规则挖掘 

• 关联规则挖掘：  

–从事务数据库、关系数据库和其他信息存储中
的大量数据的项集之间发现有趣的、频繁出现
的模式、关联和相关性。  

• 应用：  

–购物篮分析 

–捆绑销售和亏本销售分析。 

 



“尿布与啤酒” 
• 沃尔玛通过建立的数据仓库，定期 
统计产品的销售信息。 

• 结果发现，每逢周末，位于某地区的 

沃尔玛连锁超市啤酒和尿布的销量很大 
• 一些年轻的父亲下班后经常要到超市 
去买婴儿尿布，在购买婴儿尿布的年轻父亲们中，              
有30%～40%的人同时要买一些啤酒           
                  之后该店打破常规，把啤酒和尿布的           
                  货架放在了一起。 



Apriori算法 

Tid 商品 

1 面包，牛奶 

2 面包，尿布，啤酒，鸡蛋 

3 牛奶，尿布，啤酒，可乐 

4 面包，牛奶，尿布，啤酒 

5 面包，牛奶，尿布，可乐 

基于两阶段频集思想的递推算法 
找出频繁1-项集 
找出频繁2-项集 
用最小支持度、可信度等来衡量。 

候选1-项集 
面包  4 
牛奶  4 
尿布  4 
啤酒  3 
鸡蛋  1 

频繁1-项集 
面包  4 
牛奶  4 
尿布  4 
啤酒  3 

候选2-项集 
面包 牛奶  3   
面包 尿布  3 
面包 啤酒  2   
牛奶 尿布  3 
牛奶 啤酒  2 
尿布 啤酒  3 

频繁2-项集 
面包 牛奶  3   
面包 尿布  3 
牛奶 尿布  3 
尿布 啤酒  3 

频繁3-项集 
面包 尿布 牛奶  
2 
面包 尿布 啤酒  
2 



应用实例：卓越购书 

 



可笑的关联 

 



宿树兰 尚尔鑫 叶亮 段金廒.治疗痛经方药的关联规则分析.南
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24(6)：383-385 

• 应用计算机检索中医方剂数据库（源于《中医方剂大辞典》）有关
治疗痛经的217首方剂，以EXCEL 2000软件建立数据库，收录每首方
剂中的单味药进行统计分析。 

• 应用关联规则方法中Apriori算法分析方剂中药对的应用规律。 

• 结果在治疗痛经的217首方剂中共使用427种药物2450频次。其中，
使用频次在10次以上的依次为当归、川芎、延胡索、赤芍、香附等
56味中药，使用总频次为1622次； 

• 关联规则方法分析出使用频次在10次以上的药对当归-川芎、当归-白
芍、当归-香附等389对。 

• 结论运用用药频率统计与关联规则等数据挖掘方法，能较好地发现
中医临床治疗痛经方药的用药规律，为临床遣方用药提供理论指导。 



数据挖掘的过程 

 

转换过的
数据 

数据模式
与趋势 

大型 

数据库 
目标数
据 

处 理 过 的
数据 

知
识 

选择 处理 转换 数据挖掘 解释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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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挖掘的一般过程 

袁军鹏, 朱东华等. 文本挖掘技术研究进展[J]. 计算机应用研究(核心期刊). 2006, (02)  



数据挖掘的过程 

• 选择：根据某种标准选择或者切分数据。例如，将所有患有肺
结核的病人的记录套录下来，形成该疾病患者的数据子集。 

• 处理：包括清除和充实两个方面，由于数据是来自于日常工作
中的记录，有许多冗余的和重复的内容，如病人的姓名可能在
药局和实验室的数据库中都出现，有时还要从其他数据库中补
充新的数据等等。 

• 转换：删除那些丢失重要内容的记录，将数据分类（如按病人
年龄分组），改变记录的格式（如将生日转换为实际年龄）等
等。 

• 数据挖掘：运用工具和算法，在数据中发现模式和规律（具体
工具和算法后述）。 

• 解释与评价：将发现的模式解释成为可以用于决策的知识，如
预测、分类任务、总结数据库的内容或者解释观察到的现象。 



数据挖掘的医学应用 

• 药学 
– 如利用趋势分析筛选药物，将某种药物在一定时期内的反应收集

起来加以分析； 

– 在大型化学数据库中自动寻找药效基团； 

– 利用神经网络技术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药物副作用数据库的200万
条报告进行数据挖掘，发现了药物间的相互作用。 

• 病理 
– 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对显微标本中获得的大量数据(如计数、大小、

形状特点、生理学评估、质地等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出其中的
关键性指标； 

– 还可以对大分子及其化合物的电子显微镜三维致密重建图形进行
数据采掘分析。 



数据挖掘的医学应用 

• 临床：HIS，EPR 

• 通过临床日常工作和各项检查数据进行的数据采
掘研究也逐年增加 

• 应用大型的数据采掘软件,如DMSS软件(Data 

Mining Surveillance System)对ICU病房的微生物
学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感染和抗药性模式上的变
化 

• 对医院感染和卫生检测数据进行数据采掘研究 



文献计量学方法—信息可视化法 

• 定义：利用计算机支撑的、交互的、对抽
象数据的可视表示，增强人们对抽象信息
的认识。其内涵是将数据通过图形化、地
理化形象真是地表现出来，并且找到数据
背后蕴含的信息 

 



 

信息激增 



文献计量学——信息可视化 

• 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情报计量学——
信息可视化 

• 科学计量学——科学知识图谱 

 



发展历程 
• 传统的科学计量学图谱以简单的二维图、三
维图(如：线形图、扇形图、柱形图、散点图
等)表达科学统计结果  

• 1987年，美国基金委发展研究报告《科学计
算中的可视化》开始长期资助科学可视化研
究（三维立体可视化图谱） 

 

 

 



   Mapping the Evolution of  Co-Authorship Networks  
   Ke, Visvanath & Börner, (2004) Won 1st price at the IEEE InfoVis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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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989 

1990-1999 



文献计量学方法—信息可视化法 

• 过程 
–抽取：从文本信息对象中抽取外部特征和内容
特征，建立专用数据表，准备原材料 

–转换：从文本对象中抽取特征是高信息维，要
过渡到低可视维，先要进行必要的转换 

–映射：通过分析研究，要确定特定算法，启动
程序可以将高信息维向低可视维自动映射 

–隐喻：合适的可视化模型可以隐喻文本对象的
高信息维值，并发现规律的过程 



文献计量学方法—信息可视化法 

• 应用 

–信息组织 

–信息检索 

–信息分析 

–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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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指标体系设计  

 指标的分类 

总量指标 

用来说明科技活动总体现象规模的统计指标 

同类总体指标之和 

决定所有科技调查资料的可靠性，因此对此类指
标的命名必须标准、定义必须严谨、界定必须清
晰、测量与计算必须规范，单位必须统一 

平均指标 

按某个总量的平均标志来评价总体单位一般水平
的统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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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指标体系设计  

 指标的分类 

相对指标 

以科技统计总量指标及相关的经济、社会统计的
总量指标为基础进行符合数理统计理论的计算而
形成的组合型指标 

目的在于正确分析科技活动的结构特征、强度特
征、变化趋势及科技活动现象与经济活动、社会
活动现象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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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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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计量学指标 

–流通指标： 

• 流通量一通常是指某一时间内文献借出的总数。

但从广义来说，凡是通过图书情报单位实现的信

息交流，都叫“流通”，其计量就叫“流通量”。

目前仍以文献册数为其计量单位。 

 

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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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指标 

–流通率——是一个相对指标，一般定义为： 

          ；其中N为统计时间内借阅的文献

数量，M是投入流通的文献总数。 

–流通速度——是指单位时间内的流通数，其单

位为册／时间。 

–这组指标的作用在于：能够反映流通工作量的

大小、文献传递的速度和利用效率。  

100%
N

p
M

 

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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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利用率 

– 可表示为：s=全年出借册数／全馆藏书总册数×100％。 

• 图书周转率 
– 是指一年中平均每本图书周转的次数，可表示为：B=
全年图书借阅总册次数／全馆藏书册数×100％。 

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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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借阅率 

–在统计时间内平均每个读者所借的文献数，可表

示为： 

   
   

• 拒绝率：一般定义为： 

 
 

 

100R  
借阅的文献总数

％
借阅的读者人数

100H 
读者未借到的文献数

＝ ％
读者要借的文献总数

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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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差系数：定义为：    

   

   

 

–显然，k值越大则时差越小，说明其报道速

度越快，可作为二次文献评价和选购的依
据之一。 

k 
当年文献的文摘条数

该年文摘总条数

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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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报吸收系数：一般定义为： 

 

   

– M是统计时间内发表的文献总数，N是其中被利用的文献数。 

– 该系数也可以相对于某一学科的文献或某种刊物而言。它是衡量

情报被社会吸收利用的程度的指标。 

 

N
I

M


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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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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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科技期刊评价指标 

 科技期刊是反映科学技术产出水平的窗口，一个国家科技水平

的高低可通过期刊的状况得以反映。  

 总被引用次数 

 这是所评价期刊历年发表的论文在评价当年被其它期刊和该期刊本
身引用的总次数，以表明该期刊在科学交流中被使用的程度。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可测度近年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该项指标用论文平均被引率反映了
期刊近期在科学发展和文献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定义：期刊前2年发表论文的被引次数占前2年论文总量的比例（相
对数量指标） 

 公式：影响因子= 某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该年的被引用次数 / 该
刊前2年发表的论文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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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科技期刊评价指标 

扩散因子 

评估期刊真实影响力的学术指标，显示总被引频
次所涵盖的期刊范围。 

 

平均引文率 
 可测度期刊的平均引文（引证文献）水平，考察期刊论文吸
收他人学术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率通常可以反映期刊吸收
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学交流程度的高低。 

 定义：在给定的时间内，期刊篇均参考文献量（相对数量指
标）     

 公式: 平均引文率=期刊参考文献总数/期刊论文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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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科技期刊评价指标 
即年指标 

是表征期刊即时反应速率的指标，即该期刊在评
价当年发表的论文，每篇被引用的平均次数。 

期刊载文量的地区分布数 
这是衡量期刊论文覆盖和全国性的评价指标，我
国按全国31个省（市）计，取近几年某期刊载文
的地区分布数。 

期刊刊载的基金论文数 
这是表明期刊所载论文学术水平和质量的一个重
要指标，期刊载文的基金资助比例高，指示该刊
学术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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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科技期刊评价指标 
期刊被引半衰期（cited half—life） 

可测度期刊文献老化的速度。文献的半衰期受学
科的内容、性质等因素的制约。一般来说，比较
稳定的学科，其期刊半衰期要比正在经历重大变
化的学科，或者说发展较快、较活跃的学科的期
刊半衰期长；基础理论学科的期刊半衰期要比技
术学科的期刊半衰期长；历史悠久的学科期刊半
衰期要比新兴学科的期刊半衰期长。 

定义：某期刊现尚在被引用的全部论文中较新的
一半的年代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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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科技期刊评价指标 
 期刊他引率（non—self—cited rate） 

 可测度某期刊学术交流的广度、专业面的宽窄以及学科的交
叉程度。     

 定义：期刊被他刊引用的次数占该刊总被引次数的比例（相
对数量指标）。             

 公式：期刊他引率=被他刊引用的次数 / 被引用的总次数 

 这个指标是《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最早提出来的，通常
用于表征期刊科技交流中的范围和程度。  



 
 
 
 
 
 

92 

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科技期刊评价指标 
 期刊的国际化程度 

 根据海外作者来稿数统计。  

 国际著者论文数 

 指期刊发表外国作者论文的数量。可测度期刊在国内外学术
交流中的作用。 

 外国作者论文数包括外国作者独立撰写的论文和外国作者与
国内作者合作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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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科技期刊评价指标 
 期刊的国际化程度 

 根据海外作者来稿数统计。  

 国际著者论文数 

 指期刊发表外国作者论文的数量。可测度期刊在国内外学术
交流中的作用。 

 外国作者论文数包括外国作者独立撰写的论文和外国作者与
国内作者合作的论文。 

 平均作者数 
 来源期刊中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衡量期刊科学生产能力
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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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科技期刊评价指标 
 学科扩散指标 

 指在统计源期刊范围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量与其所在学科
全部期刊数量之比。 

 

 学科影响指标 
 指期刊所在学科内，引用该刊的期刊数占全部期刊数量的比
例。 

 

 文献选出率 

 按统计源期刊选取论文的原则选出的文献数与期刊的发表数
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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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指标体系设计  

 标准规范化 
 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化程度（专家评定）。 

 论文平均发表周期 
 指评价当年全刊所有论文投稿到发表所需时间的平均 

 编校质量 
 指文字表达，标点符号的使用，图表编排和校对质量（专家评

定）。 

 装帧印制质量 
 指封面、版面设计与印刷、装订质量（专家评定） 

 人才培养 
 期刊在发现和培养科研人才方面所起的直接或间接作用（报告

叙述）。 

 



文献计量学在核心期刊评价中的应用 

• 某学科核心期刊是指刊载该学科学术论文
较多的、论文被引用较多的、受读者重视
的、能反映该学科当前研究状态的、最为
活跃的那些期刊。 

 



核心期刊概念的发展 

• 二次文献(文摘、提录、索引)的核心期刊
效应 

– 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篇文章指出
“从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重要文摘杂志中发现
了一条规律，它们所列出的或编成文摘的75%
的论文，仅来自它们所收摘的全部期刊的10%” 

 

 



核心期刊概念的发展 

流通量的核心期刊效应 

1969年，高夫曼（W.Goffman 美）、莫利斯通

过统计分析，证实按期刊流通量数据的分布近

似服从布拉德福文献分散规律，存在核心期刊

效应。  

 



核心期刊概念的发展 

• 被引量的核心期刊效应 

– 1971年，加菲尔德（Garfield, SCI创始人），
在统计了2000种期刊中的1百万篇参考文献后
发现，24%的被引频高的文章出自25种期刊，
50%的出自152种期刊，75%出自767种期刊，
而其余的被引文章则散布在数量大得多的期刊
中。证明了被引文章在期刊上的分布也有一个
较为集中的核心区与广为分散的相关区   

 

 



核心期刊概念的发展 

• 有许多研究表明，由上述因素派生的其他
因素如：被引率、影响因子、即时被引率
等也都具有核心效应。 



核心期刊的作用 

• 可作为图书馆期刊订购、导读和参考咨询、
读者投稿，文献数据库选择来源刊，研究成
果评价等方面的参考工具 

• 核心期刊只是一种相对的统计的概念，核心
期刊表只能起参考作用，不能起标准作用。 
– 从个体角度看，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未必每篇学术
水平都高，非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未必每篇水平都
低。 

• 因此在评价研究成果时，还应根据单位或评
价项目的具体情况，请学科专家来评审论文
本身的学术价值。 
 
 



核心期刊评价在中国 

• 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期刊工作研究会的《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核心期刊要览》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
库》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的《中国人文社科学报
核心期刊》 

•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及其来源期刊 

•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论文引文分析数
据库》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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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在科技期刊评价中的应用   

 科技期刊评价的模式 
 客观评价 

 采用科学、公正、客观的评价指标体系对科技期刊的学术质
量以及整体水平进行评估，这也是科学界共同提倡的、可以
减少争议的公平做法 

 主观评价 

 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由专家进行最后的投票和打分 

 合理的评价体系 

 “以评促优，以评促改”  

 科技期刊评价机构 

 从国家层面，统一组织，由权威的、中立的研究单位进行科
技期刊评价和发布是比较可行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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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 

 中国科技期刊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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