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的规律，提高图书馆对相关专业文献的人藏水平，为图书馆的服务提供质化、量化实证

依据。 

第一章 研究内容、思路及创新点 

2.1 研究内容 

本文选择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方向的博士生学位论文，对其所附引文进行统计分析。博

士学位论文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学科的前沿和创新。所以选择博士

论文的引文作为本课题的研究内容。 

在众多的文献需求调查方法中，引文分析方法是一种科学、直观而可靠的定量分析方法。

因为文献的被引是读者阅读了该文献并从中获得帮助的重要标志，而且引文分析的研究方法

简单，数据的获取更迅速、经济而准确。引文分析的数据可取自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专著、

书目和索引等文献中的引文。作为高校文献需求的调查，该校教师的出版物和学生的学位论

文的引文分析最能反映本地文献的需求特点。教师是高校最重要的读者群，其出版物引文来

源也反映较高层面的文献需求范畴，但教师的出版物比较分散，收集的难度大，发表在期刊

论文中的引文数量少。而本校博士生是在他们的导师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的

学术水平较高，博士论文的引文既可反映学生的文献需求，也间接代表了指导老师的文献需

求状况。 

本研究所需要获取的信息包括引文量、各种不同的引文类型占比、不同语种引文的比例、

引文出版年代的分布以及中外期刊引用量等。 

引文量即引文数量，是指一篇论文中所引用参考文献的数目，反映引文的多寡。就是博

士生撰写论文时参考并接受了多少别人或前人的成果，引文量是引文分析中最基本的测度。

引文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博士生对相关学科文献信息的了解和吸收能力。 

引文的类型分布是分析引文文献类型，可以掌握读者的阅读动态和文献来源的构成比

例，有利于确定各类文献载体的情报价值。 

引文语种是测试博士生利用国内外文献的指标。通过对引文语种的分析．可以了解博士

生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外语水平，同时对图书馆外文文献的馆藏布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引文的出版年代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文献最佳利用时间，揭示专业文献的老化规律和

用户利用文献的高峰期； 

基础文献也称为关键论文是社会影响较大的论文，其影响大小可由所发论文的被引频次

来确定。通过引文类型的统计结果看中英文期刊在博士生引文类型中所占比重是否较大，对

学术论文的引用频次和馆藏进行分析，可以了解我校图书馆馆藏期刊对教学和科研的保障程

度。 

 



2.2 研究思路 

引文分析已成为重要信息计量的方法，其应用可大分为下列七类：(1)文献研究。(2)

文献类型之研究。(3)使用者研究。(4)科学家写作历史研究，依据科学发展过程中论文撰写

模式，分析科学家写作历史。(5)评鉴文献书目计量学。(6)信息检索。(7)图书馆馆藏发展。 

本项目以我校资源与环境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近3年博士论文的引文为研究对象，

分别从引文时间、引文语种、引文半衰期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旨在指导我校图书馆馆藏

文献建设，同时此研究方法可供其他图书馆参考借鉴。 

2.3 创新点 

本次项目研究拟打破通过抽样调查馆藏现刊的阅览情况来研究期刊利用率的研究模式，

而是从研究对象的样本和网络数据库人手，全面统计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方向的博士学位论

文，从其引用文献的类型入手来得到相关数据，并与我校图书馆所订的中外文现刊进行比较、

分析，得到期刊利用方面的一些参考数据，以期找到某些规律并为指导将来期刊收藏模式提

供依据，为学科建设发展提供多样化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另外，本文计算得出今年来该学

科博士论文引文文献半衰期，于是该学科文献更新要求得以量化，为后续文献订阅服务提供

依据。 

第二章 研究过程、方法及步骤 

引文(参考文献)，是在撰写论文过程中参考过的主要文献目录，是论文作者参阅借鉴前

人研究成果的反映，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引文分析法是一种最科学、可靠而简单的定量

分析方法
[ ]1
。  

因为文献被引用是读者阅读了该文献并从中获得帮助的重要标志。而且引文分析的研究

方法比其它研究方法简单，数据的获取更迅速、经济而准确
[ ]2
。 

教师和研究生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服务对象，他们的文献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馆藏

建设方向。但研究生对文献的利用，较多依赖本地图书馆收藏。如果本地图书馆馆藏结构不

合理，或藏书量不足，都将导致引文研究结果的偏差
[ ]3
。 

本文以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博士生导师为检索入口，并以华中农业大学 和 2010～2012 

出版年作为限定检索词，获得博士论文34 篇，引文7620篇。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文献半衰期的计算是本文的亮点。为了衡量科学文献的老化速度和

程度, 定量地揭示文献老化的规律，1958年，英国著名的学者J. D. Bernal借用物理学中的

放射性物质的衰变性质，生动地描述了科技文献的老化问题，并首次提出了科技文献半衰期

的概念，以此作为衡量已发表文献的老化程度指标。所谓文献的半衰期是指在该时间内, 已

发表的某一学科或领域内尚在被利用的全部文献的一半
[ ]4
。其计算方法有负指数函数、

Burton- Kebler方程以及中值法等，其中中值法计算较为简便，结果较为可靠
[ ]5
。 



中值法计算方法为： 

设i为引文年令,某学科的引文中第i 年的引文量为ai( i = 0, 1, 2, ,…, n)，令 

A0=a0

A1 =a0+a1

. 

. 

. 

An =a0 +a1+…+an , 

An为总引文量,即 

 

总存在一个i , 使得 

 

则半衰期 T 一定落在区间[i , i + 1] 内.假设各年度的引文量是随时间均匀分布的, 

令 T=i+b(0≤b<1)，经计算半衰期 

……….1 

第三章 结论与建议 

4.1 引文的类型分布 

引文类型反映出各种文献载体在科研中的价值、地位、作用情况，以及科技信息传播渠

道的构成和比重
[ ]6
  

由表 1可以看出，在全部引文中，期刊引文平均占引文总数的95.79%，这说明期刊具有

内容新、信息量大、传递速度快等特点占据被引主导地位，可以肯定，在目前和将来，期刊

或期刊数据库将始终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第一位的文献来源。因此图书馆应广辟期刊，并加大

对数据库的资金投入，为教师和学生进行科研提供更便捷的服务。图书的引文平均占引文总

数的 4.21%，位于第二位。这说明图书具有理论系统性强、内容完整、观点成熟、应用时间

长、便于查阅等特点被引率处于稳定位置。而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和网络信息的利用率不高，



三类文献总和不到1%。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与该类文献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方面逊色于期刊

和图书，使得教师和学生在使用时有考虑；另一方面是由于科研工作者在获得相关资源时常

常受限。所以，图书馆应该考虑如何让教师和学生能更为快捷方便地获得高质量的这类几类

文献资料。 

表  1 引文类型分布 

文献类型 期刊 图书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其它 合计 
数量 7299 321 39 3 17 7620 

百分比(%) 95.79 4.21 0.51 0.04 0.22 100 
 
 

4.1 引文年代分析 

参考文献的时效性问题关系到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水平，反映了文献对当前研究动态的掌

握情况
[ ]7
。 

从表 2可以看出，不同文献类型中，2005 到 2009 年的引文最多，共 2215 篇，占总

引文的 29.1%，2000 到 2004 年的引文次多，共 2167 篇，占总引文的 28.4%，引用其他年

代的论文逐年递减。 

由表 2 引文年代分布可知，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界限，随着年代的递增， 所引用的

文献也大幅度的递增， 但引用 20 世纪 70 年代前的文献就逐步减少。 文献老化的规律基

本和前人所做的研究结果相吻合。 针对我校图书馆而言，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我校的教学科

研，就要做好文献的剔除工作，腾出宝贵的物理空间，使有用的文献不致淹没在老化的文献

群中。 对半衰期较短的期刊，要加强文献报道，最好能通过电子邮件通告服务及时告知教

师，以提高文献的利用率，并可开展定题服务。 对老化的文献则可实行数字化复制或藏人

典藏书库中。必要时，还可统计研究具体的老化数据，确定文献开架的年限，从而节约人力

和财力。 

 
表  2 引文年代分布 

 
1970
以前 

1970-
1974

1975- 
1979 

1980-
1984

1985-
1989

1990-
1994

1995-
1999

2000-
2004

2005- 
2009 

2010- 
2012 

文献

总数

引文 

篇数 
66 68 120 210 328 707 1412 2167 2215 327 7620

百分比% 0.9 0.9 1.6 2.8 4.3 9.2 18.5 28.4 29.1 4.3 100 

 

4.2 篇均引文数 

由表 3可知，2010 年篇均引文数为 234 篇，2011 为 233 篇，2012 则下降为 200 篇。不

难看出，随着年份的增加，篇均引文数有下降的趋势。结合文献类型及语种分析结果，我们

可以推断，单篇引文的质量可能有所增加，比如英文文献的引用比例呈增加趋势。 

表  3篇均引文数 
年份 2010 2011 2012 
总引文量 1644 3974 2002 
论文篇数 7 17 10 
篇均引文数 234 233 200 



 

4.3 引文半衰期 

根据公式 1，因为到 2003 年累积引文相对比例已达 44.95%，故取 i=10，代入公式 1 进

行计算，T=10+(7620/2-3425)/(3850-3425)，计算得出 T=10.91，即引文半衰期为 10.91 年。 
 

表  4引文逐年统计数据 
年份 引文频次 累积引文频次 累积引文相对比例 
2012 11 11 0.00144357 
2011 102 113 0.014829396 
2010 214 327 0.042913386 
2009 402 729 0.095669291 
2008 412 1141 0.149737533 
2007 440 1581 0.207480315 
2006 462 2043 0.268110236 
2005 499 2542 0.333595801 
2004 436 2978 0.390813648 
2003 447 3425 0.449475066 
2002 425 3850 0.505249344 
2001 423 4273 0.560761155 
2000 436 4709 0.617979003 
1999 369 5078 0.666404199 
1998 301 5379 0.705905512 
1997 289 5668 0.743832021 
1996 210 5878 0.771391076 
1995 243 6121 0.80328084 
1994 193 6314 0.828608924 
1993 140 6454 0.846981627 
1992 129 6583 0.863910761 
1991 119 6702 0.879527559 
1990 126 6828 0.896062992 
1989 99 6927 0.909055118 
1988 72 6999 0.918503937 
1987 60 7059 0.926377953 
1986 51 7110 0.933070866 
1985 46 7156 0.939107612 
1984 60 7216 0.946981627 
1983 39 7255 0.952099738 
1982 44 7299 0.957874016 
1981 36 7335 0.962598425 
1980 31 7366 0.966666667 
1979 27 7393 0.970209974 
1978 25 7418 0.973490814 
1977 26 7444 0.976902887 



年份 引文频次 累积引文频次 累积引文相对比例 
1976 18 7462 0.979265092 
1975 24 7486 0.982414698 
1974 12 7498 0.983989501 
1973 15 7513 0.985958005 
1972 16 7529 0.988057743 
1971 13 7542 0.98976378 
1970 12 7554 0.991338583 
更远 66 7620 1 

 
引文半衰期结果说明，华中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博士毕业生在写作毕业论文

时，更注重近 10.91 年的文献，近 11 年来的文献，参考价值最大。这就提示图书馆在针对

该学科提供文献服务时，多注重近 11 年来的各种科学出版物，将这方面工作深入细致开展。 

4.4 引文文献类型分析 

引文可以由不同语种的文献构成， 研究引文的语种构成对了解科研人员的外语水平及

论文作者对不同语种文献的需求状况
[ ]8
。 

在统计的 7620 篇引文中（具体引文语种分部如表 4），引用语种最高的是英文期刊，合

计 4952 篇，占总引文量的 64.99%，其次是中文期刊，共 4952 篇，占总引文量的 64.99%，

英文和其他语种的引用文献统称为外文引文， 共有 2288 篇，占总引文量的 30.03%。 

表 4 图书与文献引文分布表 

中文 英文 文献 
文献语种 

期刊 图书 其它 期刊 图书 其它 总数 

引文篇数 2288 249 37 4952 72 22 7620 

百比例(%) 30.03 3.27 0.49 64.99 0.94 0.29 100 

 这一结果如实反映出来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和特点。作为我省重点

学科，对于教师和学生的科研要求较高，从事科研需要阅读和参考大量的外文文献， 尤其

是英文文献， 这与国际权威刊物所用文字大多是英文有关。 

通过文献语种与博士论文作者毕业年份的交叉列联表分析（见表 5），可以发现，2010

年博士论文引文中引用中文文献 595 篇，占本年总文献的 36%；英文文献 1049 篇，占本年

总文献的 64%。2011 年博士论文引文中引用中文文献 1465 篇，占本年总文献的 37%；英文

文献 2509 篇，占本年总文献的 63%。2012 年博士论文引文中引用中文文献 514 篇，占本年

总文献的 26%；英文文献 1488 篇，占本年总文献的 74%。 

 

 

 

 

 

 

 



表 5 文献语种与毕业年份交叉列联表 
  毕业年份 
  2010 2011 2012 

合计 

中文文献的篇数 595 1465 514 
占本年总文献的百分比 36% 37% 26% 

2574 

英文文献的篇数 1049 2509 1488 
文献

语种 

占本年总文献的百分比 64% 63% 74% 
5046 

合计   1644 3974 2002 7620 
   显著性检验          X2=79.982           Df=2 Sig=.000 

 

从以上数据，不难发现博士论文引文对于英文文献的利用率远远高于中文文献，而且这

一趋势在近三年有着更为明显表现。而统计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X
2
值为 79.982，p<0.05，

说明博士论文作者的毕业年份与其利用中英文文文献的多少存在密切关系，越近毕业的博士

生其对英文文献的利用率越高。 

调查结果反映出图书馆在外文数据库建设中的具体成效，为教师和学生的科学研究提供

了极为便利和有效的学术资源。自然科学研究讲究时效性、新颖性，课题前期需要科技查新，

以避免重复劳动，所以，科研人员需要利用国际权威刊物来了解和获取本学科的国内外最新

研究动态。因此，图书馆应在馆藏资源建设和资源提供上再接再厉，以教学科研为基础，追

踪学科前沿，及时满足、更新电子及纸质外文期刊，并通过大力推广 CASHL、NSTL 合作开

展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通过资源共享缓解馆藏外文资源的不足。 

 
表  6 引文中中文出版社分布表 

中文图书出版来源 引用数 百分比 
科学出版社 77 30.9% 
农业出版社 33 13.3% 

中国农业出版社 26 10.4% 
科学技术出版社 18 7.2%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11 4.4%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9 3.6% 
高等教育出版社 7 2.8%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6 2.4%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6 2.4% 

地质出版社 6 2.4% 
中国统计出版社 5 2.0% 
中国林业出版社 5 2.0% 

其它出版社合计（4 次及以下） 40 16.1% 
总计 249 100.0% 

 
由表 6可以看出，引用前 3 位的图书出版社为科学出版社、农业出版社及中国农业出版

社，分别占比 30.9%、13.3%、10.4%。引用频率高的出版社共 12 种。 

这说明，一方面，博士论文引用的中文图书，以学术性最高的科学出版社为主，另一方

面，农业方面的出版社排名第二第三说明了鲜明的专业特色。 



科学出版社书籍是博士学位引文主要引用图书，图书馆应特别重视该社图书的引进，多

引进高质量，精品的，有代表性的科学出版社图书。 

表  7引文中英文出版社分布表 

英文图书出版来源 引用次数 百分比 
Academic Press 12 16.7% 

ASM Press 11 15.3% 
China Agriculure Press 11 15.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6.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5.6% 
其它出版社合计（3 次及以下） 29 40.3% 

总计 72 100.0% 
由表 7可以看出，引用前 3 位的英文图书出版社为Academic Press、ASM Press及China 

Agriculure Press，分别占比 16.7%、15.3%、15.3%。引用频率高的出版社共 5 种。 

这说明，一方面，博士论文引用的英文图书，仍旧以有鲜明学术特性的 Academic Press
为主，另一方面，农业出版社排第三也说明了鲜明的专业特色。 

Academic Press书籍是博士学位引文主要引用图书，图书馆应特别重视该社图书的引进，

应结合学科方向需要，多引进高质量，精品的，有代表性的，及时更新的 Academic Press
图书。 

 

第四章 支撑材料列举（发表的文章、相关照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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