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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itation database of CNKI( China Knowledge Ｒesource Integrated Database) ，the citation of
papers published in“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from 2008 to 2012 were
analyzed． The number of cited papers，the citation times，the age distribution of cited papers，the situation of the
cited article supported by fund，the subject distribution of cited papers，the situation of highly citied papers，the
authors of cited paper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ited journals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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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于 1956 年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

学版) 》( 以下简称为《学报》) 是我国综合性科学技

术类核心期刊( 入选 2008 版、2011 版《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 ＲCCSE 中国

核心学术期刊) ． 本文利用中国期刊网“中国引文数

据库”的检索功能，分析《学报》在 2008—2012 年载

文被引情况，包括被引论文篇数和次数、被引论文作

者、被引论文年代、被引论文基金资助情况及学科范

畴、引用期刊情况等，以期为《学报》的发展提供客

观的参考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以 2008—2012 年《学报》共 20 期 ( 不含增刊)

所刊载的 551 篇论文 ( 不包括简讯、投稿指南等非

论文信息) 为研究对象，在“中国引文数据库”的“被

引刊 名”中 输 入“华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自 然 科 学

版) ”，发布时间选择“2008—2012”，被引时间选择

“2008—2013”，资源范围选择“全部期刊”，匹配选

择“精确”，对检索出的数据进行整理及分析． 本次



统计数据截止至 2014 年 5 月 1 日．

2 结果和分析

2． 1 被引论文篇数与次数

由表 1 可见，《学报》在 2008—2012 年间共发表

论文 551 篇，被引用过的论文 328 篇( 59. 53% ) ，单篇

平均被引 3. 95 次; 2009 年被引率最高 ( 71. 81% ) ，

2010 年的论文被引率已接近 2008 年的被引率． 在

被引论文中，单篇被引最高为 41 次; 被引 1 次的篇

数最多( 123 篇) ，但其被引次数只占总被引次数的

9. 48% ; 被引 1 ～ 3 次的论文共 227 篇，占总被引篇

数的 69. 21%，其被引次数占总被引次数的 28. 06%
( 表2) ; 被引10 次以上的论文仅27 篇，占总被引篇数

的 8. 23%，但其被引次数占总被引次数的 37. 55% ．

表 1 2008—2012 年《学报》载文被引情况统计

Table 1 Statistics on the citation of articles of the journal( 2008

－ 2012)

年份
年发

文量

被引

篇数

被引

率 /%
被引

次数

单篇平均

被引次数

2008 99 66 66． 67 410 6． 21

2009 110 79 71． 81 349 4． 42

2010 106 70 66． 04 297 4． 24

2011 116 64 55． 17 167 2． 61

2012 120 49 40． 83 74 1． 51

合计 551 328 59． 53 1 297 3． 95

表 2 2008—2012《学报》载文单篇被引情况

Table 2 Statistics on the single citation of articles of the journal

( 2008 － 2012)

被引

频次
篇数

被引

次数

被引

频次
篇数

被引

次数

1 123 123 12 2 24

2 71 142 13 2 26

3 33 99 14 2 28

4 19 76 19 2 38

5 12 60 20 2 40

6 16 96 21 2 42

7 12 84 25 1 25

8 5 40 28 2 56

9 10 90 33 1 33

10 4 40 39 1 39

11 5 55 41 1 41

由此可见，《学报》发表论文的质量呈现上升趋势，

但未被引论文所占的比例较高，说明《学报》仍需要

多吸引优质的稿件，增加高被引论文的篇数和提高

稿件的单篇被引次数，才能更好地提高总被引次数．
2． 2 被引论文年代分布情况

2008—2012 年被引论文的年代分布情况见表

3，论文在发表当年被引次数逐年增加( 从 5 次增加

到了 11 次) ，论文在发表后的 2 ～ 4 年达到了被引用

的峰值，与苏联学者柯果塔特可夫所得出的文献峰

值大约在文献问世后的 2 ～ 4 年的结论相符合［1］． 依

此类批，2011、2012 年所刊发论文的被引峰值可能

出现在 2013—2015 年． 由此看出，《学报》利用好

“中国期刊网”的优先数字出版平台，可缩短论文的

出版时滞，以增加论文的影响力．

表 3 2008—2012 年《学报》逐年被引次数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on the annual citation of articles of

the journal ( 2008 － 2012)

引用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合计

2008 5 61 80 99 80 85 410

2009 9 68 89 102 81 349

2010 6 87 108 96 297

2011 10 78 79 167

2012 11 63 74

2． 3 被引论文基金资助情况

表 4 给出了 2008—2012 年《学报》所刊发的国

家级、省部级基金资助论文被引情况，可以发现，省

部级以上基金资助论文的被引数占当年被引篇数的

比率呈上升趋势( 由 2008 年的 56. 06%上升到 2012
年的 79. 59% ) ，被引次数从 2008 年的 48. 53% 上升

2012 年的 75. 68% ; 2008—2012 年省部级以上基金

资助 论 文 的 刊 发 率 从 2008 年 的 57. 58% 上 升 到

2012 年的 84. 17%，可见，增加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

论文刊发数量与刊物的学术水平提高相关，也提高

了刊物的被引率．
2． 4 被引论文学科分类

根据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2］对《学报》
被引用的论文进行学科分类，共涉及 29 个一级学

科、86 个二级学科． 由表 5 可知，被引用篇数排前 5
的一级学科依次为数学、生物学、化学、环境科学技

术及资源科学技术、计算机科学技术，分别占总被引

篇 数 的 21. 04%、18. 29%、12. 80%、10. 37%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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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5%，此 5 个一级学科的被引总篇数已占总被引

篇数的 71. 65% ; 被引次数排前 5 的一级学科依次

为生物学、化学、地球化学、环境科学技术及资源科

学技 术、数 学，分 别 占 总 被 引 总 数 的 20. 12%、
16. 04%、15. 50%、13. 11% 和 10. 64%，此 5 个学科

的被引总次数已占总被引次数的 75. 40%，其余学

科论文的总被引篇数相对比较分散; 按单篇平均被

引次数计算，地球科学和经济学的单篇平均被引次

数分别为 9. 14 次 /篇和 8 次 /篇，远远高于其他一级

学科的单篇平均被引次数．

表 4 基金论文被引情况

Table 4 Statistics on the citation of the supported funds of the journal ( 2008 － 2012)

基金

级别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刊发

篇数

被引

篇数

被引

次数

刊发

篇数

被引

篇数

被引

次数

刊发

篇数

被引

篇数

被引

次数

刊发

篇数

被引

篇数

被引

次数

刊发

篇数

被引

篇数

被引

次数

国家级 28 19 75 48 31 175 36 21 77 52 25 48 62 26 40

省部级 29 18 124 22 15 35 35 28 120 33 25 91 39 13 16

合计 57

( 57． 58)

37

( 56． 06)

199

( 48． 53)

70

( 63． 63)

46

( 58． 23)

210

( 60． 17)

71

( 66． 98)

49

( 70． 00)

197

( 66． 33)

85

( 73． 28)

50

( 78． 13)

139

( 83． 23)

101

( 84． 17)

39

( 79． 59)

56

( 75． 68)

注: 括号内的数据为对应于表 1 的相应项的百分数; 当一篇论文有多项基金资助时，按最高级别基金统计．

表 5 2008—2012 年《学报》被引论文一级学科分类

Table 5 The first-grade subject distribution of articles of the

journal ( 2008 － 2012)

序号 一级学科
被引

篇数

被引

次数

1 生物学( 12) 60 261

2 化学( 6) 42 208

3 地球科学( 4) 22 201

4 环境科学技术及资源科学技术( 2) 34 170

5 数学( 10) 69 138

6 经济学( 5) 13 104

7 计算机科学技术( 5) 30 81

8 管理学( 1) 8 38

9 物理学( 7) 17 36

10 农学( 3) 6 32

注: 括号内数据为被引论文所属的二级学科数，表中仅列出前

10 位．

表 6 给出了《学报》被引论文二级学科被引次

数排名前十的情况，被引篇数最高的是环境工程学，

其次是地理学和动物学，第三是植物学; 被引次数最

高的是地理学，其次是环境工程学，第三是植物学;

旅游经济学的被引篇数不多，但被引频次排第四，经

分析发现，它的单篇平均被引次数最高 ( 13. 6 次 /
篇) ，被引频次排名第一的就是旅游经济学的论文，

由此可见高被引论文所做的贡献．
2． 5 高被引论文情况分析

由表 7 可见，论文的刊出时间是影响其被引用

次数的因素之一，在被引频次排名前 10 的 16 篇论

文中，2008 年 8 篇、2009 年 3 篇、2010 年 4 篇、2011
年 1 篇． 其中 2011 年的那篇论文为特约综述，该文

刊出后，在 2012 年就被引用了 16 次，体现了学术质

量高的综述所带来的影响力． 从二级学科分类来看，

地理学、环境工程学、植物学的篇数最高( 3 篇) ，其

次是有机化学( 2 篇) ，其中有 4 篇为交叉学科．

表 6 2008—2012 年《学报》被引论文二级学科被引次数

Table 6 The citation frequency in the second-grade subject of

articles of the journal ( 2008 － 2012)

序号 二级学科 被引篇数 被引次数

1 地理学 17 130

2 环境工程学 25 127

3 植物学 15 91

4 旅游经济学 5 68

5 有机化学 8 60

6 动物学 17 59

7 分析化学 10 51

8 数学分析 12 46

9 环境科学技术基础学科 9 43

10 物理化学 9 42

注: 表中仅列出前 10 位．

2． 6 引用期刊分布

加菲尔德指出: 专业期刊的自引率应在 20% 左

右． 2008—2012 年《学报》自引 101 次，自引率偏低，

仅 7. 79%，引用《学报》的刊物种类较多，引用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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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相对比较集中的是华南理工大学的学位论文引

用《学报》19 次，华东师范大学的学位论文引用《学

报》12 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兰州大学和中国海洋

大学的学位论文引用《学报》11 次，华中农业大学的

学报论文引用《学报》10 次，西南大学、中南大学、浙
江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的学位论文和《食品科学》引

用《学报》9 次．
自引率偏低反应了《学报》所报道内容的延续

性和连贯性需加强，他刊的引用较分散表明《学报》
所报道内容学科较分散，这与表 5 所体现的情况是

一致的．

表 7 2008—2012 年《学报》论文被引频次前 10 名

Table 7 The top 10 cited articles of the journal ( 2008 － 2012)

排名 被引文献题名 被引文献的作者
被引文

献来源

被引

频次
二级学科

1 基于推力—拉力因素理论的大学生旅游动机实证研究

———以华南师范大学学生为例

郑宗清; 赖正均 2008( 2) 41 旅游经济学

2 Google Maps 运行机制以及应用研究 巫细波; 胡伟平 2009( 2) 39 地图学

3 国际医疗旅游的兴起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梁湘萍; 甘巧林 2008( 1) 33 地理学

4 不同来源腐殖酸的化学组成与结构研究 宋海燕; 尹友谊; 宋建中 2009( 1) 28 地球化学; 有机化学

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 朱竑; 刘博 2011( 1) 28 地理学

5 黑米皮花色苷的大孔树脂吸附纯化研究 侯方丽; 张名位; 苏东晓; 等 2009( 1) 25 生物化学; 植物学

6 表面活性剂 CTAC 对活性污泥的脱水性能及其机理研究 李恺; 叶志平; 李焕文; 等 2010( 2) 21 环境工程学

空间权重矩阵对空间自相关的影响分析———以湖南省城乡收入

差距为例

王红亮; 胡伟平; 吴驰 2010( 1) 21 地理学

7 紫色甘薯红色素的提取及性质研究 谢凤妮; 王 辉; 马岩; 等 2008( 1) 20 有机化学; 植物学

气相色谱法测定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的研究 庞世敏; 袁 敏; 赵桂兰; 等 2010( 4) 20 分析化学

8 高校科研评价体系构建的探讨———以华南师范大学科研业绩评

价体系构建为例

安宁; 邓开喜; 莫雷 2008( 3) 19 科学学与科技管理

三种人工湿地植物处理农村生活污水的净化效果 郭杏妹; 刘素娥; 张秋云; 等 2010( 1) 19 环境工程学

9 Al-MCM-41 介孔分子筛对镉离子吸附性能的研究 马国正; 刘聪; 南俊民; 等 2008( 3) 14 无机化学工程

基于半变异函数的住宅价格空间异质性分析———以东莞市为例 梅志雄 2008( 4) 14 城市经济学

10 薇甘菊入侵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土壤呼吸的影响 李伟华; 韩瑞宏; 高桂娟 2008( 3) 13 植物学

废汽车催化剂中铂族金属的浸出研究 李耀威; 戚锡堆 2008( 2) 13 冶金技术; 环境工程学

3 讨论

学术质量是刊物的命脉，而刊物的被引情况是

体现该刊学术质量的方法之一，通过以上分析，《学

报》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

( 1) 密切关注优势学科建设，加强高被引论文

的篇数．《学报》的被引论文篇数有所增加、学术质

量有所提高，但《学报》高被引论文篇数偏少． 高被

引论文主要集中在化学、地理学、生物学和环境工程

学等，由表 5 和表 6 可知，我校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

科如数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的学科优势在《学

报》刊发论文中有所体现． 我校物理学科拥有较强

的科研实力，拥有国家重点学科 1 个( 光学) 、4 个博

士点，《学报》需进一步吸收该学科更多的优质稿

源． 为此，《学报》必须进一步加强与校内外专家学

者的联系，紧紧抓住学校的优势学科和科研资源，力

争优质稿源．
( 2) 注重培养年轻作者，形成稳定的作者队伍．

我校现有 15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4 个博士学位

授权一级学科［3］． 在这些学科学习的研究生在学期

间绝大部分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完成相关学术论

文，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导师的学术水平．《学

报》应注重培养这部分年轻作者队伍． 当然，加强与

硕、博士生导师的联系也是非常关键的，这有助于形

成《学报》稳定的作者队伍． 导师的科研工作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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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续性，他们所带的学生开展研究有较好基础，论

文的质量有保证．
另外，每年新入职的教师要成为《学报》作者队

伍的后备力量，《学报》应加强自身的宣传，如继续

争取在新教职工培训中设置与《学报》相关的课程．
( 3) 关注省级以上科研项目资助的科研论文．

由统计分析可知，《学报》省级以上基金项目资助的

论文被引率较高，而高被引论文中，省级以上基金项

目资助的论文也占较大比例，由此可见，《学报》应

密切关注学校科研项目的情况，加强与基金项目

( 特别是省级以上基金项目) 研究人员的联系． 这些

项目立足于科研的前沿，影响力较大．《学报》应密

切关注科研进展，可优先、加急刊发这部分科研基金

论文，以提高《学报》的学术影响力．
( 4) 做好特色栏目的建设． 从 2013 年开始，《学

报》改为双月刊，根据学科内容重新做了栏目的设

置，增加了化学工程、材料科学、食品科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光学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等栏目．《学报》
自 2011 年第 1 期开始开设“特约综述”栏目，得到

了学校各学科带头人的大力支持．《学报》应继续加

大力度，做强做大特色栏目．
( 5) 充分利用优先数字出版平台，缩短出版时

滞，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发布最新研究成果，保证论

文的时效性，更好地体现科研成果的价值，增加《学

报》对优势学科的吸引力［4］． 2010 年，“中国知网”
实现优先 数 字 出 版． 该 平 台 可 实 现“单 篇 定 稿 出

版”、“整期定稿出版”和“录用稿出版”，而“录用稿

出版”是科研成果实现最短时间发布的途径． 由于

人员、经费等问题，《学报》目前选择的是“整期定稿

出版”，没充分发挥优先出版平台的作用． 可见，这

是《学报》努力的方向之一．
总而言之，《学报》应坚持自身的刊物特色，要以

发展性的眼光办刊，做精做强，不要一味追求短暂的

利益． 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坚持以学科特色办刊，《学

报》的质量将逐步提高，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吸引更多

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从而提高《学报》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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