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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调 查 了 springerlink、 CNKI 数 据 库 中 2000～
2011 年科技期刊论文 5 类题名的 发 文 量、 题 名 字 数， 结

果表明： 中、 英科技论文发文量随年份递增， 年份与各学

科发文量之间线性相关关系显著 （p 值＜0.05）； 论文题名

字数随年份递增， 各学科论文题名字数与年份间均存在显

著的线性关系 （p 值＜0.05）， 对模型进行实测验证， 2011
年实测值与预测值的相对误差均在 5%以内； 各类调查题

名发文量与题名字数二者之间具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 科技期刊论文； 发文量； 题名字数； 相关分

析

一
段时期内的科技论文发文数量，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学科发展状况。 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科研产出不

断增加 ,个别领域专题的发文量逐年增加。 目前 有 关 科 技

论文发文量文献中， 仅限于介绍单个科研单位或个别学科

发文量变化情况， 对多个领域研究的发文量随时间变化规

律的量化描述尚未见有报道。 本文通过探讨发文量和题名

字数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并且结合统计分析， 阐述了题名

字数产生该变化的原因。
1 调查与统计方法

在 springerlink 数 据 库 中 分 别 以 题 名 “ stem cell”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shrimp” “algae” “crust”
等 检 索 发 表 于 2000～2011 年 间 文 献， 统 计 各 题 名 发 文 量

（篇）； 在中国知网 （CNKI） 中国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 中 分 别

以 对 应 中 文 题 名 “干 细 胞” “鼻 咽 癌” “对 虾” “藻”
“地壳” 等检索发表于 2000～2011 年间文献， 并统计中文

题名字数。
使用 Excel 2003 对年发文量 （篇） 与年份的关系进行

回归分析， 对年发文量 （篇） 与题名字数的关系进行回归

分析。 使用 SPSS11.5 对变量 之 间 线 性 相 关 关 系 进 行 显 著

性检验。
2 科技期刊论文发文量变化与年份关系

2.1 英文科技期刊论文发文量变化与年份关系

以年份为 x， 对应发文量为 y， 建立年份与发 文 量 关

系 曲 线 和 回 归 方 程 ， 年 份 2000～2011 分 别 以 序 号 1、 2、
3、 …… 11 表示。 各年份与 “stem cell”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shrimp” “algae” “crust （earth crust）” 关

系曲线和方程的决定系数 （R2） 分别为 0.928 6、 0.754 1、
0.882 4、 0.800 5 和 0.730 8， F 检验的显著性概率 （p 值）
分别为 0.000、 0.000、 0.000、 0.016、 0.030， 均小于 0.05。
结果表明， 英文科技期刊的年份与各学科发文量之间线性

相关关系显著， 各学科发文量随时间增长趋势明显。
2.2 中文科技期刊论文发文量变化与年份关系

将年份与发文量进行二元变量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
随时间 （年份） 向前推进， 中文题名发文量也呈逐渐增大

趋势。 各年份与 “干细胞” “鼻咽癌” “虾” “藻” “地

壳” （因 “地壳” 2010 年值偏离 过 大， 原 因 未 明， 移 除

该年值） 题名发文量直线相关决定系数为 0.930 2、 0.938
4、 0.831 4、 0.932 9 和 0.729 9， F 分 布 显 著 性 水 平 和 回

归系数显著性水平 （p 值） 均小于 0.05 （“algae” “crust”
以每 2 年发文量为 1 次统计值）。 可见， 年份与中文题名

发文量二者之间线性相关关系显著， 各学科发文量随时间

增长趋势明显。
3 科技期刊论文题名字数变化与年份关系

本 次 共 抽 取 50274 篇 中 文 题 名， 平 均 每 篇 题 名 字 数

19.81。 以年份为 x， 对应题名字数为 y， 建立年份与题名

字数关系回归方程 （2011 年数据 在 建 立 回 归 方 程 时 未 使

用）。 结 果 显 示， 各 年 份 与 “干 细 胞” “鼻 咽 癌” “虾”
“藻” “地壳” 题名字数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 （R2） 分别

为： 0.9312、 0.9612、 0.8029、 0.8941、 0.7327。 F 分 布 显

著性水平和回归系数显著性水平 （p 值） 均小于 0.05。 可

见， 年份与中文题名字数二者之间线性相关关系显著， 各

学科论文题目字数随时间增长趋势明显。
为检验回归模型拟合效果， 分别以 2011 年 5 类题名

论文题名字数作为实测值检验拟合度。 经统计， 回归方程

所得字数与检测字数的误差均在 5%以内， 拟合效果良好。
4 科技期刊论文题名字数变化与发文量关系

将发文量与题名字数进行二元变量相关分析， 结果显

示， “干细胞” “鼻咽癌” “虾” 3 类题名所对应的直线

相 关 决 定 系 数 （R2） 分 别 为 ： 0.9083， 0.9274， 0.7410；
“藻” 所 对 应 的 指 数 相 关 系 数 平 方 值 为 0.8664； “地 壳”
（因 2010 年值偏离过大， 原因未明， 移除该年值） 直线相

关 系 数 平 方 值 为 0.7784。 方 差 分 析 中 F 检 验 均 达 到 0.01
显著水平。 可见， 发文量与题名字数二者之间具正相关关

系。
年 发 文 量 状 况 揭 示 在 众 学 科 研 究 领 域 发 展 概 貌。 目

前， 科技论文发表量逐渐增多， 表明了各项科研朝着深入

和全面方向发展。
5 讨论

5.1 数据库选择与学科分类考察

中国知网与 SpringerLink 全文数据库均为国内外权威

的全学科数据库。 中国知网拥有中国正式出版的 7000 多

种 自 然 科 学 、 社 会 科 学 学 术 期 刊 发 表 的 文 献 ；
SpringerLink 是 全 球 最 大 的 在 线 科 学、 技 术 和 医 学 (STM)
领域学术资源平台， 出版 1900 多种经同行评议的学术期

刊， 大部分拥有自 1997 年以来已出版的期刊内容。 中国

知网与 SpringerLink 全文数据库作为中文科技期刊题名和

中、 英文科技期刊论文发文量调查的来源， 具有较高代表

性。
因 各 专 业 之 间 发 文 量 有 差 异 ， 本 研 究 分 “干 细 胞 ”

“鼻咽癌” “地壳” “虾” “藻” 等 5 个题名主题统计发

文量， 最大程度上减少因专业差异对统计结果准确性的影

响， 尽量做到客观地反映各题名论文发文量和各题名字数

科技期刊论文发文量题名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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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广告而招致反感和拒绝的可能性， 口碑营销的策略也在

病毒式营销中得到应用。
4.微信的宣传和推广成本低， 而且还给腾讯公司带来

了一定的收益。
通过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 腾讯公司在推广微信

的过程中没有花费过多的广告费用和宣传费用， 却得到了

非常好的效果。 而公司主要的推广方法就是结合 QQ 好友

联系人和 QQ 邮件等低成本但是具有针对性的宣传方法来

进行推广和营销， 这正是体现出了病毒性营销的精髓： 用

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好的效果。
同时， 由于微信的使用人数快速增加， 这些用户又是

一些广告商的目标客户， 腾讯公司便可以利用微信这一平

台来为自己公司创造广告收入， 可谓是一举两得。
5.使用方法简单， 产品功能黏贴性好。
使用病毒式营销的成功的基础还是在于产品本身， 在

腾 讯 之 前， 小 米 公 司 就 推 出 了 “米 聊” 这 一 即 时 聊 天 工

具， 其原理与 “微信” 类似， 但是为什么 “米聊” 在 “微

信” 产生之后却没有能够保住自己的 “首创地位”？ 答案

就在于， “微信” 的产品功能黏贴性比 “米聊” 更优秀。
“微信” 支持联系人名单的跨平台传输， 并且能够直接跟

手机通讯录、 QQ 好友名单相连接， 同时还可以搜寻 1000
米内使用微信的好友， 这些功能都是 “米聊” 所没有的，
而这几种联系人， 正是微信的病毒性营销策略中着重关注

的潜在客户， 所以， 联系人名单的跨平台传输使得微信在

病毒性营销的道路上走得更加成功。
6.利用手机这种病毒性营销的有力平台。
现在， 手机已经被看成是继互联网之后的第五媒体，

手 机 具 有 其 他 媒 体 所 无 法 比 拟 的 优 越 性。 首 先， 现 代 社

会， 手机已经成为了一种普及的通讯工具， 人们的生活已

经 离 不 开 手 机； 其 次， 现 在 智 能 手 机 的 功 能 已 经 越 发 完

善， 可以当成 “迷你电脑” 使用； 再次， 手机便于携带，
能够满足随时随地 “上网” 的需求。

要安装微信， 必须是智能手机， 这是一个限制， 但同

时也是一个优势。 微信的使用必须借助于手机， 由于手机

具有上述的优点， 能够满足人们随时通讯的要求。 将微信

依附在手机这种媒体上， 利用手机的便携性和实用性来提

高用户的使用率， 用户的使用率提升了， 也能够提高微信

的病毒式营销的频率， 从而提升效果。
在进入市场之前， 企业需要制定详细的计划和策略，

企业产品不同， 营销的策略和方法也会不同， 微信作为新

生代的智能手机网络即时通讯工具， 必须要借助网络这个

平台进行营销才能取得预想的成功。 腾讯公司在微信推广

中采取的病毒性营销策略是基于其本身拥有的广大的客户

资源和其本身在推广方面积累的经验， 所以才会取得如此

巨大的成功， 不过， 病毒性营销作为网络推广常用的营销

手段， 企业在推广时应该要考虑到网络复杂的环境和客户

的使用习惯， 腾讯在微信的推广上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成功

的病毒式营销的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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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
5.2 科技论文发文量、 题名字数与年份之间相关分析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促使了各学科发文量逐年

增加。 本研究中发现， 近 10 年来各学科发文量随时间增

长而增长， 并且发文量与年份二者之间具正相关关系； 另

一方面， 各学科论文题名字数与年份间均存在显著的线性

关系； 而各年份发文量与题名字数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

关系。
朱 丽 君 等 以 单 个 高 校 科 研 单 位 为 范 围 考 察 了 各 学 科

发文量的发 展 情 况 , 提 出 了 学 科 发 展 有 助 于 发 文 量 增 加，
已有研究表明了农业领域各专题的发文量逐年增加 [。 本

研究通过 5 个题名分类， 分析了发文量与时间的关系， 量

化描述了各学科发文量的动态。 在科技论文数量上日益增

长环境下， 题名要表述得准确得体, 就必须对特定的研究

对 象 采 用 必 要 的 限 定， 并 突 出 研 究 方 法、 手 段 或 角 度 与

前人或他人不同, 增加题名的有效信息量， 由此而增加题

名长度。 如将原题名 《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进展》 改为 《胚

胎 干 细 胞 体 外 培 养 研 究 进 展 及 设 想》， 字 数 增 加 了 6 个。
因此， 科技论文题名字数变化与题名内涵变化一致。 科技

论文题名的字数动态反映了该类型学科研究的层次和进程

的变化情况， 题名要素和内容上的改变是论文写作需要和

检索需要， 变化的原因是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宽和层次的深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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