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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查阅的２０００年以来９２期《中国科学》共载文１２５４篇，期均载文１３．６３篇。Ａ、Ｂ、Ｃ、Ｄ、Ｇ辑中，Ａ辑（数学）的期载文
量最低。１２５４篇载文中，基金资助的论文比例高达９１．６４％，且资助力度大，国家级基金资助和多项基金资助的论文均占绝大
多数。Ｂ、Ｃ、Ｄ、Ｇ辑的图表数量较多，数据量大。引文普遍较多（单篇论文最多引文达１１８条），英文引文占绝大多数。合作的
论文占９５％以上，作者最多的达５５人。第一作者中高校的约占５０％，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约占４５％，其他单位的仅占约５％。
出版时滞最长的为２５个月，最短的１个月。单篇论文最长的２６页，最短的３页。单篇论文中表最多的１６个，单个表格最大
的占４页。单篇论文最多３１个图（其中共含７１幅小图）；单个图最多含３６幅小图，占２页。这些与有些学术性期刊因“规范
化”和“出版要求”而设置的诸多限制形成鲜明的对照。

关键词　　科技期刊　《中国科学》　载文变化　载文特征　科学性　规范化

　　截至２００５年５月１日，我国公开出版的具有统一刊号
（ＣＮ号）的期刊已有 ９０５４种，其中科技期刊 ５３８７种
（占５９．５％）［１］，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从数量上来
说，我国已经是个科技期刊大国，但是要想成为科技期刊强

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科技期刊的现状和未来发展都

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载文分析是一个需要多层次和不同角度，值得业内人士

广泛、深入，但却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研究领域。虽然，近年来

有关载文分析方面时有报道，数量上也在不断增加，但其研

究的面还远远不够大，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也十分有限，需要

拓展和深化［２］。

《中国科学》创刊于１９５０年，是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
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

刊，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学术水平最高的知名刊物之

一。共有７个刊号，目前分别出版：Ａ辑：数学；Ｂ辑：化学；
Ｃ辑：生命科学；Ｄ辑：地球科学；Ｅ辑：技术科学；Ｆ辑：信息
科学；Ｇ辑：物理学、力学、天文学。２００８年起均为月刊，预计
７辑全年总页码约９０００页，载文约１２００篇。７辑全年定价合
计８６４０元。

《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一起见证了中国科学的发

展，记录了中国科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成就［３］。老一辈科学

家钱学森、竺可桢、贝时璋、刘东生、卢嘉锡、童第周等都曾在

两刊上发表过重要论文。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袁隆平

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吴文俊的“数学定理机器证明方法

（吴方法）”、中国科学家关于“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等

研究成果，都曾在两刊上发表。两刊的载文受到国内外科学

界的关注。

笔者在前期对近几十种科技期刊载文分析的基础

上［４～８］，人工查阅了 ２０００年以来 ９２期《中国科学》Ｂ辑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各期和２００８年第１期，计４９期；Ａ、Ｃ、Ｄ、Ｇ辑

２００７年各期和２００８年第１期，计４０期；Ａ、Ｃ、Ｄ辑２０００年第

１期，计 ３期；（２０００年无 Ｇ辑，Ｅ、Ｆ辑因资料不全未取），

对其载文特征，包括载文量、图表数量、引文情况等做了统

计；对其中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７年两年及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

第１期（计１９期）的Ｂ辑，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的 Ａ、Ｃ、

Ｄ、Ｇ辑（计７期），合计２６期的基金论文、作者数量和分布情

况、论文合作情况、出版时滞、信息密度等要素进行分析。

１　载文量的变化

１４期《中国科学》Ａ辑的载文量见表１，４９期 Ｂ辑的载

文量见表２，８期Ｃ辑的载文量见表３，１４期 Ｄ辑的载文量

见表４，７期Ｇ辑的载文量见表５。从表１～表５可知：

表１　１４期《中国科学》Ａ辑的载文量

卷（期）
载文

（篇）
卷（期）

载文

（篇）
卷（期）

载文

（篇）

３７（１） １１ ３７（２） １１ ３７（３） １３

３７（４） １２ ３７（５） １３ ３７（６） １３

３７（７） １１ ３７（８） １０ ３７（９） １０

３７（１０） １１ ３７（１１） １２ ３７（１２） １１

３０（１） １２ ３８（１） １２ 平均值 １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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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期《中国科学》共载文 １２５４篇，平均每期载文
１３．６３篇。

（２）９２期中，期载文最少的为１０篇，共有４期（占４．３５％），
２期在Ａ辑，２期在Ｂ辑；期载文最多的为１８篇，也共有４期，
１期在Ｂ辑，１期在Ｃ辑，２期在Ｇ辑；期载文１４篇的最多，共有
１７期，其次是１３篇的，有１６期，二者合计占３５．８７％。

（３）同样取２０００年第１期、２００８年第１期和２００７年全
年各期的载文量来比较，Ａ辑期均载文１１．５７篇，为最低值，
Ｂ、Ｃ、Ｄ、Ｇ辑比较相近，分别为１４．５０篇、１５．３８篇、１５．３６篇
和１５．００篇。

表２　４９期《中国科学》Ｂ辑的载文量

卷（期）
载文

（篇）
卷（期）

载文

（篇）
卷（期）

载文

（篇）

３０（１） １４ ３０（２） １４ ３０（３） １３

３０（４） １６ ３０（５） １３ ３０（６） １４

３１（１） １２ ３１（２） １５ ３１（３） １３

３１（４） １４ ３１（５） １５ ３１（６） １６

３２（１） １４ ３２（２） １４ ３２（３） １４

３２（４） １４ ３２（５） １４ ３２（６） １５

３３（１） １４ ３３（２） １２ ３３（３） １２

３３（４） １２ ３３（５） １０ ３３（６） １１

３４（１） １３ ３４（２） １３ ３４（３） １１

３４（４） １４ ３４（５） １０ ３４（６） １２

３５（１） １４ ３５（２） １１ ３５（３） １３

３５（４） １４ ３５（５） １３ ３５（６） １３

３６（１） １２ ３６（２） １２ ３６（３） １１

３６（４） １２ ３６（５） １３ ３６（６） １１

３７（１） １７ ３７（２） １３ ３７（３） １１

３７（４） １８ ３７（５） １５ ３７（６） １５

３８（１） １３ 平均值 １３．２４

表３　８期《中国科学》Ｃ辑的载文量

卷（期）
载文

（篇）
卷（期）

载文

（篇）
卷（期）

载文

（篇）

３７（１） １６ ３７（２） １７ ３７（３） １８
３７（４） １６ ３７（５） １４ ３７（６） １３
３０（１） １６ ３８（１） １３ 平均值 １５．３８

表４　１４期《中国科学》Ｄ辑的载文量

卷（期）
载文

（篇）
卷（期）

载文

（篇）
卷（期）

载文

（篇）

３７（１） １５ ３７（２） １６ ３７（３） １６
３７（４） １５ ３７（５） １６ ３７（６） １６
３７（７） １５ ３７（８） １７ ３７（９） １６
３７（１０） １４ ３７（１１） １４ ３７（１２） １５
３０（１） １５ ３８（１） １５ 平均值 １５．３６

表５　７期《中国科学》Ｇ辑的载文量

卷（期）
载文

（篇）
卷（期）

载文

（篇）
卷（期）

载文

（篇）

３７（１） １２ ３７（２） １７ ３７（３） １８
３７（４） １８ ３７（５） １４ ３７（６） １５
３８（１） １１ 平均值 １５．００

２　基金论文比例高，资助力度大

基金论文的比例，往往被作为期刊评价、评比等的指标

之一。虽然不能说无可争议，但毕竟基金（特别是国家级

基金）项目要经过比较严格的评审，选题的科学性和创新性、

研究背景和技术手段，以及研究团队的人员构成和研究能力

等方面，相对而言应该较有保障。从这个意义来说，基金论

文的比例高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期刊的学术质量。

表６列出了１９期《中国科学》Ｂ辑基金资助论文的比例和
项目分类统计结果。表７列出了７期《中国科学》（Ａ、Ｃ、Ｄ、辑
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和Ａ、Ｃ、Ｄ、Ｇ辑２００８年第１期）基金论文的比较。

表６　１９期《中国科学》Ｂ辑基金论文统计

卷（期）

各类基金论文比例

（％）

国家级 省部级 其他 合计

不同项数基金论文比例

（％）

一项

资助

二项

资助

三项

以上

３０（１） ９２．６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２．６８ ３５．７１ ４２．８６ １４．２９

３０（２） ８５．７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５．７１ ２１．４３ ３５．７１ ２８．５７

３０（３） ９２．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２．３１ ２３．０８ ４６．１５ ２３．０８

３０（４） ７５．００ ６．２５ ０．００ ８３．２５ ５６．２５ ２５．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５） ８４．６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４．６２ ４６．１５ ０．００ ３８．４６

３０（６） ７１．４３ ７．１４ ０．００ ７８．５７ ５７．１４ ０．００ ２１．４３

３７（１） ８２．３５ ５．８８ ０．００ ８８．２３ ４７．０６ ２３．５３ １７．６５

３７（２） ８４．６２ ７．６９ ０．００ ９２．３１ ２３．０８ ３０．７７ ３８．４６

３７（３） ８１．８２ ９．０９ ９．０９１ ００．００ １８．１８ ４５．４５ ３６．３６

３７（４） ６６．６７ ２２．２２ ５．５６ ９４．４５ ４４．４４ ２２．２２ ２７．７８

３７（５） ８６．６７ ６．６７ ０．００ ９３．３４ ２６．６７ ４０．００ ２６．６７

３７（６） ７３．３３ １３．３３ ６．６７ ９３．３３ １３．３３ ３３．３３ ４６．６７

３１（１） ７５．００ １６．６７ ０．００ ９１．６７ １６．６７ 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２（１） ６４．２９ ２８．５７ ０．００ ９２．８６ ３５．７１ ４２．８６ １４．２９

３３（１） ７８．５７ １４．２９ ０．００ ９２．８６ ２１．４３ ２１．４３ ５０．００

３４（１） ９２．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２．３１ ４６．１５ ３８．４６ ７．６９

３５（１） ６４．２９ １４．２９ ０．００ ７８．５８ ２１．４３ ２８．５７ ２８．５７

３６（１） ７５．００ ８．３３ ０．００ ８３．３３ ２５．００ ３３．３３ ２５．００

３８（１） ８４．６２ １５．３８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３８ ３０．７７ ５３．８５

平均值 ７９．５５ ９．２５ １．１２ ３１．２８ ３１．０８ ２７．５７

从表６可知：
（１）统计的２０００年以来１９期《中国科学》Ｂ辑的基金论

文比例普遍较高，最高的（２００７年第３期和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达１００％，最低的（２０００年第 ６期）也有 ７８．５７％；平均
为８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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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就资助的基金类型而言，国家级基金占了７９．５６％，
省部级基金占９．２５％，其他基金只占１．１２％，可以说获得资
助的基金的级别很高。

（３）就论文相关基金项目数量而言，获一项的论文占
３１．２８％，获二项的论文占 ３１．０８％，获三项以上的论文占
２７．５７％，最多的论文（２００７年第３期曾小庆等人的“新

"

瞬

态物种的产生与表征”的论文）相关项目获得了１６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和中国科学院、“９７３”计划等的资助。应该说，
论文的基金项目被资助的力度是普遍较大的。

从表６和表７可知：
（１）Ａ、Ｂ、Ｃ、Ｄ辑的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基金论文比例分别

为９１．６７％，９２．８６％，９３．７５％和９３．３３％。
（２）Ａ、Ｂ、Ｃ、Ｄ、Ｇ辑的２００８年第１期，基金论文的比例

全部达到１００％。
（３）Ａ、Ｂ、Ｃ、Ｄ、Ｇ辑的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和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９期平均为９６．２４％。
（４）国家级基金论文的比例和相关基金项目数量也普遍

是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的高，这与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贯彻实施
密不可分。

表７　７期《中国科学》Ａ、Ｃ、Ｄ、Ｇ辑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８年

第１期基金论文统计结果的比较

辑、卷（期）

各类基金论文比例

（％）

国家级 省部级 其他 合计

不同项数基金论文比例

（％）

一项

资助

二项

资助

三项

以上

Ａ３０（１） ７５．００ １６．６７ ０．００　９１．６７６６．６７１６．６７ ８．３３

Ａ３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３３．３３５０．００１６．６７

Ｃ３０（１） ７５．００ １８．７５ ０．００ ９３．７５２５．００４３．７５２５．００

Ｃ３８（１） ８４．６２ １５．３８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１５．３８５３．８５３０．７７

Ｄ３０（１） ９３．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３．３３２６．６７５０．００２０．００

Ｄ３８（１） ８０．００ １３．３３ 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４６．６７３３．３３

Ｇ３８（１） ９０．９１ ９．０９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１８．１８５４．５５２７．２７

平均值 ８５．５５ １０．４６ ０．９５ ９６．９６２９．３２４５．０７２３．０５

　　注：２０００年没有Ｇ辑，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论文登在Ａ辑。

３　单篇论文的信息量大、数据盈实

（１）对９２期《中国科学》的１２５４篇载文做了统计（限于
篇幅表略），篇幅最长的为２６页，最短的３页，页码在４页以
内的仅４３篇，篇均页码为７．３９页。

（２）Ａ、Ｂ、Ｃ、Ｄ、Ｇ辑的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和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比较，开本由小１６开改为大１６开（Ａ４），篇均页码从７．３０增
至８．７３，单篇论文的信息量明显增加。

（３）在１２５４篇论文中，单篇论文表格最多的有１６个表，
单个表格最长的达４整页；单篇论文图最多的达到３１个，且
同一个序号的图中不少还含有多幅小图，共含７１幅可以独
立的小图；一个序号的图中，最多的含４３幅小图，占２整页。

（４）Ａ辑（数学）因学科特点，图表普遍较少。Ｂ、Ｃ、Ｄ、Ｇ
辑各期篇均含图表在 ５．１２～１１．３８之间，平均每篇论文含
图表７．０９个。应该说数据量是比较大的。

４　作者队伍庞大、优秀，合作程度高，但
来源类型相对集中

　　有了充足的数量和稳定、优秀的作者，才有可能出版高
水平的科技期刊。优质的科技期刊也必定会吸引、激励并不

断地扶持和培养优秀的作者。据笔者对所调研的９２期《中
国科学》作者数量和分布的统计（限于篇幅表略）结果显示：

（１）９２期《中国科学》共有作者５７９７人（次），最少的
一期为２８人，最多的一期为１２６人，绝大多数为５０～７０人，
平均每期为６３．０１人（次）。

（２）１２５４篇载文的作者中，有两院院士约１２０人（次）。
以笔者相对比较了解的化学科学（Ｂ辑）为例，学科带头人和
在某领域较有影响力的作者，在作者队伍中占很大的比例，

远非其他综合类学术性期刊可比。

（３）９２期《中国科学》中，仅有２２期有独撰的论文，共２５
篇，占１２５４篇载文的１．９９％；２人合作的２１６篇，占１６．４３％；
３人合作的 ２８１篇，占 ２２．４１％；４人以上合作的 ７４２篇，
占５９．１７％；合作程度比文献［５～７］报道的都高；本单位（含
同一所高校内不同院、系、所之间）内部合作的 ５９９篇，
占４７．７７％，不同单位合作的６２９篇，占５０．１６％。不同单位
作者之间的合作，对于促进学术交流，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以及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降低成本都有积极的意

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有益于高水

平研究成果的产出。

（４）第一作者中，来自高等院校的８５２人，占６７．９４％，
来自中国科学院系统的３４７人，占２７．６７％，来自其他单位的
５５人，占 ４．３９％。作者来源类型主要集中于高等院校和
中国科学院系统两大类，尤以高等院校的作者为主体。这与

高等院校和中国科学院系统具有良好的学术氛围、较好的

科研条件密切相关。

５　论文发表的时滞存在较大差异

论文的发表时滞是衡量期刊时效性的重要指标，与期刊

的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有密切关系［９］。从有关的文献报道

来看［７，１０，１１］，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科技期刊论文的发表

时滞普遍较长。特别是学术性的科技期刊，论文发表时滞大

多在６～１２个月之间，特殊的最长达两年多，最短的不足一
个月，幅度非常大（笔者收集的资料中最短的１６天，最长的
８２１天）。

９２期《中国科学》的论文发表时滞大多在１０～１４个月
之间。以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７年两年１２期的 Ｂ辑，２０００年第１
期和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的 Ａ、Ｂ、Ｃ、Ｄ、Ｇ辑，计８期（两个年度５
个辑的第１期本应为１０期，但２０００年没有 Ｇ辑，２０００年的
Ｂ辑已计入前者的１２期中，故为８期），共２０期的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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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２６７篇载文中，最长的发表时滞为２５个月，最短的１个
月，平均１３．８１个月。Ａ、Ｂ、Ｃ、Ｄ、Ｇ辑之间，以及同学科的 Ｂ
辑的不同期之间，论文的发表时滞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情况

比较复杂，笔者将另文专门探讨论文发表时滞问题。但有一

点是较为清晰的：论文的发表时滞与编辑人员的理念和行为

不无关系。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论文能在《中国科学》发表，就

说明在短期内优质论文是可以在名刊上发表的。这与２５个
月才刊发的两篇论文（其中有一篇，从收稿日期到接受日期历

时２１个月，表明作者深化研究、修改论文花了较长时间，有些
特殊，另当别论），形成较大反差，值得业内人士重视。

６　引文的数量大、质量优

学术期刊引文量常被用作期刊 评 价 和 引 文 测

度指标［１２］。

引文的数量和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期刊登载的

论文对其他文献的吸收能力，以及所载论文与已有的研究成

果的相关性、连续性和继承性的大小，也可在一定层面反映

出论文的质量和所含的信息量。

９２期《中国科学》共有引文２９６２５条，单篇引文最多的
达１１８条（有２００余篇论文的引文数量在４０条以上），最少
的３条，期平均３２２．０１条，篇平均２３．６２条。普遍高于已有
的文献报道［６，８，１３］。２９６２５条引文中，中文引文 ４８３２条，
占１６．３１％，英文引文２４７８４条，占８３．６６％，其他语种的引文
９条，占０．０３％。英文引文占绝大多数，比文献［７］报道的
５９．９％还高出２３．７６％。表明《中国科学》的作者对英文文
献的选择倾向明显，掌握和利用英文文献的能力强。

表８列出了１９期《中国科学》Ｂ辑的引文情况。以Ｂ辑
为例，就化学学科而言，从总体上来看：

（１）不论是中文或英文的引文，论文所属研究领域相关
的专业名刊是《中国科学》论文作者引文的主要对象。

（２）引文中，近５年来的引文约占３０％ ～４０％，近１０年
的引文约占三分之二。

（３）引文的规范化程度高。笔者随机查询了其中１０期
共６０篇引文，均能检出，且核对无误。表明《中国科学》不但
引文数量大，而且引文的质量上乘。这与现实的科技期刊

中，有的限制引文的数量，有的为了增加引文的数量“人为拼

凑”痕迹明显，以及有的期刊引文未经核对，不该有的差错和

明显的不规范现象比较普遍等形成比较明显的对比。

７　结束语

在２００８年６月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王
鼎盛以物理期刊和物理论文为例，探讨了影响因子带来的

“误区”［３］。优秀科学论文的“外流”，使国产科技期刊（包括

在中国科学界享有盛誉的《中国科学》）的发展，受到了一定

的影响，已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笔者认为，科技期刊的业

内人士，很有必要对科技期刊的载文情况给予更多的关注，

促进科技期刊的健康发展。

基于王鼎盛院士的研究报告［３］和本文的调研结果，笔者

认为：

（１）科技期刊界的业内人士自己尤其应该正确看待影响
因子等指标，同时通过对载文情况的梳理，做力所能及的

工作。例如，缩短论文（特别是优质论文）的发表时滞等。

（２）《中国科学》高度重视论文的学术性和内在价值，
既重视规范化，更注重科学性。这在论文的发表时滞、图表

和引文数量以及版面需求等方面得到较好的体现。与有些

刊物在论文发表时间的先后上有意或“无奈”地搞“平衡”，

无意或有意（包括在《投稿须知》等中明确要求）限制图表、

引文和版面等，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编辑有编辑的难处，

关键是作为编辑，在自己该做的方面是否已尽力。同时，需

要说明的是，笔者丝毫没有否定“规范化”的意思。恰恰相

反，笔者虽有２６年多的科技期刊编辑工作经历，仍然认为科
技期刊的规范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不能因此而摆错了

“科学性”与“规范化”的位置，特别是不能因为一些本身就

不够规范的“规范化要求”，而给科技期刊的论文设置过多

的、不科学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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