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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中的期刊自引成分分析
张建合 3

(信阳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 :基于 2年影响因子的定义 ,推导出了影响因子与期刊前 2年自引年度分数之和的关系式 ,发现影

响因子与期刊前 2年自引年度分数之和呈正相关. 期刊自引文献在不同年份的分布是随机的 ,期刊自引年度分

数与时间因子非线性相关 ,其峰值可出现在 2年影响因子的计算周期内 ,用期刊他引率与影响因子之积 (定义

为表观他引影响因子 )无法合理消除期刊自引的干扰. 抽样调查 20种样刊的自引情况 ,发现表观影响因子排序

与他引影响因子 (完全排除自引后的影响因子 )排序差别较大 ,统计结果表明上述理论推断是正确的. 建议国

内外的期刊引证报告中应补充期刊自引半衰期指标或期刊累计自引年度分数 ,客观反映期刊自引文献的时间

分布 ,以提高对期刊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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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22years impact factors, a formula between impact factor and self2citation year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 was deduced. Citation literature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years is random and the peak can occur

in 2 year impact factor calculation period, so the apparent its2citation impact factor( IF·YO ) could not elim inate rea2
sonably the interference of self2citation. A samp le survey of 20 kinds of publications shows that rank ordering of appar2
ent its2citation impact factor does not accord with that of its2citation impact factor(without self2citation) , so the above

theory is correct. It is p roposed that the self2citation half2life index or citation distribution coefficient should be added

in JCR at home and abroad in order to enhance objectivity and impartiality of periodic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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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从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 ( ISI )出版《科学引

文索引 》( SC I)及加菲尔德 [ 1 ]提出影响因子 ( Im2
pact Factors, IF)的概念以来 , ISI将 IF提升为评

估期刊影响力大小的主要标准 ,并最终将其发展为

ISI数据库中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引文分析报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据此给它自己所收

录的期刊排名次 , 以说明这些期刊影响力的大

小. 类似地 ,国内也有几家大型数据库每年发布期

刊引证报告. 影响因子被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人员用

于不同之目的 ,如文献部门用于遴选统计源期刊或

核心期刊 ,期刊管理部门用于期刊评奖 ,科研管理

部门用于评估研究人员的科研业绩 ,科研工作者用

于确定其科研论文发表的期刊 [ 224 ] , 在社会上产生

了相当大的影响 .

一些期刊为了提高自己的 IF,努力提高编辑

素质 ,积极挖掘优质稿源 ,提高所发论文的学术水

平 ,这是积极的付出 ,值得提倡 ;但是 ,也有不少编

辑部诱导作者在修改稿件时引用自己期刊上的文

章 ,甚至采取其他非学术手段提高被引次数 ,其结

果降低了期刊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为了排除人

为自引对期刊评价产生的影响 ,梅平等人设置了他

引影响因子 (影响因子 ×他引率 ) ,并对 2000 年

医学期刊按照他引影响因子的大小重新排名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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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自引率很高的期刊排名与按照影响因子排名

相比位次明显下降 [ 5 ]
; 李宗红对我国师范高校自

然科学学报重新排名后 ,发现也有类似情况 [ 6 ]
. 董

秀玥提出 :在期刊评比中应对不同的期刊的自引文

献和他引文献有个科学的比例范围 ,这个比例通过

专家进行大样本量统计分析并经科学论证后是可

以找到的 [ 7 ]
.

如此这般 ,在表面上似乎消除了期刊自引的影

响 ,但笔者研究后发现 ,影响因子和他引率之间并

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而是与被引文献的时间分布密

切关联. 本文从理论分析和样刊调研两个方面研究

期刊自引对影响因子产生的影响.

1　影响因子中自引成分理论分析

期刊 2年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为 [ 8 ]

影响因子 ( IF) =
某年引用该刊前 2年论文的总次数 (X 2, 3)

该刊前 2年发表的论文总数 ( P2, 3)
.

期刊他引率的计算公式为 [ 8 ]

期刊他引率 ( YO ) =
该刊被他刊引用次数 (XO )

该刊总被引用频次 (X )
.

为了叙述方便 , 对以下符号进行定义 : IFO 为

期刊的他引影响因子 ,其定义为某刊前两年发表的

论文在统计当年被他刊引用的总次数与该刊前两

年发表论文总数的比值 ,该值完全不含自引成分 ;

目前一些文献将期刊他引率与影响因子之积 ( IF·

YO ) 称为他引影响因子 [ 526 ] ,因为自引文献出现峰

值的年份各刊不尽相同 ,该积不能合理排除影响因

子中的自引成分 ,所以其定义是不准确的 ,在此予

以纠正 , 本文将该积称为表观他引影响因子 , 用

IFO ′表示 ; IF I为期刊的自引影响因子 ,指某刊前两

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期刊自引总次数与该刊

前两年发表论文总数的比值 ;期刊的总被引频次 ,

X = ∑
n

i =1
xi , xi为第 i年期刊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次

数 ;期刊的总自引频次 X I = ∑
n

i =1
xIi = X (1 - YO ) , xIi

为第 i年期刊论文在统计当年被自引次数 ; X2, 3 为

期刊前 2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次数 ,分为期

刊他引次数 XO2, 3 和自引次数 X I2, 3 ,即

X2, 3 = XO2, 3 + X I2, 3. (1)

因为期刊自引次数 X I2, 3 对 2年影响因子或 5

年影响因子有贡献 ,且可以人为干预 ,所以我们要

考察自引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 将期刊自引次数按

照年度进行分组 ,计算第 i年期刊论文在统计当年

被自引次数 xIi 占总自引次数 X I的比例 ,将该比例

定义为自引年度分数 ( % ) yIi ,且有 ∑
n

i =1
yIi = 1 ( n为

统计年至创刊年的年数 ) ,这是一个期刊自引的年

度分布指标 ,与期刊他引无关 ,可以客观地考察期

刊自引与影响因子的关联情况. 参照被引半衰期的

定义 [ 8 ]
,可以考察某刊在统计当年被自引的总次

数中 ,较新一半的引用数是在多长一段时期内累计

达到的 ,以考察自引文献的衰减速度. 据此提出自

引半衰期 ( tI1 /2 ) 的概念 ,其数学意义是可以考察期

刊自引与影响因子的关联程度 ,比如当自引半衰期

小于 3时 ,说明半数以上自引文献是期刊近 3年发

表的论文 ,对 2年影响因子贡献较大. 定义 YI2, 3 为

期刊前 2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自引次数占总

自引次数的比例 (或称前 2年自引年度分数之和 ) ,

YI2, 3 = yI2 + yI3 ,且有

X I2, 3 = X (1 - YO ) YI2, 3. (2)

依据上述定义 ,将式 (1) 和 (2) 代入影响因子

公式 ,整理后得到 :

IF = IFO + IF I =
XO2, 3

P2, 3

+
X (1 - YO )

P2, 3

YI2, 3.

(3)

从公式 (3) 看 ,期刊他引影响因子 IFO 是一项

客观指标 ,不易受人为控制 ;自引影响因子 IF I 与

该刊前 2年自引年度分数之和 YI2, 3 成正比 ,即 YI2, 3

越大 ,它对 2年影响因子 IF的贡献越大 ,由于自引

容易受人为控制 ,自引文献有可能多数出现到 2年

影响因子的周期内 ,即 0 ≤ YI2, 3 ≤1, 因此 IF I的最

大值 :

IF Imax = lim
Y I2, 3→1

X (1 - YO )

P2, 3

YI 2, 3 =
X (1 - YO )

P2, 3

.

(4)

从公式 (4) 看 , IF Imax 与该刊前 2年发表的论

文总数 P2, 3成反比 ,与总被引频次 X和 (1 - YO ) 之

积 ,即总自引次数 X I成正比. 在期刊评价中已经开

始注意刊物的高自引问题 , IS I的 JCR及国内的几

家权威引证报告每年都要公布期刊的他引总引比

(他引率 ) ,在期刊评奖和统计源期刊遴选中对自

引总引比 (1 - YO ) 超出一定值的期刊予以剔除 ,因

此一些期刊不敢轻易扩大自引量 ,如教育部在评选

“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 ”时要求参评期刊的他

引总引比在 0. 8 (即 YO ≥0. 8)以上 ,低于该值时一

票否决. 即使在这个较小的区间内 ,经理论分析后

发现 ,自引文献的时间分布对 2年影响因子 ( IF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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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5年影响因子 ( IF5 ) 的影响却是很大的 ,为了直

观表达 ,依据公式 (4) 将拟和后的 2年自引影响因

子列于表 1. 因引文分析是建立在大样本统计基础

之上的 ,一些有影响的优秀期刊往往具有较高的总

被引频次 (见表 2) ,为了讨论的方便 ,依据表 2数

据 ,取 X / P2, 3 = 3进行拟合计算.

表 1　期刊自引影响因子理论值

Tab. 1 Theory va lue of journa l

self2c ita tion im pact factors

X / P2, 3 Y I2, 3 (1 - YO ) IF I

3 1 0. 2 0. 60

3 0. 8 0. 2 0. 48

3 0. 6 0. 2 0. 36

3 1 0. 1 0. 30

3 0. 8 0. 1 0. 24

由表 1可知 ,当总被引频次与前 2年载文总数

之比 X / P2, 3 = 3,他引比为 0. 8或 0. 9时 ,自引影响

因子可以达到 0. 24 ～ 0. 6. 与《中国学术期刊综合

引证报告 》(2007版 ) 发布的影响因子平均值 (全

集 0. 343、A集 0. 252、B集 0. 348、C集 0. 356、D集

0. 457、E集 0. 346) [ 8 ] 相比 ,一些高被引期刊的自

引影响因子就可以达到影响因子平均值. 以上只是

从纯数学的角度进行的理论分析 ,客观中是否存

在 ,还应进行抽样分析.

2　影响因子中自引成分抽样分析

依据维普资讯《期刊评价数据库 》[ 9 ] ,对“数理

科学和化学 ”2006年期刊列表按总被引次数由高

到低排序 ,取前 20种期刊进行自引分析 ,统计数据

见表 2. 表 2中符号意义及其计算方法同上述理论

部分.

表 2　20种样刊的自引影响因子、影响因子、他引影响因子及表观影响因子

Tab. 2 IF I、IF、IFO and IFO ′of 20 journa ls

期刊名称 X P2, 3 X I X I 2, 3 YO IF I IF IFO IFO′

物理学报 5 520 (1) 1 842 3 034 1 437 0. 450 4 0. 781 2 (1) 1. 231 8 (1) 0. 450 6 (18) 0. 554 8 (16)

摩擦学学报 1 124 (20) 249 299 109 0. 734 0 0. 437 8 (5) 1. 152 6 (2) 0. 714 8 (3) 0. 846 0 (2)

分析化学 4 152 (3) 943 413 187 0. 900 5 0. 198 3 (13) 1. 062 6 (3) 0. 864 3 (1) 0. 956 9 (1)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265 2 (4) 1 017 1 202 487 0. 546 8 0. 478 9 (4) 0. 968 5 (4) 0. 489 6 (16) 0. 529 6 (18)

光学学报 2 105 (6) 709 649 293 0. 691 7 0. 413 3 (6) 0. 949 2 (5) 0. 535 9 (12) 0. 656 6 (11)

催化学报 1 529 (10) 437 281 124 0. 816 2 0. 283 8 (9) 0. 947 4 (6) 0. 663 6 (6) 0. 773 3 (3)

化学学报 2 461 (5) 855 445 220 0. 819 2 0. 257 3 (10) 0. 891 2 (7) 0. 639 9 (9) 0. 730 0 (6)

高分子学报 1 569 (9) 371 254 79 0. 838 1 0. 212 9 (12) 0. 884 1 (8) 0. 671 2 (5) 0. 741 0 (5)

光子学报 1 901 (7) 874 1122 568 0. 409 8 0. 670 5 (2) 0. 877 6 (9) 0. 207 1 (20) 0. 359 8 (20)

分析测试学报 1 233 (18) 429 107 44 0. 913 2 0. 102 6 (15) 0. 825 2 (10) 0. 722 6 (2) 0. 753 6 (4)

分析试验室 1 331 (16) 598 295 178 0. 778 4 0. 297 7 (7) 0. 824 4 (11) 0. 526 7 (14) 0. 641 7 (14)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4 252 (2) 592 747 340 0. 824 3 0. 574 3 (3) 0. 819 8 (12) 0. 245 5 (19) 0. 675 8 (10)

物理化学学报 1 489 (11) 586 232 109 0. 844 2 0. 186 0 (14) 0. 803 8 (13) 0. 617 8 (10) 0. 678 6 (9)

中国稀土学报 1 206 (19) 427 223 108 0. 815 1 0. 252 3 (11) 0. 803 3 (14) 0. 551 0 (11) 0. 654 8 (12)

有机化学 1 266 (17) 548 364 161 0. 712 5 0. 293 8 (8) 0. 768 2 (15) 0. 474 4 (17) 0. 547 3 (17)

色谱 1 460 (13) 414 107 40 0. 926 7 0. 096 6 (16) 0. 751 2 (16) 0. 654 6 (8) 0. 696 1 (8)

化学通报 1 425 (14) 323 40 13 0. 971 9 0. 040 2 (18) 0. 721 4 (17) 0. 681 2 (4) 0. 701 1 (7)

无机化学学报 1 344 (15) 625 35 16 0. 974 0 0. 025 6 (20) 0. 686 4 (18) 0. 660 8 (7) 0. 651 0 (13)

应用化学 1 645 (8) 615 112 46 0. 931 9 0. 074 8 (17) 0. 604 9 (19) 0. 530 1 (13) 0. 563 7 (15)

理化检验 :化学分册 1 473 (12) 708 195 28 0. 867 6 0. 039 5 (19) 0. 545 2 (20) 0. 505 7 (15) 0. 473 0 (19)

　　　　注 :表中期刊按影响因子排序 ;括号内数据为排序号

　　由表 2可知 ,自引影响因子 IF I较高的前 6种

期刊分别是《物理学报 》、《光子学报 》、《高等学校

化学学报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摩擦学学报 》、

《光学学报 》,其中有 4种期刊的自引影响因子排

名与影响因子排名基本一致 ,另 2种期刊尽管排名

不一致 ,主要是由于他引影响因子过低所致 ,实际

上自引影响因子对其影响因子的排名起到了较大

的提升作用. 他引影响因子 IFO 较低的后 5种期刊

分别是《光子学报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物理

学报 》、《有机化学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影响因

子 IF与他引影响因子 IFO 排名顺差悬殊的 3种期

刊分别是《物理学报 》(差 17位 )、《光谱学与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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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差 12位 )、《光子学报 》(差 11位 ) ,值得一

提的是逆差悬殊的 2种期刊分别是《化学通报 》

(差 13位 )、《无机化学学报 》(差 11位 ) ,这 2种期

刊的他引影响因子排名比较靠前 ,说明影响因子主

要是靠期刊他引获得的. 他引影响因子 IFO 与表观

他引影响因子 IFO ′( IF·YO )的数值没有一组是完

全相等的 ,其中有 18种期刊的 IFO 低于 IFO ′,且最

大差值为 0. 430 3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 ,有 2种

期刊 (《无机化学学报 》和《理化检验 :化学分册 》)

的 IFO 高于 IFO ′;从排序上看 ,有 5种期刊位次没

有发生变化 ,其他 15种期刊位次有升有降不尽相

同 ,位次发生变化最大的是《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

上下浮动了 9个位次.

从定量结果看 ,由于自引文献的时间分布不

同 ,用表观他引影响因子评价期刊时 ,一些期刊仍

保留有自引成分 ,如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为

0. 430 3,《光子学报 》为 0. 152 7,《摩擦学学报 》为

0. 131 2,《光学学报 》为 0. 120 7,《分析试验室 》为

0. 115 0;而另外一些期刊在扣除自引成分之后还

多扣除了他引成分 ,如《理化检验 :化学分册 》多扣

了 0. 032 7,《无机化学学报 》为 0. 009 8. 在用数字

说话的时代 ,这些误差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 ,用期刊他引率与影响因子之积 ( IF ·

YO )来消除自引的影响是不精确的.

为了客观地揭示期刊自引文献的年代分布 ,表

3列出了 20种样刊的自引年度分数 ( % ). 由表 3

可以计算出各期刊前 2年自引年度分数之和 ( YI2, 3

= yI2 + yI3 ) ,较高的前 6名期刊是《分析试验室 》

(60. 3% )、《光子学报 》( 50. 7% )、《化学学报 》

(49. 4% )、《中国稀土学报 》( 48. 3% )、《物理学

报》(47. 4% )、《物理化学学报 》(47. 0% ). 由公式

(3)可知 ,这 6种期刊的自引对 2年影响因子贡献

较大 ,约一半的自引数被计算到影响因子中. 与公

式 (4)相比 ,这些期刊的自引还远离极限值 ,说明

目前还处于理性自引状态. 从平均自引年度分数

看 ,自引高峰期出现在论文发表后的第 3 年

(23. 7% ) ,次高峰期出现在论文发表后的第 2年

(18. 6% ) , 2年合计为 42. 3% ,说明这 20种样刊的

自引文献将近半数贡献给了 2年影响因子. 前 5年

自引年度分数总和为 76% ,说明自引文献多数贡

献给了 5年影响因子.

表 3　20种样刊的自引年度分数及自引半衰期

Tab. 3 Self2c ita tion year d istr ibution coeff ic ien t and self2c ita tion ha lf2life of 20 journa ls

期刊名称 y I1 y I2 y I3 y I4 y I5 y I6 y I7 y I8 y I9 y I10 y I11 tI1 /2

物理学报 3. 7 25. 0 22. 4 13. 8 11. 8 7. 8 4. 6 3. 0 1. 7 1. 5 4. 7 2. 95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3. 7 20. 6 24. 9 16. 6 10. 6 6. 4 4. 7 3. 6 2. 0 1. 5 5. 4 3. 05

分析化学 4. 4 21. 1 24. 2 14. 5 9. 9 7. 5 3. 1 3. 4 2. 9 1. 5 7. 5 3. 02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5. 3 13. 1 27. 4 14. 3 12. 1 8. 3 8. 7 3. 6 1. 7 1. 4 4. 1 3. 29

化学学报 1. 3 25. 4 24. 0 14. 4 12. 3 5. 2 5. 8 1. 6 2. 0 1. 3 6. 7 2. 97

光学学报 2. 5 17. 7 27. 4 13. 9 10. 3 7. 6 5. 4 3. 4 4. 5 1. 8 5. 5 3. 17

光子学报 2. 2 18. 3 32. 4 20. 0 9. 4 5. 8 2. 6 3. 4 1. 9 1. 6 2. 6 2. 91

应用化学 0. 0 13. 4 27. 7 17. 9 9. 8 0. 9 3. 6 4. 5 2. 7 1. 8 17. 7 3. 50

高分子学报 2. 8 10. 6 20. 5 22. 0 15. 0 8. 7 6. 3 2. 8 3. 1 3. 1 5. 1 3. 73

催化学报 4. 6 22. 8 21. 4 14. 9 8. 2 8. 9 6. 0 2. 1 3. 6 3. 2 4. 3 3. 08

物理化学学报 8. 2 20. 3 26. 7 12. 5 5. 7 9. 9 3. 4 2. 6 1. 7 2. 1 6. 9 2. 81

理化检验 :化学分册 1. 0 4. 6 9. 7 13. 3 11. 8 15. 4 7. 2 11. 8 4. 6 2. 1 18. 5 5. 62

色谱 1. 9 18. 8 18. 8 18. 8 15. 9 3. 7 3. 7 4. 7 0. 9 1. 9 10. 9 3. 56

化学通报 2. 5 17. 5 15. 0 15. 0 10. 0 5. 0 7. 5 7. 5 5. 0 0. 0 15. 0 4. 00

无机化学学报 11. 4 28. 6 17. 1 17. 1 11. 4 0. 0 5. 7 8. 6 0. 0 0. 0 0. 1 2. 58

分析试验室 3. 4 22. 0 38. 3 8. 8 8. 8 3. 7 3. 4 4. 1 1. 0 1. 0 5. 5 2. 64

有机化学 1. 1 19. 2 25. 0 21. 7 13. 5 7. 4 3. 6 1. 1 1. 6 0. 5 5. 3 3. 22

分析测试学报 0. 0 15. 0 26. 0 16. 8 9. 3 8. 4 11. 2 2. 8 4. 7 0. 9 4. 9 3. 54

中国稀土学报 5. 4 21. 5 26. 9 15. 2 10. 8 6. 3 3. 1 4. 5 1. 8 1. 3 3. 2 2. 86

摩擦学学报 3. 3 17. 4 19. 1 17. 9 11. 0 10. 0 6. 7 4. 7 3. 0 2. 3 4. 6 3. 57

平均值 3. 4 18. 6 23. 7 16. 0 10. 9 6. 8 5. 3 4. 2 2. 5 1. 5 6. 9 3. 30

　　注 :表中期刊按总被引频次排序 ; y I1 , y I2 , ⋯, y I11分别对应于该刊 2006, 2005, ⋯, 1996 (含 1996以前 )年的自引年度分数 ( % ) ;

tI1 /2为该刊的自引半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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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评价上的方便 ,本文首次提出了期刊自引

半衰期的概念 ,其定义为该刊在统计当年自引的全

部次数中 ,较新一半的自引数是在多长时间段内累

计达到的 ,它可以客观地反映自引文献的生命周

期 ,反映与影响因子的关联程度. 按照此定义计算

出了表 3中 20种样刊自引半衰期 ( tI1 /2 ). 由表 3可

知 ,自引半衰期小于 3的期刊有 7种 ,分别为《物理

学报 》、《化学学报 》、《光子学报 》、《物理化学学

报 》、《无机化学学报 》、《分析试验室 》、《中国稀土

学报 》. 这一排序结果完全涵盖了上述前 2年自引

年度分数之和较高的 6种期刊. 总体看 ,半衰期小

于 3年的期刊自引对 2年影响因子贡献较大.

自引半衰期可以客观地反映出自引对 2年影

响因子的贡献 ,具有独立性、可比性和实用性. 尤其

是在他引率比较接近的情况下 ,通过考察自引半衰

期达到区分期刊之目的. 例如 ,《化学学报 》

(0. 819 2)、《催化学报 》( 0. 816 2)、《中国稀土学

报 》(0. 815 1)的他引率非常接近 ,使用括号内的

他引率几乎无法对其排序 ,但它们的自引半衰期是

有较大差异的 ,《化学学报 》为 2. 97、《催化学报 》

为 3. 08、《中国稀土学报 》为 2. 86,显然自引半衰期

小于 3的期刊自引对影响因子贡献较大. 因此 ,自

引半衰期作为一个辅助指标 ,在特定条件下具有评

价意义 ,尤其是对那些人为控制自引的期刊具有警

示意义.

由表 3还可以计算出期刊的累计自引年度分

数 ,该指标可以清晰地说明自引对 2年影响因子、5

年影响因子和即年指标的贡献.

3　结语

期刊自引大体可分为客观性自引和主观性自

引. 客观性自引是指科学研究主体 (作者 )从科学

研究的继承性和相关性角度对自身早期文献的恰

当引用 ,主观性自引是指科学研究主体受科学研究

之外的因素诱导对自身早期文献的不恰当引

用 [ 10 ]
. 因此 ,对期刊自引不能一概用好与不好加以

评论 ,更不能用一刀切的办法把自引从总被引频次

中剔除 ,要结合学科发展的特点予以客观评价. 本

文只是客观地探讨期刊自引对影响因子的影响 ,对

研究的样刊并没有褒贬之意 ,就单篇引文而言 ,自

引是否恰当有待同行专家进行评述. 为了客观地反

映各个期刊的自引状况 ,建议各家的期刊引证报告

中应补充期刊自引半衰期 ,或累计自引年度分数 ,

以完善引期刊证报告之不足 ,提高期刊评价的全面

性和公正性.

注 　该文荣获“第六届全国核心期刊与期刊

国际化、网络化研讨会 ”优秀论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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