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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量和h指数结合的高影响力作者评选方法研究 
— — 以图书情报学为例的实证分析 

邱均平，周春雷 

(武汉大学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高影响力作者是 学科创新和发展 的骨干 力量 ，其评 选方法 一直是学 术界 和管理部 门关注的重 点课题 之一。 

通过对图书情报 学领域的实证研究提 出 “核心期刊 高发文量和 h指数相结合”是一种具有优 势的评选 高影响 力作者 的有效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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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献计量领域往 往以发文 量的多少来评 价作者 的学术 

成就 ，但单纯的发文量指标显 然并不能完 全反映 文章的质 

量 及其对学科领域 的影 响力。人们一般认 为文献被 引数量 

与作者的影 响力呈正相关 关系 ，被引量越 大说明文章 作者 

的影响力越大 。加利福尼亚大 学圣地亚哥 分校统计 物理学 

家赫希 (Jo e E．Hirsch)教授 于 2o05年发 明的 h指数 提供 

了使用论文被引信息 的新 方法。这是一种 利用论文 被引情 

况来进行学术成就评价 的新方法 ，其核心思 想是一个 作者 

的 h指数是指他至多有 h篇论 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 h次⋯。 

该方法一提 出即在 国际上引起很大 反响 ，被普遍认 为可 以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文献计 量指标在作 者成就评价 上的 

缺陷 。国内已有文献 。 利用 h指数 对国 内图书情报 学界 

进行了初步 的评价研 究，他 们采用统计 知名作者 h指数的 

办法来推测领域 内作 者 h指数的实 际分布情况 ，但 这类 根 

据小样本采用不完全归纳方法 所得结果 的代 表性显然 有待 

检验 。此外 ，也有其他学者采用 AcA等传统文 献计 量方法 

对图情领域的核心作者进行 了筛选H j。据笔者对南京大 

学版 2O种图情 领域核 心期刊 的统计 ，近 30年 来图情 领域 

第一作者人数为 3O274，仅发文量在 5篇及以上的第一作者 

人数即达 39l1人。此前的各种研 究方法未 曾覆 盖如此众多 

的候选人，因此 ，已有文献所统 计 出的图情领 域有影 响力 

作者的代表性有待检验 。由于 发文量和 发文期刊级 别代表 

了作者的学术产 出水平 ，而被 引数据可 以在很大程 度上反 

映同行对其成就的认可 程度 ，故笔者认为基 于某学科 领域 

核心期刊的发文量和 h指数相结合的方法也许能更好地筛 

选 出高影响力的领域专家。本文试图以图情领域近 30年来 

在图情类核心 刊物 上发文 5篇及 以上 的第一作 者 为样 本 ， 

采用 h指数研究方法对 国内图书情 报学界进行 全面系统 的 

实证研究 ，以筛选 出该领域影响力较大的作者 。 

2 本文的研究方法 

2．1 研究思路 

本文根据核 心期 刊发 文量统计 出高产作者名单 ，结合 

其它文献或专业网站提及的业内高影响力作者名单作为统 

计图 书情 报 领 域 高影 响力 作 者 的候 选 名单 ，利 用 csscI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中文社 会科学 引文索 

引)的引文数据 库对该名单进 行逐一统 计 ，最 终得到 比较 

全面的图情领域 高影 响力学者 h指数分布表 。成为高 h指 

数作者的基本前提是高发文量，而高被引作者必然是受到 

广泛关 注的 ，那些在本 领域核心期 刊发文很 多的作者无疑 

更有可能成为高 h指数作者 。笔者 设想通过对 图情领域核 

心期刊 的高产作者的逐一 统计可 以很好地保证遴 选出发文 

量高且高被引的作者。由于 csscI计算的引文数是针对第 

一 作者的，所以基于 csscI统计出的高 h指数作者必然是 

以第一作者身份发文数量多的高产作者，故本研究在使用 

通过 cN Kl(china Nati 0rIal Kn0wledge 1nfrastmcture， 中 国国家 

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获取到的数据 统计高产 作者时限定 于 

第一作 者。 

由于近 30年来 图情领域 第一作 者人数 为 30274，仅发 

文量在 5篇及 以上的第一作者 即高达 39l1人。对这 3万 多 

作者逐一进行测量显然是不 现实的 ，故本文 的研 究思路是 

首先通过小范围测试 获得图情领域 高 h指数作者 的概貌信 

息 ，然后进行大范 围测试 ，以达到求全 的 目的。首先 以已 

*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及评价研究”(o6JzDO0o3)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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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献 提供 的核心作者 名单为初始样 本进行统 计 ，通 

过近两百人的小范 围测试 ，发现 h指数 为 5可 能是一个 门 

槛 ，高于此数的不多 ，所以在从 期刊获取 高产作 者名单 的 

时候限定 以第 一 作 者发 文 的数 量 至少 为 5。笔者 还 发 现 

csscI检索结果总被 引数在 30篇次 以下 的 ，其 h指 数极 少 

超过 3。为保险起见 ，在实际操作中将基本忽略的阈值限制 

在 2O以下。通过这些办法大 大提 高了研究效率 ，使本研 究 

在操作上的可行性得 到 了保 证。换 言之 ，本研究通 过舍 弃 

大量 h指数为 l和2的低 h指数数据 ，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 

可能性更大的潜在高 h指数 作者 的准确 测量上 ，从而较 好 

地保证了本研究的效率和结果的可靠性 。 

笔者在具体操 作 中是 以期 刊为单 位逐 一进 行测 量的 。 

首先从 cNKI抽取该期 刊所有作者信息 ，从中提取 出第一 作 

者发文量不小于 5的名单 (对于权 威期刊 (如 《中 国图书 

馆学报》和 《情报学报》)是按 3来统计 的，以统计更多 的 

人数)，然后用 自编软 件筛选出不在初 始样本 中的高产作 者 

名单 ，接着对新获得 的名单逐个进行 统计并形 成一份包 含 

所有已统计作者的名单，这个名单将用于匹配从下一个期 

刊获得 的高产作者名单 。 

通过这样滚雪球式操作，已统计过 h指数的作者名单 

不断拉长。在统计完南京大学版图情领域 20种核心期刊 

后 ，得到 了一份较全面的图情领域高 h指数作者名单 。 

由于不在单一核心期刊上发文5篇及以上的作者也可 

能在全部核心期刊上 累计 发文达到 5及以上 ，所以笔者 又 

将全部第一作者的信息进行 汇总 ，得 到完整的 高产作者名 

单和发文数量。然后 笔者又将这份名 单与 已统计 过 h指数 

的作者名单进行匹配，筛选出总发文量不小于 5的新的待 

统计名单并进行逐 个统计。最后得到 了较完整 的基于图情 

领域核心期刊的高 h指数作者名单。 

整个操作流程如下 ： 

(1)汇总其 它 文献 和 网站提 供 的名 单——利 用 csSCI 

和 自编软件重新统计—— 得到名单 A。 

(2)利用 自编软件 CnkiRe 从 cNKI套取 出高产作者名 

单 B：套取 指定期 刊的题 录信息—— 提取 第一 作者——统 

计作者发文频率—— 按设定的闾值截得高产作者名单 B。 

(3)使用 自编软件 比较 A和 B，得到需 要统计 的作者 

名单 B—A。 

(4)利用 csSCI和 自编软件对名单 B—A进行统计 ，整 

理得到 目前已统计过的全部作者名单 B。 

(5)重 复步骤 (2) 一 (4)，逐步完善 目前最全面 的名 

单 C。 

(6)汇总全部第 一作者频率 数据 ，按设 定 的阈值截得 

高产作者名单 D，与 c比较并统计 D中未 被统计 的，得 到 

最终的名单 E。 

2．2 高产作者或高影响力作者名单来源 

(1)已有文献统 计出的名单 。首先借 助已有文 献总结 

的图情界有影响力 的作者名单 进行重新统计 ，这些 文献既 

包括一些对图情 界进行小 规模 h指数 研究 的文章 。]，也 

包括使用传统文献计量手段研究核心作者的文章  ̈ J。 

(2)业内网站提供的名单。笔者从中国图书馆学会网 

站上提供的机构人员设置情 况 8]里获取 了担任各级 职务的 

学者名单 ，笔者认为这些学 者在图情界 应该是颇有 影响力 

的，故全部纳入候选名单 。此外还有重 庆维普等 网站 

上刊登的图情领域专家名单 。 

此外 ，图情界的博 客很活跃 ，很多学者 经常利用博 客 

这一途径讨论圈内事 情，笔 者通过这些 博文 了解 了很多图 

情 界的专家 学者 ，这些 学者 也都进 入 了笔 者 的统 计视 野。 

这 里仅举四家博客作为代表lJ j。 

(3)笔者对图情领域 核心期刊统计 的结果。笔者对 2O 

种南京大学版图情类核心期刊进行 了统计 ，内容涉及 cNKI 

所收集的该 刊创刊以来 的全部数据。笔者利用 cNKI进行检 

索的时间是 2oo8年 2月 23日，由于数据 库的滞 后性等 原 

因，部分期 刊 2007年的数据不全 。本研究 从近 9万篇文章 

的题录信息 中共 抽取 出 30274名第一 作者 (5632篇未署 名 

文章的作者被合并为一个发文 5632次的无名作者)，其中 

发文量在 5及以上的作者 39l1人 。换 言之 ，根据 笔者的统 

计 ，图情界 累计发文量 5以上 的核 心作 者数量约 为 39l1人 

(其 中少量作者名似 为笔名 ，这可能与学者们早年署名习惯 

有关 )。这 3911名核心作者是笔者根据 h指数大小统计图情 

界有影响力作者 的主要依据 。之所 以选 择发文量 5作为阈 

值是因为发文量在 5以下的显然其 h指数不可能大于 5。笔 

者首先统计了 《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大学图 

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然后用 《图书情报知识》来 

验证 ，发现新增 的 h大于 5的人数 为 个位数 ，继续 用 《现 

代图书情报技术》、《情报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图书 

馆论坛》、《图书馆杂志》等来验 证，均未新 发现 h指数高 

于 6的 ，共统计 了 2o00多人。然后将 20种图情核心期刊的 

第一作者信息进行汇总并对累计发文量 5以上的其它近 

20o0名 作者进行验证性统计 ，发现 了少量 h指 数高于 5的 

作者。 

2．3 引文数据 处理 

2．3．1 CSSCI数据处理 的必要性 

笔者采用 的引文数据库是南京大学 的 cssCI，时间跨 度 

为 1998—2Oo6年 ，数据获取时 间为 2(x】8年 1月 一2oo8年 3 

月 。它能分年度提供某一作者名义下 自 1998年起 的被 引信 

息，还可以提供排除自引后的数据。众所周知，计算 h指 

数 的关键在于同一作者的 同一 篇文献在全 部统计年度 内被 

引次数 的合并 问题 ，但 csscI并未很好 地解决作 者唯一性 

问题和引文数据合并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统计作者 

真实 h指数影响较大。 

(1)作者同名问题。csscI并不能区分同名作者，名字 

相同而研究 领域不 同的作 者 的文 章被 引数据 混杂在 一起 ， 

45 



20o8年 12月 

第 28卷 第6期 

图书馆论坛 

“braⅣ Ihbune 

Dec．2【x】8 

V n1．28 No．6 

这个 问题的存在可能会夸大作者的 h指数。 

(2)弓l文数据合并问题。①跨年度合并 问题 。csscI提 

供的被引数据是分 年度的 ，而且每屏所 能展示 的最 大记 录 

数量是 50条 ，对于被 引记 录大 于 5O条的需要 把分 屏显示 

的数据合并 ，因此无法直接获得某一文献的累计被引数据 。 

它提供的结果形如 “命中结果 x篇，总计被弓l Y篇次”，但 

是其计算篇数并不准确 ，同一篇文献 在不 同年 度被 当作 不 

同的文献计算 。如果在来源 文献 中表 述稍有 差异 ，同一篇 

文献也可能被误认为是不同文献 。所以一般 而言 ，CSSCI命 

中的文献数量要 大于等于作者实 际发文数 量。② 引文数据 

不规范问题。 由于施 引者过错 ，如引用不 规范 、张冠李戴 

等 ，或者数据库整理方过错 ，如 同一篇文献 名称入 库时 略 

有差异—— 特别是 引号 、破折 号等差异均 可导致 引文数据 

不规范。③ 同一 文献出现在不 同载体 的问题。文献发表后 

可能被文摘刊物收录，或 者先后在期 刊和 网络 上发表甚 至 

一 稿多投等原因均可能导 致同一文献 出现在不 同载体情况 

的发生 ，这些文献的被 引数据在 引文 数据库 中会 被处理成 

不同的记录。对 于这种情 况，应该按照被引文献篇名聚类 ， 

将同一文献在不同载体的引文数合并，以还原该文献的真 

实被 引情况 ，这 可以产生高频文章 ，提 升作者的 h指数 。 

2．3．2 引文数据处理措施 

针对上文提 出的 csSCI存 在的 问题 ，笔 者采用 自编 软 

件将 同一作者各年度 的引文数据按 照被引文献 篇名进行 聚 

类并对引文数据进行 了合并 ，进而统计 出该作者 的 h指数 ， 

对部分怀疑因重名而造成的高h指数者进行了处理。 

(1)同名者处理 。由于引文数据库 未对作者 唯一标识 

问题进行处理，这导致研究 中很难 区分同名 者。如果不 对 

重名的作者加以区分，很可能导致作者 h指数虚高。一般 

情况下 ，可以通过研究领域差 异来 区分同名 作者。但如 果 

同名者的研究领域相近这种办法就无能为力 了。以 “张平” 

为例 ，如果不加 区分 ，其 h指数可以达到 7。从被引文献篇 

名看 ，内容涉及知识产权 和数字图书馆中的著作权等问题 ， 

属于图情领域研究范 围，且很 难断定 不是 同一 个作 者。经 

查询 cNKI可知 ，作者的单位很多 ：有北京 大学 法学院 、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 图书馆 、国家 图书馆 等，这 属于 多个重名 

者研究领域相近 的情况 。对 于这种情 况，笔 者采取 的办法 

是根据高被引文献篇名逐个查找其作者信息，然后根据作 

者的单位、年龄、职称等信息来核实是否为同一作者。最 

终确认研究法学的张平的 h指数是 7，但他不属于图情领 

域，所以不将该记录列入本领域高 h指数作者名单。 

从上述例子不难看出引文数据库缺少作者唯一标识给 h 

指数统计工作带来 的困难和误 差。笔 者认为可 以把作者单 

位、出生年月、性别、研究领域等信息用于作者唯一标识 

工作。作者唯一标识问题应该引起引文数据库的重视，否 

则其以后推出h指数统计功能时的准确性是难以保障的。 

(2)引文数据合并。为了减少 引文数据误 差 ，笔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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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文献篇名排序聚类 ，然 后用程序 汇总 引文数据 ，在各文 

献总被引降序列表得出后确定 h指数时，对可能影响 h指 

数的文献给予重点核查 (即 ExcEL文件中 h指数行记 录附 

近的文献)，并合并确因微小差异被程序误判为不同文献的 

引文数据。笔者采取的这种办 法也仅能 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 

因数据库本身导致的误差，本研究得出的 h指数与其它研 

究者的结果可能存在微小差异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3 统计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从近 9万篇文章的题录信息中抽取出30274名第 

一 作者的名单 (5632篇未署名 文章 的作 者被合并为一个 发 

文 5632次的无名作者 )，进而提取出发文量在 5及 以上的作 

者 39I1人 。其中发文量在 50以上的有 36人 ，3O到 49的有 

99人 ，2O到 29的有 22O人 。加上 已有文献统计 的以及业内 

网站提供的名单，笔者共调查了419o人，准确统计了总被 

引次数较高 (总被引次数 大于 20)的 l241人的 h指数 ，对 

于其它总被引次数远小于 20的一般未进行精确统计。表 1 

给出了图情领域各 h指数 数值 与相 应的人数分 布。由于本 

研究所采取研究方法的原因，表 l所测得的 h=1和 2的作 

者人数要远小于实际值 。本 文所用方法 虽保证 了高 h指 数 

作者统计的准确性 ，但 尚无 法揭示 大量 低 h指数作 者的分 

布情况。对低 h指数作者分布情况的准确调查有待其它研 

究方法的出现。统计结果显示，h指数在 5及以上的共有 

l87人，占全部图情领域第一作者总数的O．62％，占发文量 

5以上作者总数的 4．78％。h指数最大 的达 l6，10及 以上的 

有 l8人 。本研究统计 出的 h指数 在 5及 以上的 l87名图情 

领域高影响力作者如表 2所示。 

表 1 图情领域各 h指数数值与相应人数汇总表 

h指数 人数 h指数 人数 h指数 人数 h指数 人数 

1 1O3 5 84 9 lO 13 l 

2 379 6 39 l0 7 l4 2 

3 389 7 25 l1 4 l6 l 

4 183 8 1l 12 3 

表 2 部分图情领域 高影响力作者的 h指数 

专家 h 专家 h 专家 h 专家 h 序号 

姓名 指数 姓名 指数 姓名 指数 姓名 指数 

l 邱均平 16 刘兹恒 7 孙建军 6 乔好勤 5 

2 张晓林 l4 刘植惠 7 李致忠 6 杜定友 5 

3 吴慰慈 l4 邹志仁 7 强 自力 6 张安珍 5 

4 马费成 l3 赵继海 7 周和平 6 徐文伯 5 

5 蒋永福 l2 杨宗英 7 霍忠文 6 司莉 5 

6 胡昌平 12 严怡民 7 曾蕾 6 蒋颖 5 

7 黄宗忠 12 谢新洲 7 冯志伟 6 赵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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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8 肖希明 1l 肖珑 7 何小清 6 郑全太 5 

9 吴建中 l1 索传军 7 潘卫 6 白崇远 5 

10 黄俊贵 ll 刘嘉 7 毕强 5 甘利人 5 

1l 张琪 玉 I1 赖茂生 7 付立宏 5 卢共平 5 

l2 王知津 1O 马文峰 7 赵美娣 5 粟慧 5 

】3 盛小平 lO 莫少强 7 粱战平 5 张福学 5 

I4 王子舟 10 杨文祥 7 娄策群 5 史 田华 5 

l5 范并思 10 于良芝 7 周宁 5 罗式胜 5 

l6 彭斐章 1O 朱强 7 何绍华 5 匡文波 5 

l7 马海群 l0 王波 7 张玉峰 5 高曼 5 

l8 包 昌火 10 沙 勇忠 6 李纲 5 董焱 5 

19 乌家培 9 徐引篪 6 丁蔚 5 郭 家义 5 

20 陈光祚 9 侯汉清 6 自国应 5 郑宏 5 

21 程亚男 9 黄如花 6 文榕生 5 富平 5 

22 董小英 9 于呜镝 6 马张华 5 李 晓明 5 

23 霍 国庆 9 包和平 6 华薇娜 5 刘荣 5 

24 卢泰宏 9 秦铁辉 6 朱庆华 5 肖燕 5 

25 王崇德 9 刘国钧 6 俞培果 5 谢琴芳 5 

26 王世伟 9 倪波 6 刘磊 5 刘延章 5 

27 来新夏 9 罗曼 6 李广建 5 陈耀盛 5 

28 谢康 9 刘家真 6 盂连生 5 黄奇 5 

29 叶继元 8 吴志荣 6 肖自力 5 雷燕 5 

3O 黄晓斌 8 李家清 6 周庆IjJ 5 徐苇 5 

31 岳剑波 8 缪其浩 6 党跃武 5 陈能华 5 

32 汪冰 8 陈树年 6 黄纯元 5 夏火松 5 

33 谭祥金 8 秦珂 6 谢 阳群 5 朱建亮 5 

34 苏新宁 8 沈固朝 6 陈源蒸 5 杨元生 5 

35 柯平 8 刘君 6 刘洪波 5 马远良 5 

36 程焕文 8 周毅 6 李 明华 5 韩继章 5 

37 初景利 8 林曦 6 顾敏 5 冯惠玲 5 

38 李国新 8 詹德优 6 郑建明 5 何嘉荪 5 

39 王重民 8 姜爱蓉 6 温有奎 5 李培 5 

4O 马恒通 7 张四新 6 王纯 5 徐云 5 

4I 孟广均 7 肖东发 6 刘春茂 5 刘迅 5 

42 叶鹰 7 张欣毅 6 韩毅 5 张晓娟 5 

43 陈传夫 7 张树华 6 邓小昭 5 于湖滨 5 

44 查先进 7 刘炜 6 黄敏 5 王万宗 5 

45 靖继鹏 7 邹荫生 6 杜也力 5 李玉安 5 

46 焦玉英 7 徐建华 6 李武 5 郑巧英 5 

47 周文骏 7 高波 6 王余光 5 

根据本文的研究 ，笔者认 为可以把 h指数为 5及 以上 

的图情学者视为本领域 有高影 响力 的专 家 ，其因有三 ：笔 

者采取 的评价标准很严格 ，入选 作者至少需要在南大 版 2(】 

种图情核心期刊上 以第一作者 身份发文 5篇 ，而且其 h指 

数不少于 5；从职称上看，这些学者绝大多数具有高级职 

称；从数量关系上看，这部分人占图情领域高产作者的比 

例是很小 的。根据 统计结 果 ，笔者认 为图情领域 作者 的 h 

指数具有如下特点 

圈情领域棱心作者h指数 与人数分布罔 

45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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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情领域核心作者 h指数与作者人数分布图 

(I)随着 h指数的上 升，拥有 相应指数作 者 的数 量锐 

减 。图 1中 h指数的分布 区间 为 l一16。由于相 当多的低被 

引作者被忽略 (为提高研究效率 ，总被引 20以下 的基本被 

舍弃 )，很多未被统 计作者 的 h指 数多为 0，1，2，所以导 

致 h：l的人数仅为 l03，h=2的人数 为 379，均小 于 h=3 

的人数 389。但根据实际情况推断，h为2的人数要远大于 

h为 3的人数。 

(2)作者 h指数与具有相同 h指数作者数量在局部呈 

倍增关系。从图 l可以看 出，随着 h指数 的降低 ，对应 的 

作者人数要么与前一 级别的持平 ，要么倍增 。h=6的人数 

为 38；h=5的人数为 81；h=4的人数 为 183；h=3的人数 

为 389，均呈倍增关 系。 

图情领域核心作首h指数与作者数芙系图 

图2 图情领域核心作者 h指数与作者数关系图 

(3)具有相同 h指数的作者人数与对应的 h指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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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抛物线状 。 

图 2中水平轴 为 h指数 ，纵轴为 拥有该 h指数 的作者 

数量。从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出国内图书情报领域作者 h指 

数与具有相 同 h指数作者数量 的对应关 系是一条近 似抛物 

线的曲线 。随着 h指数的提升 ，相应 的作者人 数锐减 ，曲 

线走势趋于平缓 ；相反 ，随着 h指数 的降低 ，对应 的作者 

人数增加很快 ，曲线 走势趋 于陡峭。其中 h=l和 h=2的 

数据是笔者根据发现 的 h=3到 h=6的数据倍增现 象推测 

的。这说明 h指数对高 h指 数作者具 有较好 的区分度 ，但 

对于中低 h指数作者的区分度很差 甚至难以区分。 

(4)h指数的分布并不一定是连续的 。在本研究 中 h指 

数的分布区间是 0一l6，但 中间缺少 h=15的作者 ，这说明 

同一领域作者 h指数的分布并不是 完全连续的。 

(5)作者的第一作 者发文量一般 高于 h指 数 ，且随着 

发文量波浪式增长 ，h指数也缓慢增长 。图 3是 187个高 h 

指数作者 (h≥5)的发文量与 h指数关 系图。横轴表示 l87 

名作者 ，纵轴为其 发文量和 h指 数。从图 3可 以看 出，第 

一

作者发文量 与被 引量 并不呈简 单的线性关 系，而是一种 

非常复杂 的波浪状关 系。具 有相同 h指数 的作者之 间发文 

量相差很大 ，表现在 图 3中就是处于 同一 h指数平 台上方 

的发文量 曲线 波动很大 。换 言之 ，虽 然达到高 h指 数必然 

需要具有相应数量的高质量论文，但高发文量并不一定与 

高 h指数对应。 

图情领域高h指数作者发文量与h指数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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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情领域高 h指数作者发文量与 h指数关 系图 

(6)第一作者发 文量低于 h指数 的作者其 主要研究 领 

域可能并非本领域 。根据笔 者对图 3中左侧 h指数 为 9处 

两个 h指数高于发文量的点的深入调查发现，卢泰宏和谢 

康的 h指数虽然都高达9，但是其在图情领域核心期刊的累 

计发文量却分别为 5和 6，其主要研究领域分别为营销 和管 

理。对其它几个 h指数 高于核心期 刊发文量 的点所对应 作 

者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推论。 

(7)非核心期刊高产作者成为高 h指数作者的概率极 

低。为验证本文所提基 于核心期刊第 一作者发 文量与 h指 

数相结合遴选图情 领域高影 响力学者方法 的有效性 ，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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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前文所述方法对非核 心期刊的 《四川 图书馆学报》 和 

《中国信息导报》的高产作者进行检验，结果没有发现 h指 

数高于5的新作者出现，仅获得了数个 h=4新作者，本文 

所用方法的有效性 得到证 实。h指 数的这 ～特点也 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图情领域核心期刊划分的合理性。 

(8)绝大多数 高 h指数作 者是 至少一种本 专业 核心期 

刊的核心作者。在 h指数不小 于 5的 l87位学者 中，有 l50 

位是至 少 一 种 专 业 核 心 期 刊 的 核 心 作 者， 占总 比例 的 

8O．21％ 。 

表 3 图情领域高h指数作者跨核心期刊情况 

跨核心期刊数量 人数 跨核心期刊数量 人数 

O 37 6 8 

l 53 7 4 

● 

2 36 8 l 

3 21 9 3 

4 9 12 l 

5 14 

(9)作者 h指数与所跨专业 核心期 刊数量 呈正 相关关 

系。作者所跨专业核心期刊数量是指作者成为专业核心期 

刊核心作者的数量，从图4可以看出，作者 h指数与所跨 

专业核心期刊数量呈正相关关系，越是 h指数高的作者， 

越容易成为多家核心期刊 的核心作者 。这一现 象反映 了论 

文发表中的马太效应 ，越是 出名 的专家越容 易获得在众 多 

核心期 刊发文的机会 。 

高h指数作者与所跨核心期刊数量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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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高 h指数作者与所跨核心期刊数量关系图 

(10)非单一核心期刊核心作者的高 h指数作者可能是 

来自其它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者、本领域的后起新秀或已故 

专家。经笔者对那些 h指数很高但所跨核心期刊数量为 0 

者的深入分析，发现他们 可能是主要研 究领域非本领 域的 

跨学科研究 者，也可能 是本领 域 的青 年专 家或 已故专 家， 

而且 h指数越低其是本领 域后起新 秀的可能性越 大。如 卢 

泰宏和谢康的主要研究领域非图情领域，曾蕾、丁蔚、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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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等为本领域的后起新 秀，刘 国钧为本领域 德高望重 的 已 

故专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很多本领 域的新 秀尚无 

固定成果发表阵地的现象 。 

4 结论 

笔者用 “核心期 刊高发文量 和 h指数相结合 ”的方法 

对 图情领域 近 3O年来的核心作者进 行了一次大范围的统计 

研究 ，结果表明图情领域第一作者发 文量 ≥5的核心作者共 

有 39l1人，其中 h指数≥5的有 l87人。这 187人绝大多数 

具有高级职称 ，可 以看作 是在 图情领 域有 影响力 的专 家。 

值得指出的是 ，本 文有可 能低估 了所 统计作 者 的 h指 数。 

由于 CSSCI的引文数据 是针对第一 作者 的，所以笔者 在进 

行 h指数统计时 的默认限制条 件要 比 Hirsch原始 定义 J J中 

的规定严格得多。如果不限制第一作者，一些作者的 h指 

数可能会有很大 增长。 由于截止笔 者统计 时 csscI引文数 

据窗 口仅为 l998—20o6年 ，且 CSSCI收录 期 刊数 量有 限 ， 

加之部分数据库记录著录不规范等因素都可能导致作者 的 h 

指数被低估 。因此 ，图情 领域有影 响力 学者 h指数 的实际 

门槛应高于本文统计的 5。与传统的基于高发文量的核心作 

者评选方法相比，本方法能剔 除那些虽 发文多却 不为同行 

所看重的作者；与传统的基于高被引的核心作者评选方法 

相比，本方 法能剔 除那些 偶有 被引很 高佳 作 的低 产作 者 ； 

与单纯的 h指数方法 相 比，本方法能筛 选出主要 研究领域 

非本领域 的跨学 科高影 响力作 者 ；与专 家评审 方法相 比， 

本方法具有操作 简单 、客观 、准确等优势 ，在评 价效率 和 

所花费 的代价方 面也 具有较大 的优势。随着 引文 数据库 向 

直接提供排 除同名 者后作者 h指数方 向发展，采 用本文所 

介绍方法的优势会更 加明显 。因此 ，本 文所提 出 “核心期 

刊高发文量和 h指数相结 合”的高影 响力作者评 选方法对 

于提高作者学术成就 评价 、领域专 家遴 选等评价 活动的科 

学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 是基于正 常引文环境得 出上述结 

论 的 ，由 于 h值 数 方 法 本 身 存 在被 精确 注 水 的 隐蔽 缺 

陷 ，引文行为 的异化可能对本文的结论有一定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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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he am0unt 0f a auth0rs published papers and his h—index t0 select high innuence authors and pmVed its emciency and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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