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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中国知网主要引文数据库为基础,结合百分比法、普奈斯定律法和限定被引频次法确定了《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后简称《学报》)2007—2012年间高被引论文的被引次数标准为被引次数不低于7次,以此标准选出了在此

期间刊出的动物科学栏目高被引论文共20篇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2009—2010年间是动物科学栏目高被引论文篇数

最高时期;动物科学栏目高被引论文主要研究领域为鱼类生理生态学、昆虫发育生物学和水生动物寄生虫学;高被引论文

发表篇数、被引次数和篇均被引次数均排前3位的作者是高被引论文的核心作者;核心作者的高被引论文学术影响力较

大,对提升动物科学栏目整体的影响力有较大贡献;与《学报》同期刊登的其他生命科学论文高被引论文相比,动物科学栏

目高被引论文对《学报》生命科学领域论文的传播效果的贡献较前者更大。建议进一步促进动物科学栏目其他刊登领域

的发展,继续加强与核心作者的合作,在该栏目现有作者群中进一步培养潜在的核心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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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引论文被认为是期刊或栏目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1],是构成高质量期刊的核心内容[2]。高被引论文分

析可以帮助期刊编辑找到各领域的热点[3],发现和挖掘期刊核心作者[1],目前已有不少期刊编辑部利用高被引

论文分析对各自所办期刊的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4-6],并以之作为改进编辑工作、提高办刊质量和影响力的具体

参考。《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后简称《学报》)自设立特色栏目以来,特色化办刊水平不断提升,相
关特色栏目的学术影响力亦日益凸显。目前已有研究对《学报》特色栏目的传播效果进行了初步评价[7],但未对

各特色栏目具体的发展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为此本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学报》特色栏目之一即动物科学

栏目在2007—2012年间的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为《学报》编辑部对该栏目日后的策划和有关工作提供参考。

1研究概况

于2015年3月10日通过调查中国知网下包括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获得了《学报》2007—
2012年所发表全部论文被引情况。2007—2012年《学报》共发文686篇,被引论文591篇,占全部论文的

86.15%;总共被引3445次,篇均被引5.92次。由于调查涉及论文数量一般(低于1000篇),本研究拟按百分

比法[8]取被引频次较高的前20%论文作为2007—2012年《学报》的高被引论文。由于2007—2012年《学报》在
中国知网上单篇被引次数最高论文的被引次数为86,根据普奈斯定律法[9]计算确定高被引论文的最低被引次数

m=0.749× 86≈7;再结合限定被引频次法[8]进行验证,发现采用该计算结果所选取高被引论文数占全部论文

数的百分比最接近20%;故本研究最终确定2007—2012年《学报》的高被引论文为被引次数不低于7的论文。
根据此标准从2007—2012年《学报》动物科学栏目中一共选出20篇高被引论文,其中研究综述类论文1篇,研究

报告类论文19篇。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高被引论文数占该栏目被引论文总数(60篇)的33.33%、《学
报》被引论文总数的3.38%;被引次数占2007—2012年该栏目发表论文总被引数(352次)的58.52%、《学报》论
文总被引数的5.98%。有关论文的具体信息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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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被引论文分析

2.1高被引论文的发表时间分布

从表2可见,2010年动物科学栏目高被引论文篇数最高,被引次数也最高;同时2010年和2007年该栏目高

被引论文在篇均被引次数上超过了该栏目2007—2012年全部高被引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以往研究发现,高
被引论文的篇数和被引次数随论文发表后时间的增长而增长[4]。《学报》的动物科学栏目由于存在一个逐步建

设和调整的过程,栏目论文载文量并非每年保持稳定———从2007—2010年间栏目载文量逐年增加(从2009年

后保证每期该栏目发表论文数不低于2篇),2010—2012年间则因《学报》改双月刊等对该栏目载文量主动做了

调整而有所下降[7];故而本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不完全相同:高被引论文的篇数和被引次数在2007—2010
年间总体呈增加趋势,而在2010—2011年间呈减少趋势。总的来看,2009—2010年间是动物科学栏目高被引论

文数最高时期,一共有12篇,占全部2007—2012年该栏目全部高被引论文篇数的60.00%,被引次数也占全部

高被引论文被引次数的63.11%。

表1 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高被引论文

文章

序号
篇名 作者

发表年份

及期数
论文类型

被引

次数

1 葱蝇的实验室饲养、生物学特性及滞育诱导 陈斌,黎万顺,冯国忠,等 2010年2期 研究报告 23

2
三种鲫鱼外寄生车轮虫分类学及异齿车轮虫致鳃组织病理学

研究———重庆地区淡水车轮虫研究Ⅱ
唐发辉,赵元莙 2007年3期 研究报告 19

3 不同溶氧水平下锦鲫的运动和代谢适应对策 付世建,李秀明,赵文文,等 2010年3期 研究报告 13
4 不同时间间隔重复力竭运动对南方鲇幼鱼耗氧率的影响 付世建,曹振东,彭姜岚 2009年1期 研究报告 11
5 蛇毒类凝血酶研究进展 林奕心,余晓东,和七一,等 2009年2期 研究综述 11
6 葱蝇非滞育蛹的全长cDNA文库构建 黎万顺,陈斌,冯国忠,等 2010年1期 研究报告 11
7 重庆地区淡水鲶形目鱼类4种寄生车轮虫的分类 刘春宁,赵元莙 2010年1期 研究报告 10
8 4种幼鱼临界游泳速度和运动耐受时间的比较 鲜雪梅,曹振东,付世建 2010年4期 研究报告 10
9 草鱼肝胰脏中两种胰蛋白酶的纯化及部分性质的研究 耿莉娜,胡重江,李英文 2008年1期 研究报告 9
10 不同大小黑尾鲹鱼体的化学组成及能量密度 罗毅平,陈谊谊 2009年3期 研究报告 9
11 东亚飞蝗染色体的减数分裂观察 陶红梅,蔡志华,何正波,等 2010年2期 研究报告 9
12 运动锻炼对鲤鱼幼鱼形态参数的影响 闫冠杰,曹振东,彭姜岚,等 2011年3期 研究报告 9
13 长江上游四川江段鲤外寄生车轮虫的研究 齐欢,赵元莙,唐发辉 2011年5期 研究报告 9
14 长鳍吻鮈消化系统组织学初步研究 李菡君,邵文友,姚艳红,等 2007年3期 研究报告 8
15 丁香毒杀赤拟谷盗卵的胚胎学研究 韩群鑫,黄寿山 2008年2期 研究报告 8
16 鲇鱼幼鱼的胃排空率及其模型分析 李可贵,曹振东,付世建 2009年3期 研究报告 8
17 河川沙塘鳢早期发育过程中耗氧率及NH3-N排泄率的变化 翁敏婵,郭莎园,胡先成 2010年5期 研究报告 8
18 食蚊鱼卵子发生的组织学观察 王志坚,罗虹,张耀光 2008年3期 研究报告 7
19 丁香酚对赤拟谷盗的生物活性 韩群鑫,黄寿山 2009年3期 研究报告 7
20 低温条件下鲫鱼幼鱼的游泳能力及其能量消耗 赵文文,曹振东,肖月吉,等 2011年1期 研究报告 7

2.2高被引论文的研究领域分布

由于动物科学栏目的论文往往同时涉及多个小学科领域,本研究结合作者在论文中提供的研究方向信息以

及中图分类法中的学科分类对高被引论文的研究领域做了初步的划分,表3显示了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

目高被引论文的研究领域分布。从论文篇数来看,鱼类生理生态学论文篇数最多;昆虫发育生物学论文篇数次

之;论文篇数位居第3位的是水生动物寄生虫学论文;鱼类组织学和动物生化及分子生物学论文数最少。从被

引次数方面来看,鱼类生理生态学论文被引次数最高,之后依昆虫发育生物学、水生动物寄生虫学、动物生化及

分子生物学、鱼类组织学的顺序有关论文被引次数逐渐减少。从篇均被引次数来看,水生动物寄生虫学和昆虫

发育生物学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较高,均超过了该栏目2007—2012年全部高被引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动物生

化及分子生物学、鱼类生理生态学和鱼类组织学论文的这一指标则相对较低。综合来看,鱼类生理生态学、昆虫

发育生物学和水生动物寄生虫学领域论文对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高被引论文的贡献最大,3个领域总的

发表论文篇数、被引次数分别占全部高被引论文篇数的80.00%、被引次数的83.01%。
2.3高被引论文的核心作者分析

471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www.cqnuj.cn          第32卷



已往一些期刊高引文分析研究中关于作者构成的分析多采用对第一作者的信息进行分析的方法,由此需要

对第一作者的职称、学历、项目资助等信息均需要进行收集[10]。由于动物科学的相关研究往往是在学科带头人

或论文通信作者的带领下进行的团队研究,且论文的写作及修改工作通常也由他们主导,加之与本研究相关的

前期研究表明资助项目级别构成与《学报》特色栏目传播效果评价指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7],故本研

究借鉴张惠民等人[4]的研究经验,主要以论文的通信作者或相关学科带头人而非第一作者作为统计对象来筛选

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高被引论文的核心作者,并且不将项目资助信息专门纳入统计。从表4可知,所有

高被引论文的通信作者或指导者均拥有高级职称,其中来自重庆师范大学的付世建教授、赵元莙教授和陈斌教

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发表的高被引论文数篇数最高,共计11篇,占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全部高被引论文

数的55%、全部被引论文数(60篇)的18.33%;同时他们高被引论文的被引数也排前3位,并明显高于其他作者

高被引论文的被引数,共计130次,占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全部高被引论文被引次数的63.11%、全部被

引论文数(325次)的40%;此外三者高被引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也位居前3位。综合上述情况,本研究确定选

取以上3人作为2007—2012年整个动物科学栏目的核心作者进行后续分析。

表2 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

高被引论文发表时间分布

年份 篇数 被引次数 篇均被引次数

2007  2 27(13.11%) 13.50
2008 3 24(11.65%) 8.00
2009 5 46(22.33%) 9.20
2010 7 84(40.78%) 12.00
2011 3 25(12.13%) 8.33
合计 20 206(100.00%) 10.30

  注:括号内数字表示某一年份论文被引次数占全部论文被

引次数的百分比。

表3 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

高被引论文的研究领域分布

研究领域 篇数 被引次数 篇均被引次数

昆虫发育生物学 5 58(28.15%) 11.60
水生动物寄生虫学 3 38(18.45%) 12.67
鱼类生理生态学 8 75(36.41%) 9.38

鱼类组织学 2 15(7.28%) 7.50
动物生化及分子生物学 2 20(9.71%) 10.00

合计 20 206(100%) 10.30

  注:括号内数字表示某一领域论文被引次数占全部论文被

引次数的百分比。

表4 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高被引论文作者分布

作者 职称 工作单位 篇数 被引次数 篇均被引次数

付世建 教授 重庆师范大学  6 58(28.16%)    9.67
赵元莙 教授 重庆师范大学  3 38(18.45%) 12.67
陈斌 教授 重庆师范大学  2 34(16.50%) 17.00

韩群鑫 副教授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2 15(7.28%) 7.50
蔡志华 教授 重庆师范大学  1 9(4.37%) 9.00
李英文 教授 重庆师范大学  1 9(4.37%) 9.00
罗毅平 研究员 西南大学  1 9(4.37%) 9.00
胡先成 教授 重庆师范大学  1 8(3.88%) 8.00
王志坚 教授 西南大学  1 8(3.88%) 8.00
余晓东 研究员 重庆师范大学  1 11(5.34%) 8.00
张耀光 教授 西南大学  1 7(3.40%) 7.00

合计   20 206(100.00%)      10.30

  注:作者一栏为学科带头人或通信作者;括号内数字表示某一作者论文被引次数占全部论文被引次数的百分比。

2.4核心作者高被引论文引用文献类型分布

表5显示了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核心作者高被引论文的引用文献类型分布,从中可知:1)核心作者

的高被引论文被学术期刊论文引用的次数最多,达85次,几乎是被博士、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引用次数的2倍,而
被国内外重要会议论文集引用次数最少,仅有1次。2)核心作者的高被引论文主要被其他学术期刊论文引用,
被《学报》论文引用的次数不及前者引用次数的一半。3)核心作者研究团队成员对于高被引论文的引用占了多

数,超过70%的学术期刊论文引用次数(60次)和接近2/3的学位论文引用次数是由他们所贡献;而付世建教授

研究团队的高被引论文被团队外作者引用程度最高,有68.75%的学位论文引用次数和48.78%的学术期刊论

文引用次数来自于这些作者。4)引用高被引论文的学术期刊中有相当数量的高水平学术期刊,其中有40%的

学术期刊论文引用次数为2004—2014年间一直入选中文核心期刊的刊物所贡献,而2007—2016年间一直入选

CSCD来源期刊的刊物也贡献了32.94%的学术期刊论文引用次数;有6种主要高水平学术期刊引用核心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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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引论文,引用次数接近全部学术期刊论文引用次数的1/4(表6)。总之,核心作者的高被引论文学术影响力

较大,对提升动物科学栏目整体的影响力有较大贡献。

表5 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核心作者高被引论文的引用文献类型分布

文章

序号

核心

作者

发表年份及

期数

被引次数

博士、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核心作者团

队成员引用

核心作者团队

以外作者引用

国内外重要

会议论文集

学术期刊论文

自引 他引
核心作者团队

以外作者引用

中文核心

期刊引用*

CSCD来源

期刊引用**

1 陈斌 2010年2期 10 0 0 4 9 0 5 5
2 赵元莙 2007年3期 5 2 0 3 9 2 2 1
3 付世建 2010年3期 2 2 0 4 5 3 5 3
4 付世建 2009年1期 1 1 0 6 3 1 3 3
6 陈斌 2010年1期 1 0 0 2 8 1 4 4
7 赵元莙 2010年1期 5 2 0 1 2 1 1 1
8 付世建 2010年4期 0 1 0 2 7 7 3 4
12 付世建 2011年3期 1 2 0 1 5 3 5 3
13 赵元莙 2011年5期 3 0 0 2 4 1 2 1
16 付世建 2009年3期 0 4 1 0 3 1 2 2
20 付世建 2011年1期 1 1 0 0 5 5 2 1

合计 29 15 1 25 60 25 34 28

  注:文章序号所对应的论文题目参见表1;*只包括2004—2014年间一直入选中文核心期刊的刊物;**只包括2007—2016
年间一直入选CSCD来源期刊的刊物。

表6 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核心作者高被引论文被主要高水平学术期刊引用情况

核心作者
被引次数

水生生物学报 昆虫学报 生态学报 水产学报 动物学杂志 生态学杂志 总计

付世建 9 0 1 2 0 2 14
陈斌 0 5 0 0 0 0 5

赵元莙 1 0 0 0 1 0 2
合计 10 5 1 2 1 2 21

  注:表中所列期刊均为2004—2014年一直入选中文核心期刊且2007—2016年一直入选CSCD来源期刊(核心库)的刊物。

2.5与同期刊登的其他生命科学高被引论文的比较

动物科学栏目于2007年3期开始以“资源动物学”的名称进行创建,2008年起正式改名为“动物科学”。至

《学报》2012年6期为止,与该栏目同期刊登在理论与应用研究栏目的其他生命科学论文有26篇,共被引92次,
远低于前者;且其中高被引论文数仅有5篇,共被引50次。使用SPSS13.0软件对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

高被引论文和同期刊登的其他生命科学高被引论文相关文献计量指标的年平均值进行统计检验(Mann-Whit-
neyUtest,p<0.05时视为指标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后发现两者除篇均被引次数的年平均值之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外,其余各项指标的年平均值比较结果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动物科学栏目的高被引论文相关

指标均高于同期刊登的其他生命科学高被引论文(表7)。这说明动物科学栏目对2007—2012年《学报》生命科

学领域论文的传播效果的贡献较后者更大。

表7 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高被引论文与同期刊登的其他生命科学高被引论文文献计量指标年平均值的比较

被引次数 篇均被引次数
博士、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引用次数

学术期刊论文

引用次数

中文核心期刊

引用次数*

CSCD来源期刊

引用次数**

动物科学栏目

高被引论文
41.20±11.43a 10.21±1.08a 14.40±3.75a 26.60±7.81a 10.60±3.30a 8.00±3.03a

其他生命科学

高被引论文
10.00±3.29b 8.10±2.42a 5.00±1.64b 4.80±1.83b 0.80±0.58b 1.20±0.37b

  注:表中数据以“平均值±标准误”形式显示;同列数据中不同字母上标表示数据间有统计学差异(p<0.05);*只包括2004—

2014年间一直入选中文核心期刊的刊物;**只包括2007—2016年间一直入选CSCD来源期刊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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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与建议

《学报》动物科学栏目自设立以来经过逐步发展,现已成为《学报》3个特色栏目中传播效果中仅次于三峡地

区资源环境生态研究栏目的重要栏目,它的对《学报》学术影响力的贡献不仅高于另一特色栏目“运筹学与控制

论”,也明显高于《学报》“理论与应用研究”等一般栏目[7]。本研究通过对《学报》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高

被引论文和同期刊发的其他生命科学高被引论文的相关文献计量指标进行比较,发现即使在相同大学科领域下

进行比较,前者的总体传播效果和影响力也远大于后者(表7)。因此该栏目的设立确实达到了通过集中优势资

源来提高期刊整体水平的目的,而在此基础上及时地对该栏目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将有助于该栏目今后进一

步的发展。
本研究发现,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高被引论文篇数和被引次数并非一些研究中观察到的那种刊物出

版时间越早则当年的高被引论文越多的情况[4](表2),高被引论文篇数和被引次数最多的时段主要集中在

2009—2010年。这一现象主要与该栏目这两年间载文量较大[7]有关———其间共刊发论文34篇,占2007—2012
年动物科学栏目论文总数的一半;被引次数达211次,占栏目论文被引总次数的59.94%。因此该栏目高被引论

文数量分布和发表时间的先后没有太多的关联。从研究领域的分布来看,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高被引论

文以鱼类生理生态学、昆虫发育生物学和水生动物寄生虫学领域论文的发表篇数和被引次数最多(表3),占此期

间动物科学栏目发表论文总数(68篇)的23.53%、被引总数的48.57%,因此这3个领域的高被引论文构成了

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论文的核心,3个研究领域也成为了该栏目的主要刊登领域。值得一提的是,3位核

心作者即付世建、陈斌和赵元莙的主要研究方向分别为鱼类生理生态学、昆虫发育生物学和水生动物寄生虫学,
正好与动物科学栏目主要刊登领域完全吻合;这说明核心作者对于整个栏目主要刊登领域的形成起着主导作

用。除此之外,3位核心作者还对动物科学栏目乃至整个《学报》的学术影响力有着重要影响:本研究中,仅仅是

3位核心作者的11篇高被引论文就得到了国内相关研究领域中权威期刊多达20余次的引用(表6),而且引用这

些成果的作者并不仅仅限于他们的研究团队成员(表5)。因此,动物科学栏目核心作者及其研究团队的研究论

文(特别是高被引论文)对于提升该栏目以及《学报》的学术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本研究通过对2007—2012年动物科学栏目高被引论文的研究,不仅发现了栏目的主要刊登领域,同

时也选出了对栏目影响力贡献最大的核心作者。由此,本研究对动物科学栏目今后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促进栏目其他刊登领域的发展。目前动物科学栏目已经形成了鱼类生理生态学、昆虫发育生物

学、水生动物寄生虫学等3个主要刊登领域,这是该栏目的基石,《学报》编辑部在工作中对相关来稿加以重点关

注无可厚非。但动物科学栏目要进一步发展,还需要编辑有意识地促进该栏目其他刊登领域的发展。《学报》编
辑部应考虑加强对这些研究领域作者的租约稿件工作,并设定一定的激励机制,逐步将这些刊登领域培育成新

的主要刊登领域,从而进一步扩大动物科学栏目的影响力。

2)继续加强与核心作者的合作。由于核心作者对于动物科学栏目影响力的提升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

《学报》编辑部应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加强双方的合作。在目前动物科学栏目来稿逐渐增多的情况下特别要加强

对核心作者来稿的服务,使核心作者的研究成果尽快得以传播;应与核心作者一起积极参加相关学术活动,通过

他们使动物科学栏目的影响力在相关研究领域得以广泛传播。

3)在该栏目现有作者群中进一步培养潜在的核心作者。除了核心作者外,动物科学栏目现有作者群中还有

不少作者作为各自单位的学科带头人(表4)———他们的职称学历不亚于核心作者,也拥有主持高级别资助项目

科研工作的经历,科研能力强;在动物科学栏目所发论文虽然引用总次数等指标方面不及核心作者,但和核心作

者一样,他们所发论文也有不少为国内高级别权威期刊所引用,对栏目影响力的上升也有相当贡献。因此,《学
报》编辑部应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和租约稿件工作,尽力使他们对《学报》动物科学栏目有更高的认同感,从而更加

积极地投稿,成为新的栏目核心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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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HighlyCitedPapersofAnimalSciencesColumnin
Journalof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

FANGXing,CHENQin,HUANGYing,LIRuoxi,MALing
(EditingandPublishingCenter,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China)

Abstract:BasedonmaincitationdatabasesofCNKI,bythepercentage,Pricelaw,andlimitednumbermethod,wedeterminedthat
from2007to2012,thestandardofhighlycitedpaperinJournalof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 (NaturalScience)oncited
timeswascitedtimeswasnotlowerthan7.Accordingtothestandard,weselected20highlycitedpapersfromAnimalSciencescol-
umninthejournalpublishedduringthatperiodandanalyzedthem.Theresultsshowedthatfrom2009to2010,thequantityofthe
highlycitedpaperswasthelargest;themainareasofresearchofthehighlycitedpapersincludedphysiologicalecologyoffish,de-
velopmentalbiologyofinsect,andparasitologyofaquatic;thecoreauthorswereselectedbydeterminingthatnumbers,citedtimes,

andcitedtimesonaverageoftheirhighlycitedpaperswerealltopthree;thecoreauthors’highlycitedpapershadhigheracademic
influenceandagreatcontributiontothepromotionofthewholeinfluenceofthecolumn;comparedwithotherpapersoflifescience
inthejournalpublishedinthesameperiod,thecontributionofthehighlycitedpaperstodisseminationeffectsofpapersoflifesci-
enceinthejournalwasgreater.Wesuggestedthatthedevelopmentofotherareasofresearchonthecolumnshouldbepromotedfur-
ther,cooperationwiththecoreauthorsshouldbeenhanced,andpotentialcoreauthorsshouldbeculturedfromtheexistinggroupof
authorsonthecolumn.
Keywords:Journalof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 (NaturalScience);animalsciencescolumn;highlycited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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