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期刊是一种发表自然科学及技术的期

刊，是传播科技成果的重要载体，承载了传播知

识创新、引导科研方向的重要功能，因而，一本

科技期刊只有拥有较高的被阅读及被引用频次，

才能充分实现其存在价值。期刊被引频次是学术

质量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标；网络下载频

次可以预测上网期刊的扩散速率，是研究期刊在

网络环境下传播效率的一个新指标[1]。因此，为

了提升期刊的学术质量及影响力，必须大力提高

所刊载文章的网络下载频次及被引频次。为达到

这一目的，发表高影响力论文成为一个必要条

件。目前，高影响力论文已成为国际上评价科研

成果和科技期刊的重要指标[2]。不同的科技期刊，

有其各自的特点，而不同的学科研究热点也各有

不同。为便于期刊编辑把握自己期刊的特点与所

刊载领域的研究热点，对期刊的下载与引用数据

进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客观而科学地评价《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

的影响力情况并分析各类文章的网络下载及被引

情况，将有助于分析出哪些稿件属于高下载高引

用类稿件，用以指导今后编辑组稿约稿的大方

向，多邀下载率及引用率高的稿件，同时尽量规

避低引用率的稿件，从而提高期刊的影响因子。

为实现这一目的，本文在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

下载《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 2011 年 6 期全部发

表论文的网络下载及引用数据，分析了可能影响

稿件被下载及引用的几种因素，并计算这些因素

对期刊下载及引用率的实际影响情况，以期为今

后组约稿提供依据。

1 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

从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下载《植物分类与

资源学报》 2011 年 6 期全部发表论文的网络下载

及引用数据，日期截止到 2014 年 7 月 31 号。并

在 Microsoft Excel 中手工录入这些论文的语种、

学科分布、是否为基金论文的情况。然后在 Ex-

cel 中分析上述几种因素与论文的网络下载量、

引用量的相关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1 语种及基金情况对下载率及被引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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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83 篇，其中中文论文 60 篇英文论文 23 篇；

基金论文 66 篇，非基金论文 17 篇（表 1）。通过

对表格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可以看出，中文论文的

篇均下载量与被引量显著高于英文论文，分别为

其 1.79 倍和 2.7 倍。而零被引论文则英文论文显

著高于中文论文，有高达 70%的英文论文从未被

引用过。是否为基金论文也存在类似情况。基金

论文的篇均下载量和被引量分别为非基金论文的

1.95 倍和 4.49 倍。而非基金论文的零被引率高达

82.35%。

《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为中文核心期刊，且

与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签有独家代理协议，因

此其读者群基本以国内读者为主。相比较英语，

中文更利于国内读者检索和阅读，受此影响，中

文论文下载率和被引率远高于英文论文。

是否为基金论文也造成论文下载率和被引率

出现显著差别，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基金论文多为

目前的研究热点或重点攻关课题，有较高的关注

度和前期研究积累，进行该方向或相关拓展课题

研究的人较多，这些研究人员在发表相关成果

时，需要引用前人发表论文，因而提高了基金论

文的下载率和引用率；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论文

研究内容在各类基金的支持下，有较好的实验条

件，产生详实可靠的数据和结论，具有较高的论

文质量，从而提高了论文的下载率和被引率。

此外，从原始统计数据计算得知，该年度发

表的论文，英文稿占非基金论文量的 76.47%，有

较多是由国外作者投稿，因而未挂基金号，受语

种和基金情况的共同影响，造成较低的网络下载

率和被引率。

2.2 各分支学科的下载率及被引率分析

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 [3]为学科

分类依据，选取 2011 年发表数量大于 3 篇的学

科论文为分析对象，对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

表 2。

表 1 论文语种、基金情况对其篇均下载率、引用率的影响

论文数量 总下载次数 总被引次数 平均下载次数 平均被引次数 零被引百分比

中文论文 60 8462 113 141 1.883 25%

英文论文 23 1807 16 78.6 0.696 70%

基金论文 66 9071 122 137.439 1.848 33.33%

非基金论文 17 1198 7 70.471 0.412 82.35%

《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发文量最大的分支

学科为 Q949 植物分类学 （系统植物学），2011

年全年发表论文 19 篇；其次为 Q948 植物生态和

地植物学，共发表论文 18 篇，第三为 Q945 植物

生理学，计发表论文 13 篇。篇均下载次数前三

位依次为：Q75 分子遗传学、Q945 植物生理学、

Q948 植物生态和地植物学。篇均被引次数前三

位依次为 Q948 植物生态和地植物学、Q945 植物

生理学、Q949 植物分类学（系统植物学）。零被

引率最高的学科为 Q78 基因工程 （遗传工程），

高达 71.429%，其次为 Q942 植物细胞学，零被

引率为 60%。同时，这两个分支学科的篇均被引

次数也为最低。

从学科论文发表量来看，期刊名对作者投稿

表 2 各分支学科论文的下载率及被引率分析

学科 论文数量 总下载次数 总被引次数 篇均下载次数 篇均被引次数 零被引百分比

Q75 7 1072 12 153.143 1.714 42.857%

Q78 7 852 5 121.714 0.714 71.429%

Q942 5 527 5 105.4 1 60%

Q944 6 667 8 111.167 1.333 16.667%

Q945 13 1944 27 149.538 2.077 23.077%

Q948 18 2536 39 140.889 2.167 27.778%

Q949 19 2484 34 130.737 1.789 36.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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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导向性，因此本刊植物分类学的论文量

最多，其次为植物生态与资源管理类论文。从篇

均下载次数来看，分子遗传学拥有最高的下载次

数，但篇均被引次数只排第 4 位。分子遗传学长

期以来一直是植物学的一个研究热点分支学科，

因此此类论文有较高的关注度。但可能是由于研

究类群、基因片段的独立性和多样性较高，导致

此类论文的被引率并不高。篇均引用次数最高的

是植物生态和地植物学类论文，因为该分支学科

一直是植物学领域的热点，随着近年我国对生态

学的日益重视，在此方面的投入和研究也逐渐增

加。另外，该学科的研究方法较成熟稳定，类似

的研究和分析方法在不同生境和植物类群中具有

广适性，因此较易被参考引用。该学科是一个交

叉学科，涉及广义生态学、植物分类学、生理学

等多个学科，这也是此类论文有较高下载率和引

用率的原因之一。

植物分类学（系统植物学）是本刊的重要栏

目，也是发文量最高的分支学科。但其网络下载

率与被引率均低于另外两个栏目：植物生态和地

植物学、植物生理学。这与该分支学科的特点有

关，植物分类学特别是经典植物分类学多是涉及

专科专属或少量类群发布，使得该类论文阅读群

体有限。特别是一些新类群论文，只有简单的形

态产地等描述，包含的信息量较少，导致几乎没

有引用率。

2.3 高网络下载率与被引率论文分析

对 83 篇论文的网络下载及被引情况进行排

名，取前 10 位，结果见表 3。

通过对比，发现高下载与高被引论文有 6 篇

重合，可见高下载率论文被引用的概率也较高。

但比较也可发现，高下载的 10 篇论文中，综述

信息类稿件有 5 篇，占了一半，而高被引频次论

文中，综述信息论文只有 2 篇，可见综述及信息

类论文的下载率高，而研究论文的引用率较高。

因为通常综述信息论文的实用性较强，对科研人

员的实际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作用，因此产

生较大的下载阅读量，但不一定会转化成作者的

引用行为，这与丁佐奇等（2010） 的研究结果相

吻合。而高被引频次里的两篇综述，均为期刊主

编所撰写，可见由知名科学家执笔撰写的综述论

文，由于其权威性与方向性，可产生较高的影响

力，对提高期刊引用率有很大帮助。这与郑晓南

和丁佐奇[4]的研究结果相同。

3 讨论与总结

《植物分类与资源学报》创刊于 1979 年，至

今已有 30 多年。在期刊界迅猛发展的今天，本

刊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影响因子与综合影响力

有所下滑。为了遏制这一趋势，需要认真分析期

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弄清影响论文下载率与引

用率的因素。

首先，要对期刊的阅读群有清晰的定位。虽

然目前期刊国际化是期刊界发展的热点，也受到

表 3 高下载量与引用量论文排名

下载量排名 被引量排名

1 横断山地区海仙报春的谱系地理学研究 横断山地区海仙报春的谱系地理学研究

2 植物种质资源超低温保存概述 叶绿体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的研究进展

3 叶绿体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的研究进展
基于样方数据的云南松林分生长模型研究———以云南省保

山市杨柳白族彝族乡为例

4 种质资源保存的战略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种质资源保存的战略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5 中国油橄榄适生区研究 青藏高原高山流石滩特有植物绵参的谱系地理学研究

6 青藏高原高山流石滩特有植物绵参的谱系地理学研究 锡林郭勒典型草原地区蒙古族野生食用植物传统知识研究

7 入侵植物紫茎泽兰化感作用及其途径研究 白木香种子脱水耐性的发育变化及贮藏特性

8 上海辰山植物园植物收集的现状和展望 中国油橄榄适生区研究

9 菘蓝花药培养及单倍体的诱导 入侵植物紫茎泽兰化感作用及其途径研究

10 中国外来入侵植物的学名考证 濒危植物华木莲核基因组微卫星引物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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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基金的扶持与资助，但《植物分类与资源学

报》作为一本中文核心期刊，其阅读群体主要是

以汉语为主的国内科研工作者，其阅读习惯决定

他们更偏好于参考引用中文论文，这造成英文发

表的论文缺乏读者受众，既不利于科研成果的推

广与传播，也影响了期刊的影响因子与综合评价

而产生双输的局面。为此，今后编辑部需要明确

期刊的定位，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本刊仍是以国内

读者群为主的现状，对英文稿件量做出限制。

其次，针对基金论文具有更高的下载与引用

率的情况，今后编辑组稿约稿时应关注相关研究

组和研究人员的课题申请情况，加强与具有基金

支持（特别是重大基金项目）的科研人员和研究

组群的联系，以期组到具有更高关注度与显示度

的高质量稿件。

从各分支学科的下载引用情况来看，本刊今

后需积级组约植物生态与地植物学类的稿件，并

大力鼓励与支持该方向的科研工作者自主投稿。

由于植物分类学是本刊的主打栏目，且目前国内

仍对此类中文期刊发表的研究内容有需求，尽管

目前此类论文的下载引用率并不乐观，但仍需坚

持这类论文的刊发。为此可以参照国际上一些知

名分类学期刊的征稿方法，对投稿论文的信息含

量做出硬性要求。如要求此类稿件对新类群的微

形态或分子、理化性质做出相应的研究，并与相

近类群进行比较，这样增加了稿件的信息量，可

以引起其他科研工作者的关注与重视，从而增加

下载引用率。

通过对高下载和高引用论文的分析，高质量

的综述信息类论文对提高期刊的下载量和影响力

有显著作用；为此编辑需多向名家、大家约组综

述类稿件，特别是要充分利用期刊的编委资源，

鼓励他们为本刊撰写综述类稿件。另外，为了提

高期刊的影响因子，组织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仍是

今后的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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