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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情报学研究论文的作者进行分析。首先以五年为段对 

各年段作者数量、人均发文量、合作度和合作率进行介绍。然后对各年段的核心作者进行 

统计，包括总年度发文最多的作者、各年段新出现和退出的作者，并对各年段进行洛特卡 

定律公式的拟合。最后，对核心作者进行共被引分析，包括分层聚类和多维尺度分析，并 

用 Pajek进行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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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of the articles in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 in the past 30 years are 

studied in this paper．First，the number of the authors，the average of the articles per author， 

and the cooperation degree and rate are analyzed for every year on a five—year basis．And then 

the core authors in each period，including authors who are on the top list in the number of pub- 

lished papers，the new authors and those who have stopped published papers in this field，are 

analyzed．At the same time，the fitting of Lotka formula is made for each period．Finally，Au· 

thor Co—citation Analysis of the core authors is conducted and visualized with Paj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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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力量。探讨作者 

的著述规律及其数量关系，可以发现和预测研 

究论文数量的增长和内容的分布及发展动向； 

从文献计量的角度出发也可预测科学家数量的 

增长和科学发展的规模及趋势等。 

1 各年段作者数量统计 

3O年来情报学论文总作者数为46985人， 

92259人次。其中无作者论文 215篇，署名为 

“编辑部”的 105篇及署名为“课题组”的 25 

篇，对于这些论文以独著处理，没有考虑作者同 

名异人的情况，因为这些特殊论文占全部论文 

的比例很少，可认为不会对结果造成影响。具 

体各年段数见表 1。对于作者总体发文情况可 

以作者平均发文量来表示，人均发文量 =论文 

总数／作者数。各年段人均发文量在 1篇左右， 

后面的年段人均发文量比较少，主要原因是合 

作人数在增加，另外每年段出现了大量新人。 

因为著者发文的累加性，所有年的人均发文量 

最大，达到 1．29。 

科研是一项集体活动，一篇论文有适量的 

合作者，可以充分发挥群体智慧，可以在知识结 

构等方面相互取长补短，提高研究成果水平。 

对作者合作情报进行分析主要有两种指标：① 

合作度：(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作者总人次／ 

(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论文总数；②合作率 = 

(一定时期内相关文献)合作论文数／(一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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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相关文献)论文总数⋯。从表 1来看合作 

度是逐年段上升，到2003—2007年段平均每篇 

论文有 1．65个作者。论文的合作率更是增长 

显著，在 1978—1982年段超过 83％的论文是 

独著的，但到2003—2007年段单作者论文仅占 

不到30％。总体上有超过一半的论文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作者。随着科学不断向深度和广度 

发展，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科研难度加 

大，许多研究项目必须相互协作，联合攻关，依 

靠多学科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才能完成研究课 

题；同时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也方便了人们 

的合作与交流，因而合著的论文越来越多，相信 

合作度和合作率在未来还会有所提高。 
表 1 情报学论文作者分布 

焦 1978-1983-1988-1993-1998—2003一 总 
1982 】987 1992 1997 2002 2007 年度 

对每篇论文作者数量进行统计，可以更详 

细地分析作者的合作团体数量。根据表 2，每 

年段中独著论文占的比重最大。各年段二人、 

三人、四人及以上著论文数量依次减少，但各年 

段的比重随着时间的发展有所增大。 

表 2 每篇论文作者数量 

l}70一l§ ：挑 3一l姆7 l’88一l豫 Z ：辨3一：扮 1，钟 一2。。： 2∞3 ∞ 

2 核心作者分布统计 

作者与论文数量分布具有不均衡性，这可 

通过作者在一定时间撰写论文数量来衡量。表 

3列出了各年段发表论文最多的前二十位作 

者，其中省略了匿名作者。在 30年中既有持续 

的高产作者，也有阶段性的多产作者；有许多老 
一 辈专家的退出，也有一批批新人的出现。各 

年段的作者都是情报界的精英，特别是总年度 

的前 105位作者更为我们所耳熟能详，为我国 

情报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见表4)。 

表 3 各年段高频作者分布 



 

根据我们的研究，非期刊高产作者成为高 

h指数作者的概率极低，即高发文量是作者影 

响力的基础，故发文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作者 

在学科中的地位，这从高产作者与高 h指数作 

者的吻合上也说明这一问题 。 

表4 总年度发文量前 105位作者 

表5 各年段新出现的作者 

1983 一l987 1988 一l992 l993一l997 l 8—2002 2O03—2007 

作者 频次 作者 频次 作者 频次 作者 频次 作者 频次 

袁锁鸿 2O吴国恩 14 夏旭 l5盛小平 18张永军 l5 

樊松林 19 陈文勇 l3 曹剑奇 l3 程刚 17吴晓伟 l5 

王秀成 17刘建明 l3 霍国庆 l3刘家真 13侯长来 13 

刘东维 16谢先江 1l谢阳群 13冷伏海 10郭海明 l3 

陈光祚 ll徐身新 1l张晓林 l3 丁蔚 10龚蛟腾 l2 

邓珞华 l1何佳讯 lO 胡明 l1徐建华 10 陆伟 l2 

黄祥喜 11 吴宏 1O 胡时俊 l1范晓虹 9 李宗红 l2 

匡华 1l江治平 8 罗曼 11 黄奇 9 刘红泉 l1 

胡昌平 10刘焕成 8 唐浩 11 周薇 9 杨峰 l1 

黄立军 9 刘瑞兴 8 吴永臻 10 郝亚玲 8 王平 11 

姜岳 9 郭锐 7 杨明华 1O 刘玉照 8 王丽华 l0 

蒋先治 8 黄建东 7 周全明 10 陆宝益 8 高峰 1O 

李志生 8 李道军 7 吴新年 lO 沈丽容 8 张新民 lO 

林春山 8 李宁 7 郑士贵 9 王均林 8 杨彩霞 1O 

邱均平 8 刘源甫 7 白崇远 9 夏火松 8 王晋生 1O 

为反映作者变化情况，我们把六个年段进 

行了第一作者对比分析，每相临两个年段进行 

两两对比。得出了表 5和表 6的结果。在表5 

中列出了各年段相对于前年段新出现的作者， 

由于篇幅限制，我们仅列出了发文频次最高的 

前 15位作者，如 1983—1987年段相对前一年 

段新出现的作者中，樊松林以第一作者发文 19 

篇。我们认为如果一个作者在五年内都没有以 

第一作者发表论文，那他可能已经隐身或退出 

了学术界或转向其它学术领域，表 6就是关于 

作者退出情况的统计。表 6列出相对于后一年 

段不发文的作者中，在该年段发文最高的前 15 

位作者。需要说明的是作者是以第一作者算的 

频次，所以可能会少于前面表中的数据。 

表6 各年段情报学论文作者退出情况 

1978—1982 1983—1987 1988—1992 1993一l997 1998—2O02 

作者 频次 作者 频次 作者 频次 作者 频次 作者 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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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1978—1982年段论文作者分布 

X=lgx Y =lgy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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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7121 

O．602cl6 

0．69897 

0．778151 

0．845098 

0．9O309 

0．954243 

2．880242 

2．113943 

1．643453 

1．342423 

1．07918l 

0．90309 

0．30103 

0．69897 

0．30103 

O 

O．O9O619 

0．227645 

O．362476 

0．488559 

0．6055l9 

O．714191 

O．815572 

O．91O579 

l 0 0 l 

1．146l28 O 0 1．3136O9 

N N 

N=6 ∑X=2．857332 ∑ Y=9．962332 
X =1 X =I 

N N 

l

XY 3·685 
1

捌  · 40 8 

1984年帕欧在洛特卡原始处理过程的基 

础上，通过修改，总结出一套处理洛特卡定律数 

据的一般步骤和规范标准，得到学界的广泛认 

可。其具体步骤包括：收集数据、建立数学模 

型、斜率求解、C值计算、进行预测，还有结果的 

检验_3]。收集的数据按表 7进行计算，其中建 

立数学模型就是确定广义洛特卡定律中选定参 

数，广义洛氏定律公式为：F(X)=C／x。。对 

1978—1982年度进行计算。首先去掉了1％的 

高产作者，按照处理过程分别计算出 c和 N 

值，得到拟合公式：F(x)=0．76407／X 圳。 

设定检验显著水平为 0．01，K—S检验值 

为0．05781，Dmax=0．02865，Dmax小于检验 

值。可以认为具有较好的拟合度。表 8为所有 

各年段的拟合结果，可看出前三年段 Dmax值 

均小于检验值。后二年段，Dmax值大于检验 

值，其原因主要是 K—s检验的影响。计算过 

程中若取显著水平为 0．01，临界值为：1．63／ 

。 n为各级著者数总和，显然，临界值的大小 

只受著者总数的影响，即受著者群大小的影响。 

著者群越大，值越小，检验精度越高；著者群越 

小，值越大，检验精度越低。著者群也不能太 

大，因为著者群越大，K—s检验的精度越高，越 

不容易通过检验。著者群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 

取值。既不能太小(著者群下限)，也不能太大 

(著者群上限)。著者总数大于著者群上限时， 

通过 K—s检验的概率小于 10％ 。经查作者 

总数与对应的 C值，后二年段都超过了上限， 

所以不能通过检验。对于作者分布洛氏定律的 

验证与公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世纪 90年代， 

现在新的网络环境下，作者样本数量的大幅增 

长，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表 8 拟合洛特卡定律的 K—s检验结果 

3 作者共被引分析 

1981年，White和 Gfiffith正式提出作者共 

被引分析(Author Co—eitation Analysis，ACA)， 

对于探讨学科结构有着积极的开创意义。ACA 

分析现在已有较固定的一般步骤，包括作者选 

定、构造作者共被引矩阵、转化矩阵、进行聚类 

与多维尺度分析等 J。 

本文选择在30年中发文量大于或等于43 

篇的前30位作者。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 

库武汉大学镜像站为统计源，利用该数据库系 

统引文检索中的著者同被引检索功能，在线检 

索出30位高产著者的同被引次数，共有(30 X 

29)／2=435组不同的数据。具体方法是：在检 

索路径中选择“参考文献”字段，在检索词中分 

别输入两位作者的姓名，二者为逻辑 “与”关 

系，而后得出两位作者的同被引次数以及同被 

引的文献列表。检索过程为“精确”匹配，检索 

年限选择为 1978—2008年。检索学科范围为 

全部。因为检索时间为 2008年 11月中旬且数 

据库有滞后性，所以2008年为不完全数据。 

通过检索得到共被引矩阵，其中范文田和 

彭靖里的同被引次数过少，予以删除，另外王 

伟、王军、杨华等名字发文较多，但经验证这些 

名字对应了众多的不同作者，故也删除，最后得 

到25人组成的矩阵。初步处理后，利用 SPSS 

中的相关分析，将著者同被引次数矩阵转化为 

L̂ 6 9  5 l 3 6  2 l  l 4 4  3 5  

o  

謇} m眈 t 7 8 7 7 ．6 2 O m c；C 

一咖 。 

l 2 3 4 5 6 7 8 9 m  ̈



! 塑 扬星渣 — 明芝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情报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二) 

泊松相关矩阵，消除由著者被引次数差异所带 和多维尺度分析，并用 Pajek进行可视化，得到 

来的影响。对这 25位高被引作者进行了聚类 了图 1、图2和图3的结果。 

表 9 发文量最多的前 3O位作者共被引矩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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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产作者 多层聚类分析结果 

图 1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情报学高产作者 

的聚类情况，25位作者细分为 8个方向，这与 

实际情况比较相合。①竞争情报。竞争情报研 

究萌芽于20世纪 80年代，它在情报学中占有 

重要地位。上世纪末至今，竞争情报研究与实 

践进入新的阶段，纷纷对竞争情报的概念、基本 

特征、功能、意义和操作方法等基本问题以及竞 

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的关系、反竞争情报、竞争情 

报教育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几位高产 

作者是国内较早从事竞争情报理论研究和实践 

的著名学者。②信息系统。这是一个与计算机 

网络技术比较密切的领域，内容包括智能信息 

系统，智能检索系统，信息可视化系统等。③检 

索语言。检索语言在信息组织与查寻中十分重 

要，张琪玉和侯汉清在此领域赫赫有名，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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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分类法和主题法、信息标引、自动抽词 

与自动分词、索引编制、语义检索等。④医学情 

报。医学情报在研究中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其 

实它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内容与领域，国内也有 
一

些医学情报院系及系列的医学情报杂志。夏 

旭为南方医科大学教师，方平为中南大学湘雅 

医学院信息管理系教授，他们是医学情报方面 

的代表人物。⑤文献计量。历年来，文献计量 

都占情报学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先后经历了书 

目统计、文献计量、信息计量和网络计量等阶 

段。王崇德、罗式胜和邱均平等发表大量相关 

论文，都出版了文献计量学方面专著。⑥数字 

图书馆、知识管理。这个方向最为复杂，数字图 

书馆是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交叉领域，将情报学 

和图书馆学的理论、技术等运用到数字图书馆 

的服务、管理和利用当中。与国外不同，国内知 

识管理研究与图书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许多知识管理学者都从图书馆学起步或偏向图 

书馆的知识管理，如盛小平、柯平等。⑦情报学 

理论。该领域研究者数量最多，研究者之间的 

关系也较为密切。具体研究内容包括情报学学 

科基本理论、学科发展、信息用户与服务、信息 

经济等，具体作者包括严怡民、马费成和胡昌平 

等。⑧文献检索。情报检索理论和方法的探讨 

是情报学中最具特色的领域之一，一般认为与 

情报检索语言比较紧密，但两者侧重点不同，在 

图中两者显著分开。情报检索在国外情报学学 

科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 

内容。但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数量较少，尚 

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学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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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的结果与图 1比较吻合，作者之间的 

距离表示了他们的相似程度，距离越近说明越 

相似。从二维图可看出，左下方聚集了竞争情 

报研究的作者；在左上方则是关于信息检索与 

信息系统方面的专家；文献计量与信息计量学 

作者在右下方；情报学理论的作者集中在右边 

的中部；另外关于数字图书馆及知识管理方面 

的作者则在右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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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多产作者多维尺度分析图 

图3 多产作者的共被引网络 

聚类分析与多维尺度分析的结合较好地表 

现了作者共被引的分布，但只是相似性的体现， 

他们之间共被引的强度大小无法具体展现，为 

弥补这一缺陷，使他们之间的共被引强度较直 

观地体现。下面采用 Pajek软件对共被引原始 

矩阵进行可视化处理。例如谢新洲和包昌火、 

邱均平和王崇德之间连线最粗，说明他们之间 

的共被引强度最大。这一网状结构较好地展现 

了作者之间的共被引强度。 

以上从著者角度对 30年来国内情报学的 

学科结构以及研究现状进行揭示。有许多专家 

的研究领域涉及多个且可能随着时间而转移， 

这里反映其最主要方面，也是影响较大、被人们 

更认可的领域。论文被引具有累积性，故前面 

年份论文被引可能比后面年份反映得更好，这 

样可以更好地分析作者以前的情况。另外我们 

仅分析了前 30位发文最高的作者，业界还有许 

多有影响的专家，可能发文量较少但被引率高， 

或以其它形式为情报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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