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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综合指数法测评《编辑学报》的核心著者

李　宗　红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７２１００７，陕西宝鸡）

摘　要　依据发文量和被引量２个计量指标，利用综合指数法
测评《编辑学报》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的核心著者。通过计算，确定
出３０位核心著者，７０％的核心著者分布在北京、湖南、湖北和
陕西４个地区，杂志社是《编辑学报》最重要的核心著者来源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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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综合指数法简介

　　综合指数法，是一种以正负均值为基准，求每项指
标的折算指数后再汇总成综合指数，然后按其大小对

参评对象进行排序与评价的方法。综合指数表明不同

计量单位的２个或多个指标的综合水平，值大者为佳，
最大者则为最优。本文基于综合指数法计算著者的综

合指数值，并依据其排序来确定期刊的核心著者。具

体步骤［１２］如下。

第１步，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原则是，选择评价某
一对象所需的全部指标。

第２步，列出所有参评对象及其所有的评价指标。
第３步，计算各指标的均值（设评价对象个数为

ｍ，指标个数为ｐ），公式为

珔Ｘｊ＝
１
ｍ∑

ｍ

ｉ＝１
Ｘｉｊ，

其中Ｘｉｊ为第ｉ个对象的第ｊ个指标值，珔Ｘｊ为第ｊ个指标
值的均值。

第４步，将各指标量纲一化，公式为

Ｋｉｊ＝
Ｘｉｊ
珔Ｘｊ
。

其中Ｋｉｊ称为Ｘｉｊ的折算指数。
第５步，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确定权重值

的方法有很多，如专家估测法、频数统计分析法、主成

分分析法、模糊逆方程法及层次分析法等。

第６步，计算加权综合指数Ｋｉ，公式为

Ｋｉ＝∑
ｐ

ｊ＝１
ＷｊＫｉｊ，

其中Ｗｊ为第ｊ个指标的权重值。
第７步，排出综合指数（或加权综合指数）序，按

其大小进行排序，对参评对象做出评价。

２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以万方数据库作为数据统计源，统计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年在《编辑学报》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及其发文量
（不包括非学术性文章以及增刊论文），并依据普赖斯

定律确定《编辑学报》核心著者候选人；再依据中国知

网中的中国引文数据库统计候选人论文的被引频次；

最后，依据著者的发文量和被引量，计算出著者的综合

指数，运用综合指数排序确定《编辑学报》核心著者。

３　核心著者测评指标的确定

　　核心著者应在学科内具有不可替代性即重要性，
并在学科内具有突出影响力。在文献计量学中，用于

测评核心著者的指标有２个，一是发文量（重要性评
价），二是被引量（影响力评价），本文利用这２个指标
对《编辑学报》的核心著者进行测评。

１）依据发文量确定核心著者候选人。发文量是
指某一著者在某一时期在某刊物发表论文的数量，是

著者对某一刊物贡献大小的一项重要指标，是著者研

究成果的直接反映，也是测定核心著者非常客观的评

价指标之一。统计结果显示：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编辑学
报》共发文１２１７篇，第一著者共８３０人，人均发文量
１．４７篇。根据普赖斯理论，核心著者的发文量至少应

为Ｎ篇：计算公式为Ｎ＝０．７４９ η槡 ｍａｘ（ηｍａｘ为发文最多
著者的发文篇数）。据统计，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在《编辑学
报》上发文最多的著者共发表了 １１篇。可得 Ｎ＝
２．４８，取Ｎ的整数值３即为《编辑学报》核心著者候选
人的最低发文量。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在《编辑学报》上发
文３篇以上的著者共 ８７人，他们便是核心著者候
选人。

２）被引量。作为刊物的核心著者，不仅要有一定
数量的发文量，而且其论文也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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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量是反映论文影响大小的一项重要指标，论文被

引量越大，论文的质量就越高，受关注的程度就越大，

论文被引量也就成为了测定核心著者的另一个重要指

标；因此，在确定核心著者时，我们不仅要考虑著者发

表论文的数量，还要考虑论文的被引量。依据中国知

网中的中国引文数据库统计出８７位候选人论文的被引
频次，其中８５人的论文被引用，被引频次最高为７９次，
最小为１次，２位候选人的论文没有被引用的记录。
３）测评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发文量和被引量是

文献计量学评价体系中２个最基本的指标，如果它们
高度相关，那么，只要考察其中之一即可。利用 ＥＸ
ＣＥＬ电子表格提供的ＣＯＲＲＥＬ函数，计算《编辑学报》
８７位核心著者候选人发文量同被引量的相关系数，为
０．４６。根据统计学知识，《编辑学报》核心著者的发文
量与被引量呈低相关，即发文量大，被引量不一定大，

发文量小，被引量不一定小；因此，仅用单一指标测评

核心著者是比较片面的，用发文量与被引量２项指标
测定核心著者才是比较客观的。

４　核心著者候选人综合指数的计算及排序

　　１）计算候选人发文量和被引量的折算指数。候
选人发文量折算指数 ＝候选人发文量／候选人平均发
文量，候选人被引量折算指数＝候选人被引量／候选人
平均被引量。其中，８７位候选人平均发文量和平均被
引量分别为４．０８和１５．５７。

表１　《编辑学报》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核心著者综合指数排序

作者
发文

数／篇
被引

数／次
综合

指数

游苏宁 ８ ７９ ３．５１６
朱大明 １１ ３４ ２．４３９
陈灿华 ６ ４６ ２．２１２
赵大良 ６ ４５ ２．１８０
宫福满 １０ ２８ ２．１２４
陶　范 １１ ２１ ２．０２２
任胜利 ５ ４３ １．９９３
黄劲松 ５ ４０ １．８９７
李贵存 ６ ３４ １．８２７
许文深 ３ ４４ １．７８０
张行勇 ４ ３８ １．７１０
陈冠初 ６ ３０ １．６９８
丁　春 ４ ３５ １．６１４
朱美香 ３ ３７ １．５５５
颜志森 ４ ３２ １．５１７

作者
发文

数／篇
被引

数／次
综合

指数

姜联合 ３ ３３ １．４２７
骆满生 ３ ３２ １．３９５
周作新 ５ ２４ １．３８３
宇文高峰 ６ ２０ １．３７７
张　莉 ４ ２７ １．３５７
江　星 ４ ２６ １．３２５
谭长贵 ４ ２５ １．２９３
金　伟 ５ ２０ １．２５５
李若溪 ５ ２０ １．２５５
刘明寿 ６ １６ １．２４９
张玉华 ３ ２７ １．２３４
李　丽 ６ １５ １．２１７
曹作华 ５ １８ １．１９１
熊家国 ４ ２０ １．１３２
薛　镭 ４ ２０ １．１３２

２）计算候选人的综合指数。文献［３４］将发文量
和被引量权重值分别确定为０．７和０．３，显然注重重
要性评价，而对影响力评价考虑不够。文献［１２，５
７］认为发文量和被引量分别从量和质２方面反映了
著者的学术水平，其重要程度应该是相同的，因此，本

文将发文量和被引量权重值分别定为０．５和０．５，则
候选人的综合指数计算公式为候选人综合指数＝候选
人发文量折算指数×０．５＋候选人被引量折算指数 ×
０．５。

３）根据候选人综合指数的大小进行排序。
４）选取综合指数≥１（１即为综合指数的平均值）

的著者作为核心著者，如表１所示，共有３０人。

５　评析

　　１）《编辑学报》自１９８９年创刊以来，在其独特的
办刊宗旨和编辑方针的指引下，刊载了大量有关科技

编辑研究的论文，在我国期刊界影响很大，已成为我国

编辑学研究的权威性学术期刊［８］。这一发展过程凝聚

了《编辑学报》所有工作人员辛勤汗水，也得到了喜爱

《编辑学报》的广大作者的大力支持，特别是３０名核心
著者，他们为《编辑学报》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２）３０位核心著者分布在１１个省市，其中北京９
位，占３０％，湖南、湖北、陕西分别为５、４、３位，７０％的
核心作者分布在这４个地区，其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科
研院所和高校集中，是编辑学研究的活跃地区。

３）３０位核心著者有２９位来自杂志社或期刊编辑部，
１位来自信息研究所，这些单位是《编辑学报》最重要的核
心著者来源机构，它们在研究上具有较大的人才优势。

４）进一步计算得出，３０位核心著者发文量与被引
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１１，这又一次表明，仅用发文
量一项指标测定核心著者是不全面的，只有结合被引

量，才可得到更为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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