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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收录石家庄铁道大学论文

的统计与分析

袁丽琰

（石家庄铁道大学 图书馆，河北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对石家庄铁道大学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间被ＳＣＩ收录的论文从数量、学科分布、作者排

序、被引次数和发表期刊等几方面进行统计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性和定量的科技成果

评价方法对石家庄铁道大学科学研究的现状、实力和水平进行了初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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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ＣＩ（科学引文索引）是美国科技信息所（ＩＳＩ）
出版的三大著名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之一，其内

容涉及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是衡量与评价一个

国家、科研机构或大专院校以及科研人员的学术

水平与学术地位重要依据，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基

础研究成果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际

上重要的信息检索系统和科研绩效评 价 工 具。［１］

在我国，ＳＣＩ收录论文数也是评价高等院校 自 然

科学研究水平以及高校评估和排名的一个重要指

标。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ＩＳＴＩＣ）发布的

历年来国内 高 校ＳＣＩ收 录 论 文 数 排 名 结 果 在 国

内尤其广泛关注。
本文旨在通过对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 石 家 庄 铁 道

大学论文被ＳＣＩ收录情况的统计与分析，了解石

家庄铁道大学近十年科研成果的特点和水平，揭

示石家庄铁道大学在科技领域的研究现状，并为

预测石家庄铁道大学理工科科研发展的趋势和制

定合理的科研发展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一、论文的数据来源和检索方法

采取Ａｄｄｒｅｓｓ＝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Ｉｎｓｔ＊
ｏｒ　ＳＲＩ的 检 索 策 略，其 数 据 来 自 美 国 科 学 信 息

研究所（ＩＳＩ）ＳＣＩ扩展版 数 据 库（ＳＣＩ———Ｅｘｐａｎｄ－

ｅｄ），统计分析 了 石 家 庄 铁 道 大 学 作 为 完 成 单 位

之一自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８年 的 科 技 论 文 收 录 和 被

引用情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 一，本 次 检 索

未包括石家庄铁 道 大 学 科 研 人 员 以 其 他 形 式 署

单位名称发表的 论 文；其 二，由 于 石 家 庄 铁 道 大

学与石家庄铁路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在 名 称 上 有 一 定

的相似性，故 人 工 对 其 中 的 检 索 数 据 做 了 进 一

步的处理，剔 除 了 某 些 石 家 庄 铁 路 职 业 技 术 学

院老师发 表 的 文 章，最 后 形 成 了 本 文 的 数 据 基

础———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石家庄铁 道 大 学ＳＣＩ收 录

论文数据库。

二、石家庄铁道大学论文收录量分析

通过检索，得知石家庄铁道大学作为 完 成 单

位之一 的 科 技 论 文 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 被ＳＣＩＥ收

录总数为２２２篇，其分布如下：１９９９年８篇；２０００
年１５篇；２００１年１１篇；２００２年１３篇；２００３年

１３篇；２００４年２９篇；２００５年２６篇；２００６年３３
篇；２００７年２８篇；２００８年４６篇。从 以 上 数 据 中

可以看出，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我院被ＳＣＩ收录的论

文数基本保持在十几篇，未见明显增长，从２００４年

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增长周期，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共有

１６２篇论文被收录，占总数的７３％，产生这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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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原因有三个：
首先，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国家增大了

对科学研究 尤 其 是Ｒ＆Ｄ活 动 经 费 的 投 入［２］，在

院领导高度重视、科技管理部门积极组织和教师

高度投入的情况下，我院获得的科研经费尤其是

Ｒ＆Ｄ活动经费大幅增长（例如参与了青藏铁路、
京九铁路、京沪高速铁路、石太客运专线等一大批

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从源头上保证了作为Ｒ＆Ｄ
研究主要成 果 形 式 之 一 的ＳＣＩ收 录 论 文 数 量 的

大幅增长。
其次，在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石家庄铁道大学重新

修订了《石家庄铁道大学科技奖励办法》（试行），
开始对被国际三大检索系统（ＳＣＩ、ＥＩ和ＩＳＴＰ）收

录的石家庄铁道大学为第一作者和第一完成单位

的科技论文进行重奖，以鼓励发表高水平的论文，
提高石家庄铁道大学的学术声誉。

最后，从２０世纪初，石家庄铁 道 大 学 由 铁 道

部划归给河北省，由于对学院发展缺乏信心，大量

的优秀教师流失，直接导致石家庄铁道大学发表

论文的锐减（这 不 仅 体 现 在ＳＣＩ上，尤 其 体 现 在

ＥＩ的数量急速下滑），针对这种情况，学院领导及

时制定相关的政策，不仅进行了院系调整，新增了

许多自然学科（如数学、力学、材料等），同时又引

进了大量的高学历高职称学者，因此在这样的政

策导向下，经过２００３年的发表等待期，到２００４年

我校被ＳＣＩ收录的学术论文数有了量的飞跃。
由此可见，在我国目前政府导向为主 的 科 学

研究模式下，加大科研经费的投入和制定相关的

鼓励政策可以显著提高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发挥

他们的创造力。

　　三、收录论文的主要学科分布

表１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石家庄铁道大学被ＳＣＩＥ收录论文较多的学科领域

学科名称 收录论文数／篇 占总篇数的比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力学） ６３　 ２３．３８％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材料相关学科） ３０　 １３．５１％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机械工程） ２５　 １１．２６％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合成材料） ２３　 １０．３６％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ＰＰＬＩＥＤ（应用数学） ２１　 ９．４６％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工程相关学科） ２０　 ９．０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ＥＲＡＭＩＣＳ（陶瓷材料） １７　 ７．６６％

ＰＨＹＳＩＣＳ，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物理相关学科） １５　 ６．７６％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ＩＶＩＬ（土木工程） １２　 ５．４１％

ＰＨＹＳＩＣＳ，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数理物理学） １２　 ５．４１％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　＆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冶金工程） １１　 ４．９５％

　　石家庄铁道大学在理工科研究上具有的优势

学科（如力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学科）在表１中

得到证实。其中以力学为最强势学科，占到收录总

篇数的２３．３８％，其次为材料、机械、物理和数学等

学科。但是，我校另外的两个重点学科———土木工

程学和交通工程学领域被ＳＣＩＥ收录的论文数却未

有明显优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这两个领域被ＳＣＩＥ收录的中国期刊相

对较少。例 如２００８年 被ＳＣＩＥ收 录 的 中 国 期 刊

中，土木专业期刊只有力学学报，岩石学报，环境

科学学报等几种，而物理、化学领域被ＳＣＩＥ收录

的专业期刊有２０余种。
其次石家庄 铁 道 大 学 原 先 的 专 业 设 置 历 来

重视实 际 的 工 程 应 用（这 也 是 石 家 庄 铁 道 大 学

ＥＩ的收录量远大于ＳＣＩ收 录 量 的 重 要 原 因），对

基础学科 的 研 究 可 以 说 是 一 片 空 白，但 经 历 本

科评估、申 博、改 名 等 一 系 列 活 动 以 后，校 领 导

的观念有 了 很 大 的 改 观，对 一 些 基 础 学 科 学 院

投入了大 量 的 人 力 物 力，使 这 些 学 科 建 设 有 了

长足的发展。
另外，近几年作为石家庄铁道大学的 新 建 学

科，如计算机、数学、物理学专业学科被ＳＣＩ收录

的数量正在逐步上升，一些专业甚至实现了零突

破，实现学院学科建设遍地开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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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收录论文较多的作者

通过对收录论文作者的统计分析能看出石家

庄铁道大学哪些领域的哪些科研人员具有相对较

强的科 研 实 力。［３］表２为 那 些 被ＳＣＩＥ收 录 论 文

数量较 多 的 作 者 排 序。由 于 理 科 论 文 合 作 者 较

多，以上 排 序 仅 供 参 考。而 且，由 于 时 间 跨 度 较

大，相对来说，从事科研工作时间长的教授成果的

积累会更多。但我们欣喜地发现，有一批年龄在

３５～４５岁之间的科研工作者成长很快，尤其是力

学领域的一些中青年教师，显示我校在这些领域

人才培养较为成功。
表２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石家庄铁道大学被ＳＣＩ收录论文较多的作者

序号 作者 英文姓名 职称 出生年 学科 收录数 占总篇数的比例

１ 冯文杰 Ｆｅｎｇ　ＷＪ 教授 １９６７ 力学 ３３　 １４．８６％

２ 刘金喜 Ｌｉｕ　ＪＸ 教授 １９６１ 力学 ３１　 １３．９６％

３ 邹振祝 Ｚｏｕ　ＺＺ 教授 １９３７ 力学 １５　 ６．７６％

４ 侯召宇 ＨＯＵ，ＺＹ 教授 １９５７ 应用数学 １４　 ６．３１％

５ 杨绍普 ＹＡＮＧ，ＳＰ 教授 １９６２ 机械 １１　 ４．９５％

６ 姜稚清 ＪＩＡＮＧ，ＺＱ 教授 １９４７ 力学 ９　 ４．０５％

６ 张效松 ＺＨＡＮＧ，ＸＳ 教授 １９６６ 力学 ９　 ４．０５％

８ 卜建清 ＢＵ，ＪＱ 教授 １９６８ 土木工程 ８　 ３．６０％

９ 申永军 ＳＨＥＮ，ＹＪ 副教授 １９７３ 机械 ７　 ３．１５％

９ 武兰河 ＷＵ，ＬＨ 教授 １９６５ 力学 ７　 ３．１５％

　　另外，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冯文杰教授和刘金

喜教授收录的文献总数远大于其他老师，分别为

３３篇 和 ３１ 篇，占 收 录 总 篇 数 的 １４．８６％ 与

１３．９６％，这很大得益两位老师在做访问学者期间

国际跨校合作项目。因此，在我院科研水平有限

的条件下，加大和国外高水平大学的合作研究是

提高ＳＣＩ收录量的重要途径之一。

　　五、收录论文的被引用分析

在一个研究领域，质量较高的论文一般被引用

频次也较高，因而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多少常被

用来作为论文学术水平和科学影响力的评价标准。
就大样本的统计结果看，论文的被引频次与作者的

科学影响力基本是正相关。一般的看法是，关于一

种继承性研究而连续发表的论文如被他人引用达

到１０人次，那么这些论文的总学术价值相当于专

著。《科学评论索引》（ＩＳＲ）认为，阐述一种理论的

论文如被他人引用达５０次，那么这种论文可作为

所在学科的经典论著。［４］石家庄铁道大学被引用次

数较多的ＳＣＩ收录论文情况见表３。
表３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石家庄铁道大学ＳＣＩ收录被引用论文列表

姓名 学科 发表年代 被引次数 被引年限 年平均被引率

刘金喜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工程相关学科）
２００１　 ８４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１２

李建中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声学，工程机械，力学）
１９９９　 ２４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３

武兰河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材料科学，复合材料）

２００４　 ２０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５

刘金喜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力学） １９９９　 １９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２．１

冯文杰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工程机械，力学）
２００５　 １９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６．３

冯文杰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力学） ２００６　 １４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７

李春雨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工程机械，力学）
１９９９　 １３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１．４

　　石家庄铁道大学教师刘金喜教授在２００１年

撰写的一篇论文题名为Ｇｒｅｅｎ＇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ｎｉ－
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ｍａｇｎｅ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ｏｌｉｄ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ｌ－

ｌｉｐｔｉｃａｌ　ｃａｖｉｔｙ　ｏｒ　ａ　ｃｒａｃｋ 发 表 在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
ＥＮＣＥ杂志上被引证８４次（截 止 到２００８年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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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２００７年 度 中 国“汤 姆 森 路 透 卓 越 研 究 奖”。
该篇文章的获奖充分说明了我校的科研水平和实

力已与世界科学前沿接轨，对我校科研工作来说，
是一个莫大的肯定。

　　六、发表期刊分析

ＩＳＩ每年还出版《期刊引用报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ｉ－
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简称ＪＣＲ），客观地统计期刊刊载

论文的数量、论文的被引次数等原始数据，应用文

献计量学的原理，计算出各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即
年指标、被引频次、被引半衰期等反映期刊质量的

指数，系统地分析各学科期刊的相对重要性。其

中，期刊影 响 因 子（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是 指 该 刊 前 两

年发表的文献在当前年的平均被引次数，影响因

子越高，刊载的文献被引用率越高，说明这些文献

报 道 的 研 究 成 果 影 响 力 大，该 刊 物 的 学 术 水 平

高［５］。表４是按照期刊刊载论文的数量进行排序

后，刊载论文最多的８种期刊统计。经过统计，我
们发现石家庄铁道大学科研工作者被收录的文章

分布在３０多种期刊上，其中发表文章最多的８种

期刊中，其收录的篇数占收录总篇数的２７．４８％，
涉及力学、数学、材料、物理和土木等学科，是石家

庄铁道大学ＳＣＩ论 文 的 重 要 载 文 期 刊 和 学 科 来

源，应该引起有关科研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和重

点引导；而另外的论文则分布在其它２０多种期刊

上，具有较高的离散度。另外，从表４中可以看出

石家庄铁道 大 学ＳＣＩ收 录 论 文 刊 载 期 刊 的 影 响

因子 大 多 数 都 不 高（除 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该 刊 的 影 响 因 子

为４．３８６外，其余的期刊都在１．２以下），因此有

待于提高收录文献的质量。
表４　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发表文章最多的８种ＳＣＩＥ期刊统计表

期刊名称 论文数
２００８年

影响因子
出版地 语种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ＥＮＧ－
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８　 ０．２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Ｇ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７　 １．１１６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Ｅ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７　 ４．３８６　 ＩＳＲＡＥＬ　 ＥＮＧ

ＨＩＧＨ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７　 ０．１７１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７　 ０．３６１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Ｅ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Ｓ　 ５　 ０．６１６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５　 ０．３１２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５　 １．０４５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ＥＮＧ

ＡＣＴＡ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ＬＩＮＥ

５　 ０．５０８　 ＵＳＡ　 ＥＮＧ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５　 ０．５７３　 Ｉｒａｎ　 ＥＮＧ

　　七、结论与建议

尽管近年来石家庄铁道大学的ＳＣＩＥ论文呈

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得到

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就目前而言与国内一流

院校存在很大的差距。从我院目前的状况和发展

趋势看，要达到河北一流、国内有较高知名度的多

学科协调发展的大学的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我

校的ＳＣＩＥ论文也大有潜力可挖。笔者建议从以

下三个方面来说：

（１）建议学院图书馆和院系资料室协同学校

的科研管 理 部 门 的 有 关 人 员 对 石 家 庄 铁 道 大 学

ＳＣＩＥ收录论文和引用情况进行长期跟踪 调 查 和

评价分析，在校园网上开辟专栏进行有关宣传，在
校园网上公布ＳＣＩ收录的期刊源，为学校教师提

供论文投稿的渠道，避免高水平论文投向一般刊

物；建议再推荐一些与科研和学科相关的在国际

上有影响即具有较高ＳＣＩ影响因子的期刊，引导

高水平论文向影响因子高的刊物投稿，从而增加

ＳＣＩ收录论文被引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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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图 书 馆 应 该 尽 快 回 溯ＳＣＩ信 息 检 索 系

统，建立数字化、网络化的资源共享系统，提供快

速文献传递服务，强化图书馆的信息咨询服务和

情报研究功能，为重点学科、重点项目设立学科咨

询馆员，加强图书情报人员与教师的沟通和联系，
咨询馆员主动为教师提供经常性的或定期的论文

收录和引用的文献检索与分析；为教师选择研究

项目、课题立项、成果鉴定和专利申请，提供信息

查询与咨询工作。
（３）建议石家庄铁道大学的奖励机制还有待

完善，奖励力度有待近一步加大。要对不同分区

的期刊收录的ＳＣＩ论文实行不同的奖励标准，对

ＳＣＩ收录论文被引用次数多的作者另外给予适当

奖励，每年对被ＳＣＩ收录论文作者给予张榜公布

表彰，提高教师的荣誉感和积极性，以利于促进教

师出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和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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