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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以传播我国优秀科研成果，服务科学工作者发现信息为

建设目标，对来源期刊的内容进行揭示，通过论文题名、作者、机构、基金、参

考文献等信息，构建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检索平台（http://sciencechina.ac.cn）。

利 用 文献及引文之间的关系，呈现科学研究的脉络，为科研工作者提供检索及

发现信息的途径和方法。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与科睿唯安公司合作，将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搭载在

WebofScience 平台上，实现与 SCI 数据库的整合检索，为从世界看中国，从中

国看世界的提供信息发现服务。 

为满足数据库的建设目标，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原则上每两年遴选

一次，每次遴选依据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遴选原则和遴选流

程，采用定量统计、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出版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医学领域期刊进行遴选。 

经过定量统计和专家评审后，2023-2024 年度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遴选工作已经结束，并发布了来源期刊目录。本次遴选期刊的方法陈述如下。 

 

1.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遴选对象及指标 

1.1 来源期刊遴选对象 

CSCD 来源期刊的遴选对象为我国出版的中、英文学术性期刊。期刊需经过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出版，同时具有 ISSN、CN 两个标准刊号。 

CSCD 学科覆盖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农业科学、医

学、工程技术、环境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等学科领域。 

1.2 期刊学科类目界定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遴选采用分类处理、同类比较的方

法进行期刊遴选。 



期刊学科类目界定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二级类目为基础，并

通过参考文献计算学科之间的耦合强度和文本之间的语义相似度，将二级类目进

一步聚类，最终确定学科类目数量。经过计算，本次遴选设有 61 个类目。 

1.3 期刊学科类目归属计算 

分类处理、同类比较的期刊遴选原则，在很大程度可以避免不同学科的引用

行为差异对于期刊表现的影响。在确定学科类目后，需要确定每个期刊的学科类

目归属。为规避主观分类的方法对期刊学科类目归属可能产生的差异，我们充分

利用 CSCD 数据库中引文网络构建的学科之间互引关系，通过数据计算确定每

种期刊的学科归属。每种期刊可以有多个学科类目。 

1.4 来源期刊遴选评价指标 

本次期刊遴选中，为更加强调公平性，遴选指标中的被引频次引仅采用期刊

他引频次，这样使非 CSCD 来源期刊得以公平计算。在定量指标设定过程中，

考虑到各指标须具有解释差异的能力，并能反映期刊的学术质量。本次期刊遴选

采用的定量指标如下： 

期刊遴选定量指标 

指标 定义 是否分学科 

影响因子 

在统计时间窗口内，某种期刊前 5 年发表的论文在第

6 年被其他期刊所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期刊在前五

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 

否 

热点指数 
以 10 年为统计窗口，统计某种期刊高被引论文数量

占该刊所属学科的高被引论文总数的比例 
是 

特征因子 

在 5 年统计时间窗口内，基于期刊的引用网络图数

据，运用 PageRank 相似的算法，计算引用网络中，

期刊的影响力 

否 

文章平均水平 
期刊的特征因子得分除以标准化之后的期刊发文量

数据 
否 

扩散因子 

在 4 年统计时间窗口内，某种期刊在各学科领域被其

他期刊所引用的期刊数与 CSCD 数据库收录期刊总

数的比值 

是 

优秀指数 

在 3 年统计时间窗口内，某种期刊的篇均引用频次与

该期刊涉及到的学科领域的篇均被引频次均值的比

值 

否 

标准化论文利

用指数 

在 5 年统计时间窗口内，期刊某年超过该学科篇均被

引频次的论文数量（被引次数>=学科领域篇均被引
否 



指标 定义 是否分学科 

频次的文章数量）占当年全部论文数量的比例 

互引指数 

在 5 年统计时间窗口内，某一期刊的互引指数为该刊

被其他期刊引用频次数据偏度系数的正向标准化值。

偏度系数用来度量该刊的被引频次数据分布的偏斜

程度。该值越大，互引行为越严重。互引指数为 (所

有期刊偏度系数最大值-该期刊偏度系数) / (所有期

刊偏度系数最大值-所有期刊偏度系数最小值)。 

否 

学科他引频次 
在 10 年的统计时间窗口内，某种期刊在各个学科的

被引频次 
是 

 

2.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遴选定量数据统计 

2.1 来源期刊遴选数据统计源 

本次遴选期刊品种以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上公布的自然科学领域学术期刊

为基准（2022 年 10 月），并根据期刊网站上发布的更新公告，增加或删减期刊

品种。 

统计数据源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在影响因子、论文利用指数等涉及到发表论文数量的数据采集分为两个部分，

当期刊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的来源期刊时，采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

库（CSCD）统计的数据。当期刊不是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的来源期刊

时，通过其他数据库采集期刊的论文数量指标。 

2.2 数据统计年限 

数据统计年限为 2019—2021 年。 

2.3 数据统计处理 

统计 2019—2021 年 CSCD 论文及引用数据，得到每个定量指标的数值，将

三年指标的计算结果取平均值作为各个指标参与定量评价的初始值。 

由于参与期刊遴选的各个指标在量纲以及数量级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直

接参与下一步的指标体系搭建以及综合得分的计算可能会对得分结果产生扭曲，

因此需要对参与遴选的指标进行标准化的处理。为了最大程度保留指标所包含的



信息量，采用标准化得分对原始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𝑍INDEX =
𝑋𝑖-�̄�

𝑆
 

其中X 为相应指标的样本均值，𝑆为样本标准差。 

 

每个指标数值标准化处理后，采用了统计学中的因子分析方法，对于参与遴

选的指标（三级指标）构建因子分析模型，求解公共因子，通过公共因子构建二

级指标，在二级指标的基础上，求解各个期刊的综合得分。 

2.4 来源期刊遴选数量界定 

来源期刊数量的界定依据布拉德福文献分散定律，采用图像法、分区法两种

经典的分区方法对各学科的期刊分布进行分析。 

（1）图像法。布拉德福定律经典的图像表示方法为，依据期刊分值进行降

序排列，累计期刊分值，将期刊累计分值为纵坐标，以期刊累计分值相对应期刊

数量的对数为横坐标，形成半对数分布图，图形中曲线与直线的连接点视作核心

期刊的分界点。以期刊分值降序排列后，计算每种期刊分值占该学科领域总分值

的百分比，各学科领域核心期刊分界点的百分比集中于 30%左右，其中自然科学

领域期刊的核心性更为集中。 

 

（2）分区法 

布拉德福定律的另一种算法为将期刊进行分区，其中第一区域为期刊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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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依据布拉德福定律的方法，将各学科领域期刊分值降序排列后，计算期刊

分值占该学科总分值的百分比，并累计百分比，对期刊累计分值百分比三等分，

将期刊分为三个区域，在各学科领域三个区域的期刊数量划分符合布拉德福定律

1：a：a2 的关系(a≈5)。 

 

在以上定量分析和学科专家评审的基础上，2023—2024 年中国科学引文数

据库来源期刊 1339 种，其中英文版期刊 316 种，中文版期刊 1023 种。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2023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