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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语境中的线索词分析

　　　———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为例
■ 胡志刚１，２　孙太安１，２　王贤文１，２

１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所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４　２大连理工大学ＷＩＳＥ实验室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４

摘要：［目的／意义］引用语境是科学论文中包含引用的句子，是对引文的描述性或评价性文字。通过提取
和分析引用语境中的线索词，可以了解引用语境的一般特征。［方法／过程］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ＪＯＩ）期刊
为例，选取人称代词、行为动词和连接词三类常用的线索词，分别计算它们在引用语境中的频次、占比和排序。

通过比较各类线索词在引用语境和非引用语境中的存在度，识别引用语境中的常用句型和论证模式。［结果／
结论］在ＪＯＩ期刊中，引用语境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侧重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论述，既展现他人的工作，也
展现作者的研究；偏重于研究方法类引用，常用的行为动词为“ｕｓｅ”“ｂａｓｅ”和“ｓｔｕｄｙ”；强调通过转折和列举等逻
辑方式进行论证，最常用的连接词位“ａｌｓｏ”和“ｂｕｔ”。分析引用语境中的线索词，对于更好地理解科学论文中的
引用的功能和动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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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的引文分析方法中，关注的主要是文章层
面的引用关系。然而，在实际的引用行为中，引用是在

句子层面发生的，引用的基本单位不是文献，而是文献

中的句子，即引用语境。引用语境是施引文献对被引

文献的描述性或评论性文字。基于引用语境，可以分

析和识别施引作者在引用的情感、评价、功能和动机

等。

　　引用语境本质上是一条句子。从语义上来看，一
个句子是由内容词和线索词构成的。内容词（ｃｏｎｔｅｎｔ
ｐｈｒａｓｅ）主要由专有名词组成，负责告诉人们是“什么
东西”，而线索词（ｃｕｅｐｈｒａｓｅ）主要由内容词之外的动
词、副词、连词、代词等组成，负责告诉人们是“什么

事”。在对引用语境进行功能分析时，不同的研究领域

所用的内容词可能完全不同，因此这类词不能作为跨

学科领域的通用分类特征；而线索词由于与研究领域

和研究主题无关，只与语境的语义功能和情感有关，更

适合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引用语境分类标准。

　　在本研究中，笔者将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ＪＯＩ）

期刊论文中的引用语境为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统计

常用的三种线索词（即人称代词、行为动词和连接词）

在引用语境和非引用语境中的频次和占比，了解引用

语境中最常使用的线索词及其类型，分析引用语境有

别于非引用语境的一般特征。这一实证研究，对于理

解引用语境的内涵，洞悉引用功能的类别，进而构建引

用语境的分类模型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１　文献综述

　　引用语境中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和内涵，因此通过
人工判读或机器学习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对引用的具

体动机和类型进行识别和划分。其中提取并分析线索

词（ｃｕｅｗｏｒｄ或ｃｕｅｐｈｒａｓｅ），是了解引用的规范和文法
的一种重要手段。

　　Ｍ．Ｂｅｒｔｉｎ和Ｉ．Ａｔａｎａｓｓｏｖａ等人曾以 ＰＬＯＳ期刊为
例分析了引用语境中最常用的动词。例如，在引言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部分，最常用的动词为“ｓｈｏｗ”“ｕｓｅ”“ｉｎ
ｃｌｕｄｅ”“ｓｕｇｇｅｓｔ”等，而在方法（ｍｅｔｈｏｄｓ）部分，最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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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为“ｕｓ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ｆｏｌｌｏｗ”“ｏｂｔａｉｎ”等［１］；对于每

一个动词，他们还列举了最常采用的３－ｇ短语，比如
“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ｗｅｕｓｅｄ”“ｗｅｕｓｅｄｔｈｅ”等［２］。

　　Ｒ．Ｍｅｒｃｅｒ和Ｃ．ＤｉＭａｒｃｏ则对引用语境中的边界
线索词（ｈｅｄｇｉｎｇｃｕｅｓ）进行了词频分析［３］。边界线索

词最早是由Ｋ．Ｈｙｌａｎｄ［４］提出，他指出边界线索词是对
事实进行陈述的行为动词以及表达确定程度的副词，

如“ａｓｓｕｍｅ”“ｕｎｌｉｋｅｌｙ”等。研究结果表明，引用语境中
的边界线索词含量高于非引用语境。

　　利用某些特殊的线索词，作为判断引用行为和动
机的标志，在前人的研究中并不鲜见［５－７］。１９９９年，日
本学者Ｈ．Ｎａｎｂａ等利用引用位置和线索词，构建了一
种引用自动分类系统［８］，将引用分成三类：ＴｙｐｅＢ
（ｂａｓｅｏｎ）、ＴｙｐｅＣ（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ｏ）和 ＴｙｐｅＯ（ｏｔｈｅｒｓ）。他
们发现，从线索词来看，ＴｙｐｅＢ和 ＴｙｐｅＣ分别对应于
不同的线索词，ＴｙｐｅＢ对应的线索词包括“ｂａｓｅｄｏｎ”
“ｕｓｅｄｉｎ”“ｗｅｃａｎｕｓｅ”等，ＴｙｐｅＣ对应的线索词包括
“ｂｕｔ”“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等。文中，他们共列举了
ＴｙｐｅＢ所对应的线索词８４个，ＴｙｐｅＣ所对应的线索词
７６个。
　　剑桥大学的Ｓ．Ｔｅｕｆｅｌ很早就开始关注引用语境分
析［９］，是活跃在该研究领域的重要专家之一。早在

１９９９年，Ｓ．Ｔｅｕｆｅｌ在博士论文中就曾详细研究过引用
语境的分类规则［１０］。这一分类规则长达２５页，其中
包括大约１５０条规则，包含例子、决策树和特别解释说
明等。作为一种基于线索词对引用语境进行分类的方

法，她的分类规则包含１７６２个线索词、１８５个识别符
（ＰＯＳ?ｂａｓｅｄ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ｒ）以及２０个行为动词。在人工识
别的过程中，又有７５类共８９２个线索词被添加进去。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所有规则中最为复杂的一个。

　　此外，加拿大滑铁卢大学Ｒ．Ｒａｄｏｕｌｏｖ［１１］和美国威
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计算机系的 Ｈ．Ｙｕ等
人［１２－１４］，也借助线索词等文本特征，利用机器学习的

算法构建了引用的自动分类系统，并展现出了较好的

分类效果。

　　总的来说，由于开放获取运动的兴起，全文数据正
变得越来越易得，提取并分析正文中的引用语境正成

为引文分析的新趋势［１５－１８］。在单词和短语层面上，对

于引用语境中的线索词或线索短语进行提取和分析，

是引用语境分析的基础［１９］。如何提取并分析引用语

境中的这一细粒度信息，对于设计并构建引用语境的

分析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笔者所使用的样本是 ＪＯＩ期刊自２００７年创刊至
２０１３年的３５０篇论文。ＪＯＩ是信息计量学领域的一种
ＳＳＣＩ国际重要期刊，由世界著名的科技出版商爱思唯
尔运营。在爱思唯尔旗下，运营着包括 ＪＯＩ在内的
２５００多种学术期刊，所有这些期刊可以通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和ＣｏｎＳｙｎ两个数据库进行检索或全文下载。其
中，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提供 ＰＤＦ格式的全文下载；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ＣｏｎＳｙｎ提供的ＸＭＬ格式的全文下载。在本研究中，分
析采用的 ＸＭＬ格式文本正是在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ＣｏｎＳｙｎ中批
量下载得到的。

　　采取ＸＭＬ格式的文本数据进行分析，是因为相对于
ＰＤＦ格式文本，引用语境的提取更为容易和准确。图１是
ＸＭＬ格式文本的一个片段，其中包含了４个引用语境。

图１　ＸＭＬ格式论文文本中的引用语境样式

　　引用语境的提取的规则如下：

　　（１）以句号（．）／问号（？）作为句子的分隔符，切分

出句子，并写入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数据表中。由于句号除作为

句子结束符外，还可能出现在人名（如“ＩｉｊｉｍａＳ．”）、数

字（如“０．１２３”）或其他缩写中（如“ｅｔｃ．”“ｅ．ｇ．”“Ｆｉｇ．

１”）中。对于这类情况，主要采取词表替换（主要针对

缩写中的句号）和正则表达式替换（主要针对人名和

数字中的句号）相结合的方法，将干扰句号首先替换掉

其他特殊符号，切分之后再进行恢复。

　　（２）识别每个句子中是否包含了引用代码（如 ＜

ｃｅ：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ｒｅｆｉｄ＝“ｂｉｂ００４０”＞Ｌｉａｎｇ（２００６）＜／ｃｅ：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如果句子中包含引用代码，则标记为引

用语境。最终，笔者在 ＪＯＩ期刊的３５０篇论文中共提

取了６７６１２条句子，其中含有引用的句子即引用语境

１０４０８条，占全部句子的 １５．４％，其余非引用语境

５７２０４条，占全部句子的８４．６％。

２．２　引用语境中的线索词

　　在本研究中，笔者选取了以下三种类型的线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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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人称代词、行为动词和连接词。对这些线索

词的提取，主要采用正则表达式查询的方法。其中，对

于行为动词还利用通配符的方法进行了模糊匹配，以

识别其各种时态和语态的不同的形式。

　　线索词是和内容词相对应的，它们一个表示的是
“意义”，一个表示的是“对象”。图２中形象了给出了
内容词和线索词的区别：在隐去了线索词之后，可以知

道在说“什么东西”（ｈ?ｉｎｄｅｘ、ｈ?ｖａｌｕｅ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ｉｔａ
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等），而不知道在说“什么事”，像是传统
的词频分析，只保留了信息内核和语义信息；而在隐去

了内容词之后，可以知道在说“什么事”（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ｅｖ
ｅｒａｌ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等），但不知道在说“什
么东西”，只能识别引用时的状态情感和语用信息。

图２　引用语境中的内容词和线索词样例

　　人称代词表示的是引用中的主宾关系，即主体和
客体。人称代词按照人称可以分为第一人称代词（如

Ｉ、Ｗｅ）、第二人称代词（如 Ｙｏｕ）和第三人称代词（如
Ｈｅ、Ｓｈｅ和Ｔｈｅｙ）。按照人称格可以分为主格代词（如
Ｉ）、宾格代词（如 ｍｅ）和物主代词，物主代词又分为形
容词性物主代词（如 ｍｙ）和名词性物主代词（如
ｍｉｎｅ）。科学论文中的代词的例子如下：
　 Ｗ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ｍａｉｎｌｙｏｎｗｈａ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ｎｅｅｄｅｄａｎｄ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ｉｒｗｏｒｋａｎｄｈｏｗｔｈｅｙ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ｄｔｈ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ｕｒｇｏａｌｉｓ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ｎｏｔ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ｉｔａ
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ｓｂｕｔ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ｔｏｔｈ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ｂｏｔｈｓｔ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ｄｏｖｅｒｔｉｍｅ．

　　行为动词表示的是引用语境中的谓语结构。对于
行为动词的提取，笔者采用了托伊菲尔在博士论文［１０］

中所采用的行为动词列表，包括 １８类 ３６４个行为动
词，这１８类的行为动词参见表１。
　　根据这一词表，在引用语境中提取得到的行为动
词的例子如下：

　 Ｄｅｔａｉｌｓｏｆｏｕｒ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ａｒｅｇｉｖｅｎ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ｗｈｅｒｅ
ｗｅ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ｈｏｗｔｈｉｓｃａｎｂ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ｕｓｅｄｂｙＢｕｒｒｅｌｌ（２００７ｂ）．

表１　在引用语境中所提取的行为动词的类别

行为动词 例子

Ａｆｆｅｃｔ影响 ａｆｆｏｒｄ｜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ｅｃｉｄｅ｜ｆｅｅｌ｜ｈｏｐｅ｜ｉｍａｇｉｎｅ｜ｒｅｇａｒｄ｜ｔｒｕｓｔ｜ｔｈｉｎｋ…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论证 ａｇｒｅ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ａｒｇｕｅ｜ｃｌａｉｍ｜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ｃｏｍｍｅｎｔ…

Ａｗａｒｅ清楚 ｂｅｕｎａｗａｒｅ｜ｂ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ｗｉｔｈ｜ｂｅａｗａｒｅ｜ｂｅｎｏｔａｗａ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更佳方案 ｂｏｏ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ｅｆｅａ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ｇｏｂｅｙｏ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ｂｅｔｔ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改变 ａｄａｐｔ｜ａｄｊｕｓｔ｜ａｕｇｍｅ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ｅｓ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继续 ａｄｏｐｔ｜ａｇｒｅｅｗｉｔｈ｜ｂａｓｅ｜ｂ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ｂ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对比 ｂ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ｂ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ｆｒｏｍ｜ｃｏｎｆｉｃｔ｜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ｃｌａｓｈ…

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未来兴趣 ｐｌａｎｏｎ｜ｐｌａｎｔｏ｜ｅｘｐｅｃｔｔｏ｜ｉｎｔｅｎｄｔｏ…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兴趣 ａｉｍ｜ａｓｋ｜ａｄｄｒｅｓｓ｜ａｔｔｅｍｐｔ｜ｂ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ｂ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ｂｅ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Ｎｅｅｄ需要 ｂ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ｎ｜ｂｅｒｅｌｉａｎｔ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ｏｎ｜ｌａｃｋ｜ｎｅｅｄ｜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展示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ｇｉｖ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ｎｏｔｅ｜ｎｏｔｉｃｅ｜ｐｏｉｎｔｏｕｔ｜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问题 ａｂｏｕｎｄ｜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ａｒｉｓｅ｜ｂｅｃｕｒｓｅｄ｜ｂｅｉｎ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ｂｅｆｏｒｃｅｄ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研究 ａｐｐ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ｂｕｉｌ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ｓ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类似 ｂｅａ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ａｎａｌｏｇｏｕｓｔｏ｜ｂｅａｌｉｋｅ｜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方案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ａｃｈｉｅｖｅ｜ａｐｐｌｙｔｏ｜ａｎｓｗｅｒ｜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ａｌｌｏｗｆｏｒ

Ｔｅｘ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文章结构 ｂｅｇｉｎｂｙ｜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ｂｙ｜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ｅ｜ｏｕｔｌｉｎｅ｜ｒｅｔｕｒｎｔｏ

Ｕｓｅ使用 ａｐｐｌｙ｜ｅｍｐｌｏｙ｜ｕｓｅ｜ｍａｋｅｕｓｅ｜ｕｔｉｌｉｚｅ…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ｅｄｂｙＩＳＩｉｎ２００８
ｕｓｅｄａｎ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ｉｇｅｎｆａｃｔｏｒ，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ｉｃｈ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ａｇｅＲａｎｋ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ｂｕｔ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ｓｓｅｌｆ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连接词表示的科学论文中的逻辑关系。对于连接
词的提取，笔者采用了Ａ．Ｋｎｏｔｔ在其硕士论文［２０］中所

采用的线索词列表，包括１０类１２３个连接词，如表２
所示：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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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在引用语境中所提取的连接词的类别

连接词 例子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补充 ｅｖｅｎ｜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ｉｎｆａｃｔ｜ｉｎａｃｔｕａｌｆａｃｔ｜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ａｓａ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ｆａｃｔ

Ｃａｕｓｅ因果 ｂｅｃａｕｓｅ｜，ｆｏｒ｜ｉｎｓｏｆａｒａｓ｜ｔｏ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ｔｈａ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ａｔ｜ｇｉｖｅｎｔｈａｔ

Ｄｉ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离题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ｌｙ｜ｂｙｔｈｅｗａｙ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假设 ｉｆｅｖｅｒ｜ｉｆｏｎｌｙ｜ｉｎｔｈａｔｃａｓｅ｜ａｓｌｏｎｇａｓ｜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ｓｕｐｐｏｓｉｎｇｔｈａ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ａｒｉｔｙ转折 ｂｕｔ｜ｗｈｅｒｅａｓ｜ｉｎｓｔｅａ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ｏｕｇｈ｜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ｙｅｔ｜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重述 ｔｏｓｕｍｍａｒｉｓｅ｜ｔｏｓｕｍｕｐ｜ｓｕｍｍｉｎｇｕｐ｜ｔｏｒｅｃａｐ｜ｏｒｒａｔｈｅｒ｜ａｔｌｅａ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结果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ｏｔｈｉｓｅｎｄ｜ａ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ｕｓ｜ｈｅｎｃ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顺序 ｂｅｓｉｄｅｓ｜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ｏｂｅｇｉｎｗｉｔｈ｜ｆｉｒｓｔｏｆａｌｌ｜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类同 ｊｕｓｔａｓ｜ｔｈｅｗａｙ｜ａｌｓｏ｜ｔｏｏ｜ａｓｗｅｌ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时间 ｗｈｉｌｅ｜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ｂｅｆｏｒｅｈａｎｄ｜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ｅｖｅｒｓｉｎｃｅ｜ｓｉｎｃｅ

　　根据这一词表，提取得到的表示转折关系的引用
语境例子如下：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ｉ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ｓｖｅｒｙｓｌｏｗａｎｄｈａｓｂｅｅｎ
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ｂｙｍｏｒｅｒｅｃ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Ｎｅｗｍａｎ，
２００６）．

　 Ａｓｎｏｔｅｄａｂｏｖｅ（ｉｎ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ｆｏｒ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ａｒ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ｉｎ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ｒａｎｄｅｓ，２００１），ｂｕｔｈａｖｅｎｏｔｙｅｔｂｅｅ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ｆｏｒ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ｏｆｔｈｉｓｓｉｚｅ（Ｂｒａｎｄｅｓ，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５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０）．

３　结果

　　在ＪＯＩ期刊论文的引用语境中，分别提取其中的
人称代词、行为动词和连接词，统计它们的词频及名

次。同时，列出它们在非引用语境中的词频及名次进

行对比，以展现引用语境有别于非引用语境的一般特

征。

３．１　人称代词
　　表３列出了在引用语境和非引用语境中出现的人
称代词列表。在引用语境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两个人称

代词分别是“ｗｅ”和“ｔｈｅｉｒ”，分别出现在８４１个和５４８
个引用语境中，占全部引用语境的８．０８％和５．２７％。
这反映了引用语境的二相性：属性上是“他人的”工

作，功能上则是为“我们”所用；不仅强调是“他人”的

工作，还强调为“我们”所用。此外，这两个高频词还

反映了科学研究中的继承关系，即“我们”的工作一般

是基于“他人的”的成果而开展的。

表３　引用语境和非引用语境中的人称代词列表

排序 人称代词
频次

（引用语境）

词频／排序
（非引用语境）

排序 人称代词
频次

（引用语境）

词频／排序
（非引用语境）

１ ｗｅ ８４１ ７６５６／１ １２ ｈｉｍｓｅｌｆ １２ １５／１６

２ ｔｈｅｉｒ ５４８ ２６７２／３ １２ ｍｙ １２ ８８／１２

３ Ｉ ４１０ ３４０５／２ １４ ｓｈｅ ９ ６８／１３

４ ｔｈｅｙ ３５９ １７３３／４ １５ ｏｕｒｓ ４ ８／２０

５ ｏｕｒ ２１３ １６８９／５ １５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４ １３／１７

６ ｈｉｓ １１７ ４１３／８ １７ ｈｉｍ ３ １７／１５

７ ｈｅ １１１ ２５２／９ １７ ｍｅ ３ ２５／１４

８ ｕｓ １１０ ６６４／７ １９ ｈｅｒｓｅｌｆ １ ９／１８

９ ｔｈｅｍ ９６ ６６９／６ １９ ｍｉｎｅ １ ９／１８

１０ ｈｅｒ ４８ １９６／１０ １９ ｍｙｓｅｌｆ １ ５／２１

１１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２２ １０５／１１

　　频次从高到低排列，其中，在引用语境中的位次高
于其在非引用语境中的位次的人称代词用粗体表示。

可以发现，“ｔｈｅｉｒ”“ｈｉｓ”“ｈｅ”等第三人称代词在引用语
境中的排序都高于其在非引用语境中的排序；而与此相

反，“Ｉ”“ｕｓ”等第一人称代词在引用语境中的排序低于

其在非引用语境中的排序。这说明在引用语境中，第三

人称的相对存在度更高，第一人称的相对存在度较低。

　　此外，结果还表明，在引用语境中，主格代词和形
容词性物主代词的频次远超宾格代词，例如 ｔｈｅｉｒ出现
了５４８次，ｔｈｅｙ出现了３５９次，而ｔｈｅｍ仅出现了９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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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数形式的人称代词超过单数形式的代词，如ｗｅ出现
了８４１次，而 Ｉ出现了４１０次；男性人称代词超过女性
人称代词，如ｈｅ出现了１１１次，而ｓｈｅ仅出现９次。
３．２　行为动词
　　表４列出了在ＪＯＩ期刊论文中行为动词在引用语
境中和非引用语境中分别出现的频次和位次。在引用

语境中，出现次数最高的行为动词为“ｕｓｅ”，出现了
１０２９次，占全部引用语境的９．８８％，远超过排在第二
的行为动词。在非引用语境中，“ｕｓｅ”一词也以３５７５

次的出现次数位列首位。

　　在引用语境中，排在“ｕｓｅ”之后的两个行为动词分
别是“ｂａｓｅ”和“ｓｔｕｄｙ”，分别出现了５５８次和５０４次，高
于其在非引用语境中的位次（第４位和第６位），这表
明“ｂａｓｅ”和“ｓｔｕｄｙ”更容易出现在引用语境中。在表４
中，这种在引用语境中的排序高于其在非引用语境中

的排序的行为动词，用粗体进行了标记。除了“ｂａｓｅ”
和“ｓｔｕｄｙ”之外，还包括“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ｐｏｓｅ”“ｒｅｖｉｅｗ”“ｄｅ
ｆｉｎｅ”“ｓｕｇｇｅｓｔ”等。

表４　引用语境和非引用语境中的高频行为动词列表

排序 行为动词
频次

（引用语境）

词频／排序
（非引用语境）

排序 行为动词
词次

（引用语境）

词频／排序
（非引用语境）

１ ｕｓｅ １０２９ ３５７５／１ ２１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１５２ ６０２／２７

２ ｂａｓｅ ５５８ １８９１／４ ２２ ｏｂｔａｉｎ １５１ １０８７／１４

３ ｓｔｕｄｙ ５０４ １８０７／６ ２３ ｄｉｓｃｕｓｓ １４８ ４６７／３３

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 ５０３ １９９２／３ ２４ ｎｏｔｅ １４７ ８４９／１８

５ ｍｏｄｅｌ ４１１ １６８９／７ ２４ ｔｅｓｔ １４７ ７１９／２５

６ ｓｈｏｗ ３９７ ２９６４／２ ２６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１３８ ９００／１７

７ ｐｒｏｐｏｓｅ ３９３ ７４２／２３ ２７ ａｎａｌｙｚｅ １２６ ４９０／３２

８ ｇｉｖｅ ２９６ １８７５／５ ２８ ｅｘｐｅｃｔ １１４ ８２２／２２

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２６３ １５１６／８ ２９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１１ ８３５／２０

９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６３ ９７１／１６ ３０ ｏｂｓｅｒｖｅ １０６ ７２０／２４

１１ ｄｅｆｉｎｅ ２６２ １１６５／１２ ３１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１０４ ５７０／３０

１２ ｐｒｏｖｉｄｅ ２５５ １２２０／１０ ３１ ｅｘａｍｉｎｅ １０４ ３４０／３７

１３ ｃｏｕｎｔ ２５１ １１０９／１３ ３１ ｎｅｅｄ １０４ ６７７／２６

１４ ｓｕｇｇｅｓｔ ２１９ ５７９／２９ ３４ ｆｏｌｌｏｗ １０２ ４６１／３４

１５ ｐｒｅｓｅｎｔ ２１８ １３６２／９ ３５ ｂａｓｅｄｏｎ ９８ ３３７／３８

１６ ｃｏｍｐａｒｅ ２１１ １００３／１５ ３６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９４ ８３０／２１

１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９２ ８３８／１９ ３７ ａｎａｌｙｚｅ ８６ ５２５／３１

１８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１８４ ３３３／３９ ３７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８６ ３１２／４０

１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１７２ １１６７／１１ ３７ ｓｔａｔｅ ８６ ４０５／３６

２０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６９ ５９５／２８ ４０ ａｌｌｏｗ ８１ ４１１／３５

　　高频行为动词反映了引用语境的主要功能和动
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①阐述方法，如“ｕｓｅ”
“ｂａ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ｏｄｅｌ”等；②揭示问题，如“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ｘａｍｉｎｅ”等；③描述结
论，如“ｓｈｏｗ”“ｓｕｇｇｅ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ｄｅｓｃｒｉｂｅ”等。显然，在
ＪＯＩ期刊论文的引用语境中，“阐述方法”的动词出现
次数较多，表明了引用语境中注重方法的特点。

　　根据表１中的行为动词的类别划分，笔者统计了
不同功能类型的动词在引用语境中的数量，如表５所
示。排在前五位的行为动词分别是“研究”（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方案”（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兴趣”（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展示”（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和“使用”（ｕｓｅ），分别占全部引用语境数量的
９．８５％－３．６５％。这表明了在科学论文中，引用语境
主要是围绕与“研究”有关的内容进行讨论，如研究问

题、研究方案、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等。

表５　基于行为动词的句式类型数量及占比

序号 句子功能类型
引用

语境
占比 序号

非引用

语境
占比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研究 １０２５ ９．８５％ １ ５２６６ ９．２１％
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方案 ８７８ ８．４４％ ２ ４２７９ ７．４８％
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兴趣 ７７５ ７．４５％ ４ ３６６５ ６．４１％
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展示 ５９４ ５．７１％ ３ ３６９２ ６．４５％
５ Ｕｓｅ使用 ３７８ ３．６３％ ７ １４３７ ２．５１％
６ Ｔｅｘ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文章结构 ３６８ ３．５４％ ６ １５２９ ２．６７％
７ Ｃｈａｎｇｅ改变 ２３８ ２．２９％ ５ １５９０ ２．７８％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比较 ２１５ ２．０７％ ８ １０３０ １．８０％
９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论证 １４３ １．３７％ ９ ７３０ １．２８％
１０ Ｎｅｅｄ需要 １１７ １．１２％ １０ ７２５ １．２７％
１１ Ｐｒｏｂｌｅｍ问题 ７４ ０．７１％ １３ ２８６ ０．５０％
１２ Ａｆｆｅｃｔ影响 ７３ ０．７０％ １１ ４１９ ０．７３％
１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对比 ６６ ０．６３％ １２ ２９７ ０．５２％
１４ ＢｅｔｔｅｒＳｏｌｕｔｉｏｎ更佳方案 ５５ ０．５３％ １４ １９９ ０．３５％
１５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继续 ３０ ０．２９％ １５ １６０ ０．２８％
１６ 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未来兴趣 ６ ０．０６％ １６ ４４ ０．０８％
１７ Ｓｉｍｉｌａｒ类似 ３ ０．０３％ １７ ２８ ０．０５％
１８ Ａｗａｒｅ清楚 ２ ０．０２％ １８ １８ ０．０３％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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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非引用语境中，各类功能的行为动词的占比和
排序与引用语境中比较一致。相比而言，表示“兴趣”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使用”（ｕｓｅ）、“问题”（ｐｒｏｂｌｅｍ）的三类行
为动词在引用语境中的存在度相对较高，而表示“文章

结构”（ｔｅｘ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改变”（ｃｈａｎｇｅ）的动词在非引
用语境中的存在度相对较高。

３．３　连接词

　　表６中列出了在引用语境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前４０
个连接词。排在前三位的连接词分别是“ａｌｓｏ”“ｂｕｔ”
和“ｈｏｗｅｖｅｒ”，分别出现了７２５次、５１５次和２９０次，分
别占全部引用语境的６．９７％、４．９６％和２．７９％。从含
义来看，“ａｌｓｏ”表示类同或列举，而“ｂｕｔ”和“ｈｏｗｅｖｅｒ”
表示转折。这表明并列和转折是引用语境中常用的一

种逻辑关系。

表６　引用语境中的高频连接词列表

排序 连接词
词次

（引用语境）

词频／排序
（非引用语境）

排序 连接词
词次

（引用语境）

词频／排序
（非引用语境）

１ ａｌｓｏ ７２５ ２７１４／１ ２１ 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９１ ２８２／２９

２ ｂｕｔ ５１６ ２６６８／２ ２２ 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８１ ３２１／２５

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２９０ １４６４／６ ２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７０ ２５４／３２

４ ｆｉｒｓｔ ２８１ １８６９／４ ２４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５７ １３３／４２

５ ｉｆ ２６５ ２６５５／３ ２５ ｙｅｔ ５６ ２２６／３５

６ 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２２７ ７７６／１４ ２６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５５ ３０１／２６

７ ｓｉｎｃｅ ２１８ ９９０／１１ ２６ ｈｅｎｃｅ ５５ ６８５／１６

８ ｂｅｃａｕｓｅ １９２ １０５９／８ ２６ ｓｔｉｌｌ ５５ ３７１／２３

８ ｗｈｉｌｅ １９２ １１２５／７ ２９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５１ ２６７／３１

１０ ，ａｓ １７８ ８０６／１３ ２９ ｗｈｅｒｅａｓ ５１ ３０１／２６

１１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１７１ ５８９／１９ ３１ ｉｎｄｅｅｄ ４７ ２５３／３３

１２ ，ｆｏｒ １７０ ７７４／１５ ３２ ｉｎｆａｃｔ ４６ １８２／３９

１３ ｅｖｅｎ １５５ ６５０／１８ ３３ ｅｉｔｈｅｒ ４０ ２９２／２８

１４ ｔｈｅｎ １３８ １５２０／５ ３３ ｔｈｏｕｇｈ ４０ １９９／３７

１５ ａｔｌｅａｓｔ １３６ ６７６／１７ ３５ ｎｅｘｔ ３５ ３９６／２２

１６ ａｓｗｅｌｌ １３４ ５５７／２０ ３６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３４ １９１／３８

１７ ｓｏ １３１ １０１９／１０ ３７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３１ １５１／４０

１８ ｔｈｕｓ １２４ １０５１／９ ３８ ｃｌｅａｒｌｙ ３０ ３４５／２４

１９ ｒａｔｈｅｒ １０１ ５１４／２１ ３８ ｉｎｔｈａｔ ３０ ２００／３６

２０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１００ ８３０／１２ ３８ ｓｏｔｈａｔ ３０ ２４６／３４

　　对比引用语境和非引用语境中的连接词排序，可
以发现，“ｈｏｗｅｖｅｒ”“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ｃｅ”“ａｓ”“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等表示转折或列举关系的连接词在引用语境
中的词频相对更高，而“ｉｆ”“ｔｈｅｎ”“ｓｏ”“ｔｈｕｓ”“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ｈｅｎｃｅ”等表示因果关系的连接词在引用语境中
的出现频次相对较低。这说明，引用语境主要通过引

用他人的“一系列”（表示列举的连接词）成果，并通过

对它们的评价，“转而”（表示转折的连接词）说明作者

自己的研究的优势和意义。从推理的角度来讲，引用

语境中主要以用反衬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推理的方法

（因果关系），作为文章的论述的逻辑方法。

　　按照表２中的连接词分类，在引用语境中出现最
多的句式是“转折”句（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ａｒｉｔｙ），共出现了
１４８９次，占引用语境的１４．３１％。转折句同时也是非
引用语境中最常出现的句式，占非引用语境的

１３．７１％。排在第二的是表示“类比”（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的句

子，在引用语境中占８．６１％，但它在非引用语境的频
次仅排在第四位，说明这种句式更常出现在引用语境

中（见表７）。
　　对比引用语境和非引用语境中的句式排名，在引
用语境中表示“类同”（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因果”（ｃａｕｓｅ）和
“时间”的句式相对较多，而表示“结果”（ｒｅｓｕｌｔ）、“假
设”（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的句式相对较少。
３．４　以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一文的引用语境为例
　　接下来，以ＪＯＩ期刊中被引最多的论文?ｈ?ｉｎｄｅｘ一
文［２１］（下称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的引用语境为例，展现是否可
以基于线索词对引用时的动机和引文的功能进行判

别。在本文所用的数据集中，有 １２１篇论文引用了
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一文，其中 ５９篇论文中提及该文不只一
次，最终提取得到２４３条引用该文的引用语境。
　　统计这些引用语境中的高频线索词，并撷取其中
代表性的引用语境例句。在表８中，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的引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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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基于连接词的句式类型数量及占比

排序 功能类型 引用语境 占比 排序 非引用语境 占比

１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ａｒｉｔｙ转折 １４８９ １４．３１％ １ ７７８０ １３．６０％

２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类同 ８９６ ８．６１％ ４ ３５０９ ６．１３％

３ Ｒｅｓｕｌｔ结果 ８５４ ８．２１％ ２ ５７８１ １０．１１％

４ Ｃａｕｓｅ因果 ５７７ ５．５４％ ６ ２９５７ ５．１７％

５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顺序 ５３６ ５．１５％ ５ ３３５１ ５．８６％

６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时间 ４７２ ４．５３％ ７ ２２５６ ３．９４％

７ 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假设 ４０２ ３．８６％ ３ ３７６４ ６．５８％

８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补充 ２８７ ２．７６％ ８ １２８８ ２．２５％

９ 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重述 １３７ １．３２％ ９ ６９６ １．２２％

１０ Ｄｉ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离题 １ ０．０１％ １０ １３ ０．０２％

用语境中出现最多的人称代词为 ｈｉｓ（２４次）、ｗｅ（２２
次）、ｈｅｒ（１８次）和ｔｈｅｉｒ（１８次）等，“ｗｅ”和“ｔｈｅｉｒ”的高
频出现与前面的情况一致，而“ｈｉｓ”和“ｈｅｒ”出现次数
较多的原因是 ｈ?ｉｎｄｅｘ的原定义中有“ｈｉｓｏｒｈｅｒＮｐａ
ｐｅｒｓ”的说法。出现最多的行为动词分别是 ｍｅａｓｕｒｅ
（３３次）、ｐｒｏｐｏｓｅ（２５次）、ｄｅｆｉｎｅ（１７次）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１７

次）等，这些动词表明 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一文的主要贡献是
提出并定义了一个新的测量指标。出现最多的连接词

是ａｔｌｅａｓｔ（２３次）、ｉｆ（２１次）、ａｌｓｏ（１９次）和 ｆｉｒｓｔ（１３
次）等，前两个高频连接词的出现是因为 ｈ?ｉｎｄｅｘ的原
定义中包含有“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ｈａｓｈ?ｉｎｄｅｘｈｉｆｈｏｆｈｉｓｎｐａ
ｐｅｒｓｈａｖｅａｔｌｅａｓｔｈ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ｃｈ．．．”这样的描述。

表８　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一文的引用语境中的高频线索词

线索词 词频 ｅ．ｇ．引用语境

人称代词 ｈｉｓ ２４ Ｈｉｒｓｃｈ，ｗｈｏｏ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ｂｅ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ｎｕｍｅｒｏｕ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ｓａｌｓｏｔｈ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ｒｅｎｏｗｎｅｄｉｎｄｅｘｋｎｏｗｎｂｙ
ｈｉｓｎａｍｅ（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

ｗｅ ２２ 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ｎｔｅｎｄｔｏｓｈｏｗ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ｉｎｄｅｘｏｒ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ｉｎｄｅｘｃａｎ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ｈｙｐｅｉｎｏｕｒｆｉｅｌｄ．

ｈｅｒ １８ 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ｈａｓｉｎｄｅｘｈｉｆｈｏｆｈｉｓｏｒｈｅｒＮｐａｐｅｒｓｈａｖｅａｔｌｅａｓｔｈ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ｐａｐｅｒｓｈａｖ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ｈｃｉｔａ
ｔｉｏｎｓｅａｃｈ．

ｔｈｅｉｒ １８ Ｎｏｔａｂｌｙ，ｂｏｔｈｔｈｅｇｉｎｄｅｘ（Ｅｇｇｈｅ，２００６）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ｎｄｅｘ（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ｐ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
ｈｅｒ，ｓｈｏｗ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ｈｅ ６ Ａｓａ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Ｈｉｒｓｃｈｈｉｍｓｅｌ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ｏｎｌｙｔｈｒｅ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１０）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ｈｅｃｒｅａｔｅｄ．

行为动词 ｍｅａｓｕｒｅ ３３ Ｈｅｎｃｅ，ｔｈｅｈｉｎｄｅｘ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ｂｏｔｈ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ｈｉｓ／ｈｅｒｗｏｒｋ（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７）．

ｐｒｏｐｏｓｅ ２５ 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ａ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ｙ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ａｎｄｉｔｉｓｃａｌｌｅｄｈ?ｉｎｄｅｘ．

ｄｅｆｉｎｅ １７ Ｉｔｉｓｄｅｆｉｎｅｄａ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ｈｓｕｃｈｔｈａｔ，ｆｏｒ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ｒｏｕｐｏｆｐａｐｅｒｓ，ｈｐａｐｅｒ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ｔｌｅａｓｔｈ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
ｐａｐｅｒ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ｎｏ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ｈ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１７ 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ｆｏｒｍ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ｉｎｄｅｘ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ｗ
ｉｎｄｅｘ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Ｗｏｅｇ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８）．

ｕｓｅ １５ Ｔｏｄａｙ，ｔｈｅｈｉｎｄｅｘ（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ｉｓａ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连接词 ａｔｌｅａｓｔ ２３ Ｔｈｅｈ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ｉ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ｎｕｍｂｅｒｎｓｕｃｈ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ｎ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ｍ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ｔ
ｌｅａｓｔｎ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

ｉｆ ２１ 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ｈａｓｈｉｎｄｅｘｈｉｆｈｏｆｈｉｓｎｐａｐｅｒｓｈａｖｅａｔｌｅａｓｔｈ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ｎ?ｈｐａｐｅｒｓｈａｖｅｆｅｗｅｒｔｈａｎｈ＋
１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ａｃｈ（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

ａｌｓｏ １９ Ｊｕｓｔｌｉｋｅｆｏｒａｎｙａｕｔｈｏｒ，ｔｈｅ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Ｈｉｒｓｃｈ’ｓｉｎｄｅｘ（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ｍａｙａｌｓｏｂ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ｆｏ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ｆ．Ｂｒａｕｎ，
Ｇｌａｎｚｅｌ，＆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２００６）．

ｆｉｒｓｔ １３ Ｗｅｒｅｆｅｒ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ｈｉｎｄｅｘ，ｆｉｒｓ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ｂｙ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ｆｏｒ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１ Ｆｏｒｔｈｉｓｒｅａｓｏｎ，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ａｌｒｅａｄｙ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ｄｉｖ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ｎｄｅｘｂｙ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ｙｅａｒｓｓｉｎｃｅ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ｆｉｒｓｔ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ｌｌｅｄｉｔｔｈｅｍ?ｑｕｏｔｉｅｎｔ．

　　可以看出，基于线索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引
用语境的语义，进而推测引用的动机和功能，尤其是借

助行为动词这一表意具体、功能明确的线索词类型，如

“ｍｅａｓｕ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等。而基于人称代词、连接词等含

义宽泛、用法灵活的线索词，则较难直接推断引用语境

的语义和功能，这也是在对引用进行分类时主要采用

行为动词作为分类特征的原因。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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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近年来，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兴起，学术论文的全
文本数据正变得越来越易得，这为引用语境的提取和

分析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数据基础。在本文中，笔者以

信息计量学领域的重要期刊 ＪＯＩ为例，对引用语境中
人称代词、行为动词、连接词等三类主要的线索词进行

了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最为常见的人称代词包括

“ｗｅ”和“ｔｈｅｉｒ”，表明引用语境的基本模式是“我们”参
照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最常用的行为动词

是“ｕｓｅ”“ｂａｓｅ”和“ｓｔｕｄｙ”，表明引用语境中重点关注
的是研究方法和研究基础。最常用的连接词是“ａｌｓｏ”
“ｂｕｔ”和“ｈｏｗｅｖｅｒ”，表明引用语境的最常用的逻辑是
列举关系和转折关系。通过了解引用语境的一般特

征，为将来比较不同学科或不同引文的引用语境的特

征提供了基础。

　　实证研究还表明，借助线索词，尤其是行为动词，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出引用语境的主要句式，推测

引用的主要动机和引文的主要功能。但是，引用的类

型是复杂多样的，如何综合线索词及其组合，构建引用

语境的自动分类模型，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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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管理论坛》征稿启事

　　《知识管理论坛》（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５４７２，ＣＮ１１－６０３６／Ｃ）获批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络出版物正式资质，２０１６
年全新改版。本刊关注知识的生产、创造、组织、整合、挖掘、分享、分析、利用、创新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任何有关

政府、企业、大学、图书馆以及其他各类实体组织和虚拟组织的知识管理问题，包括理论、方法、工具、技术、应用、政

策、方案、最佳实践等，都在本刊的报道范畴之内。本刊实行按篇出版，稿件一经录用即进入快速出版流程，并实现

立即完全的开放获取。

　　２０１７年各期内容侧重于：互联网＋知识管理、大数据与知识组织、实践社区与知识运营、内容管理与知识共享、
知识创造与开放创新、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现面向国内外学界业界征稿：

　　１．稿件的主题应与知识相关，探讨有关知识管理、知识服务、知识创新等相关问题。文章可侧重于理论，也可
侧重于应用、技术、方法、模型、最佳实践等。

　　２．文章须言之有物，理论联系实际，研究目的明确，研究方法得当，有自己的学术见解，对理论或实践具有参考、借
鉴或指导作用。

　　３．所有来稿均须经过论文的相似度检测，提交同行专家评议，并经过编辑部的初审、复审和终审。
　　４．文章篇幅不限，但一般以４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字为宜。
　　５．来稿将在１个月内告知录用与否。
　　６．稿件主要通过网络发表，如我刊的网站（ｗｗｗ．ｋｍｆ．ａｃ．ｃｎ）和我刊授权的数据库。同时，实行开放获取、按篇出
版和按需印刷。

　　请登录ｗｗｗ．ｌｉｓ．ａｃ．ｃｎ投稿，注明“知识管理论坛投稿”。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２６２６６１１－６６３８　　联系人：刘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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