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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内容分析与引文著录分析的比较研究

■ 赵蓉英　王建品
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目的／意义］将引用内容分析与引文著录分析进行比较，旨在引起国内学者、出版商、图书馆、信息
服务等相关人员和部门对引用内容研究的关注，促进引文分析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发展。［方法／过程］首先对引
文著录与引用内容的相关概念进行分析，然后从引用频次的计算、引用极性的分类、引用动机的分析、引文网络

中文献之间的关系、应用发展５个角度将引用内容分析与引文著录分析进行比较，得出引用内容分析相对引文
著录分析的优势所在。［结果／结论］与引文著录分析相比较，引用内容分析在科学评价和揭示科学技术发展的
特征方面更合理，是引文著录分析的有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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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引证行为的不断规范和《科学引文索
引》工具的广泛使用，更多文献的获取、参考和引证已

成为一种基本的科研现象，进而形成大规模科学引文

网络。这种引证文化的形成和分析技术条件的便利

性，也直接推动了引文分析理论的不断成熟，在一定意

义上已成为现代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根

基［１］。

　　但是有关引文分析理论的争议也不少，例如在引

用次数分析研究中就存在着分歧。引用次数分析在文

献计量学的发展中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如 ＳＣＩ或
ＪＣＲ使用影响因子来对科学期刊进行排序，这些指标

被广泛应用，对科学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许

多学者提出，引用次数分析存在缺陷，如把所有的引用

看成是同等的，不考虑引用动机等。学者也提出了一

些新的算法，如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２］、ＦｕｔｕｒｅＲａｎｋ［３］等，但这些

方法始终是基于引文著录进行相对宏观的分析，无法

深入施引文献内部进行更细致的研究。随着文本挖掘

技术的提升以及全文本获取的可行性，目光敏锐的学

者提出了引文分析的新思路———从对引文著录信息进

行分析转向对施引文献全文信息进行分析，从而揭开

了引文分析的新篇章。

　　Ｋ．Ｓｕｇｉｙａｍａ等把引文分析分为两种类型：基于引

文著录的传统引文分析（我们称为“引文著录分析”）

和基于全文信息的引用内容分析［４］。当前，引文著录

分析的研究正如日中天，引用内容分析的研究也正在

成为人们的研究热点。两者有何区别和联系？为什么

有学者说引用内容分析是引文著录分析的有力补充？

引用内容分析的发展前景与方向如何？为了回答这些

问题，本文将首先对引文著录与引用内容的相关概念

进行分析，然后对二者进行多角度的比较，旨在引起国

内学者、出版商、图书馆、信息服务部门等相关人员和

部门对引用内容相关研究的关注，促进引文分析理论

和实践的全面发展。

１　引文著录与引用内容的概念

１．１　引文著录与引用内容的含义

　　引文著录属于文献著录，它是按一定的著录规则，
通过对引文文献的内容特征和外表特征进行客观描述

的过程，目的在于准确地揭示和反映被引文献的基本

信息。文献著录一般包括文献的作者、机构、标题、关

键词、摘要、期刊、年份等信息。在现代学术论文写作

中，著录参考文献是作者的法律义务，已成为论文或著

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基本要求是准确性和规范化。

引文著录通常位于正文末尾，文中所引用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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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按照一定的规则逐行列出。

　　与引文著录相比，引用内容的概念还在发展之中，
还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统一的定义。在现代学术论文写

作中，参考文献在施引文献正文中也会被标识和体现，

如许多英文期刊中的（作者、年份）标记、中文期刊中

的上标序号等。早期Ｈ．Ｓｍａｌｌ等将引用内容定义为参
考文献及其标识周围的文本内容［５］。随着研究的深

入，有学者从语句的数量角度界定引用内容的文本范

围，如Ｑ．Ｍｅｉ等认为引用内容是引用标签周围的５句
话：包含引用标签的一个句子、包含引用标签的句子前

面的两个句子和后面的两个句子［６］。综合来看，笔者

认为，参考文献标识周围与参考文献相关的文本内容

就是引用内容。这些内容不仅表征施引文献引用了参

考文献，而且包含了该参考文献被引用时的详细信息，

包括在施引文献中的位置、引用主题、引用动机等。这

些信息告诉我们该参考文献为什么被引用、哪些方面

被引用、在什么位置被引用、对施引文献的作用等，而

这些是无法从引文著录信息中得到的。

１．２　引文著录与引用内容的相互关系
　　引文著录与引用内容都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特征，
也是合理有效地进行科学交流的必要部分。两者都是

把施引文献和参考文献联系起来，体现了施引文献和

参考文献之间的引用与被引用的关系，也体现了论文

在学术上的承续关系；反映出论文作者的科学态度与

品质，也反映出论文本身的学术内涵和价值，有着重要

的学术价值和情报价值。

　　从在施引文献中的体现来看，两者相互依存。引
文著录中有某个被引文献的著录信息，则在正文中一

定会有关于此文献的引用内容；正文中有某个被引文

献的引用内容，则此文献也会在引文著录中被列出。

从二者所包含的信息分析，如果说引文著录是对被

引文献的宏观信息进行描述，则引用内容就是对被

引文献的具体被引内容从微观层面进行描述。引文

著录信息只是展示一篇文献引用了另一篇文献，引

用内容信息则具体展示施引作者引用该文献时的行

为和动机，即为什么引用，如何引用，引用的功能是

什么，等等。

２　引用内容分析与引文著录分析的比较
　　引文著录分析就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
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对科技期刊、论

文、著作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用或被引用现象进行分

析研究，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达到评价、

预测科学发展趋势的目的［７］。例如，通过被引次数评

价论文和期刊的学术影响力，通过引文网络揭示学科

的联系和发展，通过引文反映出的主题相关性揭示科

学的结构和进行文献检索等。

　　引用内容分析主要是对施引文献中的引用内容展
开的研究，包括引用视角下的引用频次分析、引用位置

分析和引用内容文本分析，并借助传统引文分析等理

论方法，深入揭示引用动机、引用功能和引用行为规

律［８］。

　　引文著录分析与引用内容分析都属于引文分析的
范畴。引用内容分析是在引文著录分析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方面

是互通的。比如二者都是研究被引文献与施引文献之

间的关系，都是试图挖掘引用行为中的规律性，都是采

用定量分析和可视化分析等［９］。但是，两者还是有本

质区别的，即分析的对象不同。引文著录分析是基于

施引文献文后的参考文献，引用内容分析是基于施引

文献的全文信息。本文将从引用频次的计算、引用极

性的分析、引用动机的分析、引文网络中文献之间的关

系、应用发展等５个深层次的角度将二者进行比较。
２．１　关于被引频次计算的比较
　　引文著录分析默认被引文献在引文著录中出现的
次数即为其被引频次。因此，引文著录分析中，被引频

次计算是基于文章末尾的参考文献，某一引文的被引

频次是著录数据中该参考文献出现的次数，如出现一

次计为一次被引。

　　而引用内容分析则认为被引文献在施引文献中实
际出现的次数为其被引频次。引用内容分析中，其分

析的基础是施引文献的全文，而并非只有参考文献著

录。在现代科学论文写作中，一篇文献可以在施引文

献中多处被引用，同时，一个位置也可以引用多篇文

献。所以，引用内容中的引用频次是计算引文在施引

文献全文中实际出现的次数。

　　文献统计研究表明，对学术做出较大贡献学者的
成果被引用的次数也较多［１０］。Ｙ．Ｄｉｎｇ等研究也指出
文献的被引用次数不仅是文献作者研究该学科量的表

现，也是作者被一个研究领域认可高低的表现［１１］。若

作者对一篇引文是支持态度，则文献被引用的次数越

多，说明施引作者对其内容的支持程度越大；也可以说

一篇引文在施引文献中出现次数越多，则其对施引文

献的作用更大。引文著录分析中的被引频次计算不考

虑被引文献在全文中实际被引用的次数，无论被引文

献在全文中实际被引用多少次，只要在参考文献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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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一次即认为被引频次为１。很显然，从评价影
响力的角度来讲，引用内容分析中的被引频次计算方

法更合理。如 Ｗ．Ｒ．Ｈｏｕ等基于引文在文献中的实
际引用次数来评价论文的科学贡献，得出了更合理的

评价结果［１２］。

２．２　关于引用极性的比较
　　“引用极性”被定义为作者对所引用内容的态度
或情感倾向，一般包括正向、负向、中立３种［１３］。引文

著录分析假设最好的作品才会被引用，因此被引用的

参考文献都是优质文献。显然该理论是一种理想的状

态，与现实情况存在着很大差距，因为引用行为不仅是

对相关工作的认可，事实上也受很多非科学因素的影

响，呈现出高度复杂的特征［１４］。有些引用是积极正向

的，表示施引文献作者对引用内容的肯定和继承；有些

引用则是负向的，表示施引文献作者对引用内容的批

评和否定。引文著录分析只是对著录信息进行宏观

的分析，因而无法识别出作者的具体的引用态度。

也就是说，引文著录分析在科学评价中，只关心引用

次数，而不考虑引文的引用极性。这也是引文分析

在进行科学评价时饱受争议的原因之一。研究表

明，不完整、错误或有争议的论文有更高的被引用次

数［１５］。这可能对新研究人员产生不正当的激励，他

们可能为了获得更高的引用次数而发表不完整或错

误的文章［１６］。事实上，这又会影响著名期刊的质量，

因为它录用有争议的文章有利可图，可以增加期刊

的总的被引用次数。

　　引用内容分析则能够对被引文献进行引用极性
的分类，即深入施引文献内部，借助自然语言处理为

基本处理手段的文本倾向性分析，将正向的、负向的

和中立的引用区别开来。在对文章进行影响力评价

时，不仅考虑被引用的次数，而且考虑引用极性，将

中立或负向的引用赋予较小或负的权重，从而使得

评价结果更真实全面［１７］。因此，引用内容分析为更

科学全面地评价学术影响力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Ｄ．Ｋｌｅｉｎ和 Ｃ．Ｄ．Ｍａｎｎｉｎｇ在２００３年应用斯坦福最
大熵分类器标识了句子长度为１、２和３的引用内容，
分析了引用极性，并向科学界提供他们的注释语料

库（见表１）［１８］。Ｍ．Ｈ．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利用引用内容，对组
织学习领域中的一篇经典文章进行了综合评价，结

果包括这篇文章具体的哪些知识被人们所引用，哪

些知识对以后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以及哪些知识被人

们所批判，而这些评价结果是无法单纯通过引用频

次来揭示的［１９］。

表１　可用语料库中引用极性的分类

语料库 引用内容个数 正向 负向 中立

ＤＦＫＩ １７６８ １９０ ５７ １５２１

ＩＭＳ ２００８ １８３６ １７２ －

ＣＩＴＤ ８７３６ ８２９ ２８０ ７６２７

２．３　关于引用动机分析的比较
　　引用动机是指作者在添加一条参考文献时的目的
或意图，反映了被引文献的功能和对施引文献的作用。

引文分析的前提是引用规范、动机正确，而实际情况是

引用行为动机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使得引文分析的可

行性大打折扣。２０世纪下半期开始，众多学者关注于
此领域。目前，传统的引文著录分析中，引用动机的分

析方法主要分为两种：①背景与内容分析法。主要通
过研究者对特定论文集的参考文献进行分类，分析施

引文献的内容达到对引文特征分析的目的。例如在

１９７５年，Ｍ．Ｊ．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和 Ｐ．Ｍｕｒｕｇｅｓａｎ使用自建分类
表，对发表在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的《物理评论》上的３０篇
论文的７０６条参考文献进行了分类［２０］。②问卷调查
与访谈法。通过直接调查了解作者引用文献的动因。

例如Ｔ．Ａ．Ｂｒｏｏｋｓ归纳了引用理论模型，总结出７种引
用动机，对２６位学者在近期发表论文的参考文献动机
进行了问卷调查［２１］。这些人工判别的方法主要是基

于案例样本的小范围的人工统计，一方面没有统一的

分类标准，主观性太强；另一方面也无法自动将单个引

用与引用动机对应起来。

　　随着文本挖掘技术的提升以及全文本获取的可行
性，对文献全文的分析越来越多，引用动机的分析也因

此获得了新的研究方法。引用内容分析中引用动机分

析的基本思路是深入施引文献全文，运用计算机科学

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分析引文在施引文献中所

处的位置、被引用的次数、引用内容中的语义信息等，

对引用功能进行自动分类与识别。研究主要集中在３
个方面：①使用不同引用功能分类方案人工标注语料；

②自动标注来自训练数据的语料；③定义能实现最好
分类结果的特征［２２］。表２列出了目前国外学者在此
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

　　从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引用的动机确实存
在巨大的差异，虽然采用的算法和分类标准等不同，分

类结果也因而有所不同。与人工分类方法相比，这种

基于大量数据的定量分析的自动化方法，不仅能够更

客观地揭示论文被引用的原因，提高引用功能分类的

精度和准度，而且能够自动识别单个引用的引用动机。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未形成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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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标准，但这为弥补引文著录分析的重大缺陷打下

了基础：在进行科学评价时，不仅考虑被引频次，还考

虑引用的动机，实现将引用动机定量分析，将不同的引

用功能赋予不同的权值，从而得到更全面准确的评价

结果。

表２　引用功能分类条目

作者 分类个数 分类条目

Ｓ．Ｔｅｕｆｅｌ等［２３］ １２ 被引文献方法的缺点；不好的对比或比较；目标方法的对比或比较；结果的对比和比较；两种被引方法的对比；被引

文献工作的客观描述；作为研究起点的引用；工具、数据、算法；对引用工具、算法、数据的改进；对文章所使用方法

的支持；与作者的工作相似；与作者的工作相互支持

Ｃ．Ｄｏｎｇ等［２４］ ４ 研究背景；基本概念；方法原理；比较

Ｍ．Ｌｉａｋａｔａ等［２５］ １１ 假设；动机；目标；目的；背景；方法；实验；模型；观察；结果；结论

Ｘ．Ｌｉ等［２６］ １２ 根据；确证；发现；正面；实用性；重要的；标准的；补充的；对比；共引；中立的；反面的发现

Ｐ．Ｃｉａｎｃａｒｉｎｉ等［２７］ １３ 赞成；对作者的引用；权威引用；数据源引用；证据引用；元数据文件引用；潜在解决方案引用；推荐文献引用；相关

的引用；证实；纠正；批评；嘲笑

Ａ．Ｄ．Ｉｏｒｉｏ等［２８］ ７ 作为信息的引用；方法引用；结论引用；研究背景；讨论；作为相关信息的引用；证实

２．４　关于引文网络中文献之间的关系的比较
　　引文网络分析是引文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引文

与引文之间的相关网络体现了文献内容的相似性。传

统的引文网络中，每篇文献被看作一个节点。基于引

文著录的引文网络分析认为，每个节点之间的关系是

平等的，也就是说，两文献若共被引或耦合，则两文献

内容相关，且相关度是同等的。在计算共被引或耦合

关系时，是对参考文献的著录信息进行统计。两篇文

献同时出现在另一篇文献的参考文献著录信息中，这

两篇文献就有一次共被引关系；两篇文献的参考文献

著录信息中出现了同一篇文献，则这两篇文献就有一

次耦合关系。

　　然而，引文网络中节点之间的关系并非都是平等

的。研究发现，从引用在施引文献正文中所处的位置

来看，两篇文献共被引的距离越小，则它们的共被引关

系越紧密；从两篇文献具体被引用的内容来看，两篇文

献共被引的内容越相似，则它们的共被引关系越紧

密［２９］。基于此，引用内容分析考虑从全文结构入手，

从引用位置及引用内容的相似性的角度，来揭示文献

之间由共被引或耦合关系而产生的相关性。一些学者

在此方面做了探索性应用研究，如刘盛博等将共被引

关系划分４个层次，分别是句子层次共被引、段落层次

共被引、章节层次共被引和文章层次共被引，并提出一

种基于引用内容相似度的共被引关系权重计算方法，

将共被引位置与内容相结合，使共被引关系权重更具

客观性和准确性［３０］。赵蓉英等构建了基于位置的共

被引分析方法框架，并通过实证探究，发现基于位置的

共被引分析方法能够提升共被引聚类的效果［３１］。

　　可以看出，基于引文著录的引文网络分析中，共被
引或耦合的频次的计算主要依据引文著录数据，而每

个引文本身的内容是不考虑的。与其相比，基于引用

内容的引文网络分析则更多地关注引用内容的内部属

性，将引用的位置以及引用内容的相似性等信息考虑

进来，提升了共被引或耦合的分析效果，从而更加全面

地揭示科学技术发展的特征。

２．５　引文著录分析与引用内容分析发展的比较
　　传统的基于引文著录的引文分析经过几十年的发

展，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被

广泛应用于科学知识评价、学术研究动态变化和科学

发展模式的揭示等［３２］。

　　近１０年来，随着研究数据和信息处理技术等条件

的成熟，特别是数据挖掘技术、文本分析技术等的发

展，引用内容分析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理论和实

践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重要原因是：引用内

容分析较引文著录分析而言，研究方法更为复杂，研究

数据获取更为困难。

　　（１）研究方法方面。引文著录分析主要运用各种
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

方法，其核心基础是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具体方法主要

有图论、模糊集合、数理统计和逻辑思维方法等。这些

传统的引文著录分析方法已相对成熟。“从普赖斯、加

菲尔德到斯莫尔，已确立起日臻完备的引文分析理论

与方法，构成科学计量学的基础与主流，在一定意义上

也可以说在科学计量学中已形成一门成熟的分支学

科———引文分析学，现代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都

构筑在引文分析学的根基之上”［１］。引用内容分析则

在引文著录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借鉴内容分析法，对引

用内容进行分析。引文内容包含丰富的引用信息和行

为信息，所以，引用内容分析在传统引文分析方法基础

上，还要用到文本挖掘、自然语言处理、情感分析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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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化分析等。这些关键工作的相关技术还有待突破，

如引用内容识别中的机器学习算法、引用功能分类和

内容识别中的自然语言处理和情感分析等技术还处于

探索阶段。

　　（２）研究数据获取方面。引文著录分析主要对文
献的参考文献著录信息进行分析，而目前关于论文的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都有明确的规定，都有相应的说明

与规范化的要求，所以引文著录分析的数据基础规范

化程度高，数据客观，易于分析和处理。而引用内容分

析是对全文信息进行分析，全文的数据格式要求必须

是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文本格式，这在当前技术条件下

受到一定的限制［９］，虽然有些数据库提供全文信息，但

并没有引用内容的检索功能。相关技术方法的实验语

料库的建立任务艰巨，需要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专家

意见和对所有文献进行查阅标注［２２］。这使得引用内

容分析的相关研究受到限制，应用也仅限于初步的探

索。

３　结语
　　引文著录分析因为把所有的引用看成是同等的、
不考虑引用目的和引用倾向、不对引用文献的质量加

以区分等而饱受争议。全文信息获取的可行性以及数

据挖掘和文本分析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引用内容分析

的兴起，使得引文分析获得了新的发展思路。

　　引用内容分析与引文著录分析在研究对象、研究
目的、研究方法等方面是互通的。但是，与引文著录分

析相比较，引用内容分析的优势主要表现在：①引用内
容中的引用频次是计算引文在施引文献全文中实际出

现的次数，这在评价影响力方面更合理；②不仅考虑被
引用的次数，而且考虑引用极性，使得评价结果更真实

全面；③深入施引文献全文，运用计算机科学和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实现对引用动机进行自动分类与识别；

④引用内容分析更多地考虑引用内容的内部属性，从
而提升引文网络分析的效果，更加全面地揭示科学技

术发展的特征。

　　总之，引用内容分析寻求从全文的角度来修补和
改进引文著录分析中的缺陷，比如，在对一篇文章进行

评价时，不仅考虑被引频次，还考虑引用极性和引用动

机。基于引用内容的评价指标可以作为传统论文评价

指标的辅助，从而更全面准确地评价论文。可以说，引

用内容分析是引文分析的深化和拓展，是引文著录分

析的有力补充。当前研究者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

充足的语料库来进行研究，因而相关的技术和方法不

能够很好地被检验，这使得引用内容分析的理论和实

践研究受到限制，未来研究应该努力在此方面进行突

破。

参考文献：

［１］刘则渊，陈悦，侯海燕．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ＬＩＪ，ＷＩＬＬＥＴＴ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ａｎｋ：ａＰａｇｅＲａｎｋ?ｂａｓｅ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ｏ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Ａｓｌｉｂ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Ｂｉｎｇｌｅｙ：ＥｍｅｒａｌｄＧｒｏｕｐ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０９：

６０５－６１８．

［３］ＳＡＹＹＡＤＩＨ，ＧＥＴＯＯＲＬ．ＦｕｔｕｒｅＲａｎｋ：Ｒａｎｋ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ｂ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ｆｕｔｕｒｅＰａｇｅＲａｎｋ［Ｃ］／／Ｓｉａ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Ｔｒｉｅｒ：ＤＢＬＰ，２００９：５３３－５４４．

［４］ＳＵＧＩＹＡＭＡＫ，ＫＵＭＡＲＴ，ＫＡＮＭＹ，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ｃｉｔ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ｕｓｉｎｇ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ＩＥＥＥ，２０１０：６７－７２．

［５］ＳＭＡＬＬＨ．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２，７４（３）：２８７－３１０．

［６］ＭＥＩＱ，ＺＨＡＩＣＸ．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ｉｍｐ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

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Ｌ２００８．Ｔｒｉｅｒ：ＤＢＬＰ，

２００８：８１６－８２４．

［７］邱均平．文献计量学［Ｍ］．北京：科技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

［８］刘盛博，丁，张春博．引文分析的新阶段：从引文著录分析到

引用内容分析［Ｊ］．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５（３）：２５－３４．

［９］胡志刚．全文引文分析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１０］罗式胜．文献计量学概论［Ｍ］．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１］ＤＩＮＧＹ，ＺＨＡＮＧＧ，ＣＨＡＭＢＥＲＳＴ，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ｃｉｔａ

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５１

（９）：２２４４－２２４８．

［１２］ＨＯＵＷＲ，ＬＩＭ，ＮｉｕＤＫ．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ｘｔｓ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ｌｉｓｔ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ｎ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Ｊ］．Ｂｉｏｅｓｓａｙｓｎｅｗｓ＆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３（１０）：７２４－７２７．

［１３］ＳＭＩＴＨＬＣ．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ｒｅｎｄ，１９８１，３０（１）：８３

－１０６．

［１４］祝清松，冷伏海．引文类型识别研究进展［Ｊ］．图书情报知识，

２０１３（６）：７０－７６．

［１５］ＲＡＤＩＣＣＨＩＦ．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ｂａ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ｐａｐｅｒｓｃｒｉｔｉ

ｃｉｚｅｄｉｎ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ｈａｖｅｈｉｇｈ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

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２，２（２）：８１５．

［１６］ＭＡＲＤＥＲＥ，ＫＥＴＴＥＮＭＡＮＮＨ，ＧＲＩＬＬＮＥＲＳ．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ｏｕｒ

ｙｏｕｎｇ［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２０１０，１０７（５０）：２１２３３．

［１７］ＡＢＵＪＢＡＲＡＡ，ＥＺＲＡＪ，ＲＡＤＥＶＤ．Ｐｕｒｐｏｓｅａｎｄ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ｃｉｔａ

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ＮＬＰ?ｂａｓｅｄ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ＮＡＡＣＬ?ＨＬＴ．Ａｔｌａｎｔ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４１１



赵蓉英，王建品．引用内容分析与引文著录分析的比较研究［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７，６１（１０）：１１０－１１５．

２０１３：５９６－６０６．

［１８］ＫＬＥＩＮＤ，ＭＡＮＮＩＮＧＣ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ｕｎｌｅｘｉｃａｌｉｚｅｄｐａｒｓｉｎｇ［Ｃ］／／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４１ｓｔ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ｔｒｏｕｄｓｂｕｒｇ：ＡＣＬ，２００３：

４２３－４３０．

［１９］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ＭＨ，ＳＵＮＹＴ．Ｗｈａｔｈａｖ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ｆｒｏｍ

ＷａｌｓｈａｎｄＵｎｇｓｏｎ（１９９１）？Ａ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ｔｕｄｙ［Ｊ］．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１０，４１（２）：１３１－１４５．

［２０］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ＭＪ，ＭＵＲＵＧＥＳＡＮＰ．Ｓｏｍ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ｎ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５，５（１）：

８６－９２．

［２１］ＢＲＯＯＫＳＴＡ．Ｐｒｉｖａｔｅａｃｔ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ｉｔｅｒ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５，３６（４）：２２３－２２９．

［２２］ＡＬＶＡＲＥＺＭＨ，ＳＯＲＩＡＮＯＪＧＭ．Ｓｕｒｖｅｙａｂｏｕｔ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ａｓｋ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２２（３）：３２７－３４９．

［２３］ＴＥＵＦＥＬＳ，ＳＩＤＤＨＡＲＴＨＡＮＡ，ＴＩＤＨＡＲ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ｌａｓｓ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６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ｔｒｏｕｄｓ

ｂｕｒｇ：ＡＣＬ，２００６：１０３－１０．

［２４］ＤＯＮＧＣ，ＳＣＨ?ＦＥＲＵ．Ｅｎｓｅｍｂｌｅ?ｓｔｙｌｅＳｅｌ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ｏｎ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ｉａｎｇＭａｉ：Ａｓｉ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１：６２３－６３１．

［２５］ＬＩＡＫＡＴＡＭ，ＳＡＨＡＳ，ＤＯＢＮＩＫＳ，ｅｔａｌ．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ｚｏｎｅｓ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ｔｗｏｌｉｆ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２８（７）：９９１－１０００．

［２６］ＬＩＸ，ＨＥＹ，ＭＥＹＥＲＳＡ，ｅｔａｌ．Ｔｏｗａｒｄｓ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ｎａｔ

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Ｈｉｓｓａｒ：ＲＡＮＬＰ，２０１３：４０２－４０７．

［２７］ＣＩＡＮＣＡＲＩＮＩＰ，ＩＯＲＩＯＡＤ，ＮＵＺＺＯＬＥＳＥＡＧ，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ｎｇ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ｉＴ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ｉｓｓｕｅｓ［Ｃ］／／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ｗｅｂ：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２０１４：５８０－５９４．

［２８］ＩＯＲＩＯＡＤ，ＮＵＺＺＯＬＥＳＥＡＧ，ＰＥＲＯＮＩ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ａｕｔｏｍａｔ

ｉ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Ｍｏｎｔｐｅｌｌｉｅｒ：Ｓ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２０１３：６３－７４．

［２９］ＥＬＫＩＳＳＡ，ＳＨＥＮＳ，ＦＡＤＥＲＡ，ｅｔａｌ．Ｂｌｉｎｄｍｅｎａｎｄ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ｓ：

ｗｈａｔｄ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ｔｅｌｌｕｓａｂｏｕｔ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５９（１）：５１－６２．

［３０］刘盛博，张春博，丁．基于引用内容与位置的共被引分析改进

研究［Ｊ］．情报学报，２０１３，３２（１２）：１２４８－１２５６．

［３１］赵蓉英，郭凤娇，曾宪琴．基于位置的共被引分析实证研究［Ｊ］．

情报学报，２０１６，３５（５）：４９２－５００．

［３２］ＨＥＹＴ，ＴＡＮＳＬＥＹＳ，ＴＯＬＬＥＫ．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

［Ｍ］．潘教峰，张晓林，译．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作者贡献说明：

赵蓉英：指导论文撰写；

王建品：查阅文献，撰写论文并修改。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ＺｈａｏＲｏｎｇｙｉｎｇ　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ｐ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ｔａｉｍｅｄａｔａｒｏｕｓｉｎｇ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ｔａｆｆａｎｄ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ｒｏｍｆｉｖｅａｃｃｅｐｔｓ：ｃｉｔｅ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ｔ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ｅａｄｖａｎ
ｔａｇｅｓｏｆ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ｓｍｏ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

５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