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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基本科学指标的主要模块、数据处理规范及数据入选标准，并对其具体应用作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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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以下同称 ESI)是 

美国费城科学情报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以下简称 

ISI)。研究服务组。2001年推出的定量化程度极高的数据库。它 

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文献弓l证分析环境 ，是定量地评估科学研究水 

平的重要研究工具。它通过 ISI Web of Knowledge提供服务，是 

ISI网络集成服务平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ESI的结构 

1．1 ESI的主要模块 ESI的内容均派生于 ISI的数据库，包 

括引文捧位(Citation Rankings)、高被引论文(Most Cited Papem)以 

及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三大主要模块。其中引文排位模块 

包括高被引(most cited)作者、机构(大学、公司、政府研究机构)、 

国家和期刊捧位表，高被引论文模块包括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 

列表 ，引文分析模块包括基线(baseline)和研究前沿列表。 

除了上述的 3个主要模块之外 ，ESI还提供其它内容，包括： 

通过对数据分析的导引与诠释的编辑简评来强化 ESI提供的各 

种表格和数据集；对被选的研究领域给予了特别关注、被称为。特 

殊话题。的编辑点评。下文对这些模块分别予以介绍。 

1．1．1 科学家捧位。被引频次是同行认知(peer recognition) 

的一种形式．通常反映的是科研群体对于科学家的依赖程度。甚 

至可以说，高被引科学家形成科研群体的实质核心。许多高被引 

科学家以荣誉奖项的方式获得同行认知。ESI根据科学家论文被 

引频次的总和对科学家进行排位。依据总被引频次，捧位科学家 

属于前 1％范围以内。 

1．1．2 机构排位。科学研究是在科研机构之 内进行，因而 

对于与研究机构有关系的科研人员的认知就反映在研究机构的 

整体声誉当中。通过合计研究机构层级的出版物与引文频次，可 

以衡量机构产出与机构声誉。ESI根据各机构论文的被引频次的 

总和对机构进行捧位。依据总被引频次，捧位机构属于前 1％范 

围以内。 

1．1．3 国家排位。如同出版与引文活动所衡量的，各国科 

研成就的水平参差不齐，科研成就的分布是不平衡的。一个国家 

的科研活动水平 ，大致上与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或者其它 

经济产出的能力有关联。进行单篇论文被引频次的国家比较有 

助于纠正国家规模与论文产出上的差异。ESI根据各国论文的被 

引频次的总和对国家进行排位。依据总被引频次，排位国家属于 

前 50％范围以内。 

1．1．4 期刊排位。同样地 ，期刊在声誉及影响方面存在差 

册  

异，这反映在期刊的被引频次上。ESI提供了长期的期刊引文捧 

位。我们还可以通过查询 ISI出版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 

tatlon Reports，JCR)与短期引文行为进行比较。ESI根据期刊发 

表论文的被引频次的总和对期刊进行捧位。依据总被弓l频次，捧 

位期刊属于前 50％范围以内。 

1．1．5 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s)。ESI根据论文的被 

引频次 ，选择靠前的 1％范围内的论文形成高被引论文列表。一 

般地，论文的被引频次的高峰出现在论文发表后的第 2～4年，某 

些论文则被持续引用多年。少数文献有着延迟的认知。模式上 

差异很大，这与论文的形式、所属领域以及所报道的发现的性质 

有关。例如 ，报道发现的论文的被引频次上升很快，随着其它文 

献对发现的进一步阐述，其被引频次也会很快下降。而报道方法 

与技术的文献的被引频次则随着方法与技术的传播以及用途的 

证实逐渐上升。ESI设定了相对于特定领域与年份的不同的被引 

频次标准，保证入选的论文在相应的领域和年份里，其被引频次 

属于靠前的 1％范围以内。 

1．1．6 热点论文。热点论文指的是与相同领域与出版年的 

其它论文相比，出版后很快就有高被引频次的论文。热点论文的 

选择也是基于一定的条件。但是选择的时间段相当短．亦即，论 

文的出版年龄不能超过2年，而且是在当前的2个月里被引。这 

意味着论文必须在很近的一段时间里得到关注。每一领域及时 

间段都没定了入选条件，按照相应的条件，0．1％的论文得以入 

选。 

1．1．7 基线(BASELINES)。基线是横跨大的论文组的累积 

被引频次的测度，这些大的论文组具有一定被引频次。基线由 

。平均被引频次’和。百分点。两个表格组成。 

a．平均被引频次。ES I计算 1992～2002年共 l0年里每一年 

的平均被引频次．这基于从论文出版年到当前的被引累计数。平 

均值等于单篇论文被引频次之和除以论文总数。全部 10年的平 

均数在。all years’栏中给出。各单独学科领域以及全部学科领域 

的被引频次均被给出。物理学 1991年 l0．3的平均被引频次，含 

义是 ，物理学领域 1991年出版的论文从该年到现在平均每篇被 

引用 l0．3次。各领域(或者全部领域)的 l0年平均值可以被用作 

科学家、机构、国家以及期刊捧位表给出的单篇被引值的基线。 

独立年份的学科领域平均值可以用于进行该年份出版的论文的 

比较，无论这些文献属于ES I列出的高被引论文，还是来源于<科 

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1)的论文。 

b．百分点(percentile)。。百分点 。表示的是一个被引基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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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星准或者高于这一星准，论文的固定比例开始下降。百分比 

通常是 1％，用在这里表示按照被引频次排序的顶尖论文的固定 

比例。ESI选定 的学 科领域和 年份的百 分比数字有 0．01％、 

0．1％、1％和 10％。 

被引频次是高度倾斜的 ．许多论文并非频繁地被引，相对地， 

高被引论文仅占很少的一部分，这大概是一种铁定的分布规律。 

选择的方法之一是将论文按照被引频次降序排列，然后选择靠前 

的一定比例的论文。百分比表显示的是各领域、全部领域和各年 

份的4个不同的百分比标准的被引频次入选条件。例如 ，1993年 

航天物理学论文被引频次为44的入选条件，选出的是占 1993年 

航天物理学期刊出版的论文总数 1％的论文。 

1．1．8 研究前沿。科学研究区域 ，特别是那些学科发展 前 

沿的区域 ，特点表现在科学家之间紧密联系的模式上。模式以多 

种方式展现．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其中突出的是一个科学家 

对另一个科学家工作的引用。引用的形式反映了科学家如何在 

其他人工作的基础上达成自己目标的精心选择的过程。这种引 

文网络结构可以根据若千篇原创性成果的核心文献来描述某个 

特定研究领域的现状。 

在 ISI的基本科学指标中达成这一目标的工作成为。研究前 

沿分析。(RESEARCH FRONT ANALYSIS)。它是基于确定 5年 

时间段多学科范围内的被引频次高的论文，然后确定这些论文被 

共同引用的程度。即是．在给定论文的脚注或者参考文献中，对 

某一条目的引用是否伴随着对另一高被引条目的引用。这用于 

确定两篇高被引论文的同被引频次。 

1．1．9 In—Cites。除各种排位以及其它计量数据外 ，ES I还 

为我们提供定期更新的编辑点评材料的选本。这包括 In r Cites， 

一 种收录与 ES I收录的各数据类型有关的述事与述评的文集。 

在专为 ESI所写的以述事和原始述评为特色的访谈栏目里．科学 

家们讲述有关他们的高被引论文的幕后花絮。以及关于他们所在 

领域的应用展望以及其它未来发展的述评。此外，。特写。(feature 

articles)还指出新兴(emerging)的学科领域、高被引研究机构、不同 

国家的研究状况、具有高影晌因子的期刊以及其它的话题。 

1．1．10 特殊话题(special topics)。特殊话题基于对选定的 

专题领域内文献的分析 。对该领域给予深度地审视。点击某一给 

定话题，将会唤出有关该话题的数据 ，这些数据包括领域的成长、 

该领域的高被引论文、科学家、研究机构以及国家等方面。特殊 

话题代表的是一种较窄的文献标准。ES I采用一种联合词汇检索 

和研究前沿分析结合的方法来确定话题。 

1．1．1l <科学观察)(Science Watch)。ES I也包含一年前的 

<科学观察)的材料。<科学观察)是一种双月简报，特点是基于最 

近和最热的基础研究的引文分析。其典型内容是：选定领域的高 

被引科学家、机构排序。检视热点领域或者新兴领域，跟踪国家或 

者国际科研趋势。另一个特色是刊登国际顶尖科学家的访谈录。 

每一期包括生物学、医学、物理学以及化学的十大热点论文，这些 

热点论文在出版两年内。在最近的 2个月里有着相当高的被引频 

次。每一列表都伴随专家述评。 

1．2 ES I数据处理的规范 ESI处理的数据仅限于 ISI索引的 

期刊论文。图书、图书的章节以及未被 IsI索引的期刊论文 ，无论 

是以出版计数而言还是以引文计数而言，均不被考虑在内。数据 

每 2至 4个月更新一次。 

嫡 

I 2 I 论文及被引频次与作者、机构、国家或期刊的关系。 

按照 ESI的解释，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一篇论文平等的归于所 

有作者 ，或者作者署名的机构、国家，或者出版该论文的期刊，该 

论文的被引频次亦平等地归于所有作者、机构、国家或者期刊。 

在 ESI的统计过程中，第一作者、第一作者所在的机构与其他作 

者以及他们所在的机构同等对待，并不会被加上特殊的权重。亦 

即，ESI不对第一作者和非第一作者进行区分。 

I．2 2 计数的时间段(被引频次、论文、单篇论文被引频 

次)。ESI计算被引频次的时间段是 10年，外加当前年度的实际 

月份(数据每 2～4月个更新一次)。这就意味着 ，任何在这一 l0 

+的时间段里的论文是在相同的时间段里被引用。对于热点论 

文而言。ESI用 2个月而不是 I2个月来计算热点论文的年龄。他 

们仅仅检视过去两年出版的论文。了解某些论文是否获得了非同 

寻常的被引频次。 

I．2．3 被计数的文献类型。前面已经提到，ES1只计算 ISI 

索引的论文。它将论文定义为常规科研论文、综述论文、会议论 

文以及研究札记，致编者信、更正以及文摘不被计算在内。 

1．2．4 包含的期刊。ES I计数基于一个分为 22大领域的 

ISI期刊集。按照期刊的唯一归类来定义这些领域。即任何一种 

期刊不可能在归入某个领域的同时又归入其它领域。跨学科领 

域(Muhidisciplinary field)包含诸如<科学)、<自然)之类的杂志。 

按照最新的规则，ESI对约 60种跨学科类杂志的具体文献按照它 

们的引文进行重新分类，其中近半数被归入具体的领域。 

2 ES I数据入选条件 

2．1 科学家／国家／研究机构／期刊排位 ESI科学家、研究机 

构、国家以及期刊排位基于 l0年期的高被引科学家、研究机构、 

国家以及期刊的被引频次．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对象才可以入选 

这一排位表中。为了表达学科领域间被引频次的差异，ESI对不 

同的学科领域应用不同的入选条件。按照各学科领域的入选条 

件。大致上各领域有相同比例的文献入选。对于科学家领域而 

言。这个比例是 1％。按照这一比例，每一个学科领域可以诠释出 

特定的被引频次标准。研究机构排位表的比例也是 1％。对于国 

家及期刊排位表，这个比例是 50％。表 l、表 2给出的是科学家 ／ 

国家 ／研究机构 ／期刊引文数入选条件 。以及各研究对象入选比 

例(由于篇幅所限，下面的表格仅给出部分学科的入选条件)。 

裹 1 科学家／国家／研究机构／M刊排位入选条件 

裹 2 科学家／国家／研究机构／期刊排位入选百分 比 

研究对象 入选百分比(％) 

科学家 

机 掏 

国 家 

期 千U 

l 

l 

50 

50 

2、2 高被引论文 在选择高被引论文的时候，同样也设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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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条件。不但有按学科领域的入选条件，而且还有按年份的入 

选条件。设定各年份的入选条件是为了表达新老文献之间可比 

性 ，对于每一领域及时间段 ，被选择的是前 I％的论文。表 3显示 

的是每一领域及相应年份与这一比例对应的被引频次入选条件。 

裹 3 1992年～2002年 12月膏披引论文入选条件 

学科领域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由于被引频次因学科领域的不同而不同，以及较老的文献的 

被引频次要多于近期的文献，高被引论文的选择首先是计算不同 

被引频次水平的论文数量，寻求每个领域及年份的分布状况 ，然 

后根据分布状况通过选定相同比例的论文来设定选择条件。 

特定领域与年份的被引频次标准应用于期刊集的所有论文 

以选择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条件基于被引频次的分布，它用于 

选定各领域和年份的特定的顶尖部分的论文。条件基于基线的 

。百分点’表格的。All Years’栏的数据。 

2．3 热点论文 前面在 1．6节里已经提到热点论文入选 条 

件。这里不作赘述。简言之，热点论文应当是在最近2年里出版。 

在当前2个月里有着异乎寻常的高被引频次。 

裹 4 2000年 12月～2002年 12月热点论文入选条件 

学科领域 2
—

00

l

1 2

—

00

2

1 2

—

00

3

1 2

—

00

4

1 2

～

00

5

1 2

—

00

6

1 2

—

00

l

2 2

—

00

2

2 2

—

00

3

2 2

—

00

4

2 2

—

00

5

2 2

—

00

6

2 

： ⋯s⋯，⋯，· ·。 s， 
化 学 

计算机科学 

工 程 

数 学 

物理学 

S 9 

4 35 

4 3 

3 3 

l3 8 

3 EsI的应 用 

虽然 ESI诞生的时间很短，但是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认知。 

这除了 ISI自身的推介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在于 ESI数据自身的 

特点和优势。它是定量地评估科学研究水平的重要研究工具，可 

以帮助我们分析各个研究领域中科学发现的影响和趋势，分析研 

究机构、国家和学术期刊在一定研究领域内的学术影响，辨析重 

大科学发现，评价科学行为，追踪重要科学进展，并有助于我们对 

国际科学文献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 

由于 IS1只提供数据。不对数据做分析和评价 ，用户在使用 

ESI时，就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也就是说，面对相同的数据 

集。用户可以作出不同角度的诠释、评价和分析，从而达到情报研 

究、科研评价的目的。在这一点上，ESI具有其它类型信息源所不 

具备的优点。 

国内外已经开始有机构利用它进行科研评价。基于研究近 

十年来物理学文献引证规律、为科研人员和科研决策人员提供科 

丽  

研与决策依据的目的，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在 ESI的基 

础上提取了与物理学有关的数据 1万多条，结合 ESI的重要内容 

和研究成果 ，按照文献引证的分析方法，对 1992年以来物理学文 

献的论文数量、引证数量进行统计与分析 ，形成《I992～2002年物 

理学发展态势》报告。通过这份报告，可以让科研人员了解在过 

去的十年里，物理学领域文献发表与引证的特点，从而间接了解 

不同的国家、期刊、机构乃至科学家在物理学发展过程中作用与 

贡献，也可从中比较差异、寻求热点。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新近完成的‘世界科学前沿(2002 

年)》也是一份基于 ESI的研究报告，它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世界 

科学前沿核心论文、国际一流 期刊以及全球高影响力科学家 

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在 2002年中连续推出多 

份基于ESI的数据统计分析报告，它们是：(c0国暨中国科学院的 

科学论文产出与科学影响力调查——以 ISI基础科学指标(ESI) 

的统计分析为例>、<国际地球科学与中国地球科学十年发展态势 

(1991～2001)——以 sCI和 ESI的统计分析为例>、‘国际生物科 

学学科发展态势>、<大地测量学国内外机构论文发表情况及学科 

发展态势>、‘国际及中国地球科学发展态势(2002年 4月数据分 

析报告)>、‘国际科学十年发展态势(1992～2001)——根据 2002 

年 5月ESI数据统计分析>、‘国际生物科学十年发展态势(1992～ 

2001)——根据2002年 5月 ESI数据统计分析>。这些报告分析 

了科学文献产出的学科分布、国家(地区)分布、年度变化，对中国 

和国际科学文献产出的学科分布、顶尖论文数量进行了比较。 

4 结束语 

由于 ESI诞生的时间较短。其数据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地研 

究，其价值也有待挖掘。笔者想强调的是。由于引文行为自身的 

特点，在分析被引频次的时候。必须认识到。ESI作为一种基于被 

引频次的分析工具。有着先天的局限性。‘自然>杂志 2002年 2月 

的一篇关于引文分析的专栏文章对于将引文分析用于科研评价 

的作用提出了质疑。认为引文分析。在外行人手里 ，完全是笨拙的 

工具 ，即便。在专家眼里，原始引文数据也常常包含错误’。此 

前，《自然)2OOO年 2月的一篇题为。对引文索引的依赖损害了生 

物多样性的研究’的读者来信 ，对于引文分析的滥用提出了批评。 

因此，我们建议 ，在使用 ESI的过程中。不要片面或者局部地看待 

任何数据。要注意与其它形式的分析与评价手段相结合。只有这 

样 ，才能真正地发挥 ESI数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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