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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学科的技术发展现状和水平可以通过该学科的期刊文献来反映。 通过对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枟探矿工程
（岩土钻掘工程）枠杂志刊登的论文情况进行统计，从一个侧面分析探矿工程行业期刊文献的现状，找出自身的不足
以及与其他学科专业期刊文献的差距，以提高探矿工程期刊文献的整体质量和水平，促进学科学术影响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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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科技文献是世界上重要的资源之一，是开展科

学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础。 科技文献对科学研究
和技术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２个方面：一方面，它
是科技成果发布和传播的载体，凡是世界上有用的
技术、人类的重大发明和创造，几乎全部都汇集在科
技文献中，可供全人类分享和利用；另一方面，它是
科技人员汲取知识和获得信息的源泉，任何科学技
术的发展都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

的，人们从记载有科技成果的文献中吸收养料，批判
地继承他人所积累的经验，避免重复别人的劳动，避
免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浪费，避免或少走弯路。 因
此，科技文献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剂，又是科学
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桥梁。 此外，科技文献还
是确认科技人员对某一项发明创造是否有优先权的

基本依据。［１］

传统的科技文献主要包括图书、期刊、报纸、专
利、标准、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科技报告、政府出版
物、产品样本资料等等，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

的发展，又出现了数据库、计算机程序、电子公告、磁
带数据库、光盘、磁盘等数字出版物和网络文献等文
献载体。
而在各种科技文献中，科技期刊文献以其独具

的特性已成为知识和成果生产、传播、扩散的核心媒
体，成为学科创新发展必须依重的知识资源。 与其
他类型文献相比，科技期刊文献主要具有以下特性：

（１）科技期刊作为一种连续出版物，在保持学
术研究连续性方面具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优势；

（２）与科技图书相比，它的出版周期短、内容新
颖，能及时反映科学技术和社会各方面的进展和状
况；

（３）与报纸相比，它的专业性强、信息量大，能
更集中、更详细地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便于
保存和查找；

（４）科技期刊传播科技知识和信息在时间和空
间上都能大大的延伸，从时间上，可以查找几年十几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知识，从空间上，可以打破国界，
使众多的读者同时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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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科技期刊一般都有一定的历史，形成了相
对固定的发行渠道和读者、作者群，所以一般具有较
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在科技人员的一生中，无论工作还是学习，都离
不开科技期刊文献的使用。 我们著名科学家卢嘉锡
先生曾形象地把科技期刊看成是科研工作的龙头和

龙尾。 因为，任何一项科研工作，几乎都是从查找以
科技期刊为主的科技文献入手，直至在期刊上发表
科研成果才算结束。

在第一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表彰及经验交流大

会上，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周平指出：“一个国家
的科技期刊的出版状况，是衡量该国科学技术与经
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２］

换言之，一个学科
的技术现状与发展水平可以通过这个学科的期刊文

献得以反映，因此，研究和分析某学科期刊文献的现
状，可以从一个侧面评价该学科的技术发展现状和
水平。

枟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枠杂志作为目前国
内创刊最早、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一本专门以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技术为报道内容的科技
期刊，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目前我国探矿工
程行业期刊文献的状况。 因此，笔者拟通过对“十
一五”期间枟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枠杂志刊登的
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探矿工程行业期刊文献的现状，
找出与其他学科期刊文献的差距，以提高探矿工程
技术人员对撰写和利用科技论文的重视，促进探矿
工程期刊文献质量的整体提高。

2　枟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枠期刊文献统计及分
析

以枟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枠杂志（以下简称
本刊）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 ５年内（不含增刊）所刊登的论
文（以下简称载文）１３４０ 篇为统计源，进行统计分
析。 涉及载文来源及作者的均以第一作者为统计对
象。 此外，本文统计数据是笔者根据现刊统计所得，
可能会与其他检索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有些出入，但
不影响对本刊文献的分析评价。
2．1　刊用率及发表时滞（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来稿及刊登情况

年份 来稿数量／篇 刊登数量／篇 刊用率／％ 发表时滞／月

２００６ w５３１ �２５８ ;４８ 腚腚畅６ ５ 侣侣畅６
２００７ w５６５ �２５３ ;４４ 腚腚畅８ ４ 侣侣畅８
２００８ w５４５ �３０３ ;５５ 腚腚畅６ ５ 侣侣畅５
２００９ w４８８ �２６４ ;５４ 腚腚畅０ ４ 侣侣畅８
２０１０ w４９８ �２６２ ;５２ 腚腚畅６ ４ 侣侣畅３

从表 １看出，本刊每年来稿量稳定在 ５００ 篇左
右，稿件的刊用率为 ５０％左右，说明稿源还算充足，
但要保证载文质量，笔者认为对于像本刊这类应用
性较强的技术类期刊，刊用率应该控制在 ４０％以下
比较合适。 发表时滞（从作者投稿到文章刊登的时
间）在 ５个月左右，如果约稿不计算在内，自然来稿
的发表时滞在 ６个月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2．2　栏目分布（见表 ２）

从表 ２ 可以看出，本刊载文涉及到矿产资源钻
探、石油天然气钻井、各类基础施工、地质灾害防治

表 ２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载文按栏目分布情况

栏目名称
２００６ 年

数量／篇 比例／％
２００７ 年

数量／篇 比例／％
２００８ 年

数量／篇 比例／％
２００９ 年

数量／篇 比例／％
２０１０ 年

数量／篇 比例／％
５ 年平均

／％

综述 ２９ Z１１ ee畅２４ ６ '２ 55畅３７ ４ 貂１   畅３２ ３ 侣１ 行行畅１４ ５ 悙１ 灋灋畅９１ ３   畅６０
钻探与钻井工程 ３４ Z１３ ee畅１８ ７８ '３０ 55畅８３ ７９ 貂２６   畅０７ ９１ 侣３４ 行行畅４７ １００ 悙３８ 灋灋畅１７ ２８   畅５４
钻掘设备与器具 ２１ Z８ ee畅１４ ３５ '１３ 55畅８３ ４４ 貂１４   畅５２ ３０ 侣１１ 行行畅３６ ３２ 悙１２ 灋灋畅２１ １２   畅０１
岩土工程 １２３ Z４７ ee畅６７ ８８ '３４ 55畅７８ ９７ 貂３２   畅０１ ９７ 侣３６ 行行畅７４ ８４ 悙３２ 灋灋畅０６ ３６   畅６５
非开挖工程 ８ Z３ ee畅１０ ６ '２ 55畅３７ １０ 貂３   畅３０ ５ 侣１ 行行畅８９ ９ 悙３ 灋灋畅４４ ２   畅８２
地质灾害与环境保护工程 １４ Z５ ee畅４３ ８ '３ 55畅１６ ２４ 貂７   畅９２ １５ 侣５ 行行畅６８ ９ 悙３ 灋灋畅４４ ５   畅１３
金刚石与磨料磨具工程 ７ Z２ ee畅７１ ４ '１ 55畅５８ ８ 貂２   畅６４ ８ 侣３ 行行畅０３ ５ 悙１ 灋灋畅９１ ２   畅３７
隧道与爆破工程 １９ Z７ ee畅３６ ２２ '８ 55畅７０ ３１ 貂１０   畅２３ １４ 侣５ 行行畅３０ １５ 悙５ 灋灋畅７３ ７   畅４６
安全与管理工程 ３ Z１ ee畅１６ ４ '１ 55畅５８ ５ 貂１   畅６５ １ 侣０ 行行畅３８ １ 悙０ 灋灋畅３８ １   畅０３
海外新知 ０ Z０ ee畅００ ２ '０ 55畅７９ １ 貂０   畅３３ ０ 侣０ 行行畅００ ２ 悙０ 灋灋畅７６ ０   畅３８
总计 ２５８ Z２５３ '３０３ 貂２６４ 侣２６２ 悙

等各个领域的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技术，其中
“钻探与钻井工程”、“岩土工程”、“钻掘设备与器
具”是本刊的报道重点，３个栏目文章数合计约占总
载文量的 ８０％。
图 １ 是各栏目载文数量的变化趋势情况，可以

看出，“钻探与钻井工程”栏目文章数量呈逐年上涨
趋势，这与近年来我国地质找矿工作的复苏、钻探工
作量逐年增加的形势相吻合。 ２０１０ 年“钻探与钻井
工程”栏目文章数量在近十几年来首次超过“岩土
工程”栏目文章数，表明探矿工程技术服务的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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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回到矿产勘探领域。

图 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各栏目载文数量的变化趋势

2．3　载文类型
图 ２为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载文中各类文章的比例

情况，其中 Ａ类为学术研究类论文，Ｂ类为实践经验
类论文，Ｃ类为技术管理类论文。 可以看出，本刊实
践经验类论文比例高达近 ７０％，学术研究类论文也
有相当比例，技术管理类文章较少，符合探矿工程专
业注重实践和实用性的特点。 为了提高科技期刊的
学术性，同时体现科技期刊以宣传先进技术和研究
成果为主要宗旨，近年来我们注重选登理论研究及
科研成果类稿件，从图 ３ 可以看出，近年来研究类的
文章比例逐年增长。

图 ２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载文类型比例

图 ３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载文类型变化趋势

2．4　基金论文比
基金论文比是指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

文的比重，是衡量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
图 ４为本刊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载文基金论文比情况，可
以看出，本刊载文基金论文比指标在逐年提高，但总
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

图 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载文基金论文比情况

2．5　引文（参考文献）情况
期刊中的引文（参考文献）是作者在研究和写

作过程中查阅的文献，引文数量的多少反映了作者
研究工作的全面性、广泛性。 本刊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载
文引文情况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载文引文（参考文献）情况

年份 刊登文章数
总引文数

／条
平均每篇文章
引文数／条

单篇文章最多
引文数／条

无引文文章情况

篇数 比例／％
单篇最多引文情况

２００６ �２５８ 葺６５８　 ２ QQ畅５５ ３０ 貂１０６　 ４１ ))畅０９ 第 ８ 期河海大学顾士坦博士的文章
２００７ �２５３ 葺５９４　 ２ QQ畅３５ １９ 貂１０５　 ４１ ))畅５０ 第 ５ 期中石油华北局刘永福的文章
２００８ �３０３ 葺８１１　 ２ QQ畅６８ １５ 貂９６　 ３１ ))畅６８ 第 １１ 期西安科技大学谷拴成教授的文章
２００９ �２６４ 葺１１６５　 ４ QQ畅４１ １０２ 貂３５　 １３ ))畅２６ 第 １１ 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杨枝博士的文章
２０１０ �２６２ 葺１３６０　 ５ QQ畅１９ １９ 貂６　 ２ ))畅２９ 第 ９ 期吉林大学赵江鹏博士的文章
平均 ２６８ 葺９１７ 弿弿畅６ ３ QQ畅４２ ６９ 汉汉畅６ ２５ ))畅９７

从表 ３ 可以看出：每篇文章的平均引文数呈逐
年增长趋势；无引文文章数在逐年减少；每年单篇最
多引文的作者多来自院校的师生。
2．6　载文篇幅（见表 ４）

从表 ４ 可以看出，本刊载文平均每篇文章的篇
幅逐年增加。 由于 ２００８ 年开始每期增加了一个印
张（１６页），所以虽然均篇字数逐年增加，并没有造

表 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载文篇幅情况

年份
文章总数

／篇
总页码
／页

平均每篇文章
页码／页

平均每篇文章
字数／字

２００６ 牋２５８ �７２５ oo畅４ ２ HH畅８１ ５６２３ &
２００７ 牋２５３ �７８２ oo畅０ ３ HH畅０９ ６１８２ &
２００８ 牋３０３ �９５０ oo畅１ ３ HH畅１４ ６２７１ &
２００９ 牋２６４ �９１３ oo畅１ ３ HH畅４６ ６９１７ &
２０１０ 牋２６２ �９３４ oo畅０ ３ HH畅５６ ７１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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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总载文量减少。 笔者认为，对于技术类期刊，本
刊目前的篇幅比较合适。
2．7　载文来源
2．7．1　按地域分布情况（见表 ５）

从表 ５ 看出，本刊载文来源地域涉及内地除西
藏外的所有省份，排序前列的多是相关研究院所和
大专院校所在地，或地勘单位较多的省份，经济较发
达的中东部地区省份多排序靠前，而欠发达的西部
地区省份相对靠后。

表 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载文来源按省份排序 ／篇

序号 省份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合计

１  河北 １９ m４４ 档３５ �３３ E３８ 崓１６９ *
２  北京 ３１ m３８ 档３０ �２２ E２８ 崓１４９ *
３  河南 ２１ m１６ 档２６ �２５ E２６ 崓１１４ *
４  湖北 ２３ m１５ 档２３ �２３ E１９ 崓１０３ *
５  四川 ５ m５ 档４６ �２２ E２０ 崓９８ *
６  山东 １７ m１６ 档１７ �７ E１４ 崓７１ *
７  陕西 ８ m１５ 档１６ �１１ E１６ 崓６６ *
８  吉林 １１ m８ 档１８ �１３ E１３ 崓６３ *
９  浙江 １２ m１２ 档１０ �１２ E１０ 崓５６ *

１０  湖南 ２０ m１１ 档６ �１１ E５ 崓５３ *
１１  辽宁 ８ m９ 档８ �７ E１０ 崓４２ *
１２  黑龙江 ８ m８ 档５ �６ E９ 崓３６ *
１３  广东 １４ m６ 档６ �５ E４ 崓３５ *
１４  广西 ８ m６ 档４ �１１ E４ 崓３３ *
１５  江苏 ６ m５ 档８ �８ E５ 崓３２ *
１６  江西 ４ m６ 档６ �７ E５ 崓２８ *
１７  福建 １２ m４ 档３ �６ E１ 崓２６ *
１８  上海 ５ m４ 档７ �６ E３ 崓２５ *
１９  天津 ４ m８ 档３ �３ E５ 崓２３ *
２０  内蒙古 ３ m４ 档６ �１ E５ 崓１９ *
２１  云南 ３ m３ 档４ �６ E２ 崓１８ *
２２  甘肃 ３ m１ 档４ �２ E５ 崓１５ *
２３  山西 ５ m２ 档３ �２ E１ 崓１３ *
２３  安徽 ３ m１ 档３ �２ E４ 崓１３ *
２３  贵州 １ m２ 档１ �５ E４ 崓１３ *
２６  新疆 ２ m２ 档２ �１ E１ 崓８ *
２７  宁夏 ０ m１ 档０ �４ E２ 崓７ *
２８  重庆 １ m０ 档１ �０ E３ 崓５ *
２８  青海 １ m０ 档２ �２ E０ 崓５ *
３０  香港 ０ m１ 档０ �１ E０ 崓２ *

2．7．2　按机构属性分布情况（见表 ６）

表 ６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载文来源按机构属性排序

序号
机构
属性

年　份
２００６ 耨２００７ 珑２００８ 葺２００９ 佑２０１０ 缮

合计

数量 比例／％
１ 蝌施工 １４８ 葺１４５ 佑１５９ 缮１４６ 靠１６３ 档７６１ 梃５６ ��畅７９
２ 蝌院校 ６３ 葺４９ 佑６１ 缮５９ 靠４４ 档２７６ 梃２０ ��畅６０
３ 蝌科研 １６ 葺３６ 佑６０ 缮４１ 靠３１ 档１８４ 梃１３ ��畅７３
４ 蝌管理 ２１ 葺１０ 佑９ 缮６ 靠１４ 档６０ 梃４ ��畅４８
５ 蝌制造 ６ 葺６ 佑１１ 缮７ 靠７ 档３７ 梃２ ��畅７６
６ 蝌其他 ４ 葺７ 佑３ 缮５ 靠３ 档２２ 梃１ ��畅６４

从表 ７ 可以看出，本刊载文超过半数来源于施
工单位第一线的工程技术人员，这与上述本刊载文
近 ７０％为实践经验类论文的情况相吻合。
2．8　载文作者
2．8．1　作者年龄情况（见图 ５）

从图 ５ 可以看出，３０ ～５０ 岁的作者占绝大多
数，所占比例超过了 ７０％。 这个年龄段的作者既是
生产、科研、教学工作的骨干，也有提升个人学术业
绩的需求。 ２０ ～３０ 岁年龄段的作者多有获取学位
的需求。

图 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载文第一作者年龄段分布情况

2．8．2　作者学历情况（见图 ６）

图 ６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载文第一作者学历情况

博士（后）、硕士学位的作者多来自院校和研究
院、所，本刊载文作者学历情况与探矿工程从业技术
人员的学历结构大体相符。
2．8．3　作者职称情况（见图 ７）

图 ７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年载文第一作者职称情况

从图 ７ 看出，本刊载文第一作者各级职称的分
布比较平均，中级职称的作者比例稍高。
2．8．4　作者所学专业情况（见图 ８）

从图 ８看出，探矿工程（地质工程）专业的作者
超过半数，对于保持本刊的专业特色起着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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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同时，随着钻掘技术服务领域向各类基础工程
施工及其他相关领域扩展，本刊吸引了越来越多其
他相关专业的作者。 此外，学科的交叉也促进了钻
掘技术的发展。

图 ８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年载文第一作者所学专业情况

3　枟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枠期刊文献存在的问
题分析

本刊文献在专业技术导向、科技成果推广应用、
人才培养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但由于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专业具有注重实
践性的特点，加之专业面较窄、服务领域相对分散、
从业人员数量有限等因素影响，使本刊文献在当今
通行的文献评价体系下处于不利的局面。 不利因素
是客观存在的，但与其他学科文献相比，本刊文献确
实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撰写论文的目的过于功利，论文学术水平有待
提高

撰写论文的根本目的和作用主要有 ３ 个：一是
在专业上有话想说，有研究工作成果或经验体会与
其他同行交流；二是撰写论文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
研究过程，在此过程中，要梳理思路、明确问题，查阅
文献资料了解有关背景和研究现状，收集和分析数
据资料，最后形成特定的结论和观点，这样就会对某
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更加深化、具体，从而改进工
作，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三是为了评职称、提职、获
学位、更好的待遇、更多学术机会等。

第三个目的本来无可厚非。 毕竟，能够在专业
刊物上发表文章，在一定程序上能反映一个人的学
术水平，成为人才评选的有力依据。 国外大学一直
有“ｐｕｂｌｉｓｈ ｏｒ ｐｅｒｉｓｈ”的说法，意指要想不被人遗忘
就要不停地发表文章。［３］

但是，近年来这个目的被
过于强化，很多作者迫于评职称和学位毕业需要才
撰写论文，东拼西凑，仓促成文，缺乏积累和深化，论
文学术水平无法保证。
3．2　对引文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影响被引量

期刊中的引文（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既显示了论文作者的成果与前人成果
的区别或相承关系，也是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
一种表示。 论文的引文数量是该论文吸收外部信息
能力的重要依据，引文数越多，说明作者在研究和写
作过程中查阅了越多的文献，一般来说，得出的结论
或观点会更有说服力、更全面。
引文指标在文献计量学中是一个基础性的指

标，它在期刊评价乃至科研人员和科研团体学术绩
效评价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但一直以来，探矿工程
专业技术人员在撰写论文时不重视对其他文献的引

用，有的即使引用也不标注，虽然近几年通过编辑部
的积极宣传，本刊篇均引文数逐年增加，但总体上还
处于很低的水平，仍不足 ５ 篇。 图 ９ 示出了本刊与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刊（核心刊，１７００ 多种，含有本
刊）的篇均引文数的对比，可见篇均引文数是本刊
的 ３ ～４ 倍，即使是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刊扩刊源
（６０００多种）２００７ 年篇均引文数也达到 ７ 篇，是本
刊的 ３倍左右。 国际上，ＳＣＩ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的论文平均
引文数已大于 ３０篇。 对比可以看出，本刊文献引文
情况与国内外期刊的差距有多大。 探矿工程技术人
员对参考文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是本刊影响因子
（以引文数量评价期刊论文质量的一个指标）偏小
的根本原因。

图 ９　本刊与国内其他期刊篇均引文数对比

3．3　基金论文数量少，期刊文献的影响力不高
基金论文一般是本专业的前沿和热点，往往代

表着该学科领域内研究的新动向、新趋势。 因此，基
金论文具有很强的新颖性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基金
项目或受资助课题论文数量代表着刊物的学术质

量。［４］
基金论文，特别是国家重大基金支持的论文，

一般来说会得到较多的关注和引用，而且，越是重大
的基金项目或重大的国家研究项目产生的论文，得
到的引用越多。 ２００３ 年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
库（ＣＳＴＰＣＤ）统计结果表明，国家“８６３”高技术研究
发展计划项目，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国家“八五”、“九五”计划项目等产生
的论文在各类基金中，被引用数排位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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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刊的基金论文比只有百分之十几，而国
内多数核心期刊都在 ５０％以上，很多达到 ９０％以
上，有的甚至达到 １００％。 分析认为，造成这种差距
的原因有以下几个：（１）探矿工程技术获重大基金
资助的项目相对较少；（２）探矿工程技术不像有的
学科专业那样是以发表文献来确认科技人员对某项

成果拥有发明权的，所以，相比于发表论文，探矿工
程技术人员更热衷于申请专利；（３）怕自己的产品
被仿制，所以很多成果拥有人不愿发表论文。
3．4　海外论文少，国际合作程度低

从表 ５看出，“十一五”期间，本刊没有发表来
自国外的论文，一方面说明整个探矿工程专业的国
际合作和交流程度较低，另一方面，编辑人员在这方
面的约稿工作做得也不够。
3．5　学术不端行为防不胜防，屡禁不止

学术不端行为会发生在科研工作的全过程，其
中涉及到论文发表方面的主要有：剽窃他人的学术
成果成文发表，严重抄袭他人文献，一稿多投、重复
刊登，省略引用他人成果的事实，将不应享有署名权
的人列入作者名单，等等。 虽然我们在杂志、网络及
日常审编过程中对这些学术不端行为都进行了抵

制，但学术不端行为防不胜防，屡禁不止，根据枟中
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枠电子杂志社和中国科学文献
计量评价研究中心提供的分析报告，本刊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发表的论文中分别有 １４、１３、７、１１ 篇严重疑
似学术不端文献（ＡＬＭ）。
3．6　论文撰写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１）引言过于笼统，对研究背景、内容、工作的
意义没有实质性描述，既不谈前人研究的现状，也不
谈当前研究的难点。

（３）在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过程中，阅读的文
献不全面，或者没有将阅读过的文献与自己的写作
过程相结合，参考文献数量太少，有的只有两三篇，
有的根本没有参考文献。

（４）在写作方面缺乏研究过程的重要环节的完

整信息，不会结合讨论来解释所得到的结果。 一些
论文往往以结论代替讨论，没有讨论，人们就不知道
它有什么重要性和创新性，核心价值就出不来。

（５）有些作者没有第一手材料，研究分析的大
多是别人的数据，，得出的是别人的研究结果。

（６）在不介绍同行工作者研究现状情况下，就
说自己是先进水平，这是违背科学道德的［５］ 。

4　结语
（１）期刊文献是学科发展必须依重的资源，而

学科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才是科技期刊质量和水平

提高的基础，只有专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引
起其他学科领域更多的关注，进而促进期刊文献影
响力的提高。

（２）采用科学计量学工具来量化评价期刊、个
人、团体的学术绩效已成为趋势，量化的指标可能会
有很多的缺陷，但总体上它是相对科学的和公正的，
因此，应该引起探工界同仁们对引文的重视。

（３）建议相关单位将发表论文作为科研成果鉴
定（验收）和技术人员年度考核的指标，以培养探工
技术人员积极利用科技论文开展学术交流的风气。
总之，希望大家能积极地、合理地、有效地利用

科技期刊文献为学科的发展和提高个人的学术影响

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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