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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传递行为视角下的科技文献时滞特征 
实证研究

马梧桐  杨代庆  曾令玥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38

摘要：[ 目的 / 意义 ] 文献传递是图书馆广泛开展的一种服务模式，也是用户全文获取的重要行为。[ 方法 / 过程 ] 本文

从文献传递服务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2021年期刊文献传递数据，从用户获取全文视角，

对科技期刊的相关特征要素和文献服务时滞性特征开展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 /结论 ]本文揭示了文献传递过程中，

科技文献时滞性与语种、学科、出版社类型等因素有较为明显的关联关系，进而提出了我国图书馆应加强对图书馆馆藏

结构的优化与管理，开展文献传递服务下的个性化推荐研究，强化文献用户数据共享与知识库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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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ignificance] Document delivery is a model that have been widely developed by library service,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behavior of the full text of users. [Methods/Process]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cument delivery 

and analyzes the data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brary’s 2021 journal document delive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s obtaining full text, the relevant feature elements and the delayed acquis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icles are studied 

by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Conclus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ocument delivery the stagnation of 

document is related to the factors such as language, discipline, and publisher type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library’s collection structure, carries out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s under the 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 

and strengthens literature user data sharing and knowledge bas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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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时代，用户的文献获取环境发生显著

变化，一方面用户通过网络就可以快速、便捷

地获取到所需文献；另一方面，随着发现系统

的普及以及搜索引擎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

文献能够被发现，进而被使用。环境的变化，

必然带来用户获取和利用文献行为的变化，例

如用户更加倾向于使用电子文献而非传统印本

文献，以及用户更加倾向于使用学术搜索引擎，

而非直接使用图书馆等。用户行为的变化则必

然带来新的文献利用规律，如用户对回溯文献

的依赖性增强，长尾需求成为互联网文献服务

的重要需求之一等。文献利用的时滞性问题是

图书馆传统的研究内容，如贝尔纳（J. D. Ber-

nal）最早提出的文献老化规律 [1]，文献引用规

律等，这些规律对于指导文献信息源选择、采集，

评价馆藏老化程度，评价文献价值等均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传统上，图书馆用户对文献利用

的方式主要是全文获取、阅读与引用，数字环

境下用户的文献利用方式又增加了社交关注度、

收藏、点赞、评论等新方式。若从每一种用户

利用文献行为的角度来对文献利用的时滞性进

行分析，其展现的规律则可能存在不同，针对

这些规律，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工作。

从引用的角度看，有通过对 JCR 收录论文开展

研究发现文献的引用半衰期约为 6.5 年，且逐

年延长 [2]。Alberto M M 等 [3] 对 Google Scholar 

中学术期刊的引文情况进行研究后发现回溯文

献的引用率呈现出明显延长现象。不同学科的

文献引用时滞性具有明显差异 [4]，Faber 等 [5] 的

研究表明健康科学子领域之间的差异巨大。从

社会关注度的角度来看，有研究对 Twitter 平台

中关于学术研究的推文话题进行分析，发现有

40％的学术推文话题是一周内的学术论文和报

告 [6]。在用户全文获取的众多方式中，文献传

递是被广泛采用并且重要的方式。

文献传递是根据用户需求，对文献进行复

印或扫描后，将复制品或扫描件发送给用户的

方式。这种全文获取方式是图书馆广泛开展的

一种服务模式，也是用户全文获取的重要行为。

这种文献利用模式既不同于文献引用或社会关

注，也不同于全文即时下载，其用户对文献的

利用时滞性如何，值得深入开展研究。一方面

开展用户通过文献传递方式获取全文的时滞性

研究，可以有助于优化和指导馆藏空间以及安

排书刊装订等日常业务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

对用户在不同服务模式中的文献获取行为规律

进行揭示，更深入和全面地了解全文传递这项

业务的价值和作用。事实上，尽管文献传递是

图书馆的重要服务方式，但却鲜有研究从用户

对全文获取的时滞性角度进行总体分析，更不

用说从不同语种、学科等更加细粒度层面开展

详细研究。细分其原因，可以归结为研究数据

的获取和代表性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即一方面，

从文献传递角度开展文献时滞性分析，需要具

备较为全面和完整的数据基础，虽然文献传递

是图书馆重要的服务方式，但就目前国内图书

馆来看，总量却不大，例如中国高等教育文献

保障系统（CALIS）2021 年文献传递量为 5 万

多次，北京地区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BALIS）

2021 年的文献传递量为 4 万多次，难以具备较

为丰富的研究数据量；另一方面，开展研究的

数据要具有用户代表性（例如非局限于某一机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AG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ICLES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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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内部用户）和广泛的文献学科覆盖度（例如

非局限于某一学科），才能开展较为详细的对

比分析，获得有价值的结论。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是我国

最大的科技文献保障与服务机构，注册用户超

过 40 万人，遍及全国各地，年度科技文献传

递量超过 60 万次，具备了较好的数据研究基

础。为此，本文依托于 NSTL2021 年期刊文献

传递数据，包括文献名称、期刊名称、ISSN、

学科、出版机构、语种、出版时间、获取时间、

期刊卷期等信息。为便于统计和分析，本文采

用了人工和机器自动相结合的方式对原始数据

进行集中地规范。从学术期刊涉及的特征要素

开展定量分析，从用户获取全文视角对科技文

献的时滞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由于 NSTL 文献

传递数据不包括用户所在地域数据及其所属机

构数据，因此，本文未从用户所在地域及机构

的文献保障能力的角度对文献时滞特征进行分

析研究。

2　相关概念及定义

为便于分析、计算与研究，本文引入并

定义了订单滞后时间 (T)、订单平均滞后时间

（A）、标准化后订单滞后时间（Z）、文献

吸引力半衰指数（R）等概念。其中，订单滞

后时间 (T) 是指某篇文献申请时间 (t 申请 ) 与出

版时间 (t 出版 ) 之差；订单平均滞后时间（A）

是指某类型订单的订单滞后时间的平均值，即

)A t t= ∑ − 出版某类型订单 申请
( 。因此，全部订

单滞后时间（A 全部订单滞后时间）即各类型订单平均

滞后时间 (A) 的平均值，由上述定义可知本文

中全部订单滞后时间（A 全部订单滞后时间）可以表示

为：A t t= ∑ ∑ ∑ − 出版全部订单滞后时间 各学科 各语种 申请
( )。

标准化后订单滞后时间（Z）是指在全

部订单平均滞后时间（A 全部订单滞后时间）为 1

的情况下，订单滞后时间 (T) 的对应值，即

( )
t t

Z
t t

−
=
∑ ∑ ∑ −

出版申请

出版各学科 各语种 申请
。根据公式可知，

Z>1 表示，该订单的获取时滞性高于全部订单

平均水平，其文献生命周期较总体文献的平均

获取时长更长，文献时效性对用户获取文献的

影响可能更低；Z<1 表示，该订单的获取时滞

性低于全部订单平均水平，其时效性文献对用

户的吸引力影响可能更强。

文献吸引力半衰指数（R）是指某类订单数

据集中，标准化后订单滞后时间按从小到大的

顺序排列时，订单量累积到达一半时所对应的

标准化后订单滞后时间。文献吸引力半衰指数

是针对某一类文献订单而言，而非单篇文献，

既是衡量某类文献老化速度的重要指标，也是

判断文献新颖性对用户吸引力的重要参考。

图 1  文献吸引力半衰指数定义图

3　期刊文献传递总体情况

本文分析的数据为 2021 年全年 NSTL 期刊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2.0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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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传递的全部数据，有效数据共 637,723 条， 

共涉及期刊 34,106 种，文献传递量超过 5,000

篇的期刊仅有 1 种，文献传递量在 1,000-5,000

篇的期刊 17 种，65% 的期刊（22,391 种）2021

年文献传递量小于 10 篇。这表明多数期刊的使

用频率不高，文献传递更多作为图书馆电子文

献直接下载的一种全文获取补充形式。

从学科角度看，2021 年的期刊文献传递

数据各学科文献均有涉及，其中文献传递学

科领域以工业技术（235,846 篇）、医药卫生

（155,224 篇）、人文社科（83,477 篇）领域

为主，三个学科领域占全部期刊文献传递订单

的 74.41%。

表 1  NSTL2021 年期刊文献传递订单数量分布

类型 期刊数量（种）

文献传递量（篇） > 5000 1

1000 < 文献传递量（篇） ≤ 5000 17

100 < 文献传递量 （篇）≤ 1000 1007

10 <文献传递量（篇）≤100 10690

文献传递量（篇） ≤10 22391

图 2  NSTL 期刊文献传递订单学科分布

从语种角度看，637,723 条期刊文献传递

数据涉及语种 24 个，以英语、汉语期刊文献

的使用量最多，两者文献传递量相差不大，

均在 28-29 万篇之间（英语 290,543 篇、汉语

285,438 篇），占比均在 45% 左右。其次为日

语（33,955 篇）、德语（8,972 篇）、俄语（3,616

篇）、法语（2,959 篇）。此外，用户在 NSTL

也申请了少量小语种期刊文献，包括斯洛伐克

语、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等。表 2 为文献传

递量前 10 的期刊列表，可以发现，除《城市建

设理论研究》期刊为中文期刊外，其他均为英

语及日语刊物，表明尽管中文刊物的使用量高，

但高使用量文献传递期刊仍以外文为主。

期刊的影响力是评价文献质量和学术影响

力的重要指标 [7]。由于语种不同，中外文期刊

的评价工具也存在差异，对中文期刊而言，被“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北大核心 )、“中文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科技论

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中国科学

引文数据库”(CSCD) 等国内数据库 / 总览 / 索

引收录 [8] 在业内通常代表在国内其文献具有较

高的学术价值；对外文期刊而言，被“科学引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AG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ICLES DURING
THE DOCUMENT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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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索引”（SCI）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等国际全文二次文献库收录则在通常表示期刊

的国际性影响力较高，因此本文将以上六种评

价期刊的工具作为衡量刊物影响力的指标，如

期刊被以上任意数据库 / 总览 / 索引收录，则表

示该刊在国内或国际有一定影响力。由于期刊

的影响力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所刊载文献的影

响力程度，因此本文将上述六种数据库 / 总览 /

索引收录期刊所刊载的文献定义为影响力文献。

对 NSTL2021 年期刊文献传递数据涉及的文献

影响力进行统计，可以看出，整体上，影响力

文献的平均文献传递量高于其他非影响力文献，

说明期刊影响力文献在用户进行文献传递服务

中获得更多的关注。从语种角度分析，中文期

刊影响力文献的平均文献传递量高于外文期刊，

而在其他非影响力文献中，外文期刊的平均传

递量比例则高于中文期刊，说明对中文期刊而

言，影响力文献在文献传递服务中更受到用户

的关注，而用户对于外文期刊进行文献传递时，

其他非影响力文献则更受用户的青睐。

表 2  NSTL 期刊文献传递量 TOP10 品种

刊名 文献传递数量/篇 语种

日刊産業新聞 6307 日语

鉄鋼新聞 3748 日语

MMR Daily 2316 英语

SBB daily eBriefing 2053 英语

World Steel News 1984 英语

American Metal Market Daily 1960 英语

Metal Bulletin Daily 1790 英语

The TEX Report 1774 英语

Th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1385 英语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1330 汉语

表 3  NSTL 文献影响力与文献传递的关系

影响力情况 语种 期刊数量（种） 文献传递量（篇） 期刊平均文献传递量（篇/种）

影响力文献
汉语 4662 121741 26.11

非汉语 6949 151969 21.87

非影响力文献
汉语 12301 163697 13.31

非汉语 10195 200316 19.65

4　期刊文献传递时滞特征

4.1　文献传递整体时滞特征

从文献获取滞后时间情况看，2021 年

NSTL 期刊文献传递的滞后时间范围达到数十

年（图 3）。整体上，文献传递量随滞后时间

呈明显下降趋势。大部分文献传递滞后时间在

1-30 年时，文献传递量随滞后时间的增加而减

少，文献传递滞后时间超过 30 年后，文献传递

量较少。由于印本到馆时间具有滞后性，订单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2.0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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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后时间为 0 年（即出版年为 2021 年）文献传

递量明显低于滞后时间为 1 年的文献传递量，

但总量仍达到 4 万多篇，表明总体上用户在文

献传递时对现刊文献的需求程度远高于回溯文

献。同时，对于现刊文献，用户更关注近年出

版的期刊论文。 

图 3  NSTL 文献传递订单滞后时间分布

4.2　文献语种对时滞特征影响

计算 NSTL2021 年期刊文献传递量前 10 的

不同语种文献滞后时间与文献吸引力半衰指数，

分析各语种对文献时滞影响程度，计算结果见

表 4。整体上，表 4 中 10 个语种的文献吸引力

半衰指数在 0.55-1.00，其对应的文献传递滞后

时间在 6-11 年，表明用户对该 10 个语种的文

献出版需求集中在出版之后的 6-11 年。其中，

英语与中文作为我国科研人员阅读文献使用的

两大语种，其文献的文献吸引力半衰指数均为

0.64，对应的文献传递滞后时间为 7 年，即英

语文献和中文文献老化速度对用户进行文献传

递获取文章时的影响一致，用户在进行文献传

递时更关注出版 7 年的文章。在所研究的 10 个

表 4  NSTL 不同语种的期刊文献时滞情况

序号 语种
文献传递量

（篇）
期刊数量（种） 

文献吸引力半衰
指数

文献吸引力半衰指数对应
的订单滞后时间（年）

订单最长滞后时
间（年）

1 英语 290543 15016 0.64 7 40

2 中文 285438 16838 0.64 7 88

3 日语 33955 993 0.55 6 26

4 德语 8972 435 0.73 8 26

5 俄语 3616 260 0.73 8 33

6 法语 2959 183 1.00 11 26

7 波兰语 443 22 0.73 8 26

8 匈牙利语 389 8 0.82 9 22

9 意大利语 355 42 0.82 9 25

10 捷克语 315 7 0.73 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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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种中，文献吸引力半衰指数最小的语种为日

语（R=0.55），最大的语种为法语（R=1.00），

表明科研人员在申请文献传递服务时日语文献

的老化速度更快，而对法语文献更慢。从文献

传递最长滞后时间和最短滞后时间角度分析，

中文的文献传递最长滞后时间最大为 88 年（可

能存在一定偶然性），远高于排名第二的英语

(44 年），其他 8 个语种的文献传递最长滞后时

间相差不大，数据分布在 22-33 年之间，而对

于 10 种语种的文献传递最短滞后时间均在 0-1

年，其中大部分在 0 年，表明用户通过文献传

递而阅读中文文献时会使用到年代久远的文献，

而对于其他语种，用户对于出版于 20 至 30 年

前的文献也存在需求，对于各语种新出版的文

献一直有用户进行关注和使用。

4.3　文献学科对时滞特征影响

计算各学科间文献时滞特征，对 2021 年

NSTL期刊文献传递论文学科与文献滞后时间、

文献吸引力半衰指数情况进行分析，计算结果

见表 5。在表 5 所列举的 13 个学科中，除经济

学（0.36）与航空航天科学（0.91）外，其他学

科吸引力衰退指数均分布在 0.55-0.73的范围内，

对应文献传递滞后时间为 6-8 年，这说明从学

科角度而言，大多数学科之间的文献传递与文

献吸引力差别不大，用户习惯获取到出版后 6-8

年的文章。但对经济学而言，期刊文献老化速

度更快。从订单滞后时间分析，各学科文献传

递最短滞后时间均为 0 年，但文献传递最长滞

后时间存在较大差距，如人文社会科学的文献

传递最长滞后时间明显高于理工农医等学科，

这可能与科研人员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

时既重视对新发现的及时掌握，也十分重视对

历史性文献分析的原因相关。此外，对于航空

航天科学与军事学，其文献吸引力半衰指数大，

订单最长滞后时间短，说明与其他学科相比，

表 5  NSTL 不同学科的期刊文献时滞情况

序号 学科
文献传递
量(篇)

期刊数量
(种)

文献吸引力
半衰指数

文献吸引力半衰指数对
应的订单滞后时间(年)

订单最长滞后
时间（年）

订单最短滞后
时间（年）

1 工业技术 235846 9261 0.64 7 64 0

2 医药、卫生 155224 6645 0.73 8 56 0

3 人文社会科学 83477 7058 0.73 8 88 0

4 农业科学 32927 2283 0.73 8 63 0

5 经济学 29008 1696 0.36 4 66 0

6 数理科学和化学 24361 1749 0.64 7 49 0

7 交通运输 21937 1045 0.73 8 57 0

8 生物科学 17073 1493 0.64 7 62 0

9 自然科学 14667 995 0.64 7 67 0

10 天文学、地球科学 12451 1036 0.73 8 63 0

11
环境科学、安全

科学
6267 494 0.55 6 40 0

12 航空、航天 2425 201 0.91 10 42 0

13 军事 2060 150 0.73 8 35 0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2.0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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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防军事领域在从事科学研究阅读文献时，

用户更关注的文献出版年代相对更早（出版年

在 8-10 年），也说明我国可能在国防军事领域

的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差距，但该领域

并不特别关注历史性老旧文献。

4.4　文献时滞性与文献影响力的关系

为分析文献传递下的用户获取文献滞后性

与文献影响力关系，对影响力文献和非影响力

文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将文献传递滞后时间

与累积文献传递量制成散点图（图 4）。如图 4

所示，除 1篇影响力文献的订单滞后时间为 8.01，

远高于其他影响力文献外，其余影响力文献的

最大标准化后文献传递滞后时间（6.37）仅略大

于非影响力文献（6.10）。这表明在整体上，影

响力文献的历史性文献较非影响力文献更吸引

读者。同时，影响力文献和非影响力文献的文

献吸引力半衰指数均为 0.64，对应的文献传递

滞后时间均为 7 年，表明从科研人员通过文献

传递获取文献时，尽管影响力期刊会受到更多

关注，但文献的影响力与文献的老化程度没有

直接关系。因此，图书馆在印本文献订购，向

用户提供文献传递服务时，既要重视影响力文

献的获取，也要重视其他非影响力文献的收藏。

图 4  NSTL 影响力文献与其他非影响力文献的文献时滞情况分布

4.5　出版机构对文献时滞特征影响

为了分析从出版机构类型对外文期刊的文

献时滞特征影响，从商业出版机构、学协会两

大主要出版机构类型计算文献滞后时间与文献

吸引力半衰指数，结果见表 6。表 6 显示不同

类型出版机构的期刊文献存在较为明显的时

滞 性 差 异， 其 中 Elsevier、Springer、Wiley、

Taylor & Frances 四大国际商业出版机构的文献

吸引力半衰指数的分布范围为 0.36-0.64，对应

订单滞后时间范围为 4-7 年； 美国电气和电子

工程师协会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英国皇家化学学会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英国物理学会 (Institute of Physics)

这四个学协会出版机构的文献吸引力半衰指数

的分布范围为 0.73-1.18，对应订单滞后时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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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年。对于国外出版机构的整体而言，学

协会出版社出版的文献老化程度慢于商业型

出版机构，这说明了学协会的老旧期刊对用

户更具有吸引力，图书馆在进行用户文献推

荐时，可以根据出版机构类型和出版年代进

行差别推荐。

表 6  不同出版机构的外文期刊文献时滞情况

类型 名称 文献传递量（篇） 期刊数量（种）
文献吸引力半

衰指数
文献吸引力半衰指数对应的订

单滞后时间(年)

大型商
业出版
机构

Elsevier 41265 1860 0.55 6

Springer 15490 1275 0.36 4

Wiley 17615 1233 0.64 7

Taylor & Frances 6766 862 0.64 7

学协会出
版机构

IEEE 5226 188 0.91 10

ACS 4778 61 0.73 8

RSC 2429 63 0.73 8

IOP 1849 68 1.18 13

5　结论与启示

从前面分析可以得到结论：总体上文献传

递用户对现刊文献的需求较多，新出版的文献

更易获得用户的关注与使用，但具体来看，期

刊文献的时滞特征与语种、学科、出版机构类

型有着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充分认识这些特

征既可以对文献老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提供补充

和完善，也对于图书馆的实际工作具有借鉴和

启发。

（1）加强对图书馆馆藏结构的优化与管理

有研究表明期刊文献的引用半衰期平均在

6.5 年 [2]，而经过本文计算文献传递下的期刊文

献的文献老化时间为 10.9 年，表明基于印本资

源的文献传递对文献获取的时效有明显的自身

特性。同时，学科、语种、出版机构类型等因

素也影响着文献传递的文献老化情况。优化馆

藏结构是图书管理的目标 [9]，目前，图书馆在

印本资源建设过程中，更多的对新出版文献进

行采购，重视当年或前一年到馆情况核查与催

缺。但对于更早出版的文献资源到货核查相对

薄弱，应加强对两年前文献的资源到货核查与

补缺，根据文献老化情况及文献吸引力衰退情

况，合理优化馆藏结构，提高馆藏的利用率。

（2）研究文献传递服务中的个性化推荐

以用户需求为中心是图书馆核心价值的体

现。通过个性化技术满足不同用户的信息差异

需求，将最合适的资源推荐给用户，实现图书

馆资源利用率最大化是图书馆的重要工作 [10]。

当前，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下的个性化推荐技

术更多的基于用户浏览、检索等行为进行。图

书馆在拥有海量用户使用数据的情况下，应加

强对用户使用数据的监测与分析，结合学科、

语种等因素对文献老化规律、文献时滞情况所

带来的影响设置推荐指标权重，完善个性化推

荐功能，更加合理地向文献传递用户推荐资源，

增加用户粘性，如对于大型商业出版机构的期

刊文献强调优先推荐新出版的资源，而对于学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2.0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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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出版机构的期刊文献，可考虑强化推荐回

溯期刊文献；又如对经济学的期刊文献应优先

向用户推荐新出版的资源等。

（3）强化文献用户数据共享与知识库建设

目前，大部分图书馆平台的用户使用数据

尚不能实现共享，也并未建立用户使用数据的

发布机制和规范流程，因而难以从国家全局层

面了解科技文献使用情况的全貌。文献传递下

的老化规律、用户行为等分析挖掘，依赖于丰富、

规范的用户行为知识库建设。文献传递服务方

面，我国国内文献传递服务机构包括 NSTL、

CALIS、中山图书馆等，其用户群体既有重合，

又各有侧重，NSTL 的用户群体面向个人、科

研院所、企业、高校等，CALIS 面向全国高校

师生，中山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则面向各地区

的社会群体。不同类型的用户对于科技文献使

用的需求和利用也存在明显区别 [11]。知识库作

为学术及工作交流的基础设施，极大方便了对

知识的获取与利用 [12]。因此，文献传递服务领

域，文献传递服务机构应广泛联合，建立科学、

灵活的共建共享机制，将脱敏的用户数据共享，

建立用户数据知识库，从用户类型、资源情况、

使用等维度进行搭建，更好的为我国文献传递

服务提供数据支撑与理论指导。

本文还存在如下不足：首先，本文仅选择

了 NSTL2021 年订单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尽管

数据量已达 60 万次，而未对全部年份订单开展

时滞情况研究，因此所选择研究对象不能代表

科技文献的全貌，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大订

单获取年限进行整体时滞分析。其次，本文仅

从用户阅读行为对科技文献进行时滞特征研究，

未与引用频次、引用半衰期等进行对比分析，

下一步可以从与引用、社交关注度等角度进行

时滞特征对比，了解科技文献老化情况规律，

更好的达成图书馆优化资源结构、提升文献保

障能力的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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