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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期刊评价中文献老化理论视角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探究生存分析法在学术期刊评价上的应用，在理论上

克服了因领域差异导致的壁垒，并选取CSTPCD中30家中文物理学科期刊作为样本数据集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论文

被引时序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物理学科文献老化规律，并选取样本期刊进行对比分析，以探究期刊评价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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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aging of literature in journal evaluation is relatively weak and some scholars 
have applied survival analysis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information aging.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survival analysis to journal literature. In theory, the barriers caused by differences in the field 
have been overcome. In practice, 30 Chinese physics journals in CSTPCD are selected as sample data sets for 
empirical research. By analyzing the cited time series data of literature, the aging law of the subject of physics 
is studied, and the sample periodicals are selected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explore new ideas of periodical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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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引言

学术期刊是由学术论文组成，论文质量决定

论文价值，论文的价值大小直接影响到期刊的质

量。近年来，对论文质量的衡量研究也逐渐受到

研究人员的重视 [1-3]。论文的价值可通过被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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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现，而被引行为随时间推移有兴衰变更，即

论文价值的大小变化，体现出类似生物体的生命

周期现象，论文价值大小的变化表现为论文的生

命周期现象，是论文老化过程的体现 [4]。本文将

在医学领域已得到广泛应用的生存分析法引入到

期刊评价中，从论文层面入手映射到期刊层面，

以期为期刊评价中信息老化理论的研究注入新的

研究视角和思路。期刊文献老化速度或新颖性的

测度指标是多样的，但对时间维度的纳入程度及

方式却不尽相同。从共时与历时的分析角度来

看，大部分指标属于共时分析，如普莱斯指数、

引用半衰期，极少有指标采用历时分析的，如被

引半衰期；从统计被引信息与时间的关系来看，

绝大多数指标的方式是统计某段时间内期刊的被

引量，较为宏观。这些衡量期刊文献老化、指标

都只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理想化、概略性的测度

指标 [5]。这就对文献老化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提出

了迫切的要求。

相对于已有的这些老化指标，本研究从历

时分析入手，微观统计在监测时间段内期刊单位

时间的被引频次分布数据，尝试性引入生存分析

法，初步探究生存函数在期刊评价方面的应用，

探索期刊文献的生命规律，以期为期刊评价工作

注入新的视角。

1　生存分析方法

生存分析法源于医学领域，由于其在分析时

序数据等方面的优势，逐渐被应用到多个行业领

域，如工程学、金融业、保险业等。近年来，有

学者将生存分析法应用于网络信息、专利信息等

不同类型信息的老化规律研究 [6-9]。这为生存分

析在期刊评价上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参照。

1.1 生存分析的含义

生存分析是指将终点事件和出现此事件所

经历的时间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一种统计分析方

法，是研究生存现象和现象的相应时间数据及其

规律的方法 [10]。通俗来说，生存分析是研究一

个或多个生物，在经过某一特定的时间后，将发

生某种特定事件（称为终点事件）的概率，是一

种动态研究某个现象或因素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的

统计方法 [11]。生存分析法主要通过构建生存模型

（生存函数、概率密度函数等），计算出各个时间

点上的危险率，即所研究的对象的生存时间及其

发生状态转变的可能性。

1.2 生命长度及生存数据

在生存分析法中，生存时间是指从某点开始

到被观测对象发生终点事件所经历的时间。对于

期刊论文来说，生存时间可以称为生命长度，是

指论文自见刊之日起至失效（即失去利用价值）

所经历的时间跨度。判断信息失效是生存分析法

运用到期刊评价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阶段。

在大多数研究中，实验的时间检测窗口是

固定的，但研究对象进入检测窗口的时间是不

同的，并且在检测时期内生存时间情况也不尽

相同。因此，生存数据可以分为完全数据和删失

数据。

（1）完全数据：实验对象的起点和终点均落

在时间窗口内。在本研究中，如论文的发表时间

及失效的时间点都在 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该论文就属于完全数据。

（2）删失数据：或称为结尾数据，包括左删

失、右删失和区间删失。左删失数据指检测窗口

起点前样本中已经发生了研究事件的数据。在本

研究中，是指发表时间早于 2008 年 1 月的论文，

在本研究的数据集中不涉及该类数据。右删失数

据指在监测时间终点仍未发生终点事件的样本。

在本研究中，是指在达到监测时间 2015 年 12 月

时，仍未失效的期刊论文。区间删失数据指只能

确定事件发生在某一区间内，但无法准确得知发

生的时间点。在本研究中，并不涉及该类型删失

数据。

1.3 生存函数

在生存分析法中，生存时间的分布常用下列

4 个函数来描述生存过程，即累积生存函数、分

布函数、密度函数、危险率函数 [11]。这 4 个函数

在数学上是等价的，给出其中一个函数，可以派

生出其余 3 个函数。以下从论文角度对生存函数

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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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累积生存函数

累积生存函数，记作 S t( )，指论文的生命长

度T超过时间 t的概率，其函数表达式为：

                 S t P T t( ) = >( )  （1）

其中， S t( ) 是时间t的非增函数，并且具有

S (0 1) = ，S (∞) = 0的属性。

Berkson[12]于 1942 年提出了 S t( ) 的图形表

示，称为生存曲线。生存曲线的走势表征生存规

律变化情况。一条陡峭的生存曲线，表示较低的

生存率或较短的生命长度。一条平缓的生存曲

线，表示较高的生存率或较长的生命长度 [11]。生

存函数或生存曲线可以用来确定生命长度的四分

位数，并且可以用来比较两个或多个数据集的生

存分布。

1.3.2　累积分布函数

累积分布函数又称累积死亡率函数或累积风

险率函数，记作 F t( )，表示论文的生命长度不超

过时间 t的概率，其含义与生存函数相反，其表

达式为：

             F t P T t S t( ) = < = −( ) 1 ( )  （2）

1.3.3　概率密度函数

概率密度函数又称作密度函数，记作 f t( )，
指某一特定事件发生于区间（ t ，  t + ∆t ）内的

概率，它表示事件发生速度的快慢，其函数表达

式为：

         f t( ) =
∆ →
lim

t 0

P t T t( )< < + ∆
∆t

t  （3）

f t( ) 的 图 像 被 称 为 密 度 曲 线。 密 度 函

数有以下两个属性：一是 f t( ) 为非负函数：

f t t( )≥ ≥0 0， ；二是密度函数与 t 时间轴之间的

面积为 1[11]。在任一时间段内的失效个体比率及

失效频率峰值能够通过密度函数得到。

1.3.4 风险函数

风险函数又称瞬时失效率、条件死亡率或风

险率，记作 h t( )，指当个体在 t时刻存活的条件

下，在以后的单位时间（ t ，  t + ∆t ）内发生某一

特定事件的条件概率，其函数形式为：

h t( ) =
∆ →
lim

t 0

P t T t T t( )< < + ∆ >
∆t

t |  （4）

风险函数也能通过累积分布函数 F t( )与概

率密度函数 f t( )进行定义 [11]：

                h t( ) =
1−

f t
F t
(
(
)
)

 （5）

风险函数的曲线有多种形式，如递增、递

减、为常数等，对风险函数唯一的限制是非负

性，即 h t( )≥0 [11]。

在实践中，这 4 个函数可以用于说明数据

的不同方面。生存数据分析的一个基本研究内容

就是，使用这 4 个函数中的一个或多个对样本数

据集进行估计，得出数据主题生存规律的相关

结论。

1.4 双比例失效法

在评价中应用生存分析法时，终点事件即期

刊论文“失效”的判定颇为复杂。本研究认为，

期刊论文自发表之日起便拥有了一定的价值，其

价值体现在被其他文献引用的行为中，随着论文

发表时间的延长，论文将经历单位时间内被引频

次越来越高、在某单位时间点被引频次达到峰

值、随后逐渐降低至很少被人引用甚至不再被引

用的生命周期。现假定某篇论文在连续T个单位

时间内没有被引用，可以认为该论文在这T个时

间后被大量关注或使用的概率不高，以此来判定

论文失效，其中连续零被引时长T被称为判定论

文失效的有效时间间隔。因此，定义生命长度为

自论文见刊之日起至判定该论文失效的有效时

间间隔T的起始时刻为止所经历的时间长度。可

见，T值是判定论文失效与计算论文生存时间的

关键。为确定T值，引入了双比例失效法，该方

法有以下几个主要步骤。

（1）预设双比例阈值P1、P2。经验性通常设

为 80%、90%。其中，P1 规定失效论文在生存时

间内的累积被引频次占检测时间段内总被引频次

的比例，即有效累计被引率应达到的值；P2 规定

达到P1 值的论文量应达到的比例。

（2）递归判断。当T=i（i=1,2,…）时，判别

失效论文，分别计算每篇失效论文在生存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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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累计被引率。

（3）判断每篇失效论文的有效被引率是否达

到P1。
（4）统计满足条件（3）的论文数量，计算

该论文量占样本总量的百分比，判断符合P1 的

论文量是否达到阈值P2：如果该比例小于P2，
则T往后取值，从第二步重新计算；如果该比例

大于等于P2，则将对应T值作为判断该领域论文

失效的时间间隔。

通常，经过双比例失效法得到的T值有多

个，而在本研究中，取最小值作为判定论文失效

的有效时间间隔值T。实质上，T值与双比例阈

值P1、P2 之间是相互影响的，由预设的P1、P2
值，通过双比例失效法遍历寻找到的有效T值，

并在此阈值对下确定有效T值的大小及各类型论

文的比例情况，可以反向判断预设的双比例阈值

是否合适，从而对阈值对进行调整。

2　实证研究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评价对象为 30 种物理学科中文期刊，数据

来源于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

以 2016 年为原点，向前追溯收集这些期刊集合

在 2008—2015 年发表的论文及在被引关系中涉及

的论文信息（共 86375 条记录）、30 种期刊所发

表论文的被引用关系记录（共 115248 条记录）及

施引和被引期刊的年发文频次信息（共 1698 条信

息）。数据清洗（去除冗余记录、重要信息缺失记

录等，补充或修正期刊年发文频次信息等）及数

据表结构转换过程，在此不作赘述。在此需要说

明的是，在确定论文出版时间时，由于CSTPCD
不直接提供期刊每期出版具体时间，并且对于双

月刊、季刊等类型期刊，不同的期刊选择发表的

月份是不同的，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问题，统一

把出版周期内最后一个月作为出版月。由此得到

可用于生存分析的论文被引时序分布表，如表 1
所示。其中，-1 对应论文见刊前的时间，0 说明

论文在该时间节点未被引用，正整数为论文在该

时间节点处对应的被引用频次。

2.2 数据统计

CSTPCD收 录 的 母 刊 集 在 2008 年 1 月 至

2015 年 12 月的发文量、被引频次、施引论文数、

施引期刊数量等信息如表 2 所示。样本数据集中，

《物理学报》发文量最高，其次为《光学学报》，

而《光谱学与光谱分析》的施引期刊数量最高。

2.3 数据分类及T值判定

根据生存数据的分类特点及论文在监测时间

段内的被引和失效情况，现将论文分为三类：第

一类为无生命论文；第二类为失效论文；第三

类为未失效论文。第一类论文是在发表后T+De
（判定信息失效的时间间隔T及首次被引时滞均

值De，De是本研究数据集物理学各个科期刊论

文首次被引用的时间与其见刊时间的时间差的算

数平均数）时间间隔内均未被引，这类论文自发

表后就直接失效，无生命长度；第二类论文是根

据前面介绍的方法，判定在监测时间段内失效了

的论文，生命长度为失效点时间减去发表点时

间，属于完全数据；第三类论文是自发表后一直

被引，监测时间结束生命仍在延续，规定这类论

文的生存时间为监测时间终点减去发表点时间，

属于右删失数据。

在利用“双比例”失效法判定有效时间间隔

T值前，需要首先预设双比例P1、P2 阈值对的

值。通常学者根据“二八法则”将双比例阈值定

表 1 论文被引时序表

ID 被引论文编码 出版时间
监测时间段被引情况列

200801 …… 201003 201004 201005 …… 201512

32780 A103200802007 200802 -1 …… 0 1 1 …… 0

32821 A103200806004 200806 -1 …… 0 2 0 …… 0

34827 C006200903057 200902 -1 …… 0 0 1 …… 0

36827 C006201012013 201006 -1 …… -1 -1 -1 …… 1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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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母刊发文及被引情况统计表（中文版）

母刊 发文量 /篇 被引频次 /次 施引论文数 /篇 施引期刊数量 /种
波谱学杂志 381 693 465 174

低温物理学报 269 278 227 77
发光学报 1092 1921 1452 302

高压物理学报 450 781 670 197
工程热物理学报 2453 4775 4054 552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4331 13503 10136 1171
光散射学报 386 583 464 178
光学技术 905 1746 1643 370
光学学报 4605 18042 10682 645

光学与光电技术 498 485 428 136
光子学报 2921 6713 4984 521

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 306 438 341 105
红外与毫米波学报 635 2149 1840 386

计算物理 525 827 724 266
量子电子学报 687 929 689 150
量子光学学报 264 256 217 58
热科学与技术 281 401 353 136

声学技术 617 1141 1031 334
声学学报 615 1539 1198 265

数学物理学报 903 1308 1094 162
物理 369 658 583 234

物理学报 10413 29046 17992 992
物理学进展 68 173 166 87
物理与工程 89 25 21 8
应用光学 1356 2574 2175 344
应用声学 336 549 522 217

原子核物理评论 319 450 364 121
真空与低温 235 278 243 90
中国光学 303 654 489 67

中国科学物理学力学天文学 898 2204 1750 475
共计 37510 —— —— ——

为 80%。考虑物理领域的上述学科论文被引分布

特点，再根据阈值对与T值之间的制约关系，经

过多次实践调整最终将双比例阈值P1 和P2 均设

定为 71%。在此阈值对P1、P2 下采用穷举法，

对各个T值的有效性进行判定。如图 1 所示，在

双比例阈值对 71%—71%的条件下，随着横轴

时间间隔T值从小到大变动，三类论文的数量也

发生了明显的变动。在此过程中，无生命论文数

量单调减少后变为 0，失效论文量先上升后下降

最后变为 0，未失效论文量单调增加，最终所有

样本论文都成为未失效论文。可以看出，物理学

科作为基础学科，其论文右删失情况严重，这符

合我们对物理学科发展及其老化速度相对迟缓的

认知。

表 3 列出了部分T值下论文类别分布及失效

比例情况，其中“失效—P1 数量”是指失效论文

在有效生命长度内被引频次占观测时间内总被引

频次的比例大于P1（71%）的论文数量；在考虑

到物理学科论文右删失现象较为显著的情况下，

将“失效—P2 占比”定义为失效—P1 论文数量

和未失效论文数量占失效论文数量和未失效论文

总量的比例。实质上，双比例阈值是不影响遍

历T值时三类论文的变化规律的，而是用来确定

“失效—P1 数量”与“失效—P2 占比”达到阈值

所对应的T值。

根据表 3 的统计数据，当T值取 14 时（字

体已被加粗的行），被引频次大于P1 的论文数量

所占比例 73.2%首次超过P2（71%）。并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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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类论文随T值的变化情况

表 3 判定T值数据节选

T值
第一类无生命论文 第二类失效论文 第三类未失效论文

失效 -P1 数量 失效 -P2 占比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 11629 0.367 19678 0.621 398 0.013 6458 0.342 
2 11124 0.351 19973 0.630 608 0.019 6902 0.365 
3 10531 0.332 20031 0.632 1143 0.036 7130 0.391 
4 10075 0.318 19998 0.631 1632 0.051 7533 0.424 
5 9452 0.298 19987 0.630 2266 0.071 7822 0.453 
6 9030 0.285 19917 0.628 2758 0.087 8301 0.488 
7 8484 0.268 19674 0.621 3547 0.112 8507 0.519 
8 8108 0.256 19471 0.614 4126 0.130 8937 0.554 
9 7637 0.241 19105 0.603 4963 0.157 9101 0.584 

10 7253 0.229 18779 0.592 5673 0.179 9453 0.619 
11 6777 0.214 18411 0.581 6517 0.206 9628 0.648 
12 6450 0.203 18019 0.568 7236 0.228 9946 0.680 
13 5983 0.189 17501 0.552 8221 0.259 9934 0.706 
14 5722 0.180 16956 0.535 9027 0.285 9983 0.732 
15 5363 0.169 16311 0.514 10031 0.316 9780 0.752 
16 5122 0.162 15664 0.494 10919 0.344 9646 0.774 
17 4772 0.151 15106 0.476 11827 0.373 9477 0.791 
18 4576 0.144 14604 0.461 12525 0.395 9410 0.809 
19 4181 0.132 14076 0.444 13448 0.424 9228 0.824 
20 3960 0.125 13624 0.430 14121 0.445 9171 0.840 

T=14 时，失效论文中满足P1 条件的论文量（即

失效—P1 数量）达到最大，并在此后逐渐下降。

由此可见，在双比例 71%—71%的判定标准下，

T取 14 满足判定条件，并且满足P1 条件的论文

量达到最大。因此，本研究判定实验样本论文失

效的有效时间间隔的T值为 14。
2.4 样本数据集的生存函数曲线分析

在论文生命长度分布基础上，本研究依据论

文生命表及生存时间函数，针对样本论文的生存

情况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 5 个月为单位区间跨

度，将论文生命长度划分为 19 个时间段，利用

生存曲线、概率密度曲线及风险曲线，对物理领

域样本论文整体情况进行分析。

2.4.1 累计生存曲线

在本研究中，物理学科样本论文集的累积生

存曲线如图 2 所示，反映了对应时间仍处于存活

状态的论文数量占总体样本数量的比例。由于研

究领域的单一性，所以选取时间前后纵向对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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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物理学科论文随着时间的增加，累计生存率

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前 11 个时间区间下降显著，

大约有 80%的论文生命长度在 11 个时间区间内。

突破 11 个时间区间存活下来的论文累计生存曲

线变缓，失效速度减缓，生存时间较长。在检测

时间为结束时，仍然有将近 10%存活率，说明物

理学科论文数据的右删失情况显著。

2.4.2 概率密度曲线

样本论文集的概率密度曲线，如图 3 所示

（经过平滑后的折线图），反映了样本论文在各个

寿命区间的分布情况，即具有相同寿命的论文在

总体中所占的比例。由图 3 可见，在前 11 个寿

命区间的概率密度数值较大，随后曲线呈现下降

趋于平稳的状态。此外，样本论文见刊后第 7 个

图 2 样本集的累积生存曲线

图 3 样本集的概率密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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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样本期刊发文及被引情况表

刊名 发文量 /篇 被引频次 /次 发文被引率

低温物理学报 269 179 0.6654

红外与毫米波学报 635 505 0.7953

应用光学 1356 959 0.7072

表 5 样本期刊在 2015 年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综合评价排名表中的情况

期刊
核心总被引频次 核心影响因子 综合评价总分

数值 /次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红外与毫米波学报 822 1011 0.533 867 35.56 1147

应用光学 808 1024 0.406 1207 21.82 1771

低温物理学报 125 1960 0.136 1953 13.16 1947

图 4 样本集的风险曲线

时间区间出现了寿命分布最大值，说明论文见刊

后第 7 个时间区间失效的概率相比于其他时间要

高。见刊第 11 个时间区间后的论文生命长度分

布较为分散。

2.4.3 风险曲线

样本集的风险曲线如图 4 所示（经过平滑后

的折线图），反映了每个寿命区间内未失效论文

的失效概率，曲线出现多次升落现象，但从整体

来看，在前 10 个时间区间内，论文在单位时间

内的失效风险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在第 11 个

时间区间失效风险达到最大；随后迅速回落，逐

渐趋于平缓。在风险迅速下降的过程中，在第

13、15 时间区间内再次迎来失效小高峰。度过失

效高峰期的样本论文失效的概率不断变小，成为

该领域内长寿论文。

2.5 样本期刊生存曲线对比分析

在分析了数据集整体生存规律的基础上，将

生存分析尝试性地应用在期刊间的对比上。在此

选取《低温物理学报》《红外与毫米波学报》及

《应用光学》3 种期刊，对其生存函数曲线进行

对比分析。笔者统计了这 3 种期刊的发文量及被

引分布表中的记录数（表 4），其中发文被引率

是CSTPCD中收录的被引论文量占发文量的比

值。从 2016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

心板）》（自然科学卷）的 2015 年中国科技核心

期刊综合评价总分排名表中，摘录出样本期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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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数据情况（表 5），作为利用生存分析法对比

3 个样本期刊结果的评价标准。

3 个样本期刊的累计生存曲线对比图如图 5
所示。从总体来看，3 种刊物的累计生存曲线下

降趋势由陡到缓依次为：《低温物理学报》《应用

光学》《红外与毫米波学报》。因此，整体上相对

来说，在相同时刻，《红外与毫米波学报》生存率

更高，《低温物理学报》的论文生存率最低。《低

温物理学报》的论文生命长度集中在 11 个时间区

间内，《应用光学》的最长生存时间能达到 16 个

时间区间左右，《红外与毫米波学报》在监测的末

期，还能有接近 20%的存活率。

3 个样本期刊的概率密度曲线对比图如图 6
所示（经过平滑后的折线图）。从图 6 中可见，

《红外与毫米波学报》的论文寿命分布相对分散，

而《低温物理学报》分别在第 6、9、11 时间区

间分别出现论文寿命分布高峰。

3 个样本期刊的风险曲线对比图如图 7 所示

图 5 样本期刊累计生存曲线对比图

图 6 期刊概率密度曲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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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平滑后的折线图）。从图 7 中可见，3 家样

本期刊在第 10 个时间区间内论文失效率均达到

最大值，这说明期刊在该时间区间内失效的论文

量都很大，并且《低温物理学报》远远高于另外

两种期刊。此外，《应用光学》在单位区间内的

失效风险普遍高于《红外与毫米波学报》。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这 3 种期刊中，

《低温物理学报》的论文失效率较高，生存时间

比较集中且普遍较短。笔者认为这反映了该刊的

论文质量要普遍低于另外 2 种期刊；《红外与毫米

波学报》因其分散的生命分布、普遍偏低的失效

风险及相对平稳降低的生存曲线成为 3 个样本期

刊中质量最高的期刊；《应用光学》处于上述两种

期刊之间。这个评价结果与 2016 年版的《中国

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板）》的 2015 年中国科

技核心期刊综合评价排名表的结果相符合，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将生存分析法应用到期刊论文数据

上是有一定效用的。

3 总结与讨论

（1）本研究将医学领域的生存分析法移用到

学术期刊评价，在此过程中克服了遇到的障碍性

问题，从而使得应用生存分析法评价期刊论文成

为可能。首先，对论文失效进行了定义，并利用

“双比例”失效法作出判定；其次，利用期刊的

年发文频次与论文见刊的年卷期计算了见刊时间

（精确到月），解决了原始论文被引频次的分布。

（2）在选用CSTPCD收录的 30 种物理学科

中文期刊中，对整体样本集进行分析后，选取 3

个样本期刊，经生命曲线对比分析表明，《应用

光学》的论文质量相对更高些，其次依次为《应

用光学》《低温物理学报》，与 2016 年版的《中

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板）》的评价结果

相符。

（3）本研究仅实现了生存分析法在期刊评价

上应用，并利用生存函数曲线对比分析了样本期

刊间的差异，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初步分析，但没

有深入探究在期刊评价应用方向上的相关问题，

例如指标构建及评价结果效用性等问题。

（4）生存分析法用于期刊评价尚存在许多

需要完善与优化的地方：在实证数据方面，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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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期刊风险曲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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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性，本文制定的分类体系可能没有涵盖资源

环境领域科学数据的所有方面，但随着资源环境

领域项目的不断开展、数据资源的不断增加，科

学数据分类体系也将不断被修改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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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时间检测窗口，扩大样本数据范围，在更加

宽泛的数据集上监测更长的时间；在理论方法方

面，对于期刊评价上的探究过少，缺乏对评价指

标及评价效用性的探究。

（5）本文为文献老化视角下的期刊评价研究

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丰富了文献信息老

化的理论“基石”。通过在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的

研究，体现了生存分析法对被引时序数据具有普

遍适用性。笔者认为，该方法可以在以论文为评

价主体的期刊评价、学科信息老化速度评价、高

校科研产出水平评价等方面进行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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