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选刊原则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为向我国的科研工作者推介在科研工作中具有一定影

响的作者、研究团体、科研成果，在我国出版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

管理科学等学科领域的期刊中进行筛选，构成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 CSCD）的来源期刊。CSCD 对收录的来源期

刊中论文的题目、作者、文摘、参考文献做详细的数据处理，为用户提供一个

了解我国重要研究成果并追踪论文引用的检索工具。 

 

一． 选择期刊的依据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处于信息快速膨胀的状态，在庞大的学术论文中查找

信息，是很不经济的，如何使科研人员在比较小的期刊集合中，得到比较重要

的科研成果信息呢？在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的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就提

出了核心期刊的概念。 

布拉德福发现学科文献在期刊中的分布是有规律的，即少数期刊集中了大

量的某个学科的论文，而其他期刊则很少出现该学科的论文，1934 年时，他将

这种分布规律数学表达式来表现：“对某一个主题而言，将科学期刊按其登载相

关论文数量降序排列时，都可以划分出对该主题最优贡献的核心区，以及论文

数量与之相等的几个区，这是核心区与相继各区的期刊数量程 1：a：a2……的

关系。” 布拉德福首次提出了核心区的概念。 从此以后许多的研究人员对这种

核心期刊的现象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核心期刊的存在。ISI 

Web of Science 的创始人加菲尔德在 20 世纪 60 年代对期刊论文的文后参考

文献做了大量的统计分析工作，得到了大量被引用论文集中在少数期刊中，而

少量的被引用论文散布在大量期刊中的结论。加菲尔德在 1971 年统计了 2000 

种期刊中的约 1000000 篇参考文献后发现，24%的被引频次高的文章出自 25 

种期刊，50%被引频次高的文章出自 152 种期刊，75%被引频次高的文章出自 

767 种期刊，而其余的被引文章则散布在数量大得多的期刊中。1996 年加菲尔

德的文章中再一次论证了这个结论，以 1994 年的 SCI 数据统计，引文中的 

85%论文来自大约 2000 种期刊，而这些论文的被引频次占总被引频次的 



95%，再一次证明了重要的学术论文集中在少数期刊上现象的存在，并且加菲

尔德还认为某个学科的“尾部期刊” 是其他学科的核心期刊，从另外一个角度论

证了核心期刊的现象。 

在帕累托法则中，从社会、经济的角度也论证了“重要的少数和琐碎的多

数”的关系。他认为，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而不重要

的因子则占多数，因此只要能掌握具有重要性的少数因子即能了解全局。 

CSCD 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遵循布拉德福定律，借鉴 SCI 遴

选期刊的方法，采用定量的方法对我国出版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管

理科学类期刊进行遴选。 

 

二． 入编期刊的基本条件 

1. 期刊为我国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具有国际标准刊号（ISSN）和国内

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2. 期刊为原创性学术性期刊，CSCD 以反映我国科学研究和科研成果应用为

主要方向，着重显示我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因此以学术性期刊为主要收录

对象， 即主要以发表理论研究论文为主体的期刊。 

3.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期刊收录的学科范围为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

学、地球科学、农业科学、医学、工业技术、环境科学、科研管理等学科

领域及其交叉学科。分类依据为《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 

4. 期刊论文除论文一般具有的题名、明确的作者及所属机构外，还要具备关

键词、文摘，文后具有完整的参考文献。建议题名、作者、机构、文摘、

关键词中、英文双语对照。 

 

三． 期刊遴选方法及流程 

 

（一） 期刊遴选方法 

CSCD 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以定量数据为主，期刊遴选的统计指标来

自于 CSCD 的统计数据。主要指标为： 

1. 期刊影响因子：某年度某种期刊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 / 该刊发表的论文



数。观察期刊近期的学术影响力。 

2. 期刊热点指数：统计某种期刊高被引论文数量占该刊所属学科的高被引论

文总数的比例。该指标反映期刊的优秀论文比例。  

3. 期刊特征因子：基于期刊的引用网络图数据，运用 PageRank 相似的算法，

计算引用网络中期刊的影响力。该指标衡量某期刊综合考虑被引次数和施

引期刊质量的学术影响力。 

4. 文章平均水平：期刊的特征因子得分除以标准化之后的期刊发文量数据。

该指标衡量某期刊篇级论文的综合学术影响力。 

5. 扩散因子：某种期刊在其所在学科领域被其他期刊所引用的期刊数与

CSCD 数据库收录该学科领域期刊总数的比值。该指标表现了某期刊在相

关专业领域期刊间的渗透性。 

6. 优秀指数：某种期刊的篇均引用频次与该期刊涉及到的学科领域的篇均被

引频次均值的比值。该指标衡量某期刊论文相对于平均水平的学术影响

力。 

7. 论文利用指数：期刊某年被引用的发文数量占当年全部发文数量的比例。 

8. 互引指数：某一期刊的互引指数为该刊被其他期刊引用频次数据偏度系数

的正向标准化值。该指标用于惩罚存在明显互引行为的期刊。 

9. 学科他引频次：某种期刊在各个学科的被引频次。该指标可以观测到该刊

在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影响。 

 

（二） 期刊遴选流程 

1. CSCD 期刊两年遴选一次。CSCD 来源期刊数量为我国自然科学、工程技

术、医学等领域出版总量的 25%左右。 

2. CSCD 接受期刊编辑部的申请：已连续出版一年以上的期刊，编辑部可提

交一份期刊样本（最新的 2 期）；期刊的学科特点、期刊质量的介绍。 

3. 不论期刊申请与否，所有的期刊将通过以上指标进行统计比较。 

4. 数据统计年限为近三年。统计值为三年数据平均值。 

5. 通过施引期刊的论文学科对期刊的学科属性进行定位，一种期刊会分属于

多个学科。所有期刊之间的比较在各自所属的学科范围进行。学科属性的



取值来自于《中图法》。 

6. 分学科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和统计，并计算各指标在相应学科的权重。

期刊各项指标的标准化分值加权总和，为该期刊在该学科的综合分值。对

各学科期刊以综合分值降序排列，并计算累积百分比。依据布拉德福定

律，各学科累积百分比在图像法分界点以内，或在分区法第一区域内的期

刊进入预选期刊目录。 

7. 对于期刊变名的情况。不同的 ISSN 视同为两种期刊，统计数据时不做数

据合并处理。 

8. 对于新创办的期刊（指创办时间在 1-5 年内的期刊），可以不受以上各种统

计指标的限制，主要考察其学术特点，与其相关领域已有期刊的学术特色

对比。根据我国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或其他学科发展规划的说明，判断期刊

的学科特色是否符合我国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9. 经过数据统计后，将来源期刊的预选名单提交“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

刊遴选委员会”评审，经过评审专家在定量统计的基础上进行审定后，得到

CSCD 来源期刊目录。 

10. 来源期刊名单在 www.ScienceChina.ac.cn 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结束后， 

与编辑部联系，得到编辑部认可加入 CSCD 的回执后，来源期刊目录在该

网站正式发布。 

11. 期刊一旦违反我国新闻出版法规或被期刊管理部门查处，则立即退出遴选

流程，已经进入 CSCD 的期刊，则即时退出 CSCD。 

 

四．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遴选委员会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遴选委员会成员由学术领域科研专家、期刊

出版、编辑专家、文献计量学专家组成。 

委员会在定量统计的基础上，负责来源期刊调整、审定工作。 

 

五． 关于入选期刊 

1. 凡是进入 CSCD 的期刊，由 CSCD 与编辑部联系，请编辑部填写确认回

执后，由 CSCD 出具收录证明，有效期为两年。如果出现期刊违反我国新



闻出版法规或被期刊管理部门查处，则即时退出 CSCD。 

2. 凡是进入 CSCD 的期刊，由期刊编辑部提交 CSCD 印本、电子版文档各

一份，用于数据处理之用。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联系方式 

地址： 北京 北四环西路 33 号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邮编： 100190 

电话： (010) 82627496 

E-mail： CSCD@mail.las.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