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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意义】从引用与被引用两个角度全面分析学科的跨学科性。【方法/过程】以图书情报学18种核心期

刊为例，从中国引文数据库检索下载该18种期刊1996年至2015年载文的参考文献与施引文献期刊题录信息，以题

录信息中“刊名”字段与期刊-学科分类体系进行学科匹配，确定引文学科来源，从引用与被引用角度全面分析图书

情报学的跨学科性。【结果/结论】结果表明，基于引用与被引用文献信息，可以从知识输入和知识输出两个角度反

映图书情报学跨学科性特征。即：跨学科广度大、跨学科强度高、知识输入与输出表现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和主要交流学科相对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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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 significance】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terdisciplinary of subjects from two perspectives of citing
and cited.【Methods/process】Taking 18 kind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re journals as an example, the reference
information of cited and citing articles of 18 journals from 1996 to 2015 from the Chinese Citation Database were retrieved
and downloaded,using the field "journal" of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to match the discipline classification system to deter⁃
mine the reference sources of citation ,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ere analyzed from 2 an⁃
gles of citing and cited .【Result/conclusion】The result shows that we can reflect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characteristics of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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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一词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心理学家Woodorth于 1926年公开使用，它是指超越一

个已知学科的边界而进行的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实

践活动【1】。在全球知识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学科交叉和综

合化进程加快，研究课题、项目等科研活动凭单一学科已很

难顺利完成。因此，跨学科研究成为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的

主要模式，跨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成为影响创新进程

的重要因素【2】。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跨学科

展开了研究，研究层面涉及作者、单篇论文、期刊、学科、机构

等，研究焦点集中在跨学科的强度与广度、跨学科知识的分

布与扩散、跨学科研究成果的产量与影响等【3-4】。Pierce认为

科学文献跨学科引用是学科间信息传递的表现，反映了不同

学科间的知识交流【5】。所以引文分析法可以用以研究各个

情报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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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上的跨学科现象。

基于引文的跨学科理论研究中，学者主要通过构建测度

指标或指标体系来衡量跨学科性。Brillouin提出测度传播

过程中的信息熵或不确定性的“布里渊指数”，现被用以测

度跨学科引用的差异性与均衡性【6】。杨良斌等构建基于引

文的多学科度指标在内的跨学科测度体系【7】。Chakraborty
等提出了衡量单篇学术论文跨学科程度的四项指标，其中

包括参考文献多样性指数（RDI）和施引文献多样性指数

（CDI）【8】。基于引文的跨学科实证研究中，孟祥保以国外35
种核心期刊的参考文献同被引数据为研究对象，分析国外图

书情报学跨学科现状及基本特点【9】。孙海生以《情报学报》

和《情报科学》的参考文献为例，研究我国情报学跨学科知识

引用情况【10】。

分析发现，基于引文的跨学科实证研究目前多限于引用

（参考文献）角度，忽视了被引用（施引文献）角度的分析。引

用是学科主动行为，反映学科知识输入；被引用是学科被动

行为，反映学科知识输出。所以，从引用与被引用两个角度

全面衡量学科的跨学科性，对更加清楚地认识与评价某学科

的知识流动更具现实与理论价值。故本文拟以图书情报学

为例，通过参考文献与施引文献题录信息中的“刊名”字段识

别引文所属学科，分析学科的跨学科广度与强度，从引用与

被引用两个角度更加全面地分析图书情报学的跨学科性。

2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南京大学研制开发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数据库现已成为教育部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

平台【11】，其遴选、公示的人文社科核心期刊质量受到学术界

的 广 泛 认 可 。 故 选 择 CSSCI 来 源 期 刊 和 收 录 集 刊

（2014-2015）目录中图书情报学的18种期刊数据为样本，从

引用与被引用角度分析图书情报学的跨学科广度与强度，揭

示该学科跨学科的学科分布，并为其它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提

供借鉴参考。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思路图

22..11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通过对几种常用中文引文数据库的调研比较发现：中国

引文数据库（CCD）收录了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

出版的所有源数据库产品的参考文献，收录期刊覆盖面广、

权威性高、代表性强【12】，故选用CCD为本研究来源数据库。

从CCD数据库中，分刊检索、下载图书情报学18种核心

期刊1996至2015年间全部载文的参考文献和施引文献。期

刊引文题录信息包含作者、题名、刊名和出版年份等字段，通

过确定“刊名”字段的学科归属，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引文

的学科来源，而其它类型文献没有与学科属性相关联的字

段，所以本研究仅以期刊类型引文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检索

策略如下：引文类型选择“期刊类型引文”，出版时间选择“从

1996年到2015年”，文献来源分别选择“18种图书情报学核

心期刊刊名（精确）”，检索、下载日期为2016年12月18日至

2017年 1月 8日。导出全部期刊类型参考文献以及引用过

该18种期刊20年间载文的全部期刊论文（即施引文献）。数

据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图书情报学18种核心期刊发文及引文汇总表

单位（篇）

期刊

中国图书馆学
报
大学图书馆学
报
图书情报工作

情报学报

图书情报知识
情报理论与实
践
国家图书馆学
刊
情报杂志

图书与情报

情报科学

图书馆杂志

图书馆建设

情报资料工作

图书馆论坛
现代图书情报
技术
图书馆学研究

图书馆
图书馆工作与
研究

总计

发文
数

2283
2698
9739
1971
2449
4238
1265
8916
2709
5993
4399
4674
2849
5399
3482
6195
3901
4336
77496

参考文
献数

9181
7876

51688
7685

10183
21315
4088

44402
11396
28377
9086

16750
12882
24061
10908
28865
18430
17108
334281

篇均参考文
献数

4.02
2.92
5.31
3.90
4.16
5.03
3.23
4.98
4.21
4.74
2.07
3.58
4.52
4.46
3.13
4.66
4.72
3.95
4.31

施引文
献数

48520
40620
74174
19660
22580
29739
9884
49655
21663
39861
32328
36187
20518
54303
23420
36151
33287
32606

625156

篇均施引文
献数

21.25
15.06
7.62
9.97
9.22
7.02
7.81
5.57
8.00
6.65
7.35
7.74
7.20
10.06
6.73
5.84
8.53
7.52
8.07

注：以上参考文献数、篇均参考文献数、施引文献数和篇

均施引文献数均为期刊文献类型

剔除题录信息中数据不完整记录，最终共计得到

32 7243 条有效期刊论文参考文献数据及 624 978条有

效期刊论文施引文献数据。分别建立参考文献数据集和施

引文献数据集，此两数据集即为下文研究对象。

22..22 引文数据学科匹配处理引文数据学科匹配处理

为了能够从引用与被引用两个角度研究学科的跨学科

性，必须依照“刊名”字段的学科归属将每一篇参考文献和施

引文献准确匹配到特定的学科类目中。这首先需要确立一

个合适、科学的期刊-学科分类体系。《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

告（扩刊版）》以我国正式出版的各学科 6230种中文期刊为

统计源，将期刊分为基础科学、工业技术、农业科学、医药卫

生、哲学政法、社会科学、经济管理、教科文艺8个学科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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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24个学科小类。该体系涵盖绝大部分正式出版的中文

期刊，能较为准确地反映期刊的学科归属，所以本文选用该

体系的学科分类。为使该体系学科划分粒度更加科学、反映

期刊学科归属更加准确，通过专家咨询等方式，对该体系进

行归类、调整、补充和完善。最终得到涵盖8个学科大类、89
个学科小类、7927种期刊（由于存在期刊改名现象，本文将

部分期刊的原刊名也收录其中）的期刊-学科分类体系。期

刊-学科分类体系简表如表2所示。

表2 期刊-学科分类体系简表

学科大类

教科文艺

工业技术

经济管理

社会科学

基础科学

医药卫生

农业科学

哲学政法

学科小类

图书情报

科研管理

新闻出版

…

自动化&计算机技术

无线电电子学&电信技术

…

经济与管理

经济学

…

社会科学理论

历史

…

自然科学总论

物理学

…

医疗保健

临床医学

…

农业工程

农作物

…

心理学

宗教

…

刊名

中国图书馆学报；…

科学学研究；…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

计算机工程；…

电子学报；…

…

管理科学；…

经济学家；…

…

社会科学研究；…

纵横；…

…

科技创新导报；…

物理学报；…

…

家庭医学；…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

农机化研究；…

大豆科学；…

…

心理科学；…

佛学研究；…

…

分别根据导出的参考文献和施引文献题录中的“刊名”

字段与期刊-学科分类体系中的“刊名”进行对照，运行自编

VBA程序如下：

Sub test()
For a = 1 To m
For d = 1 To 7927
If Sheet1.Cells(a, 1) = Sheet1.Cells(d, 4) Then
Sheet1.Cells(a, 2) = Sheet1.Cells(d, 3)
End If
Next

Next
End Sub
m为参考文献和施引文献题录信息数量，分别取327 243和

624 978。
即可自动将每一篇参考文献和施引文献划分到特定的

学科类别之中，然后对数据处理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3 基于参考文献的图书情报学跨学科性分析

33..11 图书情报学知识输入能力分析图书情报学知识输入能力分析

对图书情报学 327 243 条期刊参考文献题录信息进行

学科匹配，匹配率达到 93.88%，结果如下：①14 605条属于

外文期刊。②293 509条属于中文期刊，来自 4217份期刊。

其中 211 966条来自 50份图书情报类期刊，属学科内引用；

81 543条属于其它 88类学科，来自 4167份非图书情报类期

刊，属跨学科引用。③19 129条参考文献由于不属于我国正

式出版的期刊，故未能匹配到学科类属。参考文献整体分布

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

（1）图书情报学内部自引率高。在全部参考文献中，占

比最高的为图书情报学参考文献，达到 64.77%，共 211 966
条，属于学科内引用。学科内部自引是一种必然现象，是科

学文献交流的基本属性【13】，学科要想保持其相对稳定性，必

须具有良好的传承性和连续性。

（2）图书情报学知识输入学科来源广泛，跨学科性

强。中文非图书情报学参考文献比例较高，达到 24.92%，

共 81 543条，来自 4167种期刊，涵盖全部 88类非图书情报

学学科。表明该学科已将知识吸收范围覆盖到其它每一个

学科，对各学科知识能够有目的和选择性地“兼容并蓄，为我

所用”，知识输入角度的跨学科性强。

（3）图书情报学对外文文献有一定吸收能力。外文参考

文献占至4.46%，共14 605条。表明该学科对国外前沿研究

成果有一定关注，努力将国际领先思想和技术应用到我国图

书情报学研究中，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愈发明显。

图2 参考文献整体分布图

33..22 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入趋势分析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入趋势分析

按照 18种核心期刊载文发文年代，对参考文献进行抽

取，建立1996年至2015年年间分年参考文献数据集，并对其

进行统计，绘制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入趋势图，如图 3
所示。

图 3横轴表示载文年代，左侧坐标轴表示百分比，右侧

坐标轴表示该年载文的参考文献学科类别数量。由图 3可

以看出：

（1）1996-2002年，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入相对较

弱。该阶段参考文献学科类别数量增速迅猛，由 31类学科

快速增长至 62类，表明图书情报学引用空间已由相对狭窄

开始变得更加广泛；但非图书情报类参考文献比例增速比较

情报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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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为0.6%/年，表明该学科已开始关注对跨学科知识的吸

收，但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未形成强烈的跨学科知识吸收

意识，总体仍处于摸索、试探性阶段。

1996-2002年间，一方面搜索引擎开始起步，科学文献

数据库开始建立并逐步应用，使文献可获得渠道拓宽；另一

方面，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1994年之后我国图书情报学发

文量急剧增长【14】，伴随着发文量的增长，参考文献数量也随

之快速增长。因此，文献可获得性的提高与发文量的增长，

使参考文献数量增多，涉及学科类别数由一较低起点快速增

至较高水平，但非图书情报类参考文献比例增速缓慢。

图3 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入趋势图

（2）2002-2007年，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入快速增

长。该阶段参考文献涉及学科类数增至74种；非图书情报类

参考文献比例升至30.15%，且增速明显提高，为2.5%/年。表

明该学科开始以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有意识、有甄别

地吸收其它学科相关知识，形成适合本学科的新知识元素，

对自身知识体系进行充实和完善。

2002-2007年间，一方面搜索引擎技术逐步成熟，高校

和科研机构对科学文献数据库愈加重视，购置率明显提高，

文献可获得率达到更高水平。另一方面期刊和作者的科研

精神更加严谨，对他人科研成果更加尊重，参考文献数量提

升且著录格式更加规范【15】。另外，该时期各学科新技术、新

方法、新理论的产生，对图书情报学产生了启发与帮助，使

图书情报学的知识吸收能力不断增强。例如，计算机学科

成熟的信息处理、抽取技术对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与应用有

较大的促进作用；数字图书馆引发的著作权问题研究，需要

参考法学知识；知识管理成为图书情报学比较活跃的生长

点【16】，与经济管理学、计算机学成为知识管理研究的三大主

要学科【17】。因此，学科交叉研究，促进了图书情报学知识吸

收能力的增强。

（3）2007 年至今，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入相对平

稳。经过之前1996年至2007年11年的增长阶段，参考文献

学科类数达到74种。2007年之后，在轻微波动范围内，每年

参考文献学科类别数量保持在70至80种之间，非图书情报

类参考文献比例也一直稳定在30%左右。表明该学科对其

它各学科知识的吸收，由尝试性进入常态化状态，达到平稳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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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81 543条非图书情报学参考文献进行学科匹配，发现

来源于88类学科，排名前十位学科数据如图4所示。

（1）该学科参考文献多样性指数高。Chakraborty等提出

了衡量单篇学术论文跨学科程度的四种指标，包括参考文献

多样性指数（RDI）、成员多样性指数（MDI）、施引文献多样性

指数（CDI）和吸引力指数，并给出了计算公式【8】。研究发现，

对于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此指标依然具有可行性，现选取

其中的参考文献多样性指数（RDI）对该学科引用角度的跨

学科程度进行分析。

图4 参考文献学科分布图

由图4及相关计算可知：

参考文献多样性指数（RDI）：
RDI(Xi) = -∑j

pilog(pi) （1）
其中：RDI(Xi)——某学科 Xi 的参考文献多样性指数；

j ——某学科参考文献学科类别总数；

pi ——属于学科类别 i的参考文献数占总参考文献数的

比值（即 pi =
ni

N ）；

ni ——属于学科类别 i的参考文献数；

N——某学科参考文献总数。

将统计结果中各学科参考文献数量 ni 和参考文献总数

N代入公式（1）计算，得图书情报学的RDI值为 0.6203。本

指标RDI的值越接近 1，表明跨学科程度越强，故由参考文

献多样性角度可进一步说明该学科的跨学科性较强。

（2）参考文献学科来源广泛的基础上又相对集中。在全

部 88 类跨学科参考文献中，排名前十学科占至总量的

75.57%，表明该十类学科是图书情报学知识输入优势学

科。其中，自动化&计算机技术学科频次居首，占全部参考

文献的5.11%，表明图书情报学借鉴了较多的计算机类技术

解决实际问题，计算机信息技术成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有力

支撑【18】。科研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频次居第 2、3、4
位，图书情报学从这三学科吸收知识管理类知识较多。此

外，新闻出版等也对该学科有一定的知识输入。

4 基于施引文献的图书情报学跨学科性分析

44..11 图书情报学知识输出能力分析图书情报学知识输出能力分析

对624 978条施引文献题录信息进行学科匹配，匹配率

达到 87.88%，结果如下：①549 231条施引文献学科匹配成

功，来自正式出版的4380份期刊。其中363 981条来自4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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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情报学期刊，属于学科内自引；185 250条来自 4334份

非图书情报学期刊，属于跨学科他引。②75 747条非正式出

版期刊的施引文献，未能匹配成功。该学科施引文献整体分

布如图5所示。

图5 施引文献整体分布图

由图5可以看出：

（1）该学科内部自引率高。在全部施引文献中，图书情

报学施引文献达到 58.24%，共 363 981条，属于学科内被引

用，表明了学科研究的相对稳定性与继承性。

（2）该学科知识输出学科分布广泛，跨学科性强。非图

书情报学施引文献比例较高，占至29.64%，共计185 250条，

来自于4334种期刊，涵盖全部88类非图书情报学学科。表

明该学科的学术影响已不同程度地辐射到其它每一个学科，

为其它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知识输出的学科相对

广泛，表明该学科知识输出角度的跨学科性强。

44..22 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出趋势分析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出趋势分析

按照 18种期刊载文发文年代对施引文献进行抽取，建

立 1996 年至 2015 年 20 年间分年施引文献数据集，并对其

进行统计，绘制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出趋势图，如图 6
所示。

图6 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出趋势图

图 6横轴表示载文年代，左侧坐标轴表示百分比，右侧

坐标轴表示学科类别数量。由图6可以看出：

（1）1996-1999年，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出快速增

长。该阶段非图书情报类施引文献比例增速明显，为

2.7%/年，表明该阶段图书情报学由一个跨学科被引用较

低状态快速成长起来，开始被其它学科接受和认可。

同样原因，该阶段搜索引擎和科学文献数据库的逐步应

用，使图书情报学文献被其它学科获得的可能性和便捷性提

高，被其他学科文献引用的机会增大，施引文献涉及学科数

量、非图书情报学参考文献占比急速增长。另一方面，该阶

段图书情报学的信息经济、文献计量、信息立法等研究内容，

同时被经济学、教育学、法学等学科所关注【19-21】，引起了图书

情报学文献被跨学科引用、知识输出能力的增强。

（2）1999-2006年，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出稳中有

升。该阶段非图书情报类施引文献比例增速相对放缓，年均

增速 0.8%，总比例保持在 30-40%，施引文献学科类别数量

保持在 80 种左右。表明图书情报学跨学科被引用稳中有

升，开始趋于相对稳定阶段。

这期间，一方面文献获得渠道进一步拓宽，跨学科知识

传播更通畅、便捷，使图书情报学知识输出能力稳定增长；另

一方面，图书情报学成熟的文献、信息计量分析方法广泛被

其他学科应用；其他学科作者利用专业知识帮助图书情报学

解决相关问题，例如计算机学科学者尝试将语义网技术和信

息处理技术等应用于知识服务系统等。另外，还有学科交叉

研究的互相借鉴参考，例如与管理学之间关于知识管理的研

究、与科学学之间关于科学评价的研究等。学科之间的交叉

渗透，使图书情报学知识输出到越来越多的学科。

（3）2006 年至今，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出小幅下

降。自 2006年之后，施引文献学科类别数量和非图书情报

类施引文献比例均出现缓慢下降趋势。但施引文献学科类

别数量依旧保持在 80种左右，非图书情报类施引文献比例

也保持在30%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图书情报学依然有

较强的知识输出能力。

该阶段，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出呈小幅下降趋势，

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方面 2006年之后的载文由于发表年代

较近，被引用程度不如 2006 年之前载文充分，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跨学科知识输出强度。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图

书情报学发展呈现泛技术化、泛信息化趋势【22】，缺少专业核

心理论，情报决策支撑功能被不断弱化【23】，精品之作严重不

足【24】。以上原因都会使图书情报学跨学科知识输出呈下降

趋势。针对此现象，图书情报学界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形成专

业特色，更好发挥本学科在整个科学界的价值和作用【25】。

44..33 图书情报学知识输出的跨学科分布图书情报学知识输出的跨学科分布

对图书情报学科185 250条非图书情报学施引文献进行

学科匹配，共来源于 88类学科，排名前十位学科数据如图 7
所示。

图7 施引文献学科分布图

由图7及相关计算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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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3636卷卷 第第33期期 20182018年年33月月·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业务研究·

-- 109



（1）该学科施引文献多样性指数高。选取 Chakraborty
等提出的施引文献多样性指数（CDI），对该学科被引用角度

的跨学科程度进行分析。

施引文献多样性指数（CDI）：
CDI(Xi) = -∑j qj log(qj) （2）
其中：CDI ( )Xi ——某学科 Xi 的施引文献多样性指数；

mj ——属于学科类别 j的施引文献数；

qj ——属于学科类别 j的施引文献数占总施引文献数的

比值（即 qj =
mj

M ）；

M——某学科施引文献总数。

将统计结果中各学科施引文献数量 mj 和施引文献总数

M代入公式（2）计算，得图书情报学的CDI值为0.7178，进一

步说明该学科知识输出跨学科性较强。

（2）施引文献学科来源广泛的基础上又相对集中。在全

部 88 类跨学科施引文献中，排名前十学科占至总量的

72.78%，表明该 10 类学科是图书情报学知识输出重点学

科。其中，教育和自然科学总论居各学科前两位，主要借鉴

图书情报学知识管理和科学评价方法的研究成果。此外经

济与管理、自动化&计算机技术、科研管理、医药卫生总论等

学科在施引文献中占有一定比例，表明图书情报学也会在这

些领域有较多知识输出。

5 图书情报学跨学科性分析结论

对比基于参考文献与施引文献的学科跨学科性研究结

果可知：

（1）图书情报学跨学科广度大。由 20年间累计跨学科

引文数据可知：参考文献与施引文献跨学科广度均已波及图

书情报学之外的其它全部学科，均涉及4000余种期刊，表明

该学科对知识的吸收和输出均较广泛。

（2）图书情报学跨学科强度高。由 20年间逐年跨学科

引文数据可知：基于引用与被引角度非图书情报类引文比例

均经历三个阶段，并最终稳定在30%左右；参考文献年均学

科类数保持在70至80种之间，施引文献年均学科类数保持

在80种左右；参考文献多样性指数（RDI）和施引文献多样性

指数（CDI）分别为 0.6203和 0.7178，都能反映出该学科较高

的跨学科强度。

（3）图书情报学知识输入与输出表现为社会科学与自

然科学并重。美国学者萨拉塞维克把图书情报学作为一门

综合性的科学来研究，认为图书情报学可分为两大分支：理

论图书情报学和应用图书情报学【26】，其中理论图书情报学

趋于社会科学，而应用图书情报学则趋于自然科学【27】。分

析发现该学科知识输入与输出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

重，一边不断从其它学科汲取“养分”，用以完善图书情报学

自身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也为丰富其它学科的理论和应

用做出积极贡献。

（4）图书情报学主要交流学科相对集中。从跨学科引文

数据学科分布上看，参考文献和施引文献排名前十学科均占

至总量的70%以上，表明该学科虽然跨学科广度较大，但少

部分学科优势明显。如自动化&计算机技术、科研管理、教

育、经济与管理等学科在引用和被引用角度均与图书情报学

交流密切，所占比重较大。

6 结 语

引文分析是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之前的

研究成果大多局限于引用角度，很少从被引用的角度分析跨

学科，更没有文献基于引用与被引用两个角度全面分析学科

的跨学科性。

本文以图书情报学为例，以中国引文数据库(CCD)为源

数据，检索图书情报学18种CSSCI期刊1996至2015年载文

的参考文献和施引文献。基于引用与被引用角度，分析学科

的跨学科广度与强度。在研究过程中可能还存在以下不足：

以引文题录信息中“刊名”字段的学科归属，确定引文的学科

来源，部分期刊属于跨学科性期刊，仅将其划分在期刊定位

的主学科类目之中，可能会有一定局限；在基于学科施引文

献的跨学科性分析中，未能考虑施引文献的动态变化性。论

文的不足之处，在后续研究中将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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