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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类中文核心期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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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详细介绍了综合测定中文物理学核心期刊的研究方法，并对所测定出的中文物理学核心期刊结论

做了客观的评价，以及扼要阐述了它的对物理学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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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和信息的迅猛发展，学术论文和刊载

这些论文相应的我国期刊的种类越来越多，读者查

阅文献变得越来越困难，如何帮助读者快速查阅他

们所需要的文献是我们图书情报工作者要研究和解

决的问题之一’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之

一，它所研究的不仅仅是宇宙间物质存在的基本形

式，物质的性质、运动、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以及内部

结构的基本规律，而且还是探讨物质结构时间、空间

和运动基本规律的前沿科学’ 物理学已发展成为有

许多子学科的一门学科，如声学、光学、力学、统计物

理、数学物理、计算物理、固体物理、等离子体物理、

原子和分子物理等’ 随着近代物理学的迅猛发展，又

在不断涌现形成很多新的分支学科，如粒子物理学、

原子核物理、光物理、凝聚态物理、低温物理、金属物

理、半导体物理、材料物理、表面物理、介观物理、电

子物理、无线电物理、高压物理、非线性物理等’ 并且

随着科学的发展，物理学与不同学科相互渗透，出现

了物理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一系列交叉学科’ 基于

此，反映物理学科科研和教学信息的期刊文献就很

繁多，所以有必要对刊载物理学研究信息的期刊进

行深入的研究’ 物理学核心期刊刊载着某一分支学

科的大量文献信息，其研究水平也较高，它们基本上

能代表我国物理学科学术水平、并能反映物理学科

发展方向、最新成果和前沿动态’

N" 核心刊的研究方法

核心期刊测定有各种方法，最早采用的核心期

刊评定方法都是进行单指标评价，如载文率法、文摘

法、引文分析法、流通法等等，各种评价的方法的出

发点和角度均不同’ 因此，如果只采用单一方法来确

定核心期刊，往往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如载文

率法着眼于期刊的绝对载文量；文摘法则注重从学

科期刊的质量、权威性及被摘量去探求；引文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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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的是论文的理论来源、学科动向，能集中反映学

科纵向的继续与发展以及横向的渗透与交叉，成为

该期刊发文质量和社会影响的重要标志；流通量法

反映的是期刊被读者重视和使用的程度，它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期刊的质量和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我

们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多项指标综合测定法(
定量评价指标为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

摘率、被引率、影响因子、获奖或被重要工具收录等(
我们选定 & 种数据库和文摘刊物作为统计源进行统

计，再用模糊数学模式对评价数据加权进行综合处

理( 定性分析是请学科专家根据自己用刊经验和学

科知识，对期刊做出评价( 通过综合测定法研制出来

的核心期刊，可以避免单一方法而可能造成的某些

方面的局限性，它能吸收各种方法的长处，相互弥

补( 物理类核心期刊的筛选方法如下：

!( "# 被索量统计

选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中国科学院引文

数据库、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等做补充）作为检索

工具，分别对物理学进行三年（ 即 )’’’—$%%) 年）

的被摘量统计，共检索到 )&*)+ 条，涉及期刊 )#%*
种，其中 ,%- 条数是 ))%&+ 条，涉及期刊 )’) 种( 根

据对物理学科中各刊被索引的该学科文献数量多少

依次排序，得出该学科被索量核心期刊表(

!( !# 被摘量 " 统计

选用《中国科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作为检索工具，分别对物理学进行三年

（即 )’’’—$%%) 年）的被摘量统计( 对《 中国科学文

献数据库》，共检索到 )$,%% 条，涉及期刊 "&’ 种，其

中 ,%- 条数是 ***$ 条，涉及期刊 &% 种( 根据对物

理学科中各刊被摘的该学科文献数量多少依次排

序，得出该学科被摘量 ) 核心期刊表(

!( $ 被摘量 ! 统计

选用《中国学术期刊文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学会工作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综合计划局）作

为检索工具，分 别 对 物 理 学 进 行 三 年（ 即 )’’’—

$%%) 年）的被摘量统计( 共检索到 )"+, 条，涉及期

刊 ++ 种，其中 ,%- 条数是 ’#+ 条，涉及期刊 )% 种(
根据对物理学科中各刊被摘的该学科文献数量多少

依次排序，得出该学科被摘量 $ 核心期刊表(

!( %# 被引量统计

选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作

为检索工具，分 别 对 物 理 学 进 行 三 年（ 即 )’’’—

$%%) 年）的被引量统计( 我们共检索到 ’"%) 条，涉

及期刊 +)) 种，其中 ,%- 条数是 +#*+ 条，涉及期刊

"* 种，依各刊被引该学科被引用次数的多少排序，

得出该学科被引量核心期刊表(

!( &# 它引量统计

选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作

为检索工具，分 别 对 物 理 学 进 行 三 年（ 即 )’’’—

$%%) 年）的它引量统计，共检索到 #’"’ 条，涉及期

刊 &#& 种，其中 ,%- 条数是 "##+ 条，涉及期刊 &,
种，按各刊被它引的该学科的它引量的多少排序，产

生该学科它引量核心期刊表(

!( ’# 隶属度的计算

依据上述五个核心期刊表初步所得出的期刊进

行载文量和被引量统计，用计算机算出被摘率和影

响因子（ 某刊的被摘率 . 此刊被摘的总次数 / 此刊

实际载文量；影响因子：即被引率 . 此刊被引用的总

次数 / 此刊实际载文量( ），然后采用模糊数学的方

法，计算出各刊对最佳核心期刊的隶属度，按各刊隶

属度的大小依次排序，产生该学科隶属度核心期刊

表(

!( (# 综合筛选

$( ,( )! 权重的处理

通过对前六个核心期刊表以及被摘率、影响因

子和获奖或被重要工具（如 012、230451 等）收录进

行分析和比较，根据各类统计数据对期刊所反映重

要性的不同而进行权重处理，即分别给予被摘量、被

引量、载文量、被摘率、影响因子不同的权重，进行综

合筛选( 经过多次反复排序计算，最后确定相应的权

重为：被索量 . %( )%%；被摘量 ) . %( )%%；被摘量 $ .
%( %’%；被引量 . %( $*%；它引量 . %( $*%；被摘率 . %(
%&%；影响因子 . %( %&%，获奖或被收录 . %( %&，得出

综合筛选的核心期刊 "* 种，其中有两种中国出的外

文版期刊即《16789:9 46;:7<: =9>>9?:》和《1@AAB87<CD
>7@8 78 E69@?9>7<CF 46;:7<:》，尽管它们的水平和质量

都很高，但因我们做的是《 中文核心期刊》的研制，

而对国内出版的英文版期刊不进行收录，因此我们

只能忍痛割爱，将它们拿下来，最后提供给专家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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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类期刊是 !" 种#
$# %# $& 学科专家评审

为了确保筛选的结果更能反映物理学中文核心

期刊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我们根据物理学科的学科

分布，分别请了该领域的 "$ 位专家对上述 !" 种期

刊进行了鉴定# 我们请的专家是（按汉语拼音排序）

包景东、曹必松、曹则贤、曹庄琪、柴之芳、陈正豪、戴

宪起、董顺乐、樊晓伟、方卯发、冯世平、盖峥、葛德

彪、耿荣生、郭光灿、胡希伟、江风益、廖延彪、林书

玉、林维正、林宗涵、刘圣康、刘玉鑫、陆靖、吕士楠、

马伯强、梅冬成、孟杰、孟继武、明海、聂玉昕、彭芳

麟、平子良、濮祖荫、单玉生、申德振、沈建中、施朝

淑、宋菲君、万陵德、汪凯戈、王龙、王亚伟、魏山城、

闻海虎、吴健、许谨诚、许京军、阎守胜、杨百瑞、杨克

成、杨维凡、杨亚东、叶沿林、于清旭、张酣、张树霖、

郑荣儿、郑志刚、周壁华、周祖英、朱建阳等教授# 专

家评价的内容是：调整核心期刊的排序、调整核心期

刊表、增补遗漏优秀学科期刊进入核心期刊表和修

改学科期刊数量# 最后汇总专家评审意见，根据他们

的鉴定意见进行修改，确定了物理学类中文核心期

刊为 !" 种#

!& 核心刊的研究结果

根据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的研究结果，为避免各

学科重复收录则将综合类和交叉学科的核心期刊分

别进入总论和相应其他学科，如将《 科学通报》和

《中国科学，’ 辑》放入综合类中，将《工程热物理学

报》入力学类，将《原子能科学技术》、《 核聚变与等

离子体物理》入原子能技术类，将《 真空》入一般工

业技术类，将《 物理化学学报》入化学类，因此最后

物理学核心期刊是 $( 种#

)、物理学报& & & & & & & $、光学学报

!、高能物理与核物理& & & *、光子学报

+、中国激光& & & & & & & "、物理

%、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报& & ,、半导体学报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 & )-、强激光与粒子束

))、量子电子学报& & & & )$、物理学进展

)!、声学学报& & & & & & )*、红外与毫米波学报

)+、发光学报& & & & & & )"、核技术

)%、大学物理& & & & & & ),、金属学报

)(、低温物理学报& & & & $-、无机材料学报

$)、高压物理学报& & & & $$、材料研究学报

$!、波谱学杂志& & & & & $*、量子光学学报

$+、化学物理学报& & & & & & $"、计算物理

$%、人工晶体学报& & & & & & $,、光学技术

$(、原子核物理评论

*& 核心刊的评价

通过综合法研究出来的物理学核心期刊，基本

上代表了物理学学科文献的实际情况，达到了预期

的效果# 被选中的 $( 种核心期刊除 $ 种交叉学科

外，均为物理类专业期刊，占核心期刊总数的 (!#
). # 所选的期刊从各层次和学科领域中都具有代表

性的，例如学术较强的《物理学报》、《高能物理与核

物理》等；侧重于应用的《 中国激光 ’ 辑》、《 红外与

毫米波学报》等；侧重于评述前沿新进展的《 物理》

等，侧重于物理教学的《大学物理》等#
所选的核心期刊也反映其在我国物理学期刊中

的地位和作用，据我们对 $--! 年《 期刊引用报告》

（/012345 67848703 9:;028<）数据库所提供的数据进行

统计，我国科技期刊进入《期刊引用报告》数据库系

统共有 "% 种，其中有 % 种是物理学类的，这 % 种全

部进入我们测算的核心区#
所选的物理学核心期刊基本反映了我国物理学

学科研究和教学研究的发展水平，但由于诸多因素

的制约，还不能完全反映我国物理学科科学研究的

全貌# 物理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科学，从而也是国际

性的# 我国物理学科研究和教学的基础是好的，有的

研究方向已进入国际前沿，如理论物理、高温超导等

学科，参加了国际上的竞争，在这个国际背景下，导

致一些高水平的研究论文用外文在国际期刊上发

表，这就使中文核心期刊中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相应

减少了#

+& 结束语

物理学核心期刊的研究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而

且具有很大的使用价值，它不仅可以使期刊被充分

利用，帮助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科期刊的新变化和新

情况，指导读者有效地阅读，指导从事物理教学的科

学研究和教学研究人员投稿，还可以对物理学类专

业图书馆确定馆藏范围、信息部门建立文献检索系

统、管理部门了解学科的发展等提供很重要的参考

价值#
由于核心期刊的确定方法很多，因此我们所测

定出来的核心期刊是相对的，它们与采用的确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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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选用的来源期刊都有关系；同时核心期刊也

是动态的，并与期刊所涉及的学科发展及刊载的内

容有关，一个核心期刊确定以后，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学科的发展应不断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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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叶的秘密

制造抗水涂料、纺织品和汽车风挡玻璃的公司经常从荷叶上寻找灵感( 荷花在许多种文化中是纯洁的象征，因为它具有

保持清洁的能力：当雨水落到荷叶上时，在荷叶表面形成的水滴会带着污垢一起滚落( 可是两位美国研究人员发现，虽然荷叶

对于水滴来讲是超疏水性的，但实际上对于凝聚的水蒸气却是亲水的（PRQ ;7<-K，= ?EC,FL( ASS4( 6789( /<DD( ，$%%&，*T：

)##)%)）(
显微镜观测揭示出荷叶光滑的表面由微米级的突起组成，这些突起又由纳米级的像绒毛一样的管状物所覆盖着( 这种双

重结构使落在荷叶上的雨滴下面藏有空气，形成一个能有效地抗水的表面( 但是，对这种所谓的荷叶效应所进行的实验只研

究了毫米级的水滴落在荷叶表面时的情况(
美国密西根 B<-<F,4 0EDEF9 研发中心的 PRQ ;7<-K 和 ?5:,FCE 0<C, Q<:7-5:,4 .<FN5:<9 的 =,-5<4 ?EC,L 将一片荷叶放在水蒸

气的上方( 只几分钟后，水就开始在荷叶上凝聚成小水滴( 不仅如此，随着水蒸汽不断的凝聚，一些小水滴合并成较大的液滴，

并且仍就停留在荷叶上，这与预期的情况相反( ;7<-K 和 ?EC,L 说，小水滴停留在荷叶的纳米级的绒毛之间( 而这些水滴与其

他水滴结合，并开始填充由微米级的突起所形成的空隙( 然后，落到荷叶上的新的水滴将粘在荷叶上面，使荷叶表面成为亲水

的而不是疏水的(
;7<-K 说：“现在的问题是超疏水的表面是否真的存在，像我们这样的实验对于理解表面变湿的原因是至关重要的，应该

包括在对疏水性进行的标准评估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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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