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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林业科技》期刊影响因子与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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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

摘　要：期刊影响因子是期刊质量和论文水平的重要指标。以四川林业科技期刊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５年的影响因子为
依据，分析了期刊在学科中所处位置、即时年度动态等，期刊影响因子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

突出刊物特色，制定用稿规划；更新投稿系统，缩短审稿周期；加强编辑管理，强化服务意识等三大对策，促进期刊

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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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林业科技》于１９７９年５月正式创刊，２００５
年起改版为双月刊，曾经被评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ＳＣＩ收录期刊、四川省优秀期刊，是《中国学术期刊
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

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一数

字化期刊群》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等全文收

录对象［１］，２００５年被列入国际科学文献索引数据库
（ＩＳＩ）世界４３家林业期刊（定期）之一［２］，被美国哈

佛大学植物学院、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德国柏林大

学、日本广岛林业杂志等定期收藏。目前，期刊的单

位用户达到２４８０个，分布于１６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量近３万册。根据中国期刊引证研究报告２０１６年
版，四川林业科技期刊 ２０１５年综合影响因子为
０３３１，总被引频次 １３４４，在全国３８个技术研究类
的学科排名第１４位，可被引用文献比率０９８。

从创刊至今，期刊的基本功能和社会价值得到

较好体现，发挥了科技成果的载录和传承作用、学术

交流的平台作用、林业生产建设的助手作用和人才



培养的“圃地”作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传媒，对

全省林业的生产实践发挥着直接或间接的推进作

用，期刊登载的研究成果，多数可直接应用于林业生

产实践，同时也反映了当前全省林业的科技动

态［１］。分析期刊的影响因子动态和林业科技的影

响力，探索加强期刊科学化管理的途径和方法，从而

为今后的发展提出对策。

１　资料和方法

以《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

工程技术）发布的数据为基础，统计了 ２００９年 ～
２０１５年《四川林业科技》期刊影响因子、各类计量指
标和可被引文献量及被引频次３项指标，包括复合
总被引、可被引文献量、可被文献比、基金论文比、被

引半衰期、被引期刊数和他引总引比等；比较了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５年期刊复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
和技术影响因子以及在林学期刊中排序动态，借助

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库数据分析了２００１年 ～２０１５
年期刊即年影响因子动态，查找影响因子的影响因

素，提出今后的发展思路和对策。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期刊计量指标
科技期刊质量的决定因素是学术水平和信息容

量等［１］，通常主要从期刊引用计量指标和来源期刊

计量指标进行评价［３］。被引半衰期表示某期刊老

化的速度，若被引半衰期长说明老化速度慢［４］，文

献老化（Ｏｂｓ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是Ｃ．Ｒ．Ｇｏｎｓｎｅｌｌ（１９４３年）率
先提出［５］，１９５８年被引入科学文献领域后，获得广
泛认可［６］。复合总被引、被引期刊数以及他引总引

比显示了期刊论文受到其它更多期刊的引用，期刊

被读者使用和重视的程度。可被引文献量反映了可

能被学术创新文献引证的一次发表文献，可被引文

献比是期刊在指定时间内发表的可被引文献量与载

文量之比，是期刊质量重要标志。基金论文比也是

文献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刊物报道的全省乃至全

国关注的重大课题，对影响因子提升影响显著［７］。

从统计来看，《四川林业科技》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５
年７ａ共４２期出版的成果，所统计的指标均保持稳
定并略有增长的态势，说明期刊这７ａ间是在进步和

发展的，尤其在２０１５年部分指标达到了一个新的水
平（见表１）。从可被引文献量、可被引文献比和基
金论文比的数据变化来看，反映了论文学术水平、编

辑状况以及质量在不断提高。被引半衰期变长反映

出期刊老化速度变慢，受欢迎的时间长度逐渐加大。

表１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５年《四川林业科技》出版成果统计

年份
复合
总被引

可被引
文献量

可被引
文献比

基金
论文比

被引
半衰期

被引
期刊数

他引
总引比

２００９ １１６０ １５２ ０．９６ ０．４５ ５．３ ２５０ ０．８３
２０１０ １１３４ １５５ ０．９５ ０．４９ ５．９ ２２６ ０．８４
２０１１ １０７６ １６６ ０．９７ ０．５４ ５．８ ２５１ ０．８６
２０１２ １１５８ １７０ ０．９７ ０．４９ ６．２ ２６４ ０．８６
２０１３ １０３９ １６４ ０．９７ ０．５２ ６．５ ２７２ ０．９０
２０１４ １２７４ １６８ ０．９７ ０．４８ ７．１ ２７２ ０．８９
２０１５ １３４４ １８８ ０．９８ ０．６９ ７．０ ２９６ ０．８５
均值 １１６９ １６６ ０．９７ ０．５２ ６．３ ２６２ ０．８６

对照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７年出版成果统计数据，通
过２００５年改版为双月刊，增加了承载量，增设了丰
富多彩的栏目，吸引更多优秀论文，提高了期刊被引

用的频次（见表２）。因此，通过改版，在确保论文质
量前提下增加了载文量，争取优质稿源，吸引国家

级、省级基金支持的重大专项投递论文，提高编辑综

合素质，是提高期刊水平的重要手段［８］。

表２　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７年《四川林业科技》出版成果统计

年份 发文量（篇） 被引量（次）

２００１ ７９ ９５
２００２ ７４ １１８
２００３ ７７ １７０
２００４ ７７ ２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３４ ３３９
２００６ １０６ ３８８
２００７ １６０ ４９４

２．２　期刊影响因子总体水平
影响因子是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是 Ｅ

·加菲尔德１９７２年提出的。期刊的影响因子与期
刊影响力、期刊质量与论文水平是互为因果的［９］，

通常影响因子越大，它的学术影响力和作用也越

大［１０］。根据年报统计标准要求，复合影响因子是指

期刊被由期刊统计源、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统计源、会

议论文统计源构成的引用总次数与发表的可被引文

献总量之比。综合影响因子是指期刊被由期刊类统

计涨势，既包括基础研究型、技术研究型、技术开发

型、高级科普型、技术商评型、研究层次综合型科技

期刊，也包括引证科技期刊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

究型、应用研究型、工作研究型期刊引用总次数与发

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之比。为了比较年度的变化趋

势，这里采用的均是即年影响因子。

０１１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从多年的年报数据来看，所收录的林学期刊为

７０个左右，刊总数复合影响因子０００５～０３１８，综
合影响因子 ０００５～０２７０，技术研究影响因子
０００７～０２５２，而均值分别仅为 ００６３、００５２和
００２３，《四川林业科技》这 ３个影响因子分别为
００４７、００４４、００４３。这一方面说明林学期刊的影
响力大的期刊不多，本刊处于接近中等影响力水平，

而技术研究影响因子远远高于平均水平见图１），也
说明了本刊的影响力主要来自技术研究成果。

图１　《四川林业科技》即年影响因子与林学期刊总数均
值比较

２．３　期刊即年影响因子动态
学术期刊影响因子主要来源于引文方面的影

响、期刊编辑加工的影响、统计方面的因素和期刊性

质４个方面［１１］，学术期刊质量最为核心的是学术质

量和编辑质量，期刊作为科学论文的载体，科学论文

的质量决定了期刊的学术水平［９］。

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数据统计

规范汇编（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规定，即年影响因

子是统计年发表文献被引用次数占统计年可被引文

献量之比，是反映年度期刊论文质量的基本指标之

一。从《四川林业科技》即年影响因子排序来看，期

刊基本处于学科中间水平，尤其是在技术研究方面，

处于学科中等以上水平（见表３）。

表３ 《四川林业科技》即年影响因子排序

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
复合影响因子 ２５／６７ ２９／７０ ３０／７１ ３４／６９ ３５／６８ ３９／７０ ３５／６９
综合影响因子 ２７／６７ ３０／７０ ２７／７１ ３６／６９ ３４／６８ ３８／７０ ３４／６９

技术研究影响因子 １２／３７ １４／３９ １５／３９ １４／３７ １５／３７ １７／３８ １４／３８

为了更加清楚的比较年度动态，将排序位次转

换为坐标数据，即用１－排序位次数／学科总期刊数
表示，０５为中位线（见图２），高于０５则说明排序
在中等以上水平，反之则处于中等以下水平。从图

２看出，从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５年的变化来看，《四川林业
科技》在林学技术研究方面一直处于中等以上水

平，但从２０１２年后，在期刊、科研院所博士硕士论文
或会议论文中的影响似乎略有下降的趋势。

图２　《四川林业科技》即年影响因子年度排序比较

将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７年个刊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
库数据与影响因子数据合并分析，显示出２００１年－
２０１５年《四川林业科技》期刊复合即年影响因子也
是围绕多年均值（＝００４６）上下波动。以 ２００４年
为分界点，在２００４年前是每年１次围绕均值波动，
可能是当时投入到林业中的科研项目少，论文产出

年度分化较大所致；而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影响因子先上
升４年而第５年再次下降（见图３），暗合国家科技
项目５年一轮的计划周期，但与国家科技项目５年
计划的年度有１～２年的滞后效应。这也说明了林
业科研成果的产出周期较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项

目执行后期或执行完毕后的一段时期，稳定的、高质

量成果产出有助于推高期刊影响因子，如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５年两个高位点，复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
和技术研究影响因子分别为 ００７２、００７２、００７２，
００９０、００８５、００８５。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对绝大多
数期刊而言，基金论文比与影响因子的相关性［１１］，

带有探索的原创论文或试验成果的影响力也是很高

的。

图３　《四川林业科技》即年影响因子动态

当然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林业与农业、护理等同

属于冷门的科技期刊，普遍存在稿源不足和稿件质

量普遍不高的状况［１２～１４］，这一方面说明林业科技期

１１１１期 蔡小虎，等：《四川林业科技》期刊影响因子与发展对策 　　



刊发展处境仍然艰难，影响因素较多，仍然处于波动

状态也是正常现象；另一方面反映了广大科技人员

和编辑部在期刊稳定发展中所做的努力。

实践证明，要提高期刊影响因子，需要充分挖掘

行业资源和潜力，打造特色并取得成就，逐渐实现向

综合性学术期刊转型升级［１５］。论文质量是最为关

键的因素，要吸引优秀稿源，关注重大基金项目和民

生大事，及时组织研究报道提高基金论文比［１６～１７］。

尤其是林业技术研究型的项目来源不稳定，项目实

验周期长，如果中间管理环节和政策不配套，容易造

成某年度的论文质量不高。但也要防止由于利益驱

使，如为进入核心期刊或权威期刊，大量的无关互

引、自引现象，以及由此催生出大规模玩弄评价体系

的行为或剽窃黑市，这些功利化倾向的结果往往是

以牺牲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为代价［１５］，也应尽可能避

免。影响因子作为定量评价的指标不是万能的，其

适用范围也是有限的［１８］，作为期刊质量管理的重要

参考，应当重视但不能盲从。

３　期刊发展对策

《四川林业科技》经过近４０年的发展，为推动
全省林业科技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面对新形势

更新新观念，面对新问题采用新办法，促进期刊的稳

定发展。

（１）突出刊物特色，制定用稿规划。全面摸清
现有稿源状况，充分利用学会和林科院的资源优势，

加强与市、州、县等科技机构和单位联系，制定用稿

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在充分体现期刊风格和特

色的基础上，按论文的性质和基金项目的层次分级

管理，适当拓宽用稿范围。密切关注本行业学科动

态和社会热点问题的报道，通过组织学术交流会、专

题讨论会等形式，有目的地开展组稿和约稿工作。

（２）更新投稿系统，缩短审稿周期。必须更新
观念和手段，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改变传统方式可

能存在的问题，如邮箱投稿稿件处理不及时、重复投

稿筛查困难等，通过内、外筛选审稿专家，提高论文

质量。

（３）加强编辑管理，强化服务意识。期刊编辑
工作，是编辑人员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出版服务

的，编辑编审人员应加强业务学习，提高审稿素质，

缩短审稿周期。加强学术发展动态研究，多种方法

结合，比如改版、优化栏目设置、开展培训等方式，更

好地为广大科技人员服务，吸引更多作者和更好的

稿件，这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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