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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高下载量论文基本特征研究∗

———以图书情报学为例

□文佩丹　杨新涯　涂佳琪

　　摘要　论文的下载量代表了读者对论文的关注度.为查明论文的下载量特征,探究高下载

量论文的普遍规律,唤醒对论文下载量的重视,文章以图书情报领域的１８本CSSCI期刊为例,以
期刊下载量排名前１００的论文为样本,采用 VOSviewer、COOC１３．６、SPSSPRO 等工具软件对论

文的年代分布、关键词共现、关键词演进、关键指标及代表论文进行全面分析.结果表明,论文下

载量可以及时反映论文的短期关注度,与发表时间、研究内容、期刊影响力相关,高下载量论文在

上述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特征,为学术研究和论文评价带来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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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是学者对外发布阶段性或重大研究成果的

主要方式,对论文进行分析和评价是把握学术动态

和研究规律的重要手段.目前ESI高被引论文和热

点论文作为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之一,受到学者和

科研管理部门的普遍认可.高被引论文指被引频次

在指定年份发表的论文中进入同领域前１％的论

文,热点论文指过去２年所发表的、在最近２个月中

被引频次排在同领域前０．１％的论文[１],从定义可以

看出二者均是基于被引频次定义的评价指标.
截至２０２２年６月７日,中国知网数据显示,«元

宇宙视域下的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式与技术框架研

究»«元宇宙场域下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模式研究»«从

VR/AR到元宇宙:面向α世代的沉浸式儿童绘本

交互设计研究»等多篇发表于２０２２年的以元宇宙为

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其下载量均已超过４０００次,
但被引频次为０.这一突出现象引发我们对论文下

载量的关注和思考,新技术、新理论、新概念跨界融

合的研究可能会在短期内成为关注焦点,为行业注

入新的发展动力,论文下载量在快速判别近期研究

焦点上具有可靠性.基于此,本文以图书情报学为

例,展开对中文高下载量论文的基本特征研究.

１　研究现状

１．１　论文下载量的探讨

论文下载量与论文被阅读次数对应,反映了读

者对文献的真实需求,应作为评价论文应用价值的

一个重要指标[２].以论文下载量为指标进行论文评

价可以克服被引频次的时滞性、“马太效应”等局限.
已有的关于论文下载量的研究,普遍关注论文下载

量与被引频次的关系[３－４],探讨使用下载量预测被

引频次的可能性[５－１１].部分研究探讨论文下载量随

时间的变化规律,如王超等对«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中的部分学科期刊论文进行了下载量分布特征

的研究[１１];方红玲以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和中国

知网引文数据库的６个学科３０种期刊２００５至２００９
年的下载量为数据来源,对各学科下载量的峰值年

代进行研究[１２];俞立平等对期刊论文的下载量一年

内的时间规律进行研究[１３].也有学者研究了论文

的微信阅读量与知网下载量的关系[１４],以及优先数

字出版对论文下载量的影响[１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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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论文的特征分析

论文特征分析以文献计量为基础,按分析对象进

行分类,论文特征分析大体集中在以某期刊刊发的论

文为对象、以某研究主题或学科领域文献为对象以及

以某指标下产生的高分论文为对象三个方向.如张

慧等以«中国图书馆学报»１９９８—２０１７年的论文为研

究对象,采用引用量、下载量、引用下载比等指标,对
其进行计量和品质研究[１６];任通[１７]、黎思敏[１８]均以

我国智慧图书馆相关学术论文为对象,对其进行计量

规律分析,袁毅等以人工智能学科文献为对象,基于

社会网络分析法对其跨学科特性进行分析[１９];宋超、
董建军均以 ESI热点论文为对象,对其进行特征分

析[２０－２１];加西亚－多拉多(GarciaＧDorado,D)等对期刊

高下载量论文的研究内容进行解析,以期刊为研究对

象,分析期刊中高下载量论文的类型和领域,以及将高

下载量的论文与高被引频次的论文进行对比[２２－２４].
从文献调研来看,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论文

下载量指标逐渐受到重视,成为网络计量学的重要

指标之一.但目前对于论文下载量的研究,多数还

是集中在探讨下载量与被引频次的关系,以及下载

量随时间的变化特征等内容上.以高下载量论文为

对象,对其特征的研究尚有欠缺,少量研究论文仅对

论文的类型和领域进行了初步分析,但高下载量论

文反映了读者的选择偏好,体现了论文的应用价值,
因此有必要系统地开展专题研究.

２　中文高下载量论文基本特征分析框架

文献计量学是以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特征为研

究对象,采用数学、统计学等方法开展文献的分布结

构、计量关系、变化规律等研究的一门科学[２５].中

文高下载量论文基本特征分析属于文献计量学的范

畴,文献计量学理论和方法对其有指导意义.因此,
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梳理中文高下载量论文基本

特征分析框架.

２．１　分析维度

文献计量学研究范围广泛,其中与本研究高度

相关的内容包括:以书目、文摘和索引为对象,选取

刊名(书名)、出版年、出版地、出版类型等研究者认

为有价值的项目进行分析;以文献指标为对象,从文

献利用角度出发,分析图书馆或情报单位的阅览数、
借阅数、文献复制数、使用者的人数及其分布等文献

指标;文献情报流规律的研究,如文献的增长规律、

老化规律、引用规律等;以及在知识管理背景下,拓
展出的对知识的计量与评价,比较典型的是关键词

与主题词的统计和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以上对文献计量学研究内容的理解,

结合中文高下载量论文实际情况,拟从年代分布、关
键词、关键指标和代表论文四个维度分析其基本特

征.年代分布反映了高下载量论文随发表年份变化

的累积或削减规律,是高下载量论文基本特征的重

要内容.对高下载量论文关键词的分析可以考查论

文下载量与研究内容、研究热点的关系,也是高下载

量论文基本特征的重要方面.关键指标的统计和分

析,有助于快速发现和揭示高下载论文在代表性指

标上的特征和规律,帮助厘清论文下载量与其他相

关指标的关系.代表论文分析是在年代分布、关键

词、关键指标分析的基础上,对异常或特殊论文的分

析,可以进一步完善中文高下载量论文基本特征的

分析维度,形成由面及点的分析框架和层次.

２．２　分析内容

在四个分析维度下,具体的分析内容包括:(１)
中文高下载量论文的年度分布情况,以及与之相关

的文献增长与文献老化等现象和规律.文献老化可

采用共时半衰期来定量描述,指某学科(专业)现时

尚在利用的全部文献中较新的一半是在多长时间内

发表的[２５],从广义上讲半衰期的概念可以推广,因
此本研究将共时半衰期概念拓展至高下载量论文的

高下载半衰期,即现时高下载量论文中较新的一半

论文的年龄.(２)中文高下载量论文的关键词共现

和关键词演进规律,关键词共现用于表征关键词的

出现频次,帮助识别热点研究内容,关键词演进规律

用于呈现研究主题随年代的变化情况,进一步明确

高下载量论文与研究内容的关系.(３)下载量、被引

频次、量引比等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中位数、离
散系数等统计学指标的分析和对比,量引比指论文

下载量均值与被引频次均值的比值,代表平均产生

１次被引所需的下载次数.(４)最高下载量论文、零
被引论文、当年高下载量论文三类代表论文的分析,
可以探究最高下载量论文和当年高下载量论文的特

征以及论文量引背离的原因.通过以上内容的分

析,重点关注和探求下载量与论文年龄的关系、下载

量与研究内容的关系、下载量与期刊的关系以及下

载量与被引频次在反映研究热点和论文评价中的优

势和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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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分析方法

文献统计分析法和数学模型分析法都是文献计

量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中文高下载量论文的基本特

征分析也基于这两类方法展开.采用文献统计分析

法完成文献原始数据的采集、整理,以及年代分布图

的绘制、关键指标的计算和分析等基本的数理统计

工作;采用数学模型分析法建立论文下载量与其他

相关因素的数量关系,如回归分析等.除此之外,采
用知识图谱的方法对中文高下载量论文的关键词进

行可视化描述和分析,更加直观地反映高下载量论

文在研究内容方面的基本特征.

根据分析维度、分析内容和方法的梳理,构建起

中文高下载量论文基本特征分析的框架,如图１所

示.总体来说,中文高下载量论文基本特征分析就

是采用统计分析法、数学模型分析法和知识图谱等

多种方法,围绕样本文献的年代分布、关键词、关键

指标以及代表论文,开展文献的增长与老化规律、关
键词共现与演进、关键指标的统计与对比、代表论文

典型特征的分析等研究,以探明论文下载量与论文

年龄的关系、下载量与论文研究内容的关系、下载量

与期刊影响力的关系以及下载量和被引频次在反映

研究热点和论文评价中的区别与优势.

图１　中文高下载量论文基本特征分析框架

３　中文高下载量论文基本特征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内容包括高下载量论文的年代分布、
关键词共现分布、关键词演进以及代表论文分析等,
分析指标包括下载量、被引频次、量引比等.

３．１　数据与工具

将期刊累计下载量排名前１００的论文定义为该

刊的高下载量论文,依据文献集中规律[２５],即某一

学科的大部分文献高度集中在少数期刊中,以中国

知网数 据 库 总 库 收 录 的 图 书 情 报 领 域 的 １８ 本

CSSCI来源期刊为论文来源,分析中文高下载量论

文的基本特征.
数据的采集流程:在中国知网数据库总库以文

献来源为检索条件,分别对图书情报领域的１８本

CSSCI来源期刊进行检索,并以下载量降序排列,将
排名前１００的论文以Refworks格式文件导出,并将

其题名、文献来源、关键词、摘要、发表时间等关键信

息整理汇编入EXCEL表格以备数据分析.数据的采

集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６月７日,采集数据共计１８００条.
数 据 分 析 所 采 用 的 工 具 包 括 EXCEL、

VOSviewer和SPPSSPRO分析软件,这些分析工具

分别在数据汇总与基础统计、关键词密度图绘制、关
键词演进规律以及回归分析等数理统计与分析方面

具有便捷性和可靠性.EXCEL用于高下载量论文

年代分布分析和关键指标的统计对比,VOSviewer
用于关键词共现分析,COOC１３．６用于关键词演进

规律分析,SPPSSPRO 用于数据的正态检验、相关

性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

３．２　基本特征概述

３．２．１　年代分布

论文的下载量与发表时间有关,分析高下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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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年代分布,可以查明高下载量论文的时间特

征.所采集的１８００篇文献的年代分布如图２所示.

图２　图书情报学中文高下载量论文年代分布

由图２可看出,图书情报学中文高下载量论文

的年代分布区间为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２２年,并且在２０１４
年达到峰值,即自发表起大约经过８年时间的论文

有更大可能成为高下载量论文,发表时间超过８年

的论文成为高下载量论文的概率反而会降低.新发

表的论文更容易受到关注,被读者下载阅读,这与许

多学者研究发现的文献老化现象相符[２６－２９],根据半

衰期的定义,计算得出图书情报学中文高下载量论

文的高下载半衰期约为７—８年.高下载量论文中,

２００８年以前的论文明显少于２００９年及以后发表的

论文,即发表时间在１—１３年的论文明显多于１３年

以上的论文,其占比达到８６．３９％,这是数字阅读的

发展与文献老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将发表

时间在１—１３年的论文称为下载量“活跃论文”.

２０２１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已达到８４篇,在年代分布

表中的排序位于１１/２６,证明论文的下载量可以在１
年时间达到较可观的水平.

３．２．２　关键词共现

通过 VOSviewer分析得出１８００篇文献关键词

共计６９１０个,对参数进行优化调节设置,关键词至

少共现１５次(共现次数的设置不影响高频关键词结

果,仅为筛除低频关键词以确保共现图的清晰度),
得到９５个符合阈值要求的关键词.对９５个关键词

进行中英文去重,并去除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公共

图书馆等与研究实质性内容关系不大的关键词,剩
下５７个有效关键词,其共现情况如图３所示.图３
显示,样本高下载量论文中与大数据相关的研究最

多,其次是网络舆情,再次是阅读推广、知识图谱和

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分别代表了图书馆

学和情报学不同的研究热点.

３．２．３　关键词演进规律

采用COOC１３．６的趋势变化功能开展关键词的

演进规律研究,初步分析发现２００６年及以前当年关

图３　图书情报学中文高下载量论文关键词共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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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共现均未超过５次,这一方面受文献总量的影

响,另一方面也表明这段时期的研究未形成明显的

热点.因此,仅对２００７年及以后的样本文献进行关

键词演进规律分析,去除图书馆等不能代表研究实

质内容的关键词后,每年共现次数排名前５的关键

词如图４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大数据对图书情

报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２０１２年开始成为关注

对象,并且在此后的７年内都是研究焦点.网络舆

情、阅读推广等的研究也具有比较好的持续性,其受

关注的时间跨度均大于５年.另外,关于移动图书

馆、知识图谱、用户画像、影响因素等的研究也曾在某

些年份受到过短暂的关注,但其持续性欠佳,受关注

年限均不超过３年.同时,我们还特别关注到新冠肺

炎和元宇宙的研究,分别在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２年出现突

变性增长.由此可见,高下载量论文在反映研究热点

变化方面具有较好的时效性和客观性.

图４　图书情报学中文高下载量论文关键词演进图

３．２．４　关键指标对比

对各期刊高下载量论文的下载量、被引频次、量
引比等关键指标及其离散系数进行统计分析,按期

刊下载量最大值排序,结果如表１所示.部分文章

被引值为空,在统计分析时统一计为０.
表１显示,«中国图书馆学报»的高下载量论文

在下载量和被引频次上都表现突出,除被引频次最

小值和量引比外,其他指标都位居１８本期刊榜首.
为此,我们采用SPSSPRO 软件对各期刊高下载量

论文的下载量均值和期刊复合影响因子的相关性进

行分析,以判断文献下载量与期刊影响力的关系,正
态性检验发现下载量均值符合正态分布,但期刊复

合影响因子不符合正态分布,选择 Spearman相关

系数进行分析[３０],得到二者的相关性在１０％水平上

显著,相关系数为０．４６５,表明各期刊高下载量论文

的下载量均值与期刊复合影响因子存在中等强度的

相关性.进一步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最小二乘法),
结果如表２所示,拟合线性关系为:下载量均值＝

１３９８．９９６＋７０７．７９９×期刊复合影响因子.
我们还注意到«图书与情报»下载量最小值仅为

２２４,与其他１７本期刊的下载量最小值相差甚远,值
得特别关注.«图书与情报»下载量最小值的论文为

«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理由:来自图书馆使命的注解»,
文章调研了世界范围内主要政策性、纲领性文献对

公共图书馆使命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信息

服务、文化传播、促进社会和谐、培育信息素养、培养

阅读兴趣、扫盲等使命对公共图书馆存在的理由的

效度,以引发对公共图书馆存在理由的思考.论文

下载量为２２４,被引频次为１４１,计算得出量引比仅

为１．５９,表明该论文没有引发普遍关注,但其下载与

被引的转化率较高.其受众主要为从事相关研究、对
该领域有调研需求的群体,原因在于该篇论文为典型

的理论研究论文,选题小众、立意高、理论性强.
表１的指标中,离散系数最大的是被引频次最

小值,区间为０—１１,表明各期刊在被引频次最小值

上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最大离散程度,并且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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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０的期刊占比达到６６．６７％,说明大部分期刊的高

下载量论文中有零被引文章的存在.离散系数最小

的是量引比,说明各期刊产生一次引用所需的下载

量差别相对较小.
表１　各期刊高下载量论文关键指标对比

期刊
下载量 被引频次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均值
量引比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３８２６６ ３３４５ ５３００ ７０８５．４３ １６６２ ３ １１２．５ １６８．４９ ４２．０５

情报理论与实践 ２３９４４ ３０２７ ３７１１ ４８１６ ４８９ ０ ７２ ９２．１４ ５２．２７

图书情报工作 １９１２３ ３２９５ ４３３３ ５２１７．６９ ７４０ １ １０９．５ １３６．１１ ３８．３３

图书情报知识 １８０７３ ２２２９ ２８９３．５ ３８１７．０４ ４４１ １ ６９ ８３．５２ ４６．１７

现代情报 １６８６６ ２９９６ ３９６０ ４７７８．１３ ５２９ ０ ５９ ７９．５ ６０．１

情报杂志 １５９７２ ３６５１ ４７８０．５ ５８００．８６ ５６９ ０ １０７ １３２．６３ ４３．７４

图书与情报 １５２９３ ２２４ ２８４７．５ ３６０１．９４ ３９３ １０ ８０ ９４．８２ ３７．９９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１１６１０ １０５８ １５８９ １９００．７９ ６７８ ０ １５ ２６．２７ ７２．３６

图书馆学研究 １１４０７ ２１４４ ２８３２．５ ３５４４．１２ ２９８ ０ ５７．５ ６８．８ ５１．５１

大学图书馆学报 １１０９４ ２２２７ ３０３１ ３７１９．６６ ６７４ １１ ８９．５ １２４．５９ ２９．８６

图书馆杂志 １１０３４ １７２３ ２３６９．５ ２９００．４８ ２６２ ０ ６４．５ ７０．４９ ４１．１５

图书馆建设 １０９８７ １６０６ ２０７４ ２４８１．６７ ５２６ ０ ５０ ６８．２５ ３６．３６

情报科学 １０７７１ ２８０１ ３５１２．５ ４１０４．３９ ３０８ ２ ８４ １０６．４３ ３８．５６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１０４４０ １７３５ ２３４８ ２８０２．１９ ５８０ ０ ５７．５ ８４．０４ ３３．３４

情报资料工作 ８４７６ １６１７ ２１０７ ２４６５．７７ ２７１ ０ ４９．５ ５３．４１ ４６．１７

图书馆论坛 ８０６７ ２０４２ ２５９９ ３０３７．０５ ３７２ ０ ４７．５ ５７．９４ ５２．４２

国家图书馆学刊 ６８１４ １１７０ １６２５ ２０８１．９５ ４１６ ０ ４０ ５５．０５ ３７．８２

情报学报 ５５８６ １５０８ ２０３３ ２３２１．１９ ３１２ ０ ２９ ４３．５１ ５３．８９

离散系数 ０．５４ ０．４３ ０．３６ ０．３８ ０．６０ ２．１６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２３

表２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n＝１８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 B/t Beta
t P VIF R２ 调整 R２ F

常数 １３９８．９９６ ７８２．７８２ － １．７８７ ０．０９３∗ －

复合影响因子 ７０７．７９９ ２２６．８３５ ０．６１５ ３．１２ ０．００７∗∗∗ １．０００
０．３７８ ０．３３９

F＝９．７３６

P＝０．００７∗∗∗

注:∗∗∗、∗分别代表１％、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３．３　代表论文分析

以中文高下载量论文基本特征概述为基础,选
取具有代表性的论文进行个性化的分析和比较,以
挖掘高下载量论文在某些方面的典型特征.

３．３．１　最高下载量论文比较

１８种期刊最高下载量论文对比信息如表３所

示.数据显示,１８种期刊的最高下载量论文有１/３
是关于已有研究现状的综述类文章,这些文章不仅

下载量高,被引频次也高,这６篇综述类文章的被引

频次 区 间 为 ２７８—４２４,下 载 量 区 间 为 １０４４０—

２３９４４,属于名副其实的下载量和被引频次双高论

文.由此可见,综述类文章较易成为双高论文.表

中发表年份最近的论文发表于２０２１年,研究主题均

为元宇宙,同时关注到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关于大数

据、智慧图书馆的文章也是期刊最高下载量文章.

２０２１年和２０１１年正是元宇宙和智慧图书馆在图书

馆界的研究元年,这说明高下载量论文确实具有鲜

明的时代特征,新技术、新概念、新理论的提出往往

会在图书情报领域引起强烈反响,论文下载量也的

确可以快速反映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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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各期刊最高下载量论文比较

期刊 论文题名 下载量 被引频次 发表年份

中国图书馆学报 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网络空间安全 ３８２６６ ３２４ ２０１５

情报理论与实践 国内网络舆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２３９４４ ４２４ ２００９

图书情报工作 国内知识图谱应用研究综述 １９１２３ ３９８ ２０１３

图书情报知识 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研究综述 １８０７３ ２７８ ２０１４

现代情报 浅谈高校图书馆与大学生信息素质教育 １６８６６ ３８ ２００７

情报杂志 绩效管理理论研究综述 １５９７２ ３４７ ２０１０

图书与情报
基于５T理论视角下的企业微博营销策略及应用分析———以欧莱雅的微博营销
为个案研究 １５２９３ １２４ ２０１２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元宇宙视域下的用户信息行为:框架与展望 １１６１０ １７ ２０２１

图书馆学研究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与发展现状分析 １１４０７ ２９８ ２００９

大学图书馆学报 当代大学生阅读问卷调查分析 １１０９４ １０４ ２０１１

图书馆杂志 图书馆需要怎样的“大数据” １１０３４ ２６２ ２０１２

图书馆建设 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智慧图书馆 １０９７８ ５２６ ２０１１

情报科学 B２C电子商务网站用户体验评价研究 １０７７１ １９８ ２０１３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KＧmeans算法研究综述 １０４４０ ３９５ ２０１１

情报资料工作 突发事件驱动的应急决策知识库结构研究 ８４７６ ２７ ２０１５

图书馆论坛 元宇宙是图书馆的未来吗? ８０６７ １５ ２０２１

国家图书馆学刊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４６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６８１４ １１８ ２０２０

情报学报 多维视角下应急情报管理体系的知识库构建研究 ５５８６ ２９ ２０１７

３．３．２　零被引论文分析

在高下载量论文中,有部分零被引论文存在,这
部分论文属于典型的量引背离论文,对其进行分析,
可以探究量引背离论文的规律.样本高下载量论文

中的零被引论文共计３６篇,发表时间不足１年的占

比８３３３％,发表时间超过２年的占比１６．６７％,发
表时间超过５年的仅３篇,占比８．３３％,分别是«访
谈提纲»«中文网络报刊资料的检索技巧»«如何在网

上进行课题检索»,这３篇文章均为研究性不强但与

实际工作高度相关的文献.由此可见,论文产生被

引需要时间的累积,在１年内产生被引还比较困难,
但２年以上的文章一般都可突破零被引.通过分析

高下载量论文中的零被引现象,可以看出下载量受

发表时间和研究价值的影响更小,能够反映出研究

内容的真实关注度,但被引频次更能体现出研究的

质量和水平,反映论文的中长期学术影响力.

３．３．３　２０２２年高下载量论文分析

１８００篇高下载量论文中,有１６篇论文发表于

２０２２年,如表４所示.发表时间最晚的论文是２０２２
年４月２５日发表于«图书馆论坛»的«元宇宙赋能虚

拟图书馆:理念、技术、场景与发展策略»,该论文不

足２个月便成为该期刊的高下载量论文,下载量为

２７８１次,被引频次为０.论文中有１２篇被引频次为

０,占比达到７５％,其余论文被引频次也不超过３
次,可见与下载量相比,用被引频次衡量论文关注度

的确存在滞后性.有１０篇论文以元宇宙为研究主

题,这与目前的研究热点相符,也表明下载量可以在

短期内准确提示研究热点.

３．４　基本结论

通过前述分析和研究,可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１)论文的下载量与发表时间有关,会随着时间

累积增长,但事实上新发表的论文比年代久远的老

旧论文有更大可能成为高下载量论文.
(２)论文下载量与论文类型和研究内容有关,研

究综述具有累积下载量和被引频次双高的优势,而
热点研究具有短期下载量高的优势.

(３)期刊间论文下载量和被引频次等关键指标存

在差异,下载量均值与期刊复合影响因子存在相关关

系,相关系数为０．４６５,二者的拟合线性关系为:下载

量均值＝１３９８．９９６＋７０７．７９９×期刊复合影响因子.
(４)在反映研究热点上,论文下载量比被引频次

更及时,样本分析显示有文章在２个月内成为了高

７１１

中文高下载量论文基本特征研究/文佩丹,杨新涯,涂佳琪

AStudyontheBasicCharacteristicsofHighlyDownloadedChinesePapers/WenPeidan,YangXinya,TuJiaqi



2023

年
第4

期

下载量论文,而总体来看论文在１年内产生被引还

比较困难.
(５)论文被引频次在反映论文质量和中长期影

响力方面比下载量具有更强的客观性,样本分析显

示研究性不强的论文发表时间超过５年也难以突破

零被引.
表４　２０２２年发表的图书情报学中文高下载量论文

期刊 论文题名 下载量 被引频次 发表日期

情报科学 沉浸理论视角下元宇宙图书馆“人、场、物”重构研究 ３３２０ ２ １月１日

情报理论与实践
元宇宙视域下的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式与技术框架研究 ４０６０ ０ １月１１日

元宇宙场域下虚拟社区知识共享模式研究 ４６１２ ０ ３月１８日

情报资料工作 在线健康社区中基于SOR模型的用户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２１８７ ０ ３月１７日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
在线社区用户画像及自我呈现主题挖掘———以网易云音乐社区

为例
３６７５ ０ ３月２日

图书馆建设

我国智慧图书馆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 ２３７３ ０ １月６日

元宇宙时代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LAM)的技术采纳及其负责

任创新:以 NFT为中心的思考
３０２６ ２ １月１５日

从 VR/AR到元宇宙:面向α世代的沉浸式儿童绘本交互设计研究 ４０９５ ０ ２月１６日

元宇宙赋能虚拟图书馆:理念、技术、场景与发展策略 ２７８１ ０ ４月２５日

图书馆论坛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以浙江德清总

分馆改革为例
２６０９ １ １月２５日

元宇宙赋能的图书馆社会教育:场景、审视与应对 ２６０６ ０ ２月１０日

元宇宙中的数字记忆:“虚拟数字人”的数字记忆概念模型及其应用

场景
３８８０ ０ ３月１６日

图书馆即教育:元宇宙视域下的公共图书馆社会教育 ２２５８ ０ １月２４日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基于协同创新理论的政府大数据治理框架的构建———基于 G省的

案例研究
１７１５ ０ ２月１７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媒体涉华报道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基

于COVIDＧ１９数据
１０８９ ０ ２月１８日

中国图书馆学报 元宇宙之治:未来数智世界的敏捷治理前瞻 ４３１１ ３ １月１１日

４　启示与展望

４．１　研究启示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在学术研究和论文评价两

方面获得启发,对未来的研究和评价具有指导意义.
在学术研究方面,可以重点从以下方面着手开

展研究:(１)关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将研究融入

大社会,不局限于小学科,如新冠肺炎与网络舆情;
(２)结合国家战略,做国家需要的研究,如全民阅读

与阅读推广;(３)关注技术变迁给行业带来的影响和

变革,如大数据与智慧图书馆、元宇宙与图书馆服

务等.
在论文评价方面,多维度的分析均表明,论文下

载量比被引频次更能及时反映论文的关注度.特别

是对于发表时间不超过１年的论文,下载量将更能

体现其关注度和影响力;而论文被引频次则在评价

论文质量和中长期影响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

此,常规的仅以被引频次评判论文价值的方法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应尽可能注意短期关注与长期价值、
学术水平与社会效应各方面的平衡,体现评价的动

态客观性,起到以评价促进研究的作用.

４．２　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中文高下载量论文基本特征的分析为论文评价

带来了新的启示,限于篇幅和研究内容,本研究没有

进一步探讨单篇论文评价指标的选取与构建,具体

包括评价指标的考查与筛选、指标的组合构建以及

指标的广泛试验等内容.但这对于改变目前论文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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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刊本位”和“高被引”现象非常重要,值得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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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numberofpapersdownloadedrepresentsthereadersattentiontothepapers．Inorderto
findoutthecharacteristicsofthenumberofpapersdownloaded,explorethegenerallawsofhighnumberof
papersdownloaded,andarousetheattentiontothepaperdownload,thispapertakes１８CSSCIjournalsin
thefieldoflibraryandinformationasanexample,selectsthetop１００papersinthenumberofdownloaded
journalsasasample,usesVOSviewer,COOC１３．６andSPSSPROtoanalyzetheagedistribution,keyword
coＧoccurrence,keywordevolution,keyindicatorsandrepresentativepapersofpapers,andfurthermoredisＧ
cussestheselectionandconstructionofevaluationindicatorsforsinglepaper．Theresultsshowthatthe
numberofdownloadedpaperscantimelyreflecttheshortＧtermattentionofpapers,andthenumberofpaＧ
persdownloadedisrelatedtopublicationtime,researchcontentandjournalinfluence．Thepaperswith
highdownloadshaveobviouscharacteristicsintheaboveaspects,whichbringsnewenlightenmentforthe
scientificresearchandpaper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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