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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1 学术统计分析报告说明 

 

    <<学术统计分析报告>>是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依托海量文献及相关数据，以期刊为分析

对象，从期刊基本信息、载文、作者、机构、基金、引文、被引、下载、栏目和<<中国科技期刊引

证报告(扩刊版)>><<中国科技期刊高被引指数>>等方面全方位分析期刊发展情况，为期刊提供决策

支持。 

 
  

2 数据说明 

 

    本报告以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收录的相关期刊论文为统计源。 

 

    本报告共涉及以下期刊库、期刊论文库、作者机构库、引文库及下载日志等数据库以及《中国科

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和《中国科技期刊高被引指数》等数据。 

 

    本报告使用的数据来自万方收录自 1998 年起至今的数据。 

 

    本报告的统计分析结果仅供参考使用。 

 

    本报告统计数据截止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3 联系方式 

 

    本报告是第一次进行编制，定有不足之处，如果您对本报告有任何建议或意见，请联系：

journal@wanfangdata.com.cn，对于您的宝贵意见，我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大学图书馆学报》学术分析报告(2013 年版) 
 

 

 

万方数据资源合作中心 
 

 

    

   
      

 

5 
 

/ 
 

35 
 

 

     

 

 

 

   

  

名词解释 
 

 

  

    为了方便用户阅读和使用本分析报告，本报告涉及统计指标如下： 

  

载文数：指期刊单期/单年/所有年刊登的论文总数。 

 

单期平均载文数：指期刊单年/所有年中,平均每期刊登论文数。 

  

篇均参考文献数：指期刊单年/所有年中，平均每篇论文引用参考文献数。 

  

期刊引用数：指单年中，期刊引用他刊的次数。 

  

篇均作者数：指期刊单年/所有年中，平均每篇论文的作者数量。 

  

作者发文数：指作者在某一时间段内的发文数或以第一作者身份的发文数。 

  

机构发文数：指作者所属机构在某一时间段内的发文数或以第一作者身份所属机构的发文数。 

  

发文机构数：指期刊单年/所有年中，所有涉及的发文机构数。 

  

基金论文数：指期刊单年/所有年中，总载文数中以基金支持发表的论文数。 

  

基金论文比：基金论文数占总载文数的比例 

   

下载量：指期刊在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上，某一时间段内发文在某一时间段内的全文下载次

数。 

  

篇均下载量：指期刊在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上，某一时间段内的全文下载次数与某一时间段

内载文数的比值。 

  

零下载论文数：指期刊在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上，下载次数为零的论文数。 

  

被引量：指期刊在某一时间段内发文在某一时间段内被他刊引用的次数。 

  

篇均被引次数：指期刊在某一时间段内发文在某一时间段内被他刊引用的次数 

  

零被引论文数：指期刊某一时间段内的被引用次数为零的论文与某一时间段内载文数的比值。 

  

注：<<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和<<中国科技期刊高被引指数>>数据以原书名词解释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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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信息 
 

  

     

   

1.1 <<大学图书馆学报>>基本信息 
 

 

     

 

刊名 大学图书馆学报 

外文刊名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대학도서관학보 

CN 号 11-2952/G2 

ISSN 号 1002-1027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北京大学;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 

编辑单位 《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部 

社长  

主编 朱强 

主任  

起始年份  

刊期 双月刊 
 

   

     

1.2 2012 主要指标排名 
 

  

     

指标 数值 同分类排名 同分类第一 同分类第一数值 同分类均值 

总被引次数 22370 7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35447 8750 

下载量 16608 11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81841 1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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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来源信息 
 

  

     

          

2.1 载文分析 
 

     

        

2.1.1 1998(收录年)-2012 年期刊各年载文(含基金论文)统计 
 

  

        

  本刊每年的载文数(含基金论文数)如下图所示，自 1998(收录年)起到 2012 年底，本刊累计载文 2309

篇,含基金论文数 234 篇。 
 

 

        

 

 

        

  

年份 论文数 基金论文数 基金论文比 

1998 220 1 0.45% 

1999 151 2 1.32% 

2000 129 2 1.55% 

2001 161 3 1.86% 

2002 163 3 1.84% 

2003 137 11 8.03% 

2004 153 10 6.54% 

2005 141 9 6.38% 

2006 142 18 12.68% 

2007 144 17 11.81% 

2008 147 23 15.65% 

2009 145 22 15.17% 

2010 152 28 18.42% 

2011 142 42 29.58% 

2012 139 32 23.02% 
 

    

        

 

2.1.2 2012 年期刊各期载文(含基金论文)统计 
 

   

        

 

  2012 年本刊各期载文数(含基金论文数)如下图所示，共载文 139篇，其中单期平均载文 23.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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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 论文数 基金论文数 基金论文比 

01 28 5 17.86% 

02 23 0 0.00% 

03 24 7 29.17% 

04 21 8 38.10% 

05 22 6 27.27% 

06 21 6 28.57% 
 

    

        

 

     

             

2.2 作者分析 
 

     

           

 

2.2.1 1998(收录年)-2012 年期刊各年篇均作者数统计 
 

  

           

 

 

 

           

 

2.2.2 1998(收录年)-2012 年期刊高发文作者 Top20 
 

   

           

     

  截至 2012年底，本刊前 20 名高发文作者如下表所示，其中发文最多的作者是“初景利”,共发

文 16 篇。 
   

 

           

 

作者 作者 机构 总发文数 基金论文数 基金论文比 

1 初景利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16 1 6.25% 

2 肖珑 北京大学 16 1 6.25% 

3 叶鹰 浙江大学 16 0 0.00% 

4 聂华 北京大学 12 3 25.00% 

5 叶继元 南京大学 12 2 16.67% 

6 强自力 西安交通大学 12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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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素清 北京大学 11 0 0.00% 

8 张春红 北京大学 11 0 0.00% 

9 姜爱蓉 清华大学 11 0 0.00% 

10 邵晶 西安交通大学 11 2 18.18% 

11 邵敏 清华大学 9 0 0.00% 

12 林明 北京大学 8 0 0.00% 

13 沈正华 北京大学 8 1 12.50% 

14 刘磊 南京农业大学 8 3 37.50% 

15 马恒通 河北师范大学 8 0 0.00% 

16 朱强  7 0 0.00% 

17 林曦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7 0 0.00% 

18 别立谦 北京大学 7 0 0.00% 

19 姚伯岳 北京大学 7 0 0.00% 

20 邹新明 北京大学 7 0 0.00% 
 

           

2.2.3 1998(收录年)-2012 年期刊高发文第一作者 Top20 
 

  

           

     

  截至 2012年底，本刊前 20 名高发文第一作者如下表所示，其中发文最多的第一作者是“初景

利”,共发文 14 篇。 
   

 

           
 

序号 作者 机构 总发文数 基金论文数 基金论文比 

1 初景利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14 1 7.14% 

2 叶鹰 浙江大学 11 0 0.00% 

3 叶继元 南京大学 10 2 20.00% 

4 聂华 北京大学 9 3 33.33% 

5 邵晶 西安交通大学 9 2 22.22% 

6 林明 北京大学 8 0 0.00% 

7 肖珑 北京大学 8 1 12.50% 

8 强自力 西安交通大学 8 0 0.00% 

9 姚伯岳 北京大学 7 0 0.00% 

10 邹新明 北京大学 7 0 0.00% 

11 马恒通 河北师范大学 7 0 0.00% 

12 黄晓斌 中山大学 6 2 33.33% 

13 刘素清 北京大学 6 0 0.00% 

14 张春红 北京大学 6 0 0.00% 

15 胡小菁 华东师范大学 6 1 16.67% 

16 刘磊 南京农业大学 6 3 50.00% 

17 王知津 南开大学 6 0 0.00% 

18 钟建法 厦门大学 6 1 16.67% 

19 赵继海 浙江大学 6 1 16.67% 

 



《大学图书馆学报》学术分析报告(2013 年版) 
 

 

 

万方数据资源合作中心 
 

 

    

   
      

 

10 
 

/ 
 

35 
 

 

     

 

 

20 陈益君 浙江大学 6 0 0.00% 
 

           

 

2.2.4 2012 年期刊高发文作者 Top10 
 

  

           

     

  2012年本刊前 10名高发文作者如下表所示，其中发文最多的作者是“刘素清”,共发文 3

篇。 
   

 

           

 

序号 作者 机构 总发文数 基金论文数 基金论文比 

1 刘素清 北京大学 3 0 0.00% 

2 何玉 清华大学 3 1 33.33% 

3 高瑄 清华大学 3 0 0.00% 

4 何峻 北京大学 2 1 50.00% 

5 彭陶 北京大学 2 0 0.00% 

6 朱强 北京大学 2 0 0.00% 

7 艾春艳 北京大学 2 0 0.00% 

8 钱国富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 0 0.00% 

9 晏凌 清华大学 2 0 0.00% 

10 邵敏 清华大学 2 0 0.00% 
 

 

           

 

2.2.5 2012 年期刊高发文第一作者 Top10 
 

  

           

     

  2012年本刊前 10名高发文第一作者如下表所示，其中发文最多的作者是“彭陶”,共发文 2

篇。 
   

 

           

 

序号 作者 机构 总发文数 基金论文数 基金论文比 

1 彭陶 北京大学 2 0 0.00% 

2 朱强 北京大学 2 0 0.00% 

3 何玉 清华大学 2 1 33.33% 
 

 

           

 

2.3 机构分析 
 

     

           

 

2.3.1 1998(收录年)-2012 年期刊各年发文机构数统计 
 

  

           

     

 

 

           

     

2.3.2 1998(收录年)-2012 年期刊高发文机构 To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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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2年底，本刊前 20 名高发文机构如下表所示，其中发文最多的机构是“北京大学”,共

发文 443 篇。 
   

 

           

   

序号 机构 总发文数 基金发文数 基金论文比 

1 北京大学 443 19 4.29% 

2 浙江大学 139 7 5.04% 

3 清华大学 136 3 2.21% 

4 武汉大学 122 10 8.20% 

5 西安交通大学 89 3 3.37% 

6 中山大学 79 10 12.66% 

7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78 5 6.41% 

8 南京大学 78 10 12.82% 

9 南京农业大学 58 9 15.52% 

10 上海交通大学 48 0 0.00% 

11 北京师范大学 48 2 4.17% 

12 南开大学 44 1 2.27% 

13 厦门大学 42 3 7.14% 

14 郑州大学 34 2 5.88% 

15 复旦大学 33 1 3.03% 

16 华南师范大学 32 6 18.75% 

17 四川大学 32 6 18.75% 

18 华东师范大学 28 1 3.57% 

19 河北大学 27 1 3.70% 

20 中国人民大学 26 1 3.85% 
 

 

           

   

2.3.3 1998(收录年)-2012 年期刊高发文第一机构 Top20 
 

  

           

  截至 2012年底，本刊前 20 名高发文第一机构如下表所示，其中发文最多的第一机构是“北京

大学”,共发文 276 篇。 
   

 

           

  

序号 机构 总发文数 基金发文数 基金论文比 

1 北京大学 276 19 6.88% 

2 武汉大学 80 10 12.50% 

3 浙江大学 78 7 8.97% 

4 清华大学 60 3 5.00% 

5 南京大学 54 10 18.52% 

6 中山大学 53 10 18.87% 

7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46 5 10.87% 

8 西安交通大学 37 3 8.11% 

9 南京农业大学 28 9 32.14% 

10 厦门大学 26 3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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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京师范大学 25 2 8.00% 

12 四川大学 25 6 24.00% 

13 郑州大学 25 2 8.00% 

14 上海交通大学 24 0 0.00% 

15 南开大学 24 1 4.17% 

16 华南师范大学 20 6 30.00% 

17 复旦大学 18 1 5.56% 

18 华东师范大学 17 1 5.88% 

19 中国人民大学 15 1 6.67% 

20 河北大学 15 1 6.67% 
 

           

    

2.3.4 2012 年期刊高发文机构 Top10 
 

  

           

     

  2012年本刊前 10名高发文机构如下表所示，其中发文最多的机构是“北京大学”,共发文 39

篇。 
   

 

           

   

序号 机构 总发文数 基金发文数 基金论文比 

1 北京大学 39 2 5.13% 

2 清华大学 17 1 5.88% 

3 重庆大学 9 1 11.11% 

4 武汉大学 8 1 12.50% 

5 浙江大学 8 0 0.00% 

6 中山大学 6 2 33.33% 

7 南京农业大学 6 1 16.67% 

8 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 4 0 0.00% 

9 上海交通大学 3 0 0.00% 

1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 0 0.00% 
 

 

           

     

2.3.5 2012 年期刊高发文第一机构 Top10 
 

  

           

     

  2012年本刊前 10名高发文第一机构如下表所示，其中发文最多的第一机构是“北京大学”,

共发文 22篇。 
   

 

           

    

序号 机构 总发文数 基金发文数 基金论文比 

1 北京大学 22 2 9.09% 

2 武汉大学 7 1 14.29% 

3 中山大学 5 2 40.00% 

4 清华大学 5 1 20.00% 

5 浙江大学 4 0 0.00% 

6 南京农业大学 3 1 33.33% 

7 重庆大学 3 1 33.33% 

8 上海大学 2 1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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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南京大学 2 0 0.00% 

10 广西师范大学 2 1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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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引用信息 
 

   

      

  

3.1 引文分析 
 

    

     

3.1.1 1998(收录年)-2012 年期刊各年篇均参考文献统计 
 

   

     

  截至 2012 年底，本刊每年的篇均参考文献数如下图所示，其中所有年份的篇均参考文献数

1.91 篇。 
 

 

     

 

 

     

3.1.2 2012 年期刊主要引用期刊 Top20 
 

   

     

  

  2012 年，本刊自引次数为 37，引用次数前 20 的其他期刊如下表所示，其中＂图书情报

工作＂引用次数最多。 
 

 

  

 

     

序号 引用期刊 引用次数 

1 图书情报工作 26 

2 中国图书馆学报 18 

3 图书馆论坛 10 

4 图书馆建设 9 

5 图书馆学研究 7 

6 情报杂志 6 

7 图书馆杂志 6 

8 图书馆 6 

9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5 

10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5 

11 图书情报知识 5 

12 图书与情报 5 

13 情报理论与实践 4 

14 情报资料工作 4 

15 高校图书馆工作 3 

16 计算机科学 3 

17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3 

18 现代情报 3 

19 国家图书馆学刊 2 

20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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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被引分析 
 

          

            

 

3.2.1 2012 年期刊主要被引用期刊 Top20 
 

        

            

 

序号 被引用期刊 被引次数 

1 图书馆学刊 65 

2 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56 

3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55 

4 图书情报工作 54 

5 现代情报 48 

6 情报探索 38 

7 图书馆建设 38 

8 新世纪图书馆 37 

9 大学图书情报学刊 33 

10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31 

11 科技信息 23 

12 图书馆论坛 23 

13 河北科技图苑 21 

14 图书馆界 21 

15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 

16 河南图书馆学刊 19 

17 情报理论与实践 19 

18 情报资料工作 19 

19 高校图书馆工作 18 

20 兰台世界 16 
 

     

            

 

3.2.2 1998(收录年)-2012 年期刊各年发文各年被引量统计 
 

        

            

 

  自 1999(收录年)起到 2012 年，本刊各年发表的论文在各年的论文被引情况如下表所示，其

中本刊累计被引 22763次。 

  由于个别数据规范问题可能会造成极个别数据的被引数据有些差异。不影响整体统计。 
 

   

            

 

 被引年 
 

合计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出

版

年 

1998 22 193 278 221 156 93 60 68 50 41 29 29 20 25 14 1299 

1999  29 263 381 276 174 120 119 69 71 66 42 44 31 20 1705 

2000   38 463 470 340 267 209 181 166 162 119 94 71 35 2615 

2001    84 518 450 311 278 209 199 189 139 116 95 32 2620 

2002     83 528 506 459 344 257 217 194 123 122 62 2895 

2003      77 416 415 347 294 252 174 142 130 56 2303 

2004       41 310 318 274 235 166 131 130 57 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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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39 334 405 308 249 227 222 74 1858 

2006         64 478 534 417 327 289 126 2235 

2007          32 231 279 228 146 82 998 

2008           49 293 336 260 127 1065 

2009            45 307 353 166 871 

2010             29 235 166 430 

2011              28 158 186 

2012               21 21 

合计 22 222 579 1149 1503 1662 1721 1897 1916 2217 2272 2146 2124 2137 1196 22763 
 

            

 

3.2.3 1998(收录年)-2012 年期刊各年发文被引情况统计 
 

       

            

 

  截至 2012 年，本刊各年载文被引情况如下表所示。其中总被引量 22763 次，篇均被引次

10.05。零被引论文 595篇，零被引论文比 0.26。 

  由于论文下撤等多种原因，该统计数据与之前有略微出入，不影响整体数据的统计。 
 

   

            

 

发表年 载文数 总被引次数 篇均被引次数 零被引论文数 零被引论文比 

1998 220 1299 5.90 53 0.24 

1999 151 1705 11.29 17 0.11 

2000 129 2615 20.27 12 0.09 

2001 161 2620 16.27 20 0.12 

2002 163 2895 17.76 24 0.15 

2003 137 2303 16.81 6 0.04 

2004 153 1662 10.86 26 0.17 

2005 141 1858 13.18 18 0.13 

2006 142 2235 15.74 14 0.10 

2007 144 998 6.93 27 0.19 

2008 147 1065 7.24 33 0.22 

2009 145 871 6.01 41 0.28 

2010 152 430 2.83 54 0.36 

2011 142 186 1.31 111 0.78 

2012 139 21 0.15 139 1.00 

总计 2266 22763 10.05 595 0.26 
 

      

            

3.2.4 1998(收录年)-2012 年期刊高被引论文 Top100 
 

         

            

  本刊从 1998(收录年)-2012 年收录论文累计被引次数前 100篇论文如下表所示。单篇最高被

引 388 次。 
 

    

            

序号 标题 栏目 作者 年 卷 期 是否基

金论文 

总被引

次数 

1 图书馆 2.0:构建新的图书馆服务 专稿 范并思 2006 24 01 否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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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谈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 图书馆与图书

馆事业 

杜也力 2002 20 01 否 213 

3 21 世纪高校图书馆管理的新理念 专题:新世纪中

国大学图书馆

发展之我见 

程焕文 2003 21 02 否 195 

4 图书馆联盟——实现资源共享和互利互惠的

组织形式 

图书馆与图书

馆事业 

戴龙基 2000 18 03 否 192 

5 美国高校的信息素质教育及其启示 专业教育与文

献检索课 

黄晓斌 2001 19 04 否 188 

6 试论大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 主题研讨:大学

图书馆与素质

教育 

邹志仁 2000 18 03 否 172 

7 电子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初探 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 

肖珑 2002 20 03 否 172 

8 信息共享空间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与启

示 

自动化网络化

数字化 

任树怀 2006 24 03 否 135 

9 21 世纪图书馆读者服务的发展趋势 用户研究与服

务 

张利 2000 18 04 否 130 

10 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信息服务与信息资源建

设 

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 

潘卫 1999 17 01 否 111 

11 网上咨询服务的主要形式与发展趋势--兼谈上

海交通大学 VRS 实时解答系统 

用户研究与服

务 

黄敏 2003 21 01 否 106 

12 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管理之比较 专题:新世纪中

国大学图书馆

发展之我见 

邓珞华 2001 19 01 否 104 

13 数字参考服务：发展与思考 用户研究与服

务 

潘卫 2002 20 04 否 104 

14 分布式学科信息门户中网络信息导航系统的

规范建设 

自动化网络化

数字化 

张晓林 2002 20 05 否 103 

15 中美大学学科馆员的初步比较研究 用户研究与服

务 

刘琼 2005 23 04 否 101 

16 美国图书馆业务外包的得失及启示 图书馆事业 朱复成 2000 18 01 否 97 

17 云计算给图书馆管理带来挑战 专稿:云计算与

图书馆 

胡小菁 2009 27 04 否 96 

18 认识信息素养 专题:纪念文献

检索课全面推

广 20 周年 

孙平 2004 22 04 否 95 

19 开放存取出版的两种主要实现途径 探索与交流 李武 2005 23 04 否 93 

20 数字化参考咨询服务的质量标准 用户研究与服

务 

韩志萍 2002 20 01 否 92 

21 全国高校信息素质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图苑传真 王波 2002 20 02 否 90 

22 网络环境中的图书馆观念创新 图书馆与图书

馆事业 

付立宏 2001 19 01 否 85 

23 谈谈数字图书馆实现的条件 数字图书馆论 朱强 2000 18 01 否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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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 

24 图书馆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理论研究 刘君 2000 18 04 否 83 

25 论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几个基本问题 用户研究与服

务 

曹树金 2005 23 06 否 80 

26 馆员素质：制约高校图书馆发展的主体因素 图书馆人 樊秀萍 2002 20 02 否 79 

27 资源整合模式及其实现研究 数字图书馆论

坛 

黄晨 2004 22 01 否 78 

28 LibQUAL+TM--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方法新进

展 

图书馆与图书

馆事业 

常唯 2003 21 04 否 77 

29 对我国大学图书馆虚拟馆藏资源组织与揭示

的思考 

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 

邵晶 2001 19 01 否 73 

30 手机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 理论研究 茆意宏 2008 26 01 是 73 

31 我国高校“网络资源学科导航系统”建设现状调

查分析 

Internet 之页 徐佳宁 2001 19 03 否 72 

32 数字图书馆研究 数字图书馆论

坛 

杨宗英 2000 18 01 否 71 

33 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保护 数字图书馆论

坛 

邱均平 2000 18 04 是 71 

34 网络环境下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职责的扩展--

清华大学图书馆案例研究 

用户研究与服

务 

郭依群 2004 22 05 否 71 

35 论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的完善--由上海交

通大学图书馆建立学科馆员制度说开去 

用户研究与服

务 

汤莉华 2006 24 01 否 71 

36 高校图书馆开发利用网络信息资源的问题与

对策 

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 

黄连庆 2000 18 01 否 70 

37 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工作创新 --兼谈南开大

学图书馆开展学科馆员工作的经验 

用户研究与服

务 

柯平 2003 21 06 否 69 

38 信息素养教育和高校图书馆的使命 专稿 肖自力 2005 23 03 否 69 

39 电子馆藏及其发展政策研究 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 

罗春荣 2001 19 02 否 68 

40 元数据格式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 自动化、网络

化、数字化 

肖珑 1999 17 04 否 67 

41 图书馆服务理论探讨 用户研究与服

务 

柯平 2006 24 01 否 67 

42 大学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与信息资源建设前瞻 用户研究与服

务 

董秀敏 2000 18 02 否 66 

43 大学图书馆管理的十大改革探索 专题:新世纪中

国大学图书馆

发展之我见 

柯平 2001 19 05 否 66 

44 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实现探讨 用户研究与服

务 

金更达 2002 20 03 否 66 

45 国外实时咨询软件评价 用户研究与服

务 

强自力 2003 21 01 否 66 

46 对学科馆员工作职责和发展定位的思考 探索与交流 彭艳 2006 24 05 否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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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数字图书馆中信息咨询服务的新方法 用户研究与服

务 

苗凌 2002 20 01 否 64 

48 迎接网络条件下参考咨询工作的挑战 用户研究与服

务 

张海涛 1999 17 02 否 63 

49 论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的关系 数字图书馆论

坛 

孙坦 2001 19 02 否 63 

50 高校文献资源建设中各种载体信息的构成和

配置研究 

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 

何小清 2003 21 01 是 62 

51 CALIS 数字图书馆云服务平台模型 专稿:云计算与

图书馆 

王文清 2009 27 04 否 61 

52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采访工作中的几个问

题 

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 

王春生 2000 18 01 否 60 

53 图书馆需要一朵怎样的"云"? 专稿:云计算与

图书馆 

刘炜 2009 27 04 否 60 

54 中文元数据标准框架及其应用 数字图书馆论

坛 

肖珑 2001 19 05 是 59 

55 为信息素质而合作--来自美国的启示 探索与交流 王朴 2005 23 01 否 59 

56 电子资源建设与利用的读者调查——由读者

调查结果分析读者利用电子资源的方式与倾

向 

信息资源建设 杨毅 2006 24 06 否 59 

57 中外信息素质教育比较研究 文献检索课 李晓新 2003 21 03 否 58 

58 数字图书馆时代的馆员发展 图书馆人 王能元 2001 19 03 否 57 

59 应用 SERVQUAL 评价图书馆服务质量 组织与管理 初景利 1998 16 05 是 55 

60 内涵·管理·信息树——我的治馆感受 专题:新世纪中

国大学图书馆

发展之我见 

计国君 2001 19 02 否 55 

61 高校图书馆与大学生素质教育刍议 主题研讨:大学

图书馆与素质

教育 

席惠芬 2000 18 03 否 54 

62 我国高校图书馆 Web 网站建设评价 自动化网络化

数字化 

马海群 2001 19 02 否 54 

63 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的创新发展思考 专题:新世纪中

国大学图书馆

发展之我见 

费业昆 2001 19 05 否 54 

64 清华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工作的新思路和新

举措 

信息组织与信

息服务 

范爱红 2008 26 01 否 54 

65 “馆藏资源数字化”与“社会资源馆藏化”的抉择 数字图书馆论

坛 

陈源蒸 2000 18 04 否 53 

66 论数字馆藏的管理 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 

索传军 2003 21 02 否 53 

67 图书馆服务的无线技术--RFID 的应用 自动化网络化

数字化 

张厚生 2004 22 01 是 53 

68 基于图书馆 2.0 构建学科知识服务平台 自动化网络化

数字化 

任树怀 2007 25 03 否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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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书目资源的共建、共知和共享——CALIS 联

合目录数据库建设思路 

合作与共享 谢琴芳 1999 17 02 否 52 

70 论图书馆管理创新 图书馆与图书

馆事业 

郭彦新 2003 21 02 否 52 

71 集团采购--购买电子资源的有效方式 合作与共享 杨毅 2004 22 03 否 52 

72 数字图书馆知识组织策略 数字图书馆论

坛 

盛小平 2002 20 02 否 51 

73 合作虚拟咨询服务系统 QuestionPoint 的发展

及其本地化应用 

用户研究与服

务 

罗丽丽 2003 21 03 否 51 

74 国外常用元数据标准比较研究 数字图书馆论

坛 

冯项云 2001 19 04 是 50 

75 论图书馆网络信息咨询模式 用户研究与服

务 

文庭孝 2002 20 03 否 50 

76 重塑面向 21 世纪的大学图书馆机制 专稿 张晓林 1999 17 01 否 49 

77 中国古籍资源数字化的进展与任务 自动化网络化

数字化 

李国新 2002 20 01 否 49 

78 人本管理思想在高校图书馆管理创新中的应

用 

图书馆与图书

馆事业 

殷晓彤 2003 21 02 否 49 

79 论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原则与策略 数字图书馆论

坛 

罗春荣 2003 21 03 是 49 

80 学术信息交流体系的重组与大学信息服务模

式的再造 

理论研究 张晓林 2000 18 01 否 48 

81 新世纪图书馆队伍建设的新认识 图书馆人 朱建亮 2002 20 05 否 48 

82 网络环境下大学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与共

享 

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 

赵禁 2003 21 02 否 48 

83 SERVQUAL 与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估:十年研

究述评 

图书馆事业 于良芝 2005 23 01 是 48 

84 网络科学信息资源"公开获取运动"的模式与方

法 

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 

黄凯文 2005 23 02 否 48 

85 开放获取环境下的图书馆 图书馆事业 任真 2005 23 05 是 48 

8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法》制定工作的进

展、思路与主要内容 

专题:中国图书

馆立法进程--与

政府官员对话 

刘小琴 2003 21 02 否 47 

87 数字图书馆--理想与现实 数字图书馆论

坛 

聂华 2004 22 01 是 47 

88 《大学图书馆学报》被引分析与研究 文献研究 程刚 2001 19 02 否 46 

89 浅谈高校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探索与交流 巩梅 2002 20 05 否 46 

90 关于我国图书馆员继续教育立法建制的思考 继续教育 于学华 1998 16 06 否 45 

91 特色文献资源与特色服务 文献信息资源

建设 

王纯 2000 18 03 否 45 

92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方法探析--清

华大学图书馆读者满意度调查工作的实践与

思考 

用户研究与服

务 

吴冬曼 2006 24 01 否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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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从 CASHL 和 NSTL 看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模

式和发展趋势 

合作与共享 李军凯 2004 22 06 否 44 

94 CALIS 分布式联合虚拟参考咨询系统的开发 合作与共享 金毅 2005 23 03 否 44 

95 新理念 新模式 新建筑 图书馆建筑 李明华 2002 20 01 否 43 

96 全面提升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水平的创新体

系 

专题:新世纪中

国大学图书馆

发展之我见 

计国君 2003 21 04 否 43 

97 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系统的设

计与实现 

数字图书馆论

坛 

张智雄 2003 21 05 是 43 

98 公共知识管理学--关于图书馆学本质的思考 理论研究 龚蛟腾 2003 21 06 否 43 

99 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工作的现状、问题与对

策 

用户研究与服

务 

陈益君 2002 20 06 否 42 

100 美国研究型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研究 他山之石 鞠文红 2004 22 01 否 42 
 

            

3.2.5 2012 年期刊高被引论文 Top20 
 

         

            

  本刊从 1998(收录年)-2012 年收录论文在 2012 年当年累计被引次数前 20 篇论文如下表所

示。单篇最高被引 28 次。 
 

    

            

序号 标题 栏目 作者 年 卷 期 是否基

金论文 

总被引

次数 

1 云计算给图书馆管理带来挑战 专稿:云计算与

图书馆 

胡小菁 2009 27 04 否 28 

2 CALIS 数字图书馆云服务平台模型 专稿:云计算与

图书馆 

王文清 2009 27 04 否 22 

3 图书馆 2.0:构建新的图书馆服务 专稿 范并思 2006 24 01 否 20 

4 云计算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数字图书馆 陶新权 2010  02 否 16 

5 手机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 理论研究 茆意宏 2008 26 01 是 15 

6 基于图书馆 2.0 构建学科知识服务平台 自动化网络化

数字化 

任树怀 2007 25 03 否 12 

7 信息共享空间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与启

示 

自动化网络化

数字化 

任树怀 2006 24 03 否 11 

8 认识信息素养 专题:纪念文献

检索课全面推

广 20 周年 

孙平 2004 22 04 否 9 

9 图书馆需要一朵怎样的"云"? 专稿:云计算与

图书馆 

刘炜 2009 27 04 否 9 

10 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含义与边界  吴汉华 2010 28 06 否 9 

11 关联数据:概念、技术及应用展望 新视野 刘炜 2011 29 02 否 9 

12 读者参与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新模式探讨 信息服务 艾春艳 2011 29 05 否 9 

13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方法探析--清

华大学图书馆读者满意度调查工作的实践与

思考 

用户研究与服

务 

吴冬曼 2006 24 01 否 8 

14 RFID 在图书馆使用现状分析 自动化数字化

网络化 

刘绍荣 2011 29 01 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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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创新 用户研究与服

务 

段梅 2011 29 04 否 8 

16 国外高校信息素养教育 专业教育与信

息素养教育 

王晓力 2009 27 01 否 7 

17 移动图书馆的兴起和解决方案  姜海峰 2010 28 06 否 7 

18 云计算在图书馆建设与信息服务中潜在价值

探析 

自动化数字化

网络化 

李征 2011 29 01 否 7 

19 图书馆嵌入式服务模式研究 自动化数字化

网络化 

李文文 2011 29 01 否 7 

20 21 世纪高校图书馆管理的新理念 专题:新世纪中

国大学图书馆

发展之我见 

程焕文 2003 21 02 否 6 

 

            

3.2.6 2012 年期刊发文高被引论文 Top10 
 

         

            

  本刊 2012 年收录论文在 2012 年当年被引次数前 10 篇论文如下表所示。单篇最高被引 3

次。 
 

    

            

序号 标题 栏目 作者 年 卷 期 是否基

金论文 

总被引

次数 

1 感受变革探访未来——美国三所著名大学图

书馆考察报告 

新视野 朱强 2012 30 02 否 3 

2 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基本模式及国内外实践

研究 

信息素质教育 张晓娟 2012 30 02 否 2 

3 图书馆空间的审美化与阅读环境设计 新视野 张彬 2012 30 05 否 2 

4 以文献共享为核心的数字图书馆构建策略 图书馆与图书

馆事业 

姚倩 2012 30 01 否 1 

5 基于 ClimateQUALTM 的高校图书馆评价实

证研究 

理论研究 包平 2012 30 01 否 1 

6 武汉大学图书馆利用 OCA 开展馆藏分析实例 信息组织与利

用 

崔琼 2012 30 01 否 1 

7 喻友信早期图书馆生涯考察 图书馆与图书

馆学史 

郑锦怀 2012 30 01 否 1 

8 泛在图书馆环境下学科馆员泛在化服务的实

践 

知识发现与学

科服务 

刘姝 2012 30 02 否 1 

9 大学生信息素养一体化教育体系及其构建对

策 

信息素质教育 郭太敏 2012 30 02 否 1 

10 网络环境下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研究 新视野 王国强 2012 30 03 否 1 
 

   

            

3.2.7 2012 年期刊影响因子最有价值核心论文 
 

         

            

  本刊前两年发表论文中对 2012 年影响因子贡献最大的前 30%的论文如下表： 
 

    

            

序号 标题 栏目 作者 年 卷 期 是否基

金论文 

总被引

次数 

1 云计算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数字图书馆 陶新权 2010  02 否 16 

2 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含义与边界  吴汉华 2010 28 06 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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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联数据:概念、技术及应用展望 新视野 刘炜 2011 29 02 否 9 

4 读者参与的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新模式探讨 信息服务 艾春艳 2011 29 05 否 9 

5 RFID 在图书馆使用现状分析 自动化数字化

网络化 

刘绍荣 2011 29 01 是 8 

6 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创新 用户研究与服

务 

段梅 2011 29 04 否 8 

7 移动图书馆的兴起和解决方案  姜海峰 2010 28 06 否 7 

8 云计算在图书馆建设与信息服务中潜在价值

探析 

自动化数字化

网络化 

李征 2011 29 01 否 7 

9 图书馆嵌入式服务模式研究 自动化数字化

网络化 

李文文 2011 29 01 否 7 

10 学科馆员服务的模式演进及发展方向 新视野 杨广锋 2010 28 01 是 6 

11 当信息素养教育遇到游戏 信息素养 韩宇 2011 29 03 否 6 

12 当代大学生阅读问卷调查分析 用户研究与服

务 

岳修志 2011 29 04 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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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应用信息 
 

   

       

  

4.1 下载分析 
 

           

                

4.1.1 2010-2012 年期刊各年总下载量统计 
 

         

                

  从 2010 年 6月到 2012 年底，本刊各年下载量如下图所示，本刊累计下载量 40494 次,含

基金论文 5751次。 
 

    

                

 

    

                

4.1.2 2012 年期刊各月总下载量统计 
 

         

                

  本刊从 1998(收录年)-2012 年收录论文在 2012 年各月下载量如下图所示，该年累计下载

量 16608 次,含基金论文 2585次。 
 

    

 

    

                

    

月份 下载数 基金论文下载数 基金论文比 

1 788 124 15.74% 

2 1259 183 14.54% 

3 1855 281 15.15% 

4 1727 278 16.10% 

5 1712 267 15.60% 

6 1345 228 16.95% 

7 771 118 15.30% 

8 604 77 12.75% 

9 1328 183 13.78% 

10 1288 183 14.21% 

11 2089 337 16.13% 

12 1842 326 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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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1998(收录年)-2012 年期刊发文总下载量统计 
 

        

                

 

  截至 2012 年底，本刊的总载文数是 2266，其中总下载 50564 次，篇均下载 22.31 次，零

下载论文数 54，零下载论文比 0.02。 

  由于论文下撤等多种原因，该统计数据与之前有略微出入，不影响整体数据的统计。 
 

   

                

 

发表年 载文数 总下载次数 篇均下载次数 零下载论文数 零下载论文率 

1998 220 899 4.09 54 0.25 

1999 151 1013 6.71 24 0.16 

2000 129 2288 17.74 11 0.09 

2001 161 2273 14.12 14 0.09 

2002 163 2444 14.99 16 0.10 

2003 137 2466 18.00 5 0.04 

2004 153 2986 19.52 16 0.10 

2005 141 2369 16.80 7 0.05 

2006 142 6507 45.82 5 0.04 

2007 144 2642 18.35 7 0.05 

2008 147 3402 23.14 5 0.03 

2009 145 5807 40.05 2 0.01 

2010 152 6443 42.39 0 0.00 

2011 142 5569 39.22 0 0.00 

2012 139 3456 24.86 0 0.00 
 

      

                

 

4.1.4 1998(收录年)-2012 年期刊高下载论文 Top100 
 

     

                

   

  截至 2012 年底，本刊从 1998(收录年)-2012 年收录论文下载次数前 100 篇论文如下表所

示。单篇最高下载 3809次。 
 

                

   

序号 标题 栏目 作者 年 卷 期 是否基

金论文 

总下

载量 

1 图书馆 2.0:构建新的图书馆服务 专稿 范并思 2006 24 01 否 3809 

2 云计算给图书馆管理带来挑战 专稿:云计算

与图书馆 

胡小菁 2009 27 04 否 871 

3 21 世纪高校图书馆管理的新理念 专题:新世纪

中国大学图

书馆发展之

我见 

程焕文 2003 21 02 否 767 

4 认识信息素养 专题:纪念文

献检索课全

面推广 20

周年 

孙平 2004 22 04 否 707 

5 手机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 理论研究 茆意宏 2008 26 01 是 402 

6 试论大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 主题研讨:大

学图书馆与

素质教育 

邹志仁 2000 18 03 否 399 



《大学图书馆学报》学术分析报告(2013 年版) 
 

 

 

万方数据资源合作中心 
 

 

    

   
      

 

26 
 

/ 
 

35 
 

 

     

 

 

7 CALIS 数字图书馆云服务平台模型 专稿:云计算

与图书馆 

王文清 2009 27 04 否 356 

8 移动图书馆的兴起和解决方案  姜海峰 2010 28 06 否 347 

9 云计算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数字图书馆 陶新权 2010  02 否 340 

10 图书馆员应有的形象及修养——从文学作品中

的三个图书馆员谈起 

 范逸清 2010 28 04 否 283 

11 图书馆需要一朵怎样的"云"? 专稿:云计算

与图书馆 

刘炜 2009 27 04 否 274 

12 论手机移动阅读  茆意宏 2010 28 06 否 249 

13 大学生信息检索能力调查分析 信息素质教

育 

赖茂生 2010 28 01 否 225 

14 21 世纪图书馆读者服务的发展趋势 用户研究与

服务 

张利 2000 18 04 否 222 

15 谈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 图书馆与图

书馆事业 

杜也力 2002 20 01 否 222 

16 信息共享空间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与启示 自动化网络

化数字化 

任树怀 2006 24 03 否 215 

17 图书馆加强阅读推广的途径与方式  崔波 2010 28 04 否 208 

18 国内数字图书馆建设模式研究——以国家数字

图书馆与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为例 

数字图书馆 郑建明 2011 29 01 是 201 

19 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保护 数字图书馆

论坛 

邱均平 2000 18 04 是 200 

20 知识图谱——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的新领域 理论研究 秦长江 2009 27 01 否 197 

21 浅谈高校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探索与交流 巩梅 2002 20 05 否 189 

22 图书馆联盟——实现资源共享和互利互惠的组

织形式 

图书馆与图

书馆事业 

戴龙基 2000 18 03 否 180 

23 美国一流大学及其图书馆调研报告 专题:新世纪

中国大学图

书馆发展之

我见 

叶鹰 2002 20 03 否 180 

24 美国高校的信息素质教育及其启示 专业教育与

文献检索课 

黄晓斌 2001 19 04 否 177 

25 SoLoMo 与智慧图书馆 新视野 谢蓉 2012 30 03 否 173 

26 高校图书馆内部环境对学生心理影响及优化途

径 

图书馆建筑 张俭 2005 23 02 否 151 

27 图书馆服务的无线技术--RFID 的应用 自动化网络

化数字化 

张厚生 2004 22 01 是 146 

28 云计算在图书馆建设与信息服务中潜在价值探

析 

自动化数字

化网络化 

李征 2011 29 01 否 141 

29 关联数据:概念、技术及应用展望 新视野 刘炜 2011 29 02 否 138 

30 信息素养教育和高校图书馆的使命 专稿 肖自力 2005 23 03 否 137 

31 高校数字图书馆建设新思考 数字图书馆 贾西兰 2010  02 否 133 

32 RFID 在图书馆应用的可行性研究 探索与交流 蔡孟欣 2006 24 04 否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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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于手机短信平台的图书馆信息推送服务 用户研究与

服务 

崔宇红 2004 22 04 否 130 

34 国外高校信息素养教育 专业教育与

信息素养教

育 

王晓力 2009 27 01 否 129 

35 信息素养领域演进路径、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

视化分析 

 张士靖 2010 28 05 是 127 

36 电子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初探 文献信息资

源建设 

肖珑 2002 20 03 否 126 

37 学科服务的多维拓展与深化——北京大学图书

馆学科服务聚焦与思考 

新视野 刘素清 2012 30 05 否 126 

38 AACR2 与 RDA 的联系及在图书著录部分的区

别 

 吴跃 2010 28 04 否 125 

39 移动阅读与图书馆的未来--"移动读者的图书馆
" 

专稿 吴志攀 2004 22 01 否 124 

40 文献检索课的发展历程与发展对策 信息素养 张怀涛 2011 29 03 否 124 

41 浅谈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发展趋势 自动化数字

化网络化 

魏群义 2011 29 05 是 124 

42 高校图书馆自习座位管理系统设计 服务创新 王守红 2010  02 否 123 

43 学科馆员服务的模式演进及发展方向 新视野 杨广锋 2010 28 01 是 121 

44 图书馆专利状况与发展 新视野 黄传生 2011 29 02 否 121 

45 RFID 在图书馆使用现状分析 自动化数字

化网络化 

刘绍荣 2011 29 01 是 120 

46 民国时期国立图书馆之双星——对国立北平图

书馆和国立中央图书馆的比较研究并以此纪念

中国国家图书馆诞生一百周年 

图书馆史 黄少明 2009 27 05 否 119 

47 如何提高高职图书馆的借阅量:读者服务升级

计划的实践与启示 

服务创新 张莉 2010  02 否 118 

48 电子书阅读器的发展及其对图书馆的影响 自动化网络

化数字化 

赵继海 2001 19 04 否 116 

49 巨变中的图书馆对馆员的挑战 图书馆与图

书馆事业 

李笑野 2011 29 03 否 115 

50 校园文化品牌活动构建和阅读推广 图书馆与图

书馆事业 

朱小玲 2011 29 02 否 113 

51 阅读 2.0:新一代的图书馆阅读推广 用户研究与

服务 

谢蓉 2009 27 06 否 112 

52 图书馆导入 RFID 的标准与互操作探讨——以

香港高校图书馆为例 

数字图书馆 景祥祜 2009 27 06 否 112 

53 基于营销组合理论的数字图书馆服务营销策略

研究 

数字图书馆 卢振波 2010  02 否 112 

54 图书馆嵌入式服务模式研究 自动化数字

化网络化 

李文文 2011 29 01 否 112 

55 美国图书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图书馆与图

书馆事业 

张美萍 2010  02 否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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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基于图书馆 2.0 构建学科知识服务平台 自动化网络

化数字化 

任树怀 2007 25 03 否 109 

57 清华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工作的新思路和新举

措 

信息组织与

信息服务 

范爱红 2008 26 01 否 109 

58 感受变革探访未来——美国三所著名大学图书

馆考察报告 

新视野 朱强 2012 30 02 否 109 

59 基于元数据的信息组织与基于本体论的知识组

织 

理论研究 叶鹰 2004 22 04 否 106 

60 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含义与边界  吴汉华 2010 28 06 否 106 

61 论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几个基本问题 用户研究与

服务 

曹树金 2005 23 06 否 104 

62 综合性学术搜索引擎研究 自动化网络

化数字化 

常唯 2007 25 02 否 104 

63 我国大学生信息素养评价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信息素质教

育 

蒋葵 2009 27 05 是 104 

64 数字图书馆门户的构建与服务 自动化数字

化网络化 

肖珑 2007 25 04 否 103 

65 图书馆统计云服务的技术与应用  陈放 2010 28 03 否 102 

66 大学园区图书馆云服务模式应用研究——以杭

州下沙高教园区为例 

自动化数字

化网络化 

胡绍军 2011 29 01 否 102 

67 当代大学生阅读问卷调查分析 用户研究与

服务 

岳修志 2011 29 04 否 102 

68 大学图书馆管理的十大改革探索 专题:新世纪

中国大学图

书馆发展之

我见 

柯平 2001 19 05 否 101 

69 论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的完善--由上海交

通大学图书馆建立学科馆员制度说开去 

用户研究与

服务 

汤莉华 2006 24 01 否 101 

70 清华大学图书馆与读者互动的探索与实践 用户研究与

服务 

姚飞 2011 29 06 否 101 

71 特征因子与论文影响力指标初探 文献计量学 窦曦骞 2009 27 06 否 100 

72 特征因子原理及实证研究 文献计量学 米佳 2009 27 06 否 98 

73 大学图书馆建筑的走向 图书馆建筑 李明华 2009 27 03 否 97 

74 中文元数据标准框架及其应用 数字图书馆

论坛 

肖珑 2001 19 05 是 96 

75 阅读疗法的类型 用户研究与

服务 

王波 2004 22 06 否 96 

76 基于 SNS 的 Living Library 虚拟社区构建研究 自动化数字

化网络化 

钱国富 2011 29 02 是 96 

77 DRM 技术的发展及其对数字图书馆的影响 数字图书馆

论坛 

赵继海 2002 20 01 否 95 

78 国外常用元数据标准比较研究 数字图书馆

论坛 

冯项云 2001 19 04 是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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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学习共享空间的构建 图书馆与图

书馆事业 

任树怀 2008 26 04 是 94 

80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服务质量评价方法探析--清

华大学图书馆读者满意度调查工作的实践与思

考 

用户研究与

服务 

吴冬曼 2006 24 01 否 92 

81 三种发现服务系统的比较研究 新视野 秦鸿 2012 30 05 否 92 

82 中美大学学科馆员的初步比较研究 用户研究与

服务 

刘琼 2005 23 04 否 91 

83 基于 Struts+Spring+Hibernate 框架的手机图

书馆服务系统 

自动化数字

化网络化 

丁夷 2011 29 01 否 89 

84 开放存取出版的两种主要实现途径 探索与交流 李武 2005 23 04 否 88 

85 论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的信息经济学探索 理论研究 肖勇 2009 27 05 否 88 

86 中美两国高校图书馆管理之比较 专题:新世纪

中国大学图

书馆发展之

我见 

邓珞华 2001 19 01 否 87 

87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研究综述 文献信息资

源建设 

蔡蓉华 2002 20 05 否 87 

88 从 CASHL 和 NSTL 看我国文献传递服务的模

式和发展趋势 

合作与共享 李军凯 2004 22 06 否 86 

89 Living Library 对大学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启示 他山之石 张立亚 2009 27 05 否 86 

90 国内外网盘搜索引擎分析与比较 自动化数字

化网络化 

王妙娅 2011 29 03 否 86 

91 基于 SERVICE 的嵌入式学科服务营销——武

汉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探索 

信息服务 张翔 2011 29 05 否 86 

92 对学科馆员工作职责和发展定位的思考 探索与交流 彭艳 2006 24 05 否 85 

93 h 指数和类 h 指数的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导引 理论研究 叶鹰 2007 25 05 否 84 

94 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工作创新 --兼谈南开大学

图书馆开展学科馆员工作的经验 

用户研究与

服务 

柯平 2003 21 06 否 81 

95 什么是图书馆?怎么研究图书馆学?——我的学

习体会 

理论研究 周文骏 2008 26 05 否 81 

96 SCI、SSCI 收录的图书情报学期刊评价指标 文献研究 胡惠芳 2001 19 04 否 80 

97 论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与著作权保护 数字图书馆

论坛 

马海群 2002 20 03 否 80 

98 电子资源建设与利用的读者调查——由读者调

查结果分析读者利用电子资源的方式与倾向 

信息资源建

设 

杨毅 2006 24 06 否 80 

99 基于文献计量的国内信息资源管理研究领域分

析 

文献计量学 王建冬 2010  02 否 80 

100 美国图书馆业务外包的得失及启示 图书馆事业 朱复成 2000 18 01 否 79 
 

                

   

4.1.5 2012 期刊年发文高下载论文 Top20 
 

       

                

 

  截至 2012 年底，本刊 2012 载文中，累计下载量前 20的论文如下表所示，其中单篇最高

下载 17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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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题 栏目 作者 年 卷 期 是否基

金论文 

总下

载量 

1 SoLoMo 与智慧图书馆 新视野 谢蓉 2012 30 03 否 173 

2 学科服务的多维拓展与深化——北京大学图书

馆学科服务聚焦与思考 

新视野 刘素清 2012 30 05 否 126 

3 感受变革探访未来——美国三所著名大学图书

馆考察报告 

新视野 朱强 2012 30 02 否 109 

4 三种发现服务系统的比较研究 新视野 秦鸿 2012 30 05 否 92 

5 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培训的设计与实施——

CALIS 三期学科馆员培训的实践与特色 

新视野 郭晶 2012 30 04 否 70 

6 试论大学图书馆的经典阅读推广——以首都师

范大学图书馆为例 

用户研究与

服务推广 

彭艳 2012 30 02 否 68 

7 泛在图书馆环境下学科馆员泛在化服务的实践 知识发现与

学科服务 

刘姝 2012 30 02 否 67 

8 网络环境下数字遗产的继承问题研究 新视野 王国强 2012 30 03 否 67 

9 大学生信息素养一体化教育体系及其构建对策 信息素质教

育 

郭太敏 2012 30 02 否 56 

10 李华伟图书馆学术思想研究 图书馆人与

图书馆史 

林梦笑 2012 30 04 否 56 

11 图书馆在大学人才培养支撑体系中的作用 探索与交流 李玉兰 2012 30 02 否 54 

12 虚拟图书馆员——Lib3.O 环境下的新型馆员 新视野 柯平 2012 30 03 否 54 

13 基于关键词共现网络的我国图情领域近三十年

学科发展脉络分析 

理论研究 彭陶 2012 30 02 否 52 

14 学科资源建设与学科服务一体化发展模式研究 知识发现与

学科服务 

钟建法 2012 30 02 否 47 

15 基于问卷调查的高校阅读推广活动评价 用户研究与

服务推广 

岳修志 2012 30 05 是 44 

16 高校图书馆志愿者管理与服务创新 用户研究与

服务推广 

张田吉 2012 30 04 是 42 

17 图书馆空间的审美化与阅读环境设计 新视野 张彬 2012 30 05 否 41 

18 武汉大学图书馆利用 OCA 开展馆藏分析实例 信息组织与

利用 

崔琼 2012 30 01 否 40 

19 “读者决策采购”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实践及其

对我国的启示 

文献资源建

设 

刘华 2012 30 01 否 38 

20 编目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信息组织与

利用 

翟晓娟 2012 30 02 否 38 

 

                

  

4.1.6 2012 年高下载论文 Top20 
 

       

                

  

  本刊从 1998(收录年)-2012 年收录论文在 2012 年当年累计下载量前 20 的论文如下表所

示，其中单篇最高下载 1359 次。 
 

 

                

   

序号 标题 栏目 作者 年 卷 期 是否基

金论文 

总下

载量 

1 图书馆 2.0:构建新的图书馆服务 专稿 范并思 2006 24 01 否 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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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 世纪高校图书馆管理的新理念 专题:新世纪

中国大学图

书馆发展之

我见 

程焕文 2003 21 02 否 263 

3 云计算给图书馆管理带来挑战 专稿:云计算

与图书馆 

胡小菁 2009 27 04 否 233 

4 认识信息素养 专题:纪念文

献检索课全

面推广 20

周年 

孙平 2004 22 04 否 220 

5 试论大学生的信息素质教育 主题研讨:大

学图书馆与

素质教育 

邹志仁 2000 18 03 否 192 

6 手机图书馆的兴起与发展 理论研究 茆意宏 2008 26 01 是 132 

7 移动图书馆的兴起和解决方案  姜海峰 2010 28 06 否 115 

8 CALIS 数字图书馆云服务平台模型 专稿:云计算

与图书馆 

王文清 2009 27 04 否 99 

9 SoLoMo 与智慧图书馆 新视野 谢蓉 2012 30 03 否 93 

10 信息共享空间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与启示 自动化网络

化数字化 

任树怀 2006 24 03 否 91 

11 谈大学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 图书馆与图

书馆事业 

杜也力 2002 20 01 否 90 

12 浅谈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发展趋势 自动化数字

化网络化 

魏群义 2011 29 05 是 90 

13 图书馆员应有的形象及修养——从文学作品中

的三个图书馆员谈起 

 范逸清 2010 28 04 否 86 

14 国内数字图书馆建设模式研究——以国家数字

图书馆与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为例 

数字图书馆 郑建明 2011 29 01 是 86 

15 论手机移动阅读  茆意宏 2010 28 06 否 83 

16 图书馆需要一朵怎样的"云"? 专稿:云计算

与图书馆 

刘炜 2009 27 04 否 78 

17 当代大学生阅读问卷调查分析 用户研究与

服务 

岳修志 2011 29 04 否 77 

18 浅谈高校图书馆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探索与交流 巩梅 2002 20 05 否 76 

19 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产权保护 数字图书馆

论坛 

邱均平 2000 18 04 是 73 

20 清华大学图书馆与读者互动的探索与实践 用户研究与

服务 

姚飞 2011 29 06 否 73 

 

                

 

       

 

4.1.7 2012 年期刊各栏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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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 2012 年的栏目如下，截至 2012 年底，其中总载文 135篇，总被引 27次，总下载

3446次。 
 

 

   

栏目 载文 总被引次数 总下载次数 基金论文数 基金论文

被引次数 

基金论文下

载次数 

专稿 1  17 0 0 17 

书评 6  107 0 0 107 

信息素质教育 4 3 147 0 0 147 

信息组织 2  25 0 0 25 

信息组织与利用 7 5 182 1 4 182 

合作与共享 4  70 2 0 70 

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 14 1 206 3 0 206 

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史 6 1 73 1 0 73 

图书馆人与图书馆史 3  72 2 0 72 

图书馆史 3 1 27 2 1 27 

探索与交流 2  79 0 0 79 

文献学 5  45 1 0 45 

文献计量学 3  89 1 0 89 

文献资源建设 11 3 155 3 3 155 

新年寄语 1  5 0 0 5 

新视野 19 7 977 3 0 977 

理论研究 9 1 342 2 0 342 

用户研究与服务推广 17 2 475 5 0 475 

知识发现与学科服务 7 2 180 3 0 180 

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 10 1 168 2 0 168 

学科服务 1  5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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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其他统计指标 
 

   

      

   

5.1 2007-2012 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是依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

书馆“知识服务”系统，在“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基础上，结合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

据库(CSTPCD)，以我国正式出版的各学科 6000余种中英文期刊（其中，社会科学类期刊 2000余

种，自然科学类期刊 4000余种；英文版期刊 200余种）为统计源期刊，暂不包括少数民族语种

期刊和港、澳、台地区出版的期刊。对全部期刊的引文数据，严格按题名、作者、刊名、年、

卷、期、页等进行分项切分后，进行规范化处理和有效链接，经统计分析，编制而成。 
 

  

      

  

指标项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总被引频次 2157 2399 2464 2498 2561 2582 

影响因子 2.907 3.837 3.202 2.425 2.841 2.480 

即年指标 0.597 0.281 0.383 0.424 0.203 0.274 

他引率 0.97 0.98 0.98 0.98 0.97 0.98 

引用刊数 348 368 366 408 363 345 

扩散因子 16.13 15.34 14.85 0.00 14.17 13.36 

学科影响指标 0.85 0.84 0.88 0.90 0.90 0.90 

学科扩散指标 7.57 7.51 8.71 9.95 9.07 8.63 

被引半衰期 3.03 4.39 3.29 12.75 5.13 4.73 

来源文献量 348 368 366 408 363 345 

文献选出率 0.86 0.89 0.93 0.91 0.98 0.99 

平均引文数 10.61 11.55 10.30 13.27 11.92 13.47 

平均作者数 1.80 1.77 1.77 1.81 1.69 1.98 

地区分布数 21 25 22 21 20 22 

机构分布数 80 99 74 72 85 78 

海外论文比 0.008 0.031 0.015 0.023 0.007 0.000 

基金论文比 0.137 0.133 0.158 0.167 0.196 0.311 

引用半衰期 3.03 4.39 3.29 12.75 5.13 4.73 
 

 

      

 

 

      

 

5.2 2007-2012 年<<中国科技期刊高被引指数>> 
 

  

    

    《中国科技期刊高被引指数》是在“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基础上，依托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系统，对全部期刊的引文数据，严格按题

名、作者、刊名、年、卷、期、页等进行分项切分后，进行规范化处理和有效链接，经统计分

析，编制而成。 
 

    

 

指标 
年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五年载文数 621 621 619 621 659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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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被引频次 1636 1724 1606 1466 1558 1458 

五年影响因子 2.634 2.776 2.595 2.000 2.364 2.202 

被引率 0.71 0.72 0.72 0.68 0.66 0.64 

被引 50%文章积累指数 75.67 73.67 69.33 72.40 71.00 65.20 

被引 50%作者积累指数 57.94 58.00 54.64 63.80 58.33 56.17 

被引 50%机构积累指数 8.76 11.30 9.45 11.23 12.56 13.35 

单篇文章最高被引频次 33 68 92 89 71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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