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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h指数和整数分割思路出发，构建"线性增长"赋分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具有高

被引指向性的h型指数--hl-g，并通过与hT、hm的比较，得出hl-g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完善的结论。以

8种综合性农业核心期刊的hl-g比较和分析为例，阐述了hl-g在期刊评价中具有着重考查高被引区域

表现和完整反映被引频次分布情况两大优势。据此推测，hl-g可作为期刊评价赋分指标，弥补现行

期刊评价方法在这两方面的不足。

关键词：hl-g；h型指数；期刊评价；高被引指向性；被引频次分布

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34（2012）01-72-05

A Hirsch-type Index to Lay Particular Emphasis on Highly Cited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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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inear-growth"model was form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ndex and integer partition，and
on the basis of which a Hirsch-type index with highly cited emphatic attribute was presented，that is，hl-g.
By comparing with hT and hm，hl-g was proved to be a more practical and improved index.Take the hl-g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8 comprehensive agricultural core journals for example，two advantages of hl-g
in journal evaluation were elaborated.One is its emphasis on the performance of journals in highly cited
area，the other is its complete reflection on citation frequency distribution.Therefore，hl-g can be a new
assigned index in journal evaluation and make up the deficiencies of present journal evaluation methods
in such two aspects.
Key words：hl-g；hirsch-type index；journal evaluation；highly cited emphatic attribute；citation frequency
distribution
美国物理学家 Hirsch 在 2005 年提出了 h 指

数，旨在利用论文被引情况评价科研工作者的业绩

和影响力，其定义为：在某个科学家发表的所有论

文中，有h篇论文至少被引用了h次，并且其余论文

的被引频次都小于 h时，该科学家 h指数为 h【1】。h
指数随后被广泛用于研究人员、科研机构和期刊【2】

等的评价，但因为无法反映“h核”以外的引用，几年

来国内外学者对 h指数的质疑声不断【3】，改进和完

善h指数的探索也一直没有停歇【4】。

2008年，Anderson等提出“锥形h指数”（“ta⁃
pered h-index”，或称渐减h指数，即hT）【5】：把论文

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构建随论文序号和被引频次

增加而逐渐减小的赋分模型，将评价对象所有论文

的每一次被引都计入总分值。与h相比，hT将计分

范围由h核扩展至所有引用区域，能够反映被引频

次分布微观细节，取得了较大改善。但hT的赋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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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存在固有缺陷——第 1篇论文的第 n次被引与第

n篇论文的第1次被引（n＞1）被赋予了相等的分值，

这导致hT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破绽。假设作者A发表

了1篇被引n次的论文，作者B发表了n篇每篇皆被

引 1次的论文，得出的结果是两位作者的 hT相等，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从 hT的赋分理念出发，仍然以反映被引频次分

布为基础，对 hT的赋分模型进行了改进——构建与

论文序号负相关、与被引频次正相关的赋分模型，得

到一种着重考查高被引论文（即具有高被引指向性）

的h型指数——hl-g。通过一个假想的例子，将hl-g与

hT、hm等衍生 h 型指数进行比较，阐述了 hl-g的合理

性。同时，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08年版》【6】

确定的部分综合性农业核心期刊 2007年刊载的论

文在发表后2年内（2007~2009）hl-g的计算结果为例，

探讨了hl-g在期刊评价中的作用及应用前景。

1 hl-g的概念及计算方法

1.1 赋分模型的构建

对高被引论文进行着重考查，要求被引频次C
越集中，得分就越高，并且每一篇论文在低被引段的

分值都应小于其在高被引段的分值。基于这一理

念，笔者确定了赋分模型的构建原则：①将考查对象

的所有论文按C降序排列，把任意一篇论文（序号为

k）的被引频次Ck减1，再把任意一篇序号小于k的论

文 l的被引频次Cl（显然Cl≥Ck）加 1，得到的总分比

原来要高；②固定论文序号，将某篇论文的被引频次

由X（X为任意自然数）增加至X+1所带来的得分增

长，须小于将其被引频次由X+1增加至X+2所带来

的得分增长。

上述原则反映在边长为无穷大的 Durfee 方块

（Durfee 方块是数论中有关整数分割的性质，如将

整数 14分割为 4+3+3+2+1+1，则其Durfee方块边

长为3）上，即是方块中任意一点的数值大于其左下

方各点（见图1，以第2行第5个点为例，图中各空心

点皆位于该点左下方）的数值。然而，在Hirsch的h
指数模型前提（Durfee方块的边长每增加1时，总得

分h只增加1）下，这一原则却很难实现。因此，笔者

跳出 h 指数的模型框架，构建了“线性增长”（“lin⁃
ear-growth”，hl-g的下标“l-g”即为此意）的赋分模

型（见图 2）。在这一模型中，h核（对应边长为 h的

Durfee 方块）的分值总和等于 h2，并且任意边长

Durfee 方块的下边界和右边界上的数值是线性增

长的。如果把这一模型看作无限增广矩阵A，那么

矩阵中第m行第n列的数可以表示为

amn = n
m ，m≥n；amn =2- m

n ，m＜n

图1 hl-g赋分模型构建原则图例

图2 hl-g的“线性增长”赋分模型图示

1.2 计算方法与计算公式

将赋分模型的横坐标视为被引频次Ci，纵坐标

视为论文序号 i（论文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那么第

i篇论文的得分 h2l- g(i)就是赋分模型第 i行前Ci个数

之和 ai1 + ai2 +⋯+ aiCi
，通过计算可得：

h2l- g(i) =∑
j=1

Ci j
i ，Ci≤i；

h2l- g(i) =∑
j=1

i j
i + ∑j= i+1

Ci æ
è
ç

ö
ø
÷2- i

j ，Ci＞i
若研究对象论文总数为N，那么总得分就等于

N篇论文得分之和的平方根（通过开平方可以使h核

的得分变回h，使hl-g符合h指数的基本规律）。总分

hl-g的计算公式为：

h2l- g =∑
i=1

N

h2l- g(i)；hl- g = ∑
i=1

N

h2l- g(i)

2 hl-g与hT、hm的比较

2.1 hT、hm及其计算方法

hT、hm是国外学者基于拓展 h核的理念，对 h指

数所做的2种改进。其他一些h型指数，如g指数【7】、

w指数、h(2)和h(x)指数【8】等，都没有打破h核的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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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R指数、AR指数【9】，仅对h核进行了横向拓展，

却未能考虑h核下方的那些被引频次接近h的论文，

属h指数功能扩展的补充指标，在此不予比较。

hT的计算公式为（N为论文总数，i为论文序号，

Ci 为第 i 篇论文的被引频次）：hT =∑
i=1

N

hT (i) ，其中

hT (i) =
Ci

2i-1 ，Ci≤i；hT (i) = i
2i-1 + ∑j= i+1

Ci 1
2j-1 ，

Ci＞i【5】。“模拟 h指数”（“mock h-index”）hm是由Prat⁃
hap在2009年提出的【10】，其计算公式为（N为论文总

数，C为总被引频次）：hm =
æ
è
ç

ö
ø
÷

C2

N

1
3
。

2.2 理论样本

Anderson和Prathap在比较hT、hm与h时，都选取

了Vinkler在 2007年提出的一组理论样本【11】。为充

分体现 hl-g与 hT、hm的区别，笔者为这组假想的例子

增加了 3位作者G、H、I，并计算出每位作者的 h、hT、

hm、hl-g，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理论样本：8位作者的论文被引情况及hT、hm、hl-g

计算结果

注：N为论文总数，C为总被引频次，计算h、hT、hm、hl-g作为比

较

2.3 比较结果及分析

(1) 从 A、B、E、F、G、H 的相互比较可以看出，h
指数无法区分这 6位作者的论文水平。同样地，作

者C、D的h也相等，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2) D的hT比A、F、G、H的大，而实际情况却是D
的每篇论文都只有 50次被引，其他 4位作者均有 5
篇被引100次左右的论文。反观他们的hl-g，可以清

楚地看到D的 hl-g明显比其他 4位作者小。造成这

种差异的原因，在于 hT的赋分模型在横向和纵向上

是对称的（Durfee方块中对角线右上方和左下方对

称点的分值相等），而hl-g的赋分模型中，高被引区域

的分值明显高于低被引区域。

(3) 从其计算公式可以看出，hm无法反映论文被

引频次的集中程度，它只与总被引频次C及论文总

数N有关。作者A、D、I拥有相等的C、N和 hm，但其

论文被引频次的集中程度存在较大差别：I的论文被

引相对集中，D的论文被引相对分散，作者A理应得

到比D高的分数，而 I的得分则应更高。3位作者的

hm无法让人满意，而它们的 hl-g则与实际情况相符。

同样地，作者F、G的hm和hl-g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4) 实际上，hT的赋分模型是对称分布的，hm是

只由C和N所决定的变量，二者均不具有高被引指

向性。这在作者G和 I对比中反映得尤为突出：尽管

作者 I有8篇“低质量”论文，但其前2篇论文具有无

可争议的权威性，理应获得更高的评价——hT、hm、

hl-g三者中，只有hl-g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结果。

综合以上各组比较和分析可以看出，hl-g能够正

确地反映被引频次分布集中程度，因而比hT、hm更加

切合实际、更加完善。

3 hl-g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探讨

目前国内外广泛使用的期刊评价指标，如总被

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等，都是直接通过被引

频次和载文量简单计算得出的宏观指标。h指数虽

然也常被用于期刊评价，但效果并不理想【12】。

3.1 hl-g在期刊评价中的特点及统计方法

hl-g基于考查对象的被引频次分布，借助合理的

赋分模型，分别计算出每篇论文的得分，经求和、开

平方得出总分，其数值并不取决于总被引频次、载文

量这些宏观的统计值，而是取决于被引频次分布的

情况。一旦被引频次分布发生变化，哪怕只是细微

的改变，都会相应带来hl-g的变化。因此，hl-g不仅能

够着重考查被评价对象在高被引区域的表现，而且

具有完整地反映被引频次分布微观细节的特点，能

够弥补国内外期刊评价活动在考查高被引论文和反

映被引频次分布方面的不足。

将hl-g应用到期刊评价中，其统计方法可以有以

下几种：①不限定被评价期刊论文和引用论文的发

表年代，即统计被评价期刊所有论文的总被引频次；

②不限定被评价期刊论文的发表年代，划定引用论

文的发表年代范围，统计被评价期刊所有论文在某

论文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N
C
h
hThmhl - g

A
100
98
98
97
96
4
3
2
1
1

10
500

5
13.27
29.24
30.22

B
9
8
8
6
5
4
4
3
2
4

10
50
5

6.89
6.30
6.92

C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0
10
10
10
10

D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10
500
10

18.05
29.24
28.52

E
9
8
7
6
5

5
35
5

5.79
6.26
6.48

F
120
110
100
90
80

5
500

5
5.79
6.26
6.48

G
100
100
100
100
100

5
500

5
12.46
36.84
30.54

H
100
98
98
97
97

5
489

5
12.43
36.30
30.16

I
246
246

1
1
1
1
1
1
1
1

10
500

2
7.06

29.24
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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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频次
44
40
35
28
25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N
C

h21-gh1-gh21-g(Ci≥5)
p(Ci≥5)

h21-g(Ci≥10)
p(Ci≥10)
h21-g(Ci≤4)
p(Ci≤4)

中国农业科学

1

2
1
1
1
2
4
4
8
3
5
5
13
9
13
12
22
22
35
44
52
49
54
63

425
1990

505.646
22.49

501.241
99.13%
472.799
93.50%

4.41
0.87%

中国农学通报

1
1
1
1
1
1
1
2
2
4
4
9
4
5

16
21
28
40
62
109
146
222
358
416

1455
3262

442.79
21.04

434.619
98.15%
385.438
87.05%

8.17
1.85%

华北农学报

2
2
1
1
2
3
7
8
17
19
24
33
54
61
74

125
433
1105

215.238
14.67

208.591
96.91%
147.909
68.72%

6.65
3.09%

广东农业科学

1
1
2
1
3
6
8
7
19
43
71

122
272
556
671

126.194
11.23

115.131
91.23%
63.1107
50.01%
11.06
8.77%

西北农业学报

2
3
1
4
4
3
7

11
19
21
22
39
44
68
78
83
409

1229
242.604

15.58
236.331
97.41%
185.161
76.32%

6.27
2.59%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1

1
1
1
5
2
8

10
17
40
35
79
200
348

127.394
11.29

118.323
92.88%
66.7149
52.37%

9.07
7.12%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1
1
1
1
3
2
7
2
5

11
12
28
35
63

172
349

131.593
11.47

124.164
94.35%
72.3793
55.00%

7.43
5.65%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1

1

1

1
2
1
3
2
3
6

12
15
20
13
17
28
141
444

225.556
15.02

219.074
97.13%
178.148
78.98%

6.48
2.87%

1年（或几年）内的被引频次；③对被评价期刊论文

和引用论文的发表年代均做出限定。若采用方法①
或②的统计数据进行计算，可借鉴金碧辉等的理念【13】，

对每篇论文的得分做时间衰减处理，将其除以论文

的发表年龄a（a＝评价年代－发表年代）或乘以时间

衰减因子 x（ x= 发表年代-失效年代
评价年代-失效年代

，失效年代可

通过人为划定，发表年代等于或小于失效年代的论

文，其时间衰减因子等于零），再计算总分。

3.2 hl-g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实例

笔者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08年版》收

录的 38 种综合性农业期刊中选取 8 种作为考查对

象，借助中国引文数据库，分别统计了它们 2007年

刊载的每篇论文在发表后 2年内的被引频次，从而

计算出各刊的 h2l- g 和hl-g（见表2）。同时，为验证hl-g

的高被引指向性，对中、高被引区域（被引频次≥5）

和高被引区域（被引频次≥10）论文分数求和，得出

中、高被引区域得分 h2l- g (Ci≥5)及比重（即对应区域

分数占 h2l- g 的比例）p(Ci≥5)和高被引区域得分 h2l- g

(Ci≥10)及比重 p(Ci≥10)，再将 h2l- g 减去 h2l- g (Ci≥
5)，得到各刊在低被引区域（被引频次≤4）的得分

h2l- g (Ci≤4)及比重p(Ci≤4)。
3.3 结果分析与探讨

经统计，8种期刊有被引记录的论文共2647篇，

其中被引超过 4 次的有 654 篇，占 24.7%，而各刊

p(Ci≥5)均大于90%，意味着hl-g的90%以上分值集中

于约1/4的中、高被引论文。《中国农业科学》《中国农

学通报》的hl-g和 h2l- g (Ci≥10)明显高于地方性期刊，

二者在高被引区域的良好表现，成为它们拥有高得

分的主因。在地方性期刊中，《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虽然载文量和总被引频次都很小，但其 hl-g和 h2l- g

表2 8种综合性农业核心期刊2007年刊载的论文在发表2年内的被引频次分布及hl-g计算结果

注：1．被引频次分布数据来源于中国引文数据库。2．N为期刊2007年的载文量，C为期刊2007年刊载的论文在2007~2009
的被引频次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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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10)均排在第 2位，也充分说明该刊高质量论文

较多，论文学术水平突出。另外，还可以发现一个很

明显的现象，就是hl-g较小的期刊，它们在中、高被引

区域的得分及比重也较小，尤其是p(Ci≥10)，排名靠

后的3种期刊，都只有50%~55%，而这3种期刊在低

被引区域得分的比重 p(Ci≤4)也明显高于其他期

刊。以上分析结果均对 hl-g的高被引指向性给予了

有力的证明。

hl-g在期刊评价中的应用实例，很好地印证了hl-g
的特点——着重考查期刊在高被引区域的表现。同

时，hl-g也能够将期刊每一篇论文的引用都纳入总

分，完整地反映出期刊的被引频次分布，而不是通过

人为划定高被引区域、切割低被引区域来进行比较，

有效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影响。这 2方面的优势，使

得hl-g完全具备成为期刊评价赋分指标的潜力。

4 结 语

(1) 在 hl-g的赋分模型中，h 核的分值总和等于

h2，并且任意边长 Durfee 方块的下边界和右边界上

的数值是线性增长的。借助赋分模型，分别计算出

考查对象每篇论文对应的分值，再经过求和、开平

方，即可得到其hl-g。

(2)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hl-g更加切合实际，尤其

是能够正确反映被引频次的集中程度。因而 hl-g具

有高被引指向的特性，同时也符合h核的得分等于h
这一规律，是一种较为完善的h指数改进指标。

(3) 将 hl-g用于评价和比较期刊，既能着重考查

期刊的高被引区域论文，又能完整地反映期刊的被

引频次分布情况。它能够弥补国内外期刊评价活动

在这两方面的不足，并有望成为期刊评价领域新的

重要赋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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