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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 )中国生物医学期刊引文数据库* &2X2R'" )中国引文数据库* &22Z' 以及 )中医药引文

数据库* &=2X2Z' 为研究对象! 从收录范围" 检索方式" 检索结果 &查全率" 查准率'" 输出格式等各方

面比较 * 大常用引文数据库在检索中医药文献方面的不同! 分析其优缺点和产生的原因! 提出修改建议#

#关键词$ !引文数据库( 中医药( 检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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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 !"##$ Q#' Q#$

#作者简介$ !周晴! 副主任医师! 长期从事中医药文献检

索工作! 发表论文 ' 篇#

$%前言

引文数据库是基于文献之间的引用与被引用的

关系! 由来源文献和被引文献 +26545678, 有序合理

组合形成的二次文献.%/

#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各家研制的引文数据库如雨后春笋发展迅猛! 各数

据库在收录范围$ 检索效果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差

别# 本文从引文检索功能方面对查询中医药论文时

常用的中文引文数据库 +包括上海市中医文献馆自

行开发的数据库, 进行比较研究! 包括收录范围$

检索方式$ 检索结果 +查全率$ 查准率,$ 检索结

果输出格式等! 以便用户了解它们的优点和缺点!

从而更有效地选择和利用#

!%资料与方法

选取解放军医学图书馆研制的 '中国生物医学

期刊引文数据库( +2X2R,

."/

!清华同方研制的 '中

国引文数据库( +22Z,

.*/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和重

庆维普公司共同开发的 '中医药引文数据库( +=2N

X2Z,

.+/进行分析#

%$'* 年美国情报学家048:4E5;B和a4@;8 列出了

衡量信息检索系统效果的 & 项指标! 即收录范围$

查全率$ 查准率$ 响应时间$ 用户负担和检索结果

输出格式.)/

# 因客观因素的限制! 本文仅选用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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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查全率和检索结果输出格式 * 个指标! 并另

外补充了检索字段$ 检索年限.&/两项检索方式指标

进行评价#

&%结果与分析

&J$%收录范围

!!从表 % 可以看出! 在收录期刊的种类方面!

22Z要优于另两个数据库! 但中医类期刊与 2X2R

基本相同! =2X2Z收录期刊最少" 在收录文献的年

限和数据量方面! 22Z的收录年限最长! 数据量最

大! =2X2Z年限最短! 数据量最少#

&J!%检索方式

!表 $ & 大引文库收录范围

项目
2X2R

.'/

22Z =2X2Z

!收录期刊种类

!

% ### 种医学期刊! 其中中医类

期刊 %)& 种

整刊 % )## 多种! 部分刊 + ###

多种! 其中中医类期刊 %)+ 种

中医类期刊 %*# 种

!

!收录期刊年限 %$$) 年至今 %$%" 年至今 %$$$ ,"##& 年

!数据量

!

"'# 万条来源数据!

**# 万条引文数据

*$# 万条来源数据!

&(+ 万条引文数据

*+ 万条来源数据!

'( 万条引文数据

!表 ! & 大引文库检索字段

项目 2X2R 22Z =2X2Z

来源文献检索字段

!

题名$ 作者$ 单位$ 刊名 j年

份$ 检索词 +关键词,

题名$ 作者$ 单位$ 刊名 j年

份$ 关键词$ 主题$ 中图分类号

题名$ 作者$ 单位$ 刊名 j

年份

引文检索字段

!

题名$ 作者$ 单位$ 刊名j年份

!

题名$ 作者$ 单位$ 关键词$ 摘

要$ 中图分类号$ 被引频次数

题名$ 作者$ 单位$ 刊名 j

年份

!!从表 " 可知! 22Z的检索字段最多 +%+ 个,!

2X2R次之 +$ 个,! =2X2Z最少 +( 个,# 来源文

献和引文可检索字段的数量排序与之相同# 22Z很

多字段是它特有的! 如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摘

要$ 被引频次数# 其他两个数据库2X2R和 =2X2Z

也具备了最基本的检索入口! 给用户提供了准确的

选择# 这 * 个数据库都没有提供全文检索字段! 这

是非专业检索用户最易用的! 可以提高查全率! 但

相应降低了查准率#

&J&%检索结果 )查全率*

* 个数据库共有检索字段为题名$ 作者$ 单位$

刊名j年份! 为避免因各数据库收录范围不同以及

录入篇名时存在差异! 选择第 % 作者 +同一单位,

字段进行比较# 为了消除数据库间收录年限不统一

的因素! 将来源文献年限定为 %$$$ ,"##* 年 +来

源于期刊,! 分别在 * 个数据库中作者字段输入作

者姓名进行检索#

进入统计的数据必须符合 + 个条件) 引文作者

为第一作者" 引文单位是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来源

期刊年限为 %$$$ ,"##* 年" 来源文献不包括图书#

选择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已退休的 %% 名职工作为被

引作者# 为了避免有非上海市中医文献馆的同名作

者出现! 笔者又通过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2YX<6E:, 核对检出的被引文献! 以保证引文作者

确为上海市中医文献馆职工# 检出结果后计算查全

率# 计算公式为) 查全率 f +各个数据库检出的被

引次数\被引总次数, k%##-! 被引总次数为查重

后各个数据库中检出的被引次数之和#

各数据库检出的被引次数及查全率有较大差

异# 如2X2R中 %周家珩& 的查全率是 #! 22Z的

查全率为 %##-# 综合 %% 名作者的被引结果进行比

较! 对查全率进行汇总! 得出结论) 22Z的查全率

最高 +&(-,! =2X2Z次之 +)+-,! 2X2R最低

+*$-,# 在检索过程中! 发现 22Z数据库包含了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和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

全文数据库(! 尤其是前两个全文数据库文章很多!

但未在期刊上正式发表! 所以是否进入检索结果存

在着分歧.(/

# 含有硕博士论文的22Z检索结果与剔

除硕博士论文后的检索结果差异很大#

!!此时! 除了22Z查全率下降外! 2X2R和=2X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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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Z的查全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2X2Z的查全率

从原来的 )+-一跃成为最高 +'#-,! 22Z次之

+)$-,! 2X2R查全率虽有提高! 但仍为最低

+)#-,! 这可能与2X2R对刊种和文献的高度选择

性有关#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是 '中国引文数据库( +22Z, 优于其他数据库查

全率的关键# 如果没有硕博士论文库! 22Z的查全

率将屈居第二! 略微高于2X2R#

!表 & & 大引文库漏检原因
!

数据库!

期刊收录不全 文献收录不全 参考文献著录错误

次数 比例 +-, 次数 比例 +-, 次数 比例 +-,

2X2R % " " * &% $)

22Z # # % " )" $(

=2X2Z *' $) # # " )

!!分析各数据库检出的 %% 名作者被引次数不同

的原因# 从表 * 可知! 第一! 2X2R和 22Z的期刊

收录总数是很齐全的! 缺漏比例很低! 而 =2X2Z

在收录期刊时经过严格的筛选! 收录期刊具有高度

选择性! 所以几乎所有的漏检都是由于期刊不全造

成的# 第二! 在期刊收录齐全的基础上! 2X2R和

22Z都有漏期的现象出现! 而 =2X2Z在这方面比

较严格! 有其刊必有其期# 第三! 2X2R和 22Z参

考文献著录失误较多! 是造成漏检的主要原因.$/

#

有关参考文献著录错误的原因! 可大致归纳为以下

几种情况) 单位名称不统一" 个别数据著录时有作

者名字! 但单位名称为空" 作者姓名写错" 文章标

题写错! 尤其是标题中含有 %的& 字! 经常有数据

库任意添加或删除#

&J'%检索结果输出格式

!表 ' & 大引文库检索结果输出格式

项目!! 2X2R 22Z =2X2Z

每页显示条目数 %# "# %)

是否提供全文 否 是 +付费, 是 +付费,

是否需下载浏览器 否 否 否

显示来源文献字段

!

!

题名$ 作者$ 单位$ 期刊$

年期页$ 资助$ 参考文献数

!

题名$ 作者$ 单位$ 期刊$

年期页$ 资助$ 关键词$ 摘

要$ 分类号

题名$ 作者$ 单位$ 期刊$ 年期页$

具体引用的参考文献

!

!!从表 + 可以看出! 2X2R每页显示条目数最少!

22Z显示最多! 且根据不同的来源数据库进行分

列# * 者的全文浏览是有限制的! 有的没有此项功

能! 有的需要付费# 22Z显示字段最多! 能给用户

提供较多的信息! 方便用户判断相关文献! 尤其是

文摘对用户判断相关文献是很重要的# =2X2Z还

列出了引证文献所有参考文献的具体信息#

'%讨论

'J$%本次研究的不足

一是因为客观因素的限制! 本次研究未纳入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2/2Z,! 对各数据库的响

应时间$ 用户费用负担等指标没有进行比较# 二是

在检索功能方面! 没有对各数据库是否能运用布尔

逻辑符$ 是否有特殊功能和二次查询进行分析# 三

是在检索时虽然发现个别数据库在标引方面有些问

题! 如各个数据库篇名的标引有微小差别! 可能会

导致检索结果的差异! 但并没有深入研究# 四是对

来源文献的年限进行限定可能会带有一些主观成

分! 会影响到分析的结果#

'J!%& 个数据库的不足

给用户提供多途径的查询是评价数据库的一个

重要指标" 方便用户检索的字段设置也同样重要#

对非专业检索人员来讲! 有许多检索字段! 如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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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的中图分类号$ 关键词等! 用处并不大# 而全

文检索是最方便用户使用的! 就像互联网上常用的

谷歌 +c77?9;,$ 百度 +Y46<J, 一样! 但现在还没

有一个数据库有这项功能! 这说明这几个数据库的

建设还不完善# 比较检索结果后发现! 这 * 个数据

库的查全率都不高! 说明各数据库在引文检索功能

方面比较欠缺#

2X2R有独特的 %智能模糊扩展搜索功能&

.%#/

!

但查全率最低! 说明参考文献著录方面失误较多#

另外! 2X2R有复合检索项! 但用第一作者和单位

复合检索后! 没有检索结果! 程序出错! 所以无法

判断作者的单位一项! 无法纠正重名作者! 笔者只

能通过其他的题录数据库逐篇加以确定#

22Z期刊总数最全! 文献最多! 但主要依靠独

有的硕博士论文库! 如果没有这两个库! 查全率明

显下降! 它将搜索结果和全文数据库相关联! 只显

示在全文库中能找到的数据! 所以造成大量的引证

文献看不到#

=2X2Z虽然查全率最高! 但是数据量太少!

年限太短! 还需要大量积累# 而且! 虽然有被引作

者和被引单位的复合检索! 但有些单位为空! 无法

%##-查准! 只能通过题录库对单位为空的文章加

以确定#

(%结论

收录范围) 在刊种方面! 22Z要明显优于其他

库! 但中医类期刊22Z和2X2R基本相同! =2X2Z

最少" 在年限和数据量方面! 22Z量最多! =2X2Z

量少# 检索方式) 在检索字段方面! 22Z提供的最

多! =2X2Z最少# 检索结果) 如果包含硕博士论

文库! 22Z的查全率最高 +&(-,! 如果不包含!

=2X2Z的查全率最高 +'#-,! 两种情况下 2X2R

的查全率都是最低# 结果输出格式) 22Z的显示和

输出字段最多#

建议 2X2R和 22Z要加强对参考文献的纠错!

对收录的期刊尽量收齐! 不要缺期! 保证数据库的

查全率# 22Z要增强网络稳定性! 因为在查询中!

经常发生网页停滞无反应现象! 重新启动浏览器后

才能恢复正常使用# =2X2Z要扩大期刊的收录种

数! 延长年限! 加快数据更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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