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用视角下基于云模型的医学院校图书馆
外文电子期刊分级评价

王珂莹　李　栎

（海军军医大学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目的／意义 提出基于期刊被引频次和云模型的外文电子期刊资源分级评价方法，为医学院校图书
馆资源建设提供依据。方法／过程 以某机构作者所发表论文中引用每种期刊的总次数表示期刊的相对质量，
建立质量表示矩阵，并在此基础上生成单个期刊的质量云。将生成的质量云与标准云进行相似度比较，对

期刊的重要性等级进行评价。结果／结论 利用云模型算法及相似度计算方法可得到每种期刊的分级结果及不
确定性程度，为医学院校图书馆资源选择和订购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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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文献信息资源是高校图书馆的立馆之基，是图

书馆支撑学校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的

最核心要素之一［１］。在医学院校文献信息资源体系

中，外文电子期刊因其学术价值高、时效性强、获

取便捷以及搜索功能完善等特点，成为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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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且使用文献资源经费占比最高，其数量

规模和成本支出均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此外，

与其他学科相比，医学领域外文电子期刊的总数和

高质量期刊种数均处领先地位，如 ＳＣＩ收录期刊中

医学类期刊数量位居各学科之首。因此，对医学电

子期刊进行重要性分级评价，筛选出本机构需求较

高的期刊进行订购，显得尤为重要。期刊刊载论文

的总被引频次能够客观反映期刊的受关注程度，是

分析特定范围期刊使用者实际需求的重要指标，也

是进行期刊重要性评价与期刊资源建设的重要

基础［２］。

２　相关研究

国外已开展一系列项目评价电子资源，其中

较有影响力的如欧洲委员会 ＥＱＵＩＮＯＸ项目所构建
的图书馆电子服务绩效评价和质量管理绩效指标

体系［３］、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的电子计量项目 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４］、网络电子资源在线利用统计项目

ＣＯＵＮＴＥＲ［５］。国内学者肖珑等［６］首次系统归纳电

子资源的评价指标，包括电子资源内容、检索系

统及功能、使用情况、价值与成本核算、出版社／
数据商的服务和存档 ６个方面。随后，国内学者

在国内外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构建电子资源

评价指标体系［７－８］，并引入多种评价方法，如层

次分析法［９－１０］、灰色关联分析［１１］、网络分析

法［１２］、综合评价法。目前，有关电子期刊评价的

研究主要存在以下特点：一是多以数据库为研究

对象，难以从期刊层面进行针对性评价；二是多

通过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但指标权重的确定存在

一定主观性。

云模型在质量评价方面已有较多探索。时扬

等［１３］在慕课课程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基础上，建立质

量标准云分类评价慕课课程质量；甘露情等［１４］通过

建立不同竞争力等级的标准云，对共享单车企业产

品的竞争力进行评价；国外多位学者［１５－１８］利用云

模型建立用于信任度评分的信任云，通过信任云对

受信任对象进行分类。相较于其他质量评价方法，

云模型一方面可以实现定量和定性之间的转换，另

一方面能够体现评价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程度［１９］。

因此，选择云模型作为质量评价方法，对外文电子

期刊进行分级评价，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能够为医学院校图书馆选择本校读者最需要的外文

电子资源提供参考依据。

３　分析框架

３１　基于云模型的外文电子期刊分级评价整体框架

以医学院校图书馆外文电子期刊的重要性评级

为研究对象。针对特定医学院校图书馆，不同医学

期刊的重要程度存在差异。尽管无法精确评测每种

期刊的利用绩效及其对机构的重要程度，但本文根

据医学外文电子期刊的特点，设计以期刊刊载论文

的被引频次为基础、基于云模型的医学外文电子期

刊分级评价模型，该模型适用于对大量被引频次相

似的同类医学期刊进行质量评级，并评价其不确定

性程度，从而比较客观地反映医学期刊对于特定机

构的重要程度。

采用某医学院校作者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每种

医学期刊的总次数表示期刊的相对质量，并基于云

模型对期刊的重要性等级进行评价。研究框架包括

两部分：一是基于引用频次统计的医学期刊质量表

示，二是基于云模型的医学期刊质量评价，见图１。

在第１部分中，首先通过设定合理的检索条件，获

取施引文献集合；其次解析施引文献中的引文引用

格式，准确抽取引用期刊的名称；最后，统计施引

文献引用相应期刊文献的次数，将不同的被引频次

作为期刊间共同的质量特征。同时，统计不同被引

频次下该期刊相应的施引文献数量，构建外文电子

期刊质量表示矩阵，完成对外文电子期刊质量的量

化表示。在第２部分中，首先利用正向正态云发生

器建立期刊等级质量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ｄｅｇｒｅ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ｌｏｕｄ，ＪＤＱＣ）；其次利用逆向正态云发生器生成单

个外文电子期刊对应的数字特征以及评价云图；最

后通过将单个期刊质量云 （ｓｉｎｇｌ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ｌｏｕｄ，ＳＪＱＣ）与对应的期刊等级质量云进行云相似

度计算，得出每一种外文电子期刊的质量评级及其

不确定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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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引用视角下基于云模型的医学院校

图书馆外文电子期刊分级评价框架

３２　基于引用频次统计的期刊质量表示

３２１　统计施引文献引用相应期刊文献的次数
　具体流程包括构建施引文献集合、解析引用格
式、提取引用关键信息以及匹配期刊名称等，见

图２。解析参考文献引用格式后，通过正则表达式
提取引用中的关键信息，得到一篇施引文献中所

有引文所在的期刊名称集合。重复此步骤，得到

多篇施引文献对应的期刊名称集合，以及施引文

献 －被引期刊映射表。利用医学院校图书馆 （预

备）订购的外文电子期刊目录，与施引文献 －被
引期刊映射表中的期刊名称进行匹配。若匹配成

功，则统计施引文献引用相应期刊文献的次数，

并将其作为期刊间的共同质量特征，构建外文电

子期刊质量表示矩阵。

图２　统计施引文献引用相应期刊文献次数流程

３２２　构建外文电子期刊质量表示矩阵　以期刊
被引频次作为质量特征构建质量表示矩阵。一方面

是考虑到被引频次能够较公平地评价每个期刊；另

一方面，通过限制质量特征的数量，可以优化质量

表示矩阵的构建过程。首先，统计施引文献引用相

应期刊文献的次数范围，作为质量特征集合，即确

定全部被引频次中的最大值和除０以外的最小值。
其次，统计期刊文献被单篇施引文献引用的次数，

并将被引频次乘以对应施引文献的数量，生成初步

外文电子期刊质量表示矩阵 ｛ＣＦ１，ＣＦ２，ＣＦ３，，
ＣＦｎ｝，其中 ＣＦｎ表示引用频次为 ｎ的施引文献数
量。最后，对初步生成的质量表示矩阵进行归一化

处理，即将矩阵中的数据取值范围处理为 ［０，
１００］，得到最终的外文电子期刊质量表示矩阵。

３３　基于云模型的期刊质量评价

３３１　云模型　我国李德毅院士等［２０］于１９９５年

在概率论和模糊数学的基础上提出云模型。云模型

用于表示某个定性概念与其定量表示之间的不确定

性转换，通过建立定性和定量之间的相互映射关系

解决不确定问题。云由许多云滴组成，每个云滴代

表该定性概念在数域空间中的一次具体实现，且这

种实现带有不确定性。云的数字特征包括期望值

（Ｅｘ）、熵值 （Ｅｎ）和超熵值 （Ｈｅ）。期望值表示云
滴在论域空间分布的期望；熵值是一种不确定性的

度量；超熵值则是对熵的一种度量，即熵的熵，反

映论域中代表定性概念的所有点的不确定度的凝

聚性。

３３２　建立ＪＤＱＣ　 （１）确定 ＪＤＱＣ定量论域 Ｕ
中云滴ｘ的取值范围。依据施引文献引用相应期刊
文献的次数确定取值范围，将期刊等级分为超核心

Ｓ级、核心Ａ级、常用Ｂ级、偶用Ｃ级４个质量级
别［２１］，分别对应 ＪＤＱＣ＿Ｓ、ＪＤＱＣ＿Ａ、ＪＤＱＣ＿Ｂ、
ＪＤＱＣ＿Ｃ。（２）确定 ＪＤＱＣ定量论域 Ｕ上定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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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Ｃ。其中，Ｃ＝ ｛超核心 Ｓ级；核心 Ａ级；常
用Ｂ级；偶用Ｃ级｝。（３）建立 ＪＤＱＣ定性概念和

云滴定量值间的映射关系。即根据云滴 ｘ的取值范
围确定每个质量级别的取值范围。（４）生成 ＪＤＱＣ

的数字特征 （Ｅｘ，Ｅｎ，Ｈｅ）。主要通过双边约束法
实现，根据区间范围计算质量云的数字特征。若区

间范围为 ［Ｂｍｉｎ，Ｂｍａｘ］，则双边约束法相对应的数

字特征计算公式［１３］如下。其中，Ｂｍｉｎ和 Ｂｍａｘ分别为

区间的最小值与最大值；ｆ为可根据变量模糊阈进行

调整的常数。

Ｅｘ＝（Ｂｍｉｎ＋Ｂｍａｘ）／２

Ｅｎ＝（Ｂｍａｘ－Ｂｍｉｎ）／６

Ｈｅ
{

＝ｆ

（１）

３３２　生成 ＳＪＱＣ　与生成 ＪＤＱＣ相同，在生成

ＳＪＱＣ时，也需首先明确定量论域Ｕ上的定性概念Ｃ
和云滴ｘ。ＳＪＱＣ的定量论域Ｕ中云滴 ｘ指施引文献

引用相应期刊文献的次数，定性概念 Ｃ指期刊的引

用质量。在此基础上，生成 ＳＪＱＣ的关键步骤在于

确定其数字特征，具体计算公式［２２］如下：

Ｅｘｉ＝
１
ｎ∑

ｎ

ｊ＝１
Ｅｗｉｊ （２）

Ｅｎｉ＝
　 π
槡２×

１
ｎ∑

ｎ

ｊ＝１
Ｅｗｉｊ－Ｅｘｉ （３）

Ｓｉ
２ ＝ １
ｎ－１∑

ｎ

ｊ＝１
（Ｅｗｉｊ－Ｅｘｉ）

２ （４）

Ｈｅｉ＝
　
Ｓ２ｉ－Ｅｎｉ槡

２ （５）

其中，Ｅｘｉ表示第 ｉ个期刊被引频次期望值；ｎ

表示云滴的数量，Ｅｗｉｊ表示第ｉ个期刊被引用频次中

对应的第ｊ个施引文献引用的值；Ｅｎｉ表示第 ｉ个期

刊被引频次的熵值；Ｓ２ｉ表示第 ｉ个期刊被引频次的

样本方差，即第 ｉ个期刊被引频次的中心次数与其

他被引频次的关联程度；Ｈｅｉ表示第 ｉ个期刊被引

频次的超熵值。

３３３　计算 ＪＤＱＣ与 ＳＪＱＣ间的相似度　基于期

望曲线的方法比较两个云图 ［２３］。第 １步：定义

ＳＪＱＣ的边界。对于逆向正态云而言，存在 “３Ｅｎ规

则”，即９９７４％的云滴落在 ［Ｅｘ－３Ｅｎ，Ｅｘ＋３Ｅｎ］
区间，位于此区间外的云滴则被称为小概率事件，

不会影响云模型的整体特征。因此，只需要通过分

布在该区间内的云滴来计算云相似度。ＳＪＱＣ的边界

为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ＳＪＱＣ） ＝ ［Ｅｘｉ－３Ｅｎｉ，Ｅｘｉ＋３Ｅｎｉ］。
第２步：定义ＪＤＱＣ与ＳＪＱＣ间的重叠关系。存在两
种重叠情况，一种是没有重叠，另一种是有重叠。

当ＪＤＱＣ和ＳＪＱＣ存在重叠时，存在两种情况，一是
包含关系，二是交叉关系。交叉关系意味着二者之

间存在至少一个交点，具体交点计算方式如公式

（６）所示。存在包含关系的 ＪＤＱＣ与 ＳＪＱＣ间重叠
部分的面积 ｏｖｅｒｌａｐ的计算方式如公式 （７）所示。

其中，Ｚ１＝
ｘ０－Ｅｘ１
Ｅｎ１

，Ｚ２＝
ｘ０－Ｅｘ２
Ｅｎ２

，φ（ｘ）为标准

正态分布概率密度函数，通过 ｘ０的值可以得到 Ｚ１
和Ｚ２，结合标准正态分布表可求得相交面积 ｏｖｅｒ
ｌａｐ。第３步：计算 ＪＤＱＣ与 ＳＪＱＣ间的相似度。根
据ＪＤＱＣ和ＳＪＱＣ的重叠关系，相似度计算可以分３
种情况讨论。一是假设ＪＤＱＣ和ＳＪＱＣ之间为包含关
系，ＪＤＱＣ对应的期望曲线ｙ１，ＳＪＱＣ对应的期望曲线
ｙ２，则二者的云相似度计算方式如公式 （８）所示。
其中ｆ（ｘ）为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二是假设
ＪＤＱＣ和ＳＪＱＣ之间存在一个交点，则二者的云相似
度计算方式如公式 （９）所示。其中，μ为 ＪＤＱＣ和
ＳＪＱＣ的交集的确定性程度，即云滴ｘ所对应的确定
度；α为云模型 “３Ｅｎ”规则的确定性程度，α的值
为ｅ－４．５。三是假设ＪＤＱＣ和ＳＪＱＣ之间存在两个交点，
则二者的云相似度计算方式如公式 （１０）所示。

Ｅｘ２Ｅｎ１－Ｅｘ１Ｅｎ２
Ｅｎ１－Ｅｎ２

，ｙ１＝ｅ
－
（ｘ１－Ｅｘ）２
２Ｅｎ

Ｅｘ２Ｅｎ１－Ｅｘ１Ｅｎ２
Ｅｎ１－Ｅｎ２

，ｙ１＝ｅ
－
（ｘ１－Ｅｘ）２{ ２Ｅｎ

（６）

ｏｖｅｒｌａｐ＝　 ２槡πＥｎ２∫
Ｚ２

－
!

φ（ｘ）ｄｘ＋　 ２槡πＥｎ１∫
Ｚ１

－
!

φ（ｘ）ｄｘ（７）

Ｓｉｍ（ＪＤＱＣ，ＳＪＱＣ） ＝　 ２槡πＥｎ１ ∫
Ｅｘ１＋３Ｅｎ１

Ｅｘ１－３Ｅｎ１
ｆ１

（ｘ）ｄｘ÷　 ２槡πＥｎ２ ∫
Ｅｘ２＋３Ｅｎ２

Ｅｘ２－３Ｅｎ２
ｆ２ （ｘ）ｄｘ （８）

Ｓｉｍ（ＪＤＱＣ，ＳＪＱＣ） ＝μ－α１－α
×ｏｖｅｒｌａｐ（ＪＤＱＣ，ＳＪＱＣ）

（９）
Ｓｉｍ（ＪＤＱＣ，ＳＪＱＣ） ＝

μ（ｍａｘ） －α
１－α

×ｏｖｅｒｌａｐ（ＪＤＱＣ，ＳＪＱＣ） （１０）

４　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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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发文作者单位为海军军医大学，限制发表时间

为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１１月１５日，检索得到２０７０
篇施引文献。

４１　基于引用频次统计的期刊质量表示

通过解析２０７０篇施引文献的６８４７５篇参考文
献引用格式，统计施引文献引用的期刊数为８１７５
种。随机选择２０种期刊作为评价对象，见表１。构
建外文电子期刊质量表示矩阵。第１步：确定质量
特征集合。通过统计期刊文献被单篇施引文献引用

的次数确定质量特征集合。统计得出２０种期刊文
献被单篇施引文献的引用频次最大值为２５，即有２５
个质量特征，ｎ＝２５。外文电子期刊质量特征分别
为 ｛ＣＦ１，ＣＦ２，，ＣＦ２５｝。第２步：外文电子期
刊质量的初步表示。分别按照 ［１，２５］的被引频
次统计期刊的施引文献数量，再用得到的施引文献

数量乘以对应的被引频次，得到外文电子期刊的质

量得分，初步表示电子期刊质量。第３步：生成外
文电子期刊质量矩阵。对初步表示矩阵进行优化，

保证矩阵输入云模型后生成结果的可读性和易理解

性，见表２。ＮａｔＣｏｍｍｕｎ对应的ＣＦ１初始值为该期
刊被同一篇文章引用一次的文章数量；矩阵值为经

过归一化数据处理后的标准值。

表１　实证研究评价对象

序号 期刊名称 序号 期刊名称

１ ＮａｔＣｏｍｍｕｎ １１ Ｆｒｏ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２ Ｃａ－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ｌｉｎ
３ Ｃｅｌｌ １３ 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
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４ ＪＢｉｏｌＣｈｅｍ
５ 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 １５ ＦｒｏｎｔＯｎｃｏｌ
６ ＮａｔＲｅｖＣａｎｃｅｒ １６ ＮａｔＭｅｄ
７ Ｌａｎｃｅｔ １７ 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
８ Ｐ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 １８ ＪＣｌｉｎＩｎｖｅｓｔ
９ ＮｅｗＥｎｇｌＪＭｅｄ １９ Ｃａｎｃｅｒｓ
１０ ＩｎｔＪＭｏｌＳｃｉ ２０ ＣｅｌｌＤｅａｔｈＤｉｓ

表２　外文期刊质量表示结果 （部分）

数字

特征

ＮａｔＣｏｍｍｕ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ｅｌｌ

初始值 矩阵值 初始值 矩阵值 初始值 矩阵值

ＣＦ１ ３１４ ８２４ ２７７ ７２７ ２３９ ６２７

ＣＦ２ ２６６ ６９８ ２７６ ７２４ ２０４ ５３５

续表２

数字

特征

ＮａｔＣｏｍｍｕ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ｅｌｌ

初始值 矩阵值 初始值 矩阵值 初始值 矩阵值

ＣＦ３ １６８ ４４１ １４１ ３７ １８６ ４８８

ＣＦ４ １００ ２６２ １１２ ２９４ ７６ １９９

ＣＦ５ ５５ １４４ １２５ ３２８ ７０ １８４

ＣＦ６ ４２ １１ ７８ ２０５ ３０ ７９

ＣＦ７ ４２ １１ ２１ ５５ ４２ １１

ＣＦ８ １６ ４２ ３２ ８４ １６ ４２

ＣＦ９ ３６ ９４ ３６ ９４ ９ ２４

ＣＦ１０ ４０ １０５ ４０ １０５ ２０ ５２

ＣＦ１１ ０ ０ ２２ ５８ １１ ２９

ＣＦ１２ ２４ ６３ １２ ３１ ２４ ６３

ＣＦ１４ ０ ０ ２８ ７３ １４ ３７

ＣＦ１５ １５ ３９ １５ ３９ ０ ０

ＣＦ２１ ０ ０ ４２ １１ ０ ０

ＣＦ２３ ０ ０ ２３ ６ ０ ０

　　注：３种期刊 ＣＦ１３、ＣＦ１６、ＣＦ１７、ＣＦ１８、ＣＦ１９、ＣＦ２０、ＣＦ２２、

ＣＦ２４和ＣＦ２５对应的值均为０。

４２　基于云模型的期刊质量评价

４２１　建立 ＪＤＱＣ　通过分析外文电子期刊质量
矩阵中云滴数据的分布特征以及调整模型参数确定

超核心Ｓ级、核心Ａ级、常用Ｂ级、偶用Ｃ级４个
ＪＤＱＣ的取值范围分别为 （２０，１００］、 （１５，２０］、
（５，１５］、 ［０，５］，对应的数字特征为 ＪＤＱＣ＿Ｓ
（６０，１３３３，１）、ＪＤＱＣ＿Ａ（１７５，０８３３，０２）、
ＪＤＱＣ＿Ｂ（１０，１６６７，１）、ＪＤＱＣ＿Ｃ（２５，０８３３，
０２），设置云滴数为２０００，对应的标准云图，见
图３。

图３　标准期刊等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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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生成 ＳＪＱＣ　通过逆向云发生器算法生成
ＳＪＱＣ相对应的数字特征，见表３，各刊对应的质量
云，见图４。

表３　外文电子期刊数字特征 （部分）

数字

特征

Ｎ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

ＮａｔＲｅｖ

Ｃａｎｃｅｒ

Ｅｘ １３３２７ １５２５９ １１２２３ ８８３６ ６３４５ ３０９５

Ｅｎ １９４０ １９７４ １６７７ １３６７ ０７７６ ０６２３

Ｈｅ ６８３５ ６３４１ ５５６６ ５２１８ ２２５６ ２４８６

图４　外文电子期刊质量云 （部分）

４２３　相似度计算　计算ＪＤＱＣ与ＪＤＱＣ期望曲线
相交重叠部分的面积，得到外文电子期刊与不同等级

的ＪＤＱＣ之间的相似度，见表４。就该机构人员的利
用情况而言，ＮａｔＣｏｍｍｕｎ属于 ＪＱＤＣ＿Ｂ的概率为
７０％，属于ＪＱＤＣ＿Ａ的概率为５０％，可划为 Ｂ类期
刊，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Ｎａｔｕｒｅ属于ＪＱＤＣ＿Ｓ的
概率为 ２％，属于 ＪＱＤＣ＿Ａ的概率为 ９５％，属于
ＪＱＤＣ＿Ｂ的概率为 ６０％，可划为 Ａ类期刊，尽管
Ｎａｔｕｒｅ属于其他类别的概率也很高，但其属于 Ａ类
期刊的不确定性较小；Ｃｅｌｌ、Ｓｃｉｅｎｃｅ属于 ＪＤＱＣ＿Ｂ
的概率均为９０％，不确定性较小；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属于
ＪＤＱＣ＿Ｂ的概率为 ５０％，不确定性较大；ＮａｔＲｅｖ
Ｃａｎｃｅｒ属于ＪＤＱＣ＿Ｃ的概率为６０％，不确定性小。

表４　ＳＪＱＣ与ＪＤＱＣ相似度计算结果

ＪＤＱＣ
Ｎ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ｅｌ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

ＮａｔＲｅｖ

Ｃａｎｃｅｒ
ＪＱＤＣ＿Ｓ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 ０
ＪＱＤＣ＿Ａ ０５ ０９５ ０２ ０ ０ ０
ＪＱＤＣ＿Ｂ ０７ ０６ ０９ ０９ ０５ ０
ＪＱＤＣ＿Ｃ ０ ０ ０ ００４ ０２ ０６

在此基础上，采用专家评分法对实验结果进行

验证。由于评分主体的差异，会给出不同的分级结

果，这同样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然而，作

为一种定性评价方法，专家评分法具有较高的准确

率，通过遴选该机构的专家，对所分析的期刊进行

重要性等级 （Ｓ级、Ａ级、Ｂ级、Ｃ级）评分，并
将这些评分结果与云模型分级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显示，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为０８３３。但是仍有一些
期刊的评价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ＮａｔＣｏｍｍｕｎ
期刊的等级划分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些争议能够为

后续资源的选择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此外，比较

专家评分结果、期刊的影响因子以及该机构作者的

引用频次，为了方便与其他指标进行相关性比较，

采用ＪＤＱＣ数字特征中的Ｅｘ值代表不同等级的评分
结果，见表５。对表中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并进
行相关性分析，得出期刊影响因子与机构被引频次

的相关性为０２７；专家评分结果与期刊影响因子、
机构被引频次的相关性分别为０１６和０７２。

表５　期刊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和专家评分结果

刊名 被引频次 影响因子 专家评分结果

ＮａｔＣｏｍｍｕｎ １１１８ １４７００ １００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２８０ ５０５００ １７５

Ｃｅｌｌ ９４１ ６６８５０ １００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１９ ６３８３２ １００

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４ １７２９８ １００

ＮａｔＲｅｖＣａｎｃｅｒ １８４ ７２４６０ ２５

实证表明，基于云模型的外文电子期刊分级评

价模型可以较直观准确地反映期刊对机构的重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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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外文电子期刊的重要性等级进行带有不确定

性概率的定量评价，能够较好地解决电子期刊与本

机构适配度评价的问题，具备一定的通用性。

５　结语

本文基于引用频次表示外文电子期刊的质量，

通过逆向云发生器生成对应的ＳＪＱＣ，根据质量表示
矩阵中的数据特征以及反复实验的结果，确定

ＪＤＱＣ的等级划分及数据范围，并生成 ＪＤＱＣ；最终
通过计算ＳＪＱＣ与ＪＤＱＣ之间的相似度划分外文电子
期刊的等级，并给出不确定性建议，为医学院校图

书馆采购相应的数据库资源提供参考，具备一定的

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本文的

质量表示指标较为客观，但相对单一，且实证研究

中纳入的数据量较少。后续研究将不断扩充评价指

标，增加实证分析的数据量，以期达到更加全面准

确的资源评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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