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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Altmetrics指标是科学计量与科研评价中的研究热点，从科学计量学的视角来梳理Altmetrics的

发展历程，旨在对Altmetrics的研究现状进行整体把握和分析。 [研究设计/方法]基于 WebofScience数据库，检索

得到４６７篇Altmetrics的相关论文作为数据基础，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年发文量、主要研究机构、核心作者、关键词

等层面对Altmetrics的发展进行了计量分析；对核心作者和关键词进行了历时分析；并着重对Altmetrics领域知识概

念的生长与凋亡进行了深入分析。 [结论/发现]Altmetrics领域正处于平稳发展阶段，形成了五大研究方向，包括：影

响力评价、社交媒体研究、文献计量指标、引文的可见度、引文分析与学术交流。 其中，信息图表、学术画像、

plumx、科学奖励体系等是新出现的研究点；１/３的关键词贯穿了整个发展阶段。 [创新/价值]从海量知识概念中识别

出一个领域的新增概念和凋亡概念，对Altmetrics领域的发展和知识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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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Altmetricsisahotresearchtopicintheareaofscientometricsandresearch
evaluation．ThispaperintendstoaddressthedevelopinghistoryofAltmetricsfromabibliometricalperspectiveinorderto
analyzeandgraspthestatusandtrendofAltmetricsasawhole．［Design/Methodology］４６７recordswereretrievedfromthe
WebofScienceandusedasthedatasetinthisstudy．Bibliometricmethodswerethenemployedtoconductananalysisfrom
theaspectsincludingannualpublicationnumbers,majorresearchinstitutions,coreauthors,andkeywords．Thecoreauthors
andkeywordswereanalyzeddiachronically．WeespeciallyfocusedontheevolutionofconceptsinthefieldofAltmetrics．
［Findings/Conclusion］IthasbeenfoundthatthefieldofAltmetricsisatastabledevelopingstage．Therearemainlyfive
researchareas,includingimpactevaluation,researchonsocialmedia,bibliometricindicators,citationvisibility,citation
analysisandacademiccommunication．Amongthem,infographics,academicprofiles,plumx,andrewardsystemofscience
areemergingresearchpoints,andonethirdofthekeywordshavebeenusedthroughoutthewholedevelopingstage．
［Originality/Value］Thisstudyprovidesawaytoidentifytheemerginganddyingconceptsofafieldfrommassiveknowledge
concepts,whichcouldbeofgreatsignificancetothedevelopmentofAltmetricsandknowledge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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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Altmetrics是“alternativemetrics”的缩写，在２０１０
年由Priem在推文中最早提出［１］。 狭义的Altmetrics
特指对社会网络上的学术交互行为的测度［２］，广义上

的Altmetrics则涵盖了引用数据以外的所有信息

源［３］。 国内学者将Altmetrics一般翻译成选择性计量

学、替代计量学和补充计量学三种形式［４Ｇ８］。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开放存取的发展，Altmetrics
一经提出就掀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潮［９Ｇ１３］。 王

贤文等人曾利用Altmetrics指标研究了其在科学论文

综合评价方面的应用及其特点［１４,１５］，并从成本机

制、宣传机制、内容机制三个方面分析了科学论文在

社交网络中的传播机理［１６］。 余厚强等人则通过对

新浪微博替代计量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探索了中文

环境下替代计量指标的特征和规律［１７］。 很多学者

对于Altmetrics指标与传统引用指标在相关性方面进

行了有关研究。 例如，Thelwall以Nature和Science
两大期刊上的文章为例，统计了它们 Mendeley和

CiteUlike中的收藏情况，揭示了文献的收藏量与其在

WebofScience 数 据 库 中 的 被 引 量 有 显 著 相 关

性［１８］。 国内学者由庆斌等人则基于 Mendeley平台

中提供的指标数据构建主成分评价模型，研究发现，

在影响力评价上Mendeley指标与传统的引用评价模

型具有较高的一致性［１９］。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科学计量学的

方法，对Altmetrics的发展历程进行可视化和解读，

并以知识概念的角度识别出对Altmetrics领域的发展

和知识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的核心概念。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在 WebofScience核心合集中，以“TS＝altmetＧ
ric＄”为检索式可以检索得到４６７篇期刊或会议论

文。 分别统计这些论文的发表年份、论文作者、研

究机构和关键词。 在对作者进行统计分析时，为了

解决作者的消歧问题，将每位作者的全名和所在机

构进行比对，如果两者一致，就认为是同一作者。

在对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时，对于一些文章的关键

词缺失问题，我们利用现有的关键词数据和分词技

术对文章标题进行了关键词提取，统计得到１５６０个

关键词，最后我们对其进行了人工合并与去重处理，

如将Scientificcommunication与Scholarlycommunication
合并为后者，最终得有效关键词７３１个。

Altmetrics领域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作者、关键

词的新增和消亡。 对高产作者和关键词分别进行历

时态的分析，就可以展现Altmetrics的演变历程。 为

此，我们遴选出Altmetrics领域的２３位核心作者，分

别检索他们在 WoS数据库中的发文情况，然后计算

Altmetrics论文占其全部论文量的比例，按照比例大小

将其分为高、中、低三个类型，从微观层面上分析这

些核心作者的研究方向的演变情况。 对关键词的历

时分析，我们利用VOSviewer做出了关键词的聚类时

间线图，识别出五个研究主题。 最后，以知识概念的

角度对关键词进行了生长与凋亡的微观分析。

３　结果

３．１　发文年份分析

最早的Altmetrics领域的SCI/SSCI论文发表于

２０１２年，共有两篇：一篇是 Altmetrics的提出者

JasonPriem 等发表在 PLOS One上的题为“The

AltmetricsCollection”的文章［２０］，此文提出基于文

章的转发量、推荐量、点赞量、评论量和阅读量等指

标来构建一个更加微观、快速、系统和精确的科学评

价机制；还有一篇是 PaulMcFedries发表在IEEE

Spectrum上的题为“MeasuringtheImpactofAltmetＧ

rics”的文章［２１］，此文指出，由于传统文献计量指

标，如文章总数或引用总数，时效性太慢，索引范围

太窄；而基于书签、链接、博客文章、推文等的

Altmetrics指标，更适合在互联网时代准确地反映出

一个科学家或一篇文章的影响力。

绘制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 Altmetrics领域每年的发文

量曲线（见图１），可以看出，该领域的文献发表量

在２０１６年之前呈现线性增长趋势。 其中增速最快的

是２０１５年，由２０１４年的３５篇增至８３篇，增长率为

１３７％。 ２０１６年之后，年发文量趋于稳定，目前年

均发文量在１００篇左右。

３．２　发文机构分析

Altmetrics领域的研究覆盖３６个国家/地区，发

文数在５以上的有２１个国家/地区。 其中，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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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篇）、英国（９１篇）和西班牙（５９篇）发文量

最高，中国以３０篇的发文量排在第６位。

图１　Altmetrics领域的年发文量(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进一步统计这４６７篇文献的发文机构，并列出各

机构的主要关键词（见表１）。 可以看出，发文量和

被引量均位于第一位的机构是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

学，其主要研究主题是引文分析和网络计量学，该机

构的作者大多是从 Webometrics研究领域转向AltmetＧ

rics研究领域的。 发文量位于第二位的机构是德国

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虽然作者数量只有４位，但发

文量高达２８篇。 发文量位于第三位的机构是西班牙

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此机构作者数量多达３８人，

团队合作度较高。 有两所中国的研究机构也进入了

全球前２０位，分别是大连理工大学（９篇）和武汉

大学（８篇）。

表１　Altmetrics领域的主要机构(Top２０)

机构 发文量 被引量 作者数量 主要研究主题 (词频)

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
UniversityofWolverhampton ４３ １１４９ ２９ Citationanalysis(１３)，Mendeley(１０)，

Webometrics(８)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
MAXPlanckSociety ２８ ３６８ ４ Bibliometrics (７)， Mendeley (７)，

Twitter(６)

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
ConsejoSuperiorDeInvestigacionesCientificas ２０ １９０ ３８ Twitter(４)，Researchevaluation(２)，

Plumanalytics(２)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
UniversityofMontreal １８ ６９８ ２２ Socialmedia(３)，Scientometrics(２)，

Citationanalysis(２)

荷兰莱顿大学
LeidenUniversity １４ ４３０ １９ Citationanalysis(３)，ResearchevaluaＧ

tion(２)，Bibliometrics(２)

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
UniversityofGranada １４ １３８ ２２ Twitter(４)，Bibliometrics(３)，Social

impact(３)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IndianaUniversity １３ ４７５ ３２ Citationanalysis(２)，Socialmedia(２)，
Verification(１)

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
UniversitatPolitecnicaDeValencia １３ ７３ １７ Researchevaluation(３)，Bibliometrics(３)，

AuthorＧlevelmetrics(２)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UniversityofVienna １０ ８４ ２６ Citationanalysis(４)，Bibliometrics(２)，

Altmetricscore(２)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 ９ １７９ ２９ Scholarlycommunication(２)，Twitter(２)，
Referencemanagers(１)

大连理工大学
Dal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 ９ １０１ ３３ Usagemetrics(２)，ArticleＧlevelmetrics(２)，

Download(２)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９ ３６ １９ Scholarlycommunication(３)，Literature
review(２)，Contentanalysis(２)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UniversityofVirginia ９ ３３ ３４ Cancer(１)，Altmetricscores(１)，

Citations(１)

芬兰图尔库大学
UniversityofTurku ８ ４８ ２１ Twitter(２)，Onlineattention(２)，

Informationdissemination(１)

美国哈佛大学
HarvardUniversity ８ ３８ ２０ Altmetricscore(１)，Socialmedia(１)，

Randomizedcontroltrial(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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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机构 发文量 被引量 作者数量 主要研究主题 (词频)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
UniversityofBarcelona ８ ３８ １５ Citationanalysis(２)，Openaccess(１)，

Mendeley(１)

英国伦敦大学
UniversityofLondon ８ ３３ １３ Research metrics(２)，Scientometrics

(２)，Openaccess(１)

武汉大学
WuhanUniversity ８ １５ ３２ Scholarlycommunication(２)，CitationaＧ

nalysis(２)，Python(１)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ofToronto ７ ９４ ２９ Socialmedia(３)，Knowledgetranslation

(２)，Infographics(２)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UniversityofCalifornia ７ ４８ ３９ Socialmedia(１)，Altmetricscore(１)，

Impact(１)

∗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归并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归并为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归并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３．３　核心作者分析

研究Altmetrics领域的作者共有９４５人，其中发

文量多于一篇的作者有１２３人，占总作者数的１３％。

根据文献计量学的普赖斯定律[２２]，某一领域中核心作

者的最低发文数量应满足如下公式：

m ≅０．７４９×
　

nmax

其中nmax 代表最高产作者的发文数，m则代表核心作

者发文数。 由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Altmetrics领域的

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为：

m ≅０．７４９×
　

３９＝４．６７８≈５

则发文量在５篇及其以上的作者即为Altmetrics领域

的核心作者，共２３位，占总作者数的２．４３％。

表２按照发文量列出了Altmetrics领域的２３位核

心作者。 发文量在第一位的是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

学的MikeThelwall，从２０１３年就开始发表Altmetrics
相关论文，发文３９篇，占Altmetrics领域总文献数的

８．３５％；其被引次数同样排在第一位，篇均被引达到

２８．６２次/篇。 第二位和第三位都是德国马克斯·普

朗克学会的，其中LutzBornmann在Altmetrics领域的

发文始于２０１４年，发文量为２８篇；RobinHaunschild
系BornmannLutz的主要合作者，发文量为２０篇。

在该领域核心作者群中，中国学者有两位，分别是王

贤文（发文６篇，被引８３次）及其硕士研究生徐申萌

（发文５篇，被引３２次），后者现为美国北卡罗来纳

大学教堂山分校博士研究生。

从作者的研究起始年份看，来自西班牙的两位合作

者，格拉纳达大学的MartinＧMartinAlberto（发文５篇，被

引３９次）和瓦伦西亚理工大学的OrdunaＧMaleaEnrique
（发文５篇，被引３９次），在核心作者群中的研究起始

年份最短，是近年来出现的比较活跃的研究者。

分别计算这２３位核心作者在Altmetrics领域的发文

量占其总发文量的比例，并据此将其划分为高（＞

５０％）、中（２０—５０％）、低(＜２０％)三个类型（见表

３）。 占比较高的作者，如TimothyBowman、Stefanie

Haustein等基本都是刚刚新晋研究者，而大部分作者基

本是从传统计量学转向Altmetrics领域的。 后者显然占

据主流。

３．４　关键词分析

利用VOSviewer绘制出Altmetrics研究主题聚类

时间线图（见图２）。 每个聚类内部按主题出现的平

均年份沿纵轴从下到上进行排列，各聚类之间则沿横

轴按平均时间从左至右进行排列，节点的大小代表词

频数，节点越大说明出现次数越多。 横向来看，

Altmetrics的研究分为五个主题：①影响力评价；②社

交媒体研究；③文献计量指标；④引文的可见度；⑤

引文分析与学术交流。 纵向来看，学术书籍（acaＧ

demicbooks）、信息图表（infographics）、学术画像

（academicprofiles）、plumx、机构知识库（instituＧ

tionalrepositories）、科学奖励体系（rewardsystemof

science）等是新出现的研究点。

８



表２　Altmetrics领域的核心作者(发文量在５篇以上)

作者 国家 机构 研究起始年 发文量 被引频次

Thelwall,Mike 英国 伍尔弗汉普顿大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３９ １１１６
Bornmann,Lutz 德国 马克斯·普朗克学会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 ２８ ３６２
Haunschild,Robin 德国 马克斯·普朗克学会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２０ １２３
Haustein,Stefanie 加拿大 蒙特利尔大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１６ ６７９
Kousha,Kayvan 英国 伍尔弗汉普顿大学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 １３ ２２４
Costas,Rodrigo 荷兰 莱顿大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１２ ４２４
Holmberg,Kim 芬兰 图尔库大学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 １０ １４４
Lariviere,Vincent 加拿大 蒙特利尔大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１０ ５２０
Bowman,TimothyD． 美国 韦恩州立大学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 １０ ８８
Gorraiz,Juan 奥地利 维也纳大学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９ ８０
TorresＧSalinas,Daniel 西班牙 格拉纳达大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８ ９９
RobinsonＧGarcia,Nicolas 西班牙 瓦伦西亚理工大学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 ８ ５２
Peters,Isabella 德国 基尔大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 ７ １４８
Zahedi,Zohreh 荷兰 莱顿大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７ ３２２
Sugimoto,CassidyR． 美国 印第安纳大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７ ３９０
LuisOrtega,Jose 西班牙 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７ ９６
王贤文 中国 大连理工大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 ６ ８３
Mohammadi,Ehsan 美国 南卡罗来纳大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６ ２３１
Gumpenberger,Christian 奥地利 维也纳大学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５ ５６
MartinＧMartin,Alberto 西班牙 格拉纳达大学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 ５ ３９
OrdunaＧMalea,Enrique 西班牙 瓦伦西亚理工大学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 ５ ３９
徐申萌 美国 北卡罗来纳大学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５ ３２
Owen,Kate 美国 弗吉尼亚大学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５ ２０

表３　２３位核心作者Altmetrics发文占比(按占比大小排序)

作者 Altmetrics
发文量

总发
文量

占比
（％） 作者 Altmetrics

发文量 总发文量 占比
（％）

Bowman,TimothyD． １０ １６ ６２．５０ Gorraiz,Juan ９ ４９ １８．３７
Peters,Isabella ７ １５ ４６．６７ Costas,Rodrigo １２ ６９ １７．３９
Zahedi,Zohreh ７ １６ ４３．７５ RobinsonＧGarcia,Nicolas ８ ４８ １６．６７
Haustein,Stefanie １６ ３９ ４１．０３ Gumpenberger,Christian ５ ３０ １６．６７
徐申萌 ５ １３ ３８．４６ Thelwall,Mike ３９ ２６８ １４．５５
Holmberg,Kim １０ ２８ ３５．７１ TorresＧSalinas,Daniel ８ ６４ １２．５０
Haunschild,Robin ２０ ６７ ２９．８５ Mohammadi,Ehsan ６ ４９ １２．２４
MartinＧMartin,Alberto ５ １９ ２６．３２ 王贤文 ６ ５７ １０．５３
Kousha,Kayvan １３ ５３ ２４．５３ Bornmann,Lutz ２８ ２７４ １０．２２

Owen,Kate ５ ２１ ２３．８１ OrdunaＧMalea,Enrique ５ ４９ １０．２０

LuisOrtega,Jose ７ ３４ ２０．５９
Sugimoto,CassidyR． ７ ８７ ８．０５
Lariviere,Vincent １０ １３１ ７．６３

３．５　知识概念的生长与凋亡

一个领域的自我成长的过程可以用知识概念（此

处以文章关键词来表示）的生长与凋亡来反映。 为

了形象直观的展示出知识概念之间的生长与凋亡的关

系，我们根据每年新增概念的数量将Altmetrics的知

识概念的成长划分为三个阶段：基础成长期（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成熟成长期（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和平稳发展期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利用VOSviewer绘制出了三个阶段

的共现关系，图中灰色节点代表凋亡词（见图３）。

凋亡的含义是这些关键词只在一个阶段出现过，并未

传承进入下一阶段。 为了更直观地看到三个阶段的

结果，对网络结构进行了一些调整，将同一阶段的节

９



科学计量学视角下的Altmetrics发展历程分析
EvolutionofAltmetricsFromaScientometricalPerspective
田文灿　胡志刚　王贤文

图２　Altmetrics领域研究主题聚类时间线图

图３　知识概念之间的生长与凋亡关系图

点布局在一处。 下方对三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新增

概念和凋亡概念进行了部分列举,并在括号内标注了

新增概念数和凋亡概念数。 由于第三阶段并未有足

够的时间窗口来判定知识概念的凋亡与否，故第三阶

段并未列出相关凋亡概念。

可以看出，第一阶段的知识概念关联到第二和第

三阶段，但第二与第三阶段的共现关系则较弱，这说

明真正核心的概念在第一阶段已经出现。 对于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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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也并不是孤立的个体，往往都是聚团凋亡，这也意

味着在 Altmetrics发展历程中，某一研究方向的消

失。 经进一步统计第一与第二阶段的凋亡概念的数

量发现，有１/３的知识概念被保留传承到了第三阶

段，具有较高的研究热度。

４　结论

本文通过科学计量学的视角对Altmetrics的发展

历程进行了分析，聚焦于高产作者和关键词的历时态

分析以及知识概念的生长与凋亡分析。 可以发现，

Altmetrics领域正处于平稳发展阶段，形成了五大研

究主题。 利用大数据来构建机构知识库或进行学者

画像则是Altmetrics领域新的研究点。 从知识概念的

生长与凋亡的角度来看，在 Altmetrics演变历程中，

有大约１/３的关键词研究热度一直较高，可以看作

Altmetrics领域的“知识基因”。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数据

集仅来源于 WebofScience数据库；在对知识概念的

生长与凋亡进行分析时，虽然我们识别出了某一领域

的新增和凋亡概念，但对于最近几年的知识概念并没

有足够的时间窗口来判定其是否凋亡。 此外，关键

词生长和凋亡的规律也值得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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