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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 即时性/速度（“Speed”）被视为Altmetrics数据最重要
的特征之一。 (Wouters & Costas, 2012; Bornmann, 2014)

• Altmetrics概念与内涵的复杂性。(Lin & Fenner, 2013)

• 宏观时间尺度不能充分描述Altmetrics数据的即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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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

• Crossref时间数据的应用潜力。

• 各类Altmetric.com数据的积累模式与即时性分析。

o各类Altmetric.com数据来源的积累模式是怎样的？

o如何评价各类数据来源传播新发表论文的速度？

o各类数据来源的“速度”是否存在文献类型和学科的差异？

• 论文在Altmetrics数据来源上传播的持续性分析。



3. Crossref数据的应用潜力

• “When is an article actually published? An analysis of online
availability, publication, and indexation dates. ”（Haustein,
Bowman & Costas, 2015）

o Online date from the publishers

o Altmetric publication date

o Altmetric first seen date

o First tweet date from Altmetric.com

o WoS indexing date

• “None of above dates represent a good proxy…the first time a
DOI was resolved has the potential of reflecting the first online
publication date of that publication.”



3. Crossref数据的应用潜力

• 2000年1月，Crossref正式成立，并逐渐开始为其成员提供
DOI注册服务。

• “整合DOI的元数据数据库是Crossref系统的核心。”
（https://www.crossref.org/pdfs/CrossRef10Years.pdf）

• 2018年8月：89,360,466条DOI记录。

https://www.crossref.org/pdfs/CrossRef10Years.pdf


3. Crossref数据的应用潜力



3. Crossref数据的应用潜力

• 四种日期类型的覆盖率。

• Created和Issued日期覆盖了所有DOI，published online
日期覆盖率较低。



3. Crossref数据的应用潜力



3. Crossref数据的应用潜力

• Created日期是2002年7月25、26、27这三天的DOI，其
issued日期99.95%在7月25号之前。



3. Crossref数据的应用潜力

• 大部分Issued、published print日期分布在每月第一天，
由其是一月份。

• Crossref时间数据使用策略：以Issued日期数据为参照
（2002-07-25），使用Created日期来代表出版日期数
据。



4.1 Altmetric.com 数据来源



4.2 Altmetric.com 数据的时间分布

12类Altmetric.com数据的时间分布与覆盖率



4.3 Altmetric.com 数据的学科分布

Biomediacal and health sciences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Physic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Life and earth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CWTS 学科分类体系



4.3 Altmetric.com 数据的学科分布

Twitter

（Total counts）

Twitter

（PP(TW>1)）



4.3 Altmetric.com 数据的学科分布

Facebook

（Total counts）

Facebook

（PP(FB>1)）



4.3 Altmetric.com 数据的学科分布

News

（Total counts）

News

（PP(NW>1)）



4.3 Altmetric.com 数据的学科分布

Wikipedia

（Total counts）

Wikipedia

（PP(WK>1)）



4.3 Altmetric.com 数据的学科分布

Mendeley

（Total counts）

Mendeley

（PP(MD>1)）



5. Altmetric.com 数据来源的即时性

• 样本论文：1982226篇

• 发表时间：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10月1日。

• DOI号同时被Web of Science（文献计量学信息）和Crossref
（发表日期）收录。

• 在2017年10月1日前至少有一条Altmetrics记录（12个数据
源）。

• 数据清洗：

o 预印本（preprint）（0.89%）

o Altmetric first seen date （8.28%）



5.1 Altmetrics 数据积累模式

样本论文在各类数据来源上获得第一条提及的时间分布



5.2 Altmetrics 数据积累模式



5.3 Altmetrics数据积累模式（1年内）



5.4 Altmetric.com 数据来源的半生命期

• Altmetric post half-life: 在一定时间窗口内，针对一
系列科研成果，各类Altmetrics数据来源积累到过半
总Altmetrics记录数量所需的天数。



5.5 速度指数 (Velocity Index)

• 速度指数（Velocity Index）: 科研成果发表后，在一
定时期内（1天、1个月、1年等）所积累的Altmetrics
记录相较于该数据来源总Altmetrics记录的比例。

𝑉𝑒𝑙𝑜𝑐𝑖𝑡𝑦 𝐼𝑛𝑑𝑒𝑥 =
𝑃𝑖
𝑇𝑃𝑖

• Pi：特定时期内积累的Altmetrics记录数；

• TPi：总Altmetrics记录数.



5.6 Altmetric.com 数据来源的速度指数

(a) Day time interval (b) Month time interval (c) Year time interval



5.7 速度指数变化情况（文献类型）



5.8 速度指数变化情况（学科领域）



6. Altmetrics数据的持续性

• 衡量持续性的H指数（以推特为例）：如果一篇论文在h天
中被推特转发了至少h次，则h表示了该论文受到推特关注
的持续性。



6. Altmetrics数据的即时性与持续性



7. 结论

• Crossref相关日期数据在进行时间分析时，具有一定的应用
潜力和价值，由其是对于Altmetrics数据而言。

• 各类Altmetrics数据呈现出不同的积累模式，即时性并非
Altmetrics数据来源的共有特征，“快数据来源”（e.g. Reddit,
Twitter, News）和“慢数据来源”（e.g. Policy documents,
Q&A, Wikipedia）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 不同Altmetrics数据来源对于新发表出版物的传播速度随着
出版物的文献类型和学科领域而变化。



8. 局限性

• Created日期数据并非是绝对准确的发表日期，可能会存在
细微的差别。

• Altmetric.com中有些数据来源缺少详细的发布日期数据，如
Mendeley, CiteULike。

• 基于H指数评价持续性尽管同时考虑了Altmetrics数据量与持
续天数，但缺乏灵敏度，大部分论文不能得到有效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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