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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 2001 年度《复印报刊资料·体育》载文量信息统计分析，旨在为体育科教单位了解其转载

文的全面情况，为体育科研教学服务。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省部级基金项目课题，高级职称者、博士和硕士论

文的论文转载量较高；《体育科学》和国家体育总局主管的体育院校学报核心期刊是转载文量的主要来源，是

我国体育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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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giving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rganization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the reprinted theses about
sports，the following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the theses of 2001 was conducted in order to serve the sports research and
teaching.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theses are mainly from sports science and the core journals of the colleges of physical cul-
ture directed by All - China Sports Federation. The projects supported by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funds and theses by profes-
sors，associate professors，doctors and masters take a great proportion. It is a leading journal of sports academic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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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文章的转载率，既反映一个刊物的社会效益，又

反映一个刊物的学术质量和编辑质量。《复印报刊资料》

系列对国内公开出版的 3 500 余种报刊上的人文社会科

学文献进行收集、筛选和加工整理，定期公开出版发行。

多年来，《复印报刊资料》已成为评价人文社会科学期刊

和论文的学术影响的尺度之一，越来越多的学报、社会科

学综合期刊、专业期刊编辑部及科研管理部门在评价期

刊和学术论文时以《复印报刊资料》转载量作为重要参

数。通过对 2001 年度《复印报刊资料·体育》（以下简称

《体育》）全文转载量、发文栏目分布、信息密度、作者地域

分布以及科研基金赞助情况的分析研究，为体育学术期

刊编辑出版单位和广大体育工作者提供有关信息，促进

我国体育学术期刊质量的提高，为我国的体育科研与发

展服务。

1 结果及分析

1 .1 转载文栏目分布

期刊的栏目设置可反映期刊载文的学科范围，《体

育》从 2001 年起，开辟有热点报道、北京申奥、体育研究、

体育产业、全民健身等共计 18 个栏目，见表 1。

表 1 2001 年度《体育》转载文目次分布情况 篇

序
号

栏 目
期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1 体育研究 5 4 5 4 7 5 5 4 4 4 8 5 60
2 体育产业 2 1 3 1 4 4 3 3 5 1 1 5 33
3 运动项目集萃 5 2 2 3 4 1 2 2 4 2 0 0 27
4 学校体育 3 1 1 2 2 0 2 1 0 2 1 4 19
5 国际体育博览 0 2 1 1 0 1 1 2 2 0 1 1 12
6 社会体育 2 3 0 0 0 0 0 1 0 3 1 0 10
7 热点报道 0 1 0 0 0 3 2 0 0 0 2 0 8
8 运动心理学 1 1 0 1 0 1 0 1 0 1 1 0 7
9 全民健身 0 0 0 1 1 3 0 2 0 0 0 0 7
10 奥林匹克运动 0 1 0 0 0 1 1 0 2 1 1 0 7
11 人体运动科学 0 0 0 2 0 0 0 2 0 1 0 0 5
12 北京申奥 0 0 0 1 0 2 0 1 0 0 0 0 4
13 体育科学 1 1 2 0 0 0 0 0 0 0 0 0 4
14 体育文史 0 0 0 0 0 0 0 1 0 1 1 1 4
15 民族传统体育 0 1 0 0 1 0 0 1 0 0 0 0 3
16 制度与法规 0 0 0 0 0 1 0 0 0 2 0 0 3
17 各项运动事业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3
18 国际赛事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合计 20 18 14 16 19 22 16 21 17 18 17 19 217

从表 1 可见，体育研究、体育产业、运动项目集萃 3
个栏目论文转载量居前 3 位，共计 120 篇，占 55. 30%，这

与这 3 个学科科研能力强，发表论文较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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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转载文总量及信息密度

信息密度是期刊载文量与期刊页码的比值，是衡量

体育学术期刊信息含量及办刊质量的重要指标，是体育

学术期刊评价信息量的一个标准。表 2 是 2001 年度《体

育》载文总量及信息密度等指标的统计情况。各栏目载

文的篇均页码大多≥2. 75 页，信息密度大多≥0. 28 页，

只有热点报道这一栏目特殊一些，篇均页码 1. 63 页，信

息密度为 0.62 页，体现了这些学科论文的特点，因为稿

件大多为述评论文篇幅较小，因而每篇论文占页码少，信

息密度就高了一些。

表 2 2001 年度《体育》转载文总量及信息密度

栏 目 总转载文量 /篇 每期转载文量 /篇 百分率 / % 篇均页码 /页 信息密度 /页

体育研究 60 0.50 27.65 3.58 0.28
体育产业 33 2.75 15.21 3.39 0.29
运动项目集萃 27 2.25 12.44 2.89 0.35
学校体育 19 1.58 8.76 3.21 0.31
国际体育博览 12 1.00 5.53 3.17 0.32
社会体育 10 0.83 4.61 3.60 0.28
热点报道 8 0.66 3.69 1.63 0.62
运动心理学 7 0.58 3.23 3.71 0.27
全民健身 7 0.58 3.23 4.29 0.23
奥林匹克运动 7 0.58 3.23 3.00 0.33
人体运动科学 5 0.42 2.31 3.80 0.26
北京申奥 4 0.33 1.84 2.75 0.36
体育科学 4 0.33 1.84 2.45 0.22
体育文史 4 0.33 1.84 3.00 0.33
民族传统体育 3 0.25 1.38 3.33 0.33
制度与法规 3 0.25 1.38 4.00 0.25
各地运动事业 3 0.25 1.38 3.33 0.33
国际赛事 1 0.08 0.46 2.00 0.50
合 计 217 100 3.33 0.30

1 .3 全文转载量前 10 名统计

期刊的价值是通过其所载论文的价值体现出来的，

质量高的论文被二次文献转载率高。根据我们的统计分

析，历年《体育》转载论文的刊物前 10 名大多是《体育科

学》和国家体育总局主管的体育院校学报。其中 2001 年

度《体育学刊》、《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体育与科学》排在

前 3 位，见表 3。

表 3 2001 年度《体育》全文转载量前 10 名刊物统计

序号 刊 名 刊期 篇数 创刊年 主管单位 主要主办单位 是否核心期刊

1 体育学刊 双 16 1994 教育部 华南理工大学 是

2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双 16 1959 国家体育总局 武汉体育学院 是

3 体育与科学 双 15 1984 省体育局 江苏省体育科学院 是

4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双 14 1960 国家体育总局 成都体育学院 是

5 体育科学 双 13 1981 国家体育总局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是

6 体育文史 双 10 1983 国家体育总局 国家体育总局 是

7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双 9 1984 国家体育总局 西安体育学院 是

8 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 季 7 1986 省教育厅 山西师大体育学院 否

9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季 6 1981 国家体育总局 天津体育学院 是

10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季 6 1966 国家体育总局 北京体育大学 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体育学刊》由 2000 年度的 0 篇，

上升为 2001 年度的 16 篇，名次跃居首位。

1 .4 2001 年度《体育》转载文基金资助与会议论文

2001 年度《体育》共转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论

文 1 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文 10 篇，国家体育总

局社会科学、软科学基金论文 8 篇，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论

文 3 篇，国家教育科学重点科研立项论文 1 篇，省、市、厅

级基金论文 11 篇，国际与全国会议入选论文 5 篇。与

2000 年度《体育》相比，各种基金论文、科报会论文有大幅

度增长。

1 .5 2001 年度《体育》全文转载作者排序

《体育》全文转载作者排序反映刊物作者阵容情况。

在 2001 年度《体育》转载的 217 篇文章中，有 12 位作者被

转载 2 篇以上，其中教授和副教授最多，均为 5 人，各占

职称总体的 41.67%，是体育学科研究的主力军，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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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体育》全文转载作者排序统计

序号 作者 性别 出生年 职称 作者单位 论文数 参与论文数 索引论文

1 张 林 男 1954 副教授（博士） 上海体育学院 3 2
2 任保国 男 1956 教授 滨州师范专科学校 2 1 4
3 李 海 男 1972 助教 河南大学 2 1
4 裴立新 男 1957 副教授 天津体育学院 2 3
5 卢元镇 男 1942 教授（博导） 华南师范大学 2 2
6 白晋湘 男 1962 教授 吉首大学 2 2
7 凌 平 男 1960 教授（博士）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2 1
8 陆亨伯 男 1957 副教授 宁波大学体育学院 2 1
9 高雪峰 男 1955 教授 武汉体育学院 2
10 李秀梅 女 1963 副教授 宁波大学体育学院 2
11 王 岗 男 1964 副教授 山西师大体育学院 2
12 郁 静 男 1962 讲师 西安体育学院 2

合计 25 2 15

1 .6 载文区域分布情况

《体育》2001 年度转载了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论

文，共计 217 篇。转载的论文以北京市最多，共有 47 篇，

占论文总数的 21. 66%，远远超过排在第 2 位的广东省。

其它依次为湖北、上海、浙江、湖南、河南、江苏等地。同

时，也反映了一些落后地区、边远地区的体育事业薄弱，

科研人员不足，发文章较少，转载文率低，从总的情况看，

载文地域分布也不均匀，见表 5。

表 5 2001 年度《体育》载文区域分布 篇

序号 省 市
期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1 北京市 7 3 0 3 6 9 8 2 3 1 4 1 47
2 广东省 2 1 4 0 1 4 1 0 2 0 2 2 19
3 湖北省 2 0 1 0 1 1 2 2 0 1 0 5 15
4 上海市 0 0 2 1 2 0 0 1 1 1 3 3 14
5 浙江省 0 4 1 0 0 2 0 1 1 0 2 2 13
6 湖南省 1 1 0 2 1 0 0 3 0 1 1 0 10
7 河南省 2 0 0 1 1 1 1 4 0 0 0 0 10
8 江苏省 0 2 1 0 1 0 0 3 1 1 0 1 10
9 辽宁省 1 2 3 1 1 0 0 1 0 0 0 1 10
10 山东省 2 0 0 1 0 1 0 0 1 4 1 0 10
11 四川省 1 2 0 1 0 1 1 0 2 1 0 0 9
12 陕西省 1 2 0 2 1 0 0 0 0 0 0 1 7
13 安徽省 0 1 0 1 0 0 2 0 1 1 0 0 6
14 福建省 0 0 1 0 0 0 0 0 0 2 1 2 6
15 云南省 0 0 0 0 1 1 0 2 0 0 1 0 5
16 天津市 1 0 0 0 1 0 0 1 0 0 1 0 4
17 山西省 0 0 0 1 0 0 1 0 1 0 0 1 4
18 江西省 0 0 1 0 1 0 0 0 0 0 1 0 3
19 黑龙江省 0 0 0 1 0 0 0 0 1 1 0 0 3
20 重庆市 0 0 0 0 1 0 0 0 1 1 0 0 3
21 吉林省 0 0 0 0 0 0 0 0 1 2 0 0 3
22 河北省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2
23 宁夏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24 贵州省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25 海南省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26 广西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合计 20 18 14 16 19 22 16 21 17 18 17 19 217

2 结论

（1）《体育》是我国体育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是我国

体育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信息传播载体，对促进我

国体育科技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2）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是《体育》转载文的主要来

源。核心期刊刊载的论文信息量较大，学术水平较高，并

能反映体育学最新研究成果及前沿研究状况和发展趋

势，因而转载量较高。

（3）《体育》转载的各种基金和会议论文逐年上升，这

与编辑人员积极阅稿、想方设法提高各种基金、会议论文

比例的主观努力有直接关系。

（4）《体育》转载文作者群的区域性较强，主要集中在

北京、广东、湖北、上海、浙江、湖南等省市，地域分布不平

衡。

（5）目前我国体育学术期刊已经废止了小 16 开本的

印刷，建议《体育》开本逐渐由小 16 开扩大为 A4（大 16
开）开本，增加信息总量和信息密度，与国际市场接轨，进

一步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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