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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与服务

□ 王欣 /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 100029

借助文章级附加信息提升数字

资源系统用户服务能力

摘要：文章级附加信息帮助用户评估单篇文章价值并发现相关文献网络。文章重点介绍PLoS文章级

计量信息的六个维度，相关引证文章、相关主题文章、相关作者与机构文章的类型与应用实例，增强

系统易用性并与写作环境相融合的举措，提出数字资源系统应利用第三方专业服务整合优质资源，借

助文章级附加信息提高搜索效率，重视Web2.0和Web3.0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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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数字资源系统，无论是来自

于商业出版社、Open Access机构、图书馆、公益性研

究项目还是第三方中介服务，在保障资源数量与质量

的前提下，都着力于丰富文章级附加信息，以期提升

用户服务能力，增强更广泛用户对系统的依赖感和忠

诚度。

这些附加信息可以帮助用户评估单篇文章价值并

形成文献关系网络。具体地，当用户通过数字资源系

统知识组织体系及搜索服务获得相关文章列表并且到

达一篇指定文章后，除了阅读详细的元数据及全文信

息，用户可以通过文献计量与网络计量多维指标体系

辅助评价文章价值与学术影响力，进而通过相关文章

网络理清科研脉络、推动科学发现。这些文章评价与

关系网络数据若被知识组织与搜索服务所利用，则可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搜索效率。所有的文章内容及其附

加信息尽可能以方便用户使用的方式提供，并尽可能

与用户科研及写作环境相融合（图1）。

目前还没有哪一个数字资源系统完整提供如上全

部文章级附加信息与服务，但是有不同的系统在其中

的某些方面作出积极尝试。

2 文章级计量信息

国内外常用的评价体系大多基于该文章所发表的

期刊进行，缺乏对文章本身进行评价的成熟工具与方

法。近几年的研究中，A. Schubert[1]和L. Bornmann[2]分

别在不同的文章中讨论h指数在单篇文章评价方面的应

用；A. Thor基于Google Scholar数据开发的自动计算并

可视化单篇文章h指数及其他相关指标的网络应用系统

将单篇文章h指数评价从理论研究推向系统验证阶段，

但尚未有成熟应用[3]。目前真正在数字资源系统中提供

服务的只有美国PLoS（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公共

科学图书馆）制定的文章级计量信息[4]（Article-Level 
Metrics Information），它从6个维度全面考量学术文章

的内在价值，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PLoS认为研究文章的学术水平不能完全由文章所

属期刊的影响力来决定，主要还是依赖于文章自身价

值和贡献度。它于2009年3月启动项目，为其所出版期

刊的每篇文章提供文章级计量信息，具体包括文章被

引数据、使用统计数据、社会化书签数据、评论与批

注数据、与该文章有关的博文信息以及来自于用户的

文章评分等，这些计量信息连同文章本身都是开放获

取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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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文章被引数据

作为文章级计量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PLoS为每篇文章提供被引数

据。这些数据揭示的并不是文章在PLoS系统自身数字资源范围内的被引情

况，而是分别取自于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提供引文服务的第三方系统，包

括Web of Science、Scopus、PubMed Central及CrossRef。具体地，PLoS利用

各个第三方系统提供的应用程序接口自动抓取指定文章的引用数据。来自

各个第三方系统的引用数据在PLoS系统中分别显示为一个带有超链接的数

字，表明该文章在指定系统内的总被引频次，点击链接后可直接到达第三

图1 数字资源系统的文章级附加信息

图2 PLoS Genetics期刊某文章使用统计数据示例

方系统获取相应的施引文献信息。

需要指出，尽管如上第三方系统收

录文献标准各不相同，但大多覆盖

所有学科领域，且文献量巨大。这

些第三方系统的统计源数据会有相

当比例的重复，这也直接导致PLoS
从不同第三方系统获得的被引数据

之间会有重复。

近年来，Google Scholar作为

功能强大的学术文献搜索引擎，在

揭示学术文章被引情况方面备受关

注。尽管Google Scholar尚未发布应

用程序接口，无法自动获得指定文

章的被引频次，但PLoS提供了到

Google Scholar获取被引信息的链

接，点击链接后将直接传递指定文

章参数进行Google Scholar搜索。

2.2 文章使用统计数据

PLoS为每篇文章提供3种格式

的全文服务，其中默认格式HTML
文件更适合在线阅读和检索，PDF
文件在文章存档与打印方面有明显

优势，此外还特别提供了用于生成

各种格式文件的XML原始数据。

在文章使用统计方面，系统遵循

COUNTER 3标准，为每种文件格

式单独计算使用次数（见图2），

使用统计数据更新时延为48小时。

学术文章的使用量与文章发表

时间长短及文章所属学科领域关系

密切，单纯比较不同文章的使用次

数并没有实际意义。为了帮助用户

更好地解读使用统计数据，PLoS还
专门提供了系统内各个期刊在不同

年份和不同研究领域之下的文章篇

均使用次数作为参考。

2.3 社会化书签数据

PLoS在选择提供文章级计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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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时，也充分考虑到Web2.0环境下一系列社交网络和

社会化媒体工具之于用户评价数字资源方式方法的冲

击。社会化书签服务不仅能辅助发现相关文章、实现

同领域科研人员聚类，用好社会化书签数据更能在一

定程度上揭示指定文章的受欢迎程度。

PLoS选取CiteULike和Connotea这两个学术研究领

域的重量级社会化书签服务，为每篇文章分别提供被

CiteULike和Connotea注册用户标记书签的次数，点击

数字链接后可到达相应的社会化书签服务页面，从中

获得文章在何时被哪些用户标记了书签、具体使用了

哪些标签来描述文章主题，还可以到达用户主页浏览

他所标记的其他书签信息，尤其是与指定文章拥有相

同主题标签的那些文章信息。

2.4 评论与批注数据

PLoS系统搭建了文章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平

台，允许用户针对所阅读文章进行整体性评价，或者

针对部分章节及语句进行批注。而评论与批注条数同

样被汇集在文章级计量信息中，用以辅助揭示其受关

注程度。点击数字链接后可以追踪到数据创建时间和

创建人，并阅读完整的评论与批注信息。

为了维系健康有序的交流环境，PLoS也特别制定

有关此类数据的发布与管理规程，所有评论与批注数

据都必须在严格遵守规程的前提下非匿名发布，PLoS
会对这些留言及回复进行监控。

2.5 与该文章有关的博文信息

尽管PLoS提供了留言板功能，但并不能绑定用户

仅在此处对PLoS文章进行评论。用户完全可能在博客

和论坛上留下与文章有关的其他信息，而这些信息对

于评价文章本身也非常重要。

与收集文章被引数据类似，P L o S选择借助

第三方专业博文集成工具来提取这些信息，包括

Researchblogging.org、Nature Blogs、Bloglines以及

Google Blogs。由于不同集成商本身集成的博客资源会

有一定重复，对于分别从各个集成工具获得的与文章

相关的博文数据依然存在去重问题。

除依赖第三方平台之外，PLoS在自身系统中还支

持trackback功能。

2.6 星级评分

PLoS系统允许用户针对指定文章，从研究深度、

可信度及写作风格三个维度进行非匿名评分，得分指

标从1颗星至5颗星，用户也可以选择在打分的同时进

行必要的文字说明。

2.7 小结

目前PLoS的文章级计量信息尚未获得广泛应

用，像Springer公司的SpringerLink、Elsevier公司的

ScienceDirect等大型数字资源系统在文章级评价信息提

供方面仍较多地采用其在自身系统内的被引次数或下

载量排名。文章被引需要较长周期，通常在文章发表

后的6个月内很难获得，这也更突显出文章级计量信息

在众多数字资源系统中的缺失。

3 相关文章网络

概括起来，数字资源系统中一篇文章所附加的

相关文章信息可以从相关引证关系文章、相关主题文

章、相关作者与机构文章三个方面提供。这三个方面

信息互为补充，形成完整的文献网络，用户可以从中

摸清该领域研究发展的脉络。

3.1 相关引证关系文章

相关引证关系文章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①文章参考文献：即这篇文章在研究与写作过

程中参考并重点引用的文献信息，反映作者研究工作

的背景和依据。参考文献信息也是文章自身信息不可

缺少的部分，在所有的数字资源系统中都会提供，但

是系统帮助用户直接获取参考文献线索的能力并不相

同。绝大多数数字资源系统会提供参考文献在自身数

据库中的链接信息，较成熟的系统会提供参考文献的

第三方交叉链接功能，如CrossRef链接、PubMed链接

等等，如有OpenURL解析服务还可以发送相应请求进

行查询。

②文章引证文献：即在该文正式发表后，将其作

为参考文献的那部分文章信息。引证文献是该文研究

工作的继续、应用、发展或评价。目前在数字资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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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引证关系也主要限定在自身资源范围内，反映文

章在自身封闭系统内的被引用情况。较好的做法是提

取专业第三方引文服务系统中的被引数据，如Web of 
Science、Scopus等，这样能使用户更全面客观地掌握文

章引证信息。

③文章共引文献：即与该文有相同参考文献的文

章信息，表明有共同的研究背景和依据。相较于文章

参考文献及引证文献，共引文献与该文的相关度会有

所减弱。现有数字资源系统，尤其是出版商全文数据

库较少提供此类信息。

④文章同被引文献：即与该文同时被作为参考文

献引用的文献，表明与该文共同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

础。与文章共引文献信息类似，这部分文献也较少被

数字资源系统揭示，但是对于用户发现相关文章也很

有意义。

⑤二级参考文献：对于特别有价值的研究论文而

言，追溯其二级参考文献——即被该文献的参考文献

所引用的那部分文献也很有意义，可以帮助用户更进

一步追溯文章的研究背景与依据。

⑥二级引证文献：即该文引证文献的引证文献。

更进一步反映该文研究工作的继续、发展或评价。

除Web of Science、Scopus等专门提供引文服务的

系统外，国内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提供了非常全面的相关引证关系文章信息，包括了如

上6项内容。不足之处是该系统所有的引证服务全部基

于自身封闭系统进行，尽管从收录文献种类及数量上

均有优势，但仍会遗漏一些存储于其他资源系统之上

的相关引证文献信息。

3.2 相关主题文章

目前绝大多数数字资源都会提供相关文献（Related 
Articles）链接功能，通常都是提供在自身资源系统内

相关主题文章信息。与搜索服务类似，这些相关主题文

章服务在呈现方式上大同小异，但后台实现机制却各不相

同，这也直接导致主题“相关性”和响应时间差异。

国外早期的二次文献服务系统的相关主题功

能实用性很强，多借助专业受控词表进行文献标

引。如PubMed数字资源系统使用的MeSH（Medical 
Subject Headings）词表，Ei Village 2使用的SHE
（Subject Headings for Engineering）、EIT（Engineering 

Information Thesaurus）、INSPEC叙词表等[6]。以

PubMed相关文献功能为例，其文献之间的相似度通过

它们所共有的特征项来衡量。这些特征项包括MeSH
词以及从标题和摘要中抽取出来的关键词，同时根据

来源位置不同赋予不同权重，如在标题中出现的词按

两次计算。每个特征项都有1个局域权值和1个广域权

值，其中局域权值取决于特征项在1篇文献中出现的次

数和该文献中包含的特征项总数，广域权值取决于整

个PubMed数据库中包含有该特征项的文献数目。2篇
文章的相似度值，是它们所共同拥有的特征项的局域

权值和广域权值乘积之和。一旦可定量出1篇文章与

数据库中其他文章彼此间的相关程度，就能够将相似

度值大于阈值的文献输出，并按相似度值倒序揭示。

PubMed数据库文献间的相似度值计算都是预先处理好

的，所以在用户点击相关文献链接时，系统有较好的

响应时间[7]。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针对其保有的

大量二次文献资源，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实时相关文献

推荐子系统。当用户浏览检索结果中的第i篇文献的摘

要、关键词等详细信息时，实时计算该文献与检索结

果列表中位于该文献后的文献之间的相似度，选择与

其相似度最高的k篇文章作为相关文献进行推荐。由于

该系统在用户基于关键词的检索结果空间下计算文献

之间的相关性，检索结果空间相对于整个文献空间来

说非常小，所以系统效率与准确性较高；同时由于整

个推荐过程实时计算并进行推荐，可以较好地适应文

献数据库动态发展的变化[8]。

3.3 相关作者与机构文章

Web of Science和Scopus数字资源系统提供了详细的

合作作者网络与合作机构网络信息，但是目前尚未发

现这些信息被有效集成到一次文献数字资源系统中。

对于大多数系统而言，通常会提供该篇文章作者在封

闭系统内发表的所有文章信息以及其所在机构发表的

所有文章信息。SpringerLink平台上某一文章作者的其

他相关文章信息见图3。

4 增强可用性，与写作环境融合

在尽可能提供丰富的文章级附加信息的同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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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资源系统也特别重视用户的使用体验，逐步改进系统中各项信息内容的

显示方式，争取用户用更少的点击次数获取更多的内容。这一方面Elsevier
的ScienceDirect平台做了较多尝试，如提供Show preview、Full size images等
功能。

此外，现在绝大多数数字资源系统，尤其是一次文献系统均向用户提

供参考文献导出功能（Export Citation），允许将文章信息按篇或整期导入

Reference Manager、ProCite、EndNote等文献管理与写作工具中，方便作者

在写作环境下直接使用（图4）。

5 数字资源系统丰富文章级附加信息的几点思考

用户对数字资源系统功能与服务的需求是与用户研究环境与行为方式

变化同步的。在创新发展的大环境下，数字资源系统必须持续创新，不断

满足并拉动用户需求，才有可能形成用户对系统的长久依赖，在文章级附

加信息提供方面也是如此。尽管不同类型的数字资源系统在服务提供方面

图3 SpringerLink平台上某一文章作者的其他相关文章信息

图4 Elsevier的ScienceDirect中Export Citation功能

应各有侧重，但总体原则是能让用

户通过尽可能少的访问与点击，获

得最相关的那部分文章信息。

5.1利用第三方专业服务

整合优质资源

在文章评价与相关文章信息提

供方面，绝大多数数字资源系统都

将待选范围局限在自身封闭的系统

内。即便是资源收录范围广泛的数

字资源系统，也不可能囊括用户需

要的所有文献，所以这种信息评价与

推荐方式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

提升用户服务能力并不意味

着数字资源系统在任何功能模块及

数据上都要亲力亲为、面面俱到，

还需要灵活运用各类第三方专业服

务。比如对于被引统计数据，完全

可以集成Web of Science、Scopus、
CrossRef以及Google Scholar的相关

数据到自身系统中，这样用户在获

取全文的同时，就可以很方便地在同

一平台上获得分布于其他不同数字资

源系统内的引用统计数据，而不必

再分别到其他各个系统中获取。

但是在第三方服务的选择上还

是存在隐患的，比如PLoS早期用于

集成博客信息的工具Postgenomic已
在2010年被自然出版集团关闭，所

以PLoS不得不在此后移除文章级计

量信息中与之相关的所有数据。我

们需要一种机制来稳固用户—数字

资源系统—第三方服务的依存关

系，形成三方共赢共发展的良性

循环。

5.2 借助文章级附加信

息提高搜索效率

用户对于数字资源系统的根

本要求是“找对文献找准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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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找到与主题相关的最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以及发掘出

自己关注领域内的活跃人物。文章级附加信息在很大

程度上都是用于辅助用户判断一篇研究文章的学术价

值，并帮助其寻找相关文献以及与之有共同研究兴趣

的学术群体。如果文章级附加信息能够被搜索引擎选

择利用，丰富检索结果排序特征项，就能在很大程度

上提高搜索效率[9]。

当然，文章级附加信息作为搜索引擎排序依据还

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计量维度尽可能被更多

数字资源系统广泛使用，比如PLoS的六维度计量信

息；二是各维度采用的计量标准尽可能一致，比如统

计下载量的COUNTER标准等等。

5.3 关注Web3.0，用好Web2.0

也许Web3.0还在路上，但是Web2.0已经实实在在

地渗透到广泛的日常科研与学术交流环境中。在文章

级附加信息提供方面，很多数字资源系统已经注意到

对Web2.0技术工具的合理应用，如Nature及其姊妹刊

的每篇文章都同时提供与Connotea、Digg、Facebook、
Newsvine、Delicious、Twitter等的交互，前面提到的

PLoS收集了部分来自社会化书签和博客的与文章有

关的数据等。但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事实上博客、

Twitter等Web2.0工具已逐步成为文章发表后的公共讨论

平台，如何捕捉、组织和计量所有来自其中的与文章

有关的信息；如何聚合和量化一篇文章的所有在线回

复以及如何通过文章的所有在线活动来快速计算文章

的影响力，这些问题推动了新型交流模式下一个新学

科的产生——选择计量学（alt-metric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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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ditional article-level information helps users evaluate the specific publication and find related articl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ix dimensions of PLoS 
Article-Level Metrics Information, types and application cases with citing and cited articles, subject related articles and articles written by the same author or from the 
same institution, emphasizes that all these kind of information should be molten into authoring environment and easily used. integrating high quality resources from third-
party services, improving search efficiency using additional article-level information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web2.0 and web3.0 technologies have been suggested to 
enhance user service capabilities of digital resources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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