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 3 大期刊评价系统， 即北京大学图书馆研制

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其评价结果为中文核心

期刊表（以下简称要目总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研制的中国科技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其评价结

果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表（以下简称 CSTPCD)；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委员会研制的自然科学

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其评价结果为中国科学

引文来源期刊核心版表（以下简称 CSCD），以及国外

评 价 系 统 ：美 国 《科 学 引 文 （SCI）》、美 国 《工 程 索 引

（EI）》、美国《化学文摘(CA)》、英国《科学文摘(SA)》、荷

兰《文摘与引文数据库（SC）》、日本《科学技术文献速

报（JI）》、俄罗斯《文摘杂志（AJ）》等，都要求收录学术

水平较高、影响力较大的期刊。国内外期刊评价系统收

录的中国水利科技期刊，能否满足评价系统的要求，有

必要进行探讨。
文中根据有关资料， 对国内外评价系统收录及与

现有（包括未收录）的中国水利科技期刊，就主办单位类

型,阅读量和引用量指标,国际化和网络化，属性分类，涵

盖学科，创办年份、刊期和文种等进行比较。 在此基础

上，讨论了国内期刊评价系统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等问题。

1 国内外评价系统收录的中国水利科技期刊

文中的中国水利科技期刊，指沿用《中国水利百科

全 书（第 二 版）》 [1]的 界 定，符 合 大 水 利 学 科 概 念 的 期

刊， 在定性上与以往的某些分类有区别。 比如本文将

《水文》划入水文与水资源学科（文献［2］划入地球物理

学类，文献［3］划入地质学类），将《水土保持学报》、《水

土保持研究》、《水土保持通报》划入水土保持学科（文

献［2］划入农业基础科学类，文献［3］分别划入水利工

程类、地理学类、农业基础科学类）。 这些期刊，其主办

或合办单位为水利部门，主要应用于大水利学科。这样

分类，既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又符合行业习惯，
便于比较。 中国大水利学科期刊现有 105 种[4]，约占全

国科技期刊总数的 2%。
1.1 要目总览收录的中国水利科技期刊

2000 年版收录 25 种 [5]，2004 年版增至 28 种 [6]（在

2000 年 版 基 础 上 增 加 3 种），2008 年 版 增 至 29 种 [2]

（在 2004 年版基础上增加 2 种，淘汰 1 种）。 3 个年份

版本收录期刊和数量变化不大。 2008 年版收录期刊见

表 1 第（3）栏。

水利科技期刊在不同评价系统收录中的统计分析

程 琳 1， 龚 婷 2， 季 山 3

（1. 《水文》编辑部，北京 100053；2. 《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北京 100037；3.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梳理科技期刊在评价体系中的位置，可以更好地为广大作者提供帮助和服务。 国内外期刊评价

系统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CSTPCD、CSCD 以及 SCI、EI、CA、SA、SC、JI、AJ 分别收录中国水利科技

期刊 38 种和 27 种（两者有 24 种重叠）。 通过对收录及与现有（包括未收录）期刊主办单位类型、阅读量

和引用量指标、国际化和网络化、属性分类、涵盖学科等进行比较，发现被收录期刊多属全国性学会及

学术组织、部属科研院所、全国重点院校等主办，具有学科和人才优势，办刊条件好，编辑力量强，部分

期刊有国际编委，网络化程度较高，学术水平较高，影响力较大，大多是中国水利科技期刊中的佼佼者。
国内评价系统收录结果殊途同归，相对稳定，相对合理，证明国内评价系统基本科学、合理、可信。 但存

在收录期刊属性分类和涵盖学科失衡等问题，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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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内外评价系统收录及现有中国水利科技期刊及其部分文献计量指标数值排名表
Table1 Some reference indexes of the periodical evaluation systems of China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编
号 刊名

要
目
总
览

CSTPCD

CSCD

SCI

EI

CA SA SC JI AJ

总被引频

次排名

影响因

子排名

海外论文

比排名

1999 2007 1999 2007
⑴ ⑵ ⑶ ⑷ ⑸ ⑹ ⑺ ⑻ ⑼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水利学报 √ √ √ √ √ √ 1 3 7 3 11
2 ●水科学进展 √ √ √ √ √ √ √ 11 8 3 4 4
3 ●水力发电学报 √ √ √ √ √ √ 21 27 9 18 24
4 ●岩土工程学报 √ √ √ √+ √ √ √ √ √ 2 2 1 7 3
5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 √ √ √+ √ √ √ √ 3 1 2 1 4
6 ●中国给水排水 √ √ √ √ √ √ √ 4 5 4 14 11
7 ●长江科学院院报 √ √ √+ √ √ √ 22 24 15 20 15
8 ●泥沙研究 √ √ √ √ √ 9 19 10 11 15
9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 √ 8 13 12 15 8
10 ●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 √ √ √+ √ √ √ 15 16 15 26 24
11 ●水土保持学报 √ √ √ √ 19 4 6 2 8
12 ●水土保持研究 √ √ √+ √ 23 7 21 13 4
13 ●水土保持通报 √ √ √ √ 6 9 5 10 15
14 水利水电技术 √ √ √ √ 18 15 29 35 24
15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A 辑 √ √ √ 13 12 19 5 15
16 给水排水 √ √ √ 5 6 8 17 15
17 水力发电 √ √ √ 17 20 23 34 24
18 ●Journal of Hydrodynamics.B √ √ √ √ √ √ √ 48 32 55 9 2
19 人民长江 √ √ 16 21 25 41 24
20 ●Wa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21 ●水力水运工程学报 √ √ √+ √ √ 19 33 14 32 24
22 ●灌溉排水学报 √ √ √+ 24 17 11 16 24
23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 √ √ √ 30 28 33 27 24
24 水文 √ √ √+ 13 23 17 22 24
25 ●水电能源科学 √ √ √ √ 26 25 32 23 15
26 节水灌溉 √ √ 31 19 24
27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 √ 25 11 24 25 24
28 ●三峡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27 39 29 39 15
29 ●International Journalof ediment Research √ √ 97 74 1
30 △中国水利 √ √ 10 29 11
31 人民黄河 √ 10 22 28 38 24
32 中国水土保持 √ 7 14 18 30 24
33 水生态学杂志 √ √ 12 18 20 33 24
34 水资源保护 √ 26 12 34
35 水电自动化与大坝检测 √ 29 30 22 24 24
36 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 √ 51 29 24
37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 √ √+ 29 6 11
38 ●水利经济 √ 38 31 8
39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 √+ √ 47 28 24
40 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 √ 35 20 24
41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 42 43 42 44 24
42 水利科技与经济 √ 56 37 39 39 24

小计 29 34 23 4 14 8 3 6 14 13

注：①刊名前加●号者为学术类期刊，加△号者为综合（指导）类期刊，未加符号者为技术类期刊。②第（5）、（6）栏中√为核心版，√+为扩展版。③
第（13）、（15）以及（14）、（16）栏根据文献[7]和文献[21]推算。④第（17）栏根据文献[3]统计数值排名。⑤《水生态学杂志》原名为《水利渔业》。⑥《Wa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08 年创办，无第（13）~（17）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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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国水利科技期刊主办单位类型细化表
Table 3 The host units detailing of the periodical evaluation systems of China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1.2 CSTPCD 收录的中国水利科技期刊

1999 年收录 25 种[7]，2003 年增至 28 种[8]（在 1999
年基础上增加 4 种，淘汰 1 种），2011 年增至 34 种[9]。 3
个年份收录期刊和数量变化不大。 2011 年收录期刊见

表 1 第（4）栏。
1.3 CSCD 收录的中国水利科技期刊

2003 年 收 录 12 种 [10]，2007 年 增 至 13 种 [11]（在

2003 年基础上增加 1 种），2009 年核心版收录 14 种[12]，
扩展版另收录 9 种。核心版收录期刊和数量变化很小。
2009 年核心版和扩展版收录期刊见表 1 第（5）栏。
1.4 国外评价系统收录的中国水利科技期刊

SCI、EI、CA、SA、SC、JI、AJ 收录的中国水利科技期

刊见表 1 第（6）~（12）栏[13~20]。

2 评价系统收录及与现有中国水利科技期刊

的比较

2.1 期刊主办单位类型及所在地域比较

根据文献［4］表 1 统计的被收录期刊主办单位类型

见表 2。 由表 2 可见：国内外评价系统收录的中国水利科

技期刊主办单位前 3 位为学会及学术组织、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 有别于现有 105 种水利科技期刊前 3 位主办单

位（后者行政部门、公司企业办刊多于高等院校办刊）。
进一步比较国内评价系统收录与 105 种水利科技

期刊主办单位类型见表 3。 由表 3 可见：国内评价系统

收录期刊，由全国性组织（或部属等）主办者所占比例

多于 105 种水利科技期刊相应比例。
国内外评价系统收录的中国水利科技期刊主办单

位所在地集中在北京、湖北、江苏、陕西、河南、上海、天

津、四 川 、河 北 、黑 龙 江 10 个 省 市 ，其 中 东 、中 部 占

86.5%、西部占 13.5%。 105 种水利科技期刊主办单位

分布在 25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其中东、 中部占

83.8%、西部占 16.2%。
2.2 期刊阅读量及引用量指标比较

将上网期刊 Web 下载量视为阅读量。 根据文献[22]
统计，2003 年国内评价系统收录期刊有 Web 下载总频

次和 Web 影响因子统计数值的 32 种，其中 26~27 种在

全部水利科技期刊 （共 76 种）Web 下载总频次和 Web
影响因子数值排名前 32 位之内，5~6 种排名在外。

表2 国内外评价系统收录及现有中国水利科技期刊主办单位类型表
Table 2 The host units of the periodical evaluation systems of China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评价系统收录或现有期刊 学会及学术组织 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 行政部门 公司企业 各类中心 合计

要目总览 8（1） 8（1） 3（4） 5（3） 2（6） 3（4） 29

CSTPCD 11（1） 9（2） 6（3） 1（6） 3（5） 4（3） 34

CSCD 7（2） 9（1） 3（3） 1（5） 3（3） 23

SCI 1（2） 1（2） 2（1） 4

EI 5（1） 2（2） 2（2） 1（5） 2（2） 2（2） 14

CA 1（3） 3（1） 3（1） 1（3） 8

SA 1（2） 2（1） 3

SC 4（1） 1（2） 1（2） 6

JI 5（2） 6（1） 1（3) 1（3） 1（3） 14

AJ 2（3） 3（2） 4（1） 1（5） 1（5） 2（3） 13

105 种水利期刊 22（1） 19（2） 15（5） 18（3） 17（4） 11（6） 102

注：①括号中数字为横向排序。 ②105 种水利科技期刊主办单位尚有信息网络 1 种，编辑部、报社两种未列入表 2 中，故最后 1 栏合计为 102 种。

期刊

学会及

学术组织
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 行政部门 公司企业 各类中心

合计

全国 地方 部属 地方 全国重点 地方 部（司） 地方 全国 地方 全国 地方

国内评价系统收录 105 种水利期刊
11 0 10 1 3 1 5 0 2 1 4 0 38

11 11 13 6 4 11 12 6 10 7 7 4 102

程琳等：水利科技期刊在不同评价系统收录中的统计分析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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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独立网站的期刊基本实现了现刊的在线版，未

设独立网站的期刊， 也多已实行网络审稿、 修改和校

对。 不论是否被评价系统收录， 绝大多数水利科技期

刊借助 CNKI、万方数据库等网络实现期刊的数字化。
2.4 期刊属性分类比较

期刊属性分类见表 5。 由表 5 可见：①国内评价系

统收录的水利学术类期刊约占总数的 71.0%（以收录

数量为权重进行计算），技术类期刊约占 29.0%。 ②国

外评价系统收录的中国水利学术类期刊所占比重更

大。 105 种水利科技期刊学术类占总数的 25.7%，技术

类占 72.4%[4]。
2.5 期刊涵盖学科比较

期刊涵盖学科见表 6。 由表 6 可见：国内外评价系

统收录的中国水利科技期刊涵盖学科分别为 12 个和

9 个，少于 105 种水利科技期刊涵盖学科（17 个）[4]。 国

内外评价系统收录最多的都是综合学科期刊。

表4 国内外评价系统收录及现有中国水利科技期刊网络化程度
Table4 Network degree of the periodical evaluation systems of China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刊数 要目总览 CSTPCD CSCD SCI EI CA SA SC JI AJ 105 种水利期刊

总刊数 29 31 23 4 14 8 3 6 14 13 105

设独立网站 24 21 17 3 12 6 1 5 13 8 29

借助 CNKI、万方数据库等网络 29 31 23 4 14 8 3 6 14 13 101

随机抽取 2 年引用量指标数值对比见表 1。由表 1
可见：1999 年 31 种有统计数值的国内评价系统收录

的中国水利科技期刊，其中 30 种总被引频次数值在全

部 69 种期刊中排名在前 31 名之内，1 种 （编号 18）在

外；28 种影响因子数值在 69 种期刊中排名在前 31 名

之内，3 种（编号 18、23、25）在外。 2007 年国内评价系

统收录的水利科技期刊，其中 35 种总被引频次数值在

105 种期刊中排名在前 38 名之内，3 种 （编号 28、36、
39） 在外；37 种影响因子数值在 105 种期刊中排名在

前 38 名之内，1 种（编号 28）在外。 只被国外评价系统

收录的期刊如编号 29 （英文期刊）、41、42 引用量指标

数值排名都靠后。
根据《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历年发表的“中国科技

期刊 CSCD 被引频次、影响因子（数值）300 名排行表”
统 计 ，CSCD 收 录 的 11 种 水 利 科 技 期 刊 进 入 2000~
2010 年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数值排名 300 强行列，
其中 11~8 年进入的有《水利学报》、《岩土工程学报》、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水科学进展》、《水土保持学

报》、《中国给水排水》6 种，5 年以下进入的有 《水土保

持通报》、《给水排水》、《水土保持研究》、《水动力学研

究与进展.A 辑》、《泥沙研究》5 种。“中国百篇最具影响

国内学术论文”，2006 年《岩土工程学报》有 1 篇入选；
2007~2009 年《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有 5 篇入选[13]。
2.3 期刊国际化和网络化比较

采用期刊有无国际编委和海外论文比来表示国际

化程度。据调查，国内外评价系统收录期刊中有 7 种设

有国际编委，如《水利学报》9 人（分属美国、法国、日

本、印度、挪威、西班牙、澳大利亚、新加坡、布基纳法索

9 国）；《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diment Research》主

编、副主编 8 人（新西兰、印度、澳大利亚、英国、德国、
荷兰各 1 人，美国 2 人），编委 46 人（美国 13 人，印度

4 人，日本、德国各 3 人，尼泊尔、英国、澳大利亚、意大

利、加拿大、荷兰各 2 人，葡萄牙、俄罗斯、新加坡、南

非、阿根廷、伊朗、丹麦、新西兰、法国、香港、哈萨克斯

坦各 1 人）；《Journal of Hydrodynamics.B》28 人 （分属

12 国和地区），该刊另设顾问编委 7 人（分属 3 国和地

区）；《岩土工程学报》、《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水动

力 学 研 究 与 进 展 .A 辑 》、 《Water Science and Engi-
neering》分别设有 10 人以上的国际编委；《水文》设有

国际编委 1 人。文献［3］给出 2005 年 92 种水利科技期

刊海外论文比统计数值，其中海外论文比在 0.01~0.55
的 23 种， 国内外评价系统收录期刊占了 20 种；20 种

国内外评价系统收录及未被收录 51 种期刊海外论文

比都是 0.00（排名第 24 位），参见表 1。 总体来看，中国

水利科技期刊国际化处于起步阶段， 国内外评价系统

收录期刊国际化程度稍高些。
网络化程度见表 4。 由表 4 可见：国内外评价系统

收录的中国水利科技期刊，设独立网站及借助 CNKI、
万方数据库等网络所占比例远大于 105 种水利科技期

刊相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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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期刊创办年代、刊期和文种比较

期刊创办年代见表 7。 由表 7 可见：不论国内或国

外评价系统收录的中国 水 利 科 技 期 刊， 均 以 1980~
1989 和 1950~1959 年两个时段创办的居多。 105 种水

利科技期刊中有 11 种创办于 1950~1959 年（其中《河

海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前身为创办于 1917 年的

《河海月刊》；《水利学报》前身为创办于 1931 年的《水

利》；《水文》前身为创办于 1956 年的《水文通讯》），要

目总览全部收录 ,CSTPCD、CSCD 和 EI 各收录 8 种、6

种和 5 种。
各种期刊的刊期统计见表 8。 国内外评价系统收

录的中国水利科技期刊的刊期以双月刊和月刊为多，
半月刊和季刊较少。

105 种中国水利科技期刊中有 3 种英文期刊，其

中 1 种被 CSTPCD、CSCD 和 SCI、EI、SC、JI、AJ 收录，1
种被 SCI、EI 收录。中国英文水利科技期刊受到国外评

价系统的青睐。
综上可见：国内评价系统收录的水利科技期刊，大

表6 国内外评价系统收录及现有中国水利科技期刊涵盖学科表
Table6 Cover subjects network degree of the periodical evaluation systems of China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表5 国内外评价系统收录及现有中国水利科技期刊属性分类表
Table5 Types of the periodical evaluation systems of China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评价系统收录或

现有期刊
学术类 技术类 综合指导类 合计

/种 /% /种 /% /种 /% /种 /%

要目总览 18 62.1 10 34.5 1 3.4 29 100.0

CSTPCD 22 64.7 12 35.3 0 0.0 34 100.0

CSCD 19 82.6 4 17.4 0 0.0 23 100.0

SCI 4 100.0 4 100.0

EI 12 85.7 2 14.3 0 0.0 14 100.0

CA 7 87.5 1 12.5 0 0.0 8 100.0

SA 3 100.0 0 0.0 0 0.0 3 100.0

SC 6 100.0 0 0.0 0 0.0 6 100.0

JI 14 100.0 0 0.0 0 0.0 14 100.0

AJ 10 76.9 2 15.4 1 7.7 13 100.0

105 种水利期刊 27 25.7 76 72.4 1 0.9 104 99.0

注：105 种水利科技期刊中尚有科普类 1 种。

评价系统收录或

现有期刊

水力学、河流

及海岸动力学

工程力学、岩土力学、

工程结构及材料

水文与

水资源

灌溉

与排水

水力

发电

航道

与港口

城乡供水

与排水

水土

保持

环境

水利

水利

经济

其

他

综合

学科

合

计

要目总览 2 2 2 2 4 1 2 4 1 9 29

CSTPCD 3 2 3 2 5 1 2 4 2 1 9 34

CSCD 3 2 2 1 1 2 4 8 23

SCI 2 2 4

EI 3 2 1 2 1 5 14

CA 2 1 1 4 8

SA 1 2 3

SC 1 2 1 1 1 6

JI 2 2 1 1 1 1 3 3 14

AJ 1 1 1 1 1 1 7 13

105 种水利期刊 5 2 4 2 20 1 2 8 1 2 1 47 95

注：105 种水利科技期刊中尚有水利工程勘测等 5 个学科 10 种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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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由全国性学会及学术组织、部属科研院所、全国重点

高校等创办于上世纪 80 和 50 年代， 具有学科和人才

优势，稿源充足，编辑力量强，部分期刊有国际编委，被

广泛阅读和引用，学术水平较高，影响力较大，学术类

所占比重远大于技术类，涵盖 2/3 大水利学科，多设有

独立网站实现现刊的在线版并借助 CNKI、 万方数据

库等网络实现过刊的数字化。 它们大多是 105 种水利

科技期刊中的佼佼者。 国外评价系统收录的中国水利

科技期刊情况大体相同。

3 从收录期刊看国内评价系统

3.1 国内评价系统收录期刊相对合理且评价系统科

学可信

如前所述， 国内评价系统收录的水利科技期刊和

数量，多年期间变化不大，相对稳定；与 105 种水利科

技期刊相比，学术影响（以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数值

表征）位居前列；CSCD 收录期刊的一半，学术影响也

位居 CSCD 收录全部（1 000 多种）期刊的前列，亦即纵

表8 国内外评价系统收录及现有中国水利科技期刊刊期表
Table8 The including journals of the periodical evaluation systems of China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表7 国内外评价系统收录及现有中国水利科技期刊创办年代表
Table7 The start publication years of the periodical evaluation systems of China wa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评价系统收录或现有期刊 1950~1959 1960~1969 1970~1979 1980~1989 1990~2008 合计

要目总览 11 1 3 13 1 29

CSTPCD 8 1 6 15 4 34

CSCD 6 1 3 11 2 23

SCI 1 3 4

EI 5 1 6 2 14

CA 2 3 2 1 8

SA 1 1 1 3

SC 1 1 3 1 6

JI 3 2 8 1 14

AJ 3 3 6 1 13

105 种水利期刊 11 1 12 20 21 105

评价系统收录或现有期刊 半月刊 月刊 双月刊 季刊 合计

要目总览 4 9 15 1 29

CSTPCD 2 7 23 2 34

CSCD 2 4 16 1 23

SCI 1 1 1 1 4

EI 3 3 6 2 14

CA 2 1 5 8

SA 3 3

SC 1 2 3 6

JI 2 2 9 1 14

AJ 3 2 7 1 13

105 种水利科技期刊 4 28 53 19 104

注：105 种水利科技期刊中尚有 1 种半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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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比较相对合理。 从横向看，CSTPCD 收录期刊 34 种，
其中 25 种与要目总览重叠；CSCD 收录期刊 23 种，全

部 与 要 目 总 览、CSTPCD 收 录 期 刊 重 叠 ；SCI、EI、CA、
SA、SC、JI、AJ 收录期刊共 27 种，除 3 种外，与国内评

价系统收录期刊重叠，横向比较也相对合理。国内外评

价系统立足点不同， 但对中国水利科技期刊评价结果

大同小异，殊途同归，评价出学术水平较高、影响力较

大的期刊，说明国内评价系统（评价指标和方法）是基

本科学可信的。
以往某些评价结果就相对不合理，例如《中国期刊

方阵》评价结果。 入选其中的 17 种水利科技期刊中有

6 种不是上述国内外评价系统收录的期刊；《水 利 学

报》 以及 6 种进入 CSCD 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数值

排名 300 强的期刊均未能入选，因而被人们所诟病。问

题出在入选期刊是按规定比例推荐评比得出的, 这样

的评价系统自然不是科学合理可信的。
3.2 属性分类和涵盖学科等失衡，国内评价系统仍有

改进空间

105 种水利科技期刊中学术类期刊约占 25%，技

术类期刊约占 72%[4]，属性分类比例是自然形成的，相

对合理。而国内评价系统收录期刊，两类属性比例倒过

来，学术类约占 71%，技术类约占 29%。 学术类期刊所

占比例偏高。
国内评价系统收录期刊涵盖学科， 比 105 种水利

科技期刊少了水利工程勘测、水利规划、水工建筑物、
水利工程施工、水利管理 5 个学科，这些学科恰恰是大

水利学科的核心学科； 同时收录期刊的学科存在扎堆

现象。 例如，属于综合学科的有 10 种，水力发电学科 6
种， 水土保持学科 5 种， 加上水文与水资源以及水力

学、河流及海岸动力学两学科各 3 种，余下 7 个学科只

有 10 种。 涵盖学科不太平衡。
评价系统收录期刊的主要功能，曾被认为是“指导

图书馆、资料室订阅期刊”[2]，文献［2］扉页标注该书系

“中国期刊订阅指南”。 然而若按上述属性分类比例和

涵盖学科失衡的收录期刊名单去指导订阅期刊， 将大

多数技术类和大水利核心学科期刊拒之门外， 显然是

欠妥的。 这是国内评价系统的硬伤和软肋。 造成国内

评价系统收录期刊属性分类和涵盖学科失衡的根本原

因在于评价系统过分看重引用量指标。
在评定方法上有的国内评价系统也有待改进之

处。 例如 1955 年创刊的《人民长江》，发表了大量的举

世闻名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管

理文章，被 EI 光盘和网络数据库同时收录，入选要目

总 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diment Research》被

SCI、EI 收录，海外论文比高达 0.60 以上 [23]，却均未被

CSTPCD 和 CSCD 收录，这也许与其评定方法有关。 反

之，个别被收录期刊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却不太高。影

响因子、 被引频次和互引指标等计量指标对于划分在

不同学科的科技期刊是大不同的[24]。

4 结语

通过分析水利科技期刊被国内外评价体系收录的

样本，梳理了一些统计规律，比较了被国内外期刊评价

系统收录的期刊特点，衍生了对国内评价系统的讨论，
尽管收录的期刊是动态变化的，但从总体情况看，仍能

得出以下结论：
（1）由于科技期刊是一种发表自然科学及技术的

杂志， 它的连续性特征可在一定程度上映射某一行业

的科技发展历程， 因此其本身被收录的层次既彰显期

刊的质量，也间接代表着行业的科技水平。国内外期刊

评价系统收录的中国水利科技期刊，基本满足了“学术

水平较高，影响力较大”的要求，国内评价系统是基本

科学、可信的，且评价结果相对稳定和合理。
（2）收录期刊属性分类、涵盖学科失衡等问题暴露

了国内外评价体系仍有不足，有改进的空间和条件。可

以试探性地通过健全属性分类和涵盖学科比例等加以

克服，从而更加客观地反映期刊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文中选用的资料可能存在片面性，代表性不足，有待选

取其他学科样本进行补充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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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ng Mathematical Forecast of River Flood Flow Based on Fluid Mechanics
PANG Bingdong

(Institute of Meteorology of CM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Using of basis of fluid mechanics, the intrinsic property of the flood was demonstrated: such as discharge decrease in the
main channel of river flood flow after flood over the bank, the phenomena of water level raising, river flood flow in rotating sys-
tems, river flood flow in dissipating systems. Mathematical forecast of river flood flow using the solution of equations of fluid me-
chanics was developed.
Key words: mathematical forecast of river flood flow；fluid mechanics；viscous action of flow；dissipation of energy；phenomena of
raising flood wat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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