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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tesTM数据库快速使用指南

InCitesTM数据库中集合了 40多年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据库的数据，拥
有多元化的指标和丰富的可视化效果，可以辅助科研管理人员更高效地制定战
略决策。

基于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据库 1980年至今客观、权威
的数据，InCitesTM数据库中可以提供：

• 涵盖全球17,000多所名称规范化的机构信息

• 囊括1980年以来所有文献的题录和指标信息

• 更丰富、更成熟的引文指标

• 包含了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

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年4月更新）》的学科分类

• 定位重点学科/优势学科，发展潜力学科，优化学科布局

• 跟踪和评估机构的科研绩效

• 与同行机构开展对标分析，明确机构全球定位

• 分析本机构的科研合作开展情况，识别高效的合作伙伴

• 挖掘机构内高影响力和高潜力的研究人员，吸引外部优秀人才

• 识别优势和有潜力的研究主题

您可以利用 InCitesTM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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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 InCitesTM数据库

新版 InCitesTM数据库在旧版的基础上加强了数据及其呈现方式，使其更加全面、
易用。InCitesTM与Web of ScienceTM 核心合集的数据相互连接，采用更加清晰、
准确的可视化方式来呈现数据，用户可以更加轻松地创建、存储并导出报告。

请访问：https://incites.clarivate.com

输入 InCitesTM的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首次访问需要用邮箱注册后才能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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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tesTM数据库主界面功能模块和入口简介

1

2 3 4

5

• 研究人员、机构、区域、研究方向、出版物、基金资助机构六大分析维度：

• 研究人员：分析各机构研究人员和科研团体的产出力和表现力等

• 机构：分析全球各机构的科研表现，进行同行对标

• 区域：分析各机构的国际合作区域分布

• 研究方向：分析机构在不同学科分类体系中的学科布局

• 出版物：分析文献所发表的期刊、图书和会议录分布

• 基金资助机构：分析不同基金资助机构的论文资助情况

• 通过“分析”模块快速启动模板化分析功能

• 通过“报告”模块快速创建数据库内置的报告模板，展现机构、人员、部
门、出版商的科研表现、期刊利用率、合作等情况，同时支持创建自定义
分析报告

• 通过“组织”模块管理和使用已保存的工作

• 点击“我的机构”进入全新模块 My Organization，实现院系、个人科研数
据的精确度量和精准追踪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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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块和已设置的筛选条件

• 筛选区：您可以根据需求选择筛选条件、指标、基准值

• 数据表结果：浏览筛选后得到的各机构数据和相应指标

• 可视化结果：您可以选择合适的图表类型呈现筛选结果，即各机构数据
和指标

1

2

InCitesTM每个分析模块的界面结构：

以“机构”模块为例：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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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本机构科研绩效分析及对标

如何分析本机构的科研产出和影响力

• 选择“机构”模块

• 输入机构名称，系统会自动联想候选名称

• 通过“筛选条件”中的“出版年”限制分析年份

• 如需其他条件限定，在“筛选条件”中点击所需项目，完成限定后，点击“更

新结果”，可以得到本机构的数据

1

2

4

3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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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同行机构进行对比分析

1、 在“机构”分析模块，利用“筛选条件”限定选择对标机构

• “按组织过滤”：输入对标机构的
名称

• 在“出版年”位置限制分析年份

• “机构类型”：按照机构所属的
类型，例如大学、政府等来限制

• “机构联盟”：按照机构所属的
联盟，例如中国双一流高校、澳
大利亚的 Group of 8等来限制

A

A

B

B

C

C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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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筛选条件”的“研究方向”处选择需要分析的学科分类。InCitesTM 数据
库中包括以下分类在内的16种学科分类可供选择。

• ESI学科分类 ( 22个)

• Web of ScienceTM  核心合集学科分类 ( 254个)

• 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

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年4月更新）》的学科分类（目前提供其中13个门

类和97个一级学科的分析数据）

• Citation Topics研究主题分类（Macro、Meso、Micro三层主题）

• ANVUR（17个）

• GIPP（6个）

• 澳大利亚ERA分类（24个一级分类和212个二级分类）

• 巴西FAPESP分类

• 英国RAE分类（67个）和REF分类（34个）

•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分类

•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Shanghai GRAS）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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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 Topics引文主题，是 InCites平台全新推出的基于论文引用的分类体系。
它由科睿唯安旗下科学信息研究所（ISI）与莱顿大学科技研究中心（CWTS）
合作开发并于 2020年 12月正式推出。

不同于Web of Science和 ESI等现有的基于期刊的学科分类，Citation Topics

是基于文章级别的分类。

Citation Topics分析已发表论文的相互引用关系，利用算法将相关文献汇聚到
一起，形成离散的相关文献集群，这些文献集群构成了 Citation Topics的核心，
独立于单篇文献的主题和内容，代表着作者相互积极引用对方论文的领域。

Citation Topics是动态的研究⸺�所有新发表的文献都会添加到现有的主题中，
并且每年更新一次，确保主题持续准确地反映基础文献的变化。

Citation Topics提供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主题三级层次结构。您可以根据需
求在以下图示筛选框选择 “Citation Topics” 及主题层级，针对研究主题展
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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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s://incites.help.clarivate.com/Content/Research-Areas/citation-topic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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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分类体系是基于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 1-16 全新推出的学科分类体系，于 2022年 1月正式上线。

该分类体系基于引文主题（Citation Topics）进行文献匹配，每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分类都由一组微观引文主题组成，与微观引文主题相关联的文献将被分配
到对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每个微观引文主题仅对应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目标分类体系除了每年基于引文主题进行文献重新聚类外，还将根
据客户反馈进行定期审查。

可持续发展目标分类可以在 InCites 中的数据表和可视化中轻松查看和导出，
并且可视化中的树状图还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的颜色和图标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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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筛选条件”利用其它选项来选择需要分析的数据

• “文献类型”：限制 article、review等文献类型

• “期刊影响因子（JIF）分区”：选择 Q1、Q2、Q3、Q4分区

• “作者位置 (2008-2023)”：选择第一作者、通讯作者

• “出版来源”：选择聚焦的期刊范围

• “基金资助机构”：选择聚焦的基金资助机构

A

A

B

C

D

D

E

E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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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定好筛选条件，得到本机构和对标机构的分析数据



14

科睿唯安  |  InCitesTM  数据库

5、 借助散点图呈现多维度机构对标分析结果：

• “选择其他可视化效果”中选择散点图
• 根据分析需求，选择横纵坐标、点半径代表的指标
• 选择显示机构的数量
• 由散点图可见，目标分析机构在几所对标机构中，Web of Science论文数、

CNCI、高被引论文百分比均表现较为突出

A

B

C

A

B

C

D

优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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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置不同的基线

通过左侧“基准值”或者“可视化”中的“显示基准值”设置基线

• “全球基准值”：全球同年所有文献的基准值

• “所有项目基准值”：结果区得到的所有机构文献的基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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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自定义基线

• 在某一分析结果中，勾选需要创建基线的机构

• 点击“锁定到顶部”

• 通过“锁定项目基准值”可以得到已经锁定机构的文章的基准值

1

1

2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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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创建组的步骤及截图

• 勾选要进行分组的项目

• 点击“创建组“，命名，点击创建组

• 保存在“我的文件夹”中，并显示在页面顶部

1

2

3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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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添加指标

2

3

• 在左侧“指标”中，选择需要添加的指标，点击“添加”新增指标

• 也可以通过检索直接找到需要的指标，系统会自动联想候选指标

• 右侧“添加指标”中，也可以找到需要的指标，通过候选框增删指标

InCitesTM中的指标主要分为产出力、影响力、合作、声誉、开放存取、作者位置、

其他等几个方面，具体指标定义可参加 InCitesTM帮助文档及 InCitesTM指标手册，

其中重要的相对指标包括：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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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这是一个排除了出版年、学科领域与文献类型

的作用的无偏影响力指标，因此使用它可以进行不同规模、不同学科混合

的论文集的比较。

• 期刊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某出版物实际被引频次与其发表期刊同出版

年、同文献类型论文的平均被引频次的比值，这个指标能够回答，诸如

“我的论文在所发表期刊上表现如何”之类的问题。

• 平均百分位：一篇论文的百分位体现了其在同学科、同出版年、同文献类

型的论文集中的相对被引表现，因此百分位是一个规范化的指标。

• 被引次数排名前10%的论文百分比：这是反映机构中优秀科研成果的指标

之一。

• 期刊分区：对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数据库中每个Web of ScienceTM学科

（Subject Categories）中的期刊按其影响因子值从高到低排序，若一期刊

的影响因子位于前25%则将其划分到Q1区间，若一期刊的影响因子位于

26%-50%则将其划分到Q2区间，依此类推。

• 各个分区（Q1-Q4)期刊的论文：期刊分区与每篇论文关联，在没有限定

学科的情况下，InCitesTM 会默认取某JCR年中该期刊排名最靠前的分区,使

用本指标可以得到在给定年份内某学科各分区的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

• 各个分区（Q1-Q4)期刊论文的百分比：指在特定期刊分区发表的论文数

量占JCR数据库中出现的期刊论文总数的百分比。计算公式为“某区期刊

论文的百分比=该区期刊论文数/JIF期刊中的论文数”。

• 第一作者百分比：在2008年之后发表的论文中，该机构所属作者为第一作

者的论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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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导出图像

点击右上角下载图标，选择 PNG、JPG、PDF或 SVG格式，下载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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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如何导出检索结果和详细文献信息

4

6
5

• 点击下载结果图标

• 勾选“趋势数据”可导出分年度的数据

• 点击“下载”可以导出检索结果和相应指标

• 点击论文数可查看各机构每篇论文的详细信息，包括标题、作者和详细的引
文信息

• 点击“下载表”可以下载每篇论文详细信息列表

• 通过“在Web of Science中查看”可以直接在Web of Science中打开本论文列
表数据集，查看详细信息

1

2

3

4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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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析本机构的国际合作情况

如何分析本机构的合作国家 /地区

1

2

4

• 选择“区域”模块
• 点击“合作机构”
• 输入本机构名称
• 点击“更新结果”

1

2

3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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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 点击某一国家/地区如USA的论文数

• 在“重新聚焦以查看”中选择需要分析的角度，例如选择“此实体发表

文献的出版来源”

• 点击“转到”，可进一步呈现本机构和USA合作论文的期刊分布情况

2

1

3

如何对合作论文进行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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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分析本机构的合作机构

1

2

• 选择“机构”模块
• 点击“合作机构”
• 输入本机构名称
• 点击“更新结果”

1

2

3

4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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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不同类型的图像，InCitesTM 中的图像类型包括：条形图、气泡图、树
状图、饼图、雷达图、地理分布图、散点图、影响力全貌、合作论文等

• 选择作图的指标，包括Web of ScienceTM论文数、论文被引百分比、高被
引论文百分比、 热点论文百分比等

• 调整图中希望显示的结果数

如何选择不同的图像呈现方式

A

A

B

B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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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 通过InCitesTM  首页“分析”模块，可以快速启动模板化分析功能

• 选择需要分析的角度，例如“在某所机构中，哪些引文主题是最具影

响力的？”

• 根据提示步骤，一步步完成分析

2

1

3

利用 InCitesTM模板化分析功能进行快速分析，新用户更快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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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利用 InCitesTM报告模板，快速展现机构、人员、部门的科研表现、期
刊利用率、合作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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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 通过InCitesTM 首页“报告”模块，可以快速创建数据库内置的模板报告

• 选择报告模板类型，例如“机构报告”

• 点击“转到”即可进入机构报告模板

• 您也可以根据需要创建自己的报告模板

• 在“机构报告”中输入目标机构名称

• 选择分析的维度，例如“期刊利用情况”

2

5

1

4

3

6

此外，还新增了“Alma收集报告”，即将 Alma集成到 InCites报告中，为馆

藏资源管理提供更深入的见解，了解期刊馆藏概览、期刊利用、开放获取情况。



29

快速使用指南

• 点击“Alma收集报告”，然后点击“转到”
• 点击“期刊馆藏概览”
1

2

1

2



30

科睿唯安  |  InCitesTM  数据库

3

4

• 点击“期刊利用情况”
• 点击“开放获取”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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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Web of ScienceTM数据导入至 InCitesTM中进行分析

1

2

• 在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中进行检索，得到需要分析的数据结果

• 如图2，选择保存到InCitesTM

3

1

2

• 输入InCitesTM 账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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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该数据集进行命名，然后“保存”4

• 导出成功，同时InCitesTM 账号邮箱会收到系统邮件，说明成功导入的记录
数和未能导入的记录入藏号

5

5

6

7

• 进入InCitesTM 数据库的任何
模块中，可选择该数据集
进行分析

•  InCitesTM 新增ESCI索引
库选取功能，勾选“包括
ESCI论文”，可加入ESCI

索引库中的文献进行分析

7

6





扫描上方二维码
关注科睿唯安官方微信

科睿唯安  中国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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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100190
电话：+86-10 576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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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clarivat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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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TM (基本科
学指标，简称 ESI) 是一个基于Web 

of ScienceTM 核心合集数据库的深度分
析型研究工具。ESI可以确定在某个
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国家、机构、论
文和出版物，以及研究前沿。这种独
特而全面的基于论文产出和引文影响
力深入分析的数据是政府机构、大学、
企业、实验室、出版公司和基金会的
决策者、管理者、情报分析人员和信

息专家理想的分析资源。通过 ESI，
您可以对科研绩效和发展趋势进行长
期的定量分析。基于期刊论文发表数
量和引文数据，ESI提供对 22个学科
研究领域中的国家、机构和期刊的科
研绩效统计和科研实力排名。
ESI是对科研文献进行多角度、全方
位分析的理想资源，可以帮助您轻松
发现所需的信息。

• 深度的收录范围：您可以访问来自于超过 12,000种Web of ScienceTM核心

合集（SCI/SSCI）收录的期刊，文献类型为 Article和 Review

• 提供最近十多年的滚动数据：每 2个月更新一次

• 每一种期刊都按照 22个学科进行了分类标引

• 提供国家、机构、论文和期刊排名

• 全球约 16,000个规范化的机构名称

• 客观的科研绩效基准值

ESI中的信息包括：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TM 快速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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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机构、国家和期刊的论文产出和影响力

• 按研究领域对国家、期刊、论文和机构进行统计分析

• 发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重大发展趋势

• 确定具体研究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力

• 评估潜在的合作机构，对比同行机构

通过 ESI可以实现：

ESI 与 InCites 数据库和 Web of ScienceTM

核心合集的数据相互连接，采用更加
清晰、准确的可视化方式来呈现数据，

用户可以更加轻松地创建、存储并导
出报告。



4

快速使用指南

登陆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TM

请访问：https://esi.clarivate.com 

• 查找某机构已经进入全球前1%的ESI学科的论文数量、引用次数及篇均

引用次数等数据

• 直接获取某机构在各ESI学科的高影响力论文、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

ESI主界面

下图中的 ESI主界面以红色虚线为界，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上半部 -  数据类型与下载导出

下半部 -  数据筛选与分析解读

您可以通过自由组合各项指标来：

 您可以选择 ESI各学科所有机

构的数据指标 (Indicators)、基准值
(Field Baseline) 或 ESI 阈 值 (Citation 

Thresholds)等不同数据类型

 您还可以分别点击三个按钮来下
载 PDF、CSV或 XLS格式的数据文件，
直接打印检索结果，或保存在本地的
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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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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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筛选区：

• 您可以根据多个选项来筛选

数据集，包括研究领域、作

者、机构、期刊、国家 /地

区、研究前沿等；

• 您还可以选择不同的显示结

果，包括高影响力论文、高

被引论文、热点论文等；

• 图示区：您可以查看数据的
可视化结果，通过点击 Show 

Visualization 和 Hide Visualization

来显示或隐藏可视化地图；

• 结果区：您可以看到分析对象
的详细指标表现，通过点击
Customize自定义结果区中显示
的指标。 

2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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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指标（Indicators）选项；

• 选 择 研 究 领 域（Research 

Fields）；      

• 在增加筛选条件（Add Filter）中
选择 机构（Institutions）；      

• 输入目标机构名称的字符串，系
统会自动提示英文全称；         

• 在结果区，从左至右依次显示了
研究领域、论文数、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高影响力论文、
高被引论文或热点论文的数量。 

2

2

3

3

4

4

5

5

1

1

如何查找某机构进入全球前 1%的 ESI学科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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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标选项界面，选择研究领域；       

•  在增加筛选条件中选择机
构，输入“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 结果区首先显示该机构进入全球

前 1%的 ESI学科的指标信息；
• All Fields项包括已进入和未进入
全球前 1%的所有 ESI学科的论
文指标信息。     

 

2

2

3

3

4

4

1

1

如何获取某机构在各 ESI学科的高影响力论文、高被引论文或热点论文

场景一：某机构已有至少一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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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点击上图包含有论文数目的蓝色条形图（          ）时，会出现以下
Indicators -Documents界面：

• 通过选择下拉菜单中的选项来进
行论文排序；       

• 通过选择 Customize Documents

来自定义各类指标和题录信息；       

• 点击论文题目时，ESI会自动链
接到Web of ScienceTM数据库中，
获取每一篇论文的详细信息；      

• 点击被引频次时，将会显示被引
趋势图，并可以将此趋势图导出、
下载；       

• 点击作者、期刊、学科分别获得
相关信息；       

• 可以选择一次显示的记录数，
10、25或 50条；     

 

2

6

3

4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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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3 4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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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标选项界面，选择研究领域；       

• 在 结 果 区， 选 择 第 二 个
“Chemistry”，点击右边的“Highly 

Cited Papers”选项下的蓝色数
字条框；         

• 进入到 Documents 中的 Papers 

by Research Field 界 面， 点 击
Clear清除条件后用以显示 ESI

数据库现在所有的高被引论文；

• 在 左 边 的“Add Filter” 中 选
择“Institutions"， 然 后 输 入
“Shanghai”， 出 现 下 拉 菜
单 选 项， 选 择”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在结果区显示出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的

• 高被引论文列表

2

3

4

5

1

场景二：某机构目前未有学科进入全球前 1%，但拥有高被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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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3

科睿唯安  |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TM

如何获取机构在 ESI学科中的统计数据

• 在指标选项界面，选择机构；      

•  在 增 加 筛 选 条 件 中 选 择 研
究领域；      

• 系统会出现 22 个 ESI 学科的
下拉菜单，选择目的学科，如
Agricultural Sciences；         

• 在结果区，从左至右依次显示了
研究机构、论文数、总被引频次、
篇均被引频次、高影响力论文、
高被引论文或热点论文的数量。 

2

2

3

3

4

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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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标选项界面，选择研究前沿
（Research Fronts）；      

• 在增加筛选条件中选择 研究领
域，选择学科，如 Agricultural 

Sciences；         

• 如选择高被引论文为结果输
出类型，在结果区从左至右
依次显示了研究前沿的数量
（Total）、研究前沿的具体内容  

(Research Fronts)、高被引论文
数 (Highly Cited Papers) 和平均年  

(MeanYear)； 

• 您可以通过点击包含高被引论文
数的蓝色条形图，来获取每一篇
高被引论文的详细信息；      

• 您还可以通过点击高被引论文或
平均年指标旁边的倒三角标识，
来对结果进行排序。  

如何查找 ESI各学科的研究前沿

2

2

3

3

4

4

5

5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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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进入学科基准值（Field 

Baseline）选项，可以分别选择篇
均被引频次（Citation Rates）、
百分位（Percentiles）或者学科排
名（Field Rankings）；

• 同时提供学科基准值以及所选子
项基准值的解释说明，方便您对
于各项指标的理解与运用；       

• 结果区的第一栏为 ESI的 22个
学科，分年度显示各学科论文的
被引用全球平均值。

例如，在下图中我们看到 2015年化
学（Chemistry）学科发表的论文截
至到目前的篇均被引次数为 26.06。
因此，如果一篇发表在 2015年的化
学学科的论文截至到目前的被引频次
不低于 26.06，则该论文的被引表现
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2

2

3

3

1

1

如何确定 ESI各学科的基准值（以被引频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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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进入引用阈值（Citation 

Thresholds） 选 项， 可 以 分
别 选 择 ESI 学 科 阈 值（ESI 

Thresholds）、高被引论文阈
值（Highly Cited Thresholds）
或者热点论文阈值（Hot Paper 

Thresholds）；

• 同时提供引用阈值以及所选子项
阈值的解释说明，方便您对于各
项指标的理解与运用；

• 结果区以 ESI 的 22 个学科为出
发点，分别从作者、机构、期刊、
国家等不同层次来给出被引阈
值。

例如，我们看到下图中，总被引频次进入全球前 1%的化学（Chemistry）学科
的机构要求发表论文的最低总被引频次为 7,848次。   

2

2

3

3

1

1

ESI基于Web of Science大数据提供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引文统计数据，
也即引文阈值。这些统计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在不同发表年度和不
同学科里论文的引文表现力。我们可以按照机构、作者、期刊、国家
等不同角度进行对标分析。

如何了解 ESI各学科的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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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性最多可以导出 20,000篇高
影响力论文、高被引论文或热点
论文。

• 可以选择 .XLS或 .CSV两种格式
导出。

• 导出字段包括每篇高影响力论文、

高被引论文或热点论文的Web of 

ScienceTM入藏号、所属 ESI学科、

在当期 ESI中的被引频次等。

ESI可提供“某个国家或机构某 ESI学科的高影响力论文、高被引论文或热点
论文”的下载功能。

快捷获取高影响力论文、高被引论文或热点论文

• 首先筛选研究领域（Research 

Fields）， 然 后 按 照 机 构
（Institutions）进行筛选，输入
“PEKING UNIVERSITY”，结果
显示选择为高影响力论文（Top 

Papers）；
• 在 结 果 区， 选 择 第 一 个
“Chemistry”，点击右边的标
有“229”的蓝色数字条框 ;

以北京大学化学学科的高影响力论文的下载为例：

2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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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到高影响力论文页面后，点
击右上角的下载图标进行下载；

• 导出的北京大学化学学科的高影
响力论文的具体信息包括Web 

of ScienceTM入藏号、所属 ESI学

科、在当期 ESI中的被引频次等。

3

3

4

4

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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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过去 10年中发表的论文，其被引频
次排在同一年同一 ESI学科发表的论文的全球前 1%。

• 热点论文（Hot Paper）：过去 2年中所发表的论文，在最近两个月中被
引频次排在某一 ESI学科发表的论文的全球前 0.1%。

• 高影响力论文（Top Paper）：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取并集后的论文集合。

• 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是一组高被引论文，是通过聚类分析确定
的核心论文。论文之间的共被引关系表明这些论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通
过聚类分析方法测度高被引论文之间的共被引关系而形成高被引论文的聚
类，再通过对聚类中论文题目的分析形成相应的研究前沿。

• 学科基准值（Field Baselines）：即评价基准线，是指某一 ESI学科论文
的分年度期望被引频次。它是衡量研究绩效的基准，是帮助理解引文统计
的标尺。

• 篇均被引频次（Citation Rates）：近十年间各学科每年发表的论文分别
进行统计，表示各学科每年的篇均被引频次。

• 百分位（Percentiles）：每年发表的论文达到某个百分点基准应至少被引
用的频次，用来衡量论文引用的活跃度。

• 学科排名（Field Rankings）：提供近十年的论文总数、被引频次、篇均
被引频次和高被引论文数。

• 引用阈值（Citation Thresholds）：在某一 ESI学科中，将论文按照被引
频次降序排列，确定其排名或百分比位于前列的最低被引频次。

• ESI学科阈值（ESI Thresholds）：近十年，某一 ESI学科被引频次排在前
1%的作者和机构，或排在前 50%的国家或期刊的最低被引频次。

• 高被引论文阈值（Highly Cited Thresholds）：近十年，某一 ESI学科被
引频次排在前 1%的论文的最低被引频次。

• 热点论文阈值（Hot Paper Thresholds）：近两年，某一 ESI学科最近两个
月被引频次排在前 0.1%的论文的最低被引频次。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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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Citation ReportsTM（期刊引证报告，简称 JCR）是一个独特的多学科期
刊评价工具。JCR是唯一提供基于引文数据统计信息的期刊评价资源。通过
对参考文献的标引和统计，JCR可以在期刊层面衡量某项研究的影响力，显
示出引用和被引期刊之间的相互关系。

JCR历经近 50年发展，仍在持续改进与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学术出版格
局和评估指标。2021年度 JCR全新升级，创建新版 JCR平台。

• 新版 JCR界面更加简约直观，让用户能够简便、直观地对 JCR中丰富的
结构化数据进行探索分析，且新增交互式视图，为用户呈现更为全面的、
动态的数据视图。

• 新版 JCR 引入“在线发表”文章，以便更准确地反映快速在线发表的动态
引用环境。

• 新版 JCR除囊括自然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收录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期刊以外，还新增了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
和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所收录的期刊资源。新版 JCR共
涵盖了全球 11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超过 20,000种期刊，覆盖 250多个Web 
of Science学科领域。

• 新版 JCR全新推出期刊引文指标（Journal Citation Indicator, 简称 JCI）。
JCI易于解读，且实现了期刊层面的跨学科比较，为 JCR多维度的期刊指
标增加更多的深度、洞察力和背景参照。

• 新版 JCR 提供了对多达 4 本期刊同时进行多维度对标的分析功能。

• 新版 JCR提供了按出版社排序方式浏览结果和通过国家 /地区排序方式浏
览结果的功能

登录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TM

请访问：https://jcr.clarivate.com/，亦可从新一代 InCitesTM和Web of ScienceTM

平台直接登录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TM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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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R对不同用户的作用：

图书馆员和信息专家

   •  管理和规划期刊馆藏

   •  协助其对馆藏中期刊的保留或剔除

   •  协助做出期刊存档决定

出版商和编辑
   •  评价期刊的市场影响力

   •  明确自身定位，提升期刊竞争力

作者
   •  识别合适的期刊投稿

   •  确认刊登作者文章的期刊的学术地位

教授和学生    •  发现与他们各自领域相关的文献

信息分析师
   •  跟踪各学科期刊的发展趋势

   •  深入研究各期刊之间的引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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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 JCR主界面
新界面更加简约、现代，让用户能够简便、直观地对JCR中丰富的结构
化数据进行探索分析及可视化。

• 在检索框中键入期刊名称、期刊 ISSN 或 eISSN、所属学科及刊名关键字，
直接点击右侧放大镜或在检索提示框内点击目标期刊名称，即可进入目标
期刊概览页面

• 新增 Match my manuscript模块，可由 JCR快捷进入主期刊列表，匹配适
合的投稿期刊

• 通过期刊排序方式浏览结果

• 通过学科排序方式浏览结果，可以查看 254个Web of Science学科类别中
每个类别的期刊列表

• 通过出版社排序方式浏览结果

• 通过国家 /地区排序方式浏览结果

• Resources & updates获取 JCR更新资讯与帮助文档，提供意见反馈等

• 管理喜欢的期刊列表

1

2

3

4

5

6

7

8

1

2

8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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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检索一种期刊
通过期刊排序方式浏览结果

1 2

34

5
6
7
8

9
10
11

12

14
15

13

• 通过键入期刊全称、期刊缩写、刊名关键字或 ISSN号检索期刊，具有自

动提示刊名功能

• 一键下载当前页面所需期刊信息，支持 csv导出格式

• 选择展示更多期刊指标，可通过自定义设置默认展示常用指标

• 点击展开筛选项，设置筛选条件查询所需期刊信息

• 输入期刊名称、ISSN/eISSN等直接限定一种或者多种期刊

1

2

3

4

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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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定Web of Science学科分类体系下的具体学科查询期刊

• 限定出版社条件，输入出版社名称关键字，具有名称自动提示功能

• 限定期刊所在的国家 /地区

• 限定期刊来源，SCIE期刊、SSCI期刊、AHCI期刊及 ESCI期刊

• 选择 JCR年份查询当年期刊数据

• 根据期刊或者期刊文献的 OA比例查找期刊

• 限定期刊影响因子分区

• 限定期刊影响因子数值范围查找期刊

• 限定期刊 JCI数值范围查找期刊

• 限定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范围查找期刊

• 选中目标期刊

• 将选中期刊加入收藏夹

• 将选中期刊进行比较，最多可选择 4本期刊进行比较

6

7

8

9

10

11

12

14

17

15

18

13

16

通过学科类别方式浏览期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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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 通过选择“Browse categories”进入浏览学科类别查找期刊模块

• 为了帮助能够快速找到相应期刊，将 254个Web of Science学科类别划分

为 21个期刊分组

• 单击向下箭头查看该组别中包含的Web of Science学科类别

• 点击切换查看所有 254个学科类别中的期刊

• 所有学科类别的期刊列表，并通过左侧 Filter添加筛选项来快速查找期刊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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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读期刊概览页面信息

1

2

3
4

• 选择 JCR年份查看特定年份的期刊信息，选择“All years”，可查看期刊

分年度详细指标信息

• 展示期刊基本信息，包括期刊名称、ISSN、eISSN、出版社、所属学科、

出版周期等

• 将此期刊加入收藏

• 将此期刊的信息导出成 PDF格式

1

2

3

4



9

快速使用指南

5

6

7

• 展示期刊最新影响因子，点击 "View calculation"可查看其计算公式与方法

• 展示期刊近 5年影响因子及影响因子百分位数据变化趋势，可点击 "View 

all years"查看历年来期刊影响因子及影响因子百分位变化趋势

• 展示期刊的可引用论文和引文，其中包括“在线发表”文献，默认展示被

引与引文数据中贡献排名前 10位的文献和期刊信息，点击“View in Web 

of Science”即可查看全部被引文献或施引文献

6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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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0

11

9

• 展示期刊最新期刊引文指标 JCI

• 展示期刊 2017年至今期刊引文指标 JCI数值的动态变化趋势

• 展示期刊总引用次数指标及近 5年期刊被引用总次数的变化趋势

• 展示与期刊最新影响因子相关的引文分布情况，借助交互式的视图可帮助

了解不同文献类型的文献的引文分布情况

9

10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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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 开放获取（Open Access，简称OA）数据可显示每篇期刊论文的获取模式，

帮助了解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金色开放获取）下免费阅读和重复使用的

文章对期刊整体内容和引证表现的相对贡献

• 查看期刊历年来影响因子在所属学科的排名、分区及影响因子百分位

• 查看 2017年以来期刊引文指标 JCI在所属学科的排名、分区及百分位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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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期刊的引文网络，可查看期刊的被引半衰期及历年期刊自引和非自引

的相关数据

• 查看期刊的引用半衰期及历年期刊自引和非自引的相关数据

15

16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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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期刊引证关系图，可查看引用该期刊的文章次数排名前 20的期刊

• 查看被该期刊的文章引用次数排名前 20的期刊

17

18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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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 展示期刊源数据信息，包括不同类型的文献数据以及参考文献数据等

• 展示期刊所属学科领域以及期刊在该学科的最新影响因子百分位

• 基于文献作者地址信息分析，展示最近 3年该期刊所收录文献的主要来源

国家 /地区列表及主要机构列表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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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展示期刊更多指标数据及近 5年指标变化趋势，指标包括特征因子、规范

化的特征因子、立即指数、5年影响因子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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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指标解释

• 刊名缩写（Abbreviated Journal Title）：刊名缩写（Abbreviated Journal Title）：查看期刊的刊名缩写

• 影响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影响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期刊过去两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在当前 

JCR年获得的总引用次数与该期刊过去两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的比值
• 去除自引的影响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 Without Self Cites）：去除自引的影响因子（Journal Impact Factor Without Self Cites）：去除期刊
自引后计算得到的期刊影响因子

• 五年影响因子（5 Year Journal Impact Factor）：五年影响因子（5 Year Journal Impact Factor）：期刊过去五年发表的学术论
文在当前 JCR 年获得的总引用次数与该期刊过去五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
的比值

• 期刊引文指标（Journal Citation Indicator，简称 JCI）：期刊引文指标（Journal Citation Indicator，简称 JCI）：某期刊前三年里出
版的所有研究论文（articles）和综述（reviews）的平均 CNCI。

• 立即指数（Immediacy Index）：立即指数（Immediacy Index）：用 期刊中某一年中发表的文章在当年被引
用次数除以同年发表文章的总数得到的指数，Journal Immediacy Index 反映
期刊中论文得到引用的速度

• 可引用论文量（Citable Items）：可引用论文量（Citable Items）：代表某特定期刊当年发表的文献类型为
Article和 Review文章总数

• 被引半衰期（Cited Half-life）：被引半衰期（Cited Half-life）：一种期刊从当前年度向前推算引用数占截止
当前年度被引用期刊的总引用数 50%的时间

• 引用半衰期（Citing Half-life）：引用半衰期（Citing Half-life）：参考文献数达到当前期刊发表的论文中的参
考文献数的 50%所需要的时间

• 特征因子（Eigenfactor特征因子（Eigenfactor®®）：）：以过去五年期刊发表的论文在该 JCR年被
引总数为基础计算，同时考虑在期刊网络中引文较多的期刊的贡献。
Eigenfactor®不受期刊自引影响

• • 规范化的特征因子（Normalized Eigenfactor规范化的特征因子（Normalized Eigenfactor®®）:）:是通过考虑每个 JCR年的
期刊总数将特征因子进行规范化，其期望值为 1。期刊可以通过和 1进行比
较以评估其影响力

• • 可引用论文中的论文百分比（Percentage of Articles in Citable Items）：可引用论文中的论文百分比（Percentage of Articles in Citable Items）：一本
期刊中可引用论文（Citable Items）中科研论文（Articles）的百分比

• • 论文影响力（Article Influence Score）:论文影响力（Article Influence Score）:“0.01*Eigenfactor Score” /“X”， 其
中 X等于 5年期刊发表论文总数除以 5年全球所有期刊论文总数，该指标反
映了某期刊论文在发表后第一个 5年的平均影响力。Article Influence的平均
值为 1， 如该值大于 1，说明当前期刊中的每篇论文的影响力高于平均水平；
如果该值小于 1， 说明该期刊中的每篇论文的影响力低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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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SN：ISSN：国际标准刊号

• • 期刊数（#Journals）：期刊数（#Journals）：某一特定学科分类下的期刊总数

• • 论文数（Articles）：论文数（Articles）：某一特定学科分类下的论文总数

• • 总引用次数（Total Cites）：总引用次数（Total Cites）：某一特定学科下期刊的文章在 JCR出版年被引
用的总次数

• • 中值影响因子（Median Impact Factor）：中值影响因子（Median Impact Factor）：将某一学科内期刊按照影响因子
排序，处于中间位置的期刊的影响因子

• • 学科集合影响因子（Aggregated Impact Factor）：学科集合影响因子（Aggregated Impact Factor）：表示某个学科领域里
JCR出版年所有期刊的论文（article）与综述 (review)引用该学科过去 2年
所有期刊发表的文章的情况

• • 学科集合立即指数（Aggregated Immediacy Index）：学科集合立即指数（Aggregated Immediacy Index）：表示某一特定学科下 

• JCR出版年所有期刊引用同一年所有期刊中文章的情况

• • 学科集合被引半衰期（Aggregated Cited Half-life）学科集合被引半衰期（Aggregated Cited Half-life）：表示某学科下的所   

• 有期刊从当前 JCR出版年向前推算，引文数占截止当前年度被引用期刊的
总引用数 50%的时间

• • 学科集合引用半衰期（Aggregated Citing Half-life）:学科集合引用半衰期（Aggregated Citing Half-life）: 表示某学科下的所有期
刊从当前 JCR出版年向前推算，参考文献数量达到这些期刊发表的论文中   

• 总的参考文献数的 50%所需要的时间

• • 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Journal Impact Factor Percentile）：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Journal Impact Factor Percentile）：这一指标将期刊
影响因子在某一学科下的排名转化为百分位值，从而使得跨学科的期刊比
较变得更有意义

该指标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其中 N为某一学科中的期刊总数；R是某期刊在该学科的影响因子排位数（降序）

• • 平均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 (Average Journal Impact Factor Percentile)：平均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 (Average Journal Impact Factor Percentile)：平均期
刊影响因子百分位考虑了属于多个学科的某一期刊在每个学科下期刊影响
因子百分位的总和，然后求得的平均值

其中 N=归属学科总数

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 =
N

N-R+0.5

平均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 =
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 1+…期刊影响因子百分位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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