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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提要 

研究背景 

相关研究介绍，包括：引文分类
体系、引文分类标注方法、引文
分类应用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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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 

引文效用分类特征选择与自动提取，核
心引文识别模型构建及其在数字资源评
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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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内容 

引文特征自动提取与核心引文识别主
要步骤及方法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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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应用拓展 

学科资源保障分析 
数据库资源保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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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及后续研究 

引文特征识别与自动分类及
其实践应用新思路。 

5 



研究背景 

        为避免单一频次分析带来的弊端，将引文分析逐步拓展到内容
层面，通过对引文内容特征、分类方法等方面的探索，发现引用行
为特点、引文功能差异等，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多种引文评价及影响
力评估的研究与实践。 

西安交大创新港图书阅览中心 

分类体系缺乏统一标准、指标粒度差异明显、通用性不高 

多以人工标引为主，利用深度学习算法来实现引用功能自动分类，
但其分类效果往往与标注语料的规模和质量密切相关。由于大规
模语料标注较为困难，因此深度学习方法分类效果的优劣还有待
于进一步验证。 

研究内容丰富，但基于引文效用分析的应用实践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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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 

思考三： 

思考二： 

          传统引文分析主要基于引用频次来量化分析文献间的引用关系，并将其作为评判资源质量、保障率、以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标准。 

简单、直观 
忽略了引文效用 差异 

基于引用频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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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 

引文效用 发现核心效用引文 资源评估 

引文属性 

引文功能 

引用对象 

引用情感 

引
文
标
注
框
架 

支持向量机
VS 

逻辑回归 
引文标注 

人工+ChatGPT 

“效用视角下核心引文识别模型” 

对于研究内容、方法、
观点起到重要支撑或
参考作用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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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获取 

2 

引文标注框架设计 
 

3 

数据集标注 

研究主要步骤 

4 

特征筛选和计算 

选择合适的分类模型 

5 

6 

应用实践 



1.数据获取 

训练集 
其中75%的数据（1068篇）用于识别核心
引文关键指标的发现以及模型训练。 

测试集 
25%的数据（356篇）用于

模型效果测试 

预测集 
选择354篇用于核心引文的识别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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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80 % 

• 西安交通大学机构知识库 

• 医学部2022-2023年高质量论文 

• 选择“article”的引文 

1778篇引文 
随机选取1424篇（80%）用作模型构建 
354篇（20%）用于预测 



2.引文内容标注框架设计 

引用情感在传统的三级分类法基础上进行了部分定义扩充，
认为对施引文献起正面支撑作用的引文属于“积极”，与
研究结果相悖、指出现有成果不足、研究局限等引文表示
“消极”，其余则均标注为“中立”。 

引文特征属性 

引文功能属性 

引用对象属性 

引用情感属性 

年份、所在期刊、引文出现章节名称、引文出现频次、
引文所在语句。 

研究基础、相关研究、背景资料 

（基于、使用、支撑、比较、相关研究、未来启发、背景介绍） 

指施引文献引用引文的对象，本研究将引用对象归纳为
“概念理论、方法、数据、结论、其他”。 



 原始数据由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科馆员依据引文标注框架，分别对所有引文内容特征属性、功能属性及引用对象等属性进行标注。 

 邀请医学专业教师及研究生若干，对训练集与测试集引文仅进行引文效用判断及标注。 

学科馆员 

引文功能属性 引文特征属性 引用对象属性 引用情感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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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文标注 

专业师生 

引文效用 

训练集 

测试集 

预测集 

训练集 

测试集 

模型训练准确性 

与自动标引结果对比 

高质量语料库 



特征指标筛选 

引文标注体系包括：引文题目，引文期刊，引文年份，引文所在章节名称，
引文出现频次，引用情感，引文功能，引用对象类型，引文重要性9种引
文特征指标，其中引文重要性为目标指标，通过相关性矩阵和散点图矩阵，
观察各指标和目标间的相关性。 

1. “引文出现频次”和引文效用几乎没有相关性。 

2. “引文功能”与引文效用相关性最高。 

3. 最终选定的特征为： 

         引文所在章节名称，引用情感，引文功能，引用对象类型。 

9 

4.特征筛选和计算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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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回归模型训练  & 支持向量机SVM模型训练 

模型训练及验证评价 4.特征筛选和计算___ 

建模方法：选用梯度下降算法 (SAG)，设置学习率为0.001，评价指标选用混淆矩阵（Scorer节点）。其中,SVM需通过独热 
                    编码(OneHotEncoder)对非数值类型数据进行转化处理。两种方法使用同样的训练集与测试集。 

评价参数：准确率（Accuracy）、Cohen`s kappa、及ROC曲线 

效果对比： 核心误判    32篇 

Accuracy：  91.011%% 
Cohen`s kappa： 0.82%% 

核心误判    27篇 

Accuracy：  92.416% 
Cohen`s kappa ： 0.848% 

√ 

10 



11 

5.自动获取引文特征及建模效果对比 

引文功能属性 引文所属章节名称 引用对象属性 引用情感属性 

模式匹配 自然语言处理范畴 

        ChatGPT文本分类、语义角色标注、机器阅读理解等方面的优势与引文内容特征分析、提取、标注

与分类的需求较为契合。 

ChatGPT 

ChatGPT能否直接根据引文内容
对其效用进行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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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动获取引文特征及建模效果对比 

Prompt设置 

 施引文献:共享pdf链接的方式输入ChatGPT 

“引用功能”prompt  + 引文列表 

“引用情感”prompt  + 引文所在语句 

数据输入阶段 格式化处理 

简化分类标注 

分类标准“告知”ChatGPT 
对输出结果进行格式化处

理，分别输入到Excel文档，

完成特征自动提取。 



模型分类效果对比 

待完成自动化特征分类以及格式

化输入后，检测自动特征提取的

分类效果：使用SVM及相同的训

练集和测试集进行模型训练，并

与人工标引数据训练结果进行了

对比。 

ChatGPT分类数据预测效果无

法达到人工标注的高准确

率，但可有效提升特征提

取效率。 

对比结果 

5.自动获取引文特征及建模效果对比 

核心误判    27篇 

Accuracy：  92.416% 
Cohen`s kappa ： 0.848% 

核心误判    33篇 

Accuracy：  90.73% 
Cohen`s kappa ： 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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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障 

JCR核心期刊保障率达到 79.88% 
引文期刊保障率达到 83.77% 
核心引文期刊保障率达到  95.24% 

分析结果 

我校重点保障了该学科的高质量资源。 

我校对师生发文引文期刊保障率也达到较高水平。 

对发文核心引文资源的保障率达到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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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应用拓展 

学科资源保障分析 

利用“效用视角下核心引文识别模型”对全部数据进行分析，识别出核心引文共计803篇，分布于315个期刊。 

基于ERS的学科期刊保障分析 

学科发文保障分析 

针对我校某学科、科研团队、研究专题，从
科研发文引文效用的角度，分析我校对核心
支撑资源的保障力度。 

应用启发 

*依据教育部学科与期刊学科映射关系，“医学”学科共映射期刊22933种 



指标设定 

C反映出数据库所包含的学科期
刊中核心期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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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资源保障分析 

本研究中识别的核心引文所在的315个期刊分布于30个数据库中，分别对其进行三种指标的计算。 

对数据库效用评估方面，不能仅依据单一指标，应依据
研究或应用目的，选择相应指标综合判断。 

应用启发 

A反映出该库对于学科资源的整
体保障情况，不区分核心资源。 

B是基于本研究识别的核心引文期刊
保障情况，值越高，说明该库对学科
成果产出的支撑力度越大。 

学科期刊保障率A= 
该数据库包含该学科期刊数量 

 
该学科期刊总量 

核心引文期刊的保障率B= 
该数据库包含核心引文期刊数量 

 
   核心引文分布的所有期刊量（315） 

核心引文期刊占学科期刊比率C= 
该数据库包含核心引文期刊数量 

 
   该数据库中该学科期刊数量 

*100% 

*100% 

*100% 

1 
2 

研究应用拓展 



不同粒度的引文标注框架可依据研究目的各抒所长 

“ChatGPT+SVM”为实现引文特征识别与自动分类提供新思路 

利用核心效用资源，客观评价学科资源保障及数据库支撑表现 

启示与思考 

未来可基于Fine tuning构建引文自动分类模型 

虽然引文分类指标体系缺乏统一标准的问题仍客观存在，但可根据具体研究与应用目的，发挥不同体系所长。 

基于ChatGPT+SVM模型预测结果虽无法达到人工标注数据构建模型的高准确率，却可在保证较好预测效果的

同时，大大提升特征识别与分类效率。 

引文效用可更加科学地反应出文献资源对于研究本身的价值，依此做出核心资源的判断、开展的资源保

障评估等应用将更加科学。 

本研究采用的是小样本提示（prompts），需要反复给出Promet进行预训练。随着ChatGPT API正式开

放，可利用ChatGPT提供的fine tuning功能，实现功能需求定制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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