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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后参考文献的校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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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物理化学学报编辑部，１００８７１，北京）

摘　要　结合编辑实践中参考文献失真的例子，分析著录错误
的原因，介绍几种文后参考文献的校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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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后参考文献是著作（专著、论文、专利、电子文

献等）中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意

义和作用［１］。已有人就我国期刊文后参考文献的失

真情况进行过调查研究［２９］，并探讨了降低差错率的

方法［９１３］，提倡恰当地引用参考文献［１４１５］。国家标

准［１６］明确指出，“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信息源是被著

录的文献本身”，参考文献校对的直接依据也应该是

“被著录的文献本身”。罗杰等［１７］建议在稿件退修

（或来稿）时请作者提供参考文献原文首页复印件，就

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但请作者提供参考文献的所有原

文也有负面影响。本文介绍我们在编辑实践中总结出

来的参考文献校对方法，文中的例子都来自编辑校对

过程中发现的典型失真问题。

１　文中内容与参考文献表对照

　　作者在撰写论文时，会根据需要增加或删除文后
的参考文献，但在进行文中和文后参考文献的编号和

著录时，往往会顾此失彼，使得文中的标引和参考文献

表不对应。校对时，对这类失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请看下面的２个例子。
例１　Ｍａｎｔａｋａ等（１８）利用……（为了与本文自身引

用的文献相区别，例子中的文献序号均加上圆括号）

然而，在文献表中，文献（１７）的第一作者为 Ｍａｎ
ｔａｋａ，而（１８）的第一作者为Ａｓｈｔｏｎ，经过对比文中的文
献序号和参考文献表，很容易发现，文中文献序号与文

献表序号不一致。

例２　基于此思想，Ｍｕｒｒａｙ等（２）率先提出了……，

并成功应用于……研究中（３４）。

在文献表中，（２）和（３）的第一作者均为 Ｍｕｒｒａｙ，
但（４）的第一作者为Ｂｒｉｎｃｋ，经过核对发现是文献（４）
中少著录了Ｍｕｒｒａｙ。

此外，这方面的著录错误还有如下４类。第１类
错误是文中说某工作是某人的成果，但文献表中却并

不是他的工作。第２类错误是文中文献编号并不是按
引文出现的先后顺序从小到大编号，如文献（１２）比文
献（１１）先出现，甚至文献（２４）出现在文献（５）前，有时
候还会出现文献表中２篇文献编同一个号的情况，或
者同一篇文献有２个序号。第３类错误是文献表中有
些文献没有在正文中被引用。第４类错误是文中人名
著录与文献表中相应的人名不一致。

为了避免这种由文章撰写过程中增删文献引起的

错误，人们已经开发出插入、管理文中参考文献的软

件，如ＥｎｄＮｏｔｅ。这些软件能在增删文献时，自动调整
文中文献与文后文献表中相应文献的编号，并能调整

文后文献的先后顺序，能够减少撰写文章时著录文献

的工作量，并能显著减少著录错误。

２　刊名的校对

　　笔者总结出的有代表性的刊名著录失真错误主要
有３种形式。

第１种情况是刊名缺项，如某条文献的刊名和年
卷信息为“ＪＰｈｙｓＣｈｅｍ，２００４，１０８”。《ＪＰｈｙｓＣｈｅｍ》从
１９９７年开始分成《ＪＰｈｙｓＣｈｅｍＡ》和《ＪＰｈｙｓＣｈｅｍＢ》
２刊，并从２００７年开始进一步分成《ＪＰｈｙｓＣｈｅｍＡ》、
《ＪＰｈｙｓＣｈｅｍＢ》和《ＪＰｈｙｓＣｈｅｍＣ》３刊。知道这一
情况就很容易判断其疏漏。这条文献的刊名存在缺

项；经过查证，其正确的刊名应该是《ＪＰｈｙｓＣｈｅｍＢ》。
第２种情况是刊名缩写不正确，如某条文献的刊名

为“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ＳｏｌｉｄＳｔ”。其中“Ｓｔ”不是常见的一种缩
写形式，可能存在著录失真。经过查证后发现，正确的

刊名应该是“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Ｌｅｔｔ”。刊名应该按
照相关的国际标准进行缩写，不能随意缩写。在Ｔｈｏｍ
ｓｏｎ公司的《ＩＳＩＷｅｂ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网站 （ｈｔｔｐ：∥ｐｏｒｔａｌ．
ｉｓｉ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ｍ／ｐｏｒｔａｌ．ｃｇｉ）上可查到刊名的标准缩写；
若确实不知道如何缩写，就应当以全称形式著录。

第３种情况是把刊名一部分错误地放到卷号中，
如某条文献的刊名和年卷信息为“ＰｈｙｓＲｅｖ，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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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Ｂ”。卷号一般情况是不加 Ａ、Ｂ、Ｃ等字母的。经过
查证后发现，这条文献是将刊名中的 Ｂ放到卷号里
了，正确的刊名和卷号分别是“ＰｈｙｓＲｅｖＢ”和“７４”。

在省略题名并且人名和刊名都用缩写时，有时还

会出现刊名和人名混淆的情况，如误将人名缩写中的

“Ｊ”当作刊名或把刊名中的“Ｊ”当作人名。

３　人名的校对

　　一般，文献表中人名最容易出现失真。典型的人
名失真有以下４种情况：１）把外国人的名和姓弄混；
２）只著录了部分作者（常常是只著录第一作者），而且
后面没有加“等”或“ｅｔａｌ”标示；３）姓名拼写错误；４）
名没有正确缩写。下面分析这４种失真产生的原因以
及校对的方法。

把外国人的名和姓弄混，是因为外国人的姓名书

写习惯（姓后名前）与中国人姓名的书写习惯刚好相

反，而有的作者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著录参考文献时

按照中国人姓名的书写习惯来著录，从而产生了姓名

失真。外国人的姓都是小姓，而且作者和编辑一般都

缺乏对外国人的姓的感性认识，因此，很难像看到

“赵、钱、孙、李、诸葛”就知道是姓一样熟练地区分外

国人的姓，从而对这种人名失真的校对也比较困难。

对此，可采取２条措施来减少这种失真：一是提醒作者
注意，外国人姓名的书写习惯是名前姓后；二是在编辑

加工时选几篇文献进行抽查，若发现不对，就需对所有

文献进行核对。

对于只著录了部分作者而且后面没有加“等”或

“ｅｔａｌ”标示的失真情况，主要是认识上有偏差，有的作
者认为只要列出第一作者就能找到相应文献，也有的

是为图省事。作者和编辑都应知道，在参考文献表中，

３人以上多作者，应列出前３人，后加“等”或“ｅｔａｌ”是
国家标准的规定，应当遵循。

在著录参考文献时，由于作者粗心大意，常常会出

现作者姓名拼写错误。对于中国人名的拼写错误，编

辑比较容易识别，但对于外国人名的拼写错误就不是

那么容易识别。不过，一篇文章经常会引用同一位作

者或同一个课题组的多篇文章，若发现２条文献中作
者姓名的拼写有差别，就应仔细核对。

姓名缩写错误又可分为不恰当缩写和部分缩写。

如“ＭａｒíａＣ．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Ａｒｇüｅｌｌｅｓ”的正确缩写应该是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ＡｒｇüｅｌｌｅｓＭＣ”，而缩写成“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ＡＭ
Ｃ”“ＡｒｇüｅｌｌｅｓＭ Ｃ Ｒ”“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ＡｒｇüｅｌｌｅｓＣ”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ＡｒｇüｅｌｌｅｓＭ”“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ＭＣ”等都是不正
确的。部分缩写的情况比较少见，如将“ＭｉｃｈａｅｌＧ
Ｈｕｔｃｈｉｎｇｓ”写成“ＨｕｔｃｈｉｎｇｓＭｉｃｈａｅｌＧ”，正确的应该是

“ＨｕｔｃｈｉｎｇｓＭＧ’。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规定“用汉语拼
音书写的中国著者姓名不得缩写”［１６］，据此，将“Ｚｈｕｇｅ
Ａｉｇｕｏ”（诸葛爱国）缩写为“ＺｈｕｇｅＡＧ”“ＺｈｕｇｅＡ”
“ＺｈｕＧＡＧ”等形式都是错误的。

４　年卷信息的校对

　　年卷信息失真最常出现的是错误地将期号当成了
卷号。英国皇家化学会的《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没有卷号，但部分作者往往就错误地将期号当成卷号，

还有一种情况是，原始文献中没有清楚地给出卷号、期

号，使得有些作者误将期号当成卷号；但多数情况下卷

号和期号相差悬殊，只要在编辑校对时给予重视就能

发现。如某条文献的刊名、年、卷、期、页码信息为

“ＣｈｅｍＬｅｔｔ，１９９８，１：１０１”。其中卷号是“１”，值得怀
疑。经核实，发现“１”应该是期号，而不是卷号。

有时也会将年、卷信息写错。如某篇文章文献表

中２条文献的刊名和年卷信息分别为“ＪＡｍＣｈｅｍ
Ｓｏｃ，２００６，１２８”和“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２００４，１３０”。这是
同一刊物《ＪＡｍＣｈｅｍＳｏｃ》上的２条文献。比较后发
现，前者的出版年是２００６，卷号是１２８，而后者的出版年
是２００４，但卷号却是１３０，与年增长卷号增加的常识不
符。经查证发现，后者的卷号应该是１２６，而不是１３０。

５　结束语

　　校对最直接的依据是原始文献，但编辑要想找到
需要查阅文献的印刷版，既费时又费力，而且很多情况

下还不能找到需要的文献；而在网络技术普及的今天，

要找到原始文献的电子版则越来越容易。查找和获取

电子文献主要有３种途径，一是图书馆资源，二是大型
二次文献数据库，三是搜索引擎。

以上讨论仅是笔者的经验之谈，而编辑实践中遇

到参考文献失真情况却是不胜枚举的。要想找到一种

方法来处理文献著录中所有的失真问题是不现实的。

编辑要善于发现文献著录中的疑点，不厌其烦地去一

一核实，并尽可能多地掌握刊物载文的学科领域一些

共性知识，才会炼就一双“火眼金睛”，对文献中的失

真做到“明察秋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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