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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使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更完善，更便于执行，对在实施过程中发现的容易产生歧义的５
个问题进行了探析，提出了执行或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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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１］

（以下简称《规则》）实施已经２年多时间。实践证明，
《规则》正在规范着我国各个学科、各种类型出版物的

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然而，在执行《规则》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它存在若干表述不甚明确、示例不尽恰当、容

易产生歧义的问题，不利于更好地实施《规则》。为使

《规则》更完善，更便于著者和编辑对其正确执行，已

有一些同人发表过很好的意见［２６］，在本文中我们探

析其中的５个问题，并提出了执行或修改建议。

１　专著的引文页码

　　按《规则》４．１节规定，专著的引文页码是必备的
著录要素；但是，该节列举的１１个示例中，著录了引文
页码的只有１个［１］２３。从示例看，会给人以专著的引

文页码是可以不著录的印象，这跟“必备”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们认为，除了著

录引文页码的示例太少外，主要是《规则》没有在适当

的地方交代清楚参考文献的类型。段明莲、陈浩元编

著的《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指南》指出：“按参考文献的

提供目的划分，可分为引文参考文献、阅读型参考文献

和推荐型参考文献。引文参考文献是著者在撰写或编

辑论著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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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文中的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

　　第三，拓展发行渠道，增加传播手段。计算机、手
机平台是相对便捷的传播工具，期刊借助有线和无线

网络平台将使新科技动态更快、更经济地送达农民手

中。这样，将会更加增强农业期刊的信息集散功能，成

为农村的一种内涵丰富的资源。

４　参考文献

［１］　李学勇．发挥科技进步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支撑作

用［Ｊ］．中国软科学，２００６（７）：１５

［２］　边全乐．我国农业期刊业的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一）

［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０２，１８（５）：９１９５

［３］　邵曰剑．科技期刊发行工作创新之我见［Ｊ］．科技情报开

发与经济，２００４，１４（１０）：２１３２１４

［４］　李立辉．提高科技期刊发行量的对策［Ｊ］．编辑学报，

２００５，１７（３）：２１２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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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２００６（１０）：４７４９

［６］　赵凌．学术期刊发展与需求关系分析［Ｊ］．武汉科技大学

学报，２００６，８（５）：３６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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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技术经济，２００６，２５（８）：１１２１１３

［８］　袁玉立．学术期刊的社会功能与发展方向［Ｊ］．云蒙学刊，

２００４（４）：２６２８

［９］　李鑫，陈冠华．科技学术期刊在信息社会中的作用［Ｊ］．编

辑学报，２００６，１８（４）：２４７２４８

［１０］胡炎福．农业科普期刊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Ｊ］．北京

农业，２００７（１４）：６９７１

［１１］刘万才，张丽，张凯，等．办好农业科技期刊的实践及体会

［Ｊ］．编辑学报，２００７，１９（１）：６５６７

［１２］刘蔚华．方法学原理［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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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１２）：１５６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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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工业，２００４（４）：３２３４

［１５］倪集裘．服务新农村 期刊怎么办［Ｊ］．中国出版，２００６

（１０）：３２３３

［１６］张丽琴．科技期刊的良性化运作：《长江蔬菜》办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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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供的有关文献信息资源。阅读型参考文献是著者

在撰写或编辑论著的过程中，曾经阅读过的文献信息

资源。推荐型参考文献通常是专家或教员为特定读者

的特定目的而提供的、可供读者阅读的文献信息资

源。”［７］３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对于引文参考文献，

无论是直接引语（如一段原文、数据、公式、图、表等）

还是间接引语（如著者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了引文的原

意），都是可以而且必须著录引文页码的；只有阅读型

文献和推荐型文献，因无法指明具体引用页码而可以

不著录引文页码。例如，作为阅读型文献，下面的著录

是正确的：

［４］　辛希孟．信息技术与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
论文集：Ａ集［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而发表在《编辑学报》上的一篇文章［８］中的下列

著录则是不正确的。该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科技

名词……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６］”；该文对文献［６］
是这样著录的：“［６］　 陈浩元．科技书刊标准化１８
讲［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一查文
献［６］才发现，那段文字明明引自［６］的第７１页，而文
献表中却没有著录引文页码。可以想象，读者如果要

查找这段引文得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

此类错误在文献著录中屡屡发生，应引起我们充

分注意：只要是引文参考文献，必须著录引文页码。

２　期刊中的析出文献的页码

　　《规则》４．４节规定，期刊中的析出文献的年卷期
标志与页码是必备的著录要素［１］４；８．６．２节进一步指
出：“凡是从期刊中析出的文献，应在刊名之后注明其

年份、卷、期、部分号、页码。”并给出了２个示例：
“示例１：２００１，１（１）：５６
　　　　年　卷　期　页码
示例２：２０００（１）：２３２６
　　　　年　期　页码”［１］９。
这里的“页码”，明显是指析出文献的起讫页，但

在《规则》中没有哪一个条文说明期刊中的析出文献

的页码要著录起讫页。事实上，期刊中析出文献的页

码可以包括起讫页、起始页和引文所在页３个。如果
析出文献属于阅读型文献，仅仅是为了让读者尽快地

查找到该文献全文，那么页码著录为起讫页和起始页

均可，但若属于引文文献，想让读者尽快地查找到引

文，则著录起讫页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了。

例如发表在《编辑学报》上的一篇文章［９］中有这

样一句话：“有人提出了联合办刊模式［３］”。而文献

［３］的著录为：“［３］　 陈玉堂，王士敏，张军，等．集约
经营 联合办刊 集中专业 分科出版：高校学报工作改

革的思考［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１９９７，８（１）：３３
３５”。在通常情况下，“联合办刊模式”这个观点应出
现在某一页码中，而“３３３５”的标注令人费解。实际
上，“３３３５”表示的是文献［３］的起讫页码，但如此标
注背离了著录参考文献引文页码的意义。如果析出文

献的篇幅较长，如共有１０页，而引文是一个数据，该数
据又在第７页上，则读者必须从头查阅到第７页才能
知道这该数据的真伪，岂不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尽管现行关于文后参考文献著录的国际标准和国

家标准对期刊中的析出文献的页码都在示例中倾向于

著录起讫页，为了节省文献表著录的篇幅，更为了方便

读者很快地查找到引文，我们建议：期刊中的析出文献

的页码最好著录引文所在的页码，只有当析出文献作

为阅读型文献引用时才著录起始页或起讫页。

３　期刊的刊名

　　《规则》４．４．２节有这样的示例：“［１］　 李晓东，
张庆红，叶谨琳．气候学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Ｊ］．北
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９９，３５（１）：１０１１０６．”［１］４

在此示例中，期刊的刊名为“北京大学学报”，而将标

志符号“：”后面的“自然科学版”作为“说明题名文

字”著录。而该刊经过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批准的

刊名为《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显然与文献著

录的形式不同。我们认为，这一著录方法值得商榷。

在我国，大多数高校所办的高校学报都有自然科

学版、社会科学版等不同的刊物，它们均已有各自的国

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和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刊号

的分配原则是一刊一号，期刊更改刊名必须重新申请

刊号［１０］。刊名和刊号是期刊的标志，具有唯一性和稳

定性，它一旦被确定并得到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

批准，在刊物的任何部位出现时，都应保持固定和统一

的称谓。注册后的刊名从称谓到表述形式都得到了法

律的保护。

例如《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的ＣＮ号是１１１９３２／Ｓ，
而《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 ＣＮ号是１１
４７４０／Ｃ。也就是说，即使《北京林业大学学报》和《北
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同属于北京林业大学

主办，但“社会科学版”已经成为题名的必要组成部

分，而不应作为说明题名文字标注，也不应随意改变其

表述形式。因此，我们建议：对《××大学学报（××
版）》等期刊的题名应继续沿用经由国家新闻出版管

理部门批准的名称，将“××版”置于“（　 ）”中，不著
录为“××大学学报：××版”。

４　欧美著者的姓

　　关于欧美著者的姓使用什么字母著录，《规则》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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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做出明确规定，但从它给出的示例来看，其参照 ＩＳＯ
６９０［１１］鼓励采用全大写字母的倾向性是清楚的。如：
８．１．１节的“示例 ４：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Ａ（原题：ＡｌｂｅｒｔＥｉｎ
ｓｔｅｉｎ）”；８．１．２节的“示例２：ＹＥＬＬＡＮＤＲＬ，ＪＯＮＥＳＳ
Ｃ，ＥＡＳＴＯＮＫＳ，ｅｔａｌ”［１］７。由此引申，中国著者的用
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姓也要用全大写，例如“原题：

Ｚ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ｍｅｉ著录为：ＺＨ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ｍｅｉ”［７］２２。
我们注意到，关于大写字母的使用，《规则》有明

确指示：“著录外文文献时，大写字母的使用要符合文

献本身文种的习惯。”从国内外参考文献的著录实践

来看，著者的姓既有采用全大写的形式，也有采用仅首

字母大写、其余字母小写的形式。例如在任胜利编著

的《英语科技论文撰写与投稿》一书中，就采用了后一

种形式［１２］。

有人说，姓采用全大写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正确区

分著者的姓和名。在文后参考文献中，怕读者分不清

著者的姓和名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 ＩＳＯ６９０和《规
则》都明确规定，文后参考文献表中“个人著者采用姓

在前名在后的著录形式”［１］７。

我们认为，仅首字母大写的姓的著录形式比全大

写形式更为优越：一是小写字母比大写字母节省版面；

二是人们的阅读习惯一般更容易认读小写字母。至于

汉语拼音的姓，有关国家标准［１３］或规范［１４］都已做出

了仅首字母大写的规定。

我们建议：在著录实践中应允许２种著录方式并
存，在未来修订《规则》时，宜选择鼓励采用仅首字母

大写的形式。当然，对一种出版物而言不能同时混用

２种著录方式。

５　欧美著者姓名中的“Ｊｒ”

　　在欧美人的姓名中，经常使用“Ｊｒ．”。“Ｊｒ．”是
“ｊｕｎｉｏｒ”的缩写，意为“较年小的”“较年幼的”。兄弟
二人同名时，将“Ｊｒ．”加在姓名之后指弟弟，或者在父
子同样称呼时，姓名后面加“ｊｕｎｉｏｒ”表示指儿子［１５］。

那么，在文后参考文献著录中怎样正确著录“Ｊｒ．”呢？
在《规则》中共有 ３处出现“Ｊｒ．”：１）“［１０］　

ＰＥＥＢＬＥＳＰＺ，Ｊｒ．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１］３；２）“…／／ＳＯＤＥ
ＭＡＮＷＡ，Ｊｒ．，ＳＯＤＥＭＡＮＷＡ．…”［１］４；３）“…ＮＯＲＤ
ＧＬ，Ｊｒ．，ＶＥＢＬＥＮＤＲ．…”［１］１３。我们认为，２）和３）
中的“Ｊｒ．”著录不正确，应为“Ｊｒ”。

《规则》规定：“欧美著者的名可以用缩写字母，缩

写名后省略缩写点。”［１］７在文后参考文献著录中，

“Ｊｒ．”是作为名的一部分著录的，自然应省略缩写点
“．”，只有在名保留缩写点的著录中，“Ｊｒ．”才需保留

“．”。令人欣喜的是《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指南》的附录
２在重排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时，已将 ２）和 ３）中的
“Ｊｒ．”都改成了“Ｊｒ”［７］１５８，１７５。由于该书的２位作者参
与了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的修订，该书又是中国标准出
版社出版的，所以可以认为这是对标准中疏漏的修正。

今后再遇此类著录，均应采用“Ｊ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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