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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医学高校学报英文参考文献的比较与分析

陈　瑞　芳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编辑部，１０００６９，北京）

摘　要　选择３组每组６种医学高校学报：ＭＥＤＬＩＮＥ收录的医
科大学学报，医科大学学报和地方医学院学报，每种选２００８年
任一期中的１０条英文参考文献进行核查。结果发现：共有６７
条文献存在差错，３组学报的差错分别为１７、１９和３１条。差错
构成的前 ３位为作者姓名 ２８处（２９％），文章题名 ２７处
（２８％），期刊名称１８处（１９％）。建议：１）在编辑环节到数据
库对每条文献进行检索核对；２）在初审环节抽查参考文献是否
存在差错，若有差错，返回作者对每条文献进行核查；３）在作者
投递稿件时让作者提供检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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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１］。科技期刊的学术质

量、科学价值和影响力与参考文献的正确与否密切相

关。科技期刊中参考文献的著录错误已经引起国内期

刊同行的关注［２４］。随着科学技术和网络的发展，世

界重要数据库的互相沟通，使得跨库检索成为可能，错

误著录的参考文献会导致跨库检索不可能进行，或对

跨库检索造成困难。参考文献的正确标注，不仅有利

于科学工作者的资料检索，对数据库工作人员的工作

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学术期刊能否被

国际重要数据库收录的标准之一是参考文献标注是否

正确。本文对医学高校学报著录的参考文献进行分类

比较，希望找到在学校整体科研能力以外的可以改进

期刊质量的影响因素，给高校学报的编辑同行提供

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分组　选择１８种医学高校学报，分为 ＭＥＤＬＩＮＥ
收录的医科大学学报、医科大学学报和地方医学院学

报３组，每组选择６种，每种均选择２００８年任意一期
刊物，从中抽取５篇文章，每篇抽取２条英文参考文
献。对所选取１８０条英文文献在互联网上以美国国家
医学图书馆（ＭＥＤＬＩＮＥ／ＰｕｂＭｅｄ）和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为标
准进行核对，并对各组间的差错率进行比较。

１２　方法　按照参考文献的下列８个著录项目进行
评价：１）作者姓名，包括拼写及姓前名后的次序、作者
数目等；２）文章题名，包括单词拼写、漏词等；３）刊名，
包括是否缩写、刊名是否准确等；４）文献标志符，包括
是否准确标注文献类型；５）出版年；６）卷号；７）期次；
８）页码。

统计文献的差错类型及数量。计算有差错的文献

条目占核查文献条目的比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３组
的差错率以χ２检验进行比较。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３组差错情况　在核查的１８０条文献中共有６７
条文献存在差错。每组６０条核查文献中存在差错数
为ＭＥＤＬＩＮＥ收录的医科大学学报，１７条，医科大学学
报，１９条，地方医学院学报，３１条。

差错的构成等见表１。
２２　３组差错率及差错处数比较　对３组学报的差
错率进行比较，ＭＥＤＬＩＮＥ收录的医科大学学报与医科
大学学报的差错率及差错处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ＭＥＤＬＩＮＥ收录的医科大学学报和医科大学学报与地
方医学院学报的差错率及差错处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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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组差错一般情况

分　组 差错条数 差错处数
差错类型

作者姓名 文章题目 期刊名称 卷号 期次 页码
条差错率 条均差错数

ＭＥＤＬＩＮＥ收录医大学报 １７ ２０ ７／０．３５ ６／０．３０ ３／０．１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０．２８ １．１８
医大学报 １９ ２６ ７／０．２７ ７／０．２７ ８／０．３１ １／０．０４ ３／０．１１ ０．３２ １．３７
地方医学院学报 ３１ ５０ １４／０．２８ １４／０．２８ ７／０．１４ ７／０．１４ ４／０．０８ ４／０．０８ ０．５２ １．６１
　　　　合　计 ６７ ９６ ２８／０．２９ ２７／０．２８ １８／０．１９ ８／０．０８ ６／０．０６ ９／０．０９ ０．３７ １．４３

　　注：“差错类型”中文献类型和出版年２项未发现错误。

表２　不同高校医学学报英文文献差错率比较

分　组 差错条数　 差错处数　

ＭＥＤＬＩＮＥ收录的医大学报 １７／２８．３ ２０／４．１７

医大学报 １９／３１．７ ２６／５．４２

地方医学院学报 ３１／５２．２ ５０／１０．４２

　　注：每组核查条数６０，每组核查处数４８０； Ｐ＜０．０５相对于地方

医学院学报。

３　讨论

３１　差错类型　在差错类型中，本研究发现作者姓名
出现的问题最多，占总差错处数的２９％。一是姓和名
的次序及缩写问题。由于外国人名的姓与名的前后顺

序与中国人不同，作者和编辑缺乏对外国人姓的感性

认识，导致编辑在按照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５］对作者名
进行缩写时，名和姓颠倒，该缩写名的地方缩写了姓。

二是关于多位作者的排序，有的文献把作者的顺序颠

倒。三是作者的人数。一般文献不超过３位时作者全
部列出，超过３位则保留前３位，其余以“ｅｔａｌ”替代，
但有的文献出现只有 １或 ２位作者就加“，ｅｔａｌ”的
现象。

其次是文章题名的错误，占总差错处数的２８％。
一般都是单词的拼写错误或者漏词，是由于作者或者

编辑对英文单词不熟悉或不认真造成的。一般单词的

拼写是有一定的规则的，根据语感或者拼写规则或者

借助于词典及校对软件都可以发现这些错误。

第三是刊名的错误，占总差错处数的１９％。关于
西文刊名可参照ＩＳＯ４：１９８４［６］《文献工作———期刊刊
名缩写的国际规则》缩写，缩写点可省略。刊名的错

误主要是缩写不正确或不完整，主要是没有掌握缩写

规则，或者没有核对。

３２　差错率比较　３组学报差错率的比较如下：在
ＭＥＤＬＩＮＥ收录的医科大学学报与医科大学学报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而这２组同地方医学院学报之间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３组学报中，以ＭＥＤＬＩＮＥ
收录的医科大学学报出错最少，有一本学报只出现１
处单词的拼写错误，准确率和规范化程度非常好。也

有的学报所在高校的科研水平较高，但文献差错较多，

这可能是编辑工作较粗或对规则掌握得不够扎实所

致。地方医学院学报的差错最多，有一本学报在核查

的１０条参考文献中每条都存在差错，条均差错处达到
２处，有一条文献竟然在核查的８处中存在５处错误。

４　建议

　　各医学高校学报应加强对参考文献重要性的认
识，加强有关文献检索知识的普及，使作者和编辑全面

掌握文献检索技能。美国 《眼科学杂志》主编

Ｌｉｃｈｔｅｒ［７］的调查表明，美国部分医学期刊编辑部对待
参考文献的态度基本上分为３类：１）完全信任作者提
供参考文献的准确性，此时出错率较高；２）对每一条
文献进行核查，此举可避免参考文献差错；３）由编辑
部或兼职人员抽样核查，发现问题后返回作者核对，此

举可部分减少差错。

笔者建议：１）在编辑环节到网络数据库对每条文
献进行检索核对；２）在稿件初审环节抽查参考文献是
否存在差错，若有差错，返回作者对每条文献进行核

查；３）在作者投递稿件时让作者提供检索记录。若如
此，则有望提高参考文献著录的质量，最大限度地减少

差错。

５　参考文献

［１］　陈浩元．著录文后参考文献的规则及注意事项［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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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Ｓ］．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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