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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投稿时参考文献应插入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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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参考文献超链接使得文献查阅十分便捷。网络环境
下投稿时参考文献应插入超链接，以方便审编环节的查阅，缩

短审稿周期。要精挑细选那些全文易得而又稳定可靠的 ＵＲＬ
地址作为超链接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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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文本链接功能使得网络信息进一步海量化和易

得化［１］，特别是学术论文多对多参考文献交叉引用的

超链接使知识高度系统化、全面化、深刻化及网络化，

极度地加速加深了科技信息的传播。国际一流大型科

技网络数据库在ｐｄｆ格式全文以外纷纷推出ｈｔｍｌ格式
电子版全文，其中绝大多数参考文献均插入了超链接，

十分方便用户深入阅读［２４］。笔者认为，这些参考文

献的超链接在投稿时就应由作者插入，这样比较妥当。

１　投稿时参考文献应插入超链接的理由

　　首先，出版周期是编者、出版者、读者，特别是作者
最关心的出版指标。每位作者都希望自己的投稿尽快

通过评审刊出。随着计算机网络采编系统、激光照排

印刷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出版周期中的审稿、编排及

印刷发行等各个环节与传统纸媒及热印刷时代相比均

得到了大幅度革命性的改善；但是，即便是电子版审

稿，如果参考文献没有插入超链接，审者仍需另外进行

网络搜索，甚至仍然要到传统图书馆查找纸版，才能

进一步查阅这些参考文献，既费时又不便。如果这些

电子投稿的静态参考文献已由作者插入了超链接，审

者则只需轻轻点击这些超链接便可打开原文全文或通

达全文入口（对于需要权限的网络资源而言），其方便

快捷可想而知。这样，便可大大缩短审稿环节的时间，

从而缩短整个出版周期。其次，初稿已由作者插入超

链接后，编辑出版环节在推出ｈｔｍｌ格式电子版全文时
便可节省此项劳动，从而也有益于缩短整个出版周期。

最后，鉴于国内目前绝大多数科技网络数据库及期刊

自办网站只提供无链接静态参考文献的全文电子版，

作者则可以将已由自己插入并保留了超链接的电子抽

印本［５］或定稿电子版挂到或粘贴于网络论坛［６］、个人

博客［７］上，以供读者便捷地深度阅读。

２　投稿时参考文献插入超链接的方法

　　国内外学术期刊一般接受 ｄｏｃ或 ｐｄｆ格式电子版
网络投稿。ＭＳＷｏｒｄ及ＡｄｏｂｅＡｃｒｏｂａｔＰｒｏ均提供强大
便捷的超文本链接功能。前者推荐的操作步骤如下：

选中并复制参考文献原文 ＵＲＬ地址→选中被超链接
参考文献全条（比如本文末参考文献［１，５７］的超链
接）或部分要素（比如作者 题名组合或文献名 年卷

页组合等）→右键选超链接→对话框内 Ｃｔｒｌ＋Ｖ贴入
剪贴板地址。后者推荐的操作步骤类似地为：选中并

复制参考文献原文 ＵＲＬ地址→选中被超链接参考文
献全条或部分要素→右键选创建链接→对话框内链接
类型选可见矩形 线条样式选下画线 链接动作选打开

网页 确定→对话框内贴入剪贴板地址。需要注意的
是被插入的目标 ＵＲＬ地址必须为以“ｈｔｔｐ：∥”开头的
ｈｔｔｐ协议，否则目标网页很可能难以打开。

网络资源是海量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因此，编辑部很有必要提醒投稿者精选那些稳定可靠

而又全文易得的优质资源。应从ＯＡ期刊入手［８］。如

无所获，则通过 Ｇｏｏｇｌｅ学术、百度等超级搜索引擎到
万维网上通过题名或（和）作者姓名检索获取。如仍

无所获，再到国内外大型通用或专业出版平台或数据

库里以题名或（和）作者姓名或（和）文献名为检索字

段挖掘。比如，美国的 ＩＳＩＷｏＫ［９］、ＷｏＳ、ＷｏＳＳ、Ｓｃｉ
Ｆｉｎｄｅｒ２００７［１０］、美国化学会出版网 ＡＣＳ［２］，英国的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１１］、英国皇家化学会在线 ＲＳＣ
Ｏｎｌｉｎｅ［３］，荷兰的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４］、Ｗｉｌｅｙ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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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内３大数据库清华同方、北京万方和重庆维普。
还可造访期刊的自办网站，比如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

化学研究所联合编辑室“三刊网站”［１３］及中国科学杂

志社网站［１４］。

通过以上手段可获取的目标 ＵＲＬ地址大多属于
学术期刊全文参考文献类型，而书籍类参考文献的目

标ＵＲＬ地址目前还不易到手。科技论文的参考文献
主要为期刊论文，少量没有插入超链接的书籍类参考

文献对整篇投稿包括参考文献核查在内的深度审阅不

会产生太大影响。如果参考文献本身即为网络资源

（如本文的文献［２４，８１４］），则超链接的插入最为简
单，简单到ｄｏｃ文档下复制粘贴该 ＵＲＬ地址后敲一空
格或回车键即可自动完成超链接。

一般地，１条参考文献插入１条全文易得且可靠
的超链接ＵＲＬ地址即可。例如，本文参考文献［６］插
入的１条全文超链接地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
ｃｎ／ｂｌｏｇ／ｕｓ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ｓｐｘ？ｉｄ＝３６４６７。为了保险起
见，也可以像一些国际先进期刊数据库那样按如下格

式分别插入多条全文超链接地址：

［１］蒋晓晖．从元素分析造假漏洞入手严把国外来稿学术质
量关．编辑学报，２００８，２０（２）：１０９１１１［科学网博客］［科学网
论坛］［中国知网］［万方］［维普］

即在上例中依次分别插入了下列５条超链接，其
中后３条只通达全文入口：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ｃｎ／ｂｌｏｇ／ｕｓ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ｓｐｘ？ｉｄ＝２９１４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ｃｎ／ｂｂｓ／ｓｈｏｗｐｏｓｔ．ａｓｐｘ？ｉｄ＝２４６９３，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ｋｉ．ｃｏｍ．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ＪＦＤＴｏｔａｌＢＪＸＢ２００８０２００８．ｈｔｍ，
ｈｔｔｐ：∥ｄ．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ｃｏｍ．ｃ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ｂｊｘｂ２００８０２００６．ａｓｐ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ｖｉｐ．ｃｏｍ／ＱＫ／９６９０８Ｘ／２００８０２／２７０１９９６４．ｈｔｍｌ？ＳＵＩＤ

如果单位数字图书馆订购了后３种由 ＩＰ地址控
制的网络资源，则审稿者可在园区内任何一台联网计

算机上一路点击直取参考文献电子版全文。中国科学

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为了确保对科研一线最先进的

情报支持，花巨资订购了中外非常齐全的网络资源，置

身所内阅读超链接电子版文献碰到参考文献特别是期

刊类参考文献时，只要一路点击便可打开全文。

对于参考文献超链接提供的这种极端便捷性，作

为审编者及作者的本人深有体会：怎一个“爽”字了

得！因此，笔者在此强烈建议网络环境下编辑部应要

求作者投稿时参考文献必须插入超链接，以便网络审

稿时进一步缩短时间、节省精力。笔者已开始在自己

的网络投稿里尽可能为每条参考文献均插入至少１条
超链接，并在投稿信（ｃｏｖｅｒｌｅｔｔｅｒ）里明确要求编辑部
务必网上送审笔者的这种电子版投稿（例如本文投稿

时的参考文献绝大多数就已插入了超链接），以期方

便审编环节缩短审稿周期。

国内网络投稿几乎均要求ｄｏｃ格式，而实际上ｐｄｆ
格式似乎更应提倡。美国化学会出版网 ＡＣＳ就要求
ｐｄｆ而非ｄｏｃ格式投稿［１５］。ｐｄｆ稿件除了更清晰、体积
更小外，超链接打开也像网页上单击一样更直接、更简

单，而ｄｏｃ稿件的超链接打开则需组合 Ｃｔｒｌ＋单击或
右键选打开超链接；因此，编辑部应鼓励作者以插入了

超链接的ｐｄｆ格式投稿。
最后，为了确保所插超链接的有效性，编辑部应要

求作者正式投稿前全部点击验证一遍，确认每条超链

接都能通畅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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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德国Ｗｉｌｅｙ出版公司科学在线数据库［ＥＢ／ＯＬ］．［２００８１２
２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ｉｌｅｙ．ｃｏｍ／

［１３］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三刊在线［ＥＢ／ＯＬ］．［２００８
１２２６］．ｈｔｔｐ：∥ｓｉｏ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１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杂志社网站［ＥＢ／ＯＬ］．［２００８１２
２６］．ｈｔｔｐ：∥ｚｈ．ｓ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１５］美国化学会出版网 ＡＣＳ投稿指南［ＥＢ／ＯＬ］．［２００８１２
２６］．ｈｔｔｐ：∥ｐｕｂｓ．ａｃｓ．ｏｒｇ／ｐａｇｅ／４ａｕｔｈｏｒｓ／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ｉｌｅ＿
ｕｐｌｏａｄ．ｈｔｍｌ

（２００８１２２６收稿；２００９０１１５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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