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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网络环境下科技期刊中文参考文献的双语化

孙　岩　贾泽军　邓晓群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编辑部，２００４３３，上海

摘　要　通过对网络环境下参考文献链接技术的分析及 ＳＣＩ
收录的中文期刊参考文献双语化程度调查，并列举相关实例，

提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能够实现中西文文献的有

效链接，参考文献双语化有了更大的优势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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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是对他人前期成果进行分析、借鉴的外

化形式，是对他人思想、观点、理论的传承和创新的表

征。对于中文期刊来说，增加英文信息量是在国际上

展示自己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早在２０世纪末，我国
一些中文期刊就开始了参考文献双语化的探索与实

践［１２］。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是我国科技学术期刊参考文献
实行双语化的高峰时期，此后因为种种原因不少期刊

又取消了双语化著录。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参考文

献作为文献资源的重要部分借助于现代技术的应用得

到了重视和发展，尤其是参考文献与全文的链接已成

为当前开发全文电子资源，加强网上虚拟馆藏体系建

设，提高文献保障能力的重要部分。基于数字对象唯

一标志符（ＤＯＩ）的ＣｒｏｓｓＲｅｆ便是提供参考文献链接服
务的主流动态链接系统。我国不少期刊已经注册了

ＤＯＩ，并且提供全文上网的服务，这为加快我国科技期
刊的国际化进程、促进我国参与世界科学技术信息交

流提供了新的契机。在 ＤＯＩ技术面前，参考文献双语
化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体现，它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语

言障碍，增加了中文文献在英文数据库中的显示机会

和展示程度，为加快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进程另辟

蹊径。

１　语言障碍阻碍了中文期刊的国际交流

　　我国出版的科技期刊，大部分为中文期刊。虽然
近年来外文期刊有增加的趋势，但外文期刊不可能成

为我国期刊的主流。如果存在语言障碍，即使是一篇

有价值的文章，读者也没有兴趣或没有能力去看。尽

可能多地提供英文信息是解决语言障碍的迫切要求。

同时，在中文数字资源网络化的建设中，中文与外文资

源在互链共享过程中也一直存在一些鸿沟，这些鸿沟

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中外文资源文字表述方
式上的差异；２）中文资源编码标准的多样化，没有一
个统一的编码规则；３）资源链接中的知识产权和网络
传播权保护的法律、法规缺乏；４）资源建设中信息孤
岛的存在。这些鸿沟的存在降低了中文资源在国际上

的影响度和揭示度，成为阻碍我们科技发展一个不可

忽视的因素［３］。而在日本，由于其科技期刊的读者群

体少，该状况尤为突出，因此，近年来日本各学科的日

文与西文混合期刊的数量有增加的趋势，发展这类期

刊成为其提高科技期刊国际性的一条有效途径［４］。

这为我国中文科技期刊的国际化进程提供了参考。我

国一部分具有一定知名度、已被国际重要检索系统收

录［５］或采用 ＯＡ出版的高水平期刊应增加英文信息
量，将文后参考文献进行双语著录，以增加中文文献被

检中的概率，扩大中文期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２　ＤＯＩ是搭建中文与外文资源的桥梁

　　为更好地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很多中文科技期刊都
提供英文摘要。但这并不等于读者国际化，关键是如何

让人检索到且能方便获得，并有兴趣去阅读。ＤＯＩ技术
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ＤＯＩ的引入，一方面
可以解决诸如中外文文字描述方式的差异、资源链接中

信息的版权保护、中外文资源编码的多样化等问题，逐

步实现中、外文资源的相互链接；另一方面为建立统一

的中、外文知识链接系统提供技术标准和平台［３］。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提供的引文到全文的链接功能使得读者
只要通过一两个选项的点击就能完成逻辑上相关文献

之间的链接、存取。通过其检索文献的途径更简单、更

直接、更省时；文献浏览的效率更高，能检索到的学术

性强的原始文献更多，便于科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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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使用。但ＣｒｏｓｓＲｅｆ本身也存在着语言障碍的问
题。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在进行引文链接的过程中，首先要进行
引文切分，生成符合其规定的 ＸＭＬ格式的数据，通过
其提供的ＤＯＩ匹配接口匹配相关信息，获取相应文献
的ＤＯＩ号，通过ＤＯＩ解析机制实现数字资源的链接服
务，而目前它仅能对英文文献进行引文切分，这就要求

中文期刊在著录中文参考文献时提供相应的英文信

息，如作者姓名、文献标题以及期刊刊名等。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只要有了 ＤＯＩ就可以
获得文献，那是不是说只要著录 ＤＯＩ号就可以了呢？
我们认为这是不行的：１）用户在阅读一篇文献时，不
可能对每条参考文献都获取来阅读，仅对感兴趣者才

可能需要获取原文，这就需要提供相应的英文信息来

吸引用户的兴趣；２）并不是所有的期刊都注册了ＤＯＩ；
３）ＤＯＩ并不储存全文，仅是一个链接，本身也不是特别
完备，有时候通过 ＤＯＩ并不能获得全文，还有很多限
制，如出版商设定的权限等；４）如果仅著录 ＤＯＩ，万一
作者或编辑部在著录文献的 ＤＯＩ号时出了差错，便将
导致无法查阅到相关文献。因此，在著录参考文献时，

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均应著录完整的文献信息。

３　参考文献双语化现状调查

　　沈阳大学图书馆何荣利［２］对２００６年出版的１００
种科技学术期刊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发现实行参考文

献双语化著录的有５９种，它们均由国家科研机构、国
家学术团体或高校主办，其中基础科学（Ｎ、Ｐ）类 １１
种、生物科学（Ｑ）类２２种、医药卫生（Ｒ）类３种、农业
科学（Ｓ）类１２种、工业技术（Ｔ．Ｘ）类１１种。但该调查
没有说明所调查的１００种期刊的选刊原则。鉴于此，
我们参照朱诚教授翻译整理的ＳＣＩ和ＳＣＩＥ收录的中
国期刊名单［６］，对大陆出版的中文期刊进行了分析。

我们调查了２００９年被 ＳＣＩ收录的中国大陆的中
文期刊的参考文献著录情况。在被调查的《催化学

报》《地球物理学报》《分析化学》《高等学校化学学

报》《高分子学报》《光谱学与光谱分析》《红外与毫米

波学报》《化学进展》《化学学报》《金属学报》《生物化

学与生物物理进展》《无机材料学报》《无机化学学报》

《物理化学学报》《物理学报》《稀有金属材料与工程》

《新型炭材料》《岩石学报》《有机化学》《植物分类学

报》等２０种期刊中，有１９种所引用的中文文献均采用
中、英文双语著录，仅《无机材料学报》除了在自引时

采用双语著录外，其余中文文献都采用中文著录。虽

然ＳＣＩ收录的中文期刊数量不多，但其中文参考文献
双语著录的程度之高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ＳＣＩ并没
有明确规定参考文献需要双语化，但要求尽可能多地

提供英文信息。语种问题是中国科技期刊进入国际权

威检索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参考文献双语化著

录是我国期刊为了适应国际化的需要，使期刊能够尽

快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收录所采取的一项有效措施。

４　参考文献双语化的优越性

　　面对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面对信息传递方式和
范围的转变，面对 ＯＡ出版模式和 ＤＯＩ给出版行业带
来的新的契机，中文科技期刊的大门正在向全世界打

开。参考文献双语化是中文期刊国际化过程的产物，

具有如下优越性：１）保留了中文，方便本国读者阅读，
并方便中文检索系统进行引文分析；２）增加了英文，
方便非中文母语的用户检索和阅读，方便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检
索和链接，增加了中文文献在英文数据库中的显示机

会和展示程度；３）提升中文期刊的被检索和被引用次
数，有助于中文期刊的国际交流。例如：《中国循证医

学杂志》采用中英文双语著录参考文献，该刊２００７年
第３期刊出的一篇中文文章引用了《第二军医大学学
报》２００６年第７期刊出的一篇论文，被引论文在 ＣＮＫＩ
中文全文数据库及英文的 Ｓｃｏｐｕｓ（文摘型）数据库中
均能得到显示，且被引用情况均得到统计。对于被外

文数据库收录的中文文献而言，参考文献有英文著录

信息者，可以无障碍地建立起文献间的链接关系。如

果缺少英文著录信息，则论文学术相关的内容显示有

限，显示度可能降低。如《第二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８年
第６期抗震救灾专题报道中的１篇关于灾后心理干预
问题的论文，ＣＮＫＩ中下载频次较高，受到不少关注，尤
其该文复习了国内创伤后心理障碍发生及干预的研究

成果，多数是中文文献，不少是国内唐山大地震后多年

来随访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可惜在

Ｓｃｏｐｕｓ参考文献列表中仅有序号和“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ｕｒｃｅ”
的标注，却无法显示具体文献信息。

另一方面，ＣＮＫＩ中论文的参考文献信息也不完
整，仅列出了外文题录数据库中的外文文献，未列出论

文的全部文献，不便于读者调阅。以《第二军医大学

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和蕾的论文《芫花条中抗炎活性
成分》为例，该文共有２０条文献，ＣＮＫＩ中仅列出了５
条外文文献，而Ｓｃｏｐｕｓ中也只有这５条外文文献的信
息。如此，无论中文还是外文数据库，中文文献信息在

建立文献间的链接时都存在障碍。而将中文文献进行

双语化著录后，便能很好地克服这一障碍。

５　结束语

　　目前我国信息服务机构仍在积极探索通过 ＤＯＩ
实现中文与英文文献资源的链接，旨在建设一个ＤＯ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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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让沟通架起心灵的桥梁

付　佑　梅
《中华烧伤杂志》编辑部，４０００３８，重庆

　　我是《中华烧伤杂志》编辑部的付佑梅，编辑干
事。提起这个工作，可以说它毫不起眼，整天就是收收

发发，也可以说它非常重要，至少在我的眼里是这样。

我是编辑部的窗口，待人接物礼在先，读者作者记

心间；我是编辑部的联络官，若是不注意自己的言谈举

止，不掌握好一定的沟通技巧，那影响可太大了，直接

关系到编辑部的形象。说到“沟通”，辞海中的定义是

指开沟使两水相通，后泛指使彼此相通，使信息得到交

流互换。沟通，需要责任感，需要技巧，更需要真诚。

记得刚到编辑部时，用电子函件的方式投稿还未

普及，我也正在学习当中。有次收到一篇来稿，没有题

名、没有作者单位、没有作者署名，正为其他事情烦心

的我，面对这“三无”稿件顿时火冒三丈：什么医生这

么差劲，稿件都不会写还敢投稿？心里想着便立即敲

击键盘回复：“所投稿件无题名、无姓名、无作者单位，

补充后重新发来。”官样口气让我的函件也成了硬邦

邦的“三无”：无称呼，无问候，无落款。发送后心里多

少还带着点居高临下的“舒畅”，感觉好极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在逐渐成长，逐渐发觉自己

对这件事情处理是那么欠妥。日复一日的沟通，让我

和许多作者、读者成为了朋友，更重要的是让我明白了

要别人尊重自己，首先要学会尊重他人。

现在面对初次投稿的作者，我早已学会“善待”。

我会根据作者的不同情况及时送上稿约，在回函中制

作缺项提示，注明需要补充的种种资料，甚至告知本刊

编辑部的审稿流程，让作者心中有数，并提醒他们及时

关注审稿动态。这样的沟通方式常常让作者在感动中

享受体贴，在感动中萌生信任，最终在感动中增加了对

我们的喜爱和支持，我也在其中深深感悟到，善待他人

就是善待自己。

记得一个下午，桌上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一个急

切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老师你好，因为报奖需要，

我急需中华烧伤杂志２００２年第１期，还有吗？”“真不
凑巧，那期杂志好像没有库存了”。听见我的声音有

些犹豫，对方着急起来：“您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奖对

我很重要。”我一边答应他尽量想办法，一边记录着他

的邮寄地址；然而那期杂志真的没有了，但在全军烧伤

研究所这个大环境中让我深知获奖的不易，为了这份

几乎不可能兑现的承诺我想尽办法，终于满足了他的

要求。这位作者非常感动，事后专门为编辑部寄来当

地的土特产，并陆续将准备投送其他杂志的稿件全部

投向《中华烧伤杂志》。看来沟通不仅需要语言，更需

要有效的行动加以补充和说明。

在这１０年里，与作者、读者沟通的小故事还很多。
良好的沟通，打破了初有的生疏，消除了相互的隔阂，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难能可贵的信任，已逐步超越了单

纯的读作编关系，在我们之间弥散，凝聚。良好的沟

通，让我更加成熟，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让我在给予

的同时感受到无比的快乐。就像春天播下沟通的种

子，秋天就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硕果。

让沟通架起我们的心灵之桥！

（２０１００８１６收稿；２０１００９１０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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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应用平台与门户网站，提供基于 ＤＯＩ命名及应用
相关的增值服务。相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不久

的将来，中西文文献的链接将更加方便，而中文文献的

双语化著录也必将有更大的优势和发展空间。

《中国科学》杂志社副总编任胜利博士在本文撰

写过程中给予了指导和帮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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