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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rossRef数据库的参考文献
自动加工及XML标引方法

侯修洲　　黄延红
«中国科学»杂志社,１００７１７,北京

摘　要　为了提升参考文献的自动化加工水平和准确率,通过

编写VBA(VisualBasicforApplications)程序,利用 HTTPS协

议自动获取参考文献的 DOI信息,进一步利用获取的 DOI信

息从CrossRef、PubMed和 ADS数据库挖掘出文献的元数据信

息,并按照期刊的具体格式规范文后参考文献的加工和 XML
信息标引.经测试,运行 VBA程序后,每５０条参考文献只需５

min即可完成解析和文献加工,大大提升了编辑效率和准确

率.认为对参考文献的体例和各数据库的 API接口熟练掌握

和使用是程序运行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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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toimprovethe automationleveland

accuracyofreferencesprocessing,aseriesof VBA (Visual

BasicforApplications)programsarecompiled,whichcanuse

theHTTPSprotocoltoautomaticallyobtainreferencesDOI

information,andfurthermakeuseoftheacquiredDOItomine

themetadatainformationfrom CrossRef,PubMedand ADS

database．Thenwealsocompletethereferencesprocessingand

XMLmarkingwithagivenreferenceformatinjournalsbythe

acquired metadata information．Itis much effective that

copyeditingprocessof５０referencescanbecompletedwithin

fiveminutes．Theexperiencesinreferencesstyleanddatabase

APIinterfacearethekeyoftheprogram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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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论文中,参考文献是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具有索引作用,也方便读者进行二次文献扩展阅

读[１].为了规范参考文献著录体例格式,我国已于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公布了新的参考文献著录标准 GB/T
７７１４—２０１５«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２],如何

在稿件加工中严格执行新的国家标准,是一项非常复

杂而又烦琐的工作,比如引文作者的姓名、题名、刊名、
卷、期、页 码 等 信 息,纯 手 工 编 辑 校 对 出 错 率 相 当

高[３４].本文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快速、高效而又相对准

确的参考文献自动加工方法,该方法基于CrossRef数

据库的基础信息,按照期刊要求可以输出 TXT 文本

格式文献,也可以输出拆分完整的 XML标记型格式

文献.
曾经有人尝试利用 Google学术网站的引用工具

来快速加工文献,这种方法最大的弊端是需要逐条加

工,并且 Google学术搜索网站提供的查询并不是精确

查询,其查询数据也有很多缺项和错误[５].本文作者

在之前的一篇论文中介绍了利用 VBA(VisualBasic
forApplications)程序和 HTTPS协议获取参考文献

的DOI信息[６],那么是否可以利用已经解析出的 DOI
信息来对参考文献进行辅助加工和校对呢? 答案是肯

定的,并且所有的文献解析、数据挖掘以及后期的文献

自动加工和数据输出均由 VBA 程序完成.该方法的

优点是不需要文献的作者、题名的格式这些信息,只需

大致确定文献的刊名、年、卷、页码信息即可获取文献

的DOI信息,并利用获取的 DOI到 CrossRef数据库

进行数据挖掘,进而获取文献的全部元数据,对这些元

数据进行程序化自动校正和修改,即可完成该文献的

编辑加工.

１　方法

　　由于注册DOI信息的主要是期刊文献,CrossRef
网站并不提供基于 API接口的书籍、专利、学位论文、
会议文集等其他形式的文献查询;所以本文讨论的主

要是如何利用 VBA 程序获取期刊文献的 DOI信息,
以及由此DOI信息进一步挖掘 CrossRef的元数据信

息,然后利用这些元数据信息来对文献进行编辑加工.

１１　分析文献样式　按照文献[６]介绍的方法,如果

想提取出文献的 DOI,则必须知道文献的结构类型,
并解析出文献的刊名、年、卷、页码等元数据.对于作

者提交的各式各样的参考文献格式,我们需要预见一

些可能的格式,以便不论原始文献是什么结构类型,都
能准确解析元数据.参考文献样式一般分为顺序编码

制和著者 出版年制２大类,围绕这２大类会衍生出若

干分支类型,以下是本文总结划分的现行的基本类型.

１１１　顺序编码制　
１)GailitisA,LielausisO,DementevS,etal．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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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aflowinduced∗∗∗．PhysRevLett,２０００,８４:４３６５４３６８
２)Gailitis A,Lielausis O,DementevS,etal．

PhysRevLett,２０００,８４:４３６５４３６８
３)M．Aspelmeyer,T．J．Kippenberg,andF．MarＧ

quardt,Rev．Mod．Phys．８６,１３９１(２０１４)．
１１２　著者 出版年制　

１)Zhuang W,Feng M,DuY,２０１３．LowＧfrequenＧ
cy∗∗∗ ．JGeophysResＧOceans,１１８:１３０２１３１５

２)ZhuangW,FengM,DuY．２０１３．LowＧfrequenＧ
cy∗∗∗ ．JGeophysResＧOceans１１８,１３０２１３１５

３)Zhuang W,Feng M,Du Y．２０１３．JGeophys
ResＧOceans,１１８:１３０２１３１５
１１３　DOI识别方法　PaciI,JohnsonCJ,ChenX
D,etal．Singlet∗∗ ．JAmChemSoc,２００６,１２８:１６５４６
１６５５３,DOI:１０．１１０３/PhysRevB．９２．０４１１０４
１２　解析文献元数据　当我们按照１．１节总结的文

献类型识别出文献结构后,就可以对文献进行拆分,并

解析出元数据[６],为挖掘出DOI信息做数据准备.

１３　从CrossRef数据库挖掘DOI　通过 HTTPS协

议查询 DOI(http:∥help．crossref．org/using_http),
对于会员,其查询格式如下,其中刊名、卷、首页码、年
为解析的文献元数据:

https:∥DOI．crossref．org/servlet/query? usr＝
＜USERNAME＞&pwd＝＜PASSWORD＞&qdata
＝|刊名||卷||首页码|年|||
１４　利用DOI进行数据挖掘　当DOI信息成功获取

后,我们就可以利用 DOI到CrossRef数据库挖掘出标

准的元数据信息,以及进一步挖掘出Pubmed、ADS和

arXiv等编码信息.从CrossRef数据库挖掘出 XML元

数据的http接口协议如下,可以看到,只要提供用户名、
密码 和 DOI信 息 就 可 以 获 取 该 文 献 的 完 整 信 息:

https:∥doi．crossref．org/search/doi? pid＝ ＜ USERＧ
NAME:PASSWORD＞&format＝unixsd&doi＝＜DOI
＞.图１是API接口返回的参考文献的XML信息.

图１　CrossRef数据挖掘XML页面

　　同理,我们也发现了Pubmed、ADS和arXiv的http
协议,其中Pubmed文摘数据库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主办的网站,用户可以免费获取每篇文章的XML信息,

并且只需要DOI信息即可,其XML信息的API接口为: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term＝
＜DOI＞&report＝xml&format＝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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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数据库是哈佛大学主办的数学物理力学天文

材料类数据库网站,并且也记录文章的arXiv号,信息权

威,更新快,深受专业人士喜爱.ADS开放的是bibtex
文本接口,也是只需要DOI信息即可,其文本的 API接

口为:http:∥adsabs．harvard．edu/cgi－bin/nph－bib_

query? bibcode＝＜DOI＞&data_type＝BIBTEX
１５　利用挖掘出的元数据进行文献再加工　当我们

最终获取到文献的元数据后,就可以用这些信息按照

事先设定的格式对文献进行加工.比如作者的姓和名

的顺序,是否有缩写点,名字中间是否有空格,是否需

要题名,刊名是否需要缩写,年卷期页码的位置等等.
按照刊物生产的要求,可以输出文本格式的文献,也可

以输出拆分好的便于 XML生产的标记性文献.图２
是XML标记型文献输出样例,其中\author{}代表作

者信息,里面每一组＜a＞＜/a＞代表一个作者信息,

＜g＞代表作者名,＜s＞代表作者姓.此外,\title{}、

\journal{}、\year{}、\vol{}、\fpage{}、\lpage{},
分别为题名、刊名、年、卷、首页、尾页信息,\doi{}、

\pubmed{}、\ads{}、\arxiv{}分别 为 CrossRef、

Pubmed、ADS和arXiv数据库的文章id信息.

图２　XML标记型参考文献输出样例

因为解析后的文献数据是完全拆分好的,程序能

够输出为XML标记型格式;当然,也可以按照给定的

刊物文献体例进行任意组合输出.比如作者姓和名的

先后顺序,名是否为缩写、是否含缩写点、是否含空格,
是否需要输出题名,以及刊名、年、卷、期、页码的先后

顺序和具体展现格式,并且程序还为刊名字段专门建

立了ISO 缩写单词词库,可以保证输出的刊名符合

ISO缩写标准格式.
图３是原始文献从分析、解析、信息挖掘、信息加工

及信息输出的全流程VBA程序设计示意图.当解析出

DOI并成功挖掘出元数据后,还需要与 Pubmed元数

据、ADS元数据以及原文献的题名、刊名、年、卷、页码等

信息进行交叉校对,以验证信息的正误或者缺失.需要

说明的是,如果没有解析出DOI信息,或者解析出的文

献第一作者不在原文中,则该条文献保持原样不变,这
时需要编辑进一步核对文献格式或进行手动加工.

图３　参考文献自动加工及XML标引流程示意图

２　结论

　　本文结果适应参考文献自动加工的需求,并且能满足

XML生产转换的需求,VBA程序安装简单[７],操作易于上

手,有利于程序的推广和使用.经测试,运行 VBA程序

后,每５０条参考文献只需５min即可完成解析和文献加

工,大大提升编辑效率.对参考文献的体例结构进行精

准分析和拆分是VBA程序运行成功的基础,同时对各数

据库的API接口熟练掌握和使用是程序成功的关键.
本软件可以与 Word软件紧密结合,只需一键即

可完成文献加工,不需要到外部网页或软件中进行信

息校对或采集,自动化程度高,并且可以将参考文献解

析为 XML标记性语言输出,适合各种刊物文献格式

的编辑加工和XML排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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