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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视文后参考文献中“题名”的著录

徐　书　荣
（岩矿测试编辑部，１０００３７，北京）

摘　要　阐述科技期刊学术论文文后参考文献中“题名”这一
关键信息要素的判定、引导和检索的功能，强调应当重视文后

参考文献“题名”的著录。认为国内知名期刊须更加注重文献

题名的规范标注，充分发挥在同行期刊中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不应单纯以符合“国际惯例”为由而采取省略题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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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论文文后参考文献著录的意义和核心作

用在于体现科学的继承性，有利于论文审阅者、编者和

读者客观评价论文的价值和水平［１２］。我国部分学术

期刊出于压缩版面、节省篇幅的考虑，著录文后参考文

献时将论文题名省略，这显然不能充分发挥题名信息

的判定、引导和检索的功能。本文阐述著录题名在提

高论文质量和发挥科技期刊导向作用等方面的功能，

科技期刊应该完整、有效、规范地著录参考文献中的题

名；认为国内知名期刊须更加注重题名的规范著录，以

充分发挥在同行期刊中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不应以符

合所谓的“国际惯例”为由而采取省略题名的做法。

１　参考文献题名的著录

１１　文献题名的客观判定功能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要求论文列出所有引文文

献的题名。具备完整题名的参考文献，编者（包括审

者）才能对文献进行相关的分析与核查，客观地辨别

引用文献的优劣、真伪，及时发现引而不著、过度他引、

不正当自引、模糊著引等这类不良行为，同时有助于警

觉一些自我吹嘘、抄袭剽窃、伪造引文等带欺骗性的引

用手段［３７］。

论文引言中参考文献的引用数量在全文参考文献

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８］。作者应该提供真实的、

信息有效的文献，借助这个信息平台，编辑通过引文题

名透露的信息，利用自身的审稿能力，引导作者正确地

标引文献，才能真正凸显编辑的把关作用［９１１］。

例如，审查时通过引文的题名，经常发现作者论文

的题名与引文的题名如出一辙，甚至一字不差。对于

这种情况，既然作者在引言中强调有所创新，编辑就有

责任在题名审查方面下工夫。这就要求编辑认真查阅

所引用的这篇文献，把握关键的技术路线，进而建议作

者修改论文题名，准确揭示文献主题。

１２　文献题名的学术态度引导功能　编辑通过审查
引文的题名，初步可以判定有的作者的确比较全面地

引用了文献，但只要深入核查下去，就会发现某些作者

缺失一定的学术严谨性，如发现作者在引言中对引文

进行概括、提炼也许是无意地发生了一些张冠李戴的

现象，对研究的背景作出错误的评价。编辑应及时修

正这类错误，对于促进培养作者特别是一些在读研究

生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会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正确地著录引文题名，不仅表现在提高作者学术

水平方面，而且对学术期刊的良性发展很有裨益。这

点取决于科技期刊著录参考文献时应该持有的科学态

度。题名是论文的窗口，是决定编者审查、读者是否要

引用的重要依据。论文题名准确、简明、新颖，更容易

得到读者的青睐，其内容和结论被刊登、转载和引用的

可能性自然相对较大。科学地给出引文的题名，规范

地著录引文，才能保证引文的准确性，有利于以后的作

者、编者、读者方便地引用。

１３　文献题名的参考指导功能　稿件经编辑初审后，
要选择合适的专家复审，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尤

其是审稿专家资源比较匮乏或者遇到所属学科领域模

糊的文稿，此时论文引文的题名可以发挥指导作用。

编者可以利用计算机网络在这些引文中筛选符合需要

的审稿专家，并不断地给期刊审稿专家库输入新的成

员。当然，提供了题名的引文才具备这种“应急”服务

的功能。

期刊读者不只是参考期刊的某篇文献，他们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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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会通过文献的题名进一步追查其中的引文，甚至是

引文中的原始文献。如果期刊论文的引文中省略了题

名，不仅加大了编者帮助作者提炼引文的难度，而且给

读者继续探索研究的深度带来障碍，甚至会使他们放

弃对这篇文献的引用，从而影响该文的引用率。

２　对省略文献题名的质疑

２１　国内期刊界存在的现象和观点　例如，目前分析
化学类期刊 ３０余种，省略文后参考文献题名的占
４０％，其中不少是影响因子较高的知名期刊，有一部分
是进入ＳＣＩ的期刊。

有人认为，文献题名对读者、编辑和审稿人寻找文

献来源或对相关机构通过引文分析评价期刊水平没有

多大的影响，而著录文献题名使论文篇幅冗长，浪费纸

张，有悖于当前社会的节能意识主流［１２１３］；宫福满［１４］

则认为，学术期刊对文章参考文献的条数进行限制，删

减参考文献作为缩减论文篇幅的常用措施，这种做法

严重影响了我国学术期刊影响力的提高：这正反两方

面的观点在期刊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笔者认为：省略文后参考文献的题名，有悖于文献

著录国家标准的规定，使得论文的审者和编者无法判

定所引用文献的有效性。在文内标注文献序号本身已

经达到了节省篇幅的目的，而文献表中省去题名确实

没有必要，如有的期刊省去了题名，但文末却留有大片

空白，“节约纸张”谈何说起？

２２　关于“国际惯例”的看法　世界著名刊物《Ｓｃｉ
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ａｌａｎ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是国内不少学术期刊著
录文后参考文献的参照样本，而这些国际期刊省略了

文献题名；因此，长期以来有人认为把文献题名列为著

录必备项目与“国际惯例”不符［１２］。宫福满［１４］对此提

出提出了异议，他说“国际惯例”并非国际标准，少数

学术期刊以“国际惯例”为由而不执行国家标准，影响

了我国学术期刊编排的标准化规范化进程。这一观点

值得重视。

国内知名期刊对同行期刊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

其编排格式是作者撰文和编辑加工文稿的重要参考样

本，影响很大。自２００６年度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实施
的“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的目的就是打

造一批重点支持的“旗帜”性领衔期刊。文后参考文

献是期刊学术水平综合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这些领

衔期刊更有责任规范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否则，一味

地追求所谓的“国际惯例”，让一般期刊盲目跟从效仿

而忽视文后参考文献的有效作用，如此造成的负面影

响是不能低估的。

３　结语

　　我国的论文总数在增长，文献引用率也在提高，但
总体引用率仍然不够。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教

授在２００８年５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３届学术交流理
论研讨会上提到“学术论文引用率低，就像粮食烂在

仓库里，没有人发现”，他鼓励期刊编辑有责任从各方

面采取措施提高引用率。提高引用率，首先要提高引

文的数量，规范引文的著录，才能促进论文更多地被引

用的良性循环［１５］。笔者认为：国内学术期刊应当重视

文后参考文献题名的著录，强化题名这一关键信息源

的功能；出版管理机构在评刊、审读时也应重视这一问

题，以督促并鼓励期刊执行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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