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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应重视对科技论文参考文献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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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确保科技论文参考文献的正确引用、规范著录，
编辑应从必需、适量、规范的要求出发，重视对参考文献的审

核，发挥出督促、帮扶、把关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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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众多文献［１４］指出：参考文献是科技论文的

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论文具有的真实、广泛的科学依

据，表明论文的起点和深度，体现研究工作的继承性、

关联性，既表明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又提供了读者溯

本求源的线索，还表达出科学性、严肃性，同时也可节

约文章篇幅，使叙述简洁，并进一步帮助读者通过文献

查询达到信息资源共享，以便更全面了解该项研究动

态或开拓新的研究项目。引用正确、著录规范的参考

文献，对作者、审者、编者、读者乃至期刊质量和图书情

报工作都有着极大的正面效应［５］。然而，在编辑工作

实践中发现，参考文献往往是论文中最薄弱且备受忽

视的部分。２００３年，我国出版的６０００多种大学学报
及各类学术期刊引文中，近１／３的科技期刊和１／２以
上的社科期刊，都没有标注参考文献［６］。有人核查了

２００４年２１种医学高校学报的１５５０条中文参考文献，
发现著录的错误率为１３．０％ ～７０．６％，尤以著者、文
题、页码３项差错最多，作者和编辑对此都应负有责
任［７］。随着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引用率等已成为评价

一位学者、一种期刊、一个科研机构学术影响力和水平

的重要标杆［８］。因此，科技期刊编辑必须认真执行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９］，加强
对论文参考文献引用、著录的审核。

１　参考文献引用存在的问题

１１　引用失真　论文著录参考文献多，本来是表明作
者查询资料多，但有的作者本末倒置，为了满足编辑部

对文献数量的要求，或是为了“包装”出起点高的形

象，不管文献看过还是没看过都将其罗列于文后；有作

者将他人论文中的引文辗转抄录，并未参阅原始文献，

想当然地加以引用，有的甚至于编造引用文献［１０］。

也有作者偏爱名家、名刊、外刊，在洋文显摆成风

的现实背景下，有意地一味著录洋文献，这也是不可取

的。比如，我国神经外科研究领域整体上正处于追赶

世界水平的阶段，某些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但大多

数作者却视而不见，对国内同仁的文献引用很少。统

计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４年１０年间，《中华神经外科杂志》发
表的临床与基础论著共４７３篇，共引用参考文献３９８４
条，引用外文文献３３８０条，占８４．８％，引用中文文献
６０４条，占１５．２％”［１１］。
１２　引用过时　有的作者为了显示自己论文的创新
性或提高研究成果的意义，故意引用过时的旧的文献

或疗效低的文献，以造成对比悬殊效应。一般而言，医

学论文涉及到方法的改进、疗效对比时，特别敏感文献

的时效性，除个别反映历史渊源的文献外，５年以上的
文献宜尽量剔除。

１３　引用不当　任何一篇论文的写作，都离不开对他
人已有知识成果的借鉴和利用。但有人引用文献时无

限制地摘录原文，将所引用的片段构成论文的实质部

分，引文字数远远超过了人们可以接受的数量，以至形

成抄袭。还有人引用他人作品时断章取义，取我所需，

甚至肆意歪曲、篡改。

１４　引而不著　一些作者自作聪明，有意无意地对自
己论文中明明引用了他人成果的内容不做任何标注，

构成了事实上的剽窃。

２　参考文献著录存在的问题

２１　文献表的标题　文后参考文献表的标题通常为
左顶格排的“参考文献：”，或居中排的“参考文献”，但

不少期刊沿用应废弃的“主要参考资料”“主要参考文

献”“参考资料”等。

２２　序号　未按正文中引用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
续编码、依次排列于参考文献表中；正文中文献编码与

文献表中序号数目不相等；同一文献引用２次以上时
编多个序号；角码未按引用实际情况置于合适的位置。

２３　著者　受习惯影响或为节省版面，对多著者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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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著录为第一作者名加“，等”。更多见的著录错误是

英文文献著者姓名写错［１２］，未采用标准规定的“姓前

名后”的格式［９］，名字是否采用缩写不统一。

２４　题名　题名缺失的著录错误经常可见；有的对文
献题名进行不必要的修改，多见于引文原题名中的一

些属于淘汰的名词术语被替换成新的规范词；外文文

献题名中单词错误。

２５　刊名　刊名张冠李戴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一
些近似刊名常被混淆［１３］，如《中国临床医生》被误为《中

国临床医师》等。更为常见的错误是外文期刊名缩写不

规范，医学期刊缩写违反《ＩｎｄｅｘＭｅｄｉｃｕｓ》的规定［１４］。

２６　页码　对期刊的析出文献，只著录期刊的年卷期
或年期，未著录析出文献所在的页码；专著作为引文文

献引用时，没有著录引文页码，有的甚至对整段引文未

著录文献；多次引用同一专著时，未把每次的引文页码

标注在正文中的引用处，而是集中标注在文献表中。

２７　联机文献　近年来联机文献的引用越来越多，尽
管国家标准对其著录有明确的规定，但著录实践中仍

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未著录文献的主要责任者，未

著录文献题名，未著录文献的类型标志和载体标志，未

著录引用日期等，很多期刊仅著录了获取和访问路径。

２８　标志符号　 国家标准规范了９个标志符号的使
用方法，我们理应遵照采用。但实践中却问题多多：１）
专著的引文页码前未标注“：”，仍使用“．”；２）文献的起
止页码之间未标注“”，仍在使用“～”或“—”；３）专著
或会议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其源文献前未标注新规定的

标志符号“∥”，仍使用已废弃的“．见：”或“．Ｉｎ：”；４）副
题名、期刊的“××版”等前未按规范标注“：”；５）期刊
不设卷时，其“年卷期标志”的著录格式应为“年（期）”，

可很多期刊仍著录成“年，（期）”；６）正文中标注文献的
连续序号时，序号间应使用“”，可有的使用“～”或
“—”，尤其是连续序号只有２个时，仍沿用以往的错误
做法在序号间用“，”，如将“［１２］”标注成“［１，２］”；等等。

３　对策

３１　加强学习　作者、审者、编者齐动，在思想上深刻
认识著录参考文献的重要性。只有认真学习 ＧＢ／Ｔ
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掌握规范，才能做到对参考文献的正确
引用、规范著录。作者是源头，要杜绝虚假、不当引用，

克服转引，从起点就要端正学风，按规范要求执行；编

者是闸口，要起到督促、把关、帮扶作用；而审者是堤

坝，对参考文献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充分性进行全方位

的审核。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三者通力

合作，自是事半功倍。

３２　编辑部制定有效措施　除利用专题讲座、规范的

期刊版式去引导作者外，还可以：１）在“补白”版面以
告读者的形式刊登一些告示，示教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引导作者重视、执行参考文献规范。２）对有疑问的参
考文献，要求作者提供原文复印件，既可促使作者阅读

原文又为校查参考文献提供了确凿的依据。３）适当
地规定引用文献的数量范围。４）编辑或请社外专家
对参考文献逐条进行核查。

４　结束语

　　参考文献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是科技学术
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正文一起构成严谨的科学

研究的完整表达形态，因此，一定要做到质量高精、数

量适当。科技期刊编辑编辑应从必需、适量、规范的要

求出发，重视对参考文献的审核，要发挥出督促、帮扶、

把关的重要作用，以确保科技论文文后参考文献的正

确引用，规范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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