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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规范著录带有 ＤＯＩ的文后参考文献
宋　静１）　　倪东鸿２）

１）《气象科学》编辑部，２１０００８；２）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报》编辑部，２１００４４：南京

摘　要　文后参考文献应规范著录 ＤＯＩ项。依据 ＧＢ／Ｔ
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对带有 ＤＯＩ（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ｂ
ｊｅｃ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的文后参考文献的规范著录问题进行讨论，并提
出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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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许多中外期刊的论文都注册了 ＤＯＩ（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数字对象标志符）［１］。为了方便读者
引用，有些期刊在文中醒目位置给出了引文格式（Ｃｉ
ｔａｔｉｏｎ），其中，ＤＯＩ是这些期刊要求著录的项目，而这
些期刊的文后参考文献表也增加了ＤＯＩ项的著录。

ＤＯＩ是国际上用来永久且唯一标志数字资源的编
码，具有对资源进行永久命名标志、动态解释链接的特

征，被誉为互联网上的条形码［２］。ＤＯＩ的诞生可追溯
到１９９４年美国出版商协会下属“技术授权委员会”的
成立，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设计一种在数字环境下保护

知识产权和版权所有者商业利益的系统；ＤＯＩ系统在
１９９７年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上首次亮相，成为数字资
源命名的一项标准；１９９８年在法兰克福成立了非营利
性的组织国际 ＤＯＩ基金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Ｉ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ＩＤＦ），负责有关ＤＯＩ的政策制订、技术支持、名址
注册等业务［３］。ＣｒｏｓｓＲｅｆ于２０００年９月成为 ＩＤＦ授
权的第一个ＤＯＩ注册代理机构［４］；２００７年３月中国科
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向ＩＤＦ申请取得了ＤＯＩ的中文注册权，并在此基础上
成立了中文ＤＯＩ注册中心，成为中文信息服务领域的
第一个ＩＤＦ组织下的中文代理［１］。由此，ＤＯＩ在中外
文期刊文献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

这些中外文期刊采用ＤＯＩ之后，必然会涉及到文后
参考文献ＤＯＩ的著录问题。那么，文后参考文献表中是

否有必要增加 ＤＯＩ项的著录？如果增加 ＤＯＩ项，根据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以下简称
《规则》），应如何规范著录ＤＯＩ项？这些问题值得探讨。

１　文后参考文献应著录ＤＯＩ项

　　ＤＯＩ系统已正式被批准成为 ＩＳＯ国际标准［５］，

ＤＯＩ对期刊出版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ＤＯＩ系
统具有给数字对象分配永久且唯一标志码的功能［４］，

期刊论文采用ＤＯＩ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ＤＯＩ确保
了期刊网络资源的稳定链接［３］，方便读者更加简单、直

接和有效地检索文献［４］；ＤＯＩ推动了数字化期刊的规范
发展［１］；ＤＯＩ有利于学术期刊在线优先出版，使得科研
成果以最快速度公布于众［６７］；ＤＯＩ有利于知识产权的
保护，有利于网络运营商及信息资源集成商在商业竞争

中健康发展［８］；ＤＯＩ有利于引文的准确统计［９］，促进期

刊文献计量学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在文后参考文献表

中增加ＤＯＩ项并进行规范著录，是非常必要的。
鉴于不同的期刊对文后参考文献 ＤＯＩ的著录有

着不同的格式，而《规则》又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规

范著录ＤＯＩ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将根据
《规则》，对带有ＤＯＩ的文后参考文献的规范著录问题
进行分析，并给出解决方法。

２　关于规范著录ＤＯＩ项的讨论

　　国内外期刊对 ＤＯＩ著录的重视程度不一样。比
较典型的要数ＡＧＵ（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Ｕｎｉｏｎ，美国
地球物理联合会）主办的期刊。ＡＧＵ期刊对ＤＯＩ非常
重视，不仅在目次表中的题名后给出每篇论文的ＤＯＩ，
而且在论文篇首页给出了该文带有 ＤＯＩ的引文格式。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ＡＧＵ期刊在参考文献表中，尽可
能地著录了各类期刊论文的ＤＯＩ。虽然《规则》对ＤＯＩ
的规范著录没有给出明确规定，但是ＡＧＵ期刊的这种
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为此，本文将带 ＤＯＩ的期刊文献
分为有页码和无页码２种情况进行分析。
２１　有页码的情况　自 ＤＯＩ被广泛应用于期刊论文
之后，论文在正式出版时，纸质版与电子版论文既有页

码，又有ＤＯＩ。笔者认为：应充分重视文献的ＤＯＩ项，在
编制文后参考文献表时，应规范著录文献的ＤＯＩ项；对
于回溯过刊时注册了ＤＯＩ的文献，在作为文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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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著录时，应尽可能著录ＤＯＩ项。为此，建议如下：将
ＤＯＩ置于页码之后，著录格式为“主要责任者．题名［文
献类型标志］．刊名，年，卷（期）：页码．ｄｏｉ．”。

需要说明的是，ＤＯＩ前采用点号“．”主要是参考
了《规则》中“．用于……获取和访问路径……前”的
规定，因为根据 ＤＯＩ可以方便地在线检索到相应文
献［４］，所以可将 ＤＯＩ视同于电子版论文的“获取和访
问路径”。根据国外期刊的做法，ＤＯＩ项中 ｄｏｉ采用了
小写英文字母的形式。

示例（编者注：为了与本文的文献序号相区别，以

下各“示例”中的文献序号均用黑体）：

［１］　……．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４１（１）：
１ ５．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 ０５０５．２０１１．
０１．００１．

［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３１１：１９１７ １９２１．ｄｏｉ：１０．
１１２６／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１１９９２９．

［３］　……．ＱＪＲ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Ｓｏｃ，１９６７，９３：５０１５０８．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２／ｑｊ．４９７０９３３９８０９．

２２　无页码的情况
１）没有编排连续页码，但有ＤＯＩ的文献。从２００２

年开始，ＡＧＵ主办刊物（包括《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的
论文的页码编排方法已经改变，不再是连续编排页码，而

是每篇文章单独编排页码；但是同时提供索引号、

ＤＯＩ［１０］。对于此类文献，笔者建议著录为“主要责任者．
题名［文献类型标志］．刊名，年，卷（期），索引号．ｄｏｉ．”。

示例：

［４］　……．ＪＧｅ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２０１０，１１５，Ｄ１１１１１．ｄｏｉ：１０．
１０２９／２００９ＪＤ０１２２６６．
２）在线优先出版且有ＤＯＩ的文献。当期刊论文在

线优先出版、具有唯一的ＤＯＩ时，其出版年份、卷期号、
页码等信息尚缺。若引用该文献，则只需著录年份、ＤＯＩ
（无卷期号、页码），其中年份项应著录为在线优先出版

的年份（这与论文最终版本的年份可能不一样）。

示例：

［５］　……．ＭｏｎＷｅａＲｅｖ，２００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５／２００９
ＭＷＲ２９５０．１．
需要说明的是：１）由于作者提供的文献的初级版

本，在正式出版前还需要编辑、加工、修改，所以，初级版

本与最终版本之间会存在一些差异；２）一旦论文最终印
刷出版了，ＤＯＩ所指向的论文的初级版本将被论文的最
终版本取代［１１］。据此分析，笔者认为，一旦该文献的最

终版本出现了，就应该按照最终版本来进行规范著录。

示例：

［６］　……．ＭｏｎＷｅａＲｅｖ，２０１０，１３８：２３７５２３８４．ｄｏｉ：
１０．１１７５／２００９ＭＷＲ２９５０．１．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ＤＯＩ的后缀编码规则非常重
要，期刊论文的 ＤＯＩ是否独立于印刷版存在，直接决
定了期刊论文能否在在线优先出版时就拥有唯一的

ＤＯＩ。由ＩＳＯ／ＦＤＩＳ２６３２４《信息与文档类———数字对
象唯一标志符系统》可知，ＤＯＩ代码结构分前缀和后缀
２部分，中间用“／”分开，前缀又以小圆点分为２部分：
特定代码１０和ＤＯＩ的４位数字为注册机构代码，后缀
是表示资源唯一性的本地代码［１２］。文献［９］对 ＤＯＩ
的后缀编码规则进行了详细讨论，认为期刊论文的

ＤＯＩ应独立于印刷版存在，这样有利于其在线优先出
版时就能拥有唯一的ＤＯＩ。

３　小结

　　本文分析表明，应将 ＤＯＩ规定为文后参考文献表
中的一个可选著录项目。依据《规则》，本文讨论了带有

ＤＯＩ的参考文献的著录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法。此
外，笔者认为，在编制文后参考文献表时，应根据当时亲

自见到的文献版本进行规范著录，当文献有ＤＯＩ时，应
尽可能著录ＤＯＩ项，为读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文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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