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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著“无效引用”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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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高学术论著参考文献的引证质量，对“无效引

用”的４种情况进行案例分析。指出：应尽量避免与主题不相

关的引用；减少笼统而模糊的集中引用；提供新颖、有价值的文

献；著录时认真核对，力求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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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是学术论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标示出被

引理论、观点、方法、数据的来源，体现了科研的继承性和

连续性［１］。目前，学术绩效及期刊影响力的评估和认定

都更依赖于引文分析；但是，由于参考文献引证目的、作

用以及引证动机和行为本身的复杂性，要做到科学、合

理、规范地引用并非易事。学术论著中的一些不相关引

用、过度引用、错误引用、自我标榜式引用以及引用的信

息滞后等等，都是一种“无效引用”［２３］。笔者通过案例分

析来探讨“无效引用”，希望引起广大作者和编辑的注意。

１　参考文献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的有效性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１）对作者

的论著有较强的支撑作用，真正发挥了“学术论证”［４］的

功能，反映了科学发展的传承和创新；２）帮助读者详细

了解论著中理论和方法的来龙去脉，指引读者便捷地

“溯本求源”；３）展示某个领域（某个方向）最新、最有代

表性的成果，体现研究的起点、深度和广度［５］；４）为学术

评价提供客观、真实、有效的计量依据。

２　“无效引用”案例分析

２１　与主题不相关的引用

例１　当前，不少期刊编辑部花费很大的精力对稿

件进行审核和编辑加工，以及清样校对，对审稿［１５］和编

辑［６１０］过程的研究论文很多，但普遍对作者校对清样这

一重要环节的重视程度不够。［６］（编者说明：为与本文的

文献序号相区别，例子中的文献序号，采用黑体。

下同。）

例１文章的主题是“清样校对”，但是所列１０篇参

考文献，有５篇谈审稿，另５篇谈编辑加工，作者在后

文的叙述中都没有再提及这１０篇文献。这些文献与

该文的主题不相关，即它们与该文之间没有支持和依

赖关系，更无从谈及引证作用。这１０篇参考文献对读

者阅读、理解该文没有帮助。

２２　笼统而模糊的集中引用

例２　激光表面强化是一种新的齿轮表面强化技

术，国内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１７］。但由于齿圈较为

复杂，现研究多为外齿轮。对于小型齿圈，由于受到结

构尺寸的限制不能磨齿，而大型齿圈即便可以磨齿，但

按传统热处理工艺进行齿面淬火后，因变形极大，导致

磨削余量过大，磨齿效率低，成本高，磨削后硬化层不

均匀，而且因工件内部残余热应力较大，磨齿后产生变

形，精度难以保证。所以，齿圈激光表面强化技术具有

很大的研究和应用价值。本文以直齿圆柱齿圈为研究

对象，研究了齿圈获得理想硬化效果的可行性。［７］

例２文章开篇第１句集中引用了７条参考文献，提

示读者有这么一堆研究资料。这种空泛的引用缺少实际

意义，因为如果读者只是想知道到底有哪些大量的研究，

自己检索一下也就出来了。作为背景描述的引用，一般

也要对前人或他人的有关研究成果及学术价值或社会意

义作简略介绍［８］，使读者对它们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科技论文宜采用分散式引用，最好在具体的数据、

观点和结论之处标注参考文献，且不宜在同一理论和

方法上集中引用数篇文献；因为篇数虽多，但叙及的理

论和方法基本属于一类，信息量并没有增加［９］。此类

指示性引用应遵循“最小必要引用量”［３］原则，选择代

表性文献标引，以提高文章的信息含量和学术价值。

２３　含金量不高的引用　例２文章引用的７篇参考文

献，有３篇是英文期刊论文，发表年份分别为１９８５、１９８７、

１９９０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新的知识不断

产生，旧的知识不断被取代，作为科学知识记录的文献也

必然随之发生新陈代谢。西方国家有研究者认为，８０％～

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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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的科技文献的使用寿命为５～７年，期刊论文的寿命更

短，为３～５年
［１０］；所以，参考文献应以近５年内公开发表的

文献为主，这样才能体现论著研究内容的新颖性。

例２文章中另外的４篇参考文献是来自同一研究单

位的作者自引文献。自引本身是合理的，能够反映作者

研究的连续性；但是，例２文章在后续的论述中都没有再

提及这些自引文献，看不出哪里引用了这些文献的观点、

数据和方法。如果作者介绍给读者的“国内外大量的研

究”只是一些非常陈旧的外文文献和作者自己的文章，不

得不怀疑文章研究的起点有多高，深度和广度有多大。

大量引用陈旧文献或是介绍众所周知的教科书中

的常识性内容，还有为了宣传自己而进行的不必要的自

引，这些引用都不能给读者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可

谓“含金量”不高，严重的还会影响论著的形象和质量。

２４　错误的引用

例３　国外经典车队离散模型主要是犘犪犮犲狔模型

和犚狅犫犲狉狋狊狅狀模型
［１３］……［３］犉狌犔犻狆犻狀犵．犞犪犾狌犲狅犳

狋狉犪狏犲犾狋犻犿犲：犪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犾犲犵犻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狅犿犲

狀狅狀犾犻狀犲犪狉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狏犲狌狋犻犾犻狋狔犻狀 犱犻狊犮狉犲狋犲犮犺狅犻犮犲

犿狅犱犲犾狊［犑］．犜狉犪狀狊狆狅狉狋犪狋犻狅狀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犘犪狉狋犅，２００２，

３６：４８５５０６．
［１１］

例３文章的引用犯了一种“张冠李戴”的错误。如果

以文献作者名“ＦｕＬｉｐｉｎｇ”来检索，查到的文献是Ｆｕ

Ｌｉｐｉｎｇ．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ｄｉａｌａｒｉｄｅ ｐａｒａｔｒａｎｓｉｔ ｕｎｄｅｒｔｉｍｅ

ｖａｒｙｉｎｇ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ｔ

Ｂ，２００２，３６：４８５５０６。如果以文献名来检索，查到的文献

是ＴｈｉｅｒｒｙＢｌａｙａｃ，ＡｎｎｅＣａｕｓｓ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ｍ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ｃｈｏ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Ｂ，２００１，３５：３９１４００。

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要么是作者不认真，要么是

转引注释，拿来便用，没有查对。如果其他学者再次转

引，必将导致以讹传讹。

错误的引用会让读者难以找到原文，还会影响对

原始文献的评价；所以，作者在引用文献之前，应真正

阅读并参考了该文献，著录时认真核对，为读者提供准

确、有效的引文信息。

３　结束语

　　学术论著中引用的参考文献是否“有效”，由于科学

研究和作者本身的复杂性，客观上难以给出一个普适的

描述，例举法也不可穷尽。编辑在审核论著时要慎重地

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发现问题提请作者斟酌，引

导作者精心筛选与论著主题密切相关，且在文中真正起

到了学术论证作用，确实有必要引用、新颖、有代表性、

公开发表的文献，切忌不要拼凑引文数量，要本着客观、

求真、务实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标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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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为民”不应拼写为“犢犪狀犵犠犲犻犿犻犿”

　　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的拼写一直比较混乱，常

见的是将“杨为民”拼写为“ＹａｎｇＷｅｉｍｉｍ”。有人还

为这种拼写法辩解，称是为便于外国人分清中国人的

名和姓；然而，依据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３１日发布的ＧＢ／Ｔ

２８０３９—２０１１《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将

“杨为民”拼写为“ＹａｎｇＷｅｉｍｉｍ”是错误的。标准规

定：“正式的汉语人名由姓和名２个部分组成。姓和名

分写，姓在前，名在后，姓名之间用空格分开。复姓连

写。”姓和名的开头字母大写。例如“ＹáｎｇＷèｉｍíｍ杨

为民”“ＳīｍǎＸｉàｎｇｎáｎ司马相南”。参照标准中“中文

信息处理中人名索引，可以把姓的字母都大写，声调符

号可以省略”的条款，在科技期刊中，可以将“Ｙáｎｇ

Ｗèｉｍíｍ”“Ｓīｍǎ Ｘｉàｎｇｎáｎ”分 别 拼 写 为 “ＹＡＮＧ

Ｗｅｉｍｉｍ”“ＳＩＭＡＸｉａｎｇｎａｎ”。 （陈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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