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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有助于读者又好又快地学习、掌握并正确执行ＧＢ／
Ｔ７７１４—２０１５《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介绍了标准的
修订原则，列举了它对２００５年版标准的主要修改，并通过案例
对标准实施过程中的要点和可能出现的疑点进行了提示。

关键词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１５《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修订原则；主要修改；实施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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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１５《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
规则》［１］（以下简称新标准）已于２０１５０５１５发布，
并于２０１５１２０１实施。为了帮助大家又好又快地学
习、掌握并正确执行新标准，本文在简要介绍新标准的

修订情况后，比较详细地列出了对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２］（以下简称旧标准）的主

要修改，通过案例并结合 ＩＳＯ６９０：２０１０（Ｅ）《信息和
文献　参考文献和信息资源引用指南》［３］，参考已发
表的解读旧标准的相关文章［４５］，对新标准实施中的

要点及可能出现的疑点做出一些提示。

１　标准修订背景、原则及适用范围

１１　背景　截至２０１３年，旧标准已实施了８年，在
文献著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新事物，如 “数字对象唯

一标识符（ＤＯＩ）”等，发现了部分条款的一些缺憾和
问题，需要修改、补充、完善。

２０１０年，国际上又颁布了新国际标准 ＩＳＯ６９０：
２０１０（Ｅ）《信息和文献　参考文献和信息资源引用指

南》，为我国修订旧标准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

新标准正是在汲取国际标准给出的科学著录规则

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结合我国著录实际，特别是总结

旧标准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对其进行全面修订而成的。

１２　原则　标准修订中贯彻了如下原则。
１）一致性原则。尽管新标准与ＩＳＯ６９０的一致性

程度为“非等效”，但为达到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新

标准在著录项目的设置、著录规则的确定、参考文献的著

录方法以及文献表的组织等方面尽可能做到与其一致。

２）连续性原则。连续性原则或称继承性原则，是
对一项标准进行修订时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尽管新

标准修订时参考 ＩＳＯ６９０使用了重新起草法，但为了
方便使用者尽快掌握标准，继承了旧标准的文本结

构、基本著录规则和方法，仅对部分条款做了必要的

修改、补充，使标准更趋于完备、实用。

３）协调性原则。新标准采用的标识符号、文献类型
及载体标识符、日期和时间的表示法、中国人名汉语拼音

拼写法等，均借鉴了相关标准的规范，尽可能与其协调

一致。在修订过程中，将征求意见稿分发给相关专家，

召开多次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人士意见，修订组反复

研究专家建议，逐条修订条款和相关示例，仅修改稿就

多达１２个版本，最终取得了较为令人满意的结果。
４）科学性原则。ＩＳＯ６９０未规定参考文献或引文的

著录格式，它所列举的众多示例也未对著录格式和标

识符号使用做出规定。它为相关国家或组织制定各自

的文献著录规则提供了重要参考。它指出：“一部文献

的所有参考文献要用统一风格、格式以及标识符号，但

不考虑现行的特定风格指南。”据此，为了使新标准著

录体系科学、格式和标识符号规范统一，避免著录中可

能产生的混乱，再次规定并完善了作为前置符的标识符

号，规范了参考文献２种著录体系的著录格式和方法。
５）实用性原则。新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６］给
出的规则起草，条款用语规范，文字简洁，表述清晰，

标识符号简明、统一，避免了歧义。新标准对各类信

息资源更新或增补了一些示例，重点增补了现已广泛

采用的电子资源的示例，以利于使用者参考。

６）灵活性原则。新标准采用“应”“宜”“可”等动语
表述的条款，对各个学科、各种类型信息资源的参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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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著录项目、著录顺序、著录用符号、著录用语种、各

个著录项目的著录方法以及参考文献在正文中的标注

方法，分别做出了要求、推荐和陈述。要求型条款是应

当严格遵守的，而推荐型条款尤其是陈述型条款的存

在，为使用者著录参考文献留有了灵活选择的空间。

综上可见，新标准具有体系科学、条款简明、示例众

多、格式统一的特色，这也正是它比ＩＳＯ６９０优越之处。
１３　适用范围　新标准指出：“本标准适用于著者和
编辑著录参考文献，而不是供图书馆员、文献目录编制

者以及索引编辑者使用的文献著录规则。”可见，这是

一个专门供著者和编辑使用的编撰参考文献的标准。

新标准是一项基础性、通用性的国家标准［６］，因此，

无论是科技论著还是社会科学论著，无论是印刷版还是

电子版，凡涉及参考文献著录，所依据的标准都是ＧＢ／Ｔ
７７１４，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日起，均应执行新标准。

２　新标准对旧标准的主要修改

　　新标准除了题名由《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改为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并根据标准的适
用范围和用途将“文后参考文献”和“电子文献”分别更

名为“参考文献”和“电子资源”外，主要有以下修改。

２１　关于“术语和定义”　删除了参考文献无须著录
的“并列题名”，增补了２个重要术语“阅读型参考文
献”和“引文参考文献”：前者指著者为撰写或编辑论著

而阅读过的信息资源，或供读者进一步阅读的信息资

源；后者指著者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引用的信息资源。

这里所说的“信息资源”，包括图书、期刊、报纸等正式出

版物，不涉及保密问题的内部信息资源，以及包含电子

公告、电子图书、电子期刊、数据库等在内的电子资源。

新标准还根据ＩＳＯ６９０修改了“文后参考文献”“主
要责任者”“专著”“连续出版物”“析出文献”“电子文

献”等６个术语的定义和英译名。其中参考文献的定义
由“为撰写或编辑论文和著作而引用的有关文献信息资

源”修改为“对一个信息资源或其中一部分进行准确和

详细著录的数据，位于文末或文中的信息源”。

２２　关于著录项目的设置　为适应网络环境下电子资
源存取路径发展需要，以便于读者快捷、准确地获取电子

资源，新增加了“ＤＯＩ”这一必备的著录项目。其著录方
法为：当获取和访问路径中不含ＤＯＩ时，可依原文如实
著录ＤＯＩ，其前置符为“．”；否则可省略ＤＯＩ。例如：
［３］陈建军．从数字地球到智慧地球［Ｊ／ＯＬ］．国土资源导刊，

２０１０，７（１０）：９３［２０１３０３２０］．ｈｔｔｐ：∥ｄ．ｇ．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
ｔａ．ｃｏｍ．ｃｎ／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ｈｕｎａｎｄｚ２０１０１００３８．ａｓｐｘ．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６０３．２０１０．１０．０３８．

［９］ＦＡＮＸ，ＳＯＭＭＥＲＳＣＨ．Ｆｏｏｄ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Ｍ／ＯＬ］．２ｎｄｅｄ．Ａｍｅｓ，Ｉｏｗａ：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２０１３：２５２６［２０１４０６２６］．ｈｔｔｐ：∥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ｉ
ｌｅｙ．ｃｏｍ／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９７８１４４４３０５０３６．ｃｈ２／ｓｕｍｍａｒｙ．

２３　关于著录项目的必备性
１）将“文献类型标识（电子文献必备，其他文献任

选）”修改为“文献类型标识（任选）”。凡标有“任选”的

著录项目或要素，意为可标注也可不标。新标准的示

例对“任选”项目都做了标注，但并不表示要求。

２）将“引用日期（联机文献必备，其他电子文献
任选）”修改为“引用日期”。这表明，凡属电子资源，

“引用日期”是不应省略的必备著录要素。

２４　关于著录规则的修改
１）个人著者的著录，将“其姓全部著录，而名可

以缩写为首字母”修改为“其姓全部著录，字母全大

写，名可缩写为首字母”，“缩写名后省略缩写点”。

增加了姓的字母全大写要求，这与 ＩＳＯ６９０一致。例
如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ＬＬＩＳＡ（原题：Ａｍａｂｅ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ｌｌｉｓ）。
２）中国著者汉语拼音人名的著录，依据 ＧＢ／Ｔ

２８０３９—２０１１［７］，将“用汉语拼音书写的中国著者姓名
不得缩写”修改为“用汉语拼音书写的人名，姓全大

写，其名可缩写，取每个汉字拼音的首字母”。缩写

字母后的缩写点省略。例如：ＣｈｅｎＨａｏｙｕａｎ，可著录
为ＣＨＥＮＨａｏｙｕａｎ，也可著录为ＣＨＥＮＨＹ；但不应著
录为ＣＨＥＮＨ，更不得著录为ＨＹＣＨＥＮ。
３）期刊中析出文献页码的著录，增加了“阅读型

参考文献的页码著录文章的起讫页或起始页，引文参

考文献的页码著录引用信息所在页”的条款。期刊中

析出文献的页码是必备的著录要素。

４）专著页码的著录，增补了“引自序言或扉页题
词的页码，可按实际情况著录”的条款。例如：“２００８：
第１版自序”“１９９７：序５８”“１９９１：扉页”等。
５）新增加了“根据电子资源在互联网中的实际情

况，著录其获取和访问路径”的著录规则。“获取和访

问路径”是有则必备的著录项目，其前置符为“．”。
２５　关于参考文献著录用文字　新标准在继承“参
考文献原则上要求用信息资源本身的语种著录”的基

础上，增加了采用双语著录的规则：“必要时，可采用

双语著录。用双语著录参考文献时，首先用信息资源

的原语种著录，然后用其他语种著录。”采用中英文

双语著录的示例如下：

［１］　熊平，吴颉．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谈如何构建药品流通的
良性机制［Ｊ］．中国物价，２００５（８）：４２４５．

　　 ＸＩＯＮＧＰ，ＷＵＸ．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ｈｏｗ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ｂｅｎｉｇ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ｎ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Ｃｈｉｎａｐｒｉｃｅ，２００５（８）：４２４５．

２６　增加了４个文献类型标识　为了便于识别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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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查找原文献、开展引文分析，在旧标准列出１２
个“文献类型及其标识”的基础上，新增了如下４个：
１）档案，Ａ：分类保存以备查考的文件和材料，

如人事档案、科技档案、法律法规、政府文件等。

２）舆图，ＣＭ：世界、国家、区域的地图。
３）数据集，ＤＳ：一种由数据所组成的集合，又称

为资料集、数据集合或资料集合。

４）其他，Ｚ：凡是归不进前１５个类型的文献，均
可放到“Ｚ”中。
２７　增加了用计算机自动编序号的方法　考虑到部
分书刊采用脚注方式著录参考文献，新标准增加了一

个规则：“如果顺序编码制用脚注方式时，序号可由

计算机自动生成圈码”，“用计算机自动编序号时，应

重复著录参考文献，但参考文献表中的著录项目可简

化为文献序号及引文页码”。例如：

……但个人理性选择使得没有人愿意率先违反旧的规范①。

……３位贤圣都是民主制度的坚决反对者②。……一切后世的

思想都是一系列为柏拉图思想所作的脚注③。……当时拆毁的

寺院有４６００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４万余所，没收寺
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２６０５００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④。

……指出：“以上谓等威之辨，尊卑之序，由于饮食荣辱。”⑤

参考文献：

② ＭＯＲＲＩＩ．Ｗｈｙｔｈｅｗｅｓｔｒｕｌｅｓｆｏｒｎｏｗ：ｔｈ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ｗｈａｔｔｈｅｙｒｅｖｅａｌ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ａｒｒａｒ，
ＳｔｒａｕｓａｎｄＧｉｒｏｕｘ，２０１０：２６０．

④ 同②：３２６３２９．

２８　其他修改
１）“其他题名信息”条款修改为：“其他题名信息

包括副题名，说明题名文字，多卷书的分卷书名、卷

次、册次，专利号，报告号，标准号等。”该条款中各要

素前的标识符为“：”。

示例１：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
示例２：亮点与困惑：对《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
作的意见》的解读［Ｊ］
示例３：康熙字典：巳集上：水部［Ｍ］
示例４：期刊目次表：ＧＢ／Ｔ１３４１７—２００９［Ｓ］
示例５：中子反射数据分析技术：ＣＮＩＣ０１８８７［Ｒ］
示例６：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ｗａｔｅｒｍａｒｋ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ＵＳ６９１５００１［Ｐ］
示例７：关于转发北京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实施办法的通

知：京政办发［２００５］３７号［Ａ］
示例８：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ｏｎｌｙ［Ｊ／ＯＬ］
示例９：Ｅｒｉｃ，ｏｒＬｉｔｔｌｅｂｙｌｉｔｔｌｅ：ａｔａｌｅｏｆＲｏｓｌｙｎＳｃｈｏｏｌ［Ｍ］（这是

ＩＳＯ６９０的示例，副题名的首字母采用小写）

２）《××××学报（××××版）》中的“（××××版）”
不再作为“其他题名信息”著录，因为它是刊名的有机

组成部分。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不再著录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３）新标准示例表明，文献表中不必著录主要责任
者的“国别”“朝代”等。如：“李时珍”（原题：（明）李

时珍）；“凯西尔”（原题：（阿拉伯）伊本·凯西尔）。

４）采用著者出版年制著录参考文献时，“出版
年”前的标识符号由“．”改为“，”。
５）专利文献的题名项中删去了“专利国别”，著录

格式改为“专利题名：专利号”。例如：

［５］邓一刚．全智能节电器：２００６１０１７１３１４．３［Ｐ］．２００６１２１３．

３　参考文献著录要点、疑点提示

　　总结使用旧标准著录参考文献实践中遇到的问
题，估计在执行新标准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疑惑，

择要提示如下。

３１　引文文献应标注“引文页码”　凡专著、从专著
和期刊中析出的文献作为引文文献引用时，均应标注

引用信息所在页码，即“引文页码”。例如：

［４］陈浩元．科技书刊标准化１８讲［Ｍ］．北京：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０６．

专著仅在作为阅读型文献引用时才不标注“引文

页码”。但从文集和期刊中析出的文献作为阅读型文

献引用时，应标注析出文献的起讫页或起始页。

３２　正确放置正文中的文献序号　无论是引文文献
还是阅读型文献，凡是在论著的文献表中著录的，应

将文献序号标注在正文中的引用处。按标准给出的示

例，可归纳出序号的以下几种标注方法。

１）置于主要责任者姓名的上角标处。如：
王伟［７，３］提出……。Ｂａｌｄｏｃｋ等［１５１６］认为……。

２）引用以引号括起的一段完整的文字时，置于引
号的上角标处。如：

“以上谓等威之辨，尊卑之序，由于饮食荣辱。”⑤

３）置于点号前引用信息的上角标处。如：
……《中国青年》杂志创办人追求的高格调———理性的成熟与

热点的凝聚［３］，表明其读者群的文化的品位的高层次……“方

针”指“引导事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２］３５４。

该例中的“３５４”为引文页码。多次引用同一著者
的同一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序号，并在

序号的“［］”外著录引文页码。在文献表中，此文献

不重复标注引文页码。

４）在有些特殊情况下，序号也可作为行文语句的
组成部分。如：

……式（７）的具体推导过程见文献［６］。……按文献［１０］１５提
供的参数设计出样机。

３３　正确使用标识符号　为使参考文献著录简明、统
一，新标准仍规定了著录使用的９个标识符号（“．”“：”
“，”“；”“∥”“（）”“［］”“／”“”）。这些符号多数移植
于标点符号，但其功能和用法与标点符号不同，它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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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前置符，置于一个著录项目或要素之前，将这些项

目、要素清晰分隔，而标点符号是后置符。

１）正文和文献表中的序号应使用“［］”括起（或
由计算机自动生成圈码）。

２）正文中连续序号和文献表中连续页码间用短
横线连接。这短横线可使用半字线，也可用英文连字

符，只要全刊统一即可。如“张晓东等［３４］指出：

……”“２６（６）：５１７５１９”。
３）每一条参考文献的结尾可用“．”号。在著录实

践中，结尾不加或加“．”均规范。
４）论文集、会议录等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的出处项

前标识符号用“∥”。采用符号“∥”替代以往的“．见：”
或“．Ｉｎ：”以及人们惯用的“转引自：”“参见：”等，具有
简明性、通用性等优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书刊采用。

５）期刊合期出版时，合期号间使用“／”连接，注
意不要跟ＧＢ／Ｔ３１７９［８］中采用的“”混淆。ｎ期合期，
“／”数为ｎ－１条。如第４～６期合期出版时应著录为
“（４／５／６）”。
６）以年、期出版的期刊，其年卷期标注应为“年

（期）：页码”，标注为“年，（期）：页码”是不规范的。

采用著者出版年制组织文献表的，“年”放到了题名
前，对不设“卷”的期刊，“（期）”前也不应加“，”。如：

葛都，２０１５．如何充分利用软资源调节学术期刊出版时滞［Ｊ］．
科技与出版（４）：１００１０２．

７）按规则，“‘等’‘译’字样”前的标识符号为
“，”。当遇到“等”“译”连用时，参照新标准给出的示

例，可著录为“，等译．”，即“译”前不必标注“，”。
８）电子资源的著录要素“［引用日期］”属出版项，

当其前有出版项的其他要素时，其前不加任何标识符

号；否则（连同可能有的“（更新或修改日期）”一起）

其前应加“．”。例如：
［２］李幼平，王莉．循证医学研究方法：附视频［Ｊ／ＯＬ］．中华移

植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０，４（３）：２２５２２８［２０１４０６０９］．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ｑｖｉｐ．ｃｏｍ／Ｒｅａｄ／Ｒｅａｄ．＝ａｓｐｘ？ｉｄ＝３６６５８３３２．

［４］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ｃ．ＡｂｏｕｔＯＣＬＣ：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１２ ０３ ２７］．ｈｔｔｐ：∥ｗｗｗ．
ｏｃｌｃ．ｏｒｇ／ａｂｏｕｔ／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ｈｔｍｌ．

３４　规范责任者项的著录
１）个人著者一律“姓前名后”，且“姓全部著录，字

母全大写”。这也是ＩＳＯ６９０的规范。采纳这一规则的
目的是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便于人们快捷、正确地区

分著者的姓和名。“姓前名后”规则仅适用于文献表中

的著录，在其他处仍应尊重其原有的姓名书写规则。

２）名字可以缩写并省略缩写点。这是出于著录简
明性且不会产生歧义的考虑。新标准的示例中，名字均

采用了缩写并省略“．”，仅表明一种提倡，但不是“要

求”。ＩＳＯ６９０的示例是名字缩写但保留“．”。新标准对
采用缩写点没有明文禁止。

３）“责任者不超过３个时，全部照录。超过３个
时，著录前３个责任者，其后加‘，等’或与之相应的
词”，如“，ｅｔａｌ．”。有的书刊统一采用对所有责任者
全部照录的著录方式，应属允许。

４）无责任者或责任者情况不明的文献，采用著
者出版年制著录的，“主要责任者”项应注明“佚名”
或“Ａｎｏｎ”。而采用顺序编码制著录的，可省略此项，
直接著录题名。

５）机关团体作为文献的主要责任者时，其名称应
由上至下分级著录，上下级间用“．”分隔，用汉字书
写的名称除外。

示例１：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ｓ
示例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３５　规范西文题名的著录　题名包括书名、刊名、标
准名、析出的文献名等。题名著录的依据是著录信息

源所载的内容。关于西文题名的著录，新标准没有给

出具体的条款，只有“西文期刊刊名的缩写可参照

ＩＳＯ４的规定”的原则性指示。根据新标准的示例，可
以归纳出以下２条推荐建议。
１）题名按原文献题名全部照录，仅第１个词的首

字母大写，其余均小写（本该首字母大写的专有名词

例外）。例如：

［９］ＳＡＩＴＯＭ，ＭＩＹＡＺＡＫＩＫ．Ｊａｄｅｉｔｅｂｅａｒｉｎｇｍｅｔａｇａｂｂｒｏｉｎｓｅｒｐｅｎ
ｔｉｎｉｔｅｍéｌ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ＫｕｒｏｓｅｇａｗａＢｅｌｔ＂ｉｎＩｚｕｍｉＴｏｗｎ，Ｙａｔｓｕｓｈｉ

ｒｏＣｉｔｙ，Ｋｕｍａｍｏｔｏ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Ｋｙｕｓｈｕ［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
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Ｊａｐａｎ，２００６，５７（５／６）：１６９１７６．

在ＩＳＯ６９０的示例中，书名、析出文献题名等，大多
数是第１个词的首字母大写、其余小写，也有实词的首字
母大写的。刊名则均为实词的首字母大写。我们在著录

实践中，可选定一种著录方法，并做到全刊一致。

２）刊名可采用缩写，并省略缩写点，每个实词的
首字母大写。新标准中仅有 ２个示例：“ＪＭａｔｈ＆
Ｐｈｙｓ”和“ＢｒＭｅｄＪ”。关于刊名的缩写，ＩＳＯ６９０跟新
标准一样，仅给出原则性意见：“无识别题名的刊名可

按ＩＳＯ４有关规定缩写。如果可能造成混淆，刊名应
著录全称。”但其所有示例均用了全称。

３６　正确著录联机网络文献　联机网络文献的著录
项目应齐全，格式应规范：“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
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ＯＬ］．（更新或修改日期）
［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ＤＯＩ．”。由示例可见，
“（更新或修改日期）”并不是必备的著录要素，而是有

则必备，如果无法确认，也可不标注。ＤＯＩ也是有则必
备的著录要素。“［引用日期］”则是必备的著录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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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规范数字的著录
１）应保持信息资源原有的数字形式。如原题名

中含有“六十五周年”，不应改为“６５周年”。
２）除１）中的数字外，如卷次、册次、卷期号、页码、

出版年、版次、公告日期、更新日期、引用日期、文献序

号等均应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ａ）“日期”按“ＹＹＹＹＭＭＤＤ”的格式著录［９］。例

如：“［２０１５０６２０］”。
ｂ）“出版年”采用公元纪年，如有非公元纪年，则

将其置于“（）”内。例如：１８８１（清光绪七年）。
ｃ）“版本”除第１版不著录外，其他版本说明均应

予以著录，西文版次用序数词的缩写形式表示。例

如：“４版”“５ｔｈｅｄ．”。
３）新标准的示例表明，报纸中析出的文献，其版

次是必备的著录要素；但如该文献引自联机网络，则

版次可不标注。例如：

［２］张田勤．罪犯ＤＮＡ库与生命伦理学计划［Ｎ］．大众科技
报，２０００１１１２（７）．

［４］刘裕国，杨柳，张洋，等．雾霾来袭，如何突围？［Ｎ／
ＯＬ］．人民日报，２０１３０１１２［２０１３１１０６］．ｈｔｔｐ：∥Ｐａｐ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ｒｍｒｂ／ｈｔｍｌ／２０１３ ０１／１２／ｎｗ．Ｄ１１００００
ｒｅｎｍｒｂ＿２０１３０１１２＿２０４．ｈｔｍ．

３８　参考文献著录不存在“公开性原则”　在新标准
和ＩＳＯ６９０中没有类似“公开发表”“正式出版”的规
定。引用参考文献时，首选的应是读者容易查找到的、

公开发表的信息资源；但不涉及保密问题的内部信息

资源也可列为参考文献。内部信息资源包括会议主办

者编印的会议文集，已投杂志社的待发表论文，科研

单位编印的科技报告、调研报告，论著手稿等等。新

标准中就有内部资料的示例。

４　特别说明

４１　参考文献著录应以规则为准　由于各种原因，
正式发布、出版的新标准尚存在一些不该有的差错。令

人欣慰的是，新标准的条款所表述的著录规则和方法

都是正确的。现在发现的差错，多出现在示例中，且多

为校对失误。例如：多个自然段末“。”误排为“；”；漏排

了“［Ｍ／ＯＬ］”；“５５（３４）”应为“５７（３４）”；“［Ｊ／ＯＬ］”应
为“［Ｊ］”；“北京大学出版社”应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
社”；“安徽：”应为“合肥：”；“９０３．［２０１２０１２６］”应为
“９０３［２０１２０１２６］”；“同②３２６３２９．”应为“同②：３２６
３２９．”；“国图资源导刊”应为“国土资源导刊”；“生命论
理学计划”应为“生命伦理学计划”；“如何突围［Ｎ／
ＯＬ］”应为“如何突围？［Ｎ／ＯＬ］”；等等。因此，我们在
学习、执行新标准时，应准确掌握条款，以条款表明的

规则为准，而不必过分纠结于存在差错的示例。

４２　澄清一个严重错误示例　采用著者出版年制
“在参考文献表中著录同一著者在同一年出版的多篇

文献时，出版年后应用小写字母ａ，ｂ，ｃ…区别”的条
款是正确的，但所列举的下列示例则是错误的。

示例１：引用同一著者同年出版的多篇中文文献
王临惠，等，２０１０ａ．天津方言的源流关系刍议［Ｊ］．山西师范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３７（４）：１４７．
王临惠，２０１０ｂ．从几组声母的演变看天津方言形成的自然条件和历
史条件［Ｃ］∥曹志耘．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首届中国地理语
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１３８．

示例１的错误如下：
１）“王临惠，等”的著录不符合规范，经核查应为

“王临惠，支建刚，王忠一”。

２）第２个文献的题名、出版单位等有误，正确应
为“王临惠，２０１３．从几组声母的演变看天津方言形
成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Ｃ］∥曹志耘．汉语方言的
地理语言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３８．”。
３）“王临惠，等”与“王临惠”并不是“同一著者”，

即使同年发表多篇论著，也无须用 ａ，ｂ，ｃ…区别。多
著者时，只有全部著者的姓名、数量、排序等均相同，才

称为“同一著者”。

示例１与规则严重不符，应该列举出真正的“同
一著者”同年出版的文献！

５　参考文献

［１］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１５
［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Ｓ］．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　信息和文献　参考文献和信息资源引用指南：ＩＳＯ６９０：
２０１０（Ｅ）［Ｓ］

［４］　陈浩元．著录文后参考文献的规则及注意事项［Ｊ］．编
辑学报，２００５，１７（６）：５０１

［５］　陈浩元，颜帅，郑进宝，等．关于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若
干问题释疑［Ｊ］．编辑学报，２０１１，２３（２）：１２０

［６］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ＧＢ／Ｔ
１．１—２００９［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９

［７］　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ＧＢ／Ｔ２８０３９—２０１１
［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１

［８］　期刊编排格式：ＧＢ／Ｔ３１７９—２００９［Ｓ］．北京：中国标准
出版社，２００９

［９］　数据元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ＧＢ／Ｔ７４０８—２００５［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０５２５收稿；２０１５０６２０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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