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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考文献中数据集著录格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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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现代化计算机科学应用技

术环境下,数据集已成为众多科学研究课题项目中必不可少的

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１９８０年以来数据集越来越多地受到关

注、研究和引用.本文介绍了数据集的发展,分析了数据集对

科技期刊论文的写作作用,然后通过具体数据表明数据集在科

技期刊中的引用情况,最后针对当前数据集在参考文献中的著

录格式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建议网络资源中数据集在参考文献

中的著录格式可表示为:[序号]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

信息[DS/OL]．制作地:制作单位,制作年份(更新或修改日

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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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各种信息技术的飞速扩

散,各领域的生产规模、数据种类、数据规模都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飞速增长[１].从１９８０年美国未来学家托

夫勒预测“大数据”在“第三次浪潮”中的重要角色,到

２００９年“大数据”作为继云计算后的又一科技热点而

引起各界瞩目.现实表明,“大数据”不仅是学术界公

认的下一个创新前沿,更是商业界的另一个热门市场,
还是各国政府关注的战略领域,许多外国媒体和专家

将２０１３年称为“大数据元年”[２４].随着大数据时代的

到来,各学科产生的数据集(Dateset,DS)的数量与日

俱增.数据集,又称为资料集、数据集合或资料集合,
是一种由数据所组成的集合.在 GB/T７７１４—２０１５[５]

中,新增了４个文献类型及其标识:档案(A),舆图

(CM),数据集(DS),其他(Z).而关于数据集(DS)在参

考文献中的著录格式尚未给出,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１　数据集对科技期刊论文写作的作用

　　数据集基本上由数据集名称、数据项目、存取方式

和数据构成[６].从中国知网数据看,在１９７８年«羊毛

工业研究协会纺织数据集(一)»[７]中最早出现了“数据

集”字样.当时数据集以表格形式出现,每一列代表一

个特定的变量,每一行都对应于某一成员的数据集的

问题.如今,由于数据集中数据元庞大,数据集无法在

某一篇文章中呈现出来.例如«中国考古学中碳１４年

代数据集(１９６５—１９８１)»[８]中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将数据汇编成集,以书籍的形式反映数据,以
便于研究工作的检索和引用.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集存在形式早已不像早期那样

只是一个简单的表格.在数据库中,数据集的结构类似

于关系数据库的结构,它包含了为数据集定义的约束和

关系等.在统计学中,数据集一般来自实际观测得到的

抽样统计人口,每一行对应于观测的一个组成部分.另

外,可能会嵌入产生子数据集的软件.例如,存在数据

中的经典数据集PSPP、人口人力资源数据统计学数据集

等.在科技期刊论文写作中,数据集主要有如下作用.

１１　统一了分歧数据　例如考古学中碳１４年代数

据.在全国建立了３０多个碳１４实验室,每个实验室

在不同时间测定并分批发表数据,共产生了２０来批

１０００多个年代数据.这些数据既不便于相互对照,又
难于收集备用,对研究工作的参考和碳１４年代数据的

引用带来了相当的不便;因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将所有散见于各处而数据又不一致的碳１４年代数据

汇编成集,以便于研究工作的检索和引用.

１２　实现了资源共享　数据集的建立为科技论文提

供了全面、可靠的参考数据.一方面,数据集的共享可

以避免重复劳动.据统计,我国科研项目重复率高达

４０％,而另外６０％中部分重复率在２０％以上,已造成了

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浪费[９１０].如果我们能对同一

项目建立数据集,进行研究汇总甚至合作研究,那么,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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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还可聚集更多的资源,得到

更好、更多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数据集更好地保护

了知识产权.一个数据集的建立,可以是某几个作者、
科研单位、组织机构.数据集的公开有其著作权,它的

产生受时代背景、地理位置、研究设备、关键技术等条件

的影响,当某个研究项目出现一种新的成果,需要做出

新的数据集时,旧的数据集将为其提供参考数据.当数

据集被直接引用时,我们应尊重作者的著作权.

１３　提高了工作效率　数据集更能全方位地反映某

个项目的众多要素.科技论文写作时,可以从著作中

或网络资源中的数据集中查找.在大数据时代,数据

元更新速度快,数据集多以电子格式存在,这样我们可

以从计算机中直接检索即可,避免逐一查找纸质目录,
省时省力,提高了工作效率.此外,通过大量数据集的

整合、分析,能够得出一套行为预测模板,更准确地提

供我们的意向行为.

２　数据集在科技期刊中的引用情况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现代化计算机科学应

用技术环境中,数据集已成为众多科学研究课题项目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数据集是科技期刊的热点词汇

之一,也是当前国内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自动化

技术、互联网技术、数学、生物学、自然地理学和测绘学

等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笔者以“数据集”从关键词角

度进行检索,就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间,以“数据集”为关键

词文献的学科主要是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自动

化技术,分别占总文献量的５５７％和１８２％.
另一方面,就数据集在科技期刊中的引用和研究

情况做以下研究.在具体数据来源及选取上主要以

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 主 要 数 据 来

源[１１].以“数据集”从关键词途径进行检索,就１９１５
年以来以“数据集”为关键词的文献数量增长情况进行

分析.在５个时间段即１９１５—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６—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内

文献的增长量分别为６、６７５、１１６８、３３９７、２５６５.可见

作为“第三次浪潮”的“大数据”时期的到来对数据集的

文献数量逐年增加,且增长得越来越快,其中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间增长最多,而２０１１年以来增长逐渐缓慢.
数据集增长量与日俱增充分说明了它在科技期刊中的

不可小觑的地位和作用.

３　数据集在参考文献中的著录格式

　　目前,数据集大致以３种形式出现:期刊中析出的

数据集、普通图书中的数据集和网络资源中的数据集.
下面对上述形式的著录格式加以分析.

３１　期刊及普通图书中析出的数据集　期刊及普通

图书中析出的数据集的表达形式已有明确的著录格

式,分别按期刊和普通图书的著录格式著录即可,即无

须出现文献类型标识“DS”.在此不再举例细述,可见

文献[１２１５].

３２　网络资源中的数据集　网络资源中的数据集尚

无明确的著录格式,下面通过实例进行探讨.研究发

现,网络资源中外文数据集的共享资源比较丰富,结构

形式相对统一.其基本结构为:数据集名称、数据来源

介绍、数据摘要、关键词、数据格式、数据详细信息、数据

预览等.在“数据详细信息”中一般可以准确了解到该

数据集的基本情况.参照 GB/T７７１４—２０１５[５]中电子

文献的著录要求,电子文献的著录项目主要包括:主要

责任者,题名项(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含
文献载体标志)),出版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更新

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建议网络资

源中的数据集的著录格式可表示为:[序号]主要责任者．
题名:其他题名信息[DS/OL]．制作地:制作单位,制作年

份(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
例如,图１为“TwingassensorarraysDataSet”

中的部分截图.

图１　“TwingassensorarraysDataSet”中“abstract”和“source”

　　由图１可知数据集的基本信息,建议将该数据集

表示为:
[１] FonollosaJ．Twingassensorarraysdataset

[DS/OL]．Catalunya:InstituteforBioengineeringof
Catalunya,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０６０６]．http:∥archive．ics．uci．
edu/ml/datasets/Twin＋gas＋sensor＋arr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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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图２为某“学院数据集”中的“数据详细信

息”的部分截图.

图２　某“学院数据集”的“数据详细信息”

由图２可知数据集的基本信息,建议将该数据集

表示为:
[１] JEFFC．Collegesdataset[DS/OL]．Pittsburgh:CarＧ
negieMellonUniversity,２００３[２０１６０６０６]．http:∥wenku．
baidu．com/link? url＝v４j０daeP６tBALCWgmsv EucbnＧ
GrlsFbYBf７f０IXG０bTHAg HShTIm WrA０７４vpexx３Fpo
AWa６Y３Xdsb０yCOXusTg２KB２３jN２BTLibxAgjKqXNG．

４　著录细则补充说明

　　若数据集著录项目中制作地、制作单位、制作年

份、更新或修改日期情况不明,则可省略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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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期刊编校质量评审专家慎重判错

　　２０１７年１月中旬,一位朋友把他们参评政府奖的

英文期刊的«报刊编校质量检查结果反馈意见表»发给

我,向我咨询他们的疑惑,其中有２处“差错”涉及我参

与修订的 GB/T７７１４—２０１５«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

录规则»,有的同人对此可能也有疑惑,因此有必要作

一澄清,同时吁请评审专家慎重判错.

１)“etal应改为斜体(文内其他处通改)”,因“字
体差错”全刊计１．５个“差错”.这是评审者的误判.
该刊对“etal．”统一采用正体写法是正确的,也是 GB/

T７７１４—２０１５所倡导的.该标准１０．２．２就有“对欧美

著者只需标注第一个著者的姓,其后附 ‘etal．’”的写

法,正文中５处、附录中４处“etal．”,全都为正体.

ISO６９０:２０１０«信息和文献 参考文献和信息资源引

文指南»中,“etal．”也都采用了正体.

２)“etal结尾处只需一个句号”,因“标点符号错

误”计０．５个“差错”.这又是一个误判.查该刊第９７２
页第９行,我认为“etal．[７]．”的排法是符合规范的:其
中第一个句点是不应省略的缩写点(评审者却将其省

略了!),如果没有上角标“[７]”,结尾处确实只需要一个

句点,现因插入了上角标“[７]”,理应以句点结束该句的

陈述.该刊的文献序号出现在句尾时,依据 GB/T
７７１４—２０１５给出的示例,采用了统一放在标点前面与

引用信息紧密相连的科学标注方式,如第９７１页第４
行的“．．．investigated[１３]．”.值得指出的是,不少期刊

存在上角标序号位置混乱的情况,建议向该刊学习,参
照 GB/T７７１４—２０１５予以规范统一.

(陈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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