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误检分析
*

谢文亮1) 李俊吉2) 张宜军3) 收稿日期: 2013-03-08
修回日期: 2013-05-17

1) 《广东商学院学报》编辑部，510320 广东省广州市赤沙路 21 号，E-mail: xwl@ gdcc． edu． cn

2) 太原科技大学，030024，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窊流路 66 号，E-mail: lijunji04@ 163． com

3) 沈阳农业大学出版部，110161，辽宁省沈阳市东陵路 120 号，E-mail: xbzyj@ 126． com

摘 要 通过精心设计测试样本，对中国知网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进行多方面实验测试，分析检测结果，发现学术不端检
测系统仅要求文后参考文献著录项中的题名( 包括副标题) 必须精确，题名中漏字、错字、多字、英文字母大小写状态错误、中
英文字符切换状态错误等都会导致误检，其他的著录项如主要责任者、文献类型标志、出版物题名以及页码等录入错误将不
会导致误检;另外，文后参考文献著录项前必须单独另起一行，并用“参考文献”标明，否则也会产生误检。研究结果说明:由
于检测系统的误检而导致误检率极高，要求期刊编辑在检测文章时，必须对文后参考文献的格式和文章题名加以重视，尽量
避免误检的情况发生。
关键词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误检率 文后参考文献 文字复制比 非引用复制

1 引言

中国知网研发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以下简称

为“检测系统”) 给期刊编辑部的质量保证把了第一关，但也

带来一些误检的情况发生。编辑在检测过程中经常会碰到

以下情况: 系统提示该段文字内容为非引用复制，通过系统

提供的源文献作对照，文字内容也的确来自该源文献，然而，

经过仔细阅读稿件原文，发现该段文字是作者引自系统中所

提供的源文献，并且作者在正文中也作了声明，在句末用上

标的文后参考文献序号“［］”标明，在文章尾部也提供了该

引文文献。通过对比两个参考文献，从整体来看，作者提供

的参考文献与检测系统中提供的参照源文献是基本相同。
然而，检测系统还是将该段文字判断为非引用复制。一些期

刊编辑看到检测系统所显示的结果中文字非引用复制率比

较高，就仓促将稿件定性为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直接退搞。
这种情况造成了大量的好稿无辜被退掉，没有尽到期刊“挖

掘人才，发现好稿”的责任。
鉴于此种情况发生，吉家友认为，检测系统初步的诊断

不能作为结果，复制不能一律等同于抄袭［1］; 赵茜认为在使

用检测系统要注意一个“度”，人工和系统结合［2］; 谭华，崔

洁等认为编辑要全面分析稿件的内容、文中的参考文献的引

用是否合理，避免因过分依赖检测系统审稿产生的审稿偏

差［3］; 赵蔚［4］提出了要认真区别“文字复制比”与“文章抄袭

率”。
然而，当前的研究很少通过实验技术手段，对检测结果

进行多方面试验，深层次研究误检的原理以及应对的策略。
文献［2］中，赵茜发现在检测结果中文章提供的文献和系统

给出的参考文献是一样，但系统还是将段文字判断为抄袭，

经过对照观察，原文作者提供的文献中文献类型标明的是

“［M］”，即书目，而检测系统中标明的文献类型是“［J］”，即

期刊杂志，于是文献［2］就断言，检测系统以标明的参考文献

类型作为判断标准。然而，笔者做过试验，将一篇文章中同

一条参考 文 献 的 文 献 类 型 分 别 写 为 书 目“［M］”和 期 刊

“［J］”，在检测系统中检测，系统都识别该段文字为引用，并

没有误断为非引用复制。因此，有必要对检测系统的误检作

深入研究，探究检测系统误检的原因，并分析系统误检的严

重程度。

2 检测系统误检实验与分析

学术论文撰写过程中经常要引用到其他公开发表文献

的内容，必须在文后提供所引文字内容的出处。《文后参考

文献著录规则》( GB /T 7714 － 2005) 对期刊的析出文献著录

制定了规范，其著录格式为: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 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
连续出版物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年，卷( 期) : 页码［引用日

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为了衡量检测系统的误检情况，笔者提出了误检率的计

算公式:

误检率 = 未修改前非引用复制比 － 修改后的非引用复

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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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文后参考文献误检为正文内容

一些期刊的文章结构编排规范中要求将“参考文献”这

几种字也放进文章标题结构当中。笔者在检测一篇文章时，

该文章的结构是: 一、引言; 二、样本的选取、变量描述; 三、

实证研究; 四、结论; 五、参考文献。
检测该文章后发现参考文献的字体颜色大部分都是红

色的，即检测系统将文后参考文献当成文章正文进行检测，

如图 1 所示。

图 1 文后参考文献被误当作正文内容处理

该文章的非引用文字复制比是 20. 3%，将“五、”去掉，

即“参考文献”四个字独立出一行，重新检测后检测结果显

示，文后参考文献内容变成浅灰色，非引用文字复制比变为

2. 5%。误检率为: 20. 3% － 2. 5% = 17. 8%。

分析: 系统程序默认的情况下，文章的标题结构如“一、

二、三、……”是属于文章的正文内容，如果用“五、参考文

献”表示文后参考文献，则系统认为参考文献的内容也是正

文，对其进行匹配检测。一旦发现有文字复制行为，无论正

文中是否已经标明是引用，一律被认为是非引用复制行为。

这种情况误检率比较大，需要特别小心对待检测结果。如果

编辑不进 行 对 照，只 看 到 检 测 结 果 中 非 引 用 复 制 率 高 达

20. 3%，肯定作退稿处理。因此，笔者认为，除了要小心对待

误检之外，还要严格实行在线稿件处理系统的“三审制”，将

检测结果作为文档保存，以供下一阶段的审稿人审查。

2. 2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项中的敏感与非敏感元素

选用另一篇文章作试验，系统检测结果显示文章的非引

用复制比是 19. 9% 。通过检查生成的检测报告，发现文章

中有一段文字已声明引用文后参考文献 15，而参考文献 15

与检测系统中提供的文献是一字不差。如:

［15］张文勤，石金涛等． 团队成员创新行为的两层影响

因素: 个人目标取向与团队创新气氛［J］． 南开管理评论，

2010( 6) : 22 － 30．

但检测报告依然将该段文字判断为非引用复制。笔者

对该参考文献著录作了如下的试验:

( 1) 将文后参考文献中的序号“［15］”去掉;

( 2) 将主要责任者去掉;

( 3) 将期刊题名故意写错一个字，如“南开管理评论”写

成“南开管理评”;

( 4) 将 出 版 日 期 作 了 修 改，如“2010 ( 6 ) ”写 成“2010
( 13) ”;

( 5) 将页码“22 － 30”去掉;

( 6) 将文献类型“［J］”改成“［M］”
( 7) 将正文中的文后析出文献序号“［15］”分别放在句

前和句后;

结果与分析: 根据( 1) － ( 6) 所列的试验项对文后参考

文献 15 分别作了修改，根据( 7) 对正文内容作了修改，上传

到检测系统检测，结果非引用文字复制比依然是 19. 9%。这

说明检测系统中对文后参考文献中以上各项不敏感。
( 8) 将文后析出文献标题中的中文冒号“:”切换成英文

状态下的“:”，

结果与分析: 根据( 8) 所列的项目对文后参考文献 15 进

行修改，检 测 结 果 从 19. 9% 的 非 引 用 文 字 复 制 比 降 低 为

13%，系统的误检率是 6. 9%，说明检测系统对标题中的符号

敏感，如中英文切换状态、英文字母大小写等。
( 9) 将析出文献标题中的“团队成员创新行为的两层影

响因素: 个人目标取向与团队创新气氛”去掉一个“氛”字;

结果与分析: 检测系统显示非引用文字复制比由 13%重

新回升到 19. 9%。这说明检测系统对析出文献标题中的文

字敏感，文献标题中少一个字，多一个字或错一个字都会报

错，系统认为文章中提供的文后参考文献与系统数据库中的

源参考文 献 不 相 符，进 而 将 该 引 用 的 文 字 判 断 为 非 引 用

复制。
( 10) 文后参考文献题名缺少文章副标题;

结果与分析: 在检测另一篇文章时发现，该文章的非引

用文字复制比是 5%，从正文的内容来看，是属于引用复制，

并且作者提供的参考文献题名与检测系统中参考文献正标

题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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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纪宣明，黎丽． 东西部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实证分

析与评价［J］． 金融研究，2004，3: 109 － 115
但系统中将引用该文献的文字认为是非引用复制。经

过对比，发现检测系统中所提供的源参考文献中副标题是存

在的，但在检测的论文中没有提供副标题。对文后该参考文

献内容稍作修改，加上副标题，如:

［7］纪宣明，黎丽． 东西部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实证分

析与评价———以京、蜀两地上市公司为例［J］． 金融研究，

2004，3: 109 － 115
重新检测后结果表明: 非引用文字复制比从 5% 低到了

0. 5%，误断率是 4. 5% ．
这说明检测系统对副标题敏感，副标题必须准确加入文

后参考文献著录中。

3 总 结

通过以 上 的 测 试 实 验 和 分 析，总 结 出 中 国 知 网 检 测

原理:

第一，将要检测的文章分为正文和参考文献，如果文章

结构中没有将“参考文献”在文后单独列开，检测系统将文后

参考文献当作正文检测;

第二，将正文与数据库进行匹配检测;

第三，如果正文有文字复制情况发生，则提取数据库中

源文件的参考文献的题名，题名包括主标题和副标题;

第四，检测系统将所提取的题名与所检测文章的文后参

考文献题名作精确比较，当且仅当一一对应，检测系统才将

该文字复制标为引用，否则检测系统认为是非引用文字复

制，即对参考文献著录的标题零容错，对其他项宽松。
至于文后参考文献中的其他著录项，如主要责任者、连

续出版物题名、页码等，检测系统并没有对其进行检测，因此

对其他项的错误并不敏感。在正文中，无论参考文献序号

“［1］”、“［2］”等有没标出，检测系统对此不敏感。
结合以上的分析，总结出学术不端检测系统产生误检的

可能原因如下:

( 1) 文章作者在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时没注意规范，将题

名写错;

( 2) 来源期刊缺乏统一规范，像文中所举的例子，有些期

刊将冒号写成中文字符“:”，也有期刊写成英文字符“:”，结

果导致读者无法分辨出中英文字符切换状态下正确的字符，

因此在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时发生错误。
了解以上各种误检情况以及其产生的可能原因后，期

刊编辑在对作者来稿进行检测时，需要仔细和谨慎，如果有

非引用文字复制产生时，必须生成检测报告单，并且为了方

便对照，在 生 成 报 告 单 时，选 中“全 文 对 比”选 项，如 图 2
所示。

图 2 “全文对比”检测生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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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检测报告右边中提供的参考文献著录情况，再对

比所检测文章中文后参考文献提供的著录项中的文章题

名，如果基本一致，但系统对该段文字判断为非引用复制，

则须:

( 1) 注意标题( 包括副标题) 是否少字、多字或错字;

( 2) 如果标题中有英文字母存在，注意字母的大小写;

( 3) 如果标题中有数字和符号，注意字符的中英文切换

状态;

( 4) “参考文献”四个字是否在文后单独另起一行。
然后根据上面分析的结果修改参考文献后再检测，则可

得到相对客观的、误检率低的检测结果。

参考文献

1 吉家友．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数据分析． 中国 出 版，2010，

( 4) : 27 － 29

2 赵茜． 使用 学 术 不 端 文 献 检 测 系 统 如 何 把 握 好 合 理 使 用 的

“度”． 中国出版，2010，( 10) : 59 － 61

3 谭华，崔洁．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使用建议． 编辑学报，

2010，22( 2) : 153 － 155

4 赵蔚． 学术不端检测结果的修正标准初探———基于“文字复制

比”与“文章抄袭率”的辨析． 中国出版，2011，( 22) : 20 － 23

引用矮化
———论参考文献的不当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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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合理的引用文献对提升论文学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但放弃了文献
引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盲目追求源文献的高水平与权威性易造成文章结构混乱、主题偏移，进而影响论文整体性表达，严重
降低文献的引用效果，形成论文的“引用矮化”现象。文中就学术论文文献“引用矮化”现象的成因、不良影响与预防措施作一
综述。
关键词 引用矮化 不当引用 参考文献 学术论文

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科学研究线索

的体现形式。标注参考文献的意义在于体现论文的学术水

平，科学依据的背景、起点及深度，作者对他人劳动的尊重及

对科学研究的严肃性，相关科研内容的延伸性［1］。以往有研

究针对学术文献引用的格式、作用与意义展开讨论［2］，但较

少关注“经典文献”不合理引用对论文学术价值与可读性产

生的不良影响。现实中，少数缺乏科学精神及学术严谨性的

作者在将高水平文献引用并混搭后，却没有体现出更科学的

学术思想及更高的学术水平，甚至有误导读者之嫌; 且文献

的牵强引用造成篇章结构的臃肿，思想内容也不及参考文献

本身，反而降低了文献组合后的引用效果，形成了文献的“引

用矮化”现象，即引用意义的“1 + 1 ＜ 2”。文中就参考文献

“引用矮化”现象的形成原因、对论文学术价值的影响以及预

防措施作一综述。

1 “引用矮化”现象形成原因

“引用矮化”现象是由于作者在引用文献过程中忽视了

对文献必要性与合理性原则的把握，所引文献对文章主题及

结构没有产生积极作用。形成论文参考文献“引用矮化”现

象主要来自于作者与编者两方面的原因。

1. 1 作者原因

1. 1. 1 缺乏正确引文认识

部分作者缺乏对正确引用文献的认识，论文写作过程中

只注重对研究内容、方法与结果进行阐述，在需要文献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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