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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视基于 P-W 的网络文献的引用和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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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学术研究查询收集资料更多的是通过网络进行。引用了网络文献在文后的参考文献表中
要有著录，以体现网络信息真实的学术价值。目前网络文献的著录存在《国标》规定不详细，缺乏具体操作指引，使作者、编
者、数据库工作者提取著录信息问题较多。为规范网络引文著录，建议: ( 1) 信息服务商完善网页的标准化以使得著录数据
容易获取; ( 2) 加强《国标》网络引文著录的解读与研究，并形成规范以使作者及编辑著录时有据可依; ( 3) 网络引文的可获
得及稳定性，不能仅仅依赖网络信息的长期保存，应充分利用编辑部或图书馆资源，建立一套被引网络信息的长期保存系
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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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我们进入了全新的

数字时代，在阅读方式上，数字阅读率( 包括电脑、
手机及其他阅读器等媒介) 大幅提升，电子图书将

成为人们未来阅读方式的主流［1］。电子技术的发

展及普及利用，不仅仅使科技期刊实现了投稿、审

稿、编辑加工、发排出版等编辑出版流程的网络化，

更重要的是医学科研工作者已经从阅读纸质的期

刊获取信息过渡到更多的通过网络平台收集检索

医学文献。OCLC 在 2005 年的一项对包括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 6 个国家 3300 个用户的调查

发现，84% 的用户使用在线搜索引擎查找信息［2］。
医学论文中网络文献的引用与著录已经成为我们

期刊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工作。现对纸质期刊中网

络文献( Print-Web，P-W) 的引用、著录探讨如下。

1 网络文献的定义及外延

对于网络文献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划分。郭

伟等［3］主张将第一载体为纸质的图书、报纸、期刊

等从网络文献中分离出来。刘佳［4］指出: 网络文献

不是指一切的网络信息，而是指相对稳定、能够在

一定时间内反复访问的信息单元，包括网络报刊、
网络数据库、网络图书数据集合，也包括 HTTP 协议

传递的网页，用专用通讯线路访问的数据库等。我

国新闻出版署 1996 年颁发的《电子出版物管理规

定》指出“电子出版物是指将图、文、声、像等信息储

存在磁光电解质上，通过计算机或具有类似功能的

设备阅读使用，用以表达思想、普及知识和积累文

化，并可复制发行的大众传播媒体”。电子文献一

是纸质文献以电子文献形式出现; 二是直接就是电

子文献，三是与纸质文献并不完全相同的网络版形

式。目前何为网络文献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在互

联网上，我们可以通过各大数据库如 CNKI、维普中

文、万方数据库检索到纸质医学期刊的电子版，广

义来讲其第一载体是纸质的，但其最普遍的被获取

方式是通过互联网，载体是电子设备。电子文献中

引用纸质文献或网络文献等均不在本文中探讨，本

文所讨论的网络文献特指第一载体非纸质的文献。
讨论纸质期刊中网络文献( P-W) 的引用情况。

2 适合作为引文的网络文献

学术论文中的参考文献是作者对所引文献的

认可，是学术的延续与传承。网络文献作为引文是

对其的学术认可。网络引文分析可作为评价网络

信息及网站的条件之一。
网络文献大而繁杂，良莠不齐，形式多样，能作

为科技论文引文出现的，多为各专科学会、协会、政
府组织等专业的网站。《中华内科杂志》就设立了

“网络信息导航”栏目，系统介绍专业网站，为作者

阅读与引用网络文献提供了指引。专业性的学术网

站的信息，如专业动态、专家学者、重要文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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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法律法规、学术会议等这些学术信息，都经过

了充分论证和推理的结论，有的是专科学会的专业

指南，有的是政府部门的法律法规条文，都适合作

为引文。政府机构的网站发布的调查报告或者公

告也同样具有权威性。对于不明网页或者网页无

法重现的文献因其真实性有疑问，在学术论文中尽

量不要引用。对于专业论坛、BBS 发表的论文，观点

新争议大，学术论文引用前要对其数据进行重复及

真实性检验，引用即意味着认可，即使是反证也应

谨慎。目前在物理和计算机领域网络已经成为获

取信息、科学发现和与同行保持联系的首选［4］。甚

至学术交流模式也从以期刊为中心向以适合网络

的新模式发展。2006 年菲尔茨奖得主之一———俄

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就因在互联网上发表 3 篇

“庞加莱”猜想的关键论文而获奖。
网络引文应具有可回溯性。网络文献经过一

段时间再次查找很多无法找到原文。这也是影响

网络文献作为引文的关键问题。网络信息频繁变

化的 UＲL 地址，产生了链接衰减或消失，促使产生

DOI 及 UＲN 及基于此出现的 DOI-X、PUＲL、Handle。
DOI 及 UＲN 能 解 决 由 于 UＲL 变 动 而 产 生 的

“linkrot”，但对删除造成的“linkrot”，无能为力。李

孟臣等［5］通过研究 2000 ～ 2003 年网络引文的引文

有效率、年度衰减指数、有效性半衰期对 Web 资源

是否合适引用进行探讨，认为虽然目前互联网信息

引用数目越来越多，但从治学严谨和论文价值实现

等多方面考虑，只有通过其他辅助机制保证 Web 引

文的半衰期远大于论文的引用半衰期后，网络文献

才更合适大规模引用。段宇锋等［6］通过对《中国图

书馆学报》1995 ～ 2008 年所载网络引文为对象发现

“linkrot“的发生率和与时间有关。
我们建议作者在引用网络文献的同时，应当保

留引用时的网络信息及内容，并提供给编辑部，以

便于进行系统的保存。

3 网络引文发展趋势

电子文献的优势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信息

存储容量大，具有通用性和易于复制性，检索方便，

便于开展研究。与传统文献比较其具有方便修改、
巨量增长、批量检索方便、更新快等。在 Web2. 0 时

代，用户产生内容( UGC) ，个人除了是互联网的使

用者，也是网络内容的主动传播者和作者，如目前

的博客，BBS 等，网络信息更容易发布。而传统文献

一经发表，其内容不会再发生改变，而互联网信息

其内容及网址均可发生变化。目前网络用户激增，

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5. 64 亿，

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5090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42. 1%，较 2011 年底提升 3. 8%。微博用户规模为

3. 09 亿，较 2011 年底增长了 5873 万，网民中的微

博用户比例达到 54. 7%。手机微博用户规模 2. 02
亿，占所有微博用户的 65. 6%，接近总体人数三分

之二［7］。网站 数 268 万，国 际 出 口 宽 带 数，1 899
792Mbps，IPv4 3. 31 亿，域名数 1341 万［8］。2011 年，

我国 18 ～ 70 周岁国民上网率为 54. 9%，比 2010 年

的 49. 9% 增 加 了 5 个 百 分 点。有 超 过 半 数

( 50. 6% ) 的国民通过电脑上网，有 25. 4% 的国民通

过手机上网。手机上网率的增幅明显，与 2010 年的

16. 6%相比，增幅高达 53. 0%［9］。网络信息的发布

者、使用者都以巨量的速度增长，图书馆越来越重

视电子图书馆及数据库的建设。同时网络中如:

CNKI、维普中文、万方数据库等大型的专业数据库、
专业性的学术网站也逐渐的建立并完善。网络文

献或其他电子资源被科技工作者越来越多的引用。
薛卫双等［10］研究指出，《图书情报工作》近 10 年的

网络引文量在总体上呈现递增的趋势，由 2000 年的

125 篇上升到 2009 年的 1507 篇，增幅达 12 倍。科

技期刊 论 文 中 的 网 络 引 文 已 经 成 为 不 可 逆 转 的

趋势。

4 网络文献的引用和著录

4. 1 网络文献引用的问题

网络文献引用最大的问题是论文引用了网络

文献却没有在文后参考文献表中著录。医学论文

中出现 UＲL 地址的不少。如内文描述“根据周期素

D2 序 列 及 Target Scan ( http: / /www． targetscan．
org / ) 软件预测结果”“根据 miＲbase ( http: / /www．
mirbase． org / ) 得到 Ｒno-miＲ-145 成熟体序列”。“获

得 TBX1 基 金 外 显 子 序 列 ( http: / /www． ensembl．
org / ) ”等。很多基础研究类论文都涉及到 DNA 数

据库 如 美 国 的 GenBank、欧 洲 的 EMBL 和 日 本 的

DDBJ，但均未将上述数据库列为参考文献。有的作

者对于网络公告数据直接给出而不给予出处，如

WHO 网站，或政府网站公告的数据等; 有的作者将

专业网站中获得的行业标准，以纸质的版本简单著

录等等。在编辑加工的过程中我们让作者补充参

考文献时，作者能给编辑部的是专业网站上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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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网络引文是网络资源应用于学术研究的直接

表现，是专业技术人员对网上学术资源的一种变相

的同行评议，是对网络资源学术价值的认可。因此

论文中引用了网络文献的信息，应当也必须在参考

文献表中著录。
4. 2 网络引文著录信息的获取

4. 2. 1 作者自己抽取数据著录
2005 年 10 月 1 日正式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标准 GB7714 － 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规

定电子文献可作为引文并给出著录方向，但偏于简

单。具体的著录中存在很多的问题不能靠《规则》
解决。如纸质文献的电子文献按电子文献著录还

是按纸质文献著录? 如何著录印刷前的在线论文?

( 其在印刷时可能内容及格式均发生变化) ，如何抽

取著录信息? 国 内 缺 乏 指 引。APA ( 美 国 心 理 协

会) 规定 UＲL 必须直接指向具体的引用处，UＲL 的

书写，空格、转行、斜线都会使地址产生错误，必须

准确的书写印刷。对于网络中无期刊性文件的引

用，无确定作者、无时间信息，某部门、政府、组织网

站上公布的官方非官方文件、技术报告，可采用文

献名作为开头，也可在 UＲL 前著录其组织名称。这

就解决了我们关于有些网络文献责任者的认定。
《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也

有相关的叙述。马爱芳［11］调查发现，很多的中文科

技核心期刊的网络引文采用《规范》来进行网络引

文的著录，而其与 2005 年《国标》不同的是日期著

录规则，其著录在地址后，而《国标》著录在地址前。
《规范》的著录日期存在问题，发表日期，更新日期，

引用日期，标识不明。《国标》《规范》的统一使用，

辅以国外的各种电子文献的著录规范就可以解决

我们期刊编辑目前著录存在的认识问题。期刊编

辑所要做的是广泛的介绍著录规范，详细的制定执

行的具体细则，同时向作者进行推广，提升作者提

取网络文献引用数据元素的能力。国内期刊界应

加强《国标》有关网络引文著录的解读与研究，并形

成行业规范以使作者及编辑部著录时有据可依。
4. 2. 2 自动获取各著录数据元素

ALA( 美国图书馆协会) ，ACM ( 美国计算机协

会) 以及一些数据库商提供固定的格式方便用户对

电子文献的引用。
( 1) 网页中电子文献的自动引用，ALA 在它网

页的左下部设置了“cite this page”按钮，提供 ALA
格式的固定引用格式，通过复制黏贴即可列在参考

文献表中。
( 2) 数据库中电子文献的自动引用。
( 3) 提出利用语义 WEB 元数据实现电子文献

引用的自动获取，网络文献不像纸质文献一样具有

规范的格式，有时从网页上根本无法获得著录的相

关信息。第一步分析电子文献，在 HTML 语言中每

个元标签都是以 ＜ meta ＞ 开始，方便程序查找元标

签起始处，所有的元数据都在 ＜ head ＞ 处当程序遇

到 ＜ /head ＞ 或 ＜ body ＞ 就可结束。电子文献需要

自动抽 取 的 主 要 DC 元 数 据 有: 文 献 作 者 ( DC:

creator) ，文 献 名 称 ( DC: title ) ，文 献 类 型 ( DC:

Format) ，文献编写日期( DC: date) 和网络电子文献

的 UＲL 地址( DC: Identifier) 等几项。元数据的规范

化，电子文献引用的标准化，越来越多的元数据标

签应用于电子资源中，信息服务商完善网页的标准

化以使得著录数据容易获取，一定会加速对电子资

源书目信息自动引用的进程。
4. 3 网络引文著录中存在的问题

一条著录规范的网络引文应包括网络资源的

著者、题名、日期、来源四个字段。来源字段区别与

普通引文著录，其 UＲL 包含丰富的信息，从中可以

发现网络资源对应的网络协议、域名、服务器文件

夹名称、端口号、文件类型等有用的信息，著录中存

在的问题:

( 1) 题目的载体类型及电子标识符不规范，如

只著录了文献类型 EB，没有著录载体类型 OL。
( 2) 责任者项不明确。
( 3) 不著录责任者或题目项，直接给 UＲL 地址。
( 4) 网址著录没有到具体到文件。
( 5) 没有给出引用日期。
( 6) 对网络文献的文献类型判断失误等。
综上所述，网络文献作为引文在学术期刊中出

现并逐年增多是不争的事实，其著录存在许多的问

题，规范著录我们建议:

( 1) 需要信息服务商完善网页的标准化以使得

著录数据容易获取;

( 2) 需要同时加强《国标》中网络引文著录的解

读与研究，并形成规范以使编辑部著录时有据可依;

( 3) 网络引文的可获得及稳定性，不能依赖网

络信息的长期保存，应充分利用编辑部或图书馆资

源，建立一套被引网络信息的长期保存系统才是有

效的促进网络信息利用的方法。
( 下转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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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计量学研究，并发挥网络上的链接功效等等［9］。
参考文献是否规范，不仅是作者严谨学术精神的体

现，而且是评价论文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依据。准

确、适宜的参考文献的引用至关重要，如实地呈现

参考文献，不仅表明作者对他人劳动的尊重与承

认，也是对他人研究成果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文

章仅从三个方面例举了现有环境下电子文献著录

存在的不足，结合国际上电子文献的著录情况提出

了一些建议。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新媒体涵盖的

范围将越来越广，突显电子文献著录格式的不足的

地方也将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争议也会越来越

多，从而引导人们不断去探索，如此往复，逐渐完善

对电子文献的著录。作为学术规范的形成和完善

我们应当尊重客观规律的变化，在一些尚存争议的

地方可以允许大家在实践中摸索探讨，当一种著录

格式为作者、编者普遍欢迎和接受时，就说明他的

科学性、简洁性和对著作权的保护性体现得最好，

任何国标性质的规范条款都应在大家普遍能接受

时推出更新为好。
作为学术期刊编辑，应更加重视文后参考文献

的规范化标注，本着对读者和作者负责的精神，严格

按照电子文献的实际形式进行审稿、编辑、校对，以

维护参考文献的真实性、准确性，并普及国家规范

标准知识，提高作者的引用规范意识，帮助作者养

成正确良好的引用习惯，使学术期刊在新媒体环境

下发挥更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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