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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版规范存在的问题及执行偏差例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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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依据有关国家标准, 对学术期刊(光盘版)编排规范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予以阐释; 同时, 举例分析了因

编者对规范的错误解读所导致的执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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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9 年 2 月, 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了�中国学

术期刊(光盘版) 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 1] ( CAJ-

CD B/ T 1 � 1998, 以下简称�规范�)。虽然该�规

范�当初只是在 3 500余种入编期刊中试行,但随着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入编期刊数量的不断扩

大,其影响力也在潜移默化中渐渐提升,逐步形成了

�规模化的规范期刊群体�。2006年, �中国学术期

刊(光盘版)�编辑委员会又在吸纳各方意见的基础

上,发布了�规范�新的修订版 ( CAJ- CD B/ T 1 �

2006) [ 2]。

目前, 2006版�规范�仍处于具有不确定性的征

求意见阶段,尚未在入编期刊中广泛推行。不过部

分先行者正尝试�准实施�, 特别是对一些铁定要修

改的内容(如将�文献标识码�改为�文献标志码�) ,

已开始积极试行。由于新�规范�的修订原则是�保

持稳定,适当增补�, 因而其架构、体例等一以贯之地

依循既定风格。对于 10余年来已形成编排定式的

入编期刊群而言,这种承继与续延无疑是有利的; 但

由此一来, 因�规范�自身缺陷及编者对�规范�解读

失误导致的执行偏差也会得以�传承�。本文中, 笔

者列举上述两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 以期引起业内

人士的关注并对偏差进行有效规避。

一、�规范�自身缺陷引发的执行偏差

(一)关于�规范�中姓名写法存在的问题

在新、旧两版�规范�中,中国著者姓名的汉语拼

音采用�姓前名后、中间为空格�的写法。姓氏的全

部字母均大写,复姓连写; 名字的首字母大写,双名

中间加连字符;名字不缩写。2006版�规范�还特别

规定了双名中间要加连字符。对于外国作者, �规

范�明确规定其姓名写法遵从国际惯例。

在�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 3]中, 有

�姓名的各个连写部分开头字母大写�的规定,但并

未有�双名中间加连字符�的条款;其第 4条�姓名的

各个连写部分�,间接说明了中国人姓和名两部分应

分别连写,中间并不加连字符。不过, 按照�汉语拼

音方案�中的有关规定, a, o, e这 3个元音连接在其

他音节结尾时,为避免音节界限发生混淆,应在必要

部分加隔音号( � )。2005年颁布实施的�文后参考

文献著录规则�( GB/ T 7714 � 2005) [ 4] ,其中虽未见

到中国人名汉语拼音书写示例, 但根据 GB/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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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9 � 1996的规定和文献[ 5]中给出的示例, 双名

是应连写而不加连字符的。鉴于此,不论在文章署

名处或参考文献部分, 中国人名的双名都应不加任

何修饰的连写。此外, 部分期刊的参考文献著录中

国作者时, 名字采用缩写形式, 这既未循守国家标

准,也不符合行业规范。

在文献[ 4]的 8. 1. 1中, 明确指出�个人著者采

用姓在前、名在后的著录形式�,这里的个人著者, 既

包括中国作者, 也包括外国作者。虽然这个著录规

则的直接作用对象是参考文献部分,但因其为国家

标准(非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而�规范�仅是行业规

范,从权威性和从属关系上看, 按照�国际标准或行

业规范与国家标准不一致时以国家标准为准� [ 6]的

原则,执行�规范�时,参考文献中外国作者的著录理

应遵循国家标准,采用�姓前名后�的格式,此时就不

能遵从国际惯例而取�名前姓后�的格式。通览�规

范�中涉及参考文献�主要责任者�的部分,并未对此

做出准确界定和清晰的说明, 这样往往会对编者形

成误导 � � � 文章中国外作者姓名的写法在参考文献

著录主要责任者时同样适用。

(二) �规范�参考文献部分存在的问题
文献[ 4]是专门供著者和编辑编撰文后参考文

献使用的国家标准, 该标准关于专著著录项目

( 4. 1. 1)中, �引文页码�不是任选项; 但其后给出的

示例中�标注�与�未标注�页码的均有, 且未标注页

码的居多,这的确会使人产生�引文页码�为任选项

目的误解。其实,专著是否应标注页码取决于参考

文献的类型。专著作为引文文献引用时, 其引文页

码为必备项目; 作为阅读型或推荐型文献引用时, 则

不要求著录总页码。[ 7]在 1999年版�规范�中, 专著

�起止页码�项目后标注了�任选�二字; 2006年版

�规范�则在该项目后给出�当整体引用时不注�的说

明,后者与国家标准是一致的。目前该项目的实际

著录情况之所以混乱, 一是源于旧版�规范�试行多

年,许多编者已习惯成自然,形成编排定式; 二是由

于参考文献新标准未对参考文献类型作出区分说

明,编者仅看示例易形成错误解读; 三是因为新版

�规范�尚未正式颁布, 业内编辑对其知晓者甚少。

不过,即使新�规范�未执行,依照行业规范服从于国

家标准的原则, 编辑人员也应及时修正误读和执行

偏差。

在新、旧版�规范�中, 期刊文章著录� 年、卷

(期)�给出的项目说明虽然正确, 但那是针对卷、期

均齐备的标准状态;当所著录期刊只有�期�数缺少

�卷�数时, 其标注方法 (所给示例
[ 1- 2]

) 则是错误

的。新标准 8. 6. 2[ 4]对此给出了明确的标注方法。

毋庸置疑,在�规范�与新标准不一致时,须以新标准

为最终参照系。

二、对�规范�的错误解读导致的执行偏差

�规范�中的�文章编号�是文章整体的唯一数字

化标志代码,该项目最后两个数码表征�文章页数�,

旧版�规范�的具体规定是�文章页数为两位数字;实

际页数不足两位数者, 应在前面补�0� , 转页不

计� [ 1]。

无论新旧�规范�, 关于文章页数的规定都很明

晰,按理不会产生歧义;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因误读

或个体认知局限所致的错误标注却非个例,一些编

者将转至他处的页码也计入�页码数�。据说如此计

数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若不如此,读者可能就不看

转走那部分文字了。

上述理由无疑是牵强的, 这种页码标注方法也

是不正确的。

首先, 新�规范�明确将此页码界定为�连续页

码�,这就意味着跳转的页码不能计数; 即使执行的

是旧版�规范�,其�转页不计�也传达着相同的信息。

对于�规范�中给出明确要求的, 编者就只能照章行

事,不能囿于个人的惯性思维或凭借自我推断进行

随心所欲的操作。

其次,期刊页码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若

将跳转的页码也计入页码数,则其最终累加结果将

超出期刊原核定页码数,而且,还会因每期转接文章

篇数有差异而变化,这是与现行有关规定相悖的。

最后,读者是否会续读文章的转接部分,与编者

是否将转页计入页码数无直接和必然联系。客观地

讲,绝大多数读者对文章编号的含义根本不明就里,

该编号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数据库为便于对

入编期刊及文章进行规范管理而特别赋予文章的,

其特定服务对象不是读者。换言之, 该编号因入库

需要而配备,并非编给读者看的。从另一个角度讲,

编辑人员均明了文章编号的含义, 但当我们真正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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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文章时, 肯定没有人在看过所谓编号后先弄清页

数再读文章。其实,读者对后续部分的阅读取向完

全取决于其个体需求, 若需要自然会看 � � � 不论后

续部分接转何处;若觉得没必要当然不会看, 这与编

号中标注多少页毫无干系。

没有规矩则难成方圆。对于标准和各类规范,

若有疑义和异议可以撰文探讨或向有关部门提出合

理化建议,但在其尚未修改之前,从业者只能认真循

守和执行,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此外,只有对标准

与规范进行正确解读并准确掌握相关应用原则, 才

能有效减少执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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