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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图书或文章，为了说明著述的
科学依据，便于读者查找，也为了尊重他
人的科学成果，都附有参考文献。参考文
献是作者写作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参考文
献在科技写作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后参
考文献与文章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是读
者高效获取与本学科相关信息的桥梁和纽
带；参考文献是引文指标赖以建立的基
础，是评价学术期刊质量的重要依据[ 1 ]。
本文对参考文献的作用做以总结，并讨论
新科技形势下论文参考文献的作用，旨在
给编辑同行在探索编辑学过程中以新的启
迪。

1  参考文献的作用综述
参考文献一直是编辑学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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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内容为参考文献相关研
究的文献内容，主要包括了参考文献标准
化的探讨和参考文献的意义研究两方面，
并指出在新科技形势下，广大编辑学者应
该利用参考文献所包含的大量信息，进行
更多的研究，揭示研究发展的历程和脉
络 。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literatures on reference-
related research published in recent years, mainly
including two aspects: standardiz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references. It was also indicated in this paper
that in current days of new scientific technology,
vast majority of researchers in editing should,
using the bulk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references,
conduct more studies to highlight the course and
main idea of a scientific research.

从1989年至今参考文献相关研究文章逐渐
增多。以《编辑学报》为例，2002年前有
关于参考文献的文章每年发表不足5 篇，
此后逐渐增多，目前每年收录10 余篇之
多。可见参考文献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
重视。收集近年来对科技期刊参考文献
的研究文章，将所涉及参考文献的文章
总结如下。

1.1  参考文献标准化的探讨 此类文
献报道很多。最初学者的探索是从参考文
献标准化问题开始的。最初关于参考文献
的文章，都是列举出在编辑实践中常见的
错误例子，然后加以分析，得出正确的格
式，以提醒广大编辑同行。比如，钟均行
等 [ 2 ]对国内 5 种肿瘤学期刊文后参考文
献，在因特网上通过Medline检索系统逐
条查核，结果发现，这种失真现象普遍存
在，应引起作者及编者高度重视。诸仁等
[3]探讨了无卷号的期刊在参考文献表中怎
样著录的问题。在格式标准化的基础上有
些学者对参考文献的真实性。2009年王学
振等[ 4 ]分析了高校学报文后参考文献著录
中存在的问题，详细地分析了（1）文献类
型标志错误；（2）连续出版物题名不全；

（3）期刊年卷期信息残缺等3 种问题，并
进行举例说明，指出，学报文后参考文献
的著录远未达到尽善尽美，而是还存在一
些不够规范的地方，其中尤以连续出版物
析出文献的著录表现得最为明显，并告诫
作者和编辑都应该引以为戒，尽量减少纰
漏，使文后参考文献更加规范。通过以上
分析可见，参考文献标准化问题的研究一
直是编辑学研究的热点，且关注的问题由
浅入深，越来越细致。

1.2  参考文献的意义研究随着研究的
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仅关注参考
文献标准化的问题，转而关注参考文献
意义的研究。参考文献除了标准化问题
以外，还涉及许多方面，比如其功能、
作用、来源及其引用动机，这里都放在

一类分析。 张美珍[5]阐述了科技论文与文
后参考文献的相辅相成，即一篇在理论
上和学术上具有重大价值的科学论文, 不
可能没有学术价值足够高的文后参考文
献。因为好的科学论文的论点、论题、
论据、论证都必须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
没有权威性的文后参考文献的论文不能算
作科学论文。刘占辉[ 6 ]针对在馆际互借及
引文分析工作中发现的参考文献著录严重
失真的问题, 阐述了其原因及后果，提出
从制定参考文献著录制度、编辑审核、读
者监督、作者自律等多方入手的解决方
案。

2  新科技形势下参考文献的作
用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不满足仅从
文献中获取信息，通过文后的参考文献
也能提供大量的信息，帮助学者了解整
个所研究学科的问题。目前开发的许多
软件也是基于以上原理开发的。通过对
参考文献所包含的内容，

信息化的时代应该关注参考文献本身
信息的挖掘，某些研究已经提到了这点。
如蒋晓晖[ 7 ]等提出参考文献超链接使得文
献查阅十分便捷。网络环境下投稿时参考
文献应插入超链接，以方便审编环节的查
阅，缩短审稿周期。要精挑细选那些全文
易得而又稳定可靠的URL 地址作为超链
接插入。 郭国庆[8]已经利用文献计量学的
研究成果,如科技文献的半衰期、利用率、
引丈峰值年和文种等，从参考文献角度,对
科技论文的参考文献数量、类型、引文出
版年代、引文语种等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
为编辑人员评审和修改论文提供一个可操
作的方法,从而提高论文质量和期刊质量。
所以对参考文献所蕴含信息的开发正逐渐
成为编辑学研究的热点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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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1 　汇总分析结果　科室将检
查的结果进行汇总分析, 利用科早会对维
修工作出现的问题进行较为透彻的分析,及
时总结讨论，吸取经验教训。把好的方
法保留下来,继续巩固；同时分析工作中
存在问题的原因,在下一个PDCA 循环中
作为改进计划的依据。

3. 4. 2 　提出整改措施　PDCA 循
环作为不间断、开放的质量管理体系,是一
项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系统工程,只有通
过不断循环、持续改进,才能使工作质量呈
螺旋式上升[2]。因此,我们将检查结果进行
通报,对工作表现好、得到病人及医护人员
表扬或提出合理化建议

改进工作方法的员工给予奖励,并作为
年底评优创先的重要依据；并对表现差
的进行批评教育,甚至实行经济处罚,在下
一个循环中改进不足。

4 、结果
表2  实施PDCA 循环法前后满意度调查

结果比较　( %)

5 、讨论
5. 1 PDCA循环是从客观普遍规律

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一种科学系统的思维方
法，在医院后勤管理过程中的应用，显著
提高了后勤工作质量和满意度。运用
PDCA循环有以下优点：①大循环套小循
环，互相促进，提高质量[ 3 ]。把医院后勤
管理看作一个大的PDCA循环，各班组的
管理就是一个小的PDCA循环，大环与小
环主要通过计划指标连接起来。每个循环
同步进行，各小循环不断转动上一级循
环，各方面的循环把后勤管理的各项工作
有机地组织起来，系统就是一个大环带小
环、小环保大环的相互联系、彼此促进的
过程，使后勤管理工作逐步提高，确保质
量持续改进。②提高了患者及职工的满意
度，增强了医院的效益。PDCA循环的运
用，使后勤人员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服务
质量明显提高，变“要我服务”为“我要
服务”，主动服务于临床，做到急临床
之所急，想临床之所想，帮临床之所
需，得到临床一线的认可。

5. 2　医院的重点工作是医疗,那么后
勤部门就要把保证以医疗为重点的各项工
作顺利开展作为立足点,要突出为病人服

务,为医、教、研服务的原则，强化服务
理念，讲求质量和效率。医院后勤管理
人员必须转变观念，增强科学管理意
识，针对后勤工作特点和现状，认真分
析，加强学习教育，做好后勤职工的思
想政治工作；同时要高标准、严要求，
以身作则为职工当好表率，经常深入班
组，及时了解职工的情况，遇到困难给
予关心和帮助，于职工相互沟通，团结
协作，使后勤工作部门成为有较强战斗
力、凝聚力的和谐集体。

5. 3 　在医院后勤管理中,分管院长、
后勤处、科室的共同协调管理是提高管
理质量的重要保证,各部门之间相互沟通、
相互协调,使后勤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得到
提 高 。

5.4    医院后勤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管理过程的各个阶段和步骤是不断
循环和持续的，是一个不断分析、规划
和行动的过程，因而将PDCA循环的原理
理念运用到管理系统也是医院管理科学与
艺术有机统一的体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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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参考文献的研究还在不
断的发展，除了其本身标准化的问题的
理论研究以外，应关注起所包含的链接
和文献信息的开发，通过计量学的分
析，最大限度的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多的信
息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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