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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作为学术论文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提供依

据、分享研究成果、重复利用和可检索等重要实用功能。因其能为论

文新的研究成果提供权威性的、及时的、有说服力的论据，所以一般

认为其质量和数量是评价学术论文科学性和严谨性的重要参数，也

是反映该论文的起点、深度以及科学依据，是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的

重要信息资源。
尽管近年来，科技期刊编辑界为促进参考文献引用和著录的进

一步规范化，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参考文献著录的目的、作
用、原则、方法和规范要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2]。但在编辑实

践中还是发现文后参考文献存在引用失真现象[3，4]，因此我们对参考

文献引用失真现象的表现和产生原因进行了简单分析，并提出了相

应的解决方法，以期遏制参考文献引用失真现象的产生和蔓延。
1 参考文献的作用[5，6]

1.1 反映科学研究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毋庸置疑，任何科学研究活

动都需要借鉴和利用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通过查阅国内外大量

的相关文献，并总结和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可使后来的研究者

少走弯路。因此，作者在文后列出参考过的文献，既可以揭示科学发

展的继承性和连续性，体现论文本身的学术内涵和价值，还展现了作

者自身的学术素养。
1.2 体现自身研究的创新性和进步性 科学研究应该具有创新性和

进步性，不能总是重复前人或他人的研究成果。如何体现自身研究

的创新性和进步性，目前常用的方法是在文中阐述他人的研究成果，

并与自身成果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体现自身研究的创新性和进步性。
将他人的研究成果引用到自身论文中，并进行标注，使其可以与自身

成果进行对比，从而得以将自身成果与他人成果加以区分。
1.3 评价论文学术水平和期刊质量 学术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引用和

标注，体现着一种在广泛范围内促进同行认可的基本和重要的做法
[7]。如果某一论文或者某一期刊经常被人引用，证明此文或此期刊在

该领域中具有相当的学术指导能力，能够被同行们认可。由此可见，

参考文献的引用和正确著录确实具有学术评价价值。而编者、审者、
读者可以通过认真分析论文所引文献与论文内容的关系，从而论证

被引文献是否和论文内容相关，评价论文的科学性。
1.4 提供进一步的文献检索功能 编者、审者、读者可利用文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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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进行文献检索，为进一步查实论文或论文中引用的观点、事实

数据提供依据。
1.5 其他 如有利于情报人员进行情报和文献计量学研究，节省论文

篇幅等。
2 参考文献存在引用失真现象的表现及原因

2.1 盲目转引 表现为文内所引文献并非作者亲自阅读过的文献，而

是在其他"中介文献"中看到别人曾经引用过这些文献就盲目引用而

不加以分析，造成重复他人的引用错误，使得自己论文的结果、结论

等出现错误。
2.2 随意引用 某些作者只是对参考文献的某一部分进行了阅读，对

于参考文献的资料选择、实验方法、结果及其结论并没有加以推敲，

而是断章取义，在没有领会作者观点的情况下就随意拿来引用，势

必造成论文所述观点与参考文献的观点不吻合，甚至完全矛盾。如

本刊来稿《冠心病合并 2 型糖尿病患者冠状动脉狭窄程度与眼底动

脉病变的关系研究》中曾写道"当糖尿病与冠心病合并存在时，其病

死率明显提高（该观点引自：Haffner S M, Lehto S, Ronnemaa T, et al.
Mortality from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subjec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in nondiabetic subjects with and without pri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J]. N Engl J Med, 1998, 339(4): 229~234. 中文翻译为：2 型糖尿病引

起的冠心病的死亡率和有或无心肌梗死病吏的非糖尿病引起的冠

心病的死亡率。）"，但是细读 Haffner 等的原著，发现文章所反映的观

点为"Our data suggest that diabetic patients without previous myocar－
dial infarction have as high a risk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as nondia－
betic patients with previous myocardial infarction"，即"我们的研究结

果显示无心肌梗死病史的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与有心

肌梗死病史的非糖尿病患者一样高"，很明显，这与本刊来稿所表达

的观点相去甚远，估计是本刊来稿作者在没有领会作者观点的情况

下就随意拿来引用了。甚至部分作者根据自身需要，对他人的论著

进行总结概括，想当然地随意引用。或者作者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所

反映的内容与作者研究的内容没有联系，作者只是为了冒充"学问"，

以显示占有的资料很全面，信息获取能力很强而随意引用。同样以

本刊来稿《冠心病合并 2 型糖尿病患者冠状动脉狭窄程度与眼底动

脉病变的关系研究》为例，文中曾写道"吸烟、肥胖与高血压也往往同

2 型糖尿病伴发（该观点引自：李秋，胡咏梅，赵思勤，等. 餐后高血糖

与高血压病患者颈动脉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相关[J]. 中华高血压杂

志，2007，15（11）：913~916.）"，可细读全文，李秋等的论文中根本就

没有提及吸烟与 2 型糖尿病的关系。而这条参考文献是本刊来稿作

者全文中引用的第 13 条参考文献，不难判断出，作者是为了引文而

引文。此外，随着学术界对参考文献重要性的认识加深，一些作者为

使自己的文章也有参考文献这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就随便附上

几条参考文献以应付了事。
2.3 牵强引用 某些作者为对自己的结论或者观点进行论证，从而希

望找到相关的参考文献作为论据，但又无法找到此类参考文献时便

引用内容与文献联系不密切的参考文献，牵强附会。
2.4 肆意编造 某些作者常在论文后著录大量的中、英文参考文献，

以反映出自己是在阅读过相当多的文献之后开展相关研究的，论文

的选题是具有研究基础的。但是如果经过编辑或者审稿专家仔细审

核，发现许多文献根本就是查不到的。目前，许多编辑部都加强了对

参考文献规范化著录的要求，要求作者所引用的文献必须完整著

录，包括作者、年、卷、期、起止页码等，一些作者不愿意进行补充但

又无法达到编辑部要求，就肆意对作者、年、卷、期、起止页码等进行

编造，以求应付过关。
2.5 其他 ①由于参考文献对期刊的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起着影

响作用，所以一些编辑部诱导作者引用发表在其杂志上的文章，以求

提高本刊的总被引频次，最终达到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的目的，但这种

诱导引用或多或少地导致非作者原因造成的参考文献引用失真。②
对作者和科研机构的影响。在我国，引文数据库是推选中科院院士、
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选拔人才、国家重点实验室评

价的参考依据[8]，导致部分作者部分场合总是在自己所撰写的文章

中引用自己之前发表过的文章以提高文章的被引频次，从而造成失

真。
3 杜绝参考文献存在引用失真现象的措施和方法

3.1 堵住源头，防止作者出现参考文献引用失真 作者作为文章的

撰写者，对文章负有全部责任。编辑人员可以通过各种回执、网站等

多种途径提醒作者注意正确引用和著录参考文献而起到对作者进行

宣教的作用，告知正确引用和著录参考文献的重要性及其引用失真

产生的严重后果，从而达到在源头上对参考文献引用失真现象的遏

制是杜绝此类现象发生的重中之重。
3.2 严格审核，避免参考文献引用失真论文的发表和流传 编者、审
者有义务和责任对作者所撰写的论文进行审核，以避免参考文献引

用失真论文的发表和流传。当编者、审者怀疑作者论文中存在参考

文献引用失真现象时，应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核实。编辑可以根据

论文提供的参考文献，利用网络以及数据库输入相关的检索词，查阅

相关参考书目等方法从而进行鉴别。甚至可以要求投稿作者提供所

著录参考文献的原文复印件或首页复印件，指明参考文献的原始出

处。一旦发现确实存在参考文献引用失真现象，应该责令作者进行

修改，如果情况特别严重的，可以直接退稿。笔者曾因一篇综述类文

章的参考文献过于陈旧要求作者参考近 3～5a 内发表的文献进行修

改，而该作者只是将论文所参考文献的发表年限进行更改，而所引用

的文献内容均没有改变，后来笔者复审时发现了该作者如此弄虚作

假，立刻对该作者进行了深刻地批评，并要求其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了

再次修改。
从目前国内的情况来看，参考文献引用失真现象是普遍存在

的，有些学者甚至将其称之为"学术不端行为"[9]、"学术道德缺失现

象"[10]。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既需要作者本人的自律，也需要编者和

审者还有读者的他律，只有这样，我国的整体学术水平才能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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