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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期刊论文参考文献的转引现象

张　土育　杨丽媛　张　蕾　刘春华

　　期刊的参考文献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

体现的作用和意义而言,其一表示对被引文献作者

的尊重; 其二表明论文中引用的资料是有根据的,

体现作者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其三是作为论文的

外部特征, 是反映论文科学性、先进性的外部标识

之一; 其四是可为读者深入探讨某些问题提供寻找

有关文献的线索; 其五是为论文正文中省略某些内

容(如文献已报道的试验方法、治疗方案等 )提供依

据, 可节省篇幅。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看,论文的参

考文献是进行引文分析的重要根据, 对确立核心期

刊和某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对论文和著作的学术评

价及文献老化的判断等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

此, 论文的参考文献不仅为作者、读者、编者所关

注, 也是情报工作者密切关注的目标之一, 很有深

入研究的必要。

1981 年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发表了《温

哥华宣言》后,特别是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

规则》( GB7714—87)公布后,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渐

趋规范, 对读者、作者、编者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目前文献引用过程中的转引现象已成为一种较普

遍存在的现象, 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引文分析的结

果, 但尚未引起大家的重视,在引文分析不断受到

重视的今天, 必须对文献转引现象进行深入探讨。

1　文献转引的形式

由于某种原因, 作者在论文中未能直接引用原

始文献中的资料, 而通过转引其他论文所引用的同

一资料的现象, 即为文献转引。常用的文献转引有

如下几种形式:

1. 1　一次转引

参考文献的一般引用关系如图1 所示。图中表

示论文 A 和论文 B引用了同一篇论文 G 的一些资

料, 其中论文 A 引用了资料 x, 而论文 B 引用了资

料 y。若 x= y , 则说明A、B 两文均从论文G 中引用

了完全相同的资料。

图 1　参考文献的一般引用关系

　　如论文 A 和 B 的作者都想从论文 G 中引用相

同的资料 x ,但论文 B 的作者要获得论文 G 的途径

被切断,于是便出现图 2 那样的文献转引现象。

图 2　文献转引关系

图 2 表示, 论文 A 中引用论文 G 的资料 x , 论

文 B 的作者在期刊中看到 A 时, 认为其中引用论

文 G 的资料 x 对阐述自己的论点非常有利, 决定引

用同样的资料 x , 但却找不到论文 G 的原文 ,因此

不可能直接从论文 G 中引用资料 x ,只能通过引用

论文 A 中所用过的资料 x 来实现。这种通过转引

其他论文中引用的同一资料的现象即为一次转引。

1. 2　串联式转引

图 3　串联式转引
图 3 所示, 论文 G 中的资料 x , 被论文 A 引用

后经过二次转引,最后被论文 C 引用, 甚至多次被

转引后由论文W 引用。

1. 3　并联式转引

图 4 表示论文 A 从论文 G 中引用资料 x 后,

分成几条互不相关的二次转引线路,分别为论文 e ,

f, m, n, r , s⋯⋯等作者所转引, 构成了一种并列式

转引关系。调查发现,这种转引情况非常多见, 特别

是影响面大的杂志中的论文或名人的论文或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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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论文, 被多次转引现象更为普遍。

图 4　并联式转引

　　不论上述哪种类型的文献转引, 都是由原始论

文 (图中论文 G)、中介论文(图中论文 A)、转引论

文 (图中论文 B、C、e、f⋯⋯)三个基本单元构成一

个完整的转引关系。这种转引关系, 在时间上和逻

辑上只能是单一流向的,即原始论文→中介论文→

转引论文, 而决不能逆转。在文献的转引过程中,被

引用的资料 x 始终未发生变化。因为中介论文仅仅

起到一种“中介作用”, 资料 x 不是中介论文作者的

劳动成果, 真正的劳动者和成果拥有者始终应当是

原始论文作者(即图中论文 G)。

2　文献转引现象产生原因

2. 1　文献转引产生原因

经调查, 文献转引现象发生原因主要有:

( 1)当原始论文是外文时, 由于作者的外文水

平所限, 阅读原文有困难, 只能是阅读译成中文的

中介文献, 采用转引的形式。

( 2)由于种种原因, 难以寻找到原始文献,只好

采用转引的形式, 特别是一些资料经过多次转引

后, 要查到原始文献出处很困难。当原始文献是外

文文献或发行面很小的内部资料时, 查找更加困

难, 只能借转引这种形式取得文献资料。

( 3)有的作者采用省力的原则,认为看到别人

所引用的资料就可以满足需要, 不必再化费过多的

精力去寻找原始文献, 主动采取转引这一形式。

( 4)有的论文作者在引用原始文献资料时,只

在论文后面列出参考文献,论文正文中引用原始文

献资料内容处未标出参考文献顺序角码, 读者无法

确定引用资料原引何处, 导致文献转引现象。

( 5)有些杂志为了节省篇幅, 在论文正文之后

略去参考文献, 读者不得已采用转引形式。这种转

引方式或标出的文献资料出处, 不是原始文献而是

中介文献, 使引文分析造成失真。

2. 2　文献转引的著录形式

文献转引本身对引文分析并不产生任何影响,

但论文正文末的参考文献著录形式是影响引文分

析的真正原因。据调查, 文献转引的著录形式有以

下几种:

( 1)参考文献列出“中介论文”的作者、篇名、刊

名、年、卷 (期)、页, 但不列出原始论文的作者、篇名

等项目。

( 2)列出“原始论文”的作者、篇名、刊名、年、卷

(期)、页,不列出“中介论文”的作者、篇名等项目。

( 3)将“原始论文”和“中介论文”的作者、篇名、

杂志、年、卷 (期)、页等项目均列出。

文献转引的著录形式直接影响引文分析的科

学性和可信性。因为在确立核心期刊、评价论文水

平等方面工作, 往往采用引文分析的方法, 文献引

用频次直接影响上述分析结果。采用上述第一种著

录形式, 文献引用频次都计算在中介论文上 ,而不

是原始论文,产生本应获得高频次引用的原始论文

其引用率都低于中介论文的假象, 使原始论文的成

果无形中转移到中介论文上, 因为“一篇论文被引

次数的多少,是该篇论文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和占有

一席之地的重要测度” 。所以在转引现象难以根

除的情况下, 必须采用恰当的、合理的文献著录形

式 ,以免对引文分析结果带来不良影响。可能出于

这一考虑, 我国国家标准 GB3179-82《科技学术期

刊编排规则》规定: “当作者引用一篇文章或一份文

献而未查阅原文时,则在引证他所用资料来源的参

考文献之前要加‘引自’二字”。但在 GB3179-92 同

一《规则》中 ,删除上述规定。

3　文献转引对引文分析的影响

当前国内外已将引文分析广泛应用于核心期

刊的确定、评价论文与著作水平、确定某一学科的

学术带头人、文献老化的判断及文献保证率的评价

等。引文分析的研究对象是文献的引用与被引关

系 ,因此不同的引用和被引关系必然会对引文分析

结果产生影响。正确的、合理的引用和被引关系, 才

能产生正确的分析结论。如果引用和被引关系存在

问题, 有可能将引文分析结果引入误区, 导致虚假

结论。由于文献转引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引用和被引

关系, 它与通常的引用关系有一定的区别, 若不正

确分析,必然会使引文分析产生偏差。

3. 1　对确定核心期刊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有关核心期刊鉴别的研究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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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确定的方法也不断改进,郑心清列出了确定核

心期刊的九种方法 。目前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引

文分析法。由于文献转引对引文分析产生影响,因

此也必然对采用引文分析法确定核心期刊的准确

性产生一定影响, 因为它将应属于刊载原始论文的

期刊的文章转移到刊载中介论文的期刊上,造成刊

载中介论文的期刊受益现象,这必然影响核心期刊

确立的可靠性。

3. 2　对确立学术带头人的影响

一门学科或某一研究领域的权威或学术带头

人, 一般来讲都是由于他们在该学科或领域中建树

甚丰才为人们所公认。这种公认是同行们的一种认

同, 而这种“认同”在过去往往凭“印象”,即多次因

读到或引用了他们的论文而逐渐建立起来的,是一

种定性的构建模式, 多数缺乏定量的依据。60年代

《科学引文索引》的问世推动了科学计量学的发展,

人们开始用引用频次来衡量或确立某学科的学术

带头人, 引用频次高的少数论文作者构成了该学科

核心群体即学术带头人。由于引文方法的引入,命

名某学科权威或学术带头人的认同由定性到定量,

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例如 1965 年到 1969年被提

名的诺贝尔奖获奖者的论文平均被引用频次是

232 次,而 1965 年出版的《科学引文索引》名单中所

载的其他作者的论文平均被引次数为6 次。由此看

出, 用引用频次的多少来确立学术带头人已为大家

所接受。但是由于文献转引是影响引文分析结果的

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也毫无例外地影响到学术带头

人的确定。在进行引文统计时, 引文中的文献转引

现象, 可造成部分本该为原始论文获得的被引频次

却转移到了中介论文作者身上, 中介论文作者无意

中受益, 使公正地衡量学术带头人的工作出现偏

差, 而且这种偏差随引文中转引次数的增多而增

大。尽管这种影响不可能完全左右学术带头人的确

立, 但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因子。

3. 3　对判断文献老化的影响

目前文献老化的研究几乎都是采用引文分析

的方法进行的, 而引文分析又程度不同地受到文献

转引现象的影响, 因此也必然会影响到文献老化的

研究, 这种影响是由于中介论文的发表时间替代了

原始论文的发表时间造成的。

3. 4　对其他研究的影响

由于文献转引现象的存在, 在进行引文分析

时 ,必然使研究结果造成一定误差, 影响准确性, 除

上述三方面的影响之外, 文献转引现象会对诸如根

据引用频次高低来评价优秀论文或专著以及文献

保证率的评价产生影响,出现一定偏差。

4　如何减少文献转引现象

原始论文是最能反映作者观点的论文, 它不存

在失真,因此应大力倡导论文作者在为科研和撰写

论文收集资料时, 要尽量阅读原始论文, 从原始论

文中引用资料,养成阅读原始论文的良好习惯。这

样 ,一方面可减少因多次转引造成的原始论文资料

失真或断章取义,对自己的科研工作和论文造成不

良影响,另方面可减少转引现象的发生。

在许多特定条件下, 文献转引不可避免时, 为

减少和消除对引文分析的影响, 也是由于对原始论

文作者的尊重, 在著录文末的参考文献时, 只著录

原始论文的作者、篇名、出版项等内容,或再加注引

用的中介论文作者、篇名、出版项等内容,但不可只

著录中介论文的作者、篇名、出版项等,因为转引而

来的资料是原始论文作者的成果,虽未直接引用,

但成果归属于原始论文的作者是非常明确的, 从科

研道德上也是无可非议的。

另外, 一切论文作者在论文末著录参考文献

时 ,一定要项目齐全, 以便为读者查找原始文献提

供方便,并要采用国家标准规定的顺序编码制( Se-

quential numer ic)或“著者—出版年”制( Harv ard)

(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7714-87) , 也避免了原

始论文的资料与中介论文资料相混,给读者造成错

觉 ,导致不自觉转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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