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科技论文的回归参数的检验中，作者对 F 检验和 t 检

验随意使用情况较为普遍。如，没有进行 F 检验，直接进行 t
检验。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回归参数的检验是考察一

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的问题，这种检验总是在

一定的线性形式下进行的，因此，严格地说，只有通过了线性

关系的检验，才能进行回归参数的检验。因为当自变量之间

的关系没有通过线性关系的检验时，进行回归参数的检验意

义不大，尤其是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更是如此［5］。所以，在回

归参数检验中，应先进行方程显著性检验，即 F 检验; 然后再

进行回归参数的 t 检验。

2. 4 P 值含义不清

笔者在查阅多种科技期刊，发现在一些化学实验、医学

研究报告中，通常会见到一个被称作 P 值的量，它作为研究

结果的一部分，但因某些作者对 P 值的含义不清，理解有误，

从而产生错误。如有的作者认为 P 值就是接受原假设 H0 的

概率。其实，“P 值实际上是一个与统计假设检验相联系的

概率，它是在零假设成立的情况下，检验统计量的取值等于

或超过所观察到的值的概率，因此，P 值即为否定 H0 的最低

显著性水平”［6］。

3 结 语

综上所述，我国科技期刊论文统计方法误用率较高，这

与章新生等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目前医学稿件中

统计学分析使用率不太高，但使用的错误率较高; 基础类稿

件在统计学分析使用和错误使用上好于临床类和护理类稿

件; 较高学历作者统计学分析使用情况不容乐观”［7］。统

计是认识世界的有力武器，要提高我国科技研究水平，首

先，需提高科技研究人员的综合分析能力，尤其是他们运用

统计知识和方法的能力; 其次，提高科技编辑的统计分析素

质，充分发挥科技编辑在审稿、编校稿件中的作用，剔除劣

质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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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分析了生物医学期刊编辑常常面对的参考文献引用及标注学术失范的问题，分为漏标，错误引用、标注，

过度引用、标注 3 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论述。面对这些事实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积极应对，采取措施来提高参考文献引用及

标注的质量，防范学术失范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 科技期刊 参考文献 学术失范

参考文献是一篇生物医学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引

用和标注参考文献可以反映作者的科学态度、论文的事实依

据及论文的起点和深度，便于评价论文水平; 能方便地与前

人的学术成果相区别，免除抄袭、剽窃的嫌疑; 能起索引作

用; 可精练文字，缩短篇幅; 有助于情报研究和文献计量学

研究; 可通过引文分析对期刊的学术水平做出客观评价。近

几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学术失范问题的讨论逐渐增多，而

“不实参考文献”是生物医学论文学术失范认定的重要内容。

因此，正确引用及标注参考文献不仅是论文质量的重要保

障，也是防范学术失范的重要措施。

本文所讲的正确引用及标注参考文献是指在参考文献

表著录格式正确的情况下，在采纳了他人的论述、吸收和利

用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处正确标注来源的一种学术规范。在

实际工作中，生物医学论文的作者在引用及标注参考文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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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故意或者无意、或多或少地暴露出一些不良的学术

行为，这些行为甚至会造成学术不端，给作者带来严重的后

果［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出版者对其

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

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承担赔偿责任。可见编辑出版者在论文内容是否正确引用

及标注参考文献这个问题上应该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虽

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合理引用参考文献的原则，但

引文学术失范问题依然严重，且将负有学术把关职责的期刊

编辑卷入其中。因此有必要对引文及其标注质量进行进一

步分析。我们结合审稿及编辑实践，对生物医学论文参考文

献引用及标注中的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以期引起作

者、编审者和读者的重视，避免参考文献引用及标注学术失

范的发生，并帮助作者、编者提高论文参考文献引用及标注

的质量。

1 漏标

漏标是指科技论文中采纳了他人的论述，吸收和利用了

他人的研究成果，在引用他人文献的相关内容处未标注参考

文献的行为。按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分为二部分描述。

( 1) 无主观故意时，漏标多是由于作者写作欠严谨、疏忽

或想当然地把别人的成果当成自己的知识而导致，这或者是

作者的无心之失，但却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造成对他人

科研成果的侵权。在编辑、审稿过程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

况，不得不提醒作者补充标注。这种情况可能无法杜绝，但

相信如果作者、审者和编辑能一起重视这个问题，则会在一

定程度上减少这种问题，提高论文的质量水平。

( 2) 存在主观故意时，漏标是指科技论文中采纳了他人

的论述，吸收和利用了他人的科研成果，却故意不在引用他

人的科研成果处正确标注来源的行为。故意不标注参考文

献的原因有: 一是论文的主要内容为剽窃或抄袭之物; 二是

作者为了规避论文中某些观点的矛盾而故意隐匿有关参考

文献; 三是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某一观点和理论的新颖性和

独创性，故意不标注有关他人的重要论点和思想的参考文

献; 四是作者主观认为所述内容为公知公认的或对文献的理

解片面，不标注参考文献。前三点显示了论文作者的科学态

度欠严谨和诚实，不尊重他人研究成果，不仅破坏了学术研

究的科学道德规范，而且也违反了《著作权法》。第四点则是

因一些作者不能正确区分“合理引用”与“抄袭”，对正当的

引用行为采取回避态度。当然对文献时限性的片面理解也

会导致这种结果。

2 错误引用、标注

2. 1 参考文献标注错误

参考文献标注错误是指引用内容与标注的参考文献不

对应，多是由于写作或编辑过程中出错所造成。如常出现的

文内参考文献序号与文后参考文献不符，文内作者名与参考

文献不符，文内地名与参考文献地名的不符等，如正文内容

为“国内外研究显示……”，但标注的参考文献仅有国内研究

或仅有国外研究。

2. 2 参考文献序号标错位置

参考文献序号标错位置是指参考文献的标注位置不恰当、

所辖内容大于或小于参考文献相关内容。医学科技论文多为

“意引”，很少出现“直引”，这和大量引用其他语种文献需要翻

译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而且若是直引则会很不方便论文论点论

证的逻辑连贯。“直引”是直接嵌入论文中的参考文献析出信

息;“意引”是有机整合于论文中的参考文献析出信息。

2. 2. 1 “意引”参考文献序号的标注

当正文直接述及文献序号时，不用角码标注，如“文献［X］

的研究表明……”，“所得结果与文献［X］的结论相符。”等( 本文

所标示“［X］”是指标注的参考文献序号，下文与此相同)。当参

考文献标注作为角码使用时，分以下 3 种情况说明:

( 1) 整段引用内容的标注。此处的“段”指的是大于等

于 2 个句子的段落。生物医学论文中这种情况多出现在方

法学部分，不推荐将参考文献序号标注在层次( 章节) 标题处

或段尾，建议在段首增加此类句子: “参考文献［X］的方法，

具体方法简述如下”或在章节的行文中具体标注引用内容。

之所以避免在论文的层次( 章节) 标题或段尾标注参考文献，

是因为从“合理引用”角度看是不妥的: 一方面“合理引用”

规定引文内容应有相对本文内容篇幅的引用量限制，成章节

地大量引用甚至构成了本文实质内容，则有超出“合理引用”

范围之嫌; 另一方面，在标题上标注引文也无法区分本章节

究竟哪些内容是引用的，哪些内容是作者创作的，还是仅仅

几个标题字是引用的［2］。

( 2) 整句引用内容的标注。当引用内容存在原始文献作

者姓名时，序号标注于作者姓名之后，正文未指明原始文献

作者或不存在原始文献作者时，序号标注于句末标点符号之

前。如“杨某某等［X］研究结果显示，……。”或“近期有项研

究结果显示，……［X］。”若在同一处引用一篇文献的内容大

于等于 2 句时，建议在每个引用句子后面均标注参考文献，

而不建议仅在一处标注参考文献，否则很容易造成理解障

碍。当然若所引用的几个句子之间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来源

于同一文献，也可只在一处标注参考文献，如: “王某某等［X］

研究显示，……。此外，他们还发现……”或“近期的一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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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显示，……［X］。该研究还发现……。”等。

( 3) 句中部分引用内容的标注。如生物医学论文只引用

参考文献中的相关数据或材料等，且引用的部分又不构成一

个句子时，应直接把参考文献序号标注在相应的词或词组的

右上角。有些作者习惯把参考文献序号都标注在句子末尾，

这样做是不对的，非常不利于读者、编辑审稿核查。引用文

献序号应该标注在句子中合适的地方，而不论是在句首、句

中还是 句 尾。如“美 国 NHANES Ⅲ［X］、北 京 市［X］ 及 上 海

市［X］流行 病 学 调 查 的 尿 ACR 复 查 阳 性 率 仅 为 63. 20%、

53. 0% ～ 66. 4%及 33. 7%。”或“国内其他地区的 CKD 流行

病学调查资料显示年龄增加［X］、血压升高［X］、血糖升高［X］及

血清甘油三酯增高［X］是白蛋白尿发生的危险因素。”通常，

意引时参考文献序号在论文中的标注位置并不是唯一的，很

多情况下，这些位置是等效的，应根据拟投期刊的要求，任选

其一位置标注均可; 但有时不同位置之间仍有些细微差别，

所以对参考文献序号的标注位置应择优选择。

2. 2. 2 “直引”参考文献序号的标注

当直引的时候，一般都要用到引号，这就涉及到引文尾

引号、文献标注序号、点号三者的连用，主要可分为文献序号

标注在引文尾、点号之前还是点号之后两种情况。鉴于医学

科技期刊中“直引”情况较少，且比较复杂，可参考文献［3］

的论述。

2. 3 随意引用、标注参考文献

随意引用参考文献主要表现在引用内容与参考文献不

符或引用内容与论文的论述内容不符。原因之一，没能正确

理解参考文献; 之二，根据自己论点的需要，对他人观点进行

不恰当引用或歪曲性评价的行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许多

作者在论文正文中引用参考文献时有些漫不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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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

是某些作者虽然正确理解了参考文献的内容，但是参考文献

的内容并不能在自己的论文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但论文作者

修饰后仍强加以引用或稍加评价而引用。伪造、歪曲他人观

点的行为，不仅直接造成引文误差，而且违反了《著作权法》

中保护作品完整性，作品不受歪曲、篡改权利的规定，是一种

严重的学术失范行为。在生物医学论文讨论部分，还经常会

出现这样的句子:“本文研究结果与文献［X］一致”。其实当

我们看到这句的时候不禁要问，本文的创新点在哪里? 另外

这还是一种模糊对等的错误，读者看到这句的时候能知道本

文结果，但并不知道文献［X］的结果是什么; 更关键的是许

多研究的结果并不单一，本文的研究结果会完全和文献［X］

的研究结果相同吗? 还有作者仅告诉读者可以参阅某某的

重大贡献，而不告诉读者某某到底做了什么贡献或某某的贡

献同当前论文有什么联系。如果真有必要引用文献，就应该

让读者知道为什么要引用这篇文献。这样随意标注参考文

献序号虽然做到了精练文字、缩短篇幅，但却破坏了论文的

可读性及完整性，影响了论文的质量。

2. 4 不该引用、标注而引用、标注了参考文献

2. 4. 1 不该引用、标注的参考文献

( 1) 内部期刊和资料、会议资料、个人通讯等未正式或公开

发表的作品。这是因为不仅引用这些作品构成侵权，而且这些

作品未经严格审查，其学术价值尚未得到肯定，以此来支持、证

明、建立新的学术观点，缺乏科学性、说服力和逻辑性。

( 2) 非原始研究文献( 综述、转载、译文、摘要等) ，标注

的文献要求是自己亲自阅读的原始报告或原著。

( 3) 所引用内容非参考文献的结果、结论，仅为参考文献

作者的推测、假想或一般性叙述，一般不宜引用。

( 4) 公众熟知的教科书、工具书之类，在内文叙述中说明

引用内容来源即可。

2. 4. 2 不宜标注参考文献的部分

中英文摘要部分、结果或结论部分、论文各层次标题不能标

注参考文献。中英文摘要是作者本人对全文的概述，结果或结

论则是作者本人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得到的，不可能借用别人的

概述或将别人的研究结果、结论引用过来，否则本文就没了意

义。若需要将本研究结果和结论与别的文献进行比对，则应在

相应的分析讨论中引用相关的参考文献。论文各层次标题是作

者对该部分内容的概括，即使此部分内容是对某文献的转述或

研究方法原理的借用，无本人的分析评论，但该部分也不可能与

原文献完全相同，因此在层次标题标注参考文献是不合适的。

这部分内容在本文“整段引用内容的标注”部分已经做了一定分

析。但也有一种情况可以标注参考文献: 作者引用的内容是作

者本人相同研究项目前期发表的文献，本研究是原先研究的深

入或从整个研究项目中提取的部分内容，这种情况不能排除有

完全相同的可能，如果标注也不能算错。

3 过度引用、标注

3. 1 罗列、堆砌参考文献内容

参考文献的核心功能是学术论证，著者引用有关文献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把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说

服工具。将大量的参考文献相关内容罗列出来或用大篇幅

介绍在其他研究领域的进展，不进行总结概括，不对以前的

研究方法、结论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的不足与隔阂，从而明确

本研究的必要性与要解决的问题。这种大量罗列文献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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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常常是一种非必要性引用，会影响论文的依据体系和质

量水平，容易导致内容主次不分，在某种程度上冲淡论文的

主题。正确合理的引用是在简明扼要的基础上，认真筛选、

比较同类文献的异同，关注具有特征性、代表性或概括性的

主流文献［4］。

3. 2 集中引用、标注参考文献

同一理论、论据和方法上集中引用数篇文献，篇数虽多，

但述及的内容基本属于一类，信息量并没有增加。此类引用

应选择代表性文献标注，提高论文的信息含量和学术价值。

代表性是指论文水平和刊物良好声誉的综合［5］。有些人认

为文献越多越好，将参阅过的文章书籍后的参考文献悉数收

录，有些只是跟自己的文章搭点边，也凑数其后。这样容易

以讹传讹、断章取义，影响论文的科学性，轻者为无效引用，

重者引用结论不正确的文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不仅会

造成学术失范，还会加长论文的篇幅，造成论文的信息密度

低下，影响信息传播效力。

对文献的选用可反映出作者的学识、判断能力、甚至学风，

因此，应尽量选择成果成熟、推导正确、表达流畅、与论文主题又

密切相关的文献。首先，引用参考文献的内容可能会包括各种

观点、各个层面，动物实验、人体试验、各种不同器官、组织、细胞

实验的结果等，研究对象的不同会导致结果差异较大。要做到

引用的准确性，对作者学识视野及对科研动态的关注等要求较

高，一般来说应按科研成果的成熟度、相关内容的近似度来选用

参考文献，比如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都说明了一个观点，则优先

选用人体试验的文献; 若 2 种细胞实验的结果说明了一个观点，

则选用相同或形态功能相近细胞的研究结果。其次，应尽可能

引用已公开出版、而且最好是便于查找的文献，同等条件下应优

先引用著名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优先引用最早发表的同等重要

的论文，尊重科研成果的首发权。

3. 3 含有其他目的的引用

是指故意把一些与论文主题关系不大或无关的文献作

为参考文献的行为。表现形式之一，有些作者无视自己的论

证需要，故意从专家论文和权威性的期刊中选择参考文献，

以此来提升论文的身价。在某些时候，所谓专家和权威期刊

的论文并不是每一篇都是精品，重要的问题在于文献的内容

是不是最能反映问题的实质，足以能代表同类文献。我们要

引用的说到底是高质量的文献，而不是高声誉的文献刊物和

作者，即文献是否具有代表性［6］。当然，某篇文献能足以代

表同类文献时，如果它又是名家论著和权威刊物的文献，这

样则锦上添花。其次，故意引用多语种文献，或仅引用外文

文献。科技论文中参考文献引用的数量和引文语言的种类

反映了作者获取信息的能力、资料占有的全面性、基础知识

的扎实性、视野的开阔性、研究起点的高低等［1］。有的作者

为了显示自己阅读文献的数量，把一些与自己论文关系不

大、甚至毫不相关的文献罗列其中［7］。甚至有作者将那些本

来没有英语文题的中文文献刻意杜撰出外文文题进行著录。

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一些作者为迎合编辑口味，专门从所投期

刊上选用内容不是密切相关的参考文献，认为这样做可取得

编辑好感，增加论文发表机会。再次，对参考文献的不恰当

要求也是原因之一，如有些期刊编辑部要求所投论文的参考

文献必须达到一定的篇数或包含某类文献。最后，自引也是

其中的表现形式之一，为了提高自我学术影响力，不顾客观

实际，引用自己曾发表过的文献。这些行为不但导致了作者

科研态度欠严谨和诚实，还使参考文献臃肿，失去其本质意

义，增加审稿人和编辑的工作量，给读者查找、核对等造成不

必要的麻烦，同时还减少了期刊有效信息量。

4 结语

参考文献的引用是一个复杂知识系统的设计与构建过

程，其标注质量的高低直接反映生物医学论文质量的水平。

同时参考文献的正确引用及标注也是文献计量学的基础，参

考文献引用及标注的学术失范会造成文献计量结果的不准

确、不真实，被引用频次不能准确衡量作者的贡献。因此，重

视参考文献的引用及标注非常重要。不能仅仅是我们编辑

队伍自说自话，也应该使编辑学的相关内容深入到作者人群

中。作者是论文编撰的主体，也是参考文献引用及标注质量

高低的源头，因而应提高作者对参考文献引用及标注重要性

的认识，摒弃轻视参考文献引用及标注的观念，树立实事求

是的学术规范意识，有助于从源头上克服不当引用及标注的

发生。失范行为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历史原因，

这些不良学术行为会随论文的发表而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严

重危害。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积极应对，采取相应的措施，防

范学术失范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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