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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文献的引文早在 18 世纪初就出现了。但在

我国近几年才越来越重视。它不仅已成为学术论文

的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衡量学术论著、学术期刊和论

文作者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正因为如此, 也往往产

生一些伪引和漏引现象。笔者调查分析了伪引和漏

引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以

求教于学界同仁。

1　引文中的伪引和漏引
引文是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引用和参考的有关

文献, 通常列于文后, 又称参考文献。它的显著特征

是内容 (或主题) 的相关性, 就是指能够用来支持作

者论点的那些相关文献。但是, 作者在实际撰写或编

辑论著时, 由于动机的复杂性, 致使在文后列出一些

与本文不相关的文献或者漏列了一些已经引用的相

关文献, 从而造成了事实上的伪引和漏引现象。

1. 1　伪引和伪引率
对论著的作者在引文中列出的非相关文献, 我

们称之为伪引。为了准确地反映这种现象的存在程

度, 本文导入伪引率的概念。所谓伪引率 (P r) , 就是

指引文中非相关的文献数量占引文数量的百分比。

凯诺曾对结构工程领域的 21 位杰出科学家最近发

表的 42 篇 (每人 2 篇) 论文所参考的 344 篇文献, 按

实质引用、有力引用、适度引用和表面引用进行过分

析[1 ]。后来有人对其结果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后得出:

22. 3% 的引文为实质引用和有力引用, 27. 7% 的引

文为适度引用和表面引用[2 ] , 这就是说, 无关的引用

占 50%。这一结果足以说明伪引存在的严重程度。

1. 2　漏引和漏引率
论著的作者有时在引文中只列出曾经引用的部

分相关文献。而另一部分曾经引用而却未列出的相关

文献, 我们称之为漏引文献。这里强调“曾经引用”这

一事实, 而不是指所有相关的文献。因为论著的作者

不可能搜集所有的相关文献, 同时也没有这个必要。

为了准确地反映这种现象的存在程度, 再导入漏引率

的概念。所谓漏引率 (O r) , 就是指曾经引用而未列出

的相关文献数占曾经引用的全部相关文献数的百分

比。研究表明, 在 15 篇遗传学发展史方面的论文应该

列出 719 篇参考文献才能完全包括其中所含已有出

处的信息内容, 但实际的引文只列出 216 篇, 占应引

文献的 30% , 其它学科的情况与此大体相同, 最一丝

不苟的学者也仅列出其实际参考文献的 64% [3 ]。这

一结果也足以说明漏引存在的严重程度。

1. 3　伪引率和漏引率的量化表示
以上的研究成果表明, 伪引和漏引两种现象在

引文中普遍存在。为了进一步说明伪引和漏引的程

度, 现对其做如下量化分析:

设:

a　表示引文中的相关文献数;

b　表示引文中的非相关文献数;

c　表示曾经引用而未列出的相关文献数;

a+ b　表示引文中的全部文献数;

a+ c　表示曾经引用的全部相关文献数。

则正常情况下可定义为:

P r =

b
a + b

× 100% 　 (当 a + b ≠ 0 时)

0　 (当 a + b = 0, 即 a = b = 0 时)

O r =

c
a + c

× 100% (当 a + c ≠ 0 时)

0　 (当 a + c = 0, 即 a = c = 0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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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引文、伪引和漏引关系分析
为了说明引文和曾经引用的相关文献、伪引和

漏引的相互关系, 我们对可能产生的 8 种情形做逐

一分析 (见下表) :

表　引文、曾经引用的相关文献、伪引和漏引关系分析

序号 可能发生情况 说明 引文效果 P r　O r 现实概率

1
a= 0

b= 0

c= 0

①无引文
②无曾经引用的相关文献

3
ö
ö

少

2
a= 0

b= 0

c≠0

①无引文
②曾经引用的全部相关文
献均未列出

极差
0

100%
较多

3
a= 0

b≠0

c= 0

①引文均为非相关文献
②无曾经引用的相关文献

差
100%

0
极少

4
a= 0

b≠0

c≠0

①引文均为非相关文献
②曾经引用的全部相关文
献均未列出

极差
100%

100%
极少

5
a≠0

b= 0

c= 0

①引文中无非相关文献
②曾经引用的全部相关文
献均已列出

理想
0

0
少

6
a≠0

b= 0

c≠0

①引文均为相关文献
②曾经引用的部分相关文
献未列出

较理想
0

c
a+ c

×100%
一般

7
a≠0

b≠0

c= 0

①引文中有非相关文献
②曾经引用的全部相关文
献均已列出

较理想
b

a+ b
×100%

0
一般

8
a≠0

b≠0

c≠0

①引文中含有相关文献和
非相关文献
②曾经引用的部分相关文
献未列出

一般

b
a+ b

×100%

c
a+ c

×100%
多

注: 3 分两种情况:

(1) 确实无相关文献, 其引文效果可以评价为理想, P r= 0,O r= 0;

(2) 如果属于未能利用现有的相关文献 (不同于表中第二种情况) , 多见于初写者, 是异常情况, 其引文

效果应该评价为极差, P r= 0,O r 可作为 100% 处理, 这与本文 P r 和O r 的定义并不矛盾。

2　伪引原因分析
(1) 引文规范方面的原因: 缺少引文规范, 作者

全凭自己的意愿来确定某一论文是否作为引文列

出, 造成伪引。

(2) 编辑部和审稿者方面的原因: 由于编辑部

的审稿者未能对引文进行严格把关, 造成一些非相

关的引文被列出。

(3) 作者方面的原因: 由于作者引文动机的多

样化, 造成伪引的原因很多, 可归纳如下 [4 ]:

① 崇引。即指作者无视论文主题, 盲目引用“权

威”和“名家”的论著, 抬高自己论著的地位。这一现

象无疑造成伪引。

② 自引。作者普遍喜欢充分引用自己的论著。

据《科学引文索引》工作人员介绍, 自引率达

30% [5 ]; 另对 109 位知名著者也做过统计, 自引率高

达 45% [6 ]。如果自引确实与论著相关倒也无可非

议; 但出于炫耀或借此抬高自己的学术影响则另当

别论。

③ 转引。即指作者因某一原因而未能得到引文

的原始文献, 采用该文献的中介文献加以引用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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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它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伪引。

④ 策引。即指崇引和自引之外, 出于某种策略

上的需要而有意列举一些非相关的文献, 比如: 故意

引用多种语种的文献、故意在参考文献表中列出一

大串末曾引用的文献或者引文抄袭等等。对于引文

抄袭现象, 荷兰科学家曾无意中发现被引用文献在

第一次引用时出现的错误, 竟被后来的引用者重复

多次[7, 8 ]。

3　漏引原因分析
(1) 引文规范方面的原因。缺少引文规范, 以致

作者全凭他自己的意愿来确定某一论文是否作为引

文列出, 造成漏引。

(2) 编辑方面的原因。主要是人为因素:

① 为节省篇幅, 不列引文或限制引文数量。

② 期刊编辑不规范或有差错。如有的期刊未标

明刊名、年份和卷期等信息, 而作者按复印件引文,

时间一长, 无法再找到原文的出处, 最终导致作者只

好不引; 有的遇到印刷出了差错, 使作者找不到出处

而造成错的引用。

(3) 作者方面的原因。原因很多, 主要是以下几

种情况:

作者 (尤其是初写者) 在搜集相关材料时, 未能

一一注明文献出处, 以致有的论文无法在引文中标

注出来。作者图省力, 简单列几篇, 未一一列出全部

引文。作者对引文不重视, 不管相关程度如何, 随便

列出其中一部分。论文的主要观点属剽窃, 作者不敢

标出某一篇或某几篇文献。作者无意中疏忽而漏掉

了某些参考文献。

4　减少伪引和漏引的一些建议
为减少伪引和漏引, 使伪引率和漏引率降到最

低限度,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 引文应有一个可供共同遵循的引文规范或

规则。让作者列举引文时, 有章可循。有的文献已对

此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9 ]。

(2) 引用的参考文献必须按行文顺序在正文中

相应处进行标注, 不应省略。为了做好这一工作, 应

尽快把参考文献标注方法列入相应的国家标准。这

对期刊或其它出版物的规范化意义重大, 同时对减

少伪引和漏引都具有实际意义 [10 ]。

(3) 作者、编辑者和审稿者, 三方都应齐心协力,

像对待正文一样, 重视引文的准确性和全面性。目前,

应对引文著录格式不规范的论文, 予以退回修改, 不仅

要在形式上做出严格要求, 还要在内容上做到引文的

相关性检查。

(4) 应加强组织培训, 提高引文意识, 最好在大

学生中开设毕业论文写作等有关课程时, 能把引文

的有关知识给予介绍, 同时在编辑人员中开展类似

的业务培训。所有的刊物应适时刊登本刊对参考文

献的有关要求, 并提供著录范例, 以便普及和提高作

者的引文知识, 从而使引文分析更具有科学性、可靠

性和权威性。

(5) 由于漏引现象相当普遍, 美国的《艺术与人

文科学引文索引》(A &HC I) 对那些确实被作者利用

但没有在参考文献中列出的文献也给予列出, 建议

《中国科学引文索引》可仿效, 为解决漏引方面做些

实际而又有意义的工作, 为我国的文献的引文分析

提供一个全面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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