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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文献引用格式应当包括: 作者, 全文的标题(文件名) , 统一资源定位符即U RL。原则是

尽可能多地提供电子文献来源的信息, 帮助读者准确地查到作者所引用的原始文献。参考文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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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提出电子文献的引用问题

1. 1　电子文献的急骤增加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电子出版物急剧增

加。据调查, 在过去 10 年中, 英国电子出版物的

增长速度比印刷型出版物的增长速度快约 11%

～ 15% , 另外还有不少印刷型出版物同时出有电

子版。据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最新消息, 在目前

10 万种常用期刊中就有 3000 种可由电子途径

获取。并预计,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电子期刊将成为

未来期刊的主流。由此可以看出, 随着电子出版

物的发展, 网络电子期刊的发行, 将为学术交流

提供一个全新的环境。

文献载体及其交流环境的这种深刻变化, 要

求信息服务及其著录格式也要随之变化。因此对

如何引用电子文献的问题就成为当前一个值得

研究的问题。

1. 2　文献交流的需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连续的, 有继承性的, 任

何著述活动和科研成果都或多或少地参考、借

鉴、引证前人或同代人的成果。这种在长期科研、

著述活动中形成的参考引证关系, 通常在著作的

后面以“参考文献”或“引证文献”等形式反映出

来。这样做不仅表示对被参考或被引证著者及其

著作权的承认与尊重, 同时也可表明学科内部的

联系, 以及该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 证明

该学术理论的连续性、可靠性和准确性, 为后来

的研究者提供更多的研究资料和途径。因此, 参

考 (引证) 文献已经成为一篇论文不可分割的部

分, 可以说没有哪一篇重要的科学论文后面没有

参考文献的。

1. 3　适应网上服务的需要

随着信息网络的发展, 上网查寻信息资料的

读者人数越来越多, 但不少读者常常感到困惑:

原来发现的网址找不到了; 接着是已经查到的电

子文献如何在著作中引用。

显然上述两个问题反映出了网上信息资料

的结构、通路、维持、保存等一系列本质性的东

西。之所以产生上述问题, 是因为网上信息资料

不仅有多媒体格式, 而且还有多个镜像网址。因

此怎样来确定所需的网上信息资料, 一旦查询到

所需的信息资料又如何叙述这些资料的来源和

引用格式, 便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来的网

上信息咨询服务就是向熟练的和生疏的网上读

者提供检索手段, 使他们能够顺利地重复所需的

网上信息资料的查询过程, 以顺利快捷地得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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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当然, 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建立一套网上

信息资料来源的清晰、完整、有效的表述方式, 研

究制订统一的、规范的著录标准。

2　引用电子文献的三要素

虽然电子文献与印刷型文献有许多不同, 但

引用电子文献的要素并不是任意臆造的概念, 而

是一个客观存在, 具体仍是指作者、读者、版本这

三个内在联系因素。

学术交流之所以要提供信息资料的来源, 主

要原因, 一是表明其学问的可靠性, 二是为读者

和同行提供查询的指南, 三是表示该文献的的准

确性。学问的可靠性就是承认个人的学问是和他

人的知识联系在一起的, 只有极少数的发现是从

零开始的, 而绝大部分的研究是建立在以往他人

的发现和知识的基础上的。引用文献不仅是一种

对他人知识的尊重, 而且可以帮助读者查询作者

所使用过的资料, 并可以检查作者对于研究发现

的解释是否准确。

文献研究者早就认识到, 不同印刷版本之间

存在着合理的差别, 这些差别的产生可能是有意

识的, 也可能是无意的。在印刷的文献编目中, 作

者常常增添或删减书籍的内容, 改正错误或有争

议的地方。尽管大部分的内容是相同的, 但经过

修改的文献, 这就是第二版或修订版。在电子文

献的制作中, 也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因为计算机

的软件也存在着不同的版本, 如W o rdperfect 5.

1,W o rdperfect 5. 2,W o rdperfect 6. 0 等, 不同的

版本之间就存在着差异。因此使得电子文献变得

更加复杂。究竟引用哪个版本的电子文献, 常常

引起争议。争议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必要在网上同

时保留不同版本的同样内容的文献, 因为这样做

要占用互联网络不少的容量。实际情况是作者所

引用的电子文献就是当时在网上出现的版本。有

个普遍接受的原则, 就是引用你自己所发现的文

献, 这样可以准确无误地告诉读者资料来源。值

得注意的是, 最新版本的电子文献不一定是最精

确的, 或最需要的版本。究竟引用哪个版本取决

于提出问题和解决它的需要。这就说明作者、读

者、版本是引用电子文献的三要素。

3　电子文献引用格式

我们已清楚文献的引用是为了帮助读者能

查询到原始的资料, 因此有必要让读者准确无误

地了解描述原始文献出处的细节, 只有这样才能

保证读者能够顺利地查询到原始文献。印刷文献

与电子文献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和概念上的

联系。了解印刷文献的引用格式或许有助于解决

电子文献引用时所碰到的问题。印刷文献的引用

格式已在我国 1987 年制定的国家标准 GB 77142
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分别规定了专著、

连续出版物、专利文献、专著中析出文献以及连

续出版物中析出文献的著录格式。

电子文献的网页就好像是书的章节, 如果一

篇电子文献是同一个作者完成的, 这比较容易理

解, 可以把它当做是专题著作, 它是由不同的章

节组成的。如果要引用这篇文献的某个章节, 只

要把该章节的“统一资源定位符”, 即U RL 标出

来就行了, 如 h t tp: ööfunnelw eb. u tcc. u tk.

eduö～ hoem annöelem en ts. h tm l。如果电子文献

是由不同来源的资料所组成的, 则应该引用其标

题或首页。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 首页的U RL

和末页的U RL 可能就不一样。这种文献就好像

是杂志的合订本, 依靠其内部的联系, 把不同的

网页联系在一起, 而不同的文件则是有不同的

U RL。那么引用哪一个U RL 呢? 这取决于你想

告诉读者什么。你或许想让读者了解某个特殊的

信息或观点, 也许让读者了解资料的全貌。作者

的意图就决定了引用的内容和引用方式的差异,

或引用特殊的信息资料, 或泛泛地引用有关的资

料来源。其实网页上的资料更为复杂。网页上的

文件怎样通过网路上的服务器联系起来?这并不

是作者设计的, 而是由其软件来完成的。这种联

系有的像是印刷文献中的脚注, 它告诉读者如何

找外面的资料。唯一不同的是, 超文本文件 (hy2
pertex t) 之间的联系是倾刻之间就完成的, 根本

用不着读者跑到图书馆, 到书架上去找所需的书

或杂志。简单地说电子文献的引用格式就是上述

印刷文献的引用格式加上U RL。你可以试试看。

先写作者的名字, 如ö～ hoem ann, 再加上标题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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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h tm l, 最后再写上出版信息, 就构成了一个

简单的引用格式, h t tp: ööfunnelw eb. u tcc. u tk.

eduö～ hoem annöstyle. h tm l。这仅仅是一个简单

的引用格式。但在这个引用格式中缺少了作者的

全名和出版日期。幸运的是, 在许多网页资料中

往往有介绍栏目, 其中就包括作者名。另外还可

以在该资料最后修订的通知中找到作者名。因此

一个电子文献的完整的引用格式就是如下例子。

例 1:

Geo rge H. Hoem ann ( 作 者 ) , E lectron ic

Style. . . the F inal F ron t ier (全文的标题)

( h t tp: ööfunnelw eb. u tcc. u tk. eduö～

hoem annöstyle. h tm l) , 1995.

如 果 我 们 只 引 用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如

“E lem en ts of C itat ion”。那么我们就只引用作者

名、文件名和文件的U RL。

例 2:

Geo rge H. Hoem ann, E lectron ic Style2
E lem en ts of C itat ion

( h t tp: ööfunnelw eb. u tcc. u tk. eduö～

hoem annöelem en ts. h tm l) , 1995.

如果要更清楚地表明这是某一资料中的某

一部分, 就可以写得更详细些, 但会更长, 见例

3。

例 3:

Geo rge H. Hoem ann, “E lectron ic Style2
E lem en ts of C itat ion”

( h t tp: ööfunnelw eb. u tcc. u tk. eduö～

hoem annöelem en ts. h tm l) ,

in E lectron ic Style. . . the F inal F ron t ier

( h t tp: ööfunnelw eb. u tcc. u tk. eduö～

hoem annöstyle. h tm l) , 1995.

究竟详细到什么程度, 这在电子文献引用中

没有明确规定。绝大多数的意见比较倾向“多引

用一些比少的要好”的观点。换句话说, 多加一些

信息给读者, 可以帮助读者比较容易地查询到作

者所引用的电子文献, 上述的第 3 个例子是最佳

的选择, 因为它提供给读者的信息最详细。

文字类型的电子文献, 其引用格式比较好理

解。还有图像资料、音响文件、电子信息和新闻组

张贴资料, 这些常用的电子文献资料缺少文字类

型的电子文献某些引用要素。如数码化的图像和

音响文件往往缺少作者的信息。而新闻组张贴资

料往往被归类在某一讨论专题下, 时间性很强,

过时就被抹去, 还受计算机账号的限制, 并不是

人人都能看到。像这种不能为公众所查询的资

料, 读者就不可能去检查作者引用的原始资料,

只能靠信誉接受作者的参考文献。

电子文献的引用格式风格多样, 每种引用格

式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就是要告诉读者如何找到

所引用的原始文献资料。尽管目前还没用统一的

电子文献的引用格式, 但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原

则, 那就是, 尽可能多地提供电子文献来源的信

息, 以帮助读者准确地查询到作者所引用的原始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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