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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收查引质量控制关键环节

———错引判断实践及其效果评估

□张美琦∗　刘斐　姚兰　崔建华

　　摘要　针对普遍存在的错引现象,根据长期实践经验,研究总结人工判断错引的技巧,以把

控查收查引关键环节,提升服务质量.以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
为例,利用案例分析法,针对科技文献引证报告服务系统提供的疑似错引信息,分析其五个数据

项(作者、刊名、年份、卷/期/页码、DOI)与被引文献的匹配度,总结归纳得出错引有五类九种表

现形式,把确实属于错引的引用信息纳入引用记录中.实践证明这些错引记录在增加论文影响

力方面具有高度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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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查收查引是由第三方基于文献计量学提供的一

种定量评价服务,它与同行评议相辅相成,使专家能

掌握足够的信息,形成依据更充分的意见,并在更高

的信息集成水平上更具权威性[１].查收查引评价的

特点是:基础研究优于应用研究、整体优于个体、长
期优于短期、相对指标优于绝对指标、多指标优于单

个指标[２].文献计量分析作为目前主流的研究评价

方法,源于２０世纪中叶兴起的科学计量学和科学引

文分析[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科学计量学和科学

引文分析在我国日益蓬勃发展[４－５],查收查引也越

来越受到重视,逐渐成为主流的科研评价方法之一,
例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都要求检索申请者论

文被主要索引数据库收录和被引用的情况,查收查

引报告是科研人员或科研团队进行职称评定或报奖

以及申请科研基金等的重要依据.
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反映论文的影响力,是一个

重要的质量评价指标.因此,引用记录的数据质量

直接关系到查收查引报告的整体效率和权威性,但

是,其中存在的错误引文(以下简称“错引”)信息引

发了人们的重视.
错引是一种不规范的引用,之所以称之为错引,

是因为该类型的引用信息与被引文献中信息存在差

异,是在论文题名、作者姓名、期刊刊名、出版年份、
卷期 页、数 字 对 象 唯 一 标 识 符 (Digital Object
UniqueIdentifier,DOI)等数据项中至少有一处出

错的引文,如:年、卷、期、页等不完全相符,但是决定

文献是否相同的一些主要因素相吻合,如标题、DOI
等[６].错引的主要原因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引用者

的错误.有些错引属于引用者笔误或疏忽;有些是

引用者复制了他人论文的错误参考文献,属于引文

失范行为[７].另一种是数据库的录入错误.或者是

施引文献信息录入错误,或者是被引文献信息录入

错误.因此,在进行引用检索过程中,需要检索人员

对错引信息进行判断,并将确实属于错引的引用信

息纳入引用记录中,把假的错引排除掉.对于错引

需要从两个角度进行把握:其一,错引也是引用记录

的一部分,不能因为错,而将其漏掉或舍弃[８].其

二,疑似错引信息差别甚微,且容易引起检索人员倦

怠,需要积累经验、仔细判断,不能把假的错引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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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错引,避免错上加错.
近年来对错引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１)错引

识别方法及成因解析,科学家群体存在引文复制等

引文 失 范 行 为.１９８９ 年,荷 兰 莱 顿 大 学 的 莫 德

(Moed)和弗伦斯(Vriens)以五种期刊的错引为例,
分析其分布特点及原因,发现某些作者存在“引文复

制”行为[９].２００５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西姆金

(Simkin)和罗约夫德鲁伊(Roychowdhruy)研究发

现错引类型的频次分布具有指数递减规律,故推测

期刊论文中７０％的参考文献来自于引文复制[１０].

２００７年梁立明和钟镇以Nature上一篇高被引论文

为例,探讨科学家群体中存在的引文复制等失范行

为[１１].２０１７年钟镇又以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Ｇ
neseScienceCitationDatabase,CSCD)中«中华妇产

科杂志»为例,研究了中文错引识别方法及形成原

因[１２].(２)错引数据的质量控制研究.１９７４年,加
菲尔德(Garfield)指出SCIE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中有

错误引文信息[１３],所以开发了用来纠正某些错引信

息的“Keysave”系统[１４].同时,他也呼吁期刊编辑

要认真对待错误引文现象[１５].２００１年苏新宁分析

了编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SocialSciＧ
encesCitationIndex,CSSCI)易出现的数据错误,并
利用计算机纠正这些错误[１６].(３)错引导致引用检

索时的漏检和错检研究.不同数据库都可以放宽检

索条件以查到疑似错引记录,再人工判断得到确实

属于错引的记录.以 SCIE 为例,错引的检索方法

有两种:第一种从数据库参考文献检索入口,考虑作

者、期刊的各种拼写变体,检出疑似错引记录,然后

人工判断.第二种利用查收查引系统[１７－１８],原理与

第一种方法相似,只不过系统充分考虑错引的情况,
扩大检索条件检索出疑似错引记录,但是系统将相

似度９０％以上的引用记录仍然提交人机交互,让人

工判断真正的错引,以此来保障查全的同时具有较

高的查准率.从已有成果的内容分析,人工判断真

正错引相关研究的缺少,已经成为制约错引现象研

究进一步展开的瓶颈之一.

２　在疑似错引记录的基础上人工判断真错引的工

作实践

为了把SCIE数据库的疑似错引查全,“科技文

献引证报告服务系统”采用的检索策略是:除了论文

标题匹配,还采用“第一作者 and刊名”“第一作者

and页码”匹配[１９],根据长期的引证检索经验,这是

两种引用查全率最高的检索策略,可避免数据标注

不规范或者录入数据错误所导致的漏检.“第一作

者and刊名”适用于处理期刊文献或页码缺失的文

献,可有效防止错检和漏检.“第一作者and页码”
适用于处理会议文献或页码准确的期刊文献.

查全率与查准率是一对矛盾,为保证查全率扩

大检索条件,对查准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全

部结果交由机器判断,过滤条件过分严谨苛刻,必然

导致漏检;过滤条件放宽,则会混入无关数据,形成

错检.所以交由人工交互判断是防止漏检和错检的

核心和关键.但是,人工判断主要依靠手动方式,疑
似错引信息之间差别很小,劳动强度较大,导致检索

人员容易出现疲劳、疏忽、倦怠等,导致错引判断准

确性降低,难以应对急剧增加的引用检索服务要求,
总结判断方法和技巧成为查收查引工作的迫切

需求.

SCIE数据库的每条疑似错引记录包含五个数

据项:第一作者姓名、刊名、年份、卷/期/页码、DOI,
但是卷/期/页码或 DOI经常有缺失现象,根据其与

被引文献题录信息的匹配度,真正错引有以下五种

表现形式,详见图１.

图１　真正错引的五种表现形式

２．１　DOI相符,作者和刊名相符,年份相差１－２
年,卷期页缺失

DOI是文章的唯一身份号码,只要DOI、作者和

刊名这三项相符,某作者在某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即

具有唯一性.所以即使年份或卷/期/页码出现错误

或缺失,也可认为是真正的错引.如例１所示,这两

条疑似错引记录卷/期/页码缺失,但是 DOI与被引

文献相符,则认为这两条都是真正的错引.
例１．
正确引用记录:DistinctquasiＧbiweeklyfeatures

ofthesubtropicalEastAsianmonsoonduringearly
andlatesummers．

Yang,Jing;Bao,Qing;Wang,Bin;Gong,DaoＧ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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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He,Haozhe;Gao,MiaoＧNi．CLIMATE DYＧ
NAMICS．４２(５－６):１４６９－１４８６．DOI:１０．１００７/

s００３８２－０１３－１７２８－６．２０１４
疑似错引记录:
(１)Yang,J．CLIMATE DYN．():．１０．１００７/

s００３８２－０１３－１７２８－６．２０１３
(２)Yang,J．CLIMATEDYNINPRESS．():．

１０．１００７/s００３８２－０１３－１７２８－６．２０１３
２．２　 姓 名 有 各 种 变 体,刊 名、年 份、卷 期 页 相 符,

DOI缺失

为了把错引查全,之前放宽了检索结果的准入

条件,所以引文信息中作者姓名有各种变体.以中

国人姓名为例,三字姓名有１８种变体,两字姓名有

７种变体,以牛俊锋和杨婧的姓名为例,如表１所

示.对作者姓名可能出现的各种拼写形式了然于

胸,有助于快速准确地判断真正的错引.如例２、例

３所示,林国强(Lin,Guo－Qiang)的名字有linG的

变体,杨含心(Yang,Han－Xin)有 Han－Xin,Y 的

变体.由于引用者的引用习惯不同,有的引用记录

没写第一作者,只写第三作者,如例４所示,也认为

是真正的错引.
表１　作者姓名的各种变体

姓和名 三字姓名表达方式变体 两字姓名表达方式变体

都是全称

NiuJunFeng or JunFengNiu

orNiu,JunFengorJunFeng,

NiuorNiu,JunＧFengorJunＧ

Feng,NiuorNiuJunＧFengor

JunＧFengNiu

Yang Jing or Jing

Yangor　

Yang,JingorJing,

Yang　

一全一简

Niu,JForNiuJF

orNiuJＧForNiu,JＧF

orNiuJ．F．orNiu,J．F．

orJunfengNorJunＧFeng,N

orNiuJ．orNiu,J．

Yang,JorYangJ

orYangJ．orYang,

J．orJing,Y．

例２．
正确引用记录:Modelingandcontrollingthe

twoＧphasedynamicsofthep５３network:aBoolean
networkapproach．

Lin,GuoＧQiang; Ao,Bin;Chen,JiaＧWei;

Wang,WenＧXu;,ZengＧRu．NEW JOURNAL OF
PHYSICS．１６():．２０１４

疑似错引记录:
(１)Lin,GuoＧQiang．NEWJPHYS．１６():．１０．

１０８８/１３６７－２６３０/１６/１２/１２５０１０．２０１４ (２)Lin,G．
NEWJPHYS．１６(１２):．１２５０１０．２０１４

例３．
正 确 引 用 记 录:TrafficＧdriven epidemic

outbreakoncomplexnetworks:Howlongdoesit
take?

Yang,HanＧXin;Wang,WenＧXu;Lai,YingＧ
Cheng．CHAOS．２２(４):０４３１４６．２０１２

疑似错引记录:
(１)Yang,HanＧXin．CHAOS．２２(４):．１０．１０６３/１．

４７７２９６７．２０１２
(２)HanＧXin,Y．．CHAOS．２２():．０４３１４６．２０１２
例４．
正确引用记录:Farmersriskpreferencesand

theirclimatechangeadaptationstrategiesinthe
YongqiaoDistrict,China

JinJianjun;GaoYiwei;WangXiaomin;Pham
KhanhNam．LAND USE POLICY．４７():３６５－
３７２．２０１５

疑似错引记录:(１)Xiaomin,w．LAND USE
POLICY．４７():３６５．２０１５
２．３　 刊 名 有 各 种 变 体,姓 名、刊 名、卷 期 页 相 符,

DOI号缺失

为避免因刊名漏检,“科技文献引证报告服务系

统”沿用了SCIE数据库中的刊名缩写规则和“刊名

＋inpress”的标注形式,采用截词符扩大刊名相似

化结果等措施,扩大检索条件,提供查全率,所以要

格外注意刊名的人工判断筛选.具体又分为以下四

种情况:

２．３．１　作者相符,卷/期/页缺失,年份提前１－２年,
刊名＋inpress或inpub,说明是预印本或提前出版

的情况下已被引用,如例５所示.
例５．
正确引用记录:WhitematterpathwaysupportＧ

ingphonologicalencodinginspeechproduction:a
multiＧmodalimagingstudyofbraindamagepaＧ
tients．

Han,Zaizhu;Ma,Yujun;Gong,Gaolang;

Huang,Ruiwang;Song,Luping;Bi,Yanchao．
BRAINSTRUCTURE&FUNCTION．２２１(１):５７７
－５８９．２０１６

疑似错引记录:(１)Han,Z．BRAIN STRUC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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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RESS．()．２０１４
２．３．２　作者、年份吻合相符,卷/期/页缺失,刊名＋
期刊所属国家简称

如例６、例７所示,刊名后加上期刊所属国家英

国的简称 UK、瑞士的简称SWITZ.
例６．
正 确 引 用 记 录:Scaling behavioursin the

growthofnetworkedsystemsandtheirgeometric
origins　

Zhang,Jiang; Li,Xintong;Wang,Xinran;

Wang,Wen－Xu;Wu,Lingfei．ScientificReports．５
():．２０１５．

疑似错引记录:(１)ZHANGJG．SCIREPUK．
５():．２０１５

例７．
正确引用记录:ParallelworkflowtoolstofacilＧ

itatehumanbrainMRIpostＧprocessing
Cui,Zaixu;Zhao,Chenxi;Gong,Gaolang．

FRONTIERSINNEUROSCIENCE．９():．２０１５
疑似错引记录:(１)Cui,Zaixu．FRONT NEUＧ

ROSCI－ SWITZ．９ ()．１０．３３８９/fnins．２０１５．
００１７１．２０１５
２．３．３　作者、年份相符,卷/期/页缺失,刊名全称、简
称、混合等各种变体写法

如例８所示,NEWJOURNALOFPHYSICS
这本期刊的变体有 NEWJPHYS或JPHYS.

例８．
正 确 引 用 记 录:Exact controllability of

multiplexnetworks．
Yuan,Zhengzhong;Zhao,Chen;Wang,WenＧ

Xu;Di,Zengru;Lai,YingＧCheng．NEWJOURNAL
OFPHYSICS．１６():．２０１４

疑似错引记录:
(１)Yuan,Zhengzhong．NEWJPHYS．１６():．

１０．１０８８/１３６７－２６３０/１６/１０/１０３０３６．２０１４
(２)Yuan,Z．JPHYS．１６():．１０３０３６．２０１４

２．３．４　作者、年份、卷页相符,刊名写会议论文集名

称或丛书名称

如例９所示,被引文献发表在２００４年 MICCAI
(MedicalImageComputingandComputerＧAssisted
Intervention)会议论文集中,该会议论文集又被收

入LECTURENOTESINCOMPUTERSCIENCE

丛书,所以来源出版物写会议论文集或丛书,都认为

是真正的错引.
例９．
正 确 引 用 记 录: Detecting functional

connectivityofthecerebellumusing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LFFs)

He,Y;Zang,YF;Jiang,TZ;Liang,M;Gong,

GL．MEDICALIMAGE COMPUTING AND COMＧ
PUTERＧASSISTEDINTERVENTIONＧMICCAI２００４,

PT２,PROCEEDINGS．３２１７(２):９０７－９１５．２００４　
疑似 错 引 记 录:(１)He,Y．LECT NOTES

COMPUTSC．３２１７():９０７．２００４
２．４　年份相差１－２年,姓名、刊名、卷/期/页相符,

DOI缺失

如例１０所示,年份２００６与被引文献的发表年

份提前１年,姓名、刊名、卷/期/页相符,则认为是真

正的错引.
例１０．
正确引用记录:Effectsofconservationtillage

practicesonwinterwheatwaterＧuseefficiencyand
cropyieldontheLoessPlateau,China

Su,Ziyou;Zhang,Jinsong;Wu,Wenliang;

Cai,Dianxiong;Lv,Junjie;Jiang,Guanghui;

Huang, Jian; Gao,Jun; Hartmann,Roger;

Gabriels,Donald． AGRICULTURAL WATER
MANAGEMENT．８７(３):３０７－３１４．２００７．

疑似 错 引 记 录:(１)Su,Z．AGR WATER
MANAGE．８７():３０７．２００６
２．５　卷期页或文献号相似度较大,姓名、刊名、年份

相符,DOI号缺失

具体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２．５．１　作者、刊名、年份、卷都相符,卷期页码相似度

比较大的,可以认为是笔误引发的错引

如例１１所示,把“３４０”页,写成“(３):４０”,这本

期刊本身没有期的信息,可认为是笔误.例１２把

“１４４１”写成“１１４１”,相似度较大,也认为笔误导致的

错引.
例１１．
正 确 引 用 记 录:Willingness to pay for

renewableelectricity:Acontingentvaluationstudy
in Beijing,China．Guo,Xiurui;Liu,Haifeng;

Mao,Xianqiang;Jin,Jianjun;Chen,Dong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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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Shuiyuan．ENERGYPOLICY．６８():３４０－
３４７．２０１４

疑似错引记录:
(１)Guo,X．ENERGPOLICY．６８(３):４０．２０１４
例１２．
正确 引 用 记 录:PolychlorinatedBiphenylsin

Urban Lake Sediments from Wuhan, Central
China:Occurrence,Composition,andSedimentary
Record　

Yang,Zhifeng;Shen,Zhenyao;Gao,Fan;

Tang,Zhenwu;Niu,Junfeng;He,Ya．JOURNAL
OFENVIRONMENTAL QUALITY．３８(４):１４４１
－１４４８．２００９

疑似错引记录:
(１)Yang,Z．F．JENVIRON QUAL．３８(４):

１１４１．２００９
２．５．２　有些期刊没有期页,只有文献号,文献号相似

度较大,也是真正的错引

如例１３所示,文献号都是“e３２７６６”,年份提前１
年,也认为是真正的错引.例 １４ 把 ０１３０１０ 写成

１３０１０,例１５把P０５０１３写成多种形式,都认为是笔

误导致的错引.
例１３．
正确引用记录:EffectsofDifferentCorrelation

MetricsandPreprocessingFactorsonSmallＧWorld
BrainFunctionalNetworks:ARestingＧStateFuncＧ
tionalMRIStudy

Liang,Xia; Wang,Jinhui; Yan,Chaogan;

Shu,Ni;Xu,Ke;Gong,Gaolang;He,Yong．PLOS
ONE．７(３):．２０１２．e３２７６６．DOI:１０．１３７１/journal．
pone．００３２７６６

疑似错引记录:
(１)Liang,Xia．．．Wang,Jinhui．PLOS ONE．７

(３):．１０．１３７１/journal．pone．００３２７６６．２０１２
(２)Liang,X Wang,J．PLOS ONE．７():．

e３２７６６．２０１２
(３)Liang,X Wang,J．．PLOS ONE．７():．

e３２７６６２０１１

　　例１４．
正 确 引 用 记 录:Cooperation percolationin

spatialprisonersdilemmagame
Yang,HanＧXin;Rong,Zhihai;Wang,WenＧ

Xu．NEW JOURNAL OF PHYSICS．１６ ():．
２０１４．０１３０１０

待确认引用记录:
(１) Yang,H．ＧX．．NEW J PHYS．１６ ():

１３０１０．２０１５
例１５．
正确引用记录:Cascadingfailurespreadingon

weightedheterogeneousnetworks
Wu,ZhiＧXi;Peng,Gang; Wang,WenＧXu;

Chan,Sammy;Wong,EricWingＧMing．JOURNAL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ＧTHEORY
ANDEXPERIMENT．():．２００８．P０５０１３．DOI:１０．
１０８８/１７４２－５４６８/２００８/０５/P０５０１３

疑似错引记录:
(１)Wu,ZhiＧXi．JSTAT MECHＧTHEORYE．

():．１０．１０８８/１７４２－５４６８/２００８/０５/P０５０１３．２００８
(２)Wu,ZX．JSTATMECH．():．P０５０１３．２００８
(３)Wu,ZX．JSTAT MECHＧTHEORY E．

２００８():０５０．．２００８
(４)Wu,Z．－X．JSTAT MECHＧTHEORYE．

２００８(５):．P０５０１３．２００８
(５)Wu,Z．X．JSTAT MECH THEORY E．

２００８():．０５０－０１－０５０－１３．２００８
(６)Wu,Z．X．JSTAT MECHＧTHEORYE．０５

():．P０５０１３．２００８
(７)Wu,Z．－X．JSTATMECHＧTHEORYE．５

():．P０５０１３．２００８
(８)Wu,ZX．JSTAT MECHＧTHEORY E．５

():．P０５０１３/１－P０５０１３/１４．２００８

３　错引判断的效果评估

笔者以本校２０１８年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申请者的SCIE论文数据为例,涉及

环境、化学、数学、物理等学科,利用“科技文献引证

报告服务系统”得到疑似错引记录,基于要素判断法

和案例分析法研究人工判断真正错引的方法技巧,
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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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８年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申请者SCIE论文错引情况

序号 作者 论文数量 错引论文数量
错引论文占

总论文比率
真正错引次数 总被引次数

真正错引次数

占总被引次数比率
论文起止年

１ 王×× １２０ ４６ ３８．３３％ ２０９ ４１７９ ５．０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２ 董×× ９６ ２４ ２５．００％ ９１ １２１０ ７．５２％ １９９９－２０１７
３ 滕×× ７１ １７ ２３．９４％ ２７ ８３３ ３．２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４ 龙×× ６８ １２ １７．６５％ ３５ １７０３ ２．０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５ 刘×× ６７ １９ ２８．３６％ ７８ ８８４ ８．８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６ 龚×× ６３ ２８ ４４．４４％ ５４ ２６９８ ２．００％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７ 苏×× ５９ １９ ３２．２０％ ５７ ５２３ １０．９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８ 梁×× ５４ １５ ２７．７８％ ２４ ９８７ ２．４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９ 毕×× ５３ ２２ ４１．５１％ ４１ ６６５ ６．１７％ ２００１－２０１７
１０ 孙×× ５３ ９ １６．９８％ ４１ １３１６ ３．１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１１ 崔×× ５３ ７ １３．２１％ １３ ７３９ １．７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
１２ 刘×× ５２ １２ ２３．０８％ ２２ ５０７ ４．３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１３ 袁×× ５１ ６ １１．７６％ ７ ８４８ ０．８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１４ 尹×× ４７ １６ ３４．０４％ ２７ ３４２ ７．８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１５ 张×× ４４ ８ １８．１８％ ２０ ３８４ ５．２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１６ 石×× ４３ １３ ３０．２３％ １８ ４３７ ４．１２％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１７ 薛×× ３５ ２ ５．７１％ ２ １９９ １．０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１８ 陈×× ３１ １２ ３８．７１％ １００ ４３４ ２３．０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１９ 夏×× ３１ １３ ４１．９４％ ７０ １４７７ ４．７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２０ 何×× ３０ ９ ３０．００％ ２２ ３３２ ６．６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２１ 王×× ２９ １３ ４４．８３％ ４０ ９８１ ４．０８％ ２００２－２０１７
２２ 郝×× ２８ １２ ４２．８６％ ３６ ４９９ ７．２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２３ 杨×× ２８ １２ ４２．８６％ １８ ７３８ ２．４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２４ 杨× ２７ ６ ２２．２２％ ２９ ２２３ １３．００％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２５ 赵×× ２７ ８ ２９．６３％ １１ ５３４ ２．０６％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２６ 蒋×× ２７ ２ ７．４１％ ３ ２７６ １．０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２７ 谢×× ２６ ７ ２６．９２％ １５ ２２９ ６．５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
２８ 吴×× ２６ １０ ３８．４６％ １６ ２４９ ６．４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２９ 张× ２６ ８ ３０．７７％ １１ ４３８ ２．５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３０ 王× ２６ １ ３．８５％ １ ４６２ ０．２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３１ 于×× ２４ ８ ３３．３３％ ２０ ３６０ ５．５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
３２ 李× ２４ １２ ５０．００％ ４８ ９０８ ５．２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３３ 邢×× ２２ ３ １３．６４％ ３ ６１４ ０．４９％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３４ 郑×× ２０ ５ ２５．００％ １８ ３０７ ５．８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３５ 舒×× ２０ ９ ４５．００％ １５ ８１８ １．８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３６ 白×× １９ ５ ２６．３２％ ７ ２１７ ３．２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３７ 车×× １９ ２ １０．５３％ ３ ３３８ ０．８９％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３８ 吴×× １８ ４ ２２．２２％ ２０ １６１ １２．４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３９ 胡×× １８ ４ ２２．２２％ ５ ８３ ６．０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４０ 付×× １７ ８ ４７．０６％ ２２ ４５５ ４．８４％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４１ 刘×× １７ ５ ２９．４１％ ７ ３９３ １．７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４２ 吴×× １７ ４ ２３．５３％ ６ ４５５ １．３２％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４３ 包×× １６ ４ ２５．００％ ５ １２６ ３．９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４４ 万×× １６ ５ ３１．２５％ ５ ３５５ １．４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６
４５ 徐×× １４ ５ ３５．７１％ １０ ２２１ ４．５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４６ 潘×× １４ ３ ２１．４３％ ６ １９５ ３．０８％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４７ 黄×× １２ ３ ２５．００％ ６ ２４０ ２．５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４８ 毛×× １１ ３ ２７．２７％ ３ ８７ ３．４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
４９ 姜×× ８ ３ ３７．５０％ ５ １２５ ４．０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５０ 卜×× ７ ３ ４２．８６％ ３ ３９ ７．６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平均值 ３４．４８ ９．７２ ２８．５４％ ２７．１ ６３６．４６ 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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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有真正错引论文占作者论文总数的平均

比率为２８５４％,数据范围从３８５％－５０００％不

等.从表２中可见,有真正错引论文是普遍现象,所
有作者都有数量不等的论文被错引.表２作者所提

交 的 论 文 中,被 错 引 过 的 论 文 占 比 平 均 值 为

２８５４％,接近三分之一.真正错引论文占比最高达

到５０％,作者一共提交了２４篇论文,其中１２篇论文

有真正错引;真正错引论文占比最少是３８５％,作
者提交的２６篇论文中,有１篇有真正错引.

第二、真正错引次数占总被引次数的平均比率

为４７３％,数据范围从０２２％－２３０４％不等.真

正错引占比最多的情况:总被引次数４３４次,其中有

１００次真正错引,占比２３０４％,即五分之一还多;真
正错引占比最少的情况:总被引次数４６２次,其中１
次真正错引,占比０２２％.如果不进行人工判断,
这些真正错引就被漏检了;如漏检这些真正错引,那
么总被引次数的查全率必然难以保障.

总之,有 真 正 错 引 论 文 占 作 者 论 文 总 数 的

２８５４％,真正错引次数占总被引次数的４．７３％,所
以错引的查全率和查准率,对于量化评价有一定程

度的影响.笔者所在单位自２０１４年至今,已经历了

多次引证查询高峰期的检验,除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外,还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

支持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长江学者奖励

计划、院士申报、实验室评估、创新团队、国家奖申报

等.我们根据错引的五类九种表现形式,人工判断

得到真正错引,客观公正地进行量化评价,不仅增强

了引证报告的权威性,而且增强了用户粘度和集体

荣誉感.

４　结语

综上所述,错引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给查收查引

工作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如何控制引文质量,更加

客观公正地进行科研定量评价,尚需要科学家、期刊

编辑、数据库编制者和图书馆员的共同努力,笔者提

出以下建议,以抛砖引玉,从而推动我国科研定量评

价规范化体系的建设.
一方面,要从源头上控制引文质量,减少错引的

发生.科学家从做科研伊始,就应养成严谨规范的

引文习惯,减少笔误,严禁引文复制等引文失范行

为;期刊编辑要认真校对参考文献信息,并利用新技

术手段提高校对准确率;数据库编制者应尽最大可

能提高论文数字化准确率,在数据库首页明显位置

提供数据错误反馈入口,并加快审核速度,才能持续

不断提高数据质量.
另一方面,图书馆员在检索时要放宽检索条件,

积累错引判断方法和技巧,提高人工判断质量和效

率.人工判断错引时,根据DOI、论文标题等主要因

素很好判断,根据年/卷/期/页等次要因素,则要结

合作者、期刊刊名、发表年份等其它数据项来综合判

断,避免把假的错引当成真的错引.引文信息包含

六个数据项(某些数据库导出的引文信息没有论文

题名这项,所以也有五个数据项的说法):论文题名、
作者姓名、期刊刊名、年份、卷/期/页、DOI,各项都

有可能出错,要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策略,具体内容

如下:
(１)DOI是决定文献是否相同的主要因素之一,

具有唯一性,是人工判断错引时的首选标准.但是

有些论文没有DOI,例如:发表年份较早的文献没有

DOI,有些 期 刊 没 有 加 入 这 个 组 织,其 论 文 都 没

有DOI.
(２)论文题名也是决定文献是否相同的主要因

素之一.该项易出现的错误是:副标题缺失、个别字

词拼写错误或遗漏、合成词的连字符时有时无、英文

名词有单复数变化、专业名词有简称和全称变化、希
腊字母或写符号或写英文读音等.图书馆员检索

时,可以只输入部分题名,不必输入全部题名,而且

要剔除希腊字母、专业名词简称、数据库停用词

NOT等易导致检索结果为零的字词,合成词和有单

复数变化的名词能用截词符,则尽量用截词符.这

样可以命中更多结果,避免漏检.人工判断时,着重

核对易出现的错误点.
(３)作者姓名有各种拼写变体.以中国人姓名

为例,三字姓名有１８种变体,两字姓名有７种变体.
姓名限定不要太单一,只要数据库支持截词符,姓名

也尽量用截词符,再结合论文题名、期刊刊名、发表

年份等字段进行组合检索.
(４)期刊刊名也有各种拼写变体.预印本或提

前出版的情况,刊名后面会加inpress或inpub标

记;刊名后面也会加所属国家简称;刊名还有全称、
简称、全简混合等各种变体写法;如果会议论文集又

以书的形式出版,刊名可能是会议论文集名称,也可

能是丛书名称,检索时也要尽量用截词符代替多种

拼写变化.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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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年份有可能相差１－２年.检索时年份字段

适当往前后放宽１－２年,不要只限制在当年,否则

会漏检.
(６)卷/期/页码或文献号也容易出错.作者、刊

名、年份均相符,卷/期/页码相似度比较大的,可以

认为是笔误引发的错引;有些期刊没有期页,只有文

献号,文献号相似度较大,也可判断是笔误导致的

错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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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KeyStepsofQualityControlinCitationSearchServices
—PracticeandEvaluationofCitationErrorJudgement

ZhangMeiqi　LiuFei　YaoLan　CuiJianhua

Abstract:Inviewoftheprevailingcitationerror,theskillofartificiallyjudgingcitationerrorissumＧ
marizedinthepaperbasedonlongＧtermpracticalexperienceinordertocontrolthekeystepsandimprove
thequalityofcitationSearchservice．Usingthecaseanalysismethod,thepaperanalyzedthematchingdeＧ
greebetween５dataitemsandciteddocumentsinSCIＧexpanded,suchasauthors,sourcetitle,publication
year,VolumeissuepagenumberandDOI,basedonthesuspectedcitationerrordataprovidedbytheservＧ
icesystem．NinetypesoferrorcitationaresummarizedsothetruecitationerrordocumentscouldbeincludＧ
edinthecitationcounts．Ithasbeenprovedthatthesecitationerrordocumentsrecordsarehighlyeffective
inincreasingtheinfluenceofpapers．

Keywords:CitationSearchServices;CitationError;QualityControl;ServiceSystem;Digital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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