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ort Science Research

2013 年体育类核心学术期刊引文失范现象

及改进策略
王 燕 1袁张 蓓 2

收稿日期院 2015-03-09
第一作者简介院 王燕袁女袁在读硕士遥 主要研究方向院体育新闻学遥
作者单位院 1. 上海体育学院袁 上海 200438曰 2.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袁 上海 200083

摘 要院 规范的引文引用是遏制学术不端等行为的重要手段遥 然而袁经抽样调查及研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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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ed citation reference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curb academic misconducts. Nevertheless,

through sampl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12 misconducts of false reference, data modification, unavailability

of the exact page numbers in reference books, unavailability of the web pages containing the quotation, quota-

tion of secondary literature, etc., have been observed in sports core journals. Therefore, in order to curb the

citation misconducts, measures can be taken in the respects of author's academic moral quality, academic e-

valu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of cit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

ward and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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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 我国学术界关于学术造假的事件层出不穷袁
各种抄袭案件时有曝光袁浙江大学教授贺海波涉嫌论文造

假 [1]袁上海大学教授尧博士生导师陈湛匀两篇论文涉嫌抄

袭 [2]袁而东北财经大学 2007 年某篇硕士学位论文袁与南京

财经大学 2006 年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惊人地相似袁 除了将

原论文中的野江苏冶两字替换成 野山东冶袁其他内容尧框架完

全一样遥 这也被网友戏称为 野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

件冶遥 [1]学术造假甚至学术腐败行为是全世界的野通病冶袁韩
国学者黄禹锡也因被发现其研究造假袁从韩国的民族英雄

瞬间沦落成为民族之耻[3]遥
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一项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过程袁研

究人员在撰写学术论文过程中袁需要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

来支撑自己的论点遥然而袁若不能够规范使用引文袁就为学

术抄袭尧剽窃提供了野温床冶遥 引文的规范运用袁对于肃清

抄袭尧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袁也关系到我国

今后学术的发展和走向袁是我国的学术能否迈进世界先进

行列的一个基本条件遥
纵观我国体育学术界的现状袁也存在许多引文的不规

范行为遥 尽管国内已出台许多相关的执行标准袁却鲜有作

者认真研读遥学术论文的引文规范程度可以反映出作者的

学术态度和学术水平袁引文的质量也影响到论文的整体质

量遥本研究就体育类核心学术期刊中引文存在的失范问题

进行梳理研究袁并提出相应的改进策略遥

本研究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评定

的 CSSCI渊2014-2015冤来源期刊中的 10 本体育类核心期

刊的刊载文章为研究对象袁 这 10 本期刊分别为院叶体育科

学曳袁叶天津体育学院学报曳袁叶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曳袁叶 西安

体育学院学报曳袁叶中国体育科技曳袁叶体育学刊曳袁叶北京体

育大学学报曳袁叶体育与科学曳袁叶武汉体育学院学报曳袁叶沈
阳体育学院学报曳遥

以上期刊代表了我国体育学术界的较高水平袁从中反

映的现象也能代表整个体育学术界面临的问题袁通过部分

样本来认识整体中存在的问题遥
经统计袁2013 年 10 本期刊的载文总量为 1 780 篇袁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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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其中学会信息尧学刊新闻尧封面新闻尧投稿通知以及非学

术研究型文章袁共计 1 702 篇有效的研究对象遥 根据 10 本

期刊载文分类与特点袁本研究将所有论文划分为体育教育

学尧运动训练学尧体育人文社会学尧运动人体科学尧民族传

统体育学尧体育经济学尧体育法学尧体育传播学等 8 大学

科袁分别探讨每学科中引文的规范引用情况遥

本研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有文献资料法尧 抽样调查

法尧数理统计法尧比较分析法遥
抽样调查法院 采用随机抽样尧 系统抽样与分层抽样

结合的方法袁首先袁根据随机抽样的样本量 n 计算公式院
n=z2P(1-P)/e2渊P 为精确度尧e 为期望的误差界限尧z 对应置

信度冤得出最初的样本量大小遥 本研究中袁z尧P尧e 值分别取

1.64尧0.5尧10%袁得出最终样本容量为 64遥
其次袁通过分层抽样袁按比例原则得出每学科的样本

数量渊见表 1冤遥
表 1 各学科样本数量

注院* 由于计算出的结果相加大于 64袁故将作野五入冶处理的数据

中袁小数点后数值最小的一组作野四舍冶处理袁体育教育学样本量

最终为 9遥
最后袁通过系统抽样确定最终的研究样本遥

早在清朝年间袁就有著名学者陈澧渊1810要1882冤针对

文章引用发表过题为叶引书法示端溪书院诸生曳的文章遥陈
澧先生表示院野引书有引书之法袁得其法则文辞雅驯袁不愧

为读书人手笔曰且将来学问成就袁著述之事亦基于此矣遥 冶
文章要求做学问之人在引经据典时袁应做到野前人之

文袁当明引不当暗袭冶尧野引书须识雅俗袁须识时代先后冶尧
野所引之书袁卷帙少而人皆熟习者袁但引其文可矣冶尧野所引

之书袁 其说甚长者袁 当择其要语冶尧野引书必见本书而引

之冶尧野引书之后袁继以自己之语袁必加案字或据此云云冶等
等[4]遥

为了规范学者的学术行为尧 促进良好学术氛围的养

成袁我国教育部等相关机构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学术规范

标准院叶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曳尧叶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曳尧叶著作权法曳尧叶文后参考文献著录

规则 GB/T 7714-2005曳尧叶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

规范渊试行冤曳 等遥
鉴定一篇学术文章是否涉及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袁引

文引用是否规范是非常关键的依据之一遥以上学术规范指

南中对引文的引用范围尧引用原则尧引用格式以及引用中

常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界定遥
而对于大多数英语写作的学者来说 袁 叶芝加哥手

册要要要写作尧编辑和出版指南曳并不陌生袁它是全美研究生

渊心理学除外冤在论文写作之前所必读的教科性读物袁已经

成为各出版社和学术杂志社对稿件要求最常用的标准遥
叶芝加哥手册曳对从论文开始写作到最终发表都有详

细的规范性指导袁其中第十一章标题为引语与对话袁主要

介绍了论文中插入引语的用法规范袁 包括该引用什么尧不
该引用什么尧怎样引用尧引用中的标点符号怎样使用尧字母

书写形式尧时态语态的变换等袁是一部十分详尽且全面的

论文书写规范指南遥 对我国规范指南的制定有很重要的

指导作用遥

根据 GB/T 7714-2005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中显示袁
引文的类型主要由普通图书尧会议录尧汇编尧报纸尧期刊尧学
位论文尧报告尧联机网络等组成遥 由于语言的限制袁英文文

献的数量仍旧是少数袁但运动人体科学的外文资料来源占

到引文总数的 68.37%袁而体育传播学尧民族传统体育学则

无外文文献遥 抽样得出的论文引文来源分布如表 2遥

样本分层 样本数量 

体育教育学  9* 

运动训练学 10 

体育人文社会学 19 

运动人体科学 12 

民族传统体育学 5 

体育经济学 5 

体育法学 3 

体育传播学 1 

总计 64 

 

表 2 我国核心类体育学术期刊引文来源分布渊单位院篇冤

引文 

类型 

体育 

传播学 
体育法学 

民族传统 

体育学 

体育 

经济学 

体育 

教育学 

运动 

训练学 

体育人文 

社会学 

运动人体 

科学 
总计 

期刊等 5 16 56 60 39 117 145 106 544 

书籍 3 8 24 17 16 10 65 12 155 

外文书籍 - 1 - 1 1 19 12 32 66 

外文期刊 - 3 - 21 6 25 21 236 312 

网络 3 2 - 4 1 8 9 6 33 

报纸 - 6 - 2 - 1 4 - 13 

总计 11 36 80 105 63 180 256 392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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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失范类别 失范行为名称 涉及学科 

引文标号混乱     体育法学 

公知标记了引用 民族传统体育学 

文中显示引用的引文未 

在参考文献中列出 
运动人体科学 

偶发性 

形式失范 

引文标注位置提前或向后 民族传统体育学 

 

引文失范类别 失范行为名称 涉及学科 

引用书籍未列

起止页码 

体育传播学、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

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教育学、体育

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 

网页无法显示 
体育传播学、体育经济学、运动训练

学、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 

直接引用与间

接引用界限不

清 

体育传播学、体育法学、民族传统体

育学、体育教育学、运动训练学、体

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 

转引二手文献 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学 

普遍性 

形式失范 

文中未标记 

引文标号 

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

教育学、运动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

学、运动人体科学 

 

引文失范类别 失范行为名称 涉及学科 

虚假引用 

体育法学、民族传统体育学、体

育经济学、体育教育学、运动训

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

体科学 

内容 

失范 

数据修改 

体育教育学、运动训练学、体育

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 

 

美国学术界将引文错误渊quotation error冤分为两大类院
major error of quotation 和 minor error of quotation遥 前者指

的是被引用文章不能支撑作者的论点或与作者论点无关袁
后者指引用不精确袁对论文内容影响较小 [5]遥 根据此分类

特点与体育类核心期刊引文中出现的问题袁本研究将引文

中出现的失范行为分为内容失范与形式失范两大类遥 其

中袁形式失范行为细分为普遍性形式失范行为与偶发性形

式失范行为遥
内容失范行为包含虚假引用和数据修改袁普遍性形式

失范行为包含引用书籍未列起止页码尧网页无法显示等 5

类错误袁偶发性形式失范行为包含引文标号错乱等 4 类错

误渊见表 3尧4尧5冤遥
表 3 核心类体育学术期刊引文内容失范分布

表 4 核心类体育学术期刊引文普遍性形式失范分布

表 5 核心类体育学术期刊引文偶发性形式失范分布

在本论文所统计的研究数据中袁野虚假引用冶 出现过

59 次袁居于首位袁其次为野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不清冶
43 次尧野文中未标记引文标号冶35 次袁此 3 种失范行为最为

普遍遥 其余引文失范行为出现次数较少遥 引文失范行为分

布及出现次数详见表 6遥
表 6 核心类体育学术期刊 2013 全年引文失范行为分布渊单位院篇冤

注院* 由于地域尧语言限制或年代久远等原因袁有些文献无法查阅到袁暂不处理遥 因抽样选取的文章中有 5 篇文章文中没有标记引文标

号或文章中没有引用袁故无法统计其引文规范情况遥暂不考虑这 5 篇文章的引文规范情况袁计算引文错误数量尧比重是亦未将其包括在

内遥 实际有效研究对象为 1079 篇遥 因此袁统计中的数据与所抽样文献 1123 有一定出入遥

失范类型 体育传播学 体育法学 民族传统体育学 体育经济学 体育教育学 运动训练学 体育人文社会学 运动人体科学 共计 

虚假引用 - 1 11 8 7 4 14 14 59 

数据修改 - - - - 1 2 2 2 7 

引用书籍未列起止页码 1 - 1 1 4 - 5 1 13 

网页无法显示 1 - - 2 - 2 6 3 14 

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

不清 
5 4 6 - 7 3 13 5 43 

转引二手文献 - - 5 - - - 2 - 7 

文中未标记引文标号 - - 1 11 1 13 6 3 35 

引文标号混乱 - 1 - - - - - - 1 

公知标记引用 - - 1 - - - - - 1 

文中显示引用的引文未在

参考文献中列出 
- - - - - - - 1 1 

引文标注位置提前或向后 - - 1 - - - - - 1 

无法查阅* - - 1 1 1 17 16 58 93 

无问题 4 30 56 68 38 132 171 305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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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失范行为包含虚假引用和数据修改两类遥
3.2.1.1 虚假引用

野虚假引用冶指文章中显示引用的部分与引文来源文

章的内容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系遥虚假引用最能反映作者

的科研态度是否严谨尧科研行为是否正规遥由图 1 所示袁虚
假引用分布范围最广袁除体育传播学之外袁其余七大学科

都出现过遥且分布密集尧各学科之间的分布差距较大袁民族

传统体育学和体育教育学中出现此类失范行为的比率最

大袁分别占到了学科引文总量的 13.75%与 11.11%遥 体育

法学与运动训练学中该失范行为出现最少袁分别为 2.78%

与 2.22%遥 除体育传播学之外袁其他学科都存在不同程度

的虚假引用袁但都未占到其学科引文总量的 10%遥

图 1 虚假引用行为分布率

3.2.1.2 数据修改

野数据修改冶主要是对引文中的实验的数据根据自己

论文的需要进行篡改袁以达到作者所期望的目的遥 数据修

改的分布范围较窄尧数量较少袁只存在体育教育学尧运动训

练学尧体育人文社会学与运动人体科学 4 种学科中遥从图 2

可得袁数据修改在各学科中的分布率都比较低袁最高的存

在于体育教育学中袁占学科引文总量的 1.59%袁而最低的

仅占 0.51%袁存在于运动人体科学中遥
体育传播学尧体育法学尧民族传统体育学与体育经济

学中不存在此类失范行为袁 这主要是由其学科特点决定

的遥 以上 4 类学科中其研究方法较少用到实验袁因此并未

发现其存在此类失范行为遥而运动人体科学等学科的主要

研究方法即通过实验获得数据遥虽然本研究所发现的数据

修改行为对文章的整体质量并无决定性影响袁但实验数据

作为一个严谨的概念袁理应科学尧真实尧谨慎地对待遥

图 2 数据修改行为分布率

3.2.2.1 普遍性形式失范行为

普遍性形式失范行为包括书籍未列起止页码尧网页无

法显示尧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不清尧转引二手文献以

及文中未标记引文标号 5 类遥这些不规范行为在调查的文

章中较为普遍袁对论文的质量影响较小遥但是袁也在一定程

度上违反了国际尧国内关于引文规范使用的标准遥 学术论

文的写作是一项科学尧严谨的创作过程袁任何错误都会反

映出作者的科学态度遥这类问题的出现表明作者对待学术

的态度仍旧模糊不清袁有应付之嫌遥
渊1冤书籍未列起止页码

野书籍未列起止页码冶严格来说是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

不规范袁叶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 7714-2005曳 明确规

定了引文来源为书籍时袁须明确标明引用文献的起止页码袁
便于读者查阅遥书籍不同于期刊论文或报纸等文献袁其内容

更为丰富尧文字数量也更为庞大袁若参考文献中不标清书籍

的起止页码袁读者想要翻阅其涉及到引文内容的部分袁难度

十分大袁也会浪费大量时间遥 同时袁书籍不标明起止页码也

为论文作者的某些不规范袁甚至不端行为提供了便利条件遥
由图 3 可知袁 体育法学和运动训练学中不存在这一失范行

为遥 体育传播学中的比率最高袁达到 9.09%袁其次为体育教

育学 6.35%遥 运动人体科学的比率最低袁占其学科引文总量

的 0.26%遥 尽管这一失范行为对论文的整体质量影响不大袁
但却容易掩盖其他失范尧甚至不端行为袁不得不引起重视遥

图 3 书籍未列起止页码行为分布率

渊2冤网页无法显示

随着网络信息的快速发展与不断丰富袁更多的人会从

网络上获取相关信息遥 然而袁却有部分网络来源的引文无

法查阅到袁 主要表现为无法显示此网页尧404not found袁以
及只给出相关网站的主页袁没有具体的尧与引文内容相关

的网页链接遥 由于网站的更新换代速度较快袁也有可能出

现网站关闭情况袁或是其链接在中国大陆无法打开袁此种

情况下袁论文作者有必要将网页的内容复制并保存下来在

投稿时一并交给杂志社遥这一失范行为主要存在于体育传

播学中尧体育经济学尧运动训练学尧体育人文社会学与运动

人体科学中遥 其中袁体育传播学中的分布率最高渊见图 4冤遥
本研究中袁引文来源为网上资源的引文共计 33 条袁而出现

不规范行为的引文由 14 条袁高达 42.42%袁可见袁我国体育

界学术文章在网上电子资源的引用方面仍旧较为混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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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网页无法显示行为分布率

渊3冤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不清

野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不清冶是体育学术论文中

存在的最为普遍的不规范行为遥我国相关的引文标准中都

有明确规定袁直接引用不改动原话袁必须加引号标注袁间接

引用指综合转述别人文章的某一部分的意思袁用自己的表

达阐述他人观点遥 只改动原话一两个词或只变动语句结

构袁以这种方式重组别人的文句就是剽窃袁而不是间接引

用[6]遥 因此袁间接引用与剽窃之间的野分水岭冶就是正确尧规
范引用原文遥 而部分作者由于对相关的规范标准不甚了

解袁以为只要标注引用就高枕无忧袁殊不知自己的某些引

用行为已经被认定为剽窃遥图 5 显示袁除体育经济学外袁其
他学科都存在此类不规范行为遥 其中袁体育传播学中所占

比率最高袁达到 45.45%袁远远高过其他学科遥 运动训练学

与运动人体科学中的失范比率较低 袁 分别为 1.67%和

1.28%遥

图 5 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不清行为分布率

渊4冤转引二手文献

由图 6 可知袁在本研究中袁野转引二手文献冶只存在于

民族传统体育学和体育人文社会学中遥尤以民族传统体育

学居多遥 这也与该学科的性质有关系袁民族传统体育主要

涉及在我国各民族内部流传已久尧传广度较高尧且具有一

定代表性的运动形式袁有些运动甚至可以追溯到奴隶制社

会甚至更早袁早期的文献资料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袁可获

得性受到抑制袁此种情况下袁可以允许转引二手文献袁但需

要如实说明转引自何处遥 但是袁也不能排除有些作者懒于

再次查阅原始文献而直接转引二手文献的可能遥

图 6 转引二手文献行为分布率

渊5冤文中未标记引文标号

按照 GB/T 7714-2005叶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曳对文

后参考文献的定义是院野为撰写或编辑论文和著作而引用

的有关文献信息资源遥冶如此看来袁即使不出现在文章内容

中袁也可以将参阅过的文献罗列在文末参考文献中袁而作

者是否真正参阅过该文献又不得而知袁也就使一些浑水摸

鱼之人打起了野擦边球冶遥 文中正确标记引文编号袁可以使

读者清楚地明白文章的引用来源遥由图 7 可知袁野文中未标

记引文标号冶 在体育经济学和运动训练学之中的比率较

高袁分别达到 10.48%和 7.22%遥 体育传播学和体育法学不

存在此类不规范行为遥文中未标记引文标号不涉及文章质

量袁但却是不严谨的学术行为遥 主要是由作者或编辑的粗

心导致遥 这就涉及到参考文献与引用文献的区别问题遥 多

数学者认为参考文献即为引用文献遥 因此袁呼吁有关部门

能够明确参考文献的定义袁规定只有正文引用过的文献才

可称之为参考文献遥

图 7 文中未标记引文标号行为分布率

3.2.2.2 偶发性形式失范行为

偶发性形式失范行为包含引文标号混乱尧公知标记引

用尧文中显示引用的引文未在文末参考文献中列出尧引文

标注位置提前或向后 4 类袁且这几类失范行为分属不同学

科遥尽管不具备代表性袁且皆为引文形式上的错误袁也说明

了引文的失范行为五花八门与层出不穷遥然而野千里之堤袁
溃于蚁穴冶袁此类微小问题若不能引起足够重视袁有可能会

逐渐演变成为学术腐败行为遥而同时袁这些错误的出现袁也
反映了我国现行的学术标准中仍有不足之处袁失范类型层

2013 年体育类核心学术期刊引文失范现象及改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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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穷袁对应的学术标准也应跟上步伐袁不能仅仅在失范

发生之后再针对于此制定规则袁 我们要做的是防患于未

然遥 唯此才能把学术失范尧乃至学术腐败等行为扼杀在摇

篮中遥

10 本体育类核心期刊中袁引文规范率前三为叶体育科

学曳尧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曳尧叶西安体育学院学报曳袁而叶体
育与科学曳尧叶体育学刊曳与叶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曳的规范率

不甚理想袁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遥
10 本期刊的失范类型数量在 4~7 之间袁 其中袁叶体育

科学曳的失范类型数量最少袁仅有 4 种袁全部为普遍性形式

失范行为袁分别为书籍未列起止页码尧网页无法显示尧文中

未标记引文标号和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不清遥 而叶北

京体育大学学报曳和叶天津体育学院学报曳的失范行为数量

最多袁达到 7 种遥
除叶体育科学曳外袁其他期刊全部存在引文的内容失范

行为与形式失范行为遥叶武汉体育学院学报曳内容失范行为

出现 1 条袁占其引文总量的 0.93%袁比率最低遥 而叶体育与

科学曳内容失范行为有 11 条袁占其引文总量的 15.28% 袁
比率最高遥内容失范行为隐藏较深袁不易发现袁但其行为较

之于形式失范行为更为恶劣遥叶西安体育学院学报曳形式失

范行为仅出现 4 例袁为 10 种体育类核心期刊中最少的袁而
叶武汉体育学院学报曳出现 21 例袁数量最多遥 仅有叶体育科

学曳尧叶西安体育学院学报曳尧叶体育与科学曳3 本期刊中的形

式失范行为出现次数小于或等于 5袁 其他期刊均超过 10

例渊见表 7冤遥
表 7 引文失范行为期刊分布与排名

期刊名称 失范行为总量 失范类型数量 具体失范行为/数量 引文总量/篇 失范率 规范率排名 

书籍未标明起止页码：1 

网页无法显示：1 

文中未标记引文标号：2 
体育科学 5 4 

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不清：1 

119 4.20% 1 

虚假引用：12 

数据修改：1 

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不清：2 

文中未标记引文标号：6 

网页无法显示：1 

书籍未列起止页码：1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4 7 

文末参考文献中没有找到文中标注的文献：1（偶发性） 

272 8.82% 2 

虚假引用：3 

数据修改：1 

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不清：2 

书籍未列起止页码：1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8 5 

引文标号位置错乱：1（偶发性） 

 

69 11.59% 3 

虚假引用：3 

文中未标记引文标号：4 

书籍未列起止页码：2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15 4 

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不清：6 

115 13.04% 4 

虚假引用：6 

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不清：5 

转引二手文献：4 

引用书籍未标明起止页码：1 

文中未标记引文标号:1 

引文标号标注位置错误：1（偶发性）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19 7 

公知标记引用：1（偶发性） 

103 18.4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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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术创作的主体袁论文作者对论文的规范写作起

着决定性作用遥 因此袁每名论文作者都要树立科学的学术

态度袁执行严谨的学术行为遥 充分意识到引文失范行为对

自身和整个学术界的危害袁 养成严谨而科学的学术态度袁
从根源上杜绝引文失范行为的产生遥

不管是已经发表过多篇论文的野老手冶袁还是第一次写

论文的野新手冶袁在论文写作之前袁都要仔细通读相关的学

术规范指南袁明确哪些行为是明令禁止的遥研究开始之前袁
要利用好期刊尧网络尧书籍等多种渠道深入了解研究内容袁
不盲目崇拜权威人士与外国文献遥

规范的引用行为离不开他人的监督与制约遥每一个论

文作者既是自律的主体袁也担负着监督他人的义务遥 同行

作者之间相互监督袁同领域研究人员可定期针对特定主题

进行学术讨论袁同时就论文的写作进行沟通袁就引文的规

范写作进行提醒和督促遥

期刊社编辑作为论文发表之前最重要的野把关人冶袁也
应承担起论文的引文规范化的责任遥把引文的著录质量作

为影响论文整体质量的重要指标袁不仅审查文后参考文献

的格式袁更需审阅文中引文的引用是否规范遥 充分利用好

知网尧 万方尧 超星等几大中文数据库和 Wiley尧Elsevier尧
Ebsco等英文文献数据库遥

审稿专家也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对学科的了解袁对有怀

疑的引文进行深层次的审查遥 同编辑合作袁从学术层面和

技术层面双管齐下遥 同时可以学习中华医学杂志社尧世界

胃肠病学杂志社袁定期举办审稿专家培训会 [7]遥 审稿专家

的选择需要遵循以下原则院野小同行冶送审袁即三级或四级

学科专业相同的人曰避免近亲审阅 [8]遥 有条件的期刊社可

雇用专业人员进行引文的核查工作袁虽会增加期刊社的工

作量以及人员尧经费支出袁但此举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杜绝

引文失范行为遥

我国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仍不健全袁高校与科研单位

的学术评定尧教师与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与考核都有学术

论文的数量要求袁且多多益善遥 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一

期刊名称 失范行为总量 失范类型数量 具体失范行为/数量 引文总量/篇 失范率 规范率排名 

虚假引用：12 

数据修改：2 

网页无法显示：2 

书籍未列起止页码：2 

中国体育科技 29 5 

文中未标记引文标号：11 

152 19.08% 6 

虚假引用：1 

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不清：8 

网页无法显示：4 

文中未标记引文标号：6 

书籍未列起止页码：2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2 6 

转引二手文献：1 

107 20.56% 7 

虚假引用：10 

数据修改：1 

转引二手文献：1 

网页无法显示：1 

体育与 

科学 
16 5 

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不清：3 

72 22.22% 8 

数据修改：2 

虚假引用：3 

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不清：9 

转引二手文献：1 

文中未标记引文标号：3 

体育学刊 20 6 

书籍未标明起止页码：2 

53 37.47% 9 

虚假引用：9 

书籍未列起止页码：1 

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界限不清：7 

网页无法显示：5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4 5 

文中未标注引文标号：2 

61 39.3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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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意志不坚定的作者铤而走险袁做出引文失范尧学术失范

乃至不端行为遥然而袁相应的监督机制不健全袁又使得这一

行为不能够被及时发现并制止改正遥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袁必须要摒弃简单的量化评

价方式袁而需要将论文发表数量与质量结合起来袁且论文

质量要居于绝对地位遥 同时袁将引文的规范使用情况纳入

学术评价机制之中袁建立个人的引文规范使用档案袁对有

不良记录者惩罚尧表现良好者奖励遥
机制的健全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袁 也不是个人的事袁

需要相关部门通力合作袁转变旧有观念袁向西方的学术评

价机制学习袁成立专门的学术团体袁且该团体不与政府部

门有任何的联系袁独立享有评价权力遥将同行评审尧匿名审

稿与违规惩戒制度结合起来 [9]遥

尽管我国已经制定出多部学术规范指南袁但内容上有

交叉尧引文规范部分不集中尧涵盖范围不全袁导致论文写作

者不知该研读哪一本袁美国的叶芝加哥手册曳为我们的引文

规范化建设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借鉴遥 我国也应吸取叶芝加

哥手册曳的特点与优势袁改编目前的国家标准 [10]袁做到覆盖

全面尧条则清晰尧具有权威性袁并将其大力推广遥 引文规范

方面袁就引文的格式与内容进行明确的界定袁包括引用多

少个字就可以称为区分直接引用于简介饮用的区别袁对转

引二手文献如何标注尧网络来源的引文如何处理尧引文的

文中标号的规范等都要清楚尧详细地分条列出遥 使读者能

够直白地了解引文的使用规范遥 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袁不
断对其丰富与发展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曳虽然有对野合理使用冶与
野适当引用冶的界定袁但所概括范围并不完全袁仍有许多方

面未包含进去袁诸如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的界定等袁同时

加强对触犯法律行为的惩处力度袁强化相应法律对引文规

范性的制约遥 用法律制度辅助道德上的自律袁是杜绝引文

失范行为的根本性措施遥

对引文规范行为的奖励包括两方面院对论文作者和监

督者两方面的奖励遥
对论文写作过程中引文引用情况合乎规范的作者采

取一定的奖励措施袁以部门或学校为单位袁将相关人员在

过去一年中发表的论文集中起来袁 组织专人进行审阅袁对
引文使用规范且论文质量较高的作者给予一定的奖励遥

对监督者的奖励主要集中于论文发表之后的读者监

督遥期刊社可设立相应的奖励措施袁以鼓励读者多观察尧多
发现袁 读者发现的引文失范行为通过编辑等人员的审核袁
确定为失范行为的袁可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遥同时袁对积极

参与揭发引文失范行为的读者可考虑聘请其为监督员袁更
好地服务于期刊社与引文的规范化建设遥

对引文失范行为的惩罚也包括两方面院对论文作者与

期刊编辑两方面的惩罚遥
在审稿过程中一经发现有引文的失范行为袁情节较轻者

警告处理袁情节较重者可在 3 年之内拒收此人投稿遥野在出版

界出示耶黄牌警告爷袁直到耶红牌罚下爷冶 [11]遥 在论文发表之后

查出有失范行为的袁也要追究编辑的责任袁主要以教育为主遥
要求学术期刊编辑经常阅读兄弟期刊的文章袁 相互交流[12]遥
积极查阅学术动态信息尧加强学习袁密切关注学术动态遥

美国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罚措施是比较有力的袁例如

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指控一经查证袁 行为者在一定期限内

渊18 个月至 10 年冤袁 将不能获得联邦政府的研究项目袁也
不能在美国公众与卫生服务部门设立的任何咨询委员会尧
评审委员会任职遥 除此之外袁学术不端行为者的身份信息

将在研究诚信办公室网站上公示袁直到处罚时间到期才予

以撤销[13]遥 我国也应向其学习袁引文失范行为严重性虽不

致判刑地步袁但仍需要加大惩戒力度袁如在相关网站公示

引文失范行为者名单等遥

体育类学术研究是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其论文

质量仍旧有待提高遥 作为行业内高水平的代表袁核心类学

术期刊的引文失范情况如此袁遑论其他一般学术期刊遥 因

此袁需要每个体育研究者的努力袁共同遏制引文失范行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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