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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的被引用情况通常作为评价科技文献

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事实型标准，参考文献已经是科

技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文献发表或出版后，

被其它作者学习、参考、借鉴和引用，然后发表新

的文献，从而促进学科体系循序渐进地发展。文献

是否被引用和引用量的多少，说明文献对后继工作

的影响和作用。文献的引用量和被引量能在一定程

度上客观地反映文献和被引文献学术水平的高低。

利用引文分析法对期刊、被引作者、引文主题等进

行测定和评价，可以判断一种专业期刊的学术水

平、办刊质量，有利于发现人才，预测本学科的发

展趋势[1]。

与文献类似，科学数据的引用也存在大量的需

求。科学数据作为科研活动中产生的结果，具有很

大的参考价值，在进行科研成果发布的时候有必要

对所引用的科学数据进行标记，同时，科学数据被

引用次数也是衡量科学数据价值的重要指标。规范

科学数据引用是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

利于快速查找到原始的科学数据，系统地反映科学

研究的继承性和关联性，体现对科学数据版权所有

者的成果的认可和尊重。

由于目前客观上还没有形成科学数据引用规

范，而且尽管科研人员意识到科学数据引用的重要

性，但他们尚未形成标识数据引用的习惯，或者

说没有规范要求其对引用的科学数据进行标识，

造成了目前科学数据引用比较混乱的局面。文章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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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数据引用的相关概念入手，探讨规范科学数

据引用的可行性，并引入数字对象唯一标识技术

（DOI）来构建科学数据引用规范，从而解决科学

数据引用规范化和量化的问题。

2 科学数据的特点

科学数据能够被引用，主要是由科学数据本身

的特点所决定的：

（1）科学数据具有权威性

科学数据是人类社会科技活动所产生的基本

数据、资料，以及按照不同需求而系统加工的数据

产品和相关信息，具有明显的潜在价值和可开发价

值，并在应用过程中得以增值，是信息时代最基

本、最活跃、影响面最宽的科技资源[2]。其中很大

部分的科学数据是通过长期观测获得的，或者是通

过长期艰苦工作积累的具有极高价值的科学数据，

具有不容置疑的正规性和权威性，这种权威的信息

资源有很强的证明力和说服力，它与公开出版、发

表的权威资料、著作、网上期刊等有着相同的引用

价值，可辅助研究者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它成为

科技领域甚至人文领域所引证的材料是十分自然和

必要的。

（2）科学数据具有较高的认知度

科学数据所涵盖的领域比较广泛，主要包括资

源环境、基础科学、农业科学、区域综合、人口健

康、工程技术等领域，科学数据的潜在价值和可开

发价值已经为人们所关注，不仅被相关学科研究人

14



DLF

2008年第10期（总第53期）http: // www.dlf.net.cn

特
别
关
注

S
pecial Focus

DLF

员所关注，也容易被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研究人员

采用，具有较高的引用概率。科学数据引用的受众

比较广泛，涵盖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因此科学数

据作为一种认知度高、又有很高利用率和引用价值

的信息资源，可以成为引用源之一。

（3）科学数据具有时序性

部分科学数据（如地震数据、天文观测数据）是

连续性的观测数据，许多珍贵的数据是独一无二的，

并且也是不可再现的资源，对于解释目前的一些自

然现象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其中某些关键的信息

点往往能够被有关研究人员敏锐地捕捉到并成为课

题研究新的着眼点，有利于得出结论，形成创新性

的科研成果。从这个角度讲，科学数据作为连续的

珍贵的数据财富，应该成为可以引用的资源。

3 科学数据引用的概念及存在的问
题

科学数据引用（scientific data citation）通过一定

的标识技术和机制，对所使用的科学数据资源进行

描述，标识数据的来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科

学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便于进行科学数据引用情

况的统计和分析。科学研究工作具有协作性和继承

性，以文献和数据的引用为基础，通过参考文献和

参考数据来构建一整套学术促进、监督、积累以及

规范体例的研究系统。

科学数据类型比较广，从数据管理的角度上

说，其引用的对象包括：

数据库：人们为解决特定的任务，以一定的组

织方式存储在一起的相关的数据集合[3]；

主题（体）数据库：按照特定应用组织起来的

数据库，体现了数据库综合性的特点；

专业数据库：通常是主题数据库中的各专业领

域数据库；

特色数据库（集）：能体现数据中心特色，且

数据质量较好的，从事该领域研究必备的数据资源

集合；

数据集：由一个或者多个数据记录组成的数据

集合，如中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

长时间序列中国植被指数数据集等；

数据产品：由原始数据为满足特定需要而加工

的产品，如遥感数据中的0-4级数据产品；

数据记录：科学数据组织的最小单元，通常以一

条记录来描述事物的特征，如自然科技资源数据。

科学数据引用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其机

制、规范都需要进行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

具体体现在：

（1）缺乏对科学数据引用的意识：在发表科技

文献时科研人员已经形成了列出参考文献的习惯，

但是对于文中所引用的数据却并没有留意，在进行

科学数据共享的时候只是在网站上说明了标注引用

情况，但是数据使用者并没有去实现它，同时数据

生产者缺乏对数据引用的约束。

（2）科学数据引用缺乏规范：科学数据中心普

遍意识到科学数据引用的重要性，但是对科学数据引

用情况缺乏标识规范，没有统一的格式进行说明。

（3）科学数据引用无法量化：数据生产者在生

产数据后并没有对数据的引用情况进行统计，数据在

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次数据，以及通过二次数据

产生的科研成果都没有对原始来源资料进行说明，

也就没有办法来衡量该数据（集）被引用的次数。

（4）缺乏对数据引用信息的标识符：科学数

据引用从一定程度上亟需使用一种简单易用、能够

实现引用内容和被引内容之间链接、参考文献相对

应的一种机制来实现对科学数据引用的标识。科学

数据唯一标识符与该数据的链接地址是联系在一起

的，能链接到被引科学数据的详细信息，从而将科

学数据的标识和科学数据的获取联系起来，使科学

数据的引用“活”起来。

（5）科技文献的载体比较固定，如期刊、图书

等，而科学数据出版缺乏一个稳定的载体。科学数

据的出版虽然有些大的数据中心管理，但是整体上

缺乏权威固定的载体，从而限制了科学数据的访问

和使用。

4 国内外科学数据引用的实证分析

国外大型数据机构与组织都意识到科学数据引

用的重要性，也在积极探索科学数据引用的问题，

希望能够有效地促进科学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德

国国家科技图书馆（TIB）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

索，并开始在实践中应用，由德国研究基金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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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础数据引用与出版”项目中将数字对象标识

（DOI）引入到数据标识中来，基于DOI给出了数据

引用的基础格式，并在文献中对其引用的科学数据

进行标识，是值得借鉴的科学数据引用范例。

Storm博士在他的 《汉诺威与迈阿密气候对

比》一文中引用了Weather博士注册的汉诺威地区的

气象基础数据，并使用DOI作为数据的唯一标识[4]。

引用标识如下：

Weather, 2003: “Weather in Hannover for 2003”
（DOI: 10.1594/WDCC/W_Han_2003_MMB_2）
目前国内各科学数据共享中心、数据生产商都

对数据引用提出了需求，希望数据使用者在使用该

中心数据资料取得的研究成果或论文中对该数据中

心致以谢意，有利于更多人关注数据生产单位所提

供的服务，便于确定数据的使用级别，并提供了基

本的数据引用说明，如：

（1）世界数据中心冰川（雪冰）冻土学科中心

（兰州）数据引用格式[5]

中文：致谢：本研究使用的***资料由世界

数据中心兰州冰川与冻土学科中心提供。英文：

Acknowledgement: The *** data in this paper were 
provided by the WDC for glaciology and geocryology, at 
Lanzhou.  其中***为作者所引用的数据名称。

（2）中国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数据中心数据引

用格式[6]

用户在使用此数据集时，请在致谢栏里注明：

致谢：数据下载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中国西

部环境与生态科学数据中心，http://westdc.westgis.
ac.cn”；

用户在使用SPOT VGT-NDVI数据时，须在相

关成果的显著位置上明确注明数据来源，我们建

议：“Source for this dataset was the VITO (Flemish Inst. 
Technological Research, Belgium), http://www.vgt.vito.be ”。

在科学数据现有的元数据中也存在对数据引

用情况的描述，但是没有统一的格式，并没有在公

开发表物中揭示出来，地质科学元数据标准中有两

项表达了数据引用的信息[7]，引用（citation）项是

关于数据集名称、日期、版本等的说明资料，提供

了该数据集被引用的基本信息，数据志（lineage）
项是对从数据源到数据集当前状态的演变过程的

说明，包括获取或生产数据使用的数据源（原始资

料）的说明、数据处理过程中的事件、参数、步骤

的情况以及负责单位的有关信息等，数据志项说明

了该数据集引用其它数据的情况说明。从数据志的

内容中可以抽取相关的标识信息，比如数据的来源

等。但是这些信息都包含在详细元数据中，一般读

者或者使用者无法获取这些信息，因此需要使用一

种显性的手段来表达。

5 建立科学数据引用规范的必要性

科学数据引用作为一个基础性的问题由来已

久。文献资源的引用比较规范，科学数据资源作为

基础性科技资源，其引用机制、规范并没有建立起

来，极大地影响了基础性科学数据资源的有效利

用。从上述对国内科学数据引用的分析来看，一方

面科学数据共享工程由建设阶段转向服务阶段，该

工程中汇集的大量的科学数据正在为科学家和科学

研究服务，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促进了科学

数据资源有效的管理和利用；另一方面，大量的科

研成果并没有对所使用的科学数据资源进行引用标

识，使科学数据资源的使用变得无序，大量有价值

的科学数据资源并没有揭示出来，科学数据生产者

的知识产权得不到尊重和保护，极大地影响了科学

数据机构进行数据共享的积极性。

建立科学数据引用规范，将便于进行科学数据

引用统计分析，揭示科学结论和所引数据内容的关

联程度，其作用主要体现在：

（1）通过建立科学数据引用规范，可以反映

出论文作者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结论（成果）具有真

实、广泛的科学依据，也反映出该结论的起点和深

度。科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研究工作都有继承性，

现时的研究都是在对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的，结论的正确程度通常取决于其引用的数据的情

况；因此，在涉及到与数据相关的结论，必然要对

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标记数据引用信息即能表明

言之有据，提高结论或者成果的可信度乃至深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评估科学结论（成果）的价值和

水平提供了客观依据。

（2）通过建立科学数据引用规范，将规范科学

数据引用标记，不仅表明了对数据生产者的尊重，而

且保护了数据的知识产权，提高了数据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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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能够快速地链接和定位，为查询、核查该数

据的准确性以及数据与观点的一致性提供一个可靠

的渠道。

在描述科学数据的信息过程中，数据的生产

者、生产时间、数据及名称、数据发布单位，以

及该数据的唯一标识符是满足科学数据引用要求

的信息。因此在科学数据的参考格式中应注明这

些信息。

科学数据引用的基本格式描述如下：

数据生产者+数据生产时间+数据库（集）名称

+数据发布单位+DOI标识码

西南大学（2006）：海岛棉，国家自然科技

资源e平台，

doi:10.3416/db.ninr.2151C0001A00014341
各字段的含义表示为：

西南大学：代表数据生产单位，该数据产权所

有者；

（2006）：该数据集创建年份，标识到年即可；

海岛棉：该数据集的名称；

国家自然科技资源e平台：该数据集发布者名称

doi:10.3416/db.ninr.2151C0001A00014341：该数

据集的DOI标识码，在该字段上附有链接，能查看

该数据集的详细信息。

6.4 建立参考数据列表

参考文献是一篇规范的学术文献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科学数据的大量使用，本文认为建立在科

学数据引用格式基础上的参考数据列表也理应成为

学术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参考数据将列出在文献

的研究和写作中直接利用的或有直接帮助和启发作

用的科学数据，而不是作者用过的全部科学数据。

所列的科学数据包括数据集、数据库、数据产品、

数据记录等内容，如果列出的是数据产品还应能追

溯到数据的来源（data source），能反映出数据变

化的历史，提供核查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的重要途

径。如果是数据库，最好能列出该数据库包含的主

要数据集的名称、类型等信息，方便了解整个数据

库的全貌。

7 科学数据引用规范的推广价值及
建议

（3）建立科学数据引用规范将有助于科技情报

人员进行情报研究和计量学研究。

6 科学数据引用规范的内容

6.1 数字对象标识技术在科学数据引用规

范中的应用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简称DOI）为网上数字物体提供独一无二的标识，

提供了指向数字物体本身的链接，方便了计算机的

互操作并可以实现永久指向、动态维护。DOI技术

是表达引用最简洁的技术手段，它将文献和科学数

据的引用标识统一起来，很方便地进行文献和数据

的关联，同时通过链接构建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

揭示引用背后的知识。

DOI将作为科学数据引用规范的重要组成部

分，德国国家图书馆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尝试（见

本文第4节），它将作为表达科学数据引用的重要技

术手段，将规范科学数据引用情况的标注，为访问

原始科学数据提供了稳定的渠道，从而提供了一种

核查结论真实性的手段，还能方便地链接到与该数

据关联的其他数据，丰富了数据展示的内容。

6.2 科学数据引用规范的基本要求

根据科学数据特点，科学数据引用的基本要求

主要包括：

（1）明确数据归属：应标明所引用科学数据

的发布单位、时间等信息；

（2）提供数据来源：标明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于哪个数据库，采用规范的数据集名称；

（3）数据真实准确：保证所引用的数据与发

表成果（论点）匹配，其数据真实准确；

（4）数据权威性：最好引用具有权威性的数

据，如国内该行业权威机构产生的数据，提高科研

成果的可信程度；

（5）重视科学性：应选择具有科学研究性质

的数据进行引用，这样才能体现数据的价值。

6.3 科学数据引用规范的基本格式

科学数据引用格式将列出针对各种科学数据

都通用的字段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来唯一确定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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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数据引用是促进科学数据规范使用的重要

手段之一，虽然目前并没有有效地建立这种机制，

但是从数据生产者、使用者、管理者和政府的角度

进行分析，已经突显其推广价值。

（1）从数据生产者的角度

通过对其数据的引用情况进行标识，可以提高

数据的引用程度，提高该机构在国内甚至国际上的

知名度和权威地位。

（2）从数据使用者的角度

通过对数据引用情况的标识和说明，能够方便

地链接到相关的数据，对结论和数据之间的联系进

行核查，是一种很有效的研究手段和途径。

（3）从科学数据共享与管理者的角度

科学数据引用成为科学数据共享管理的重要内

容，科学数据有效引用量是衡量科学数据共享效率

的重要指标，

（4）从政府的角度

在数字对象标识技术的基础上，需要不断完善

科学数据引用机制，通过出台鼓励政策，在使用数

据的时候倡导一种标识所引用科学数据的习惯，增

强科学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根据上述参考数

据基本格式规范，形成文献（数据）的参考数据体

系，同时能通过技术的手段对引用情况进行跟踪和

反馈，更有效地提升科学数据的价值，有利于构建

科学数据的学术规范和科研诚信体系。

科学数据引用的研究还处在初期阶段，并需要

在实践中进行应用和完善，综合考虑可行性和复杂

程度的基础上，建议科学数据引用机制可以首先在

如下领域中进行推广：

（1）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建立科学数

据引用的机制

为863、973等科技计划项目产生的科学数据赋

予DOI号，将该项目产生的数据的引用情况作为衡

量此项目共享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在发表与

项目相关的科技文献时必须按照科学数据的引用格

式注明其参考数据的出处。

（2）在理工科学位论文中建立科学数据引用

的机制

选择与科学数据使用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作为

试点，将标注参考数据信息列入论文写作规范，在

自然科学领域涉及到数据分析和应用的学位论文必

须标注其所引用的数据，并将其作为论文写作规范

与否的一种重要的评价指标，评审者可以通过数据

的引用信息方便地链接到原始数据（适用于已共享

的数据），并对所引用的数据进行核查，判断所引

数据与结论之间的关联和匹配程度。

（3）建立科学数据中心与科技期刊的联盟

在期刊中建立科学数据引用试点，明确规定与

科学数据使用密切相关的论文在发表的同时必须标

注其参考数据，同时建立畅通的渠道，便于作者在

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有价值的数据或者首次发表的科

学数据在相应的科学数据机构进行登记注册，为其

赋予唯一标识符，扩大该数据的影响力，方便用户

进行检索。

8 结语

科学数据规范引用是一个新的议题，对该部分

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但是在目前科技信息广泛

应用的背景下，参考文献的信息已经不能完全涵盖

所引用的全部科技信息的内容，大量有引用价值的

科学数据虽被引用却没有进行标注，因此建立科学

数据引用的规范和标准对于规范数据的使用、提升

科学数据的价值、保护科学数据知识产权具有十分

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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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实现图书馆2.0平台在用户体

验方面的自我提升，增加用户对网站的忠诚度：

（1）便捷性：传统的图书馆服务种类甚多，

如：书刊检索、馆际互借、参考咨询、文献传递

等，在网站中将这些服务资源进行集成，用户通过

网站平台的一站式入口即可完成基本的业务流程，

享受图书馆服务；

（2）功能性：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非常丰富，让

用户随心所欲地对各种数据库和网页添加标签并记录

用户的行为历史，帮助用户在每一次使用平台的时候

都可以迅速定位所需的网站内容以及数字资源；

（3）娱乐性：图书馆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

大量的资源除了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外，也是文

化娱乐的最佳形式，如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各类历

史图片库、经典电影和音乐的视听资料等。在My 
favorite中建立My movie、My music，My photo，让

用户充分体验网络文化生活的无限乐趣。

（4）参与性：与用户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对

用户使用过程中的满意度进行调查分析，征集用户

对于网站的意见，作为网站改良优化的参考并加以

实施。同时提供友好的交互界面，如Msn实时咨询

机器人、QQ在线服务等，增强网站互动性，提高用

户粘度和网站价值。

5 结语

将SNS模式引入图书馆2.0，把“以用户为中

心”的理念真正贯彻于图书馆服务平台中，建立用

户主导[5]的服务模式，不仅顺应了Web2.0用户在信

息需求和信息行为方面的变化，提高了图书馆对用

户的粘度，而且极大的提升了网站在用户体验方面

的核心价值。虽然目前图书馆在SNS应用方面的

实践仍处于摸索阶段，但是随着Web2.0理念和技

术的不断发展，以用户交流为纽带、用户体验为

核心的图书馆服务将会成为未来图书馆2.0的主要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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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NS in Library Based on User Value  

Jin Jiaqin /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200031

    Abstract：Information needs and behaviors of library user have been 

dramatically transform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Web 2.0 service. It is a 

great challenge for the library to renovate service idea and service model 

by the applications of Web 2.0 technology. Considering user's viscosity and 

degree for meeting user demand, this article analyzed SNS's advantages 

in the library service renovalion conetxt as a core application of Web2.0 

technology. Combinating main features home of service in Library SNS 

appliea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approach to implement SNS system and 

research on how to enhance user's viscosity by improving user experience.   

    Keywords: Web 2.0, Service mode, User viscosity, User value,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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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cientific Data 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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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Scientific data citation is 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puzzled 

the science data field for a long time. The paper started with the definition 

of scientific literature citation, generalized the definition of scientific data 

citation, research objects and problems based on the characters of scientific 

data. Then it analyzed the status of scientific data cita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discussed the need of the building the scientific data citation 

standard, finally summarized the content of the standard, analyzed the 

promotion significance, and gave the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data citation in China.

    Keywords: Scientific data，Citation standard,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Scientific literature, Digit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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