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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索引数据质量控制研究

摘　要　分析了编制引文索引过程中易出现的数据错误 ,提出了利用计算机纠正这些错误的思

路。这些思路在编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时取得了较好效果。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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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索引数据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引文索引系统

的整体效率和它的权威性 ,它将对引文的统计分析产

生极大影响。我们研制《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时 ,

针对易出现的数据错误 ,利用软件进行了多方预防和

有效纠正 ,大大减少了人工校对的工作量 ,确保了引

文索引的数据质量。

1 　可能产生的数据错误及影响

引文索引的数据主要分两大类 :来源文献数据和

被引文献数据[1 ] 。

来源文献的数据项主要包括 :论文标题、作者、机

构名称、部门名称、地区、期刊名称、论文发表年代、卷

期页码、引文数量以及由人工标引的文章类别、作者

类别 (个人或团体) 、机构类别、分类号、标引词等 [2 ] 。

被引文献的数据项主要包括 :被引文作者、篇名、

被引文献形式 (论文、图书、报告、标准、专利等) 、引用

类别 (参考文献、页注、文内注等) 、被引期刊名称、被

引文年代、引用期刊代码、非期刊论文被引出处等 [3 ] 。

1. 1 　引文索引数据易出现的错误

引文索引的数据 ,每一项都有可能在输入时产生

错误。当然 ,这可以通过双轨输入比较出差异 (错

误) ,从而纠正它们。但由于引文索引中数据项多 ,符

号繁杂 ,出现的差异非常之多 ,许多差异对于数据的

质量是无关紧要的 (如符号、数字和空格的半角与全

角 ,西文的大小写等) 。这些差异都需要人工去鉴别

和修改 ,这样既花费了双倍的录入量 ,也增加了人工

鉴别与修改的工作量。对于这样复杂的数据录入 ,我

们仍采用单轨输入的方式。在实践中我们发现 ,除了

录入员可能产生错误外 ,作者本人、杂志的印刷等也

都可能出现错误 ,许多错误如果缺乏比较很难发现。

来源文献的数据错误主要有 :

(1)文字上的错误。有可能是来自刊物本身的印

刷错误 ,也可能是录入时产生的错误。

(2)机构名称不规范。如 :“北京大学”写成“北

大”,将“安徽省社会科学院”著录成“安徽社科院”等。

(3)机构与机构类别不匹配。如 :把“北京大学”

著录成“科研院所类”机构等。

(4)把部门名称当作机构名称著录。如 :把“南京

大学商学院”当作机构来著录 ,而它的机构应是“南京

大学”,“商学院”则是部门名称。

被引文献的数据错误更多 ,绝大部分错误出自作

者或编辑部。主要表现如下 :

(1)被引期刊名称不一致。期刊名的简写和缩写

很多 ,有的作者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想象给出刊名。

如 :《复旦学报》被写成了《复旦大学学报》,《北京大学

学报》被改成《北大学报》等。

(2)被引论文标题不一致。有的标题被“裁剪”,

有的标题被丢字 ,造成同一篇文章的标题被写成多种

多样。例如 ,费孝通先生 1980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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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期上发表的论文《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在

1998 年被引用 4 次 ,但该文的题名就有 4 种不同写

法。

(3)被引论文作者姓名被错误标引。如 :作者“黄

宗忠”变成了“黄忠宗”,“马费成”被输成了“马费城”

等。

1. 2 　数据错误带来的影响

以上错误除了影响引文索引的查全率和查准率 ,

更重要的是将使人们对引文索引的各类分析统计结

果产生偏差。例如 ,机构名称的错误将影响到机构发

文量的统计 ;机构类别的错误 ,将会把一个机构分别

在不同类别的机构中统计 ;引文期刊名称的错误 ,将

会导致期刊被引次数统计出现误差 ,从而影响各学科

期刊的排队、期刊影响因子的计算以及核心期刊的确

定 ;论文作者姓名的错误将使对作者的发文和被引情

况的统计产生误差 ,从而影响到对各学科核心学者群

的确定 ;当标题出现错误时 ,就可能使人们对重要论

文的评价产生误差。我们在进行论文被引统计时 ,常

常发现实际是同一篇文献 ,却由于篇名不同被统计在

两处或更多处。这就影响到对各学科核心论文的分

析和评价。

2 　纠正错误的思路

上述错误直接影响到引文索引的查询效率和统

计结果 ,在引文索引正式发布前 ,必须纠正这类错误。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人工仔细校对 ,但后来发现许多错

误单凭人工 ,很难发现。例如 ,刊物本身的印刷错误 ,

作者自身的错误和简写等。我们也考虑过预先建立

规范字典 (机构字典、期刊字典等) ,但凭个人想象建

立的规范字典很难覆盖各类错误 (输入错误、刊物印

刷错误、作者错误) 。能否用计算机实现自动校对 ?

计算机校对能否提高校对率 ? 计算机校对的可靠性

如何 ? 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经过对数

据的研究分析 ,我们认为 ,计算机完全能够替代人进

行数据校对。通过实践检验 ,计算机自动校对引文数

据确实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我们所采取的校对思路如下 :

首先 ,规范并统一来源文献作者机构的名称。确

保对机构的统计分析数据正确 ,保证对机构查询具有

高查准率和高查全率。

第二 ,机构名称与机构类别的对应。机构发文量

的排队是根据机构类别进行的 ,机构名称和机构类别

的统一 ,是确保机构正确进行发文统计的又一保证。

第三 ,规范被引期刊刊名。利用引文索引确定核

心期刊的一个主要途径是期刊被引数量 ,并由此得到

期刊的影响因子。被引期刊刊名的不规范直接影响

到对期刊影响因子的计算。

第四 ,被引文献作者的姓名纠正。发文作者的粗

心或录入员的错误 ,可能导致被引文作者姓名被错误

输入 ,这可能影响到对作者被引量的统计结果 ,使各

学科的核心学者的确定出现误差。

第五 ,被引文献篇名的更正。在对被引文献篇名

的分析中我们发现 ,原稿中错误的比例非常大。如 :

少或多一个“的”,把篇名缩减了 ;作者凭记忆写出引

文篇名等。

3 　纠正错误的方法

所有的校对实际上都可以直接用人工进行 ,但考

虑到效率以及正确率 ,人工校对工作量大 ,有的原稿

错误人工根本无法校出 ,因此 ,利用计算机进行高效

准确的校对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努力将以上

校对思路实现计算机化 ,实践证明 ,它是行之有效的。

我们具体采取的方法与算法如下。

3. 1 　机构的自动校对

发文机构的错误主要表现在 :用简称代替全称 ;

机构名称不完全 ;将部门名称加入机构 ;录入员的输

入错误和机构类别的标错等。为纠正这些错误 ,我们

主要采取 3 个步骤。

3. 1. 1 　创建规范字典

建立机构规范字典数据库结构。字典内容包括 :

规范名称字段、不规范名称字段、机构类别字段。利

用软件将引文索引中现有机构名称取出后归并 ,然后

写入机构规范字典的规范名称和不规范名称两个子

段。

3. 1. 2 　完善规范字典

用人工对初建的机构规范字典进行校对。主要

任务 :更正每条记录中的规范名称字段 ,同时给出机

构类别代码。例如 ,“北京师范大学”被著录成“北师

大”,而机构规范字典中该记录的两个机构名称的初

始值均为“北师大”,这时可通过键盘将该记录的“规

范名称字段”内容改为“北京师范大学”。采取同样的

方式再将机构类别改正。

3. 1. 3 　更正作者机构

利用软件以批处理方式实现对来源文献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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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自动更正。采取方法 :顺序从规范字典中取出记

录 ,用不规范名称字段数据对来源文献数据库的机构

字段进行搜索 ,用字典中规范名称字段数据去覆盖所

有命中记录的机构字段 ,用字典中机构类别字段数据

去覆盖所有命中记录的机构类别字段内容。该软件

运行结束后 ,基本可以保证来源文献的作者机构信息

正确和统一。

3. 2 　被引刊名的校对

被引文献的期刊刊名校对 ,其方式和手段与作者

的机构校对基本相同。所建立的被引期刊规范字典

包含 3 个子段 ;期刊规范名称、期刊非规范名称、被引

文献形式代码。操作过程与机构校对基本相同 ,以下

几个方面与机构校验稍有区别。

(1)期刊刊名归并写入期刊刊名规范字典时 ,将

被引文献形式均默认为是期刊论文类型。

(2)人工校对完善期刊规范时 ,对非期刊刊名的

记录 (书名、会议名、出版社等) ,更正其被引文献的形

式代码。

(3)以批处理方式规范被引论文期刊名时 ,同时

将被引文献形式更正。若字典当前记录的被引文献

形式为非期刊论文 ,需将命中文献的类型更正 ,同时

将刊名字段中的数据移至相应字段 [4 ] 。

(4)将期刊刊名规范字典中的非刊名记录剔除 ,

以保证规范字典的“纯洁”。

3. 3 　被引作者和篇名的校对

被引文献的期刊刊名校对后 ,可进一步校对被引

文献的篇名和作者。校对采取交替比较的方式进行。

例如 ,作者、刊名、卷期相同 ,而篇名不相同者 ,将

不同情况列出由人工确定正确者。对同一作者、刊名

和卷期 ,有多条篇名相同 ,只有一两条篇名不同者 ,则

自动更正。也可比较篇名、刊名和卷期来更正作者

名。

篇名较作者长 ,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也大 ,故通常

采取先校验篇名 ,更正篇名后再校验作者。

篇名、作者的一轮校对完毕后 ,再进行一次模糊

匹配校对 ,把非常相似的被引记录列在一起 ,进行最

后一次人工核对 ,把数据错误控制在最小范围。

对篇名和作者的校对过程中产生的校对纠正文

件只对当年数据有效 ,并不作为规范字典保存。

3. 4 　规范字典的利用与维护

初次生成的“机构字典”和“期刊字典”,将在以后

引文索引的校对中发挥作用 ,当输入了部分数据后 ,

用规范字典去校验并更正。规范字典中尚不存在的

机构名或期刊名 ,将它们列出并及时补充加入规范字

典。

4 　结论

以上对引文索引数据质量控制进行了探讨。这

些设想也都在我们所进行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研制中得到了实现 ,并获得了非常好的校验效果

和较高效率。这为我们进行机构的发文统计和排队、

期刊的被引统计和影响因子的计算、学者被引情况的

统计和分析、重要论文的分析等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数

据保证 ,也为今后引文索引的数据校验提供了切合实

际的规范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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