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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论文元素标引规范研究*

数字化的期刊论文以其丰富的

学术信息资源改变了学术期刊论文

的资源格局。然而，海量的期刊论

文信息资源仓储仍是以异构方式存

在的，它们提供各自不同的信息存

储、组织、检索与浏览方法，使自

己的产品在使用方式、字段、接口

设计等方面造成差异，不能实现跨

仓储的统一查找利用。

为了克服海量文献信息给人们

的检索、利用带来的困难，使文献

信息更好地为人们所利用，长期以

来人们都在探讨文献发展变化的规

律，以便更有效地控制和利用文献

信息。对文献资源进行标引加工，

使其信息有序化是控制文献、传递

信息的最好方法。期刊论文标引的

实质正是为了实现对期刊论文信息

的控制，满足用户对信息的需求，

而对期刊论文信息所进行的编辑和

加工工作。

摘要：文章根据期刊论文自身的特点和应用需求，分析期刊论文元素标引的意义，设计期刊论文

元素标引规范的制定流程，并深入分析和研究标引规范的内容结构、元素构成及互操作框架，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期刊论文的核心元数据、文档结构、深度内容三个方面的标引元素，同时指出了下一阶段

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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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期刊论文元素标引
的意义

数字期刊论文标引的标准化、

规范化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

（1）元素及其元数据的描述

能够为数字期刊建立一种计算机普

遍可以理解的框架体系，使数字期

刊资源得以透明、公开，进而使得

数字期刊信息简单、有效地被其他

信息资源仓储利用。

（2）元素的描述、标识能够

融入互联网通用的语言中，被迅速

地装载或转换进各种索引数据库，

使数字期刊资源具有可扩展和互操

作性。

（3）标引的论文元素能够实

现对庞大繁杂的数字期刊论文数据

库信息流的有效控制，它使海量信

息有序化，便于检索利用。

元素标引规范是对数字期刊论

*本论文受科技部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项目专项资金“全XML流程多样性出版服务研究”项目资助。

文的属性特征进行描述和标引的规

范化指导文件。规范化的论文标引

便于文献的关键内容在数字出版过

程中的传递，避免信息丢失，更

重要的是，为用户提供多条检索

途径，提高检索结果的适用性及

全面性。因此，论文元素标引信

息的编排是否科学、规范，直接影

响到期刊的编辑质量和期刊社会

效益的发挥。

本文所研究的元素标引规范是

以字处理软件为基础，研发对文章

进行编辑、加工、标引的方法和工

具所遵循的规范和标准。与现有的

元数据标准相比，本研究对论文的

图、表、公式、知识点等深度内容

元素进行了描述和标引，使得论文

中的信息内容得到最大化的揭示。

本研究在字处理软件基础上，

开发一系列编辑和标引插件工

具，作者使用字处理软件在论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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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阶段即可将元素标识插入到文

章中，将编辑后由字处理软件输出

的文件进行分析处理，转换为对应

的XML文件，便于数字出版流程中

的不同组织、单位和系统之间的接

口兼容，同时满足不同终端用户在

检索时的便捷性和全面性，发挥多

样化数字出版“一次制作，多元发

布”的优势。

2 期刊论文元素标引
规范的制定流程

2.1 标引规范制定的基

本原则

在标引规范的制定过程中，要充

分考虑作者、编辑、排版和使用者的

需求和论文资源的特性，并在其间作

一最佳平衡和组配。规范制定要遵循

以下几个基本的指导原则[1]：

① 以论文服务应用需求为导

向。制定标引规范的最终目的是为

期刊论文服务系统用户更好和更充

分地揭示信息资源，因此论文服务

应用需求应作为最终的权衡标准。

特别是在结构的设计、元素的增加

与取舍、著录规则的制定等方面，

要尽可能地从应用的角度出发，为

系统用户提供多层次的检索和服务

体系。

② 从期刊论文的特点和文献

利用方式出发。由于各类数字资源

的特性不尽相同，标引深度和广度

不同，以及资源的应用和服务模式

也大不相同，因此需要根据期刊论

文的具体特点和利用方式来制定规

范。

③ 互操作性原则。标引数据

的互操作性体现在对异构系统间互

操作能力的支持，即在我们设计的

标引规范下建立的数据，不仅能方

便地为自己建立的各相关应用系统

所操作，还应尽可能地为其他组织

或机构所建立的应用系统所操作。

因此，在设计标引规范时，要非常

慎重地考虑与期刊论文现有的相关

标准和规范的一致性。

④ 可扩展性原则。由于数字

资源类型非常广泛，并不仅限于期

刊论文，且各类应用背景更为复

杂，标引规范在数字资源的共性描

述基础上，定义面向期刊论文特点

的个性元素描述，同时需要预留出

一些扩展空间，以适用其他资源及

其应用，允许扩充一些元素、子元

素或属性值。

2.2 标引规范制定的主

要环节

期刊论文元素标引规范的制定

是基于对期刊论文特征的调查与分

析、面向系统应用而制定标准化规

则的过程，主要环节如下[2]：

① 资源分析：分析期刊论文

资源的特点和文献利用方式；

② 建立模型：详细列出相关

元素，表明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③ 属性提取：从资源利用的

角度提出属性要求；

文献调研：从现有标准和

相关规范中获得参考和引用；

④ 元素精炼：分析期刊论文

资源的特点和文献利用方式，精简

关键元素；

⑤ 规范控制：考察需要进行

控制的属性；

限定规则：规定属性限定

原则（子元素、修饰词、属性值和

标引代码）；

著录规则：制定详细的著

录规则，指导数据标引；

⑥ 置标方案：使用XML置标；

⑦ 检索要求：提出元素对应

属性字段的具体检索要求；

⑧ 系统需要：元数据需要作

为期刊论文服务系统需求的一个部

分；

⑨ 未来扩展：预留未来发展

的可能性，即可扩展性。

3 期刊论文元素标引
规范研究

3.1 标引规范的内容结

构分析

期刊论文标引数据的基本结构

分为三个部分，即核心元素、专用

元素和特定元素[3]。通过这样的分

类方法，可以很明确地知道哪些数

据是数字资源对象通用的，哪些数

据是期刊论文专用的，哪些数据是

特定领域的期刊论文专用的，便于

分类标引和检索。

（1）核心元素

核心元素是指在各类出版物

资源对象的描述中都通用的元素。

核心元素的应用对资源类型没有

限制，可以在会议论文、期刊论文

等出版物多种资源中使用，具有简

单、通俗易懂、扩展灵活、通用性

强等特点。比如“题名”、“作

者”这类元素。

（2）专用元素

专用元素是指在期刊论文资源

对象中通用的元素。期刊论文是期

刊的析出文献，是期刊中相对独立

的一部分。对期刊论文的描述不仅

包括描述对象本身，还包括期刊论

文之间的关系描述，同时还要提供

对其母体文献期刊的简单描述。比

如“期刊”这类元素，不仅包括期

刊本身的信息，还包括期刊论文的

起止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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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定元素

特定元素以某种特定的数字资

源对象的属性、特点为基础制定，

仅适用于这类对象，可不用于交

换，应用时仅要求该种对象遵守其

定义。在本规范研究中，特定元素

是针对某些特定种类期刊的元素，

比如“医药学专有名词”只针对医

药类期刊论文。

数字化期刊元素标引规范，

将其层次关系分为四层，分别为元

素、子元素、修饰词、扩展修饰

词。由于期刊论文信息庞杂，故需

要对有些元素进行详细的属性扩

展，子元素对元素进行限定说明，

修饰词对子元素进行限定说明，扩

展修饰词对修饰词进行限定说明。

对元素的语义进行逐级修饰，提高

元素的专指性和精确性。标引粒度

更细，能够实现对庞杂的期刊论文

信息的有效控制，使海量信息有序

化，便于检索利用。每个数据会被

归属为核心元素、专用元素、特定

元素中的一个。

3.2 标引规范的元素构

成分析

期刊论文的元素标引主要包

括核心元数据标引、文档结构标

引和深度内容标引三个方面，如

图1所示。

图1 期刊论文元素标引

元素标引阶段是指在期刊论文

的写作、编辑、排版、加工等不同

的环节进行元素的标引，可以分为

作者阶段、编辑阶段、排版阶段和

加工阶段。在作者阶段，由作者对

其写作论文的初始元素进行标引，

包括论文题名、作者、关键词、参

考文献、文档结构、知识点等，尤

其是图、表、公式与论文内容之间

的映射和关联关系等，只有作者最

清楚，所以需要在作者阶段标引。

在编辑阶段，由编辑对作者投稿的

期刊论文进行审核，对其修改和添

加的元素进行标注，包括期刊的基

本信息和出版信息、期刊论文的

DOI等。在排版阶段，对期刊论文

的相关排版元素进行标注，如论文

在期刊中的起始页码等。在加工阶

段，对数字期刊论文的全文加工过

程中对其关键元素进行标注，包括

机标关键词、机标分类号等。

3.2.1 期刊论文核心元数据

标引

期刊论文的核心元数据包括期

刊及其论文的著录信息、关键词、

分类法和参考文献等常规项的标引

元数据规范，与以前的期刊论文标

引规则相比，要求标准化程度更

强，标引粒度更细。借鉴国内外元

数据应用项目的实施方案，数字期

刊论文应包括以下元素，每个元素

都有自己的元数据[4]：

（1）作者元素：期刊论文的

作者，包括作者标识、论文标识、

作者名称、作者单位、作者简介等

元数据。

（2）期刊元素：与论文及其

发表期刊相关的元数据，包括期刊

标识、论文标识、论文名称、期刊

名称、年卷期、论文摘要、关键

词、分类号、文献类型等。

（3）基金元素：与基金项目

相关的元数据，包括基金标识、论

文标识、基金项目名称、基金项目

编号等。

（4）参考文献元素：与论文引

用和被引相关的元数据，包括论文

标识、引文论文标识、引文作者、

引文标题、引文期刊标识、年卷期

等，参照国家标准GB/T 7714―2005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5]。

3.2.2 期刊论文文档结构标

引

期刊论文的文档结构包括各

级标题、段落、脚注尾注、页眉页

脚、图、表格和公式等文档格式的

标引和识别规范，主要包括以下元

素：

（1）标题元素：论文各级标

题的样式，包括各级标题的字体、

缩进、行距、段前段后等。

（2）段落元素：论文段落的

格式，包括正文各段的段落缩进、

行距、段前段后等。

（3）脚注元素：论文的脚注

和尾注。

（4）页眉页脚元素。

（5）图、表格、公式的识别

和元素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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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期刊论文深度内容标

引

目前对期刊论文的标引，主要

集中在著录数据和主题标引的研究

上，忽略了图、表、知识点、专有

名词等深度内容信息，这样就导致

了期刊论文中很多信息的遗失。

（1）知识点标引

在有些信息活动中，除了期

刊论文所含信息之外，还涉及到论

文中的知识和事实。因此仅对论文

进行信息标引是不够的，知识点标

引就是用于对科技文献中的知识和

事实的标引，我们称之为知识点标

引。

知识点标引是实现跨领域知

识集成与知识发现的基础，主要包

括以下描述型和过程型两大类型的

知识元，描述型知识元主要包括数

值、术语等，过程型知识元主要包

括方法、步骤、原理等[6,7]。

（2）专有名词标引

专有名词指表达某一单一事物

对象的名称。常用的专有名词包

括人名、地名、机构名、团体名

称、会议名称、作品名称及各种专

业术语等[8]，数量大，范围广。不

少专有名词具有巨大的标引和检索

价值。

（3）图标引

一篇论文有可能包含一至多

张图，目前大多数文献标引都没有

对图进行标引，但这方面的研究和

应用已引起很多资源单位的关注，

有些已开始尝试对文献中的图进

行标引，但也仅从图像名称、图像

尺寸、压缩类型、作者、年代等方

面标引图，对图元素所蕴含的内容

和知识没有作详细分析。因此，本

规范所研究的图标引元数据，除了

能够描述对图的基本信息，还要建

立起图中的元素与论文内容之间、

图与原始数据之间的映射和关联

关系。根据目前期刊论文的实际情

况，我们将图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数据生成图

定义：由原始数据生成的图。

举例：图表、谱图、聚类图。

2）影像图

定义：由影像编辑软件或经由

扫描仪、影像光盘、数字相机等设

备而产生的图。

举例：数码照片、卫星影像、

扫描图片。

3）绘制图

定义：采用制图软件绘制的图

举例：流程图（Visio）、建筑

图（CAD）

（4）公式标引

基于目前的技术，能够采用数

学置标语言（Mathematical Markup 
Language，MathML）来描述数学

表达式，但却不能对公式及其符号

所表达的含义进行描述。因此，需

图2 互操作框架

要制定一套不仅能描述公式形式，

而且能准确、全面揭示公式含义的

元数据规范。

（5）表格标引

表格和图像、公式一样，是科

技文献中的常用资源，通常用以比

较详细资料和数据的异同。对表格

的标引同样也不能仅限于基本信息

描述，应对表格及其元素（资料或

数据）的含义进行描述，即建立起

表格与论文内容之间、表格与图像

之间（特别是数据表）的映射和关

联关系。

3.3 元素标识与元数据

的互操作框架

数字化期刊元素标引规范基于

文献元素标识与元数据库之间的互

操作框架，规定系统在用户进行元

素标引的同时，与元数据库建立映

射关系，并对元数据库的相应记录

进行添加和更新，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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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结论

论文元素及其元数据对于用户

使用期刊论文具有巨大的应用价

值，但是目前期刊论文各类信息的

标引程度不高，使得大量信息流失

而不能得到有效应用，期刊论文元

素标引规范通过对期刊论文，尤其

是数字期刊论文的重要元素进行描

述，对期刊论文本身及在写作、编

辑、排版、加工、利用过程中产生

的二次信息加以规范化、开放性的

揭示，有助于用户或第三方系统

方便地、无障碍地共享期刊论文

中的有用信息，有助于各个论文

服务系统通过元素的元数据，有效

地交流论文基础信息及深层内容

信息，促进不同系统之间的互操作

性。在下一步研究工作中，将对标

引规范进行完善和应用实践，在标

引规范制定的同时，加强标引和识

别具体技术的研究，结合标引方法

研究开发转换工具，将在写作编

辑阶段完成的内容深度标引转换为

XML规范文档，满足未来灵活使

用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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