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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通过对医药卫生与人口健康领域科学数据共享机构的科学数据引用特征进行调查和分
析，为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和规范引用提供借鉴和参考。方法／过程 以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中心为例，采用
文献分析法，深入分析该领域科学数据引用行为及其可回溯性。结果／结论 医药卫生与人口健康领域科学数
据引用存在标注位置不统一、引用元素缺失等不规范引用行为，大量开放共享的科学数据无法有效溯源，

亟须完善科学数据引用标准、加强科学数据平台管理、提高科研人员引用意识，促进科学数据共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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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要

求，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在科学数据开放

共享方面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与实践［１］。科学

数据引用将科学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引证材料，将

科学数据像参考出版物一样进行引用和说明［２］。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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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３］对期刊科学数据引用情况进行调研，提出

科学数据引用可以提高科学数据的透明度，对科学

研究有积极的影响。科研文章中科学数据的规范引

用，还有助于出版机构审核人员了解所用科学数据

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有利于科学过程的重现与研究

成果的印证，建立数据信用［４］。尤其是在医药卫生

与人口健康领域，亟须通过规范科学数据引用来遏

制数据造假、数据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保

护数据生产者的知识产权并提高科学数据复用率。

２　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际数据委员会等就如何规范科学数据

引用及完善科学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多次举办

会议讨论研究，提出了一些推荐性的科学数据引用

规范［５］。国际非营利组织、科研项目组以及数据仓

储中心也陆续制定科学数据的引用标准，并逐步纳

入ＡＰＡ格式、ＭＬＡ格式、Ｃｈｉｃａｇｏ格式等论文引用

规范［６］。

国内外学者对科学数据引用行为、引用规范

性、引用标准等方面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研究。丁

楠等［７］和屈亚杰等［８］对社会学领域科学数据引用行

为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引用不规范行为普遍存在。

司莉等［４］和邱均平等［９］以图书情报领域作为研究对

象调查科学数据引用规范程度，发现不同类型的科

学数据标注方式缺乏统一性。ＦｅｎｎｅｒＭ等［１０］和

ＣｏｕｓｉｊｎＨ等［１１］分别为科学数据储存库和学术出版

商提供实现科学数据引用的实用路线图。王文琪

等［１２］提出应加快构建规范科学数据引用机制。

ＦｏｒｃｅＭＭ等［１３］提出一套科学数据引用的索引概

述，以解决科学数据引用、重用的问题。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

ｅｎＧ［１４］提出可以通过发布科学数据出版政策鼓励数

据作者共享科学数据。

在医药卫生与人口健康领域，ＰａｒｋＨ等［１５］以

遗传学为样本，研究其科学数据引用共享、重用现

状；ＦｌｏｒｉａｎＬ等［１６］发现神经科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

科学数据论文中的科学数据总量明显低于总体科学

数据论文发表量的平均值。邱玉红等［１７］以美国国家

生物技术信息中心为例，得出随着科学数据引用标

准和规范的不断完善，该领域科学数据规范引用行

为越来越普遍的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对科学数据引用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学领域，以医药卫生

与人口健康领域的科学数据引用现状为目的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国外，很少见我国针对该领域科学数据

引用现状及其特征的研究。因此，本研究选取我国

国家级医药卫生与人口健康领域科学数据中心作为

研究对象，深入调查该领域科学数据被引用现状，

分析科学数据引用存在的问题，为科学数据开放共

享和规范引用提供借鉴和参考。

３　资料与方法

３１　案例选择

国家人口健康科学数据中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ＮＰＨＤＣ）是人口健康相关领

域亚洲地区首家通过 ＣｏｒｅＴｒｕｓｔＳｅａｌ全球核心储存库

国际认证的数据仓储，是我国该领域具有代表性的

科学数据平台。鉴于此，本文选取 ＮＰＨＤＣ作为科

学数据来源对我国医药卫生与人口健康领域科学数

据引用情况进行研究。

３２　文献来源

采用文献研究方法，选取科学数据来源于

ＮＰＨＤＣ的学术文献为研究对象，共得到文献 ２４９

篇。文献来源于以下两部分。一是 ＮＰＨＤＣ提供的

人口健康共享杯大赛成果集。该大赛是每年定期举

办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创新大赛，为参赛人员提供

ＮＰＨＤＣ科学数据资源，获奖文章被收录于大赛成果

集。纳入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使用 ＮＰＨＤＣ科学数据的人

口健康共享杯大赛成果，共得到文献１４１篇。二是

中国知网、ＰｕｂＭｅｄ等文献数据库。以 “国家人口

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ｏｒ“国家健康人口

科学数据中心”ｏｒ“人口健康共享杯”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为关键词进行全文精

确检索，时间范围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２０２２年１２月

３１日，检索到文献１６７篇。经人工排查剔除未使用

该平台科学数据和重复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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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篇。

３３　科学数据引用分析的维度与指标

研究科学数据引用特征，需要构建相应的分析维

度。目前科学数据集引用尚未有可靠的机器标识方

法，且尚未形成规范标准，因此参考国外重要科学数

据管理机构的科学数据引用指南［５］、《ＦＯＲＣＥ１１数
据引用原则》［１８］及我国 《信息技术 科学数据引

用》［１９］等引用规范，人工识别并总结医药卫生与人

口健康领域的科学数据集引用特征标注内容。

３４　统计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９建立数据库对引用位置、引用
元素、引用行为、可回溯性等指标进行标注，使用

数量与百分比进行数据描述与分析，采用柱状图和

折线图绘制趋势图并进行分析。

４　研究结果

４１　科学数据引用特征分析

４１１　科学数据引用位置　根据学术文献的组成
结构将科学数据引用位置分为摘要、引言、文献综

述、资料与方法、结果与讨论、结论、致谢、参考

列表、角注和附表１０部分。科学数据引用位置统
计结果，见图１。

图１　科学数据引用位置

在致谢处引用科学数据的最多，占比２６２６％，
有助于促进学术共同体内部交流和互动；在资料与

方法处引用的占２４３７％，以提供基础数据和介绍

研究所用数据概况；２０５９％在脚注位置引用科学
数据。这３部分是医药卫生与人口健康领域主要的
科学数据引用位置。

４１２　科学数据引用元素　科学数据引用元素以
作者、数据集名称、出版商、标识符为必备元素。

只有参考列表、脚注、附表、资料与方法部分相对

全面地标注了４种必备元素。作者和标识符在文献
中的标注率相对较低。科学数据使用者对作者的引

用主要集中于参考列表和脚注位置，对出版商的引

用大多集中于资料与方法和致谢部分，见表１。

表１　ＮＰＨＤＣ科学数据引用元素

引用位置 作者 数据集名称 出版商 标识符 合计

摘要 ０ ２３ ２４ ０ ４７

引言 １ ２３ ２７ ０ ５１

文献综述 ０ １ ２ ０ ３

资料与方法 ３ ８３ １１２ ２ ２００

结果与讨论 ０ １３ ２０ ０ ３３

结论 ０ １ ４ ０ ５

致谢 ３ ２６ １１２ ０ １４１

参考列表 ３４ ４５ ４９ ５０ １７８

脚注 １７ ８４ ９６ １７ ２１４

附表 ２ ３ ４ ２ １１

合计 ６０ ３０２ ４５０ ７１ ８８３

占比 （％） ６８０ ３４２０ ５０９６ ８０４ １００

４１３　科学数据引用行为统计　研究人员结合科
学数据引用位置与引用元素两个特征将科学数据引

用行为分为规范引用、不规范引用和未引用３类。
科学数据引用行为统计结果，见图２，规范引用仅
占１２４５％。科学数据引用行为类目，见表２。

图２　科学数据引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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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科学数据引用行为类目

引用行为 二级分类 定义 示例

规范引用　 必备引用元素齐全，且在参考列表处引用 参考文献处标注 “＜作者 ＞． ＜数据集名称 ＞．

＜出版商＞，＜标识符＞．”

不规范引用 缺失元素不规范引用 必备引用元素缺失，在参考列表处引用 参考文献处标注 “＜作者＞．＜数据集名称＞．”
引用位置不规范引用 必备引用元素齐全但未在参考列表处引用 脚注处标注 “本文使用了＜作者 ＞．＜数据集名

称＞．＜出版商＞，＜标识符＞．”

位置及元素不规范引用 必备引用元素缺失且未在参考列表处引用 正文处标注 “数据来源于＜作者＞．”
未引用　　 使用了科学数据但并未对科学数据来源做

任何标注或注释

４１４　科学数据引用可回溯性统计　选择解析地
址与主题词两种元素对可回溯性进行统计。

７１４９％ （１７８条）的科学数据在数据仓储中回溯失
败。在回溯成功的７１条科学数据引用中有２２条的
引用标注可根据解析地址直接查询，有４９条引用
片段可根据主题词检索到相关科学数据，但存在凭

数据集名称无法确定科学数据版本以及具体科学数

据仓储位置的情况。

４２　科学数据引用发展趋势分析

４２１　引用行为发展趋势　ＮＰＨＤＣ各年度科学数
据引用行为基本统计情况，见图３。科学数据每年
引用量均在２７篇以上。２０１９年科学数据不规范引
用行为达９０％；此后规范引用行为比例逐渐提高，
２０２２年增长到 ３９３９％；不规范引用逐渐减少，
２０２２年降至 ９０９％。

图３　ＮＰＨＤＣ科学数据引用行为分布

４２２　可回溯性发展趋势　科学数据引用可回溯
性总体趋势，见图４。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回溯失败的科
学数据占比逐年下降。自 ２０１８年根据解析地址回
溯成功的数量逐年增加，且增幅明显，尽管 ２０２１

年有所下降，但同时回溯失败的科学数据量也在急

剧降低。

图４　ＮＰＨＤＣ科学数据可回溯性

５　讨论与建议

５１　讨论

５１１　科学数据引用行为探讨　使用 ＮＰＨＤＣ科
学数据的文献数量逐年递增，可见医药卫生与人口

健康领域科学数据共享和重用行为已有明显增多的

趋势，但该领域的科学数据引用仍存在较多不规范

之处。首先，科学研究人员在进行科学数据引用

时，并未单独描述出版商、数据集名称、作者等必

备元素，不利于激发科学数据生产者的共享意愿。

其次，现有大多数引用散落在正文中，在参考列表

处的引用很少，从而难以量化评估科学数据的引

用。最后，未注明 ＤＯＩ或 ＵＲＬ等唯一标识符，导
致很难有效溯源原始科学数据，使引用文献无从考

证其结果真实性。

５１２　科学数据可回溯性探讨　本研究中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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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数据可以根据解析地址回溯成功。科学数据

引用中的解析地址可以使科技文献与科学数据形成

相互引用的关联环境，进一步促进科技资源的开放

共享，且解析地址回溯成功的论文可以更直接快速

地帮助读者成功溯源原始科学数据。但７１４９％的
科学数据引用难以获取原始科学数据出处。回溯失

败的原因主要有：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的引用说明不

够规范、学术期刊未对科学数据引用方式进行规范

要求、科研人员自身缺乏规范引用意识。

５２　建议

５２１　完善科学数据引用标准　部分已出台的国
家科学数据引用标准存在与医学健康科学数据难以

匹配的窘境，因此应针对该领域科学数据的特性，

通过出版案例研究和手册，制定专门的引用规则。

定期审查和更新现有的国家科学数据引用标准，使

之能够适应新的科学数据类型和研究方法。

５２２　加强科学数据平台管理机制　科学数据平
台应建立健全更加开放透明的科学数据引用体系。

首先，确保其注册的数据集有完整的元数据，并参

照文献数据库提供科学数据集的标准引用格式，应

至少包括作者、数据集名称、出版商、标识符４种
必备元素，为正确引用提供便利。其次，提供教育

资源，指导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引用科学数据。最

后，科学数据平台应提供数据使用与共享等数据影

响力相关信息，以激励科研人员访问和引用科学数

据，促进领域内科学数据共享。

５２３　提高科研人员科学数据引用意识　为确保
研究的透明度、可重复性，科研人员应使用统一和

公认的科学数据引用格式，遵守数据提供者设定的

任何版权或使用许可条件。引用不同类型的科学数

据时，要尽可能在参考文献处标注科学数据的唯一

标识符，以便读者直接访问原始科学数据。同时，

可以通过共享自己的二次数据到公共存储库或数据

期刊来促进科学数据引用。

６　结语

本研究发现医药卫生与人口健康领域科学数据

引用存在标注位置不统一、引用元素缺失等不规范

引用行为，科学数据引用标准的制定和统一仍需完

善。同时，科学数据的不规范引用导致大量开放共

享的医药卫生与人口健康科学数据无法有效溯源。

虽然科学数据可回溯性整体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

仍需通过完善科学数据平台管理机制以及加强科研

人员引用意识来规范科学数据引用。

作者贡献：张怡然负责数据采集与分析、论文撰

写；张敬晨负责数据采集、整理与管理、实验方法

设计、论文审核与修订；孙婧雯、王嘉阳负责数据

整理与管理、论文审核与修订；张更路、周伟负责

提供指导、论文审核与修订。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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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ｃｅ１１ｏｒｇ／ｉｎｆｏ／ｊｏｉｎｔ－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ｆｉｎａｌ／．

１９　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信息技术 科学数据引用 ［Ｓ／ＯＬ］．［２０２３－０７－２７］．

ｈｔｔｐ：／／ｃｇｂ６８８ｃｎ／ｂｚｇｋ／ｇｂ／ｓｈｏｗＧｂ？ｔｙｐｅ＝ｏｎｌｉｎｅ＆ｈｃｎｏ

＝Ａ４９５ＣＡ３５５ＢＡＦ００Ｄ９６２ＡＡ８ＤＤ８４Ｃ３Ｂ２Ｃ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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