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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与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在科技期刊出版中的作用
周庆辉　陈红云　张　晶　殷惠霞　凌昌全
（中西医结合学报杂志社，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中医科，２００４３３，上海）

摘　要　ＤＯＩ即数字对象唯一标志码（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ＤＯＩ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给数字对象分配永久且唯一的标志符。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即开放式参考链接系统，是注册 ＤＯＩ的最大的代理机
构，为科学、技术和医学期刊注册ＤＯＩ，用来建立在不同出版商
的网络平台上出版的期刊内容之间的跨平台链接。ＣｒｏｓｓＲｅｆ
采用ＤＯＩ系统实现了参考文献的全文链接，极大地方便了读者
查阅文献。ＤＯＩ与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在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中的应用处
于起步阶段。科技期刊应当高度重视数字化建设，充分利用网

络技术，建立期刊网站，实现全文上网，为期刊论文注册ＤＯＩ并
加入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实现跨平台链接，以提高期刊的显示度和可获
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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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ｏ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４３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

传统的科学信息交流模式正逐渐被现代数字化的

机构知识库、数据检索库、电子科学库以及互联网的冲

击波动撼和取代［１］。我国科技期刊应当高度重视数

字化建设，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建立期刊网站，实现全

文上网，为期刊论文注册 ＤＯＩ，加入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实现跨
平台链接，以提高期刊的显示度和可获取性。

１　ＤＯＩ与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简介

　　ＤＯＩ是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的缩写，即“数字对
象唯一标志码”。例如，１０．３７３６／ｊｃｉｍ２００８０７０１是《中
西医结合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ＪＣＩＭ）２００８年第７期第１篇文章的ＤＯＩ。ＤＯＩ不
同于统一资源定位符（ｕｎｉｆｏｒ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ｃａｔｏｒ，ＵＲＬ），
ＵＲＬ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网址”。ＤＯＩ系统的主要功能
是给数字对象分配永久且唯一的标志码。国际 ＤＯＩ
基金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Ｉ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ＤＦ）负责 ＤＯＩ
的运营与管理 ［２］。ＤＯＩ系统在储存ＤＯＩ时，需要加上
对ＤＯＩ所代表的数字对象具体信息的描述，即元数
据，如数字对象的题目、载体、作者以及 ＵＲＬ等［３］。

ＤＯＩ系统通过对ＤＯＩ的解析为用户提供对数字资源的
永久性访问。ＩＤＦ的会员出版商为其出版的数字资源
（如一篇期刊论文）注册并编制 ＤＯＩ，该 ＤＯＩ连同其所
标志的数字对象的元数据，被储存在 ＩＤＦ的 ＤＯＩ中心
服务器上。这些集中存储的数据形成一个 ＤＯＩ解析
数据库。当用户点击资源的 ＤＯＩ索取信息时，其请求
被传送到中心服务器，服务器将ＤＯＩ解析为ＵＲＬ返还
给终端用户，使用户实现对资源的访问［４］。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是一种基于ＤＯＩ技术的开放式参考文献
链接系统，用来建立在不同出版商的网络平台上出版

的ＳＴＭ（科学、技术和医学）期刊内容之间的链接，即
“跨平台链接”。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由出版者国际链接联合会有
限公司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ｋ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ＰＩＬＡ）于２０００年６月创建，同年９月成为ＩＤＦ授
权的第一个ＤＯＩ注册代理机构［５］。

２　读者怎样使用ＤＯＩ获取信息

　　以科技期刊为例，如果已知一篇文章的ＤＯＩ，可以
很方便地查到该文。登录 ＤＯＩ网站 ｈｔｔｐ：∥ｄｘ．ｄｏｉ．
ｏｒｇ／或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ｏｉ．ｏｒｇ，在“ＲｅｓｏｌｖｅａＤＯＩＮａｍｅ”
的提示框内输入已知ＤＯＩ，点击“Ｓｕｂｍｉｔ”按钮，就会自
动链接到该文献的 ＵＲＬ，并显示相应的页面。例如，
在“ＲｅｓｏｌｖｅａＤＯＩＮａｍｅ”的提示框内输入“１０．３７３６／
ｊｃｉｍ２００８０７０１”，点击“Ｓｕｂｍｉｔ”按钮，则会转到《中西医
结合学报》网站该文章所在的 ＵＲＬ，并显示相应的网
页页面，也可直接在 ＩＥ浏览器地址栏里输入 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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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ｘ．ｄｏｉ．ｏｒｇ／ＤＯＩ，则转到该文章所在的 ＵＲＬ，并显示相
应的网页页面。例如，在ＩＥ地址栏里输入 ｈｔｔｐ：∥ｄｘ．
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３７３６／ｊｃｉｍ２００８０７０１，也可找到该文献。

有些出版商在其期刊网站上设有 ＤＯＩ检索。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便为其所有网上出版物提供了 ＤＯＩ方式
的检索。用户只要以 ＤＯＩ作为检索入口词，如在 ＤＯＩ
检索词输入框中输入像“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１７２６００７００２１
９”一样的 ＤＯＩ，就可以得到该 ＤＯＩ所标志资源的完整
的书目信息（文摘、题录）和文献全文，以及所有与该

资源有关的资源的 ＵＲＬ链接。此外，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ｏｒｇ也有通过ＤＯＩ查找 ＵＲＬ的功
能，在“ＤＯＩＲｅｓｏｌｖｅｒ”输入提示框中输入已知 ＤＯＩ（如
１０．３７３６／ｊｃｉｍ２００８０７０１），点击“ｓｕｂｍｉｔ”即可。

读者利用 ＤＯＩ从网上获取论文全文与直接阅读
纸质版论文，效果明显不同。纸质版全文只是静态的

页面，读者获取的信息仅限于此，而通过 ＤＯＩ获取的
电子版全文往往建有各种链接，包括参考文献链接与

被引链接，文章纸质版中未排印的相关附件，作者的相

关信息，相关主题的文章，甚至读者的评论，等等。读

者获取的信息明显增加，查阅文献的效率也明显提高。

３　ＤＯＩ与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在科技期刊中的作用

３１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运行机制　１）论文出版者为其出版
的论文注册一个ＤＯＩ，并将论文的ＤＯＩ和ＵＲＬ等元数
据发送到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数据库中储存（当其出版的期刊
网站的网址发生变化时，出版商只要在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元
数据库中的ＤＯＩ目录中更改该期刊论文的ＵＲＬ即可，
每一个与之相关的ＤＯＩ就会自动更新）；２）“引用”论
文的出版者利用被引论文（文后参考文献）的元数据

通过ＣｒｏｓｓＲｅｆ查询被引论文的 ＤＯＩ，并获取该 ＤＯＩ所
代表的论文摘要或全文所在的ＵＲＬ（通过ＤＯＩ系统的
多重解析功能还可以解析出可能存在的多个 ＵＲＬ）；
３）“引用”论文的出版者通过使用查询到的被引论文
的ＤＯＩ和ＵＲＬ建立参考文献链接，并向用户提供引用
了参考文献的论文；４）用户（论文的读者）点击参考文
献链接；５）用户浏览器将参考文献链接激活信号传送
给ＤＯＩ解析器；６）解析器找到参考文献的ＵＲＬ并引导
用户到达目标文件（参考文献原文）所在的地址。

３２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为期刊提供的服务　主要包括以下３
个方面：１）为期刊论文注册 ＤＯＩ，包括现刊和过刊；２）
为期刊查找文后参考文献的 ＤＯＩ；３）提供注册了 ＤＯＩ
的文献的被引用情况。这后一项服务是通过其“被引

链接”（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ｉｎｋｉｎｇ，ＦＬ）功能实现的。如果ＣｒｏｓｓＲｅｆ
的成员期刊发表的某篇论文被其他ＣｒｏｓｓＲｅｆ成员期刊
引用，ＦＬ通过链接追溯引用这篇文章的文章，并定期

将这些文章的 ＵＲＬ等信息返回给期刊编辑部或出版
商。这样就使得期刊编辑部或出版商可以为这篇文章

的电子版创建被引链接，从而使读者能够非常方便地

阅读引用了这篇文章的其他文献。ＣｒｏｓｓＲｅｆ还提供一
些其他服务，并且仍在不断开发新的服务项目。

３３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跨平台链接的意义　当一种期刊在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数据库里注册该刊发表的文章，所有加入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期刊就可以通过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数据库建立起与
这些文章的链接，引导读者访问你的网站，浏览你的期

刊，并允许读者通过其他平台访问你的期刊。这就大

大增加了读者访问期刊的途径，有助于提高期刊论文

的显示度和可获取性。

３４　ＤＯＩ与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对科技期刊出版业的影响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新注册的 ＤＯＩ每月平均为 ５５万个，仅 ２００７
年就超过６５０万个，解析量近２７４万个。２００８年１月
２日，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发放的ＤＯＩ已达３０００万个。截至２００８
年２月，加入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出版社和学会２５１５家，图书
馆１３４９家。截至 ２００７年，加入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期刊为
１万９６３７种，仅２００７年就新增期刊４１０７种。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为电子期刊的引文与原文、引文与文摘、
文摘与原文之间的链接提供了便利，随着越来越多的

出版商、图书馆、二次文献供应商加入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Ｃｒｏｓｓ
Ｒｅ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系统也由只提供学
术电子期刊之间的链接，扩展到电子期刊、会议论文、

技术报告、百科全书、科技图书等其他文献的链接［５］。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所提供的引文到全文的链接使读者只要通过
一两个选项的点击就能完成相关文献之间的链接和获

取，使文献的检索更简单、直接和高效。期刊出版者通

过ＤＯＩ系统和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实现引文到全文的持久链接，
实现一站式服务，极大地提高了整个行业的服务数量

和服务质量。对于那些尚未加入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出版商来
说，尽早加入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应是首要选择；因为图书馆在订
购出版商的产品时，将会考虑该出版商是否为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ｆ的成员机构，其提供的电子文献是否能够实现从
引文到原文的链接，以方便用户利用本地电子资

源［６］。

４　ＤＯＩ与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在中国

４１　我国科技期刊使用 ＤＯＩ与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现状　
ＤＯＩ在我国的应用还不普遍。近几年国内的英文版科
技期刊大多与国外大出版商合作，相继采用了合作出

版商为其注册的 ＤＯＩ。２００７年３月，万方数据股份有
限公司与ＩＤＦ达成协议，由它作为登记注册机构，与中
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合作，共同开展中文期刊的

ＤＯＩ注册登记工作［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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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只有少数期刊是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成员，其中大多
数是因与外商合作出版而随它们的期刊一起加入的，

它们均为英文版期刊。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出版界中

作为独立的机构会员加入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只有４家，即中
国科学杂志社、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杂志社、中国

科学出版集团（科学出版社）和中西医结合学报杂志

社，后者是加入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唯一的中文期刊杂志社。
４２　我国科技期刊如何注册ＤＯＩ和加入ＣｒｏｓｓＲｅｆ　
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可以为中国科技期刊代理注册

ＤＯＩ，目前国内已经有３００多种学术期刊使用其提供
的ＤＯＩ标志；但万方没有加入ＰＩＬＡ，因此，通过其代理
注册ＤＯＩ的期刊尚不能享用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服务。由于
我国的科技期刊大多为中文版，而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目前只储
存英文资源的元数据，故中文期刊加入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目前
仍有一定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行，《中西医结合学报》

就是一个成功的实例。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成为我国第一
家加入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出版集团。我国科技期刊可以通过
加盟科学出版社的方式获取 ＤＯＩ，并享用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
服务，也可以直接加盟 ＰＩＬＡ。ＰＩＬＡ的运营采用会员
制，只有它的会员（同时也就是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会员）才可
以享用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服务。ＣｒｏｓｓＲｅｆ根据出版商（杂志
社）的年收入收取会员费，年收入在１００万美元以下
者，每年缴纳２７５美元，另外，每注册１个 ＤＯＩ，收取１
美元注册费。可以在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网站下载 ＰＩＬＡ会员协
议书（ＰＩＬＡ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和会员申请表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Ｆｏｒｍ），填写一式２份
并由杂志社负责人签字后寄给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ＣｒｏｓｓＲｅｆ总
经理签字后，会将１份寄回杂志社，协议即生效。有关
详细信息可登录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网站查阅。

必须强调的是，杂志社如果要以独立出版者的身

份加入ＣｒｏｓｓＲｅｆ，其出版的杂志一定要建有网站，并要
有可以用来建立参考文献链接的电子版全文页面，而

且每篇文章应有足够的英文信息，如英文刊名、文章的

英文题名和作者信息等，以便提供文章的元数据。

５　《中西医结合学报》的实践

　　《中西医结合学报》是开放式访问期刊，以中文出
版，但建有英汉双语网站，纸质印刷版和网络电子版同

步出版，在国际上最权威的医学文献电子数据库

ＰｕｂＭｅｄ建有免费全文链接，全球用户可在 ＰｕｂＭｅｄ检
索到该刊创刊以来任何一篇论文的摘要和题录，并可

在ＰｕｂＭｅｄ即时链接杂志网站，免费阅读所检索的论
文全文。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４日，中西医结合学报杂志社编辑

部主任周庆辉博士在纽约与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总经理 Ｅｄｗａｒｄ
Ｐｅｎｔｚ签署了加盟协议，中西医结合学报杂志社作为独
立出版者成为 ＰＩＬＡ会员（同时也是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会
员）。虽然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目前只存储原始的英文资源的
ＤＯＩ，但《中西医结合学报》通过英文网站的建设，利用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的技术，实现了跨平台链接。中西医结合学
报杂志社仅用了１个多月的时间，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
完成了为全部过刊电子版论文注册 ＤＯＩ和建立参考
文献链接的工作。《中西医结合学报》是与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
成员期刊实现跨平台链接的第一种中文期刊。

６　结语

　　昨天，ＳＴＭ期刊的网络版就是印刷版的简单上
线；今天，跨平台链接已成为 ＳＴＭ在线期刊最重要的
特征；明天，不能实现跨平台链接的 ＳＴＭ期刊将被孤
立和游离于全球一体化的电子知识库之外。

鉴于我国科技期刊缺乏堪与国际大型期刊出版商

竞争的科技期刊出版集团，绝大多数期刊由孤独单一

的编辑部出版，资金和人才匮乏，在数字化出版方面很

难有所作为，我国的几个主要的大型科技期刊数据库

应当担负起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的历史重任。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数字资源需求

的进一步加大，我国亟须开发一个基于 ＤＯＩ技术、为
中文版期刊服务、跨平台的开放式参考文献链接系统，

并且该系统应能与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系统兼容，从而实现全球
一体化的英汉知识链接。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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