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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学术检索

分享人：仇瑜

开题？

作报告？
发Paper？ 寻找解题思路？

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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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进行学术检索？

A literature search is a well thought out, 

organized search and evaluation of literature 

available on a topic.

美国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统计

科研人员时间分配

 了解领域研究概况，科研选题

 发现研究方法，收集实验资料

 了解最新进展，扩展研究思路

 科技查新，避免重复工作

“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牛顿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朱熹

学术检索是科学研究中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A well-structured literature search is the mo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way to locate sound 

evidence on the subject you are resear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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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源产生

信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知识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

情报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内为一定目的而传递的有使用价值的知识或信息。

文献是记录知识或信息的一切载体。

事物 信息 知识 情报

文 献

产生

记录记录记录

大脑加工 传递利用

图书 论文 专利 学术报告 新闻资讯 数据集 专家源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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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源分类和用途

知识产生

记录

零次文献

原始文献

知识重组
词典、名录、指南、

手册、年鉴等

知识浓缩

文献整理

综述、专著、教科书、

论文丛集、百科全书等

书目、索引、文摘、

检索该工具等

期刊论文

学术论文

科技报告

学位论文

专利说明书

三
次
文
献

二
次
文
献

一次文献

口头信息、未公开

发表的文字资料。

以研究成果为基本素材创作或撰写，

研究人员最终索取的文献。

选用大量有关的

文献，经过综合、

分析、研究而编

写出来的文献。

文献工作者对

一次文献进行

加工、提炼和

压缩后的产物。

可以由二次文献作为入口，满足整体的需求；

然后，通过入口来获取有用的高质量的全文

（一、三次文献）来满足纵深的研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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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检索策略

科学研究工作是一个不断往复、螺旋式展开的过程。

6引自清华大学图书馆钱俊雯

检索

分析

管理

写作
1 2

4 3

科研选题

继承创新

追踪前沿

科研成果

• 收集领域综述文献、图书、博士学位论文；重点利

用本领域经典或综述文集数据库；

• 重点阅读英文综或研究论文标题、摘要；了解前沿、

难点、创新点、并收集关键词；

• 确定研究题目（大课题研究背景+当前研究热点+

自身兴趣点）；

导师给定方向后泛调研

• 有针对性的收集文献，重点在于确定内容，了解技

术主要研究者和机构；

• 文献阅读（泛读和精读相结合）；

• 确定课题实施方案（技术和方法的创新）

确定研究题目后精调研



学术检索发展历程

学术搜索发展历程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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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AMiner 《人工智能之学术搜索》

文献
资源

文献
检索

搜索
技术

文献
计量

纸质文献 电子文献 数字图书馆
开放多源集成

数据库

开放互联网

学术资源

人工查找 人工分类目录
关键词搜索

自建数据库
开放学术搜索 智能语义搜索

无
主题标引+

传统信息检索

目录门户
自动聚类

内容分析技术
数字图书馆技术

爬虫技术
特征提取

对象实体识别
文本结构化

知识图谱
可视化技术
智能推荐

技术趋势分析

人工计量
简单计量

(按年份排序)
指数化和模型化计量

(影响因子、h指数)

可视化和智能化阶段

(显示领域论文量年度

分布、关键词共现网络)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PC Era Web 1.0 Web 2.0 Web 3.0



学术资源获取途径

 图书馆
• 授权数据库

• 馆藏图书/电子书

• 多媒体资源

• 特色领域资源

• 科研数据

 网络学术资源

• 专业数据库

• 搜索引擎

• 门户、论坛

• 电商

 老师、师兄师姐

• 学术社交圈

学术检索引擎 社交网络

学术论坛 开放存取资源

学科信息门户 学者主页博客

学会/协会网站

电子商务网站

……
8



学术资源获取途径

 综合性论坛

• 科学网：http://www.sciencenet.cn/

• 小木虫：http://muchong.com/bbs/

• 科研速递：http://www.expaper.cn/

 专业性论坛

• CCF：https://www.ccf.org.cn/

• 丁香园：https://portal.dxy.cn/

• 经管之家：https://bbs.pinggu.org/

 其他

• 国家数字图书馆：http://mylib.nlc.cn

• 工程院知识中心：http://www.ckcest.cn/

• 学习强国：https://www.xuex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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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检索步骤

学术检索是情报获取的过程，查找、评估和有效利用需要的信息来解决实际问题

或者做出决策。

检索结果利用
多种属性筛选

优化检索词

文献管理

选择工具/数据库
检索文献
逻辑运算符，检索式等

扩充同义词，
上下位词
AI，知识工程，语义网

Knowledge engineering 

semantic web

分析主题，
提取关键词
人工智能，知识图谱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nowledge graph

Step 01

Step 02

Step 03
Step 04

 分析课题、明确检索目的

 选择检索工具，确定检索方法

 查找文献线索

 获取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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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工具

将所有收录文献按一定规则编制成的具有存储、检索和报道功能的工具。

• 信息覆盖范围广，类型全面；

• 检索结果干扰项较多；

• 适用于课题调研阶段；

• 能反映领域的研究关注度；

通用搜索引擎

• 本身无全文，但对文献有深层次加工；

• 适用于文献系统调研和分析，学术评价；

• 收录范围广、数据量大、有连续性；

• 能反映领域的学术进展；

文摘型数据库

• 提供原始原文信息；

• 文献更新速度快，时效性强；

• 收录时间范围一般小于文摘库；

• 不具备较强的文献分析功能；

全文数据库

谷歌、百度、必应等 AMiner、谷歌学术、SCI、EI等 Springer、IEEE、Natur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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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关键词确定

根据主题词表/知识图谱/领域词典等，优化扩展搜索关键词。

概念结构 综合主题词表 专业主题词表

中图分类 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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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巧

不断试错的过程，在检索结果的基础上逐渐优化，最终得到相对理想。

AND  OR  NOT

改变运算优先级（）

逻辑运算符

“”表示精确匹配，或固定短语，

过滤相关度不高的文献

精确匹配

截词符*可代替检索词中的

一个或多个字母：词根、

单复数、变形等

截词检索

 site:限定特定域名站点中检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ite:nature.com

 filetype:限定检索结果为某一类型文件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letype:ppt

 inurl:返回网址中包含关键字的页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url:ai

 Intitle:返回标题包含指定关键词的结果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itle:国家

 link:搜索连接到某URL的网页
link:arxiv.org/abs/1810.04805

 related:列出于目标URL相似的网页

related:arxiv.org/abs/1810.04805

 intext:寻找特定网页里的关键字
intext:人工智能

 define:查询关键词的词义
defin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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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领域知识库

对某一科学领域进行全面、客观的梳理，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综述
提供这一学科系统的、周期性的最新研究状况，

不仅总结，还找出错误来引起讨论，形成新的研究。

• 领域最重要的文献，这比任何搜索引擎更有效。

• 从综述文献开始，是科研的最高起点……

 图书、硕博士论文
目录梳理了领域技术分类及发展现状。

 梳理领域重要关注对象
• 文献发表可能存在“二八定律”，关注学

科带头人及相关课题组；

• 除了关键词检索外，也可根据已找到或导

师推荐的文献作者或机构检索，发现研究

问题的延续；

• 关注高质量期刊/会议。

SCI EI 中文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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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调研阶段

领域发展态势分析，发现热点方向、重要学者/机构、顶级期刊/会议。

发展态势 研究趋势

热点主题 关键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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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案设计阶段

快速定位某个领域的关键文献，追踪前沿技术。

筛
选
关
键
成
果

领
域
必
读
论
文

顶
会
分
析

多条件筛选

精选论文列表

会议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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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案设计阶段

18

文献精读，技术点梳理，总结技术方案。

论
文
精
读

论
文
解
读

快
速
了
解
论
文

简介

研究内容

方法步骤

实验结论

总结

多媒

体形

式的

论文

摘要

热点

前沿

论文

详细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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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案设计阶段

19

利用引文网络了解技术发展脉络，分析技术发展趋势。

Bert模型

神经网络 阅读理解 自然语言 语言模型 机器翻译 深度架构 19



网络资源下载

20

 学校购买数据库

 Open Access源

 文献求助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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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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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购买数据库

 Open Access源

 文献求助

 其他

21



关注学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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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科技新闻

 领域顶会/顶刊动态

 领域大牛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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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分析

23

关键词抽取

知识图谱构建

关键节点挖掘

社区发现

主题聚类

影响力评估

语义匹配



情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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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基于命名消岐与冲突检测、

信息补齐等技术，解决多源异构学术资源命名

错误和数据冲突、缺失的问题；

 多维关联知识库：基于科技知识图谱对论文、

专利、学者、项目等科技资源进行语义关联及

统一知识表示学习；

 深度关联挖掘：分析异构网络显式/隐式关系，

网络传播关键节点/路径；

 可视化分析：自动生成可视化图表，从多个维

度展示技术发展情况；

 知识服务：科技发展规划、科研评估、潜在合

作分析等。

AMiner 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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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管理

领域知识体系

关键论文目录

摘要、评价、总结

详情、笔记、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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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分析

https://www.cnblogs.com/wkang/p/10211259.html

LSTM-CNN

LSTM-CRF

K-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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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检索需要耐心

注意经验积累

需要批判性思维

祝大家科研顺利，勇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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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聆听！
qiuyu@mail.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