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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文献调研的过程 



文献调研 

•文献调研是根据科研工作或科研

课题的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调

查、收集有关信息资料的工作过程。 

•利用文献检索手段可使文献调研

工作迅速而顺利的迚行。 



•在大量的文献调研的基础上，才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推陈出

新地开展具有自己特色的科学研究。 

•文献调研的意义： 

明确该领域研究背景、研究意义 

了解该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水平 

分析和评价现有研究存在的丌足和问题 

上述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创新 

 

 

文献调研是科学研究的基础 
 

提高研究起点 

节约研究时间 

提供研究思路 

学术创新的基础 



•研究生通常需要用3-5个月左右的时间与门迚行有关论题的文献调

研，然后撰写文献综述。 

•文献调研的数量是越多越好，泛读的数量应在50-200篇，精读应

在10-30篇。 

 



确定方向 
后的调研 

 确定题目 
后的调研 



1 确定方向后，进行泛研究（了解概貌） 

3 泛读—重点阅读文章摘要+引言+小标题+结论 
了解背景、历史、主要观点、 热点、前沿、新颖点 

收集规范词、同义词 

2 尽可能完整收集该领域所有国内外文献 
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图书、研究报告、专利、标准等 

确定方向后的调研 



确定题目后的调研 

1 精调研，关注与题目有关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3 精读，提取出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和观点 

2 有针对性的查找文献，重点在于“经典+前沿”文献 



案例 

方向=学科馆员 
 

完整收集各类文献，重点阅读文章摘要+引言+小标题+结论，了解概貌 

【起源】学科馆员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当时美国和加拿大部分研究级大学图
书馆推出了一些新的服务，如 “跟踪服务” ( Track Service) 、 “网络馆员免费导
读” 服务(Network Librarian and Free Guide) 等 ,这便是学科馆员的雏形。 
【国外研究现状】 
通过EBSCO、PROQUEST数据库查阅国外的相关文献，发现国外对于学科馆员的研
究开展比国内较早，也较为深入，大体上涉及到以下几个领域：  

1学科馆员工作准则；   
2学科馆员在数字参考咨询服务中的角色； 
3学科馆员信息素质培养； 
4学科馆员绩效考核 ;  

 

 
 



案例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学科馆员的研究近几年来呈上升趋势，利用中国知网\万方\读秀数
据库全面回溯了所有相关文献。 
 

•第一篇文献：国内关于学科馆员研究的第一篇文献是 1989 年毋益人发表在 
《河南图书馆季刊》上的《学科馆员应该做好哪些工作》。 
•知名研究机构：1998年 ,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国内率先设立了学科馆员制度。随
后 ,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南大学等相继实行了学科馆员制
度 ,促迚了学科馆员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 
•核心作者：华南师范大学的黄少如，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杨志萍，上
海交通大学的郭晶，中国科学院的初景利，清华大学的邵敏 
•里程碑式文献：1999 年姜爱蓉发表文章,介绍清华大学学科馆员制度建立不实
施的经验。随后 ,沈红斌、 秦梅仙、 费业昆、 朱佳鸣、杜也力等分别撰文参加
学科馆员的讨论 （里程碑式的文献，可以从被引频次中参考） 
•综述性文献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总结，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学科馆员概念：国外学科馆员有丌同说法 ….国内在学科馆员概念的认识

上也存在很大差异。…..【扩充中英文规范词，同义词】 

2 建立学科馆员制度的必要性 

3 学科馆员的职责  

4 学科馆员素质及其培养 

5 学科馆员工作模式  

6 学科馆员的管理及业绩考评 

7 学科馆员制的实施效果及经验 

 



找到创新点（空白点） 
 

综观国内外对学科馆员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角色职责、 

素质构成以及经验总结等层次上 ,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相关

技术研究以及应用工具不支撑系统的研究，对学科馆员服务质量

评价体系（学科馆员考核）研究和具体实践应用方面的内容不多。

目前在该制度的研究和实践中值得共同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 … 



题目=学科馆员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研究 



精调研     
补充新的关键词   经典+前沿  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和观点  

学科馆员考核、 考评、  评价、 质量系统 、 服务反馈、 技能考核…. 
 
经济学中各种技能考核方法、评价体系、评价指标、权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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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调研的过程 



PART 
TWO 

文献类型与检索工具 



常用的文献类型 

图书：馆藏书目查询、读秀、超星数字图书馆 
期刊：中国知网、读秀期刊、万方数据、维普网、开放获取资源 
              Ebsco   Proquest  Springer  ScienceDirect  Iop … 
报纸：中国知网（报纸）、Proquest 
会议文献：中国知网（会议）、万方（会议）、读秀（会议） 
                        Web of Science_CPCI 
学位论文：Proquest(PQDT)、 
                       中国知网（学位论文）、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 
标准:中国知网（标准）、万方（标准）、国内外标准官网… 
专利:中国知网（专利）、万方（专利），德温特世界专利… 
音像资料 
等等 



选择检索工具 

沈阳师范大学数据库导航 



选择检索工具 

清华大学数据库导航系统 



选择检索工具 

•了解研究领域的核心/普通期刊网站、学术论坛、名家博客 
 
北大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5年版 
学科门户网站（物理数学学科门户phymath.csdl.ac.cn） 
小木虫论坛，科学网 
科学网博客 
 

•最新研究热点，前沿 
跟踪最新会议，学会/协会网站，论坛，中国学术会议在线 

http://emuch.net/bbs/index.php
http://www.sciencenet.cn/blog/
http://www.meeting.edu.cn/


PART 
THREE 

数据库检索原理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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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检索的基本步骤 



1.分析检索课题  
科研攻关型：是要解决研究或生产中的一些技术难题，要求
查准率高，要找到合适的文献。 
课题普查型：是针对课题收集系统详尽的资料，要求查全率
高，一般采用回溯检索。 
研究探索型：要及时掌握国内最新科研成果劢态，要求信息
新颖及时，用定题检索方式。  
  
   与业范围:确定课题涉及的与业及学科 
   时间范围:确定课题需要检索的年代跨度 
   地理/诧种范围:确定课题在某国家或地区处于领先,优先选
择该国的检索工具 



2.选择数据库 

选择原则可概括成4C 
Content: 它涉及的学科内容、科技含量、数据库类型(如：数值、
事实、文摘、全文等),数据来源(如：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与利
文献、科技报告等)。 
 
Coverage: 检索工具的规模，它涉及的时间范围、地理范围、机
构来源、文献量等。 
 
Currency:数据库的更新的及时性,更新的频率、周期。 
 
Cost:指数据库的使用费用。 



选择数据库 

数据库的角色 
提供更多相关、准确的检索结果和权威性的文献信息 
如果权限允许，可以直接获取全文 

 
搜索引擎的角色 

信息全但杂，不与业数据库的对接 
开放获取资源的检索 
百度学术、雅虎 



选择数据库 



选择数据库 

文摘不索引型数据库的角色不任务 
 
•广和全的与业覆盖面 
•高质量的检索系统 
•内容的及时更新 
• 不搜索引擎比，提供更多相关准确的检索结果 
• 有劣于对确定主题方向的相关文献迚行全面把握 
 - 建立不全文资源的链接 
 - 来源出版物多为核心期刊 
 
    SCI  SSCI  A&HCI  EI  CA  …. 



选择数据库 

•中文数据库 
      读秀、知网、万方、超星数字图书馆、维普、国家图书馆 
•外文数据库 
      Ebsco ，Proquest  , Wiley,  ScienceDirect,  Jstor 
      Springer,  Rsc,  Iop 
•搜索引擎 
      百度学术、谷歌、谷歌学术、微软学术、雅虎 
•学术传递系统 
      读秀、CALIS , CASHL,学术论坛（小木虫、零点花园） 
       



3.制定检索策略 

1确定具体的检索途径，包括分类、主题、题名、责任者或其它。 
 
2确定相关的检索词。 
 
3构成检索表达式。它由检索词和检索系统允许使用的各种运算符
组合而成，是检索策略的具体体现 
 
构造检索式就是把已经确定的检索词和分析检索课题时确定的检
索要求用检索系统所支持的各种运算符联接起来，形成检索式 



目前并非所有“主题”字段检索都是规范主题词检索 

 
中国知网 

①  主题： 通常包括文献题名、文摘、关键词等字段。 
② 题名/ 关键词： 重点突出、查准率高。 

主题=题名+关键词+摘要 



4.制定检索策略 



4.制定检索策略 

检索式=检索词+组配符号 性别收入差异研究 



如何确定检索词 

检索词可分为两大类：   
•描述文献主题内容的词  
主题词、关键词、分类号等   
•描述文献外部特征的词  
著者、著者单位、出处、访问号 (access number)等 



性别收入差异研究 

•通过已有的知识获得（利用工具书、平时搜集与业词汇）   
•通过已有文献获得（滚雪球法） 
• 数据库主题词表 
 
 

如何确定检索词_1 



在检索结果中发现相关词语 









英文检索词的获取 

•使用工具书（各类科技词典）、网络、数据库 
•收集中文文献的英文关键词 
•CNKI翻译劣手  

http://dict.cnki.net 

百度翻译、谷歌翻译、有道翻译等 

•试查相关英文数据库，扩展、变更检索词 

http://dict.cnki.net/




 

2 文 献 检 索 



 

2 文 献 检 索 



•越具体/与指越好，避免选择一词多义、含义泛指、模糊的词 
 
• 同义词、相关词、近义词、缩写不全称、与业术诧不通俗 称谓的选择  
(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Computer assisted instruction）；  
 
•应多用有实际意义的名词，“theories of Latent inhibition” 
•排除重复概念，（研究 、分析） 
•丌用过长词组   （旧城改造规划） 
•去掉介词、连词、冠词等停用词（the,is,for) 
 

如何确定检索词_2 

东三省下岗职工就业问题研究 

东北  老工业基地  辽宁 吉林 哈尔滨 
下岗 就业  失业 再就业 



•主题词是以概念为基础，从自然语言中优选，经过规范 化的语词
（controlled-terms）；  
 
•主题标引的依据是“主题词表”，包括学科主题词语、 人名、地名、团体名
称、会议名称词语； 
 
• 主题词检索是主要检索点。 

如何确定检索词_3 

从主题词表中获得 



4.制定检索策略 



逻辑运算符 
NOT → AND → OR 用括号变更顺序 

（Computer-aided  or  Computer-assisted  or Computerbased）   

and English testing  

例：  
计算机辅助英语测试 



右截断 

如 comput*,可以检出 
compute（计算） 
computer（计算机） 
computing 
computation（计算） 
cuomputerisation（计算机化） 

左截断 

*magnetic（磁性的）,可以检出 
Electromagnetic（电磁的） 
Paramagnetic（顺磁性的） 
thermo-magnetic（热磁的） 

截词符 



中间截断 

wom?n,可以检出woman women 
复合截断 

？chemi*，可以检出 
Chemical（化学的） 
Chemist（化学家） 
Chemistry（化学） 
Electrochemistry（电化学） 
Electrochemical（电化学的） 
physicochemical（物理化学的） 
Thermochemistry（热化学） 



查找有关 
“组织变革条件下员工压力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employee stress）” 
 的英文文献 

最初：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employee stress 

调整：(employee* OR worker*) 
AND (stress OR anxiety OR 
tension OR strain OR pressure ) 
AND (organi?ation* change*) 



PART 
FOUR 

检索结果的阅读分析 



初步检索结果
的解读 

数量 相关性 
时效性 
全面性 



•  检索结果过多 
• 增加检索词,在检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检索 

• 选择更专指的检索词,排除无关概念 

• 限定检索范围:检索字段、时间、文献类型、语言、被引次数、下载次数、
作者、机构单位、研究层次、核心期刊 

• 使用“词组检索” 替代“AND”算符 

数据库中的分组和排序功能 

数量 



1 

3 

2 

增加检索词 

分组/排序 

限定学科 



4 核心期刊 



• 检索结果过少 
• 减少检索词、选择更宽泛的检索词、增加同义词 

• 减少检索范围限定：检索字段、时间、文献类型、语言等 

• 用“AND”算符替代词组 

• 使用通配符（*） 

宽泛的检索范围，又易出现较多的无关信息，用相关性进行排序 



相关性 

看检索词： 

主要检索词是否出现在关键字段（题名、文摘、关键词）
高亮显示 

检索词作为短语出现还是作为独立单词出现 

若作为单词被分别检索出来，则位置越接近越好 

检索词出现的频率越高越好 
看摘要： 

摘要内容是否跟自己的研究课题方向相关 
 





•查找课题的研究热点和最新研究成果 
将检索结果按年代排序 

•通过阅读文后参考文献获得经典文献 
如果参考文献中大多数不是最近3-5年的文献，
该文献的参考价值就不大了（经典文献除外） 

•阅读综述性（Review）文献 

阅读中注意：引言中是如何阐述其研究思路以及
如何得出研究想法的。 

•注重学位论文阅读 
 

时效性 
全面性 



• 综述性论文的特点 
• 综合性、扼要性 、评价性，参考文献多。 

• 应作为起步文献加以参考利用 

 

• 注重学位论文的检索和阅读 
• 1数据图表充分详尽 

• 2参考文献丰富全面 

• 3可得到课题研究现状综述 

• 4可跟踪名校导师的科研进程 

• 5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 

可获得课题研究的更多相关文献 

在泛调研和精调研阶段  
均应作为“起步文献”加以利用 



3 文 献 阅 读 
巧用数据库的文献分析 



 



 



切换到摘要阅读方式 



• 研究资助基金分析可以了解 国家对这一领域的科研投入如何， 
研究人员可以对口申请课题 

 

• 按“机构名称”分析可以了解有哪些 机构从事相关研究，从而关
注其研究 进展，发现潜在的合作伙伴。 

 

• 被引次数是判断一篇论文比较直观也比较有效的方法 

 

• 通过浏览摘要、主题词字段有助于用最短的时间掌握文献的核心
内容 

检索结果的阅读分析 



• 对于获取的文献信息，应分门别类地加以管理；   

• 在分类的过程中，有助于更好地思考问题和整理 文献综述大纲； 
 有助于反复查询；  

•  边调研文献、边整理、并做记录，记录下重要的 结论、经典的
句子、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等；  

•  最好对文献调研过程也进行记录，建立大事记。 

检索结果的管理 



文献管理软件 

NoteFirst 



小思考： 

• 1、查找一下你所研究领域的“经典+前沿”文献，写出中文文献

20篇、外文文献20篇。 

• 2、写出你查找出的文献的检索思路（如何写检索式、如何判断

去哪个数据库查找等）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