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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论文攥写

便于论文攥写

本科生毕业要求撰写毕业论文，阅读文献的过程中

能很好的掌握文章框架结构、行文组织方式，这些

知识可以辅助大四的毕业论文。



助力深入研究

助力深入研究

文献阅读是本科生运用所学专业技能进行更深入研

究的开始。进入大学后更加注重我们所在的专业领

域的知识的学习通过阅读文献，学生可以了解所研

究领域的发展史和前辈们的研究，从而为未来的研

究生学习或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帮助评奖评优

帮助评奖评优

本科期间如果能在期刊上发表文章对评奖评优是有

很大帮助的，但是想发表文章就需要阅读大量的文

献去获取经验。





常用学术数据库

中国知网

谷歌学术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万方

EBSCO

科睿唯安

Sci-hub

SooPat

…

商业数据查询平台

中国知网的“中国经济社

会大数据研究平台”

国家统计局

中国政府网

路透

阿里数据

36氪

万得

…







知网简介

1995年

致力于全方位、立体化、体系化打通全

球知识信息资源的生产、传播与利用各

环节；建设促进知识学习、交流和创新

的“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服务科教兴国、创

新发展战略，凝聚

知识，服务创新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知网

两司一社：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

新时代使命：服务科技创新，促进学术传播，承担社会责任



世界知识大数据

文献总量：
5亿多篇

学术、教育专著图书：
国内50万部
国际近40万种

国内外
标准
62万

学术期刊：
7万种

碎片化知识

事实知识：1,183,727万条

学术内容：110,182万条

事实知识：29,628万条

学术内容：5,526万条

科技类 哲社类

7国2组
织专利1
亿多件

国内外
法律法
规106万

国内外重要出版机构 国际化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各级知识大

数据关联在

一起，形成

知识网络

收录范围：
国际期刊>80%

国内出版物>90%

全球知名学术出版集团

国际知名的学协会

美国计算机
协会

英国物
理学会

国际光学工
程学会

英国工程技
术学会

麻省理工大学
出版社

剑桥大学
出版社

牛津大学
出版社

国际知名大学出版社

国际组织

国际科学组
织

经济与合作组
织

世界银行

主流小语种期刊平台

日本 法国德国

9000多期
刊编辑部

938家学位
授予单位

3200家学
协会

500多家报
社

400多家出
版社

国内出版机构

900余家国际出版集团

中国知网



知网数字资源介绍



知网节

期刊全文 博硕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报纸全文

标准（国标全文&行标全文&标准题录）

专利全文

科技成果

年鉴

分组聚类
统计排序

知网数字资源



期刊全文

分组聚类
统计排序

知网节

• 行业研究中的重大发现和重大成果，大多刊载再期刊上；至世界第

一种期刊出现后，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学术期刊有成熟的论文审

核机制，内容质量有保证；学术期刊被科研人员作为交流与传播的

首选文献类型。

• 期刊数量大、内容更新快；2020年世界科技论文，日均6391篇，每

分钟4.4篇，所以通过学术期刊，可以快速获取大量最新的研究信息

。期刊是科研人员获取最新学科进展，更新知识的主要源泉；

• 期刊是科研人员工作中获得前沿资源、研究方法、技术、同行经验

的来源；

期 刊 资 源



知网节

人工智能

期 刊 资 源



• 选题新颖、具有独创性：一般为学科前沿性课题；学术造诣较深

的专家指导下完成的；

• 论述具体：研究过程论述得比较具体，论述性强，具有较好的参

考与借鉴价值

• 参考文献收集完整：是在学习和研究中参考大量文献、进行科学

研究的基础上而完成的，掌握到一至三本博士论文或硕士论文，

并利用其参考文献，相关领域的数据收集就很完整了；节省数据

收集的时间

• 灰色文献，一般不在刊物上公开发表

分组聚类
统计排序

知网节

博硕学位论文

知网数字资源介绍



研究背景 研究现状



知网节

博硕资源

人工智能



会议全文

分组聚类
统计排序

知网节

• 许多想法、理论或概念往往在会议中首次出现，帮助行业人员了

解该领域研究及发展的最新进展。

• 传递的信息针对性强：每届都有主题，因此，会议论文都有较强

的针对性

会议资源



分组聚类
统计排序

知网节

报纸全文
• 社会发展的真实记录，具有较高的研究与参考价值。

• 了解某个研究方向或某政策的历史报道，为当下研究提供参考

• 活动宣教的素材：通俗易懂，可以作为机构宣教的素材。

报 纸 资 源

2000年以来的金融支
农政策的相关报道

2000年以来的青蒿
素相关报道。

了解某种研究或某政策的历史报道，为当下
研究提供参考



分组聚类
统计排序

知网节

通常是指发明人或专利权人申请专利时向专利局所呈交的一份详细说明发
明的目的、构成及效果的书面技术文件，经专利局审查，公开出版或授权
后的文献。专利文献的特点是：数量庞大、报道快、学科领域广阔、内容
新颖、具有实用性和可靠性。

洞悉竞争对手、同行的研究进展

反映一个机构、国家的核心技术竞争力

专利全文

专 利 资 源



分组聚类
统计排序

知网节

1、全面、系统、权威的信息资料，汇集了行业一年重要的

信息资料，既有宏观全局的资料，也有微观典型的资料；快

速了解国内行业发展状况、机构状况；为领导决策、制定发

展规划、撰写总结计划等提供数据支撑；

2、为行业研究、行业分析报告、实证研究等提供所必须的

各类数据资料。

年鉴

年 鉴 资 源

来自《中国物流年鉴》，

记录了2021年中国交

通运输业基础设施的投

资情况、运输服务情况、

现有的运输装备情况等





中国知网 www.cnki.net



产品体系导航

聚类划分产品体系，有针对性
地做产品引导。

检索功能

精简检索框内容，聚焦核心功能。

定制功能

提供常用服务定制功能，
满足您的个性化需求。

学术热点

及时获取学术热点，提供热门
学术文献及关键词周级排行。

新产品展示

新品速递，展示最新
上架或更新的产品。



文献检索方式

0302

01

04

一框式检索

高级检索
专业检索

作者发文检索

05

句子检索



中国知网 www.cnki.net



01一框式检索 第一步，选择检索范围第二步，下拉选择检索项

1.主题检索

主题检索是在中国知网标引出来的主题字段中进行检索，该字段内

容包含一篇文章的所有主题特征，并采用关键词截断算法，将低相

关或微相关文献进行截断。

篇关摘检索：篇关摘检索是指在篇名、关键词、摘要范围内进行检索，

关键词检索：检索的范围包括中、英文关键词，以及对文献进行分析计算

后机器标引出的关键词。

篇名检索：期刊、会议、学位论文、辑刊的篇名为文章的中、英文标题。

报纸文献的篇名包括引题、正标题、副标题。年鉴的篇名为条目题名。专

利的篇名为专利名称。标准的篇名为中、英文标准名称。成果的篇名为成

果名称。古籍的篇名为卷名。



1.检索项（内容特征）

主题

篇关摘

篇名

关键词

摘要

全文

小标题

2.检索项（外部特征）

作者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作者单位

基金

参考文献

文类号

文献来源

DOI

篇关摘检索：篇关摘检索是指在篇名、关键词、摘要范围内进行检索，

关键词检索：检索的范围包括中、英文关键词，以及对文献进行分析计算

后机器标引出的关键词。

篇名检索：期刊、会议、学位论文、辑刊的篇名为文章的中、英文标题。

报纸文献的篇名包括引题、正标题、副标题。年鉴的篇名为条目题名。专

利的篇名为专利名称。标准的篇名为中、英文标准名称。成果的篇名为成

果名称。古籍的篇名为卷名。

检索项的选择



检索项的选择



2.检索项（外部特征）

作者

检索项的选择



01一框式检索

查准：关键词>篇名>摘要>主题>全文

查全：全文>主题>关键词>摘要>篇名

人工智能

2014.10.9-2024.10.9,人工智能在油田开发领

域的应用



02 高级检索

特点

1. 高级检索支持多字段逻辑组合，并可通过选择精确或模糊的匹
配方式、检索控制等方法完成较复杂的检索，得到符合需求的检索
结果。

2. 多字段组合检索的运算优先级，按从上到下的顺序依次进行。



高级检索

通过条件筛选、时间选择等，对检索

结果进行范围控制。

可同时输入多个检索项进行查找，不同检索项之间关系：AND、

OR、NOT，并可通过选择精确或模糊的匹配方式，提高查准率

保持传统分
类，可收起

功能说明及
功能引导区



02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 有关于“人工智能”和“新质生产力”的相关发文

纸质刊发表印刷之前，可以在知网网络平台

上优先发表，篇均提前69.2天，单篇最高提

前561天。



0 3 句子检索

句子检索：同时包含2个词句的句子或段落



句子检索

人工智能 新质生产力



04 作者发文检索

快速锁定行业带头人/专家文献



文献资源的挖掘方式

1.一框式检索：了解某一个领域的大致的研究内容，检索时涉及

的关键词少，并且不需要逻辑组配

2.高级检索：关键词多、需要多字段逻辑组合

3.作者发文检索：了解行业专家的发文情况

4.句子检索：快速查找一些问题的答案、概念、定义类的

小 结



结 果 筛 选

检索结果

57211篇

434篇

122篇

46篇

筛选





结 果 筛 选



结 果 筛 选

主题标引，类似于透视镜，将所有的检索结果
做一个完整的透视，辅助我们从宏观整体上把
握相关主题的研究方向



结 果 筛 选 优先阅读最新文献内容



结 果 筛 选 优先阅读高质量文献内容--①下载频次/被引频次高的文献资源



结 果 筛 选 优先阅读高质量文献内容--②核心刊资源



结 果 筛 选 优先阅读高质量文献内容--②核心刊资源

普通期刊：涵盖范围广泛，包括省级期刊和国家

级期刊。内容多样，为学者提供了大量学术资源。

核心期刊：以高质量、影响力较大的期刊为主。

包括科技核心、北大核心、南大核心、CSCD核

心、武大核心等，这些期刊在特定领域有着较

高的学术地位。

国内期刊



结 果 筛 选

Web of Science（WoS）：目前使用最广，认可度最高的数据库，由 SCI，SSCI, AHCI, ESCI, 

CPCI五个子数据库组成了WoS的核心数据库。

国外数据

1.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 收录自然科学领域的高质量学术期刊文章，涵盖了物理学、化学、

生物学、地球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

2.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 专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数据库，收录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

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高水平期刊文章。

3.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 涵盖了人文和艺术领域的核心数据库，收录了哲学、文学、艺术、

历史等领域的高质量期刊文章。

4.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ESCI）： ESCI收录了新兴的学术期刊和会议论文，这些期刊和论文在学术上

可能是前沿领域的探索者。

5.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CPCI）： CPCI涵盖了学术会议论文的索引，收录了来自全球范围内

的学术会议论文。



结 果 筛 选

国外数据

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收录开放获取的学术期刊，内容涵盖全球各领域。

SCOPUS： 国际知名的文献检索数据库，包含广泛的学术资源，被广泛用于学术评估和研究分析。

EI（Engineering Index）：涵盖工程技术领域的数据库，收录了全球范围内的学术期刊、会议论文等信

息。

PubMed：重要的生命科学和医学文献数据库，收录了大量医学期刊和研究论文。

IEEE Xplore： 涵盖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数据库，包含了大量高质量的学术文献。

OnePetro： 面向石油和天然气工程领域的文献数据库，收录了丰富的石油工程技术资源。



结 果 筛 选 优先阅读高质量文献内容



结 果 筛 选 优先阅读高质量文献内容--③知名专家

H指数越高 论文的影响力越大



结 果 筛 选 优先阅读高质量文献内容--④知名机构



结 果 筛 选 优先阅读高质量文献内容--⑤基金文献





不求“面面俱到”

只求“抓住精华“

遵循“自我需求”

帕累托定律 /二八定律：事情的主

要结果只取决于一小部分因素。

二八原则阅读法：

阅读20%的论文即可获取80%

的信息，快速筛选重点文献。

有目的有重点地读



文献高效阅读

目录 正文 参考文献



文献高效阅读

支持多种笔记形式：划线、高亮、

笔记、复制、摘录及工具书查找



文献高效阅读



文献高效阅读



文献高效阅读





鸟瞰领域，研究现状了解分析,研究趋势、研究点、谁在研究等



可视化分析



为提升我校师生学术研究、工作学习的效率和

质量，中国知网现已为我校开通AI学术研究助手

的试用，试用期：2024年9月19日-11月19日，请

大家积极使用并给予反馈！





CNKI AI学术研究助手

CNKI AI学术研究助手（CNKI AI for Academic），

是大模型时代知网全面拥抱AI、赋能科研全流程创新

的全新探索，是推进生成式知识服务与问答式增强检

索的场景实践。基于AI技术驱动的智能化服务，可大

幅简化科研流程，提升科研效率与质量，全面服务科

学研究和赋能科技创新。

• 知识获取效率

• 文献筛选效率

• 专题研究效率

• 论文创作效率

赋能科研全流程，打造新质生产力

• 文献研读效率



AI辅助研读模式



提高阅读效率和知识吸收率

文献精读是对文献进行深入的阅读、

理解和分析，您可随时选择概念解

释、中英互译、引用问答、文献推

荐等伴读服务，达到辅助用户无障

碍研读，大幅提高用户的阅读效率。

体系化解答和问答结果的全景透视

通过全库问答功能，您可以在更大

的范围内提问，AI学术研究助手将

在知网全库范围为您寻找最为贴切

的答案，帮助快速找到与您的意图

最为接近的一组文献，并自动给出

概要总结。

大幅节省甄选、了解文献的时间

实现对文章大纲、要点、研究方法

与结论的快速提炼，对文献重要问

题、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扩展，还可

对参考文献、引证文献、相似文献

进行推荐和摘要汇总。

快速发现选题及设计研究方案

实现专题内文献的观点总结、方法

总结、结论提炼以及摘要汇总等功

能，助您高效完成多篇文献的结构

化、系统化阅读。

研读
模式

单篇问答 专题问答

文章伴读 全库问答

深度学习理解 激发创新火花 加速创作进程



AI辅助创作模式



创作
模式

资料研参 对话写作

智能伴写 内容润色

研读成果运用

将研究与创作环节

紧密结合，实现高

效创作。

资料研 参

激发写作灵感

以对话的形式辅助

写作，激发创意火

花。

对话写 作

随时随地伴写

扩写、缩写、改写、

润色、概念解释、

中英翻译等功能

智能伴 写

提升文章内容质量

提升文章语言精准度、

逻辑清晰度、内容规范

性等，文章可读性等。

润色 批改

降低写作难度 激发创意灵感 创作效率与质量双提升





1、访问https://aiplus.cnki.net，注册或登录个人账号

2024年9月19日-11月19日



2、微信扫描二维码，登录知网个人账号，绑定AI

助手机构主账号获得使用权益



扫码观看演示视频（见“CNKI知网同学”微信视频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