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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文献检索与写作



一、科技文献的类型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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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科技论文

科技论文是一种学术或专业性文档，旨在记录和传达科学、工程

、技术和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发现和理论。这些论文通常

由研究者、科学家、工程师、学者或专业人士编写，并用于分享

他们的研究成果、新见解和创新，以便其他人能够了解、验证、

建立在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或将其应用于实际问题解决。

2. 科技论文的作用与意义

科技论文是科学交流和知识传播的关键工具，对学术界和工业界

的研究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撰写和发表科技论文有助于促进

科学和技术进步，推动创新，并加强学术和专业团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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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文献的类型和重要性

3. 科技论文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结构化格式： 科技论文通常遵循一种特定的结构，包括摘要、引言、方

法、结果、讨论和参考文献等部分，以使读者能够轻松理解研究的背景

、方法和发现。

引用和参考文献： 作者通常会引用相关文献，以支持其研究并展示其工

作与先前研究的联系。这些引用和参考文献通常遵循特定的引用风格。

科学方法和数据： 科技论文通常包括详细的实验方法、数据分析和结果

呈现，以便其他研究人员能够重复研究或进行类似的实验。

科学贡献： 科技论文强调作者的研究成果和贡献，通常以科学和工程领

域的术语来表述。

同行评审： 许多科技论文会经过同行评审，这意味着它们会被其他专业

领域的专家仔细审查和评估，以确保其质量、方法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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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文献的类型和重要性

4. 科技论文的常见类型

期刊文章： 发表在学术期刊中的研究论文，通常包括详细的研究成果、

方法和分析。期刊文章经过同行评审，以确保其质量和可信度。

会议论文： 在学术或专业会议上呈现的研究成果。会议论文通常较短，

重点放在研究的关键方面。它们可以随后发表为期刊文章。

报告： 包括技术报告、研究报告和白皮书等。这些文献类型通常由机构

、政府或企业发布，用于传达研究或项目的结果和建议。

专利文献： 记录了新发明或创新的专利文件。它们提供了发明的详细描

述，以及权利和法律保护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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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文献的类型和重要性

4. 科技论文的常见类型

学位论文： 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代表研究生或学位候选人完成

的独立研究项目。它们可以在大学图书馆或在线获得。

技术手册： 包括技术规范、操作手册和用户手册等，用于指导和解释特

定技术或产品的使用和维护。

参考书籍： 包括教科书、百科全书、技术词典和手册等，提供了广泛的

技术和科学信息，适用于查找和参考。

科普文章： 面向大众的科学普及文献，旨在以易懂的语言解释科学和技

术的概念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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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文献的类型和重要性

5. 期刊文章的主要类型

研究性文章（Research Articles）： 研究性文章是最常见的期刊文章类

型。它们详细描述了独立研究项目的设计、方法、实验结果和讨论。这

些文章旨在报告新的研究发现，通常包括数据、图表和详细的分析，以

支持作者的观点和结论。

综述文章（Review Articles）： 综述文章对某一领域的研究进行全面的

回顾和总结，以便为读者提供关于该领域的最新发展和趋势的综合了解

。这些文章通常由专家编写，包括对过去研究的评估和对未来研究方向

的建议。综述文章有助于研究人员了解某一领域的知识，快速获取文献

的全貌，以及确定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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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文献的类型和重要性

5. 期刊文章的主要类型

方法文章（Methodology Articles）： 方法文章详细介绍特定研究方法

或实验技术的应用。它们通常包括步骤、实验条件、工具和材料的清晰

描述，以帮助其他研究人员重复相似的研究或实验。

评论文章（Commentary Articles）： 评论文章是作者对特定主题或研

究领域的意见、见解或评论。它们通常不包含原始研究数据，而是更多

地侧重于讨论、反思和观点的表达。

短报告（Short Communications）： 短报告通常是对较小规模的研究

或发现的简洁报告。它们相对较短，重点放在核心信息上，以迅速传达

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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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文献的类型和重要性

6. 科技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知识获取： 科技文献提供了最新的科学和技术知识，使研究者能够了解

先前研究的成果、新发现和理论。这有助于他们建立对特定领域的全面

了解。

文献综述和理论建构： 研究者使用科技文献来进行文献综述，以总结和

分析已有研究的结果。这有助于建立新的理论和研究问题，并确定未来

的研究方向。

实验设计和方法： 科技文献提供了各种实验方法、工具和技术的详细描

述，使研究者能够选择和设计适当的实验方法，确保研究的可重复性和

有效性。

数据支持： 科技文献通常包括实验数据、图表和分析结果，可用于支持

研究假设和结论。这些数据有助于增强研究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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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文献的类型和重要性

6. 科技文献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同行评审和质量控制： 许多科技文献经过同行评审，确保其质量和可信

度。这意味着其他专家在发表前会审查和评估文章，从而提高了研究的

可信度。

概念发展和创新： 科技文献鼓励创新和新颖的思考。研究者可以基于先

前的工作建立新理论、方法和技术，推动领域的发展。

学术交流和合作： 科技文献促进了学术界和科学社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研究者可以了解同行的工作，建立合作关系，共同解决重大问题。

教育和培训： 科技文献对教育和培训非常重要，它为学生和新研究者提

供了学习和参考的材料，帮助他们理解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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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CI论文及其分区

1. SCI论文及其影响因子

SCI论文：被收录在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数据库中的学术期刊

文章。SCI是由Clarivate Analytics（前身为汤普森路透）维护的一个引

文索引数据库，包括各个学术领域的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文章。SCI论文

通常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因为它们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影响因子是一个用于评估学术期刊影响力

的指标，它是由Clarivate Analytics（先前为汤普森路透）发布的。影响

因子是根据特定期刊在一定时期内被引用的频率计算的。通常，影响因

子表示特定期刊的文章在前两年内被引用的平均次数。影响因子较高的

期刊通常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然而，影响因子也受到一些批

评，因为它可能受到引用的时间和领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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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CI论文及其分区

2. JCR及中科院分区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是由Clarivate Analytics发布

的一个数据库，用于提供关于学术期刊的引文数据和影响因子等指标。

基本依照影响因子、引文频次等信息进行从高到低进行排名，有助于学

者了解期刊的引用表现和影响力。

各学科分类中影响因子排名前25%(含25%)为1区

各学科分类中影响因子排名25%-50% (含50%)为2区

各学科分类中影响因子排名50%-75% (含75% )为3区

各学科分类中影响因子排名在75%后的为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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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CI论文及其分区

2. JCR及中科院分区

中科院分区： 中国科学院分区，又称中科院分区，是由中国科学院出版

物研究中心发布的期刊分区体系。其根据每年的JCR数据，将学科分为14

个大类和174个小类。每个学科分类按照期刊的影响因子高低，分为4四

个区。

各学科分类中影响因子排名前5%(含5%)为1区

各学科分类中影响因子排名5%-20% (含20%)为2区

各学科分类中影响因子排名20%-50% (含50% )为3区

各学科分类中影响因子排名在50%后的为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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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CI论文及其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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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CI论文及其分区

3. 普遍认可的期刊排名

第一梯队：Cell，Nature，Science

第二梯队：CNS子刊（Scientific Reports等除外），PNAS等。

第三梯队：其余中科院1区

第四梯队：中科院2区

第五梯队：中科院3区

第六梯队：中科院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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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搜索和获取

1. 常见文献检索网站

Google Scholar：https://scholar.google.com/

PubMed：https://pubmed.ncbi.nlm.nih.gov/

Web of Science：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

Bing academic：https://cn.bing.com/academic

ScienceDirect：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Springer：https://link.springer.com/

Sci-hub：https://www.sci-hub.ren/

百度学术：https://xueshu.baidu.com/

中国知网：https://www.cnki.net/

万方数据：https://g.wanfangdata.com.cn/

维普期刊：http://lib.cqvip.com/

https://scholar.google.com/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
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
https://cn.bing.com/academic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https://link.springer.com/
https://www.sci-hub.ren/
https://xueshu.baidu.com/
https://www.cnki.net/
https://g.wanfangdata.com.cn/
http://lib.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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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地文献的管理

常见文献管理软件

EndNote： 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文献管理工具，允许用户创建文献库、自

动生成引用、插入引用到文档中，并根据不同引用风格格式化文献列表

。它支持多平台，包括Windows和macOS。

NoteExpress：是一款面向学术研究者和学生的文献管理和引用工具。它

具有文献管理，引用生成，全文阅读，检索和导入，协作和分享，笔记

记录，自动同步等功能。

http://www.inoteexpress.com/aegean/

http://www.inoteexpress.com/aeg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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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地文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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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地文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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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地文献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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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论文的写作

1. 科技论文写作的基本原则

明确目标和主题： 在写作之前，明确你的研究目标和论文的主题。确保

你了解研究问题，并能够将其明确定义。

受众导向： 考虑你的受众是谁，以确保你的写作风格、术语和内容对读

者来说是合适的。不同受众可能需要不同的写作方式。

清晰和简洁： 写作应该清晰明了，避免模糊不清的表达和冗长的句子。

使用简单直接的语言，确保读者能够轻松理解你的观点。

结构和组织： 使用适当的结构和组织来呈现你的思想。常见的结构包括

IMRaD（引言、方法、结果、讨论）或其他适用于你的领域的结构。

适当引用和引文： 在论文中引用其他研究，确保提供正确的引用，避免

抄袭。遵守引用风格指南，如APA、MLA或Chicago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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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论文的写作

1. 科技论文写作的基本原则

精确性： 在描述研究方法和结果时要保持精确性。避免不准确或误导性

的陈述。描述实验和数据分析的细节。

一致性： 在使用术语、格式和风格方面保持一致性。检查拼写、语法和

标点符号，确保它们符合规范。

逻辑和论证： 科技论文应该具有逻辑的结构，每个段落和部分都应该有

明确的论证和联系。提供证据支持你的观点。

清晰图表和图像： 如果你包括图表、图像或表格，确保它们清晰可读，

有适当的标签和标题，并与文本内容相关联。

伦理和合规性： 遵守伦理规范，包括研究伦理和学术诚信。确保你的研

究符合伦理标准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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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论文的写作

2. 科技论文写作的基本架构：

题目（Title）： 论文的题目应该简洁明了，准确反映研究的主题和范围

。它通常是读者第一次接触到论文的部分，需要具有吸引力和信息性。

摘要（Abstract）： 摘要是一份简短的总结，概述了论文的目的、方法

、主要结果和结论。它通常在论文的开头，是读者快速了解论文内容的

工具，一般具有一定的程式化。

关键词（Keywords）： 关键词是描述论文主题和内容的术语或短语。它

们用于索引和检索论文，使人们能够更容易地找到你的研究。

正文：IM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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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论文的写作

2. 科技论文写作的基本架构：

结论（Conclusion）： 结论部分对研究的主要发现进行总结，并回答研

究问题或验证研究假设，并提供进一步的讨论和建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参考文献部分列出了在论文中引用的所有文

献，如期刊文章、书籍、报告和网站。它遵循特定的引用风格指南，以

提供引文的完整信息，便于读者找到原始文献。

致谢（Acknowledgments）： 致谢部分用于感谢提供研究资助、支持

、技术协助或其他贡献的个人、机构或团队。它是一种感谢的方式，通

常出现在论文结尾。

数据可用性（Data Availability）： 这部分提供有关研究数据的信息，

包括数据存储位置、访问权限和数据集的详细描述。它有助于其他研究

者复制你的研究或进一步探讨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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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论文的写作

3. 科技论文写作的主体架构：IMRaD

引言（Introduction）：

• 文献回顾：介绍研究背景，概述先前相关研究，讨论已有的知识和研

究进展，以显示你的研究在其中的位置。

• 目的：引言部分的主要目的是引起读者的兴趣，提供研究背景，并明

确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 研究问题和假设：明确你的研究问题或假设，表明你打算解决的问题

或进行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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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论文的写作

3. 科技论文写作的主体架构：IMRaD

方法（Methods）：

• 描述研究设计：详细描述你的研究设计，包括实验、调查或观察的方

法。

• 数据收集：解释数据收集方法，包括样本选择、数据收集工具和实验

条件。

• 数据分析：说明如何分析数据，包括统计方法、软件工具和数据处理

步骤。

• 伦理考虑：提及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和保护参与者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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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论文的写作

3. 科技论文写作的主体架构：IMRaD

结果（Results）：

• 数据呈现：以清晰的表格、图表和文本形式呈现主要研究结果，但不

要解释或评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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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技论文的写作

3. 科技论文写作的主体架构：IMRaD

讨论（Discussion）：

• 结果解释：在讨论中对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说明它们与研究问题或

假设的关联。

• 结果比较：将你的结果与之前的研究进行比较，强调新发现和贡献。

• 讨论限制：诚实地讨论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方法、样本、分析等。

• 结论和建议：总结研究的主要发现，并提出可能的研究方向和实践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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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技论文的道德问题

科技论文中常见的科技问题

数据造假： 数据造假是指在研究中故意伪造或篡改数据，以支持虚假的

研究结果。这种行为是严重的学术不端，破坏了科学的可靠性和诚信。

抄袭： 抄袭是指未经充分引用或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将其作为自己的

研究成果。这会剽窃他人的工作，违反了学术诚信和知识产权法。

重复发表： 重复发表是指将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再次发表在其他期刊中

，或在多个地方发表相同的研究，而不明确说明这一事实。这会误导读

者，破坏了学术诚信。但目前个别期刊开始鼓励一稿多投。

作者不当行为： 作者不当行为包括作者名单的操纵、未经充分贡献的作

者列名、拒绝承认真正的贡献者等。这会导致不公平的学术评价和合著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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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技论文的道德问题

科技论文中常见的科技问题

伪造参考文献： 在文献中伪造引用以提高自己的引用率是一种不道德行

为。这不仅误导了读者，还破坏了引文和影响因子的计算。

未经充分的伦理审查： 如果研究涉及人类或动物参与者，未经适当伦理

审查和获得知情同意是不道德的。

数据保管和共享： 不妥善保管和共享研究数据，可能使其他研究人员无

法验证研究结果，降低了科学研究的透明度。

伪造或指定不合适的审稿人：在论文投稿过程中，伪造不存在或推荐包

含利益关系的审稿人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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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物学试验的基本原则

生物实验设计是生物学研究中的关键步骤，它涉及到合理的计划和设计

实验以获取准确和可靠的数据。以下是一般生物实验设计的主要原则：

对照原则： 对照是实验中的一组条件，它们用于与实验组进行比较，以

确定实验中观察到的效应是否由处理引起。对照组通常接受与实验组相

同的条件，但不接受处理。对照的目的是排除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

，以确保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常见的对照包括正对照和负对照。

• 正对照（Positive Control）： 正对照是一个已知产生预期结果的条

件，用来验证实验方法是否有效。如果正对照不产生预期结果，可能

需要重新评估实验设计。

• 负对照（Negative Control）： 负对照是一个已知不会产生预期结果

的条件，用于排除外部因素或误差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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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物学试验的基本原则

重复原则： 重复是实验设计中的重要原则，它确保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和

一致性。通过对相同条件的多次重复实验，可以减少随机误差的影响，

提高结果的稳定性。在生物实验中，通常需要进行技术重复（同一样本

的多次重复实验）和生物重复（使用不同样本的多次重复实验）。

随机化原则： 随机化是通过随机分配实验条件或样本来消除实验中的偏

见。随机分配有助于减少实验条件或样本的系统性影响，以确保结果的

客观性。例如，随机分配参与者到实验组和对照组可以减少个体特征对

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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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生物学试验的基本原则

单因素控制原则： 单因素控制是一种有效的实验设计方法，其中只有一

个变量被改变，而其他变量被保持不变。这有助于确定特定因素对结果

的影响，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在生物实验中，单因素控制原则特别

有助于确定因果关系。

样本大小计算： 在实验设计中，确定足够大的样本大小是至关重要的，

以确保实验结果具有统计显著性和实用性。样本大小应根据实验设计的

目的、期望的效应大小和统计功效进行合理的估算。

双盲实验设计： 双盲实验设计是一种实验设计，其中既研究人员又参与

者不知道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分配情况。这有助于消除主观偏见和期望对

结果的影响，提高实验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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