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文献精读

1.1.1 进入方式

（1）用户登录后，点击首页第一屏和最后一屏的“开始使用”按钮，可以进入文献精

读的首页。

（2）点击首页第二屏的“一键轻松获取”按钮，可以进入文献精读的首页。

1.1.2 场景化使用说明

应用场景

用户在刚开始新的学习领域时，对领域比较陌生，比较迷茫，不知道该阅读哪些文献，

领域内有哪些代表著作，领域的代表学者有哪些，他们写了哪些文献？领域有哪些最新的研

究成果？

应用举例

小王是刚入学的研究生，他导师的研究方向是“机器学习”。他对这个方向感到陌生，

他想尽快融入导师的研究课题，应该阅读哪些文献呢？

使用说明

在文献精读首页的检索框中可选择字段进行检索，也可用 and、or、not、()、“”构建



检索表达式。例如输入检索表达式“题名:机器学习 and 关键词：人工智能”，点击“搜论

文”，搜索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点击“高关注论文”，可以查看领域内被引频次比较高的核心期刊论文，通过阅读高被

引可以把握领域研究要点；点击“新发表论文”，可以查看领域最新发表的核心论文，通过

读新可以了解领域最新研究进展；点击“综述性论文”，可以查看领域最新发表的综述论文，

综述性论文往往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内研究问题、应用方法、研究结果的高度概括，通过阅读

高质量的综述性论文，可以整体把握领域的研究脉络；点击“优秀学位论文”，可以阅读领

域内高质量的学位论文。

个人用户登录后，点击文献标题右边的收藏按钮，可以将文献收藏到“我的选题-我收藏

的论文”模块中。如下图所示：



除了搜索高水平论文，他也可以搜索领域大牛，输入关键词后，点击“搜专家”，便可

以获取近几年发文比较活跃、发文量和被引量都比较高的专家学者，检索结果如下图所示：

点击专家名片，可以跳转到专家的知识脉络页，可以阅读他们的学术成果。用户通过跟

踪他们的学术动态，可以了解领域的最新进展、预测未来的发展方向。专家的知识脉络页如

下图所示：



1.2 选题发现

1.2.1 进入方式

（1）用户登录后，点击首页第三屏的“一键轻松获取”按钮，可进入选题发现的首页。

（2）用户登录后，点击首页第一屏和最后一屏的“开始使用”按钮，可以进入文献精

读的首页，然后点击导航栏的“选题发现”按钮，切换到选题发现首页。



1.2.2 场景化使用说明

应用场景 1

当高校的老师、学生、科研人员在写论文、学位开题、申报科研项目选题时，帮助他们

发现领域内高价值的选题方向。

应用举例 1

小李是一名研三的学生，需要毕业论文开题，但不知道如何选择有价值的选题方向。选

题发现功能如何帮他找到高价值的选题方向？

使用说明 1

在选题发现首页中的检索框，输入小李所研究的领域关键词，例如输入“数据挖掘”，

点击“发现高价值选题”，结果如下图所示：

（1）如果他想对所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建立全局理解，可以点击“回溯学术脉络”功

能，结果如下图所示：



知识图谱展示的是他所研究领域近 10 年的学术脉络，每个气泡代表一个主题，从左到

右依次表示知识图谱的不同时期，每一列的主题代表这个时期内的热门主题，气泡的大小与

研究主题相关论文量成正比，气泡之间的连线代表主题词之间的关联、演化关系，线条粗细

与关联度成正比。从图中可以看出，数据挖掘领域中，用药规律、大数据、关联规则、聚类

分析、apriori 等词在学术脉络的每个时期都出现，这些词是研究比较热门、比较基础的研究

主题；有些主题是从中间某个时期开始热起来的，并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例如中医传承辅助

平台越来越热；还有的主题是最后两个时间段才热起来的，例如机器学习，是从 2017 年之

后成为数据挖掘领域的研究热门，这样的词更具有研究价值。右边默认展示最新时间段气泡

最大的主题的相关论文，点击其他的主题或圆圈切换对应相关文献。点击收藏按钮可以收藏

该热点主题或相关论文，如下图所示：



收藏的热点主题和相关论文，可以在“我的选题”模块中查看，方便对选题过程进行回顾

和管理。

（2）如果他想站在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发现突破性的课题，可以点击“追踪研究前沿”

按钮，发现学科领域的前沿研究方向。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中，每个前沿主题由一个气泡内的一组关键词组成，这一组关键词共同表达一个前沿

主题。右边默认展示最大气泡对应前沿主题的相关核心文献，点击其他的气泡可切换对应文

献，也可以点击收藏按钮，对前沿主题或相关文献进行收藏，如下图所示：

（3）如果他想做跨学科的研究，从学科的交叉渗透地带寻找选题，可以点击“拓展研

究边界”按钮。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中，蓝色的圆点代表交叉学科，红色点是相关研究主题。可以看出，“数据挖掘”领

域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应用经济学”、“中医学”、“教育学”、“信息资源管理”、

“临床医学”、“电气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交通运输工程”、“中药学”等学

科互相交叉、渗透，并衍生出新的研究课题。右边默认展示气泡最大的交叉学科的相关文献，

点击其他的交叉学科可切换对应的文献。也可以点击收藏按钮，将交叉学科或相关论文进行

收藏，如下图所示：

（4）如果他想打破陈规，避开热点前沿，去寻找增长迅速、处于萌芽阶段的潜力研究

主题，可以点击“发掘新兴主题”按钮。结果如下图所示：



新兴主题前几年研究频次都不高，但近几年处于快速增长趋势，我们预测它未来可能成

为研究热点。左侧展示新兴主题，突发强度越高，说明发文量增长越快；右侧默认展示第一

个新兴主题对应论文。如果他对某个新兴主题感兴趣，点击新兴主题可以切换对应文献。点

击收藏按钮，可以将新兴主题或相关论文进行收藏，如下图所示：

有的新兴主题有相似主题，如果他感兴趣，可以点击“相似研究”查看相似主题对应论

文：



还可点击研究趋势查看新兴主题近十年的关联研究趋势与每年的论文发表量：

应用场景 2

对于科研管理人员进行决策时，可以帮助他们分析学科的发展趋势、把握学科发展方向。

应用举例 2

张老师是高校科研处的老师，他需要把握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掌握学科研究热点前沿、

新兴研究趋势及交叉学科研究现状，从而制定科研计划及做出科研决策。选题发现功能如何

帮他整体把握学科发展的大局，辅助他做出科研决策？



使用说明 2

在选题发现首页中的检索框，选择张老师关注的学科（教育部学科分类），例如点击“中

医学”，立刻进行分析。

（1）如果他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历程建立全局理解，整体把握学科热点的发展态势，

可以点击“回溯学术脉络”功能，结果如下图所示：

知识图谱展示的是“中医学”近 10 年的学术脉络，每个气泡代表一个主题，从左到右

依次表示知识图谱的不同时期，每一列的主题代表这个时期内的热门主题，气泡的大小与研

究主题相关论文量成正比，气泡之间的连线代表主题词之间的关联、演化关系，线条粗细与

关联度成正比。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医学”学科中，临床疗效、名医经验、临床效果、中

医药、生活质量、腰椎间盘突出症、数据挖掘、脑卒中、meta 分析、针刺疗法等主题的研

究比较热。右边默认展示最新时间段气泡最大的主题的相关论文，点击其他主题或圆圈切换

对应的相关文献。点击收藏按钮可以收藏热门关键词或相关论文，如下图所示：



（2）如果他想追踪学科的研究前沿，辅助制定学科发展计划，可以点击“追踪研究重

点”按钮，发现学科领域的前沿研究方向。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中，每个前沿主题由一个气泡内的一组关键词组成，这几个关键词共同表达一个前沿

主题。右边默认展示最大气泡对应的前沿主题的相关核心文献，点击其他气泡可切换对应的

文献；点击收藏按钮，可以对前沿主题或相关文献进行收藏，如下图所示：



（3）如果他想把握“哲学”跨学科研究趋势，了解学科交叉渗透衍生出哪些研究方向，

可以点击“拓展研究边界”按钮。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中，蓝色的圆点代表交叉学科，红色点是相关研究主题。可以看出，“中医学”与“临

床医学”、“中药学”、“护理学”、“药学”、“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社会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作物学”、“口腔医学”等学科互相交叉、渗透，并

衍生出新的研究课题。右边默认展示气泡最大的交叉学科的相关文献，点击其他交叉学科可

切换对应的文献。点击收藏按钮，可以收藏交叉学科或相关论文，如下图所示：



（4）如果他想洞察最新科学研究动向，跟踪新兴领域的研究进展，可以点击“发掘新

兴主题”按钮。结果如下图所示：

新兴主题前几年研究频次都不高，但近几年处于快速增长趋势，我们预测它未来可能成

为研究热点。左侧展示新兴主题，突发强度越高，说明发文量增长越快；右侧默认展示第一

个新兴主题对应论文。如果他对某个新兴主题感兴趣，点击新兴主题可以切换对应文献。点

击收藏按钮，可以将新兴主题或相关论文进行收藏，如下图所示：



有的新兴主题有相似主题，如果他感兴趣，可以点击“相似研究”查看相似主题对应论

文：

还可点击研究趋势查看新兴主题近十年的关联研究趋势与每年的论文发表量：

选题过程中收藏的选题方向，可以在“我的选题-我收藏的选题”模块进行查看，方便对



选题过程进行回顾和管理：

1.3 定题评测

1.3.1 进入方式

（1）用户登录后，点击首页第四屏的“一键轻松获取”按钮，可进入定题评测的首页。

（2）用户登录后，点击首页第一屏和最后一屏的“开始使用”按钮，可以进入文献精

读的首页，然后点击导航栏的“定题评测”按钮，切换到定题评测首页。



1.3.2 场景化使用说明

应用场景

用户已经确定了要研究的课题或研究方向，不知道如何评测选题的新颖性，不知道选题

有哪些可拓展的研究方向，不知道选题的研究价值。

应用举例

小李是一名研三的学生，需要毕业论文开题，他已经确定好了选题，他需要对选题的新

颖性进行评测，从而顺利通过开题答辩。同时，他想了解选题有哪些关联度较高的研究主题，

从而有助于进行选题方向的扩展。他还需要了解选题在各学科的研究情况，帮助判断选题的

研究价值。

使用说明

在定题评测首页中的检索框中，输入他所研究的标题、关键词或摘要：

点击“开始评测”，结果如下图所示：



与标题相似的文献有 5 篇，与关键词相似的文献有 3 篇，与摘要相似的文献有 1 篇。相

似文献的数量越少，说明选题新颖性越高。右边展示与标题、关键词、摘要相似度高的文献。

点击收藏按钮，可以收藏相关论文。

如果他想进一步拓展选题方向，了解与选题相关的研究热点主题有哪些，可以点击“选

题拓展”按钮。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中蓝色的圆圈代表关联主题，他的选题和关联主题形成了一个知识网络，通过这个知

识网络，他可以对选题的知识结构形成整体的认知，同时可以进一步细化或扩展研究方向。



右边默认展示气泡最大的关联主题的相关文献，点击其他的圆圈可切换对应的文献进行查看

与收藏。如下图所示：

还可以对选题的学科渗透性进行分析，选题体现多学科信息交叉融合的特点，说明具有

较高的创新性。点击学科渗透，结果如下：

右边默认展示图形最大的交叉学科的相关文献，点击其他的交叉学科可切换对应的文献

进行查看与收藏。

评测过的选题，自动收藏到“我的选题-我评测的选题”模块，通过评测的结果可以最终

确定选题方向。



1.4 选题小工具——灵感池

1.4.1 进入方式

用户登录后，点击首页第一屏和最后一屏的“开始使用”按钮，可以进入文献精读的首

页，然后点击导航栏的“灵感池”按钮，切换到灵感池首页。



1.4.2 场景化使用说明

应用场景

当高校的老师、学生、科研人员在写论文、学位开题、申报科研项目选题时，为他们提

供科研领域的选题资讯，帮助获取选题灵感。

应用举例 1

小张是一名大四的学生，需要为毕业论文开题，但他不知道该怎样选题。灵感池可以从

哪些方面让他了解论文选题？

使用说明 1

浏览灵感池中的选题指导，可以看到以论文选题为研究主题的期刊论文，包括了论文选

题原则、方法、技巧等通用型内容，以及不同学科的毕业论文研究情况分析。如下图所示：

点击标题即可在线查看全文。

应用举例 2

刘老师是一名科研学者，经常申请基金项目和发表期刊论文，他需要了解基金项目的重

点研究方向以及领域期刊的重点选题方向，灵感池可以帮助他。



使用说明 2

（1）如果他想了解学科领域各期刊的重点选题方向，点击目标学科，则可以看到学科

下的期刊以及各期刊发布的重点选题。

（2）如果他想了解社科基金的年度课题指南，点击“社科基金指南”，结果如下图所

示：

社科基金指南提供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最新公布的各学科课题指南，点击各



学科标签，即可看到各学科的课题指南，如下图所示：

（3）如果他想了解自科基金的基金项目指南，点击“自科基金指南”，结果如下图所

示：

自科基金指南提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的近三年基金项目指南，点击指南标题

即可在线阅读指南全文，如下图所示：



（4）如果他想了解国内的时政热点相关讯息，点击“国内时政热点”，结果如下图所

示：

国内时政热点提供近两年国家中央一号文件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热点词、相关解读及相

关热词，点击中央一号文件或政府工作报告可查看热点词，点击左边框内的热点词即可查看

热点词对应的解读与相关热词，如下图所示：



1.5 选题小工具——标题生成器

1.5.1 进入方式

用户登录后，点击首页第一屏和最后一屏的“开始使用”按钮，可以进入文献精读的首

页，然后点击导航栏的“标题生成器”按钮，切换到标题生成器首页。



1.5.2 场景化使用说明

应用场景

当高校的学生在写论文、学位开题时，为他们提供论文标题示例并辅助他们进行论文题

目拟定 。

应用举例

小王是一名研三的学生，在确定了选题方向后准备着手撰写毕业论文，但不知道如何选

择一个好的论文标题。标题生成器功能如何帮他找到合适的论文标题？

使用说明

在标题生成器首页中的标题词检索框输入小王希望标题中含有的关键词，或在关键词检

索框输入研究的领域关键词，标题词最多输入三个，关键词最多输入五个，不同的词之间用

“；”隔开。在输入第一个关键词后可点击关键词输入框的关键词推荐图标查看与选择关联

主题。例如输入标题词“大数据”，关键词“计算机；人工智能”，点击“标题推荐”，搜

索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点击推荐栏的“标题推荐”，可以查看与输入标题词与关键词相关度很高的 100 条推荐

标题；点击“热门模板”，可以查看 100 条核心期刊文献的热门标题模板。

个人用户登录后，在“标题推荐”栏可进行收藏到我拟定的选题操作与添加到备选标题

操作，进行操作后图标变为实心：若小王觉得推荐标题可以直接用作自己的标题，可点击收

藏图标，收藏后的标题可在我的选题-我拟定的标题查看，收藏拟定只能单次操作；若小王

觉得推荐标题还需修改，可点击添加图标，添加后的标题可在右侧“我的备选标题”查看，

添加备选可重复操作。如下图所示：



在“热门模板”栏可进行添加到备选模板操作，进行操作后图标变为实心：添加备选可

重复操作，添加后的模板可在右侧“我的备选模板”查看。如下图所示：

右侧备选栏下拉可切换备选标题或备选模板，点击“查看与编辑”可展开对应的备选栏

并收起左边的推荐栏。

展开的备选标题栏展示不超过 100 条备选标题，若小王觉得备选标题可直接使用为自己

的标题，可点击收藏拟定图标；若小王觉得备选标题还需改进，可点击修改图标进行修改后

再收藏拟定；除此之外还可对标题进行置顶、删除操作。如下图所示：



展开的备选模板栏展示不超过 100 条备选模板，若小王觉得有适合自己的模板，可对模

板进行修改，若小王觉得修改后的标题（无下划线）可作为自己的标题，可进行收藏拟定操

作，除此之外还可以对模板进行置顶、删除操作。如下图所示：

若小王第一次使用标题生成器时添加了备选标题，后续再次通过个人账户进入标题生成

器首页时会显示已添加的备选标题，如图所示：



收藏拟定的标题可到“我的选题-我拟定的标题”模块查看，点击“选题评测”可查看

拟定标题对应的定题评测，结合评测结果可以最终确定选题方向。

1.6 选题小工具——领域发展报告

1.6.1 进入方式

用户登录后，点击首页第一屏和最后一屏的“开始使用”按钮进入文献精读的首页，然

后在文献精读/选题发现/定题评测/灵感池/标题生成器任一页面可以看到生成领域发展报告



的图标，对图标可以选择展开或收起。

点击“生成领域发展报告”的文字或图标，进入到领域发展报告页面。



1.6.2 场景化使用说明

应用场景

当高校的老师、学生、科研人员想快速了解一个领域时，可一键生成领域发展报告，为

他们提供近年来领域学术脉络的监测与分析、领域最新热点关联主题与交叉学科、领域研究

前沿与新兴方向，以及推荐新进领域资讯与精选文献。

应用举例

张老师是一名高校老师，他希望了解感兴趣的领域方向。“领域发展报告”可以提供领

域的发展脉络监测、领域热点分析及领域前沿预测，使他快速了解领域相关信息，为他的研

究工作提供帮助。

使用说明

在领域发展报告首页中的检索框，输入张老师感兴趣的领域关键词，例如输入“数据挖

掘”，点击“生成报告”，结果如下图所示：



领域发展报告提供了领域研究趋势分析、领域热点监测及演化分析、交叉学科及空白点

挖掘、热点关联主题分析、重点研究方向监测，预警了新兴的研究方向，并推荐了领域专家、

基金资助方向、期刊相关重点选题与精选领域高水平论文。点击左边的悬浮窗可以快速切换

当前显示板块；点击下载报告可下载领域发展报告的 docx 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