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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写作与文献信息资源检索利用



前言

• 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是大学生培养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环节。

• 毕业论文是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针对某一问题，综合运
用自己所学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探讨
和研究后写出的阐述解决某一问题、发表自己学术见解
的文章。

• 毕业论文对于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衡量高等学校办
学质量的重要评价内容。



数据来源美国科学基金会 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 拿到论文题目或研究方向后，不知道去哪里查找资料，随便
查了几本书、几篇论文充数，或者依赖指导老师提供资料。

• 想要使用数据库，但数据库众多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 对常用数据库的功能、用法不了解或不熟悉，一味通过搜索
引擎进行文献的检索与收集，结果感到效果不理想。

• 搜出来的结果太少或太多，太多又不知道如何筛选，全部阅
读又效率较低。



目 录

• 毕业论文的选题与内容框架

• 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常用数据库的检索

• 文献信息资源检索的策略与方法

• 文献阅读建议



毕业论文写作流程



选题

• 选题的方式（选题主体）：

方式一：自己选题。结合自身条件和兴趣、职业规划、国家和
社会的规划与需要以及研究基础和条件进行选题。

方式二：导师选题。指导教师给出选题范围或直接指定论文题
目。



• 选题的流程：

针对第一种选题方式： 针对第二种选题方式：

1.文献调研

2.寻找研究热点、自己的兴趣点

3.明确论文主题

4.了解研究背景与进展

5.初定实验\调研\设计计划和方法

6.完成开题报告

1.文献调研

2.了解研究背景与进展

3.初定实验\调研\设计计划和方
法

4.完成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

• 开题报告：用来介绍和证明将要开展的课题（专题）的研究目的、意
义、作用、目标的说明性文件。目的是为了阐述、审核和确定学位论
文题目（选题）。

开题报告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1.选题的依据、目的和意义
2.本课题研究的已有成果和国内外当前的研究动态与趋势（文献综述）
3.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问题和创新点
4.拟采取的研究方案（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与步骤）
5.研究进度安排
6.主要参考文献

（文献综述是开题报告和毕业论文的重要组成）



撰写文献综述的注意事项

1.收集文献应尽量全。

2.注意引用文献的代表性、可靠性和科学性。

3.引用文献要忠实文献内容。

4.有综有述。

(1)文献综述不是简单地罗列文献

(2)文献综述要从研究问题出发

(3)围绕自己的研究问题来阐述各流派的观点

(4)不是罗列各流派对该问题的回答，流派之间要有对话

(5)要有研究者自己的声音：评价其贡献与不足——凸显自己

的研究问题、研究框架或视角或思路的价值

5.参考文献丰富。



浙江农林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撰写规范

来源：浙江农林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撰写格式与规范





摘要

 要求：

 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

地记述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其基本要素包括研究目的、方法、

结果和结论。要求200-300字，并译成外文，中、外文对应。

 注意事项：

 内容精炼，长短适中

 不加注释和评论

 不宜举例，不用引文

 不宜与其它研究工作比较

 不应用图表、公式等

 用第三人称



关键词

 从论文中提炼出来

 最能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

 在论文中出现的次数最多

 一般在论文的题目及摘要中都出现

 注意事项：

 多是单词和词组而非缩略语

 无检索价值的词语不能作为关键词，如“技术”、“应用”、

“发展”、“调查”等

 化学分子式、公式等不可作为关键词

 每篇论文标引的关键词一般为3～8个

 要求：



引言

• 引言又称前言、绪言、绪论

引言的主要内容：

 清楚地说明选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对本课题现有研究情况及存在问题的综合评述

 阐述研究方法以及选定这种特定方法的理由

 简要阐述研究的主要内容

 论文的创新点



引言

注意事项：

 不要介绍人所共知的普通专业知识，或教科书上的材料；

 不要对论文妄加评论，夸大论文的意义；

 避免使用自夸性词语：“填补了一项空白”、“达到了什么级

先进水平”、“前人从未研究过”等；

 避免使用广告式语言。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篇数，文科类的参考文献应在15篇以上，理工类的
参考文献应在10篇以上，其中外文文献不应少于2篇。

正文中引用的参考文献用序号法或人名法（作者，年份）标
注由各学院自行确定，但各学院须统一。



• 所选用文献的主题必须与论文密切相关，引用以适当、必要为限。

• 所选用的论文必须是亲自阅读过的。

• 引用不得改变或歪曲原文的原貌原义，必须忠实原文，不能断章

取义。

• 优先引用核心期刊、代表性人物发表的论文。

• 同等重要的论文要优先引用最新发表的。

• 确保文献各著录项正确无误。

• 引用网络资源必须慎重。



常用文献类型字母标识

（1）期刊[J]（journal）

（2）专著[M]（monograph）

（3）论文集[C]（collected papers）

（4）学位论文[D]（dissertation）

（5）专利[P]（patent）

（6）技术标准[S]（standardization）

（7）报纸[N]（newspaper article）

（8）科技报告[R]（report）

（9）网上电子公告[EB/OL]（electronic bulletin board online）



参考文献的格式
（ GB 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期刊论文：

作者.题名[J].刊物名称,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例: KO A J, MYERS B A, COBLENZ M J, et al.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how 

developers seek, relate, and collect relevant information during software 

maintenance tasks[J].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2006, 

32(12):971-987.

图书：
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例: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学位论文：
作者.题名[D].保存地:保存者,年份.

例:李洁.促进我国国家创新系统中知识流动的政策分析[D].北京: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2004.



论文集：

作者.题名[C]//编者.文集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例:宋晓舒,程东明.传统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C]//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图

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论文选.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1-2.

网络文献：

作者.题名[EB/OL].[检索日期].网址.

例:ZHU Z, BERNHARD D, GUREVYCH I.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for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answers in social Q&A sites[EB/OL].[2015-12-

30].http://tuprints.ulb.tu-darmstadt.de/1940/1/TR_dimension_model.pdf.

报纸：

作者.题名[N].报纸名,年-月-日(版次).

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粮食问题[N].人民日报,1996-10-25(2).



致谢

• 一般放在文章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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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毕业论文之前我们需要把握：

在这个领域

• 近几年已经做了哪些工作？现在正在做着什么？

• 哪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怎样解决的? 还有什么问题?

• 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关键是什么?

• 已经得出了哪些结论? 这些结论可靠吗?

• 已有的研究工作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 别人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手段、方法和技术路线?



通过文献检索阅读可以实现：

1、了解相关研究领域已有的成果、发展历史和当前的研究动态、发

展趋势，避免重复研究；

2、分析和评价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3、帮助你选择和确定毕业论文选题的方向，节约研究时间；

4、能发现新的研究视角，启发研究者的思维、激发灵感；

5、能帮助提出论文的创新点；

6、为论证毕业论文提供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



学术资源分布
数字化—数据库

图书

期刊

报纸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数据



论文资料来源

• 图书、期刊、学位论文等资料：他人研究成果，通过检索工具或检索

系统查找所需要的文献资料，可到图书馆购买的各数据库、文献检索

平台或通过搜索引擎查找。

• 事实、数据型资料：有些在数值型数据库资料中，有的是通过搜索引

擎、年鉴、行业网站、政府部门网站获取，有的必须通过一些实地调

查或实验获取。

收集资料的过程也是分类整理和研究的过程，对资料的阅读、比

较、思考、筛选，是论文立论和论证的前提和基础。



中科院科研人员最常使用的信息源



订购的主要数字资源









高级搜索语法
语法字符 含 义 及 用 法

site: 在特定的域或站点中搜索

filetype: 在某一种格式类型的文件中查找

intitle: 在特定的网页标题中搜索

intext: 在网页正文中搜索

inurl: 在特定的URL链接中搜索

link: 显示所有指向特定网址的网页

related 搜索类似网站

“” 精确搜索（短语搜索）

define 查看字词或词组的定义

.. 数字范围搜索(如:￥50..￥100;2000..2008)











中国知网











学位论文









读秀



8000万
百链

中文期刊

11000万
中文报纸

18000万
百链

外文期刊

285万
读秀

中文图书

5.1亿篇(种)
读秀 + 百链

学术文献
274个数据库



案例: 我国出版期刊总量有多少种？





案例: 找图片资料















SCO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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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检索



词组检索

通常在所检索词上加“”对所检索词视为词组处理

例如:“animal protection”

• 加“”表示动物保护是个词组，检索结果动物和保护不能分
开。

• 若不加“”，检索结果可以是动物保护、动物多样性保护、
动物栖息地保护、动物资源保护等形式。



逻辑算符 含义 表示关系 作用及表达

“与”(AND 或*) 检索出的记录必须同
时含有所有的检索词

概念交叉和限定 缩小检索范围,提高查
准率
A and B或A*B

“或”(OR或+) 检出的结果中只需满
足检索项中的任何一
个或同时满足即可

并列关系 组配相同概念的检索
词，如同义词、近义
词等。扩大检索范围,

提高查全率
A or B或A+B

“非”(NOT或-) 检出的记录中只能含
有NOT算符前的检索
词，不能同是含有其
后的检索词

概念删除关系 缩小检索范围，提高
检索的专指度
A not B或A–B

运算优先级顺序为NOT、AND、OR，可以用括号“（ ）”改变它们的运算顺序。

如A and (B or C),检索顺序为先B或C,然后再与A

布尔逻辑检索



单选题

关于逻辑算符 and、or、not，A,B,C,D分别代表检索词，

A和B是近义词，要求A(B)和C在文献中同时出现，不含D，

以下检索式正确的是：

• A*B*C-D

• A+B*C-D

• A+B*(C-D)

• ((A+B)*C)-D

• (A+B-D)*C



截词检索

• 又称部分一致检索，是在检索词的适当位置进行截断，
然后使用截词符代替，利用截断的词的一部分进行检索。

• 尤其适用于英语，常用于处理词语的单复数，不同拼写
方式，相同词根的相近意义词，以及动词的不同形式等。

• 常用的有“*”、“？”

– “*”，无限截词，代表任意数量字符，如pollut*，

代表pollution，polluting，pollute，polluted，

pollutant等

– “?”有限截词，代表0个或1个字符，如“wom?n”，

则包含“woman,women”



前截词、后截词、中间截词的比较

– 前截词 将截词符放在词根的前边，后方一致，表示在词

根前方有无限个或有限个字符变化。

如：*computer 将检索出computer、 minicomputer 、

microcomputer等单词的文献。

– 后截词 将截词符放在词根的后面，前方一致。

如：grow* ,系统将检索出含有grow、growth、growing等词

的所有记录

– 中间截词 是将截词符号置于检索词的中间，而词的前后

方一致。通常用于英、美不同拼写形式的词（英语单词）

进行检索。如：colo?r 可检出的词为colour(英音)、

color(美音)



位置检索
利用位置逻辑算符来限定检索词与检索词之间的位置关系，

从而使检索出的文献更确切地符合用户要求，提高查准率。

在不同的检索系统中，所采用的位置算符是不同的，功能也有差异。

A N B ：AB两词靠近，次序可变。
如 building N construction可检索出building–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building, construction-building的记录

Nn 算符：表示两个检索词之间可以插入 n 个词并且词序可以
颠倒

A Nn B：AB两词靠近，次序可变，中间最多可加n个词。
例如：information N1 retrieval可检索出information retrieval , 

information and retrieval, retrieval of information的记录。

N (Near)算符：表示两个检索词为相邻关系，两个
词之间不能插入任何词，但词序可以颠倒。



– A W B      AB两词靠近，次序为A先B后。

– 例如：communication w satellite,只检索出
communication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atellite的记录

Wn算符：表示两个检索词之间插有n个词，但顺序不能颠倒。

– A Wn B  AB两词靠近，次序为A先B后，中间最多可加n个词。

– 例如：communication w2 satellite,只检索出
communication satellite、communication-satellite、
communication through satellite、communication  on 

the satellite词组的记录。

W （WITH）算符:表示两个检索词紧挨着，词序不能
颠倒，中间不能有其他词，但可以有空格和标点符号。



F（FIELD）算符：表示其两侧的检索词必须在同一字段（例如
同在题目字段或文摘字段）中出现，词序不限，中间可插任意
检索词项。

S（sentence/sub-field）算符：表示其两侧的检索词必须在
同一句子中出现，两词的词序可以颠倒。

PRE/PREV算符：两词相邻，按输入顺序出现。例：A PRE B ,

即A在B的前面。



文献检索常见问题解决策略

问题1：文献检索获取常见的两种情况如何处理

精确查询—已知某篇文献的确切信息

Chandler, J.D., et al.How Does Innovation Emerge in a Service Ecosystem? [J].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19,22 (1):75-89. 

杨莉，郭晶.创新领军人才的知识服务需求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7，

61(5):14-20.

学术搜索引擎（读秀、Baidu、Google、微软，等）



•专题查询—已知某个主题的相关信息

CNKI

CNKI



• 通过被引频次排序，可查找该研究领域高影响力论文

• 通过对作者分析，可确定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

• 通过对国别分析，可确定该研究领域实力较强的国家

• 通过对研究机构分析，可确定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

• 通过学科类别的分析，可确定该研究领域的学科分布范围，并根据研究需

要缩小范围，更加密切相关

• 通过对来源出版物分析，可确定该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有助于选择投稿

目标

• 通过定位综述文献，可以了解该研究领域国内外当前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



问题2：为什么检索结果太多或太少

① 检索结果较少

--减少检索词，或补充同义词、近义词、上位词、缩写或全称，或者检查检索词

是否正确、规范

--去掉限制条件

--使用截词符*、？，改 and 为 or

--改变检索字段，如题名改为主题，甚至全文等

② 检索结果太多

--增加检索词

--改变检索字段，如主题改为篇名

--增加限制条件

--重新分析课题，查看检索词选择是否合理



•概念的分析,找全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方式。

任何一个特定的检索课题，往往都是用若干个概念表

达的，将检索课题从不同角度对课题内容进行概念分析，

并针对每一个概念，选择尽可能多的检索词。

•充分利用选定主题概念的上位或下位概念

专利许可合同＜许可合同＜合同

问题3：如何确定检索词



问题4：为什么有些资源无法下载

文摘数据库

IP受限

回溯年限不够

恶意下载被暂停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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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抓两头”

•经典文献

所涉及领域的最基本的先驱性文献

从历史的高度掌握研究方向，如综述性文献、高被引文献等

• 最新文献

对近几年的相关文献进行全面阅读、梳理

掌握感兴趣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如核心期刊特别是一级期刊

最新发文、权威专家最新发文等



先看综述性论文、学位论文，再看期刊研究论文

综述论文

综合性、扼要性、评价性，参考文献多

综述是对前期工作的概括总结，多看综述，可以大致了解综述文

献发表前一阶段的情况

学位论文

数据图表充分详尽

参考文献丰富全面

可获得课题研究的更多相关文献

可得到课题研究现状综述

可跟踪名校导师的科研进程

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



• 关注学科热门文献，从热门文献中寻找创新点

• 关注高被引文献，从高被引文献中寻找创新点

• 从学位论文的总结与展望中寻找创新点

• 先看文摘，再看全文

• 泛读和精读相结合

• 对相关文献的文后参考文献进行对比，补充阅读未检索

到的文献

• 留意所查文献的引证文献



多记笔记或加批注

• 找一条适合自己记笔记的方法，记录或批注重要的结论、

经典的句子、精巧的研究方案

多总结和评述

•  论文的主题、目的

•  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结果以及创新之处

•  论文可能进行改进的地方，或对我们研究的启发

•  通过该论文，提出自己可能的新思路



谢谢大家的参与！

Any Ques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