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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找一个化合物的闪点

2,7-dimethylnaphthalene flash point



Knovel是Elsevier公司旗下的理工专业数据库，涵盖35个工程理工学科领域，包含10,300多本顶级参考工具书、手册、百
科全书、学术专题。



十大文献信息源（出版形式）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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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资料 图书

“图书”的典故
《周易·系辞》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

“图书”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何独先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隘塞，

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凡由出版社（商）出版的不包括封面和
封底在内49页以上的印刷品，具有特定的
书名和著者名，编有国际标准书号。有定
价并取得版权保护的出版物称为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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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





选题策划

出版图书的流程

选题论证 选题审批 签订合同

作者写作 作者交稿
编辑、校对、

设计、书号
征订

印刷 发货、上市

三审、三校





I 247.5 1004
凭索书号找书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采用汉语
拼音字母与阿拉伯数字相结

合的混合号码，用一个字母代
表一个大类，以字母顺序
反映大类的次序， 大类下细
分的学科门类用阿拉伯数字组成。

I 文学

I0 文学理论

I1 世界文学

I2 中国文学

I21 作品集
I22 诗歌、韵文
I23 戏剧文学
I24 小说

A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Z 综合性图书

I242 古代至近代作品
（-1919年）
I246 现代作品
（1919-1949年）
I247 当代作品
（1949年-）

1247. 4 章回小 说
1247. 5 新 体 长 篇 、中篇小说
1247. 7 新 体 短 篇 小 说
1247. 8 故 事 、微型小说
1247. 81 故事
1247. 82 微型小说



A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B 哲学 宗教
C社会科学总论
D政治、法律
E 军事
F 经济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H 语言、文字
I 文学
J 艺术
K 历史、地理

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Q 生物科学
R 医药、卫生
S 农业科学
T 工业技术（含计算机科学）
U 交通运输
V 航空、航天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Z 综合性图书

中图分类法



图书分类法：是图书馆为了方便图书收藏和借阅而采取
的一种分类方法

• 纯数字分类法

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1876）
通用十进制图书分类法
中国图书分类法
赖永祥中国图书分类法
何日章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
日本十进分类法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 字母+数字分类法

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1975）
冒号图书分类法
布立斯图书分类法



以10个主要的学科（main classes）来涵括所有的知识体系，每个大类下细分10类

（divisions），接着又再分成10小类（sections）。

000 Computers, information, & general reference计算机、信息及总类
100 Philosophy & psychology哲学及心理学
200 Religion宗教学
300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
400 Language语言学
500 Sciences科学
600 Technology科技
700 Arts & recreation艺术及娱乐
800 Literature文学
900 History & geography历史及地理学

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DDC）





分类目录



OPAC（联机公共查询目录）

OPAC：一种通过网络查询馆藏信息资源的联机检索系统，实现了传统读者目录查询的自动化。



2000年

搜索引擎最初利用分类目录思路



特点：内容比较系统、全面、成熟、可靠，但出版

周期较长，报道速度相对较慢。

以下情况会用到：

1）系统地学习知识；

2）了解关于某知识领域的概要；

3）查找某一问题的具体答案。

图书



“一种以印刷形式或其他形式逐次刊行的，
通常有数字或年月顺序编号的，并打算无
限期地连续出版下去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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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定义



广义的期刊=连续出版物

期刊（Journals） 杂志（Magazine） 报纸



发表情况

文章题目

作者

作者单位信息

摘要

关键词

正文



结论

致谢

参考文献











• 题目：总结这篇论文研究什么

• 摘要：可快速了解文章的背景，方法，结果，结论

• 引言：详细了解背景

• 结论：由结论提出问题，可以带着问题去看文章

• 图表：快速的让你了解文章的结果，以及作者运用的方法。

• 讨论：作者会对自己的结果进行分析讨论，会解释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然后比较

自己的结果和别人的结果。

• 看方法

批判性的思维

如何阅读文献



编辑初审

Received

同行评议 (peer review)Revision

Accepted





获得学位选择期刊投稿在校学生

核心期刊



期刊存在“核心效应”，从而衍生了“核心期刊”的概念





《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
的若干意见》2020年2月18日

破除论文“SCI至上”，已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呼吁。一段时间以来，SCI论文相关指标成
为学术评价以及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学科评估、资源配置、学校排名等方面
的重要指标，使得一些高等学校科研工作出现了过度追求SCI论文相关指标，甚至以发表
SCI论文数量、高影响因子论文、高被引论文为根本目标的现象。

破除论文“SCI至上”，不是否定SCI，更不是反对发表论文，而是为了树立正确的评价导
向，加快构建科学、规范、高效、诚信的评价体系，营造潜心研究、追求卓越、风清气正
的科研环境。



特点：

 内容新颖、及时、广泛，但不如图书成熟；

 出版周期短，报道速度快；

 数量大，品种多，发行面广；

 连续性强，伴随着相应的学科领域发展和前进。

期刊

以下情况会用到期刊：

1）学术研究时，了解课题相关的研究状况，查找必要的参考文献；

2）了解某学科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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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学术会议上形成的资料和出版
物，包括会议论文、会议文件、会议报
告、讨论稿等。其中，会议论文是最主
要的会议文献。”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定义



会前文献

• 预印本

• 论文摘要

• 论文目录

会间文献

• 讨论记录

• 情况报道

会后文献

• 会议论文

会议文献按出版时间的先后可分为



千核处理器

20倍

2010年12月底
Vanderbauwhede

他希望在2011年3月应用重构运算国
际研讨会（北爱尔兰）上详细介绍研
究发现。 新浪科技，http://tech.sina.com.cn/d/2010-12-30/07175044745.shtml

环保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 Simulation
土耳其（2011.7）



Vanderbauwhede的论文主要以会议文献为主（数据来自Scopus@）



特点：

• 信息传递及时，内容新颖，时效性和原创性强；

• 注重学术交流；

• 大多数都经过同行评议或者审稿；

• 传播范围有限：一定时间内的会议文献公开不影响专

利申请的新颖性；

会议
文献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毕业生为申请学位
而撰写和提交的学术论文。”

学士学位论文：完成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硕士学位论文：对所研究的课题发表一些独到的见解

博士学位论文：具有系统的创造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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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专门知识和基本
技能，具备初步能力

改进，具备一些创新 独立的观点，创造性及系统性



特点：
• 选题新颖，理论性、系统性较强，阐述详细。

• 参考文献多、全面，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

• 实用性强：国内高水平学术成果展示

• 保密性



纸本收藏机构 档案馆√图书馆╳

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 图书馆╳ 研究生院√

电子论文提交 图书馆√



“按照规定程序编制并经过一个公认的
权威机构批准的，供在一定范围内广泛
而多次使用，包括一整套在特定活动领
域必须执行的规格、定额、规划、要求
所作出的技术规定的文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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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使用范围可分为国际标准、地方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

 我国国家标准有效期为5年（5年内复审）

 我国标准的编号由标准代号、标准发布顺序和标准发布年代号构成
国家标准：GB 强制性国家标准 GB/T 推荐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QJ/T（航天） SJ/T （电子）

地方标准：DB11(北京)     DB13/T（上海）

企业标准：Q/***

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加/Z ,如GB/Z，QJ/Z



特点：
 统一的生产过程

 有计划贯彻执行

 明确的适用范围和用途

 编排格式、叙述方法严格划一

 可靠性和现实性

 标准编制、修订和复查期限不断缩短，更新系数不断提
高，标准期龄不断缩短

 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和约束力

标准



以下情况会用到标准文献：
1）产品设计、生产、检验；

2）工程设计、施工；

3）进出口贸易；

4）写作、文献著录等各个方面。



一切与专利制度有关的各种专利文件，包括
专利说明书、专利局公报、专利文摘、专利
分类与检索工具书、申请专利时提交的各种
文件、与专利有关的法律文件和诉讼资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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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保护专利权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
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 基本要素：创新性、新颖性、实用性

• 地域性：申请人在一国或多国提出要求保护发明的申请，然后由每一
个国家来决定是否在各自领土上给予专利保护

• 排他性：专有排除他人未经其同意而实施其专利之权，但是不代表专
利权人必然有实施的权利

• 时效性：在中国，发明专利权期限为20年，实用新型专利权期限为10
年，外观设计专利权期限为15年

• 公开性：专利制度是以授予专利权人一定年限的排他权来换取发明人
将原本保密之技术公开，使大众可以作进一步的改良，能避免重复研发
的资源浪费

专利 特点：



• 由于专利制度中特有的优先权原则，发明人往往会在发明完
成的第一时间里提出专利申请，90-95%的发明创造会很快
地首先出现在专利文献中

• 一般80%以上的专利不会再以其它形式（论文、会议等）
发表。

• 与商业秘密的区别：容易被逆向分析而破解的技术（例如：机械装
置，通过拆解可以发现它的零件及构造），就以专利保护；不容易的
（例如：化合物的成分，就算知道内含元素的比例，但不一定能得到化
合物的结构），则以商业秘密保护。

专利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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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会议
文献 科技

报告

“科研人员为了描述其从事的科研、设计、
工程、试验和鉴定等活动的过程、进展和结
果，按照规定的标准格式编写而成的特种文
献，目的在于实现科技资源的持续积累、传
播交流和转化应用。”

主要分为专题技术报告、技术进展报告、最终报
告和组织管理报告四大类型



美国是科技报告管理制度最完善的国家，明确规定政府投入超过

2.5万美元以上的项目都要提交科技报告，国防部、航空航天
局、能源部等部门也制定了本部门的科技报告管理和共享的政策法规。

美国政府科技报告包括国防部AD报告、商务部PB报告、航空航天局

NASA报告和能源部DE报告四大体系，每年约产生60万份科技报

告，其中公开发行6万多份，占全世界科技报告总量的80%以上。



2014年

1984年 国防科技报告体系建设启动，核、航天、航
空、船舶、兵器、电子等相关部门参加，2000年
进入规范化管理阶段。

中国



http://www.nstrs.cn/



科技
报告 特点：

 形式上每份报告自成一册，篇幅大小不等，有连续编号，
出版发行不规则

 内容上详尽、附有图表，专业性强，覆盖整个科研过程；

 时间上，科技报告发表比较及时，报道新成果的速度一
般快于期刊及其它文献

 出版周期不固定，没有篇幅限制，科技报告随科研过程
产生，随写随提交；

 流通范围上，大部分科技报告都有一定的控制

 有严格撰写规范，不经同行评审。需逐级进行内容审查、
格式审查和密级审查；



技术报告的明显特征是文献出处项中有Report或Rep.标
识，并列出相应的报告号。

[ 例 ] R.Cole, Y.Muthusamg, and M.Fanty①, “The
ISOLET spoken letter database,”② Oregon
Graduat Inst③, Tech. Rep. 90-004④,1990⑤.

例中，①著者；②报告题名；③机构名称；④报告号；⑤
报告发表日期。



以下情况会用到科技报告
1）当做学术研究时，了解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研究状况，查找必要的参考

文献，防止重复

2）研究尖端学科或某学科的最新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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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
版物 “各国政府部门及其设立的专门机构出版的

文献。”

就文献的性质而言，可分为行政性文件（如国会纪
录、政府法令、方针政策、规章制度以及调查统计
资料等）和科学技术文献等。



政府出版物内容广泛，但其核心部
分是官方发布的法律和行政性文献。
如国家的会议文件、司法资料、国
家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有关国
情的报告、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统
计资料、外交文书等等。

参考自《中国出版物的现状》，程真，国家图书馆



中美两国在政府出版物的概念和制度上有着巨大的差异。

美国的定义:

凡是由政府出资出版的信息
资料就是政府出版物。

按照美国的定义看中国:

中国目前所有的出版社都是
国有单位，因此目前中国大
陆所有正式出版的书、刊、
报都属于政府出版物

参考自《中国出版物的现状》，程真，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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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目录、产品样本和产品说明书一类的
厂商产品宣传和使用资料，一般是制造厂商
为推销产品而发出的以介绍产品性能为主的
出版物，如产品目录，说明书，数据手册等”



产品
资料 特点

• 内容成熟

• 数据可靠

• 有较多的外观照片和结构图，直观性强

• 局限性在于真正的技术关键在产品样本中一般是不介绍

的，应同其他类型文献一起使用





图书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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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政府出版物

产品资料

期刊

科技报告

会议文献

科技
档案

一般为内部使用，不公开出版发行，有些有密级
限制，因此在参考文献和检索工具中极少引用。
一般存于各级档案馆。

“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及个人从事社会活动
形成的，对国家、社会、本单位具有保存价
值的，应当归档保存的科技文件”



特点：
1、专业性 科技活动分专业

2、种类多样性 多专业性导致了种类的多元化

3、成套性 有机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

4、现实性 发挥现行效用

5、可更改性 现实性也衍生出它的可更改性

科技
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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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体现科大新工科和国家实验室师生的教学科研需求。
• 与同体建筑中的教学中心、会议中心有机融合。
• 为读者营造学习交流、沟通协作的氛围，促进创新模式的学习、合作与分享。



科技档案

• 主要用于资料的归档

保存和备查，内容相

对宽泛

• 无固定格式要求

• 归档为案卷，成套保

存

• 一般为内部使用

科技报告

• 用于科技信息和成果

的积累、传播与交流

• 按照规定格式编写

• 每份报告自成一册，

单独发行

• 有密级标注



十大文献信息源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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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报告

会议文献

慕课

2012年，MOOC 之年。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中文名字“慕课”。

本质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结合，将优秀课

程与全球共享。



特点：慕课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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