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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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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an bring you back 100,000 
answers, a librarian can bring you 

back the right one.”
——Neil Gaiman

为什么要使用专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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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大家使用综合性文摘数据库

查找相关文献是科研工作的重要内容， 除了利用科学搜索引擎之外，

欢迎使用各专业数据库

为什么要使用专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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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文献划分为两个等级，即一次文献和二次文献。

科技文献的等级划分

一次文献

(primary 

document)：

• 指作者以本人的研究成果为基本素材而创作的文献,无论创作时

是否参考或引用了他人的著作,也不管该文献以何种物质形式出

现。一般，一次文献记录的信息比较具体、详尽和系统化。

二次文献

（secondary 

document）：

• 指文献工作者对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提炼和压缩之后得到的产

物，是为了便于管理和利用一次文献而编辑、出版和累积起来

的工具性文献。它一般包括：目录、题录、文摘、索引、百科

年鉴、手册、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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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Web of Science平台的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作为全球权威的引文
数据库，广泛收录了世界一流的学术研
究成果。

• 其强大的分析功能，能够在快速锁定高
影响力论文、发现国内外同行权威所关
注的研究方向、揭示课题的发展趋势、
选择合适的期刊进行投稿等方面帮助研
究人员更好地把握相关课题，寻求研究
的突破与创新点。为科研人员建立了
“检索—分析—管理—写作”的创新型
研究平台。

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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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简介

Quality质量

筛选全球优质

学术资源

Diversity

广度

18,000+种核心

期刊

Depth

深度

SCI、SSCI数据

达到百年回溯

Unique 

Data独特

的数据

对参考文献编

制了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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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Garfield 1955年在 Science 发表论文提出将引文索引
作为一种新的文献检索与分类工具：将一篇文献作为检索字
段从而跟踪一个Idea的发展过程及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的关
系。

什么是引文索引

Dr. Eugene Garfield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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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索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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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的专业概念和术语不断演变，研究的语言也会不断变化。关键词的不断
演变会造成漏检，错过高影响力的重要文献

•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前行

引文索引的意义

相关记录

2004

2008

2002

1994

引用

2014

2013

施引文献 2011

2015

2010

参考文献

2001
2007

199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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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索引系统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分类界限，既能揭示某一学科的继
承与发展关系，又能反映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的关系

引文索引的意义

学科上的相关性

• 理论与方法：借鉴与利用

• 技术与手段：应用与发展

横向上的对应性

• 实验或方法：互相参照与

借鉴

• 结果与讨论：比较与应用

纵向上的继承性

• 课题的基础与起源

• 发展与进步

• 反引：学术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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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三大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学排名

Web of Science的重要性

泰晤士高等教育
世界大学排名

QS世界大学排名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 论文引用率（影响力），权重
占32.5%

• 单位教职的引用率，权重占
20%

• 各学术领域获引用次数最高之
科学家人数，权重占20%

• 获科学引文索引及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收录之论文折合数，权
重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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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基本检索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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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Web of Science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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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Web of Science平台

检索界面

个性化服务功能

InCites/JCR/ESI/EndNote 网络版的入口

技术支持和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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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Web of Science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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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的基本检索技巧

检索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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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运算符

检索包含所有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stem cell*” AND lymphoma
检索含有“stem cell”或者”stem cells”同时含有及词语 “lymphoma”。
等效于检索“stem cell*” lymphoma

检索的数据中至少含有一个所给关键字。用于检索同义词或者词的不同表达方
式。
标题: aspartame OR saccharine OR sweetener* 
检索至少含有一个关键字的数据。

排除含有某一特定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aids NOT hearing
检索含有“aids”的数据，排除含有“hearing”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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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配符

符号 意义

*
零个或多个字符
gene*
gene, genetics, generation

$ 零或一个字符
colo$r
color, colour

? 只代表一个字符
en?oblast
entoblast, endoblast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21

精确检索

词组检索 如果希望精确地检索某个短语，应将其放置在引号内。

范例:  “stem cell”

Same Same算符连接的关键词必须在同一句话内，但关键字前后顺序
不限。在主题词字段检索时，功能同“AND”。
在“地址”字段检索时，所连接的两个词出现在同一个字段中。

范例:  SUN YAT SEN UNIV SAME PEOPLES 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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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作者姓名检索

首先输入姓氏全拼，再输入空格和名字的首字母（最多输入四个字
母）。

还可以只输入姓氏，不输入名字首字母。

当前，Web of Science平台中新增加支持作者姓名全称检索。

例如：
 Driscoll C* 查找 Driscoll C、Driscoll CF、Driscoll CM、Driscoll CMH 等。

 Driscoll CM* 查找 Driscoll CM、Driscoll CMH。

 Driscoll 查找姓氏为 Driscoll 的所有作者/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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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检索谢毅教授发表的论文

• 谢毅教授获“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 2015年3月18日晚，第十七届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颁奖典礼在法国巴黎举行，欧

莱雅基金(L‘Oréal Foundation)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向5位杰出女科学家颁发“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
奖”(Awards for Women in Science)，我校教授、中科院院士谢毅名列其中，成为本届亚太地区的唯一获奖人，也
是自奖项设立以来第四位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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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检索谢毅教授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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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检索谢毅教授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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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检索谢毅教授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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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谢毅论文的引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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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指数（h-index）

• H指数（H index）是一个混合量化指标，可用于评估研究人员的学术产出数量与学术产出水
平。H指数是2005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物理学家乔治·赫希提出的。

• H指数的计算基于其研究者的论文数量及其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赫希认为：一个人在其所有学
术文章中有N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N次，他的H指数就是N。

在当代物理学家当中，h指数最高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爱德华·维腾
（Edward Witten），达110。霍金的h指数也比较高，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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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地址进行检索

• 通过在地址字段中输入机构和/或地点名称，可以对机构进行检索。将“地址”
检索与“作者”检索结合起来可扩大或缩小检索结果。

• 在 Web of Science 中，常见地址检索词和许多机构名称都经过缩写。请参见
帮助文档地址缩写列表。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30

例：检索安大化学院发表的SCIE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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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检索安大化学院发表的SCIE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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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检索安大化学院发表的SCIE论文

地址= anhui univ same c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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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多层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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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分析要从杂乱无序的混沌信息中萃取有价值的信息；
从已知的信息推演形成满足未来特定需要的新信息；从表
层信息中挖掘、发现相关的深层隐蔽信息；从部分的片段
信息折射、还原为总体的信息

• 现代的信息分析从微观的数据挖掘、网络挖掘、文本挖掘
直到宏观的、深入的软科学研究。

• 方法包括：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等。

信息分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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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的调研：

• 追踪溯源 – 检索某个课题的综述文献

• 快速锁定本课题相关的高影响力的论文

• 分析研究发展趋势

•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

• 了解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机构

• 密切关注在该研究领域的顶尖的研究小组所发表的论文

• Cited reference search 帮助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课题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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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定价理论(asset pricing theory)是金融经济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它试图解释不确定条
件下未来支付的资产价格或者价值。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
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尔斯·皮特·汉森以及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J·席勒，表彰他们对“资产价格的
经验主义分析”作出的贡献。

研究课题: 资产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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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 资产定价

检索词: “asset price” or  “asset prices”or
“asset pricing”=“asset pric*”
检索字段：主题(标题、摘要、关键词）
检索数据库：SCI/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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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资产定价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论文的3种方法：

1. ESI高被引和热点论文

2. 被引频次降序排序

3. 综述论文（review）

综述性文献提供了：

•分析某研究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

• 找到该研究课题中潜在的合作者和合作机构。

• 对该课题领域的国家信息分析，例：国家内领先机

构和高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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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高水平论文

• 过去10年中发表的论文,被

引用次数在同年同学科发

表的论文中进入全球前1％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Paper)

• 过去２年中所发表的论文,

在最近两个月中其影响力

排在某学科前0.1%的论文

热点论文

(Hot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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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级别用量指标”即Item Level Usage Metrics (ILUM)

• 针对单篇文献使用量的新指标。数据从2013年2月1日开始记录，针对每篇文献增加两个计数分
别为：

• “使用次数-最近180天”——最近 180 天内某条记录的全文链接得到访问或是对记录进行保存的
次数

• “使用次数-2013年至今”——从2013年2月1日开始某条记录的全文链接得到访问或是对记录进行
保存的次数

备注：
•使用次数记录的是全体 Web of Science 用户进
行的所有操作，而不仅仅限于您所属机构中的用户
。
•如果某篇文献在 Web of Science 平台上有多个
不同版本，则这些版本的使用次数将加以统一。
•使用次数每天更新一次。

文献级别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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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发表不久的文献没有足够长的时间累积引用，而“文献级别用量指标”可以
为此类文献的价值评估提供一些参考。

• 一些如数学、土木工程、护理学、经济学等传统学科产生引用效应相对缓慢，
引文活动可能有一定的延迟，而对于“文献级别用量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读者的兴趣。

• 诸如建筑史学、修辞学、拉丁语族学等学科引文活动很少，“文献级别用量指
标”将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参考指标。

文献级别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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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排序下拉菜单可选
择使用次数排序方式

使用次数详情可以隐藏
或打开

文献级别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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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级别用量指标

全记录页面也可以找到关
于使用次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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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资产定价

浏览该文章的被引文献，参考文献，

相关记录

全文链接: 查看全文

Google Scholar链接

摘要页面可以直接实现关键词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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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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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报告能够帮助我们直观地分析课题的总体

发展趋势和学术影响力情况，揭示该课题目前

是处于快速上升、平稳积累还是成熟阶段。

研究课题:资产定价

文献的深入分析：
分析某研究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
 找到该研究课题中潜在的合作者和合作机构。
 对该课题领域的国家信息分析，例：国家内领先机构
和高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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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 资产定价

强大的分析功能：

▪作者
▪出版年
▪来源期刊
▪文献类型
▪会议名称
▪国家/地区
▪基金资助机构
▪授权号

▪团体作者
▪机构
▪机构扩展
▪语种
▪WOS学科类别
▪编者
▪丛书名称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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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资产定价

出版年分析
• 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及判断课题的发展阶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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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资产定价

作者分析
• 发现该领域的高产出研究人

员
• 有利于机构的人才招聘
• 选择小同行审稿专家
• 选择潜在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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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资产定价

机构分析
•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大学及

研究机构
• 有利于机构间的合作
• 发现深造的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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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资产定价

国家地区分析
•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国家与

地区
• 可进一步限定，进行深入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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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资产定价

利用此功能发现中国在该领域:
– 引领机构, 高产出, 高影响力的作者
– 经常发表中国作者论文的期刊
– 与中国学者合作的国家和机构
– 该课题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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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资产定价

研究方向
• 了解有关研究在不同学科的

分布情况 ,寻找跨学科研究
情况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55

研究课题:资产定价

来源期刊
• 与课题相关的学术期刊列表

，供投稿参考
• 链接到JCR查看期刊的影响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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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资产定价

主题： (“asset pric*”)
检索字段：主题
检索数据库： SCI-EXPANDED, SSCI

精炼：国家/地区-PEOPLES R CHINA

中国学者该课题倾
向选择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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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资产定价

引文报告呈现该领域的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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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证报告能够帮助我们直观地分析课题的总体

发展趋势和学术影响力情况，揭示该课题目前

是处于快速上升、平稳积累还是成熟阶段。

研究课题:资产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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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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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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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检索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62

作者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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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检索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64

被引文献检索Cited Reference Search的特点：

以一篇文章（无论是否SCI论文）、一个作者、一本期刊、一个专利或者一本
图书作为检索词,进行被引文献的检索 。在不了解关键词或者难于限定关键词的
时候，您可以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了解课题的全貌跟踪最新的发展，了解
研究的思路，设计下一步的研究计划。

• 某一理论有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是否已经应用到了新的领域？

• 某项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延伸？

• 某个实验方法是否得到改进？

• 如何了解某篇论文/某部论著被引用情况，揭示其影响力？

被引文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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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被引文献检索了解霍金的著
作《时间简史》

• 对于该书有哪些不同的视角和观
点?其他物理学家沿着他的方法
分析提出了哪些理论?最近5年的
最新发展与应用是什么?

例:霍金及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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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霍金及其著作

录入信息时需注意作者姓名缩写情况
通常姓是全拼，名是首字母缩写，姓在前，名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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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霍金及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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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霍金及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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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结构检索的特点:

• 取得分子合成反应的信息，检查某类分子是否已被分离、合成，有关的文
献资料

• 了解最新的催化剂，各类分子的生物活性、天然来源等信息资料

• 新的有机金属化合物设计、合成与应用

• 各种单体分子的合成，催化剂的利用，材料的各种合成途径

• 了解化合物/药物分子的生物活性，迅速发现潜在的药物母体及其合成；
“组合化学”所必需的固相合成反应

• 缩短项目的研究周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开发，提高工作效率……

化学结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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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结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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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结构检索

例：对二乙苯的（产率
>99%）的合成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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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到反应细节

转至化合物检索结果

链接到文献全记录

检索结果页面

化学结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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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论文，

把握课题发展方向和趋

势

• 特定学科领域论文

• 常被引文献/最新的综述

追溯课题的脉络，回顾

经典文献（参考文献、

施引文献及相关记录）

检索：

全方位的分析已有文献

发现有用信息

• 分析某研究课题的总体发展

趋势。

• 找到潜在的合作者和合作

机构。

• 对该领域的国家信息分析

……

分析：



4

WOS个性化服务

及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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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 怎样利用Web of ScienceTM将有关课题的最新文献信息自动发送
到您的Email邮箱?

– 定题跟踪

– 引文跟踪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76

创建引文跟踪

• 创建引文跟踪－随时掌握目标论文最新被引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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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定题跟踪

• 创建定题跟踪,可实时跟踪某课题、某作者、 某机构等的最新研

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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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检索历史

• 保存检索历史，创建定题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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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标记结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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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地管理文献？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81

EndNote Basic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82

EndNote 模块 - 建立基于Web的 My Library，组织管理

文献资源并应用于论文写作

Endnot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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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Basic快速入门指南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84

EndNote Basic

有效地组织管理手头的
参考文献

快速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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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Basic

• 参考文献格式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我们文章投稿的成功率。

• 参考文献格式要求不尽相同：不同领域、不同期刊、不同院校的硕
博士论文

在2004年投向Nature的中国文章有55%,
2003年更是高达62％， 未经编委审查，在
期刊初审阶段就退稿，很大一部分是格式
问题，特别是参考文献格式。

即使是最高水平的期刊，其中也有30％的
文章有参考文献的错误，这大大降低了文
章被引用次数的统计。



Part 1 Part 2 Part 3 Part 4

86

word与Endnote online对接

边写作边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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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与Endnote online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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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 Basic

• 与Microsoft Word自动连接, 边写作边引用

自动生成文中和文后参考文献

提供3300多种期刊的参考文献格式

• 提高写作效率:

按拟投稿期刊的格式要求自动生成参考文献, 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

对文章中的引用进行增、删、改以及位置调整都会自动重新排好序

修改退稿, 准备另投它刊时, 瞬间调整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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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 综合了解学术期刊的评价性工具

• JCR 对每种收录期刊提供以下统计数据：
– 引文和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立即影响指数；主题分类；出版社信息；期刊标题变化等信息

• 内容分为两个版本
– JCR Science Edition- 科学技术版

– JCR Social Sciences Edition-社会科学版

• 提供了对全球主要期刊进行评估的系统、客观的方法。
– 提供基于引文数据的量化统计信息

– 帮助确定一个出版物在全球科研界的影响力

– 包括期刊和学科分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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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2010=

回溯年

发表年 2008 2009 2010 2011

2008年和2009年发表的文献在2010年被引用的次数

2008年和2009年发表的文献数

影响因子

• 影响因子的计算仅涉及文章(Article)和综述(Review)两类文献

• 只有在Web of Science®收录达3年的期刊才会有影响因子

•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的出版周期为一年一次，每年6、7月份更新前一年的影响因子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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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JCR版本、出版年，以及分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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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查询JCR收录细胞生物学的期刊有哪些

1、选择“CELL BIOLOGY”

2、选择年份和版本。

3、点击“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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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特定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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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特定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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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 定题跟踪、引文跟踪

高质量论文的收藏

和管理

• 对参考文献进行分类、

统一管理收藏及联合

检索

管理：

写作中插入参考文

献

修改参考文献格式

写作：

查询学科内SCI期

刊

关注期刊用稿特点、

影响因子、学科内

排名

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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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是衡量科学研究
绩效、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分析评价工具。

• 来自于 Web of Science 的10年滚动数据，基于22个学科；

• 总影响力（总引用次数）进入全球前1%的科学家、研究机构（或大学）排名；

进入全球前50%的国家（或地区）及学术期刊排名

• 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
过去10年中所发表的，在统计时间点，被引次数在同年同学科中达到该学科的前1%

• 热点论文HOT Paper
近两年内发表，在统计时间点，近两个月的被引次数达到该学科的前0.1%

• 研究前沿Research Fronts
统计高被引论文之间的引证关系，采用共聚类分析得出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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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研究前沿

• 在以往系列研究前沿报告的基础上，中国
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
文献情报中心和科睿唯安于11月联合发
布了《2017研究前沿》报告。

• 报告仍然以文献计量学中的共被引分析方
法为基础，基于科睿唯安的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 数据库中的
9690个研究前沿，遴选出了2017年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10个大学科领域排名
最前的100个热点前沿和43个新兴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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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睿唯安在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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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 在线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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