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秋季中心馆“信息素养教育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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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及装帧规范
（2016年3月）

u 研究生学位论文集中反映了研究生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和学术

水平，是学校授予学位的重要依据。为了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

质量，特制订此规范。要求凡在本校申请博士或硕士学位者在撰写

学位论文时，统一执行本规范。

u 学位论文基本结构

学位论文基本结构包括前置部分、主体部分和结尾部分。

一、毕业论文要求



前置部分

•封面

•原创性声明和《中国优秀

博硕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投稿声明

•序或前言(可根据需要)

•摘要及关键词

•目次页

•插图和附表清单（可根据

需要）

•符号、标志、缩略词、首

字母缩写、计量单位、名

词、术语等的注释表（可

根据需要）

主体部分

•引言（或绪论）

•正文

•结论

•参考文献

•注释(可根据需要)

•附录(可根据需要)

结尾部分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

得的科研成果

•后记和致谢

•封底



解读

u 摘要
摘要是对论文主要内容的概述，是一篇完整的短文，可以独立使用。摘要应阐明研究
的目的，所获得的主要成果，学位论文的论点及论据。同时也应客观地阐述成果的创
造性及新发现、新见解和所取得的成果在研究领域中的地位、意义及其价值。除了实
在无变通办法可用以外，摘要中不用图、表、化学结构式、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

硕士学位论文摘要以汉字1000字左右为宜，博士学位论文摘要以汉字2000字左右为
宜。学位论文摘要分为中文摘要和英文摘要。英文摘要根据中文摘要进行翻译。

u 关键词
在中、英文摘要之后要附关键词。关键词是为了文献索引而从学位论文中选取出来的、
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的单词或术语。一般选用3-8个关键词，要求所选词汇能
准确反映概括全文的主要内容。



u 目次页

论文中内容标题的集合，另起页。目次页每行均由标题名称和页码组成，包括引言

(或前言)，主要内容的篇、章、条、款、项序号和标题，小结，（引文）参考文献、

注释、附录，可供参考的文献题录、索引等。

u 插图和附表清单

论文中如图表较多，可以分别列出清单置于目次页之后。图的清单应有序号、图题

和页码。表的清单应有序号、表题和页码。

u 符号、标志、缩略词、首字母缩写、计量单位、名词、术语等的注释表

符号、标志、缩略词、首字母缩写、计量单位、名词、术语等的注释说明，如需汇

集，可集中置于图表清单之后。

解读



主体部分：包括引言（或绪论）、正文和结论。主体部分应从另页右页开始，每一章应另起页。

u 引言（或绪论）

主要阐述选题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及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实

验设计、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手段、论文的整体结构安排等。

u 正文

正文是学位论文的核心部分，占主要篇幅，可以包括：调查对象、实验和观测方法、

仪器设备、材料原料、实验和观测结果、计算方法和编程原理、数据资料、经过加

工整理的图表、形成的论点和导出的结论等。

由于研究工作涉及的学科、选题、研究方法、工作进程、结果表达方式等有很大的差异，

对正文内容不能作统一的规定。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客观真切，准确完备，合乎逻辑，

层次分明，简练可读。论文中如出现非通用性的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应作相应解释。

解读



u 结论

论文的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的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该

准确、完整、明确、精练。结论应明确指出所获取的科研成果的创新点所在，并对

论文在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的价值做出客观的预测和评论。可对研究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和今后在该领域的研究设想等做出说明。

如果不可能导出应有的结论，也可以没有结论而进行必要的讨论。

u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表是文中引用的有具体文字来源的文献集合,按照《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 7714－2005）的规定执行。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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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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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帮助你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的方向；

p 为论证课题提供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

p 能启发研究者的思维、激发灵感。

　　在科学研究中，每个课题的选题、设计、实验、成果鉴定，

都离不开信息。只有通过信息的查阅，弄清楚古今中外是否进行

过该方面的课题研究，用的是什么方法，获得了什么成果，达到

了什么水平、哪些研究还没有人做过等，才能明确开展研究的可

行性，并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建立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选题环节建议

u 选择一个感兴趣的题目，并且坚持下去。

u 确保题目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内完成并达到相应的字数。

u 尽可能不要选择和别人一样的题目。

u 确保选题不至于太狭窄以至于找不到参考文献。

u 虚心接受导师的指导，导师可以帮你避免选用一个难以驾驭的题目。



学术研究第一步：选题



起

源

代购、微商、

海淘是如何发

展起来的

未来趋势
代购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的发展趋势如何

现状
它们现在的发展现状、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

学术研究第二步： 查找关于研究主题的综述性资料 （先从总
体把握研究主题、再分别从起源、现状、未来趋势）



科技成果
事实数据

热点话题

学术研究第三步： 查找关于研究主题的相关素材



选题（全面了解，重点关注）

案例：体育社会学国外发展现状什么是体育社会学？？？

了解概念：可使用百度等搜索引擎、CNKI等学术期刊数据库



选题（全面了解，重点关注）

例：体育社会学国外发展现状



选题（全面了解，重点关注）

例：体育社会学国外发展现状

体育 社会学 国外

体育运动    体育器材    体育场馆 ….
理论    研究方法    经济

政策    国家    社区    学校

制度    价值    宗教……

美国
英国
法国
日本
亚洲
欧洲
西方
……

体操
足球
篮球
游泳
…….

了解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参考：中国图书分类法详表

知识树



选题（全面了解，重点关注）

例：体育社会学国外发展现状

工具：

CNKI、万方、维普等期刊数据库

学位论文  CNKI、万方、PQDD

专业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出版时间（降序）、ESI高被引论文、热点文章

了解现状： 新出版的期刊文章、综述……



n 如何判断某一研究课题是否是最新学术热点？

n A课题和B课题，哪个更受研究者关注？

n 如何找到知识点与知识点的关联？

n 某课题研究最初发表的文献及被引用最多的文献是哪篇？

n 哪些机构在研究这方面的课题？

知
识
关
联

学
术
趋
势

研
究
热
点

引
文
分
析

利用文献辅助分析工具来帮助选题

CNKI

•指数

鼎新中文发现

•可视化分析

•多主题对比

•学术成果统计

•学术产出分析

万方数据

•知识脉络分析

维普中文期刊

•可视化图谱浏
览

•文献引证追踪

•科学指标分析

•高被引析出文
献

Web of Science

•ESI
• InCites
• JCR



CNKI指数搜索

u 如何找到指数搜索？

从图书馆主页进入“中国知网CNKI”，在导航栏中选择“指数”即可。如果导航栏

中没有，则点击“更多”，选择“指数”即可。

u 如何使用指数搜索？

在输入栏中，输入你想了解的课题名称。如输入“体育社会学”并点击搜索就可以

了解到“体育社会学”这一课题的研究趋势。



学术关注度表示该课题的文献发表量；

媒体关注度表示该课题在报纸类资源的文献量；

学术传播度表示关于该课题相关文章的被引量；

用户关注度表示该课题相关文章的下载量。





鼎新中文发现系统

在图书馆主页上选择“鼎新中文发现” 后，直接在搜索框中输入检索词，以
“体育社会学”为例









分析已有文献的信息价值

29

分析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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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下位词：指概念上内涵更窄的主题词。 

例：”鲜花速递”

下位词包括”上海鲜花速递” 、”深圳鲜花速递”、 ”网上鲜花速递”……

上位词：指概念上外延更广的主题词。

 例：”花”是”鲜花”的上位词，”植物”是”花”的上位词。

1个主题词所表达概念的的任何一种属性、任何一种归类方式，都可
以是它的上位词。例如：“鲜花快递”的上位词可以是”鲜花”、”
快递”、”网上购物”、”鲜花礼仪”、”鲜花店”、”礼品公司”。 
例如：”王菲”的上位词可以是”歌星”、”女人”、”妈咪”、”
女儿”、”香港”、”狮子座”……

同类词：即表示同一类事物或现象的词。

例：马铃薯、土豆           牵牛花、喇叭花            



查全率与查准率：
查全率和查准率是信息检索领域内的概念，二者是反
映检索效果的重要指标。
• 查全率即检出的相关文献量与检索系统中相关文献
总量的比率。

• 查准率即检出的相关文献与检出的全部文献的百分
比。

查全率和查准率之间具有互逆的关系

逻辑关系：



检索出的文献量过多

检索出的文献量过少

检索结果的误检率过高

检索结果为0

思考：分析原因，修改检索策略，扩大或缩小检索范围，提高

查全率和查准率，减少误检

ü 数据库质量高低

ü 检索策略制定的好坏

ü 是否正确分析了课题的主要内容，选择了最佳检索词

ü 明确检索词之间的逻辑关系，编制合理的检索表达式

ü 是否在初次检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检索策略



检索出的文献量过多

原因：

ü 检索词的专指度过低

ü 检索词截词截得太短

ü 未加字段限定或限定太宽泛

ü 时间范围、语种范围过广泛

ü 使用了过多的相关词、同义词

或上下位概念

对策：
ü 缩小检索范围，提高检索结果的

查准率

ü 检索词核心概念的限定

ü 检索词出现的位置限定（如题名、

关键词、文摘、全文……）

ü 检索期刊范围的限定（核心期刊、

SCI/EI等来源刊、所有期刊……）

ü 语种的限定

ü 时间范围的限定

ü 用逻辑算符”and”或者”not”

组配检索

ü 使用位置算符和字段限定检索，

提高查准率

ü 在初次检索基础上进行二次检索



检索出的文献量过少

原因：

ü 选用了不规范的主题词。如用产

品的俗称、商品名称作为检索词

ü 检索词概念专指度过高

ü 学科范围、时间范围选择过窄

ü 上位概念或下位概念没有完整运

用

ü 字段限定太多

ü 逻辑“与”、“非”用得过多等

对策：

ü 扩大检索范围，提高检索结果的查全率

ü 检索词概念的扩大

ü 增加同义词、近义词、相关词和缩略词

进行检索

ü 增加上位概念词检索

ü 改变检索词出现的位置，如出现在“文

摘”中，出现在“全文”中

ü 扩大检索学科范围

ü 扩大检索年代范围

ü 减少字段限制

ü 减少逻辑“与”和逻辑“非”，增加逻

辑“或”，使用通配符“*”



检索结果的误检率过高

原因：

ü 没有很好地分析课题，对检索的

目的不明确，使得检索结果与课

题不符

ü 对检索系统不了解、不熟悉，选

择了不适合的检索系统，检索结

果无相关信息

ü 检索词选择不准确，检索结果与

课题不太切题

ü 选择检索途径不恰当

ü 过于追求查全率或查准率造成误

检

检索结果为0

原因：

ü 对检索系统文献信息内容不了解、不熟

悉，选择 不适合的检索系统或数据库，

该数据库中没有要查找的文献信息

ü 检索途径选择不当

ü 检索学科范围选择不当

ü 检索提问式编辑错误

ü 过于追求全准率，使得检索结果为0

ü 检索条件限制过窄



确定检索词

勿忘缩写、简称、俗称、专业名称、同义词（数据截止至2016.11）

例：

乙型病毒性肝炎的中医药研究  （使用鼎新中文发现的专业搜索）

检索式： Su=乙型病毒性肝炎 AND Su=中医药                             481条

检索式： Su=乙型病毒性肝炎 AND Su=中医药|中药                        1375条

检索式： Su=(乙型病毒性肝炎|乙型肝炎|乙肝|HB) AND Su= (中医药|中药)  9379条

耐高温粘接剂研究  （使用CNKI搜索）

耐高温*粘接剂

专业检索：TI=高温*(粘接剂+胶粘剂+粘合剂+粘结剂+黏合剂+胶黏剂+粘固剂+胶合剂)

注意题目中隐含的相关概念和事物：
例：

手持式心电图机

普通搜索：手持*心电图机

专业搜索：SU=(手持+便携+微型+小型+袖珍+迷你)*(心电图机+心电图仪)



例：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现状

CNKI ：题名：国外*体育*社会                                13条

CNKI： TI=体育*社会*(国外+美国+日本+英国+韩国+国际+西方)     132条

发现系统：T=(体育*社会*(国外|美国|日本|英国|韩国|国际|西方))   35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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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获取步骤

• 按照选题方向
及给定检索词
使用检索工具
全面查找课题
相关资料

• 查全
• 查准

• 已知某篇文献
部分信息，想
找到全文

文献普查（正查） 文献追踪（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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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记录

2004

2008

2002

1994

引用

§ 越查越广

2014

2013

施引文献 2011

2012

§ 越查越新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沿着科学研究
的发展道路……

分析：
学科分布、发展趋

势、机构/作者等。

2010

参考文献

2001 2007

1998

2000

§ 越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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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献获取原则

Ø  先国内、再国外

Ø  先综述、再分点

Ø  获取方式由近及远、由易到难



文献搜索基本工具

Ø  学位论文数据库：

Ø  三大中文期刊数据库：CNKI、维普、万 方
获得课题基本信息、研究范围、方法…

Ø  Web of Science、EI
国外核心期刊，检索结果可以指向各综合数据库及专
业数据库获取全文

Ø  独立的专业数据库、专利、标准、统计数据等

Ø  发现系统、E读、E得
扩展搜索结果及我校未定购的全文资料

Ø  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



图书馆提供的工具



图书馆提供的工具



CNKI筛选文献



Web of Science核心集数据库 (SCI/SSCI/A&HCI)

v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     176个学科的8700多种高质
量学术期刊 。

v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56个社会科学学科的3200
多种权威学术期刊。

v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收录28个人文艺术领
域学科的1700多种国际性、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的数据内容 。

v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会议录引文索引– 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与人文版) 超过160，000个会议录，
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个版本，涉及250多个学科。

vBook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图书引文索引–自
然科学版 + 社会科学与人文版) 截止至2012年收录60,239种学术专著，共
560,000多条记录，同时每年增加10,000种新书。

v IC/CCR(化学类数据库) 包括超过100万种化学反应信息及420万种化合物。



高影响力论文——— 被引频次降序排列，ESI高水平论文

最新发表的论文——文献级别用量指标（使用次数）

锁定相关领域的论文—— 精炼检索结果（Web of Science类别）

综述文章—— 精炼检索结果（文献类型Review）

……

使用Web of Science重点查看：



高影响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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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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次数—最近180天
使用次数—2013年至今

使用次数详情可以隐藏
或打开

“文献级别用量指标”
文献的使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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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级别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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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使用次数每天更新一次。



锁定特定学科领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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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经典综述（文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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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E-mail联系或作者主页



使用搜索引擎——谷歌

u 谷歌google
http://dir.scmor.com/google/





找不到全文怎么办？

1.发现系统——邮箱传递

2. E读、E得——文献传递；上图、国图原书借阅

3.万方数据库——国内外文献保障服务

4.维普数据库——文献传递

5.开世览文（CASHL）——文献传递、馆际借书

6.求助图书馆在线咨询群

7.网络自助文献传递群



图书馆提供的在线咨询群：
1群：48514775       2群：385331722     
3群：228702483　 4群：333650812
解答读者关于图书馆利用及文献检索等各方
面问题，用“院系+姓名”申请加入 

图书馆公众平台：
微信平台名称：吉林大学图书馆 
微信号：jlulib

图书馆主页地址：http://lib.jlu.edu.cn



• 学位论文要求1

• 选题建议2

• 确定检索词及检索关系3

• 文献获取原则及常用工具4

• 论文查重及电子资源合理使用5



论文查重

支
持
原
创  

抄
袭
可
耻
X

查重系统：CNKI、万方、维普、超星大雅、PaperPass……

论文修改原则：

【1】经典引用，一定要标上尾注，并在参考文献中表达出来。

【2】反抄袭软件检测到**个相同的字，就认为是雷同，所以连续相同
的，不要超过**个字；

【3】尽量用同义词替代，比如：损坏=破坏；渠道=途径；原理=基本思
路；不可见=隐藏；优点尤其突出=优势尽显无疑

【4】改变句子的主动被动语态，比如：数字水印为多媒体数据文件在
认证、防伪、防篡改、保障数据安全和完整性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技术
手段。=在多媒体制品的认证、防伪、防修改和传送安全以及完整性保
障方面，可以采用数字水印的检测作为有力的检测手段。

【5】可以将文字转换为表格、文字变成图形、表格变成图形，表格与
图片目前无法查重。



论文查重

《吉林大学研究生违反学术规范行为处理办法》

u第八条规定：对存在违反学术规范行为的已经获得学位

人员，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决定是否撤销其学位及是否取消

相应资格。已做出撤销学位及取消研究生毕业资格决定的，

由其所在的培养单位将处理决定通知其工作单位并归入其

个人档案，同时收回其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

u第十条规定：凡违反学术规范行为已触犯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其法律责任。



谨记

过去查不出来不代表现在查不出来

现在查不出来不代表未来查不出来

支
持
原
创  

抄
袭
可
耻



尊重版权，合理使用电子资源

u不得使用网络下载工具批量下载图书馆购买的电子资源；
u请不要使用360、搜狗等功能性浏览器访问数据库资源，由于此类浏
览器为多线程下载，且具有IP地址转换功能，极容易导致无法登陆数据
库，或被服务器认定为超量下载。请务必使用IE浏览器访问数据库资源；
u不得连续、系统、集中、批量地进行下载、浏览、检索数据库等操作；
（由于各数据库商对“滥用”的界定并不一致，因此图书馆无法制订统
一标准。一般数据库商认为，如果超出正常阅读速度下载文献就视为滥
用，通常正常阅读一篇文献的速度至少需要几分钟。）
u不允许利用获得的文献资料进行非法牟利； 
u校内任何个人不得设置代理服务器阅读或下载电子资源。校内单位若
由于特殊需要需设置代理服务器，一定要事先得到图书馆允许，并且保
证该服务器不得允许校园外IP通过它访问图书馆购买的电子资源； 
u读者有义务妥善保管个人网络账号及电脑（服务器），如出现账号被
盗、电脑受攻击等情况而造成了电子资源的违规使用，读者将承担相应
责任。 



尊重版权，合理使用电子资源

处罚规定：

（1）违规当事人于三个工作日内到图书馆接受调查并提

交书面检讨，图书馆向全校范围发布通报批评； 并应在

图书馆和所在单位等负责人的监督下删除违规下载的数

据、文献；

（2）停止借书权限半年；

（3）因违规行为给学校造成经济损失的，包括使用校园

网电子资源的代理服务器造成大量国际流量费等，由违

规者赔偿。

（4）情节严重者，将报请学校予以纪律处分。

由此而引起的法律上的一切后果由违规者自负。



• 学位论文要求1

• 选题建议2

• 确定检索词及检索关系3

• 文献获取原则及常用工具4

• 论文查重及电子资源合理使用5

总结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