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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 文献综述简称综述，又称文献回顾，文献分析。是对某一领域，某一专业或某一方面的

课题、问题或研究专题搜集大量相关资料，然后通过阅读、分析、归纳、整理当前课题、

问题或研究专题的最新进展、学术见解或建议，对其做出综合性介绍和阐述的一种学术

论文。

▪ 特点：

1、 先进性

2、 评述性

3、 综合性



分类

▪ 归纳性综述：

归纳性综述是作者将搜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并按一定顺序进行分类排列，使它们互相

关联，前后连贯，而撰写的具有条理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的学术论文。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某一专题、某一领域的当前研究进展，但很少有作者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 普通性综述：

普通性综述系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作者，在搜集较多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都较强

的学术论文，文中能表达出作者的观点或倾向性。因而论文对从事该专题、该领域工作的读者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 评论性综述：

评述性综述系有较高学术水平、在该领域有较高造诣的作者。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原始

素材归纳整理、综合分析、撰写的反映当前该领域研究进展和发展前景的评论性学术论文。因论

文的逻辑性强，有较多作者的见解和评论。故对读者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并对读者的研究工作具

有导向意义。



内容

（1） 该领域的研究意义。

（2） 该领域的研究背景和发展脉络。

（3） 目前的研究水平、存在问题及可能的原因。

（4） 进一步的研究课题、发展方向概况。

（5） 自己的见解和感想。



综述在学位论文中的作用/目的

▪ 让读者知道你所研究领域当前的研究进展情况

▪ 证明你的研究课题、研究方向是值得做的

▪ 证明你研究思路、模型、方法是合理的

▪ 为你的研究做支持、提升你论文的可信度



过程

▪ 阅读、筛选：摘录有用片段（通读+精读）

▪ 编排整合：系统化、条理化、符合逻辑

▪ 评价：融入自己的观点和体会

培养能力：

▪ 阅读能力、筛选能力、逻辑能力、思辨能力

科学思维

分析

评论

比较

分类

总结

确定研究立场



文献调研

▪ 文献综述产生于文献调研，文献调研是文献综述的基础。

▪ 文献调研要全面、深入、准确。

信息源不全面、不准确，那你进一步的观点都要出问题。



研究背景

1. 该研究领域国内外研究

现状、水平和发展趋势。

2. 课题研究的理论渊源、

演进过程、研究方法等。

3. 了解前沿、难点、新颖

点，并收集扩充检索词。

高影响力文献 主要研究者、机构 最新发展

1. 图书、百科、学位论文、

综述文献、研究报告

2. 期刊论文与会议论文中

的综述段（前言部分）

3. 与导师前辈交流

1. 检索结果排序

2. 文后参考文献引用

3. 检索结果分析等

1. 检索结果分析功能

2. 与导师前辈交流等

1. 关注最新发表的文献；

2. 关注权威研究机构及

个人的公众号、学协

会论坛、专业网站的

学术动态等最新信息。

找到权威、经
典、高影响力、
热点文献

时刻关注最新学
术动态，更新到
论文中

找到主要的研究
者及研究机构

文 献 调 研 流 程



文献来源

专著M、 论文集C、 报纸文章N、 期刊文章J、

学位论文D、 报告R、 标准S、 专利P

1. 引用的文献尽量在5年内，对于原创和基础的研究成果，可以引用早期论文；

2. 引用本领域高水平的中、英文文献，显示你的学术积累深厚；

3. 准确引用数据、文献；



文献调研：从一片叶子到一棵丰满的大树

研究起点 综述型文献 权威文献、高影响力文献、
热点文献、最新发表文献、
全面分析检索结果



调研与选题

▪ 文献调研当中能够产生综述

▪ 能说明选题的意义

▪ 文献调研能够帮助调整选题方向

▪ 选题时要和导师沟通



文献综述基本结构

▪ 引言：简要描述研究问题的性质，并进一步陈述研究问题（为什么研究），200～300字。

▪ 综述主体：简要报告其他人的发现与观点，3000-5000字或更多

✓把研究问题拆分成相关的小问题，列出小标题；

✓详细介绍主要的研究工作，略提相对次要的研究

✓小标题内整理的策略：按时间、按流派、按代表人物、按结果关联度（漏斗形，逐步聚焦）

▪ 总结或结论：对主体部分的主要内容作出扼要的概括，提出自己的见解，给出意见、建议，

或进一步强调我们的研究问题，突出我们在已有的研究上还要做什么研究

▪ 参考文献：文献主体中提到的文献都要列出来



内容架构组织方式

1.时间顺序法∶

分析主题的历史发展脉络，按照时间顺序论述，适用于讲述对象的发展及演变历程。

例∶《中国产学研联结的发展历程、模式演化和经验教训》一文中，将”

中国产学研联结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时间阶段，再分别论述每一个阶段

的情景、特点、联结模式。



内容架构组织方式

2.因果分析法

分析影响对象发展的因素，或被对象影响的因素，把每一个可能的原因/结果罗列出来，

分别论述，适用于技术工艺优化、问题分析等研究。

1 ）影响A的因素

例∶《胶原蛋白-壳聚糖可食用复合膜旳制备、改性及应用》一文中，逐条论述了“影响

可食用膜性能的因素”及前人研究结果。

2）被A影响的因素或A导致的结果

例∶《新媒体发展对大学生行为方式的影响及教育引导对策》一文中，分别具体阐述了新

媒体对大学生思想道德、价值观教育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内容架构组织方式

3.“构效关系”法

适用于论述某一物质的结构、功能、应用，或一个设备的结构、功能、应用，或一个理论

的释义、作用、应用等论文研究。

示例6∶《液体深层发酵羊肚菌胞内多糖提取、结构分析及抗结肠癌作用研究》一文的文

献综述介绍了羊肚菌多糖的提取、分离纯化、结构、生物活性等方面的内容。

示例7︰《质谱技术在中药研究中的应用进展》一文依次介绍了质谱的技术特点、技术分

类及其在中药成分鉴定、代谢组学、代谢动力学方面的应用。



内容架构组织方式

4.现状对策法

适用于分析某一现象、事物的起源、发展现状、特点、存在的问题、解决对策等论文研究。

例∶《共享单车的现状、问题以及其发展对策建议》一文按照共享单车发展的现状、遇到

的问题、对策建议论述。

例∶《碎片化阅读时代高校图书馆服务创新研究》一文论述了碎片化阅读的特点、成因、

给高校图书馆服务带来的契机、挑战，并从创新服务理念、方式、内容、质量评价体系四

个方面给出建议。



内容架构组织方式

5.分工组合法

论文有两个研究对象，如，物质1—物质2、现象1—现象2、物质/仪器—疾病、物质—设

备、物质—方法、设备—理论方法，可以先分别论述两个研究对象的情况及遇到的问题，

然后论述两者组合后(可能的）情况和优势。

例︰《高分辨核磁管壁成像在脑血管评估中的应用研究》一文的综述，先论述了脑血的主
要指标及其传统的评价手段，后介绍了新技术——高分辨核磁管壁成像的特点及应用，最
后小结提出可以用高分辨核磁管壁成像评价脑血管管壁。

例:《明胶一壳聚糖基可生物降解膜的制备、结构与性能研究》一文的综述，分别论述了明
胶、壳聚糖特性，再介绍了明胶-壳聚糖基复合材料的研究进展。

例︰《参葛蜂王浆胶囊的制备工艺及质量标准研究》一文综述部分，先论述了抗衰老的研
究进展，再论述了人参、葛根、蜂王浆的成分及药理作用，再将两部分结合引出自己的研
究内容。



内容架构组织方式

6.流程叙述法

按照对象的工作流程、工艺步骤依次论述每一步骤的研究情况。

例∶《丹参提取、浓缩及喷雾干燥过程的工艺研究与相关参数分析》一文的综述部分依次

论述了提取、浓缩、干燥工艺和参数。



写作方式

纵向：基于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维度

横向：基于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维度

纵横结合式：

——先写国外，后叙国内，各自按其发展脉络；

——写历史背景采用纵式写法，写目前状况采用横式写法。

（首句概括本段内容，可以总-分，也可以总-分-总形式）

评价：

▪ 夹叙夹议：一边评价，一边给出相应的研究作为支撑

▪ 先综后述：把叙述的内容放在前面，最后进行一个总结，把自己的评论观点放在最后



对比



主题线索 例：岛礁-海水系统地震反应研究



总结性文字

总—分

总—分—总





例：中国营商环境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1.2文献综述
1.2.1营商环境理论体系及影响因素
国际层面
国内层面

1.2.2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注：有分类、有评论）
市场规模方面：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市场规模对 FDI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仍然存在部分学者认为市场规模对 FDI
具备负向或不具备影响。认为具备正向影响的学者主要是有：首先，许丽明（2012）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

中部六省的投资区位选择时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这些投资影响因素随时间发生变动，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时，市场规模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无比重要的因素。其次，白津卉（2015）认为市场规模、金融发展程度还

有资本回报率等因素都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因素。具备负向或不具备影响的研究包括：首先，张洁
（2009）基于 27 个省（市）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额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反映出市场化程度对第三产业实际
投资额影响较为显著，但市场规模影响却并不显著。其次，屈韬、罗曼、屈焰（2018）认为自贸区产生的消费
拉动效应对 FDI 具备显著正方向影响，而市场规模、贸易驱动以及服务要素集聚效应对自贸区的 FDI 不具备显
著的影响。
研发创新方面：
人力资本方面：
其他影响因素：



例：间歇式公交专用道设置研究



先综后述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Viegas J 于 1997 年首次提出了间歇式公交专用道的概念，即：不需要设置传统的专用式公交专用道，只需在公交车到达该路段时，通过信号提醒的方式让禁止其他小汽车

进入公交车所在道，使公交车可以暂时获得优先路权[6]。随后，Viegas J 和 Lu B 为了进一步完善间歇式公交专用道的概念，于 2004 年详细制定了间歇式公交专用道上公交车和小

汽车的运行规则、间歇式公交专用道系统的管理流程及其信号设置方法等[7][8]。

Michael Eichler 和 Carlos F. Daganzo于2006年利用交通波动理论（Kinematic Wave Theory）描述了道路上交通流运行状态，分析设置间歇式公交专用道对道路通行能

力的影响，并给出了公交车及小汽车乘客出行时间的估算方法[9]。Graham Currie和Herman Lai于2008年对间歇式公交专用道在墨尔本和里斯本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描述和对比，发

现里斯本设置间歇式公交专用道后公交车速度提高了 15％-25％，而墨尔本公交车速度提升了 1％-10％，经过分析证明了在交通不饱和状态下设置间歇式公交专用道的确是提高公

交车服务水平的有效措施[10]。H.B. Zhu 于 2010 年利用元胞自动机模型模拟三种情况下（设置专用式公交专用道、设置间歇式公交专用道以及不设置公交专用道）的交通流运行状

态，经过分析发现间歇式公交专用道与其他两种情况相比既可以提高公交车的运行速度，也能降低对小汽车的干扰，但是仅适用于低流量的道路系统[11]。……

1.2.2 国内研究现状

钱勇生、汪海龙等于 2008 年建立了多速混合车辆单车道元胞自动机模型，通过计算机仿真分析公交车和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对城市交通流特性的影响，随后，还针对双车道、

三车道等情况下的城市交通现象设计了具有不对称换道规则的元胞自动机模型[14-16]。刘魏娜于 2010 年根据城市混合交通流特征对双车道元胞自动机交通流模型的换道规则进行

了改进，并且模拟出不同公交车和小汽车比例下混合交通流的运行状态，得到了整个道路系统中车辆平均速度、密度和流量之间的关系[17]。石琴等于 2011 年利用元胞自动机模型

模拟公交车在站停靠及乘客上下车的过程，分析公交车成簇式到达和站台容纳数对公交车站内延误的影响，研究表明，公交车到站方式对其站内延误具有决定性作用[18]。

朱久平于 2011 年利用元胞自动机模型对比设置传统的专用式公交专用道和含有 VMS 诱导的间歇式公交专用道时道路的交通流特性，研究证明间歇式公交专用道可以有效的

降低对小汽车的影响，提高道路利用率和道路流量[19]。谢秋峰等于 2012 年利用双车道元胞自动机交通流模型模拟仿真出两种情况下（设置间歇式公交专用道与不设置公交专用道）

的道路通行能力，对比由移动瓶颈理论得出了通行能力，验证其理论计算公式的合理性，最后根据模拟出的数据得到了设置间歇式公交专用道的密度条件[20][21]。刘昱岗和徐宜河

于 2014 年分析得出间歇性优先车道预留长度的影响因素，基于交通波理论提出了公交车进站前后间歇性优先车道预留长度的计算模型，最后通过算例对该模型的实用性和合理性进

行了验证[22]。……



1.2.3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间歇式公交专用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通流仿真与实施效果评价、通行能力分析以

及信号关联控制这几个方面。由于葡萄牙的里斯本、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以及约旦的安曼已经将间歇式公交专用道

的概念投入到了实际的示范运营，因此，对于间歇式公交专用道运行规则的制定和管理系统的设计已经比较完善，

国外相关研究可以根据真实数据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国内尚未将间歇式公交专用道投入实际应用，对于间歇

式公交专用道的研究则主要是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出的交通流各项数据来分析设置间歇式公交专用道对交通流特

性的影响，对比传统的专用式公交专用道以及不设置公交专用道的情况，得出间歇式公交专用道的设置条件及其

优势和不足。

但是国内外对于间歇式公交专用道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现有研究在模拟交通流运行情况时大多采

用经典的交通流仿真模型，不考虑公交车在站停靠、以及乘客上下车对道路系统内车流运行带来的影响，其演化

规则并不完全适用于设置间歇式公交专用道前后公交车与小汽车混行的交通状况，得出的研究结论过于理想化，

无法真实反映交通流的运行情况，确定的间歇式公交专用道设置条件实用性不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本文拟通

过考虑公交车在站延误时间改进交通流仿真模型，真实合理地模拟出车流的运行状况，从而确定设置间歇式公交

专用道的交通条件以及间歇式公交专用道对交通流特性的影响。

缺点：简单评价，没有深入分析、详细对比



研究结果概括的常用句型：

▪ 通过对……进行….的研究后发现，……

▪ ***等人的研究表明，……

▪ 有研究指出/提示/认为/……，……

▪ 而另一些研究者则发现……（研究结果有争议或研究结果多样化的时候用）

▪ ……（直接下结论，附上参考文献）

▪ ***等人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关于主要研究提供的一些佐证性的支持）

▪ ……



反例

1.6 国内外研究现状

每年约有 300 万人死于缺血性和缺氧性心脑血管疾病。及时恢复脑供血患者组织是治疗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脑卒

中是脑部血管的突发性破溃或血管 阻塞梗死而引起的脑部血流供应不畅，流入大脑血量过少而引起的脑损伤。然而，恢复脑组

织血流灌注，由于自由基及炎症反应等多项因素又给患者脑组织造成了新的损伤，即缺血再灌注损伤。有研究猜测，体温过低能

够防止血液循环回到大 脑后发生的损伤。再灌注过程中产生的炎症反应引起颅内压，颅内压导致细胞损伤，在某些情况下导致

细胞死亡。体温过低已被证明有助于调节颅内压，从而将患者再灌注期间炎症免疫反应的有害影响降到最低。除此之外，再灌注

还能增加自由基的产生。体温过低也被证明可以减少病人在再灌注过程中产生的致命自由 基。许多人现在怀疑，这是因为低体

温降低了颅内压和自由基的产生，从而改善了血液流向大脑的阻塞后病人的预后。然而，当通过溶栓治疗等手段恢复脑组织血流

时，再灌注损伤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再灌注损伤的机制有很多，氧化性自由基累积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促进脑梗死

的形成和缺血再灌注后神经功能损伤。目前缺血再灌注损伤的预防和治疗的临床疗效并不理想，可能因缺血 再灌注损伤的发病

机制而复杂化，难以进行。单一药物实现抗再灌注引起的病理和生理变化。联合药理学、生理（高氧，低温等）治疗可能是预防

和治疗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发展趋势。但是，通过联合药理学来进行再灌注损伤的预防，这种策略仍需要大量的临床前研究和临床

实验，只有解决“如何实施联合药物治疗”“实施多久联合药物治疗”多个关键问题，这种用药策略才能真正走向普及。所以如

果充分利用目前人类已经明确和公认的再灌注损伤机制，针对不同机制不同通路甚至不同靶点进行深入研究，寻找有效的预防和

治疗疾病手段是目前科研工作者的重中之重。



文献综述常见问题：

▪ 片面搜集整理

▪ 简单罗列堆积

▪ 故意避重就轻

▪ 一味奉承贬低

▪ 夸大个人成果（慎用“第一”、“首次”、“first time”、“first ever”）

▪ 写作口语化

▪ 关键概念与背景的解释程度把握不好



参考文献

▪ 只收录作者亲自阅读过，并在论文中直接使用的文献。

▪ 尤其重视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

▪ 凡转引的文献，一定要查找原始文献进行核对。

▪ 引用论点必须准确无误，不能断章取义。

▪ 采用规范著录格式。（格式不正确的话会导致查重率过高）

▪ 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均属学术不端行为。



参考文献

▪ 伪造







参考文献著录格式

▪ 专著： [序号]作者.书名[M].版本(第1版不著录).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 期刊: [序号]作者.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 会议论文集（或汇编）: [序号]作者.题名[A].编者.论文集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 学位论文: [序号]作者. 题名[D]. 学位授予地址：学位授予单位，年份.

▪ 专利: [序号]专利申请者. 专利题名[P].专利国别（或地区）:专利号, 出版日期.

▪ 科技报告: [序号]著者. 报告题名[R].编号，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 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标准名称[S].颁布日期.

▪ 报纸文章 : [序号] 作者. 题名[N]. 报纸名，年-月-日（版次）.

▪ 电子文献: [序号] 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
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

▪ 各种未定义类型的文献: [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综述中的引用规范

▪ 要对直接引用文字做引号标识，并做完整引用；

▪ 对其他学者的观点和成果尽可能用自己的理解和语言去诠释和解释其意，忌讳直接粘贴

他人的文字；

▪ 当从别人的作品中引用直接引语、数字、一般观点或其它信息时，此作品及其来源必须

在文章中出现引用的地方予以承认和标示。



综述中的引用规范

直接引用

▪ 一字不差地引用原话；

▪ 若你认为原文的表述非常精确和到位，用自己的语言转述将失去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或不

能体现出原文的含义，此时，可以进行直接的引用；

▪ 直接引语必须用引号将引用内容括起，并标明来源。

如：1948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应坚持革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

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

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

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毛泽东，1991b)。



综述中的引用规范

间接引用

▪ 引用其他文献时，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话转述（概括，释义）原文的观

点、思想；

▪ 间接引用必须忠于原文，不能断章取义；

▪ 引用内容处必须加以注明。

例：在转型经济发展中，Rostow(1962)认为，铁路建设是许多国家在经济转型时期最强

有力的促进因素之一，典型的例子有美国、德国、法国和加拿大。王辉等(2014)也认为，

铁路建设促进了经济效率提高，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顺利完成。



吉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及装帧规范（2016年3月）

引文标注

▪ 论文中引用的文献的标注方法遵照《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

可采用顺序编码制，也可采用著者－出版年制，但全文必须统一。

▪ 顺序编码制：正文中引用文献的标示应置于所引内容最后一个字的右上角，所引文献编

号按引用的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置于方括号“[ ]”中，用小5

号宋体的上角标。

▪ 著者－出版年制；正文引用的各篇文献的标注内容由著者姓氏与出版年构成，并置于

“( )”内。

▪ 不得将引用文献标示置于各级标题处。

参考文献

▪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作规则》（附件5）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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