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帮助文档 

1. 系统介绍 
中国科学文献服务系统（ScienceChina）建立于 2002 年，集成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中国科学文献计量指标（CSCD-ESI）、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指标 (CSCD-JCR)以及中

国科学院学位论文数据库，为用户构建了基于文献检索、引文链接、全文获取、数据挖掘为

一体的信息服务平台。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以下简称 CSCD）创建于 1989

年，是我国第一个引文数据库，曾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 年 CSCD 出版我国

第一本印刷本《中国科学引文索引》，1998 年出版我国第一张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检索光盘，

1999 年出版基于 CSCD 和 SCI 数据，利用文献计量学原理制作的《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

文与引文统计》，2003 年 CSCD 开通上网服务，推出网络版，2005 年 CSCD 出版《中国科学

计量指标：期刊引证报告》。2007 年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与科睿唯安公司的前身美国

Thomson-Reuters Scientific 合作，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将以 ISI Web of Knowledge 为平台，

实现与 Web of Science 的跨库检索，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是 ISI Web of Knowledge 平台上

第一个非英文语种的数据库。2020 年与 Scopus 合作，CSCD 平台嵌入 PlumX 功能，Scopus

平台嵌入 CSCD 引用数据，从而实现数据的跨库关联与揭示。 

CSCD 收录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工

程技术和环境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千余种，积累了丰富的论文

文摘数据及引文数据，构建了基于科技文献的文摘、引文、联合目录馆藏的知识服务体系。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内容丰富、结构科学、数据准确。系统除具备一般的检索功能外，还提

供引文索引功能，用户可迅速从海量引文数据中查询到某篇科技文献被引用的详细情况，还

可以从一篇早期的重要文献或著者姓名入手，检索到一批近期发表的相关文献，对交叉学科

和新学科的发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还提供了数据链接机

制，支持用户获取全文。 

2. 相关名词解释 
1) 来源检索：指以本文（来源文献）的作者、第一作者、题名、刊名、ISSN、文摘、机构、

关键词、基金名称为检索词来查找文献的检索方法。 

2) 引文检索：指以参考文献的被引作者、被引第一作者、被引来源、被引机构、被引实验

室、被引文献主编为检索词来查找文献的检索方法。 

3) 参考文献：指本文（来源文献）所引用的文献。 

4) 引证文献：指引用本文（来源文献）的文献。 

5) 相关文献：指与本文（来源文献）相关的文献，分为作者相关、关键词相关和参考文献

相关。 

6) 作者相关：指与本文（来源文献）的作者共同发表的文献。可在论文详情页的作者姓名

处进行选择，选择一个作者，表示检索所选择的作者发表的所有文献。 

7) 关键词相关：指与本文（来源文献）的关键词共同出现的文献。可在论文详情页的关键

词处进行选择，选择一个关键词，表示检索所选择的关键词的所有文献。 

8) 参考文献相关：指与本文（来源文献）具有共同参考文献的文献。可在论文详情页下方

的“相关文献”页卡处查看与本文有共同参考文献的文献。 

9) 耦合及耦合度：本文（来源文献）与其他文献具有共同参考文献的之间的关系为文献耦

合，其中共同参考文献的篇数为耦合度。 



3. 网站地图 

3.1 简单检索 

根据下拉菜单，在选定的检索字段中输入检索词，进行快捷检索，并可进行多个检索字

段的组合检索。简单检索提供来源检索和引文检索。 

3.1.1 来源检索 

1． 检索入口：http://sdb.csdl.ac.cn/simple 

 

2．检索条件设置：在检索字段下拉框中选择检索字段，包括：作者、第一作者、题名、刊

名、ISSN、文摘、机构、第一机构、关键词、基金名称、实验室、ORCID、DOI，在文本框

中输入检索词，点击“检索”即可查看检索结果。 

 
系统提供多字段检索功能，点击“添加行”即可实现，另提供论文发表年份限、学科限定功能，

如下图所示。 



 

3. 实例：以检索 2023 年发表、且文摘包含“双碳”的文献为例，可进行如下检索设置，点击

“检索”后，即可查看检索结果。精确检索则加双引号，即“双碳”。 

  

3.1.2 引文检索 

1. 检索入口：sdb.csdl.ac.cn/simple 

 

http://sdb.csdl.ac.cn/simple


2．检索条件设置：在检索字段下拉框中选择检索字段，包括：被引作者、被引第一作者、

被引来源、被引机构、被引实验室、被引文献主编，在文本框中输入检索词，点击“检索”即

可查看检索结果。 

 

系统提供多字段检索功能，点击“添加行”即可实现，另提供论文发表年份限、论文被引年份

限定功能，如下图所示。 

 

3. 实例：以检索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在 2014-2023 年发表论文的引文文献为例，可进行

如下检索设置，点击“检索”后，即可查看检索结果。 



 

3.2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提供更为灵活的检索方式，可在检索框中输入“字段名称”、“布尔连接符”以及

检索内容来构造检索式。此外，系统提供高级检索式生成器，可将检索词添加到检索式预览，

并可进行自由调整。 

3.2.1 来源检索 

1. 检索入口：http://sdb.csdl.ac.cn/advanced 

 
2． 检索条件设置：可选择多个字段进行组合检索，包括：作者、第一作者、题名、刊名、

ISSN、文摘、机构、第一机构、关键词、基金名称、实验室、ORCID、DOI，在文本框中

输入检索字段、检索词及布尔连接符，检索条件设置完成后，点击“检索”即可查看检索



结果。也可在高级检索式生成器中选择字段名称、填入检索词，点击“检索式”后，将自

动生成检索式。 

此外，输入检索词时，可限定是否为精确检索；如需限制论文发表年份，可在论文发表

日期框中选择年份；如需限定核心库，可进行勾选。同时，该页面提供了检索提示、检

索字段名称、检索示例等帮助信息，以及检索历史信息。 

 
 

3． 检索历史：来源检索的简单检索、高级检索的检索历史，均在高级检索页面下方的检索

记录列表，可对历史检索结果进行编辑和组配检索。点击某条检索记录的“编辑”即可对

当前检索式进行修改；选中两条及以上的检索记录，并选择列表左上角的“布尔连接符”，

即可对当前选中记录进行组配检索。 



 

 

4． 实例：以检索文摘中包括“双碳”和“大气”，且发表年份为 2014-2023 的文献为例，检索

式设置如下 



 

3.2.2 引文检索 

1. 检索入口：http://sdb.csdl.ac.cn/advanced 

 

2. 检索条件设置：可选择多个字段进行组合检索，包括：被引作者、被引第一作者、被引

来源、被引机构、被引实验室、被引文献主编，在文本框中输入检索字段、检索词及布

尔连接符，检索条件设置完成后，点击“检索”即可查看检索结果。也可在高级检索式生

成器中选择字段名称、填入检索词，点击“检索式”后，将自动生成检索式。 

此外，输入检索词时，可限定是否为精确检索；如需限制论文发表年份，可在论文发表



日期框中选择年份；如需限制论文被引用时间，可在论文被引日期框中选择年份；如需

限定核心库，可进行勾选。同时，该页面提供了检索提示、检索字段名称、检索示例等

帮助信息，以及检索历史信息。 

 

3. 检索历史：引文检索的简单检索、高级检索的检索历史，均在高级检索页面下方的检索

记录列表，可对历史检索结果进行编辑和组配检索。点击某条检索记录的"编辑"即可对

当前检索式进行修改；选中两条及以上的检索记录，并选择列表左上角的"布尔连接符"，

即可对当前选中记录进行组配检索。 



 

4. 实例：以检索 2019-2023 年引用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在 2014-2023 年发表论文的文

献为例，可进行如下检索设置，点击“检索”后，即可查看检索结果。 

 

3.3 检索结果页面解读 

3.3.1 来源检索 

来源检索的结果页面，包括论文简要信息、筛选结果、检索结果分析、引文报告、导出



方式、排序方式、个性化设置六个功能板块，具体介绍如下。 

 

  
 论文简要信息：提供论文的简要信息，包括论文题名、作者、来源、年卷期页码、全文

链接、被引频次及对应论文链接、参考文献数量、高被引论文标注以及对应论文链接等，

如有“全文”标识，则表示该篇文献有外链全文链接，点击后即可跳转到论文全文页面，

另外每篇文献均提供 CSCD-LINK 链接，提供原文传递以及 Web 检索的扩展服务。 

 筛选结果：页面左侧提供检索结果限定功能，可进行特色筛选、来源、出版年、作者、

学科的限定。 

 检索结果分析：提供来源、出版年、作者、学科、机构五个维度的图表分析功能。可对

分析结果集进行二次筛选，删除某些论文记录。 

检索结果限定 
检索结果导出、排序 

数据分析功能 

论文简要信息 

个性化设置 



 



 
 引文报告：提供结果数据集的引文分析报告，包括文献数量年度分布、被引频次年度分

布以及篇级被引频次的年度分布情况。 



 

 导出方式：提供 Email、打印、下载、引文格式、EndNote 五种导出形式。 

 排序方式：提供按照发表日期、被引频次、题名、第一作者、来源、相关性六种维度的

排序方式。 

3.3.2 引文检索 

来源检索的结果页面，包括被引文献信息、筛选结果、检索结果分析、导出方式、排序

方式、个性化设置五个功能板块，具体介绍如下。 



 

 被引文献信息：提供被引论文的作者、题名、期刊、年卷期、页码、被引频次，以及文

献相关链接，如有“详细信息”标识，则表示该篇文献被 CSCD 收录，点击“详细信息”按

钮可直接跳转到论文详情页面，如有“全文”标识，则表示该篇文献有外链全文链接，点

击后即可跳转到论文全文页面，另外每篇文献均提供 CSCD-LINK 链接，提供原文传递

以及 Web 检索的扩展服务。 

 筛选结果：页面左侧提供检索结果限定功能，可进行被引出处、出版年、作者的限定。 

 检索结果分析：提供被引文献年度数量分布的图表分析功能。 

检索结果限定 
检索结果导出、排序 

数据分析功能 

个性化设置 

被引文献信息 



 

 导出方式：提供 Email、打印、下载三种导出形式。 

 排序方式：提供按照作者、被引出处、被引频次三个维度的排序方式。 

 个性化设置：与前述的个性化功能内容相同。 

3.4 论文详情页面解读 

该功能仅面向来源检索，在来源检索结果页面，任意点击一篇论文的标题，即可进

入该篇论文的详细信息页面。该页面包括该篇论文的基本信息、参考文献、引证文献、

相关文献、引文分析、获取途径、论文收藏等内容，具体介绍如下。 



 
 论文基本信息：包括论文的题名、作者、作者地址、摘要、关键词、来源、学科、

基金信息、文献类型、语种、文献收藏号、DOI。 

 参考文献：展示了该篇论文所引用的全部参考文献，可根据且提供了每条参考文献

在本系统中的被引频次，被引频次大于 0 的，点击被引频次即可链接到其对应的文

献数据集合页面；可依据文内顺序、作者、被引出处、被引频次四个维度对参考文

献进行排序；每篇参考文献均提供 CSCD-LINK 链接，如有外链全文链接，会显示

“全文”字样；如需查找参考文献，可使用搜索功能。 

论文获取途径 

论文基本信息 引文分析 



 
 引证文献：提供系统收录的引用该篇文献的文献信息，包括题名、作者、来源、摘

要等基本信息；可依据论文发表时间、被引频次、题名、第一作者、来源、相关性

六个维度对引证文献进行排序；每篇引证文献均提供 CSCD-LINK 链接，如有外链

全文链接，会显示“全文”字样；如需查找引证文献，可使用搜索功能；如需收藏该

篇引证文献，可点击收藏按钮。 



 

 相关文献：论文详情页面“相关文献”页卡处的文献，是指参考文献相关文献，如需

查看作者相关文献，只需点击作者姓名即可，如需查看关键词相关文献，只需点击

相关关键词即可；提供相关文献基本信息，包括题名、作者、来源、摘要等；可根

据文献耦合度、论文发表时间、被引频次、题名、第一作者、来源六个维度对相关

文献进行排序；每篇相关文献均提供 CSCD-LINK 链接，如有外链全文链接，会显

示“全文”字样；如需查找相关文献，可使用搜索功能；如需收藏该篇相关文献，可

点击收藏按钮。 



 
 引文分析：该模块提供了该篇文献的被引用情况，其中包括本系统 CSCD 数据库、

学位论文库数据库、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以及 Scopus 数据库对该篇文献的引用

情况，另提供被引用情况的年度分布图。 

 论文获取途径：页面提供 CSCD-LINK 链接、NSL 原文传递、Web 检索的扩展服务，

以及外链全文链接等论文获取途径。 

此外，论文详情页面还提供了可视化版本，提供了参考文献、引证文献、相关文献以及

科学数据集的可视化关联图，如下图所示。 



 

3.5 个性化服务 

新平台新增用户个性化服务，注册登录后的用户可保存检索历史，方便后续使用。同时，

平台提供我的订阅、论文收藏、浏览历史三个个性化功能模块。 

1) 我的订阅：订阅模块提供了作者订阅、期刊订阅、机构订阅、学科领域、研究主题、复

合条件共 6 类，除了复合条件之外，其余 5 类仅限定作者、期刊、机构、学科、关键词

等单一检索条件，方可出现在其对应的订阅标题栏之下，无需人工操作，机器自动匹配。 

例如，检索感兴趣的作者后，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通过我的订阅-作者订阅，即可查

看订阅结果。期刊订阅、机构订阅的操作步骤与作者订阅相同。 

 
 



 

我的订阅-学科领域，在检索页面，通过选定学科，以数学为例，如下图所示 

 

得到检索结果后，点击检索结果右侧的订阅按钮，即可将该学科的论文结果集合订阅到“学

科领域”栏。 



 
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通过我的订阅-学科领域，即可查看订阅结果。 

 

我的订阅-研究主题，检索时选择“关键词”进行检索，点击检索结果右侧的订阅按钮，即可将

该研究主题的论文结果集合订阅到“研究主题”栏，具体显示如下图所示。 



 
我的订阅-复合条件，可对任意检索式的检索结果进行订阅，只需点击检索结果右侧的订阅

按钮即可，具体显示如下图所示。 

 

订阅结果更新：如有更新的检索结果信息，会在右侧栏的"订阅"按钮进行提示，如需邮件提

醒，在添加订阅时，可点击"给我发送电子邮件"，更新提醒将会发送到您提供的邮箱。 

2) 论文收藏：在论文简要信息处提供“收藏”功能按钮，点击后可将该篇论文放入收藏列表，

也可创建收藏文件夹，对收藏文件进行自定义管理。 



 

收藏的论文信息，可通过点击个性化模块的“论文收藏”按钮进行查看，如下图所示。 

 

 浏览历史：通过点击个性化模块的“浏览历史”按钮，可浏览查看点击过的论文信息，

并提供检索功能。 



 

 



CSCD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使用帮助 

1. 系统介绍 

       中国科学文献数据库服务系统（Science China）是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

（China Science Digital Library,简称 CSDL）的资助项目，目标是建立基于 Web的科技

文献的文摘、引文、联合目录馆藏的知识服务体系，面向机构和个人提供中文科技期刊文

献资源的发现和评价服务，结合对全文数据库的开放链接，建立中文核心科技期刊的全文

服务体系，集成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和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CSDL）的相关数

据库服务和馆际互借服务。 

2. 相关名词解释 

•  来源检索：指以本文（来源文献）的作者、第一作者、题名、刊名、ISSN、

文摘、机构、关键词、基金名称为检索词来查找文献的检索方法； 

•  引文检索：指以参考文献的被引作者、被引第一作者、被引来源、被引机

构、被引实验室、被引文献主编为检索词来查找文献的检索方法； 

•  参考文献：指本文（来源文献）所引用的文献； 

•  引证文献：指引用本文（来源文献）的文献； 

•  相关文献：指与本文（来源文献）相关的文献，分为作者相关、关键词相关

和参考文献相关； 

•  作者相关：指与本文（来源文献）的作者共同发表的文献。可以在作者相关

选项的弹出作者列表中选择作者，选择一个作者，表示检索所选择的作者发表

的 

•  所有文献，选择两个或以上的作者，表示检索所选择的两个或以上作者共同

发表的所有文献； 

•  关键词相关：指与本文（来源文献）的关键词共同出现的文献。可以在关键

词相关选项的弹出关键词列表中选择关键词，选择一个关键词，表示检索所选

择 

•  的关键词的所有文献，选择两个或以上的关键词，表示所选择的两个或以上

关键词共同出现的所有文献； 

•  参考文献相关：指与本文（来源文献）具有共同参考文献的文献； 

•  耦合及耦合度：本文（来源文献）与其他文献具有共同参考文献的之间的关

系为文献耦合，其中共同参考文献的篇数为耦合度； 

3.1 检索流程 



 

3.2 简单检索 

      用户根据下拉菜单，直接在选定的检索字段中输入检索词，进行快捷检索，

并可以进行多个检索字段的组合检索。简单检索提供来源检索和引文检索。 

3.2.1 来源检索 

1．登陆中国科学文献服务系统地址：http://www.sciencechina.cn； 

2．在检索字段下拉框中选择检索字段，简单检索的字段包括：题名、作者、关键词、刊名

ISSN、文摘、机构、实验室、关键词、基金名称； 

3．在文本框中输入检索词，点击“检索“； 

4．实例：以检索作者“莫嘉琪”2005年发表数学学科的论文为例 

•  第一步：打开 http://www.sciencechina.cn页面； 

•  第二步：选择来源检索； 

•  第三步：在检索字段下拉框中选择“作者”； 

http://www.sciencechina.cn/help/cscd_help/3_2_1.html
http://www.sciencechina.cn/help/cscd_help/3_2_2.html
http://www.sciencechina.cn/
http://www.sciencechina.cn/


•  第四步：在文本框中输入“莫嘉琪”； 

•  第五步：在限定条件“论文发表年”中输入“2005 年” 

•  第六步：在限定条件“学科范围”中选择下拉框“数学”，点击"检索”。 

3.2.2 引文检索 

1．在检索字段下拉框中选择检索字段，引文检索的字段包括：被引作者、被引第一作者、

被引来源、被引机构、被引实验室、被引出版社、被引主编。 

2．在文本框中输入检索词； 

3．选择与其它检索字段的关系，“与”或者“或”，进行组合； 

4．继续在检索字段下拉框中选择检索字段，在文本框中输入检索词，选择与其它检索字段

的关系； 

5．类似操作，直到组合完所有的条件 ； 

6．在出版时间的文本框中输入出版时间； 

7．在被引时间的文本框中输入被引时间； 

8．点击“检索”； 

9．实例：以作者“莫嘉琪”发表文献被哪些文献引用为例 

•  第一步：打开 http://www.sciencechina.cn页面 

•  第二步：选择简单检索； 

•  第三步：选择引文检索； 

•  第四步：在检索字段下拉框中选择“被引作者”，在文本框中输入作者名

“莫嘉琪”； 

•  第五步：在限定条件中输入“论文发表年限”、“论文被引年限”，点击"

检索”。 

3.3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可以根据检索系统提供的检索点，任意组配检索式进行检索。高级

检索也提供来源检索和引文检索。 

3.3.1 来源检索 

      检索系统提供了十一个检索点，在检索框中输入“字段名称”和“布尔连接

符”以及检索内容构造检索式；也可以在最下方的检索框填入相应检索词，点击增加，将

自动生成检索语句。 

3.3.2 引文检索 

http://www.sciencechina.cn/
http://www.sciencechina.cn/help/cscd_help/3_3_1.html
http://www.sciencechina.cn/help/cscd_help/3_3_2.html


       检索系统提供了九个检索点，在检索框中输入“字段名称”和“布尔连接

符”以及检索内容构造检索式；也可以在最下方的检索框填入相应检索词，点击增加，将

自动生成检索语句。 

3.4 结果限定 

      来源检索和引文检索的检索结果可以通过“结果限定”来限定检索结果。来

源检索结果可以从来源、年代、作者和学科四个方面来进行结果限定；引文检索结果可以

从被引出处、年代和作者三个方面来进行结果限定。 

3.5 结果排序 

      来源检索和引文检索的检索结果可以进行排序，点击结果输出列表中相应字

段名称，可以实现相应字段的排序，来源检索结果可以按照题名、作者、来源和被引频次

进行排序，引文检索可以按照作者、被引出处和被引频次进行排序。 

3.6 结果细览页面查看 

       点击结果列表中每条记录题名中的“详细信息”，可以查看该条记录的详细

信息。结果详细信息页面可以查看该条记录的题名、作者、作者机构、文摘、来源、

ISSN、关键词、基金、参考文献，引文文献、相关文献和其他链接。 其中，作者、关键

词、基金都可以进一步链接，进行检索。 

3.6.1 引证文献 

       通过结果概览页面的被引频次或者结果细览页面右侧的引证文献都可以查看

来源文献的引证文献。点击概览页面的被引频次，或者点击细览页面右侧的引证文献进行

查看。 

3.6.2 相关文献 

       相关文献包括作者相关、关键词相关和参考文献相关 

3.6.2.1 作者相关 

        作者相关指与本文（来源文献）的作者共同发表的文献。可以在作者相关

选项的弹出作者列表中选择作者，选择一个作者，表示检索所选择的作者发表的所有文

献，选择两个或以上的作者，表示检索所选择的两个或以上作者共同发表的所有文献； 

3.6.2.2 关键词相关 

       指与本文（来源文献）的关键词共同出现的文献。可以在关键词相关选项的

弹出关键词列表中选择关键词，选择一个关键词，表示检索所选择的关键词的所有文献，

选择两个或以上的关键词，表示所选择的两个或以上关键词共同出现的所有文献； 

3.6.2.3 参考文献相关 

http://www.sciencechina.cn/help/cscd_help/3_6_2_1.html
http://www.sciencechina.cn/help/cscd_help/3_6_2_2.html
http://www.sciencechina.cn/help/cscd_help/3_6_2_3.html


       指与本文（来源文献）具有共同参考文献的文献。直接点滴提交查看与本文

具有共同参考文献的文献即可进行查看。 

3.7 结果输出 

       检索结果提供三种输出方式：E-mail、打印和下载。 

       检索结果可以通过勾选每条记录前的选择框，或者直接选中“本页”或者

“所有记录”进行输出结果的选择，对选中的结果直接点击 E-mail、打印和下载即可进行

相应操作。 

3.8 来源刊浏览 

      来源刊浏览主要是提供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浏览，页面提供期刊名

首字母的选择和刊名、ISSN的检索。 

      系统提供来源刊的来源文献详细信息的细览页面。显示信息包括题名、作

者、机构、文摘、出处、ISSN、关键词、学科、基金、参考文献、引证文献和相关文献。 

浏览方法： 

1. 选择来源刊浏览，跳转到期刊浏览的页面； 

2. 选择期刊名称的首字母； 或者在期刊检索的下拉框中选择检索字段，“刊名”或

“ISSN”，在文本框中输入相应的检索字段，点击“检索”。 

3. 在检索结果页面，点击“刊名”，查看该期刊的详细信息； 

4. 点击该期刊的卷期，查看该期刊相应卷期的具体来源文献信息 

5. 实例：检索期刊“化学学报” 

•  第一步：打开 http://www.sciencechina.cn页面 

•  第二步：选择来源刊浏览； 

•  第三步：或者在期刊检索的下拉框中选择检索字段 “刊名”，在文本框中

输入“化学学报”，点击“检索”。 
 

http://www.science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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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简介：

中国科学文献计量指标数据库运用科学计量学和网络计量学的有关方法，以

CSCD 及 SCI 年度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年度科技论文的产出力和影响力及其分布

情况进行客观的统计和描述。

从宏观统计到微观统计，渐次展开，展示了省市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医疗机构、科学研究者论文产出力和影响力，并以学科领域为引导，显示我国各

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揭示不同学科领域中，研究机构的分布状态。

1. 数据源

为全面客观展示我国科研人员的年度产出成果，CSCD-ESI 数据库的统计源

采用国内和国外两大重要的文献数据库，国内采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 CSCD），国外采用科睿唯安 Web of Science（简

称 WOS）核心合集部分子集（简称 SCI）。

CSCD 收录的我国出版的中、英文优秀期刊一千余种，统计时采用全库数据，

不区分核心库和扩展库。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目前包含 10 个细分数据库，

CSCD-ESI 仅采用以下 3 个数据库：

（1）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SCI-EXPANDED)

（2）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3）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CPCI-S)

注：统计年为 2020 年及以后，数据源仅包含（1）和（2），不再包含会议论文数据源（3）。

2. 文献类型

CSCD-ESI 统计论文类型如下：

（1） CSCD 中研究性或综述性，并且论文的页长大于 1 页的论文。

（2）SCI 中论文类型为“Article”、“Review”、“letter”，并且机构地址为“Peoples

R China”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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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统计年份为 2014-2019 年时，SCI 论文类型除上述三种外，另包含“Proceedings Paper”，

统计年为 2020 年及以后，只包含“Article”、“Review”、“Letter”。

二、 CSCD-ESI 的访问

CSCD-ESI 的 访 问 方 式 有 两 种 ， 一 是 在 浏 览 器 地 址 栏 中 输 入 ：

http://www.sciencechina.cn/后选择页面右上侧 “中国科学文献计量指标

(CSCD-ESI)”中的“进入检索”进行访问：

二是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http://www.sciencechina.cn/esi/ 直接可进入到

CSCD-ESI 中。

三、相关检索

1. 年度统计：

进入 CSCD-ESI 数据库后，默认的界面为“年度统计”，此项统计可在选择的

统计年内分别对 CSCD 数据库收录期刊、SCI 收录的期刊、CSCD 收录加 SCI 收

录期刊范围内进行的多项指标统计，可对“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

科学”、“生物科学”、“农业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环境科学、安全科学”九

大学科进行学术产出和影响力分析。根据所做选项，会列出各学科“统计年发文

http://www.science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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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5 年发文量”、“被引篇数”、“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多项指标统计结果。

年度统计中包含：学科、机构、地区、基金四项统计内容。

注：点击统计表栏首的 三角标志，可对各栏数据进行由大至小，由小至大

不同排序。

（1）学科统计

点击页面各学科文字，可展示学科的详细内容，也可分别选择“”高等院校、“科

研机构”、“医疗机构”、“附属医院”、“行政机构”、“公司企业”、“其它机构”等机构类型进

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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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构统计

进入“机构”选项，可以在统计年份选定不同的数据来源，查询到全部机

构类型的 5 项指标，也可以匹配不同的机构类型和学科领域，进行数据统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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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进入各机构中，不但可以查看到机构的各学科统计数据及学科占比，而且还

可以查看机构基金统计数据及基金数据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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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区统计

进入“地区”选项，可以查看到全国各地年度科学文献分布、论文影响力

分布。可以检索全部学科的情况，也可以根据需求查看某一学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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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金统计

进入“基金”选项，可以查看到中国各项基金年度资助的文献分布、资助的论

文影响力分布。

点击进入各项基金名称后，可以查看到各项基金在不同类型的机构所产生的论文

产出力和影响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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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统计基线

统计基线是对单篇论文影响力评价的指标，从被引频次角度来反映文章在其

相应的学科中的位次排名。CSCD-ESI 的统计基线分别给出了在某个发表年、某

个学科领域排名进入前 0.1%、前 1%、前 10%、前 20%的文章所需要达到的被引频

次， 从而界定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统计基线中，被引频次的计算的统计时间

窗是滚动 10 年加当前年，基线的统计执行定期更新的模式，更新的频率与中国

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数据更新的频率一致。CSCD-ESI 统计基线的学科分类

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一级分类体系，遵循基础研究的特质，数理科学和

化学类（O 类）采用二级学科分类，并将力学与物理学两个二级学科分类合并为

物理学。 基线统计值为空的统计值表示无进入本档位的文章，故而无法提供相

应的满足条件的被引频次。相应学科领域中文章的总量过少时，会出现无文章进

入相应档位的情况。

进入“统计基线”选项，可以查看到全部学科及不同学科中论文影响力年度评

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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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被引统计

高被引论文的界定主要借助 CSCD-ESI 的统计基线指标，高被引论文展示了

在 10 年滚动时间区间内，某学科领域中被引频次排名进入前 1%的文章的集合。

进入“高被引统计”选项，不仅可以查看到全部类型在各学科的高被引论文情

况，而且可以选择“地区”、“机构”、“基金”、“期刊”等不同类型在各学科的高被引论文

分布情况。

注：高被引统计指标数据源仅为 CS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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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年度的高被引论文数值后，可进入高被引论文的具体详情内容，包括：论文

题名、学科、作者、来源文献、被引频次。点击”题名“下文献题名，可直接链接

到 CSCD 数据库内论文的详细信息，点击“被引频次”下的数值，可直接链接到

CSCD 数据库中引证文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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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比分析

“对比分析”选项中，包括两种对比分析内容，即“机构对比”和“地区对比”。

（1）机构对比：

机构对比中的数据来源中包括：CSCD 数据、SCI 数据及 CSCD+SCI 数据。

机构截取方式中包括：统计年发文量和 5 年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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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可以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或在选择框内输入查找机构。

选择对比机构后，点击”对比“选项，可得到柱形图和表格项显示统计结果。

可查看“5 年发文量”、“统计年发文量”、“被引篇数”、“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量”

等对比项的图形显示和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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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区对比：

地区对比的数据来源为：CSCD、SCI、CSCD+SCI

对比地区为全国的省市

选择对比地区后，点击”对比“选项，可得到柱形图形及表格项显示统计结果。可

查看“5 年发文量”、“统计年发文量”、“被引篇数” 、“被引频次” 等对比项的图形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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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和统计数据。

四、统计说明

统计说明，是对 CSCD-ESI 数据库的相关：统计源和文献类型、数据统计的

相关内容、统计指标的定义、高被引统计和基线统计的说明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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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统退出

退出系统，有两种方法：一是点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项中的“退出”，

另一种方法为点击页面上的“首页”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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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统简介：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指标数据库是根据 CSCD 年度期刊指标统计数据创建的。

该统计数据以 CSCD 数据库为基础，对刊名等信息进行了大量的规范工作，所有

指标统计遵循文献计量学的相关定律及统计方法，这些指标如实反映国内科技期

刊在中文世界的价值和影响力。

CSCD-JCR 指标数据翔实丰富。2010 年以来，统计指标达到 10 余种，包括

期刊论文发文量、基金论文量、发文机构数、篇均参考文献数、自引率、引用半

衰期、影响因子、即年指数、总被引频次、自被引率、被引半衰期等。从不同角

度揭示期刊影响力。

二、 CSCD-JCR 的访问

CSCD-JCR 的 访 问 方 式 有 两 种 ， 一 是 在 浏 览 器 地 址 栏 中 输 入 ：

http://www.sciencechina.cn/后选择页面右下侧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指标

(CSCD-JCR)”中的“进入检索”进行访问：

二是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http://sciencechina.cn/jcr/search_jcr.jsp 直接可

进入到 CSCD-JCR 中。

三、 相关检索

1. 来源期刊引证指标检索：

（1）进入 CSCD-JCR 数据库后，默认的界面为“来源期刊引证指标检索”，此项检

http://www.sciencechina.cn/
http://sciencechina.cn/jcr/search_jcr.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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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是对 CSCD 数据库收录的来源期刊进行的多项指标查询。可以根据“统计年”、“一

级学科”、“二级学科”、“期刊名称/ISSN”对 CSCD 收录的期刊进行检索。根据所做各

项检索在页面下部，会列出“序号”、“刊名”、“ISSN”、“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H 指

标”、“论文量”、“基金论文量”几项指标统计结果。

检索出的几项指标，每一项可根据需要进行由高至低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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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期刊名称后，可以得到该期刊的更多项统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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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相关学科”项中的学科名称，可查看期刊在该学科范围内的被引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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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点击各项标头的曲别针标记处，可直接链接至“帮助”项中对该

数据的解释。

2）将鼠标放在标题栏上可以查看该值的计算定义。

3） ：标志为后退； ：标志为返回到顶部

2. 来源期刊对比：

（1）通过点击“来源期刊对比”，可进入 CSCD 来源期刊对比界面。

（2）在此可以进行输入或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多种 CSCD 来源期刊，进行“总

被引频次”、“影响因子”、“H 指数”、“论文量”、“基金论文量”项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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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它检索

（1）通过点击首页中“其它检索”可对期刊进行“按被引频次总排行”、“按学科引用

排行”、“外文期刊引用排行”的检索。这里所涉及的期刊，不限于 CSCD 收录源期

刊，也涉及非 CSCD 收录源期刊（加粗字体的期刊为 CSCD 收录源期刊，正常字

体期刊为非 CSCD 收录源期刊）。

（2）按被引频次总排行

“按被引频次总排行”不但可以检索到统计年中全部学科的期刊总体的“总被引频

次”和“他引频次”的排名，而且还可以按网页左侧“学科分布”中列出的各学科进行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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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学科引用排行

“按学科引用排行”可检索到统计年中各期刊在相关学科范围内的总被引用情况。

(4) 外文期刊引用排行

“外文期刊引用排行”进入后，可查看到统计年中 CSCD 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对国外

期刊的引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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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统帮助

通过点击页面中“帮助”项，可查看到系统中各项统计数据的相关说明和解释。通

过点击其它各项的 曲别针图标，也可以直接链接到此项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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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系统退出

退出系统，有两种方法：一是点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项中的“退出”，另

一种方法为点击页面上的“首页”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