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检索技巧 

引言 

真希望微软，谷歌，苹果，百度等大人们终有一天能把个人助手 Siri 等小的

们，调教到如斯地步：“Hi，Siri，我要研究 XXX，给我写个调研报告~~~。”不过

在 2013 年，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只有调教自己（笑）。 

    首先，整个审视一下，文献检索的前世今生， 

 

读者们可能要问了，我关心的就是，“我有 XX 题目，我要下载相关重要文献”。

就这么简单，在下是不是把这个过程复杂化了。我只能说，没有办法，这种显而

易见的东西却是电脑最难理解的（google，百度，微软们加油啦！）。 

策略，所以我们得把文献尽可能以电脑能够理解的形式严格描述，然后

利用相关工具(google，百度，Bing，图书馆，Endnote)，找到它们，阅读一下，

有价值的下载（复印），然后利用 Endnote 等文献管理工具整理好 (忘掉资源管

理器吧，用它存储到几百篇文献的时候，你的噩梦就开始了)，方便以后使用。

当然上述过程可能是交织的，比如阅读一篇文献会有助你分析研究题目，并会将

你引向更多文献。 

其中最难的是第一步，“以电脑能够理解的形式严格描述文献”，这需要你自

己不仅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还要清楚电脑能理解什么，而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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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师兄师姐们就有真正用处了（大笑）。 

 

流程 

废话说完，下面以一些例子来介绍下在下的一点小心得吧(读者有好的建议

请不吝赐教~~分享出来) 

Step1，清楚自己要什么 

一般，我们接触的研究题目/兴趣，都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比如乙烯在高温

下的分解速率，电子与氮分子的微分散射截面，石墨烯掺杂对 XX 的影响等等。

而杂志上的文献多多少少都是写给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的看的，因此我们首先要

让自己有这方面的背景。书籍是最好的入门材料，其次是综述。因为书籍一般自

成体系，相对文献来说对初入行者更有价值。 

以乙烯分解为例，不用搜索，我们知道它属于化学类问题，稍微百度/google

一下之后，我们会发现它属于高分子化学类，对于中文，百度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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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看一下前面几个链接，知道潘祖仁编著的高分子化学是大家经常使用的，

找到这本书，阅读一下，很快找到相关的热降解这节，阅读之后就会对高分子的

热降解有个大致的了解，内容基本上基于文字描述的，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复杂，

研究还不是很成熟，越成熟的学科，数学的作用越大。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更成熟

学科的研究结果，所以我们还得往上追溯一下，放弃高分子的限制，因为是研究

反应速率，所以搜索反应动力学是极好的。中英文的都搜索一下，很容易找到很

多相关的书，在下选了下面的两本书籍：许越的《化学反应动力学》，以及 James 

E.House 的《Principles of Chemical Kinetics 2ndEd》细读，阅读之后发现不仅高分

子，连固体的化学反应研究都还不成熟，在下貌似挑了块硬骨头~~ 

经过一些背景了解，大致知道自己研究对象的全貌和一些必要的细节。但是

书籍可能在时间上有滞后，这时可以找一些综述性的期刊看看，了解下当前的研

究进度。首先推荐的是读读学长们的博士论文（如果有的话），相当的有用，博

士论文的话，自己实验室直接找师兄要（笑），知网和国家图书馆也是推荐去处。 

 

 



然后是各大影响因子奇高的综述类期刊，这个要自己结合相关学科探索下了。 

Step2，电脑能理解什么 

看看 EndNote 的文献搜索界面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打开 EndNote，选中左下

角 SCI 数据库 

 

其搜索界面长这个样子： 

 

您需要填的就是电脑能够理解的，这里从上到下为，作者，年份，题目，题目/

关键词/摘要，杂志名，作者地址。电脑还只能做到字符串匹配。 

    如果知道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搜索他的相关文章是最好的，权威同时也是

最前沿。对于一个新人来说，还不太了解的话，关键词是比较好的选择(您写的

文章要想被别人轻易搜索到，也好好提炼关键词吧)。在下搜了一下热分解 



 

4 万多篇文献，令我汗颜，您可以加一下其它限制，比如年份，杂志限制，缩小

范围。这里为了在下突然有对隐身衣感兴趣了，搜索一下 2013 年这方面的研究 

 

搜索到 7 篇文献，很多国人的身影啊~~，随意点开一篇可以看到更为详细的信息 



 

至于直接在 google，百度中搜索，原理也一样，关键词，作者等来追踪文献。只

是这里指定是搜索 SCI 的库，目的性更强一些。中文的库如知网等也是这个逻辑 

 

Step3，根据搜索结果下载文献 

在具体的库中检索到的文献，有时能直接给出下载链接，像 EndNote 这种

SCI 库中，有时还需要进一步搜索一下。Endnote 中有一选项 



 

但是功能不强，一般来说，我们需要定位到这个杂志/出版社的官网才能下到文

献（前提您的单位买了下载权限才行）。这里知道文献的题目，在 google 中直接

搜索是比较快速的定位方法。 

 

这一般都会直接定位到杂志的网站提供下载链接。如果单位没买权限，大家可以

试试给原作者写封邮件要一下，一般大家都乐意分享。 



 

如果只知道引用，进到相关的杂志的网站，一般都提供根据文献的卷号和起始页

搜索。至于杂志的网站怎么找，google 直接搜索之。 

Step4. 管理下载的文献 

   在 EndeNote 中，可以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如下图，对每篇文献可以关联 PDF

等附件，还可以做注释等等。当文献多了之后这种管理的高效性和方便就体现了。 

 

Step 5. 引用 

  EndNote 提供 Word 插件，可以直接导入引用，相当的方便，这里就不再详述，

小伙伴们自己探索吧。多用用 Help。 



 

最后—--把文献当资源看 

     资源都掌握在人手上，目前有科学家社交网络，可以帮你很好的与同行，

未 来 同 行 们 建 立 联 系 ， 这 样 不 仅 文 献 ， idea 也 可 以 分 享 到 ， 如

http://www.academia.edu/，ReasearchGate 与 google group（讨论组也算简易社交

吧~~）等等。 

http://www.academia.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