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用SCI和ESI数据库获取前沿研究动态

张丹丹

汤森路透 知识产权与科技

2016年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SCI和wos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我在这边先卖个关子，后面我会为大家讲到。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SCI都是被许多科研机构、高校等单位用来作为评价科研成绩的参考标准之一，也是很多老师用来查收查引的一个工具，但实际上sci数据库还可以帮我们的科研工作提供很多帮助，比如分析，下面我利用wos的分析功能来看一下我们学校sci的发展情况。



1. 认识SCI和ESI

2. 利用SCI和ESI获取前沿研究动态

1. 认识SCI和ESI



2014年10月2日，Nature发布了一项结果：

统计了科学界有史以来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0篇

文章。该项目与汤森路透共同合作完成，其数据

支撑来自WOS核心合集，统计了自1900年以来，

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00篇文章。

Nature与TR合作“The top 100 papers”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广度

•SCI
•SSCI
•A&HCI

• CPCI-S
• CPCI-SSH

• BkCI-S
• BkCI-SSH

• CCR
• IC

~8800多种核心期刊
~3200多种核心期刊
~1700多种核心期刊

截止日期至2016/3/17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电子科技大学目前SSCI开通使用。经管学院、外语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都可使用



SCI/SSCI
1900

A&HCI
1975

CPCI
1990

BkCI
2005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深度

北京邮电大学
SCI:1997年
CPCI-S：2004年
ESI/CSCD



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数据库——独特性
Citation Index 引文索引

Dr. Eugene Garfield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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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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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记录

2004

2008

2002

1994

引用

2014

2013

施引文献 2011

2012

2010

参考文献

2001 2007

199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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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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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识SCI和ESI

2. 利用SCI和ESI获取前沿研究动态2. 利用SCI和ESI获取前沿研究动态



通过本校图书馆网站或者直接登录下方网址检索：
www.webofscience.com 
登录SCI/SSCI/CPCI的直接网址：
http://webofknowledge.com/WOS
登录ESI的直接网址：http://esi.incites.thomsonreuters.com/ 



Web of Science平台界面 (www.webofscience.com)

目前本机构可检索的资源有:
SCI:1997年
CPCI-S：2004年
ESI/CSCD



可通过ESI平台了解22个ESI学科的研究
前沿动态,比如工程领域或计算机领域、
工程领域的研究前沿

更多关于ESI的详细信息可查看：
http://ip-
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
ductraining/ESI/#tab1



工程领域的研究前沿



计算机领域的研究前沿



埃里克·康奈尔和卡尔·威曼
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

沃夫冈·凯特利
麻省理工学院

1995年，三位学者使用气态的铷原子在170 nK
（1.7乘10的-7次方K）的低温下首次获得了玻色
-爱因斯坦凝聚。他们三人因此分享了2001年度
诺贝尔物理学奖

案例：玻色-爱因斯坦凝聚（Bose-Einstein condensate）

光能够被储存？

模拟黑洞？

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又叫“物质第五态”。如果物质接近

绝对零度(-273.16℃)，所有的原子似乎都变成了同一个原

子,再也分不出你我他。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光能够储存吗？（哈佛大学的两个研究小组曾经用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使光的速度降为零，将光储存了起来）模拟黑洞？（可以用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来模拟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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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发文趋势（SCI/CPCI-S）

玻色 爱因斯坦 what happened

?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924年印度物理学家玻色提出以不可分辨的n个全同粒子的新观念。遭到退稿的玻色将论文寄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意识到玻色工作的重要性，于1924和1925年发表两篇文章，将玻色对光子的统计方法推广到原子，预言当这类原子的温度足够低时，所有的原子会突然聚集在一种尽可能低的能量状态，这就是玻色-爱因斯坦凝聚



检索词: BOSE* EINSTEIN*
检索字段：主题
检索数据库：SCIE/CPCI-S





①文献综述

②高影响力文献

③热点研究

④跟进课题

⑤跟踪学术领军人物

写作

投稿课题分析



①文献综述

A

B

A和B两种方式：
 阅读已有的文献综述；
 亲力亲为-“分析检索结果”



“分析检索结果”页面

强大的分析功能(16个分析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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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OS学科类别
▪语种 ▪编者 ▪丛书名称 ▪研究方向



“出版年”：分析整体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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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量

将“所有数据行”保存至本地，
用Excel打开.txt文档并作图





S. N. Bose. "Plancks Gesetz und 
Lichtquantenhypothese",Zeitschrift für Physik26:178-181 
(1924).(The German translation of Bose's paper on Planck's law)

1. 被引次数最高的是爱因斯坦1917年发表的文章

2.其次是玻色于1924年发表的文章

3.还有几篇爱因斯坦在1925年发表的文章……

普朗克定律和光量子假说 1924

1925年这篇文献的参考文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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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量

玻色爱因
斯坦理论

的提出
1924



在“分析检索结果”->“出版年”中勾选感兴趣年份（比如
1950~1970），然后“查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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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量

1924年，
玻色爱因
斯坦理论

的提出 1956年，
使用液态
氦实现了
8%的原子

凝聚



著者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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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分析高产出的科研人员

Boris A. Malomed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http://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Boris_Malomed2

http://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Boris_Malomed2


“机构”：分析高产出机构

组织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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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院
俄罗斯科学院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



“国家/地区”：分析高产出国家或地区



继续利用“分析检索结果”分析我国在该领域：
该课题的发展趋势；
引领机构，高影响力作者；
经常发表的期刊；
基金资助项目；
合作的国家和机构……



②高影响力文献
途径一：被引频次（降序）锁定文献中经常受关注的文章



②高影响力文献

埃里克·康奈尔和卡尔·威曼
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

沃夫冈·凯特利
麻省理工学院

1995年，三位学者使用气态的铷原子在170 nK（1.7乘10的-7次方K）的低温下首次获得了
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他们三人因此分享了200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995年，三位学者使用气态的铷原子在170 nK（1.7乘10的-7次方K）的低温下首次获得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他们三人因此分享了199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SCI：引文索引与百年回溯

1995年，
实验确认
了此物质

的存在1956年，
使用液态
氦实现了
8%的原子

凝聚

1924年，
玻色爱因
斯坦理论

的提出



钠原子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





在原子蒸汽中观测玻色
爱因斯坦凝聚现象



普朗克定律和光量子假说
1924

预言了新物质形态的存在1925

突破性的用激光冷却原子的方法，为玻色-
爱因斯坦凝聚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因为实现玻爱凝聚态的条件极为苛刻，其中之一就需要达到极低的温度，这令无数科学家头疼不已。1990年代以年来,由于大家所熟知的朱棣文等三位物理学家（Chu（朱棣文）, Cohen, Phillips)的杰出工作，激光冷却与囚禁中性原子技术得到了极大发展，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奇迹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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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量

1995年，
实验确认
了此物质

的存在1956年，
使用液态
氦实现了
8%的原子

凝聚

1987年，
突破性的
激光冷却

方法

1924年，
玻色爱因
斯坦理论

的提出

what happened

?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924年印度物理学家玻色提出以不可分辨的n个全同粒子的新观念，使得每个光子的能量满足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设， 也满足波尔兹曼的最大机率分布统计假设，这个光子理想气体的观点可以说是彻底解决了普朗克黑体辐射的半经验公式的问题。可能是当初玻色的论文因没有新结 果，遭到退稿的命运。他随后将论文寄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意识到玻色工作的重要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 性，立即着手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于1924和1925年发表两篇文章，将玻色对光子(粒子数不守恒)的统计方法推广到原子(粒子数守恒)，预 言当这类原子的温度足够低时，会有相变—新的物质状态产生，所有的原子会突然聚集在一种尽可能低的能量状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1938年: FritzLondon提出液氦(He4)超流本质上是量子统计现象，也是一种凝聚行为, 并计算出临界温度为3.2K。从此BEC开始受到重视。从那时起,物理学家都希望能在实验上观察到这种物理现象,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实验体系和实验技术的 限制,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的早期实验研究进展缓慢。凝聚的实现与天然的发现 20世纪90年代以年来,由于大家所熟知的三位物理学家（Chu（朱棣文）, Cohen, Phillips)的杰出工作，激光冷却与囚禁中性原子技术得到了极大发展，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奇迹的实现提供了条件。1995年实验观察气相原子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第一批实现BEC的几个研究小组分别来自美国科 罗拉多大学实验天体物理联合研究所(JILA) 、美国莱斯大学（Bradley小组）、麻省理工学院(MIT)（Davis等人），他们分别独立宣告在实验上观察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现象,在物理界引起 了强烈反响,是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研究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此后，有关BEC的研究迅速发展，观察到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如BEC中的相干性、约瑟夫森效应、蜗旋、超冷费米原子气体。其中许多是当年爱因斯坦和玻色未曾想象过的，BEC招致了诸多领域现代物理学家的关注。



②高影响力文献
途径二：锁定最近10年同年度同学科中的重要文章，即ESI高水平文章

利用“精炼”中的”ESI高水平文章”
可直接过滤出最近10年的ESI高
水平文章



锁定热点研究两个途径：
1. “精炼”->ESI高水平文章->Hot Papers
2. “创建引文报告”查看最近几年被引频次（创建

引文报告功能当文献量超过1万篇时无法使用，
建议可精炼学科/出版年/国家地区等之后再利
用）

③热点研究



③热点研究

通过“精炼”->ESI高水平文章->Hot Papers锁定
该领域中共有4篇ESI热点文章，即在最近2年
最近2个月，被引次数在同年度同学科达到全
球前1‰



③热点研究

要关注中美德三国最近几年的热点研究，
❶可在“精炼”->国家地区中勾选中美德后精炼；
❷然后利用“创建引文报告”



高影响力是对总被引频次的关注；
高热点是对最近几年被引频次的关注



在WOS中寻找

跟进后续进展&最新进展？ 跟进后续进展&最新进展？

•“被引频次（降序）”锁定高影响力文献
•“创建引文报告”锁定高热点文献

“引证关系图”
& “引文跟踪”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 “创建跟踪/RSS”

手边就有

④跟进课题的后续进展&最新进展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So, in summary,  all terms in the topic field are searched – even very common words; there are no stop words.  Lemmatization helps automatically find variants of your search terms.  Left hand truncation is now allowed.  The NEAR operator lets you specify the distance between your search terms .  And all search results are returned, allowing for the most accurate set combinations and results analysis.



被引文献作者: Hou jg

被引著作: phys* rev* lett*

被引文献出版年: 1999

被引文献卷: 83

被引文献期: 15

被引文献标题



如何跟进手边文献的后续进展 & 最新进展?(文章或书均可）

后续进展：可阅读检索得到的文献列表；
最新进展：
可利用“排序方式”-出版时间排序；
也可创建跟踪定期发送更新报告：“创建
跟踪服务”或“检索历史”中创建跟踪





在WOS中寻找

跟进后续进展&最新进展？ 跟进后续进展&最新进展？

•“被引频次（降序）”锁定高影响力文献
•“创建引文报告”锁定高热点文献

“引证关系图”
& “引文跟踪”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 “创建跟踪/RSS”

手边就有

④跟进课题的后续进展&最新进展



埃里克·康奈尔和卡尔·威曼
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

沃夫冈·凯特利
麻省理工学院

1995年，三位学者使用气态的铷原子在170 nK（1.7乘10的-7次方K）的低温下首次获得了
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他们三人因此分享了199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如何跟进WOS中文献的后续进展&最新进展？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995年，三位学者使用气态的铷原子在170 nK（1.7乘10的-7次方K）的低温下首次获得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他们三人因此分享了199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如何跟进WOS中文献的后续进展&最新进展？

钠原子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



和施引文献的关系：追踪后续进展

通过活跃节点捕捉后续进展



如何跟进WOS中文献的后续进展&最新进展？

施引文献、参考文献和相关记录可
以作为拓展更多有价值资源的途径



如何获取全文？

获取全文的建议:
在WOS平台精炼入口中,”开放获取”
可直接获得免费文章;
与Google Scholar的互通;
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
直接联系文章作者



精炼中增加了对OA
期刊文章的过滤



⑤跟踪学术领军人物

作者：wang h*w* or h*w* wang
机构：tsinghua univ or univ tsinghua

更多个人检索式的编写技巧可参考
汤森路透以下网址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productraining
中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培训->应用技巧->
“5.1 如何了解您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情况”





①文献综述

②高影响力文献

③热点研究

④跟进课题

⑤跟踪学术领军人物

写作

课题分析 投稿



自行检索请教同行

查阅所引
用参考文
献的来源
出版物

我国学者的投稿倾向?

语言因素?

本领域的SCI期刊都有哪些？
用稿特点
影响因子
投稿须知

如何选择合适的期刊投稿？



请注意：
如果只查看被SCIE收录的期刊，检
索时务必只选择SCIE





可直接过滤出中国稿件查看投稿偏好



刊载中国稿件较多的期刊（TOP10）

来源期刊：

- 发现相关的学术期刊进行投稿

- 分析备选期刊的录用倾向性

- ……





可通过全记录页面中与Journal citation 
Report的链接查看影响因子、区间排名和出
版周期等信息



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 》在
JCR数据库中的部分信息



①文献综述

②高影响力文献

③热点研究

④跟进课题

⑤跟踪学术领军人物

写作

课题分析 投稿



文献管理工具——EndNote® 网络版

SCI

EndNote网络版使用前需要先在本机构IP范围内注册,注册成功之后,不限地点,只要
能上网都可访问EndNote网络版.
更多关于EndNote的操作可参考汤森路透大讲堂：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Autumn2015/course1103.htm

新疆大学 培训专场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Endnote online版是免费的，现在大家普遍用的单机版都是盗版。Endnote的功能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收集文献，我们在web of science选取想要保存下来的文献，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Autumn2015/course1103.htm


如何插入参考文献？

Sheng. L

SCI新疆大学 培训专场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我不需要退出再进入endnote，它直接就出现一个对话框，我在空格处输入文献的作者名字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此时，endnote web就可以帮我提取这个作者所写的所有文章，我选择其中我想要插入的那篇文献之后点击insert插入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的末尾出现一个1的字样，同理我们还可以插入脚注和尾注。，那么这就是文中参考文献



SCI新疆大学 培训专场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那么文后参考文献呢，它会以你所选择的期刊的参考文献格式来显示。



如何统一做格式化处理？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大家来看左侧是我之前的IEEE的参考文献格式，那么在选择了新的期刊style之后呢，我左侧所有的参考文献一键格式化成为新期刊的格式



ENDNOTE匹配功能-找到最合适您投稿的期刊





ENDNOTE匹配功能-找到最合适您投稿的期刊



Endnote® online – 文献的管理和写作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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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新疆大学 培训专场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直接在文字处理过程中插入参考文献,并按要求自动调整引用顺序,可根据投稿期刊的不同要求快速修改参考文献的引用并生成规定格式的参考文献列表. 软件优点： 1、 杂志的要求自动生产参考文献，所以在写文章的时候你再也不要考虑如何根据杂志的要求进行排版了。 2、随时调整参考文献的格式。使用这些软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调整参考文献的格式。 3、方便自己查找文献。可以把自己读过的参考文献全部输入到Endnote里头，这样在查找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4、 参考文献库一经建立，以后在不同文章中作引用时，既不需重新录入参考文献，也不需仔细地人工调整参考文献的格式。而且参考文献很多情况下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导入至库中，很方便。可谓一劳永逸。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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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引用处的形式(如数字标号外加中括号的形式，或者是作者名加年代的形式，等等) 以及文章后面参考文献列表的格式都可自动随意调整。这对修改退稿准备另投它刊时特别有用。 6、 EndNote处理中文有点问题，主要是显示不正确，但其功能不受影响。实际上，真正的不方便之处在于中英文混合引用的时候。这时，由于习惯不同，中英文文献格式会出再混乱。比如，某个文献的多位中文作者排列时出现类似“刘某某,张某某,et al”字样而不是中文习惯里的“刘某某、张某某，等”字样。 7、与WORD的真正协同功能。安装了EN后，自动在WORD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工具栏，我们在写作时最常用的几项功能都只需简单点击这个工具栏即可。 



1. 认识SCI和ESI

2. 利用SCI和ESI获取前沿研究动态



目的 方法 具体操作

完成高质量文献综述

❶看前人综述 “精炼”->“文献类型”->“review”

❷亲力亲为了解研究背景信息 可利用“分析检索结果”出版年、作者、机构等16个字段分
析

锁定经典文献

❶在文献堆中快速锁定被引次数较高的
文章

“排序方式”->“被引频次降序排列”

❷在文献堆中找最近10年、同年度同学
科中被引次数至少位列全球前1%的文章

“精炼”->“ESI高水平论文”

锁定热点文献

❶在文献堆中，找最近2个月被引次数位
列全球前1‰的文献

“精炼”->“ESI高水平论文”->“Hot Papers”

❷在文献堆中找最近几年被引频次较高
的文献

“创建引文报告”->看最近几年的被引次数较高的那些文献

锁定睡美人文献
Step1：“精炼”中过滤“article”；
Step 2：进入“创建引文报告”页面，下载所有数据，然后在excel表中浏览那些发表年代较早，沉睡
一段时间后被引次数突然增多的文献

追踪课题后续进展

❶实时追踪手边文献后续进展，定期发
送更新报告给您

Step1：将手边文献关键信息输入“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Step2：利用“创建跟踪服务”定制跟踪

❷追踪在SCI中随时找到的文献 Step1：点击该篇文献，进入它的摘要页面（全记录页
面），点击“施引文献”链接查看；
Step2：实时追踪的话，点击“创建引文跟踪”即可

追踪学术牛人
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检索界面输入目标作者名称，在“分析检索结果”-“机构”中选择该作者所在
机构，然后“查看记录”。得到的结果如果确定都是目标作者的话，可以“创建跟踪服务”，实时追踪该
牛人最新成果的动向



WOS在线大讲堂——2016春季课程
网址：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WOSOnline/

只要能上网，即可免费加入和收听



科研与研发人员专场
课程安排：2016年3月-5月，每周二

晚上19:00-20:00



图书馆员与情报分析人员专场
课程安排：2016年5月-6月，每周四

下午15:00-16:00

汤森路透官方微信:TR_IPS



联系我们！

技术支持: ts.support.china@thomsonreuters.com
Tel: 4008 822 031(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7:00 )
Fax: 010-82862088

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 融科资讯中心C座北楼610室
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集团

mailto:ts.support.china@thomsonreut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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