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 星 发 现

查阅资源 课题研究 论文考研 成果统计

读者知识发现服务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超星公司的一个致力于为读者提供知识服务的一站式平台——超星发现，通过它，可以为我们的读者查找学习资料、写论文、进行课题研究以及学术成果统计等提供帮助。



点击这里



一站式检索

 超级庞大的元数据资源保障

 11亿条数据，十倍于同类

 导航筛选

 11个维度分面

 内外部复选，随意组配

 智能检索

 强大的主题词表

超 星 发 现 能 做 什 么

大数据分析

 知识关联图谱

 简明扼要，一目了然

 学术趋势分析

 学术成果统计与评价

 引证分析

图书引证，人无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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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超星发现平台主要的两个功能是一站式检索，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大数据统计分析，提供一个量大而简明的统计分析结果，来辅助我们的科研研究。一站式检索，它有非常庞大的元数据做保障，目前11亿条数据的量是行业领先的，当然，这个数据也是每天更新的，同时这么大的资源数据量我们能够提供十一个维度分面的检索，既能够进行量大又精准的筛选出我们想要的资源。同时还有智能的主题词表，为我们提供智能的检索。第二个主要功能就是大数据分析，能够提供简明扼要的关联图谱、学术趋势分析，还有能够提供图书引证分析，这个是超星发现独有的功能，以上就是大数据平台分析的功能。接下来我们就从一站式检索平台这个功能开始介绍



一站式检索

超 星 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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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级 庞 大 的 资 源 保 障

空检 11亿条数据（2020年9月22日）

3462万种 图书

4.61亿篇 期刊

2.1亿篇 报纸

1931万篇 学位论文

411万篇 标准

1.46亿篇 专利

1905万部 音视频

424万篇 会议论文

6089万条 信息资讯

647万条 法律法规

1024万条 科技成果

165万条 特色库

4796万个 案例

3322万条 年鉴

超星发现支持空检，即在不输入任何检索词的情况下，
点击检索，获取所有数据列表，保障了检索的全面性。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首先，一站式检索最大的保障就是空检数据，我们超星发现是整个行业内唯一一个支持空检的检索平台，目前能够提供9.73亿条元数据，这些元数据包括了图书、报纸、期刊、学位论文、科技成果、法律法规等等。



导 航 筛 选 11个维度分面，支持复选、组配检索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在这庞大种类繁多的基础上，我们能够提供十一个维度的分面聚类的检索，在检索页左侧会有不同类型的聚类，我们可以进行不同维度的勾选。比如我们可以根据地区、学科类型等进行勾选，一步一步去缩小我们的检索范围，这样子就能够通过9.47亿条的大数据找到我们想要的资源。



检 索 方 式 — — 快 速 检 索



检 索 方 式 — — 分 面 检 索

通过采用分面分析

法，可将搜索结果按各

类文献的时间、文献类

型、主题、学科、作者、

机构（可展开二级机构

组织）、权威工具收录

维度等进行任意维度的

聚类。



检 索 方 式 ： 快 速 检 索 + 分 面 检 索

新媒体

所有数据中

近三年

期刊有148637篇



检 索 方 式 — — 高 级 检 索
点击搜索框后面的“高级检索”链接，进入高级检
索页面，通过高级检索更精确地定位您需要的文献。



检 索 方 式 — — 高 级 检 索 （ 例 ： 中 国 传 媒 大 学 、 新 闻 ）

输入所需要的检

索词，得出精确

结果。



检 索 方 式 — — 专 业 检 索

最直接的专业

检索将所有文献的

所有字段都可以以

逻辑运算的

“与”“或”“非”

进行组合起来，那

么我们的用户就可

以通过这样的功能

找到自己最有价值

的资源。



检 索 方 式 — — 专 业 检 索 （ 例 ： 新 媒 体 、 媒 介 融 合 ）

Su=主题

不同字段间逻辑

检索规则：AND

（与）

关系符号间空一

个字节并且只能

用大写字母；



智 能 检 索

精准全面 智能

不遗漏 噪音少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在这里，可能很多人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检索资源量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全面和精准的检索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悖的，因为你找到的东西越多，你就越难精准，如果越精准，检索到的结果可能就越少。那么，我们是如何在全面与精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呢？我们选择的就是智能检索的功能



智 能 检 索 ① ： 学名、别名与俗称

检索：金银花
同时检索了：忍冬；银花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在检索输电线路这个词的时候，同时匹配检索了它的其他学名：送电线路、供电线路等等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检索一些关键词的时候，就不需要学名检索一遍，别名又检索一遍来防止遗漏，通过发现的智能检索可以节省我们很多的时间。



智 能 检 索 ② ： 简称与全称

同时检索了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除此之外，还支持全称与简称的智能匹配比如我们在检索物探的时候，同时检索了它的全称“地球物理勘探”。



智 能 检 索 ③ ： 机构现\曾用名以及中\英文名匹配

检索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同时检索了： “桂林航天工业管理学校；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
科学校；Guilin University Of Aerospace Technology”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第三个智能检索就是现用名与曾用名、中英文名的智能匹配，我们在检索一些机构单位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检索这个单位机构的曾用名比如说武汉理工大学，同时检索了曾用名武汉工业大学、武汉交通科技大学，以及它的简称、英文名等，全部都能够一站式的检索到。



智 能 检 索 ④ ： 下位词查询（ 主 题 词 表 ）

点击下位词检索
检索关键词“语言”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同时，我们还提供了一个下位词的查询，这些在搜索一些比较基础的学科的时候，是比较有帮助的。比如说电力这个关键词，我们就有一个下位词的检索提示框，点击进去之后，具体的风电、核电、火电这些下位词都可以进一步勾选，方便我们检索的时候逐步缩小我们的检索范围，



智 能 检 索 ⑤ ： 期 刊 智能导航

期刊导航

检索“广西文学”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同时，还有一个期刊的智能导航，比如说我们在检索一个关键词的时候，它正好有同名的期刊，比如说这个中国烟草科学，这样我们检索的时候不仅能够匹配到相关的文献，同时还能够把与我们关键词同名的期刊的导航全部展现出来，从1961年到2020年全部展现出来，点击进去就能够找到当期的文章，这就是我们期刊的智能导航。



智 能 检 索 ⑥ ： 智能提示

提示检索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最后，我们还能够提供智能提示功能，比如说我们在检索一些机构或者是专家名字的时候，不小心输入错了，这时候还能够提示你纠错。这就是我们智能提示的功能



3500
条学
科分
类表

8万同
位词

33万
机构

库

20万
刊名

表700个数
据库收录

来源表

42万
主题词

表

重要
索引

库

2500万
学术专业

词库

610万
作者库

智能检索——专业级强大词表库保障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为什么能做到这些，是因为超星发现以8万同位词表库，42万主题词表库等，支持简称全称、学名别名、曾用名现用名等的智能匹配，从数据库中识别出有效的、潜在有用的资源，从而提升检全率，同时，以610万作者库、20万刊名表库等，实现不同维度的聚类，缩小检索范围，提升检准率，节约读者时间；达到双赢的效果。



资源整合，一站式获取

对接读秀

对接第三方数据商

对接馆藏OPAC

对接百链

目前可以整
合上百种数
据库，实现
统一检索。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在资源获取方面，发现也是实现了一站式的资源整合获取方式，可以对接馆藏OPAC、读秀百链、以及单位购买的第三方数据商，目前可以整合上百种数据库。实现统一检索。



小结

通过超星发现系统海量的数据资源，帮助用户
全面地获取文献资源，最大程度的避免信息遗漏。

同时，提供智能检索和多维度分面聚类，帮助
用户精准的获取想要的文献资源。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以上介绍的就是我们超星发现的第一个功能，一站式检索。在这里我们进行一个小结。一站式检索功能是通过海量的数字资源通，帮助用户全面地获取文献资源，最大程度的避免信息遗漏。同时，提供智能检索和多维度分面聚类，帮助用户精准的获取想要的文献资源。这是我们超星发现的第一个功能，一站式检索功能



大数据分析

超 星 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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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超星发现的第二个功能，大数据分析。这是是超星发现与其他数据库最大区别之一。



图片来自百度

大数据

互联网+

信息化

整合

……
碎片化

知识经济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现在各行各业都处于一个大数据时代，如何利用互联网+的环境，对海量的碎片化的信息，进行整合，从而把握全局、发现知识与知识的关联、跟踪学术动态呢？



可视化

数据挖掘

知识关联

学术动态

资源分布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超星发现，将海量的元数据进行分析，分类，形成可视化的图谱，通过趋势图、关联图、引证关系图等多种形式，为用户提供更加直观的结果，用户可以快速的发掘其中的关系、关联。



大数据分析

学术趋势分析

可视化图谱

多主题对比、
学术成果统计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首先，我们在检索每一个关键词的时候，比如我现在检索核电站这个关键词，我会看到在右侧有一个可视化的按钮，这个可视化的按钮点击进去，就会跳转到这样的一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待这个页面有非常多的图表，这一些图表就是通过大数据分析展示出来的可视化结果，这些图表具体有什么作用，我们接下来会一步一步去介绍。



大数据分析——① 学术趋势分析

鼠标悬停，
点击左键

查看2020年文献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现在我先介绍的是检索框下方的一个相关论著发文量的趋势图，这个趋势图是大家第一个也是第一眼看到的学术趋势分析的图表，那么我们现在的检索词是新冠肺炎，在趋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趋势图的发文量有所抬高，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去百度查一下会发现，在2019年12月爆发了新冠病毒，那么新冠肺炎这个关键词就成为了热词，我们将鼠标移动到趋势图2020年的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发文量有多少，鼠标悬停点击左键，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新冠肺炎2020年的文献资料在底下的页面全部筛选出来



大数据分析——② 多主题对比

新型冠状病毒

VS
冠状病毒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发现的学术趋势不仅仅能够分析一个关键词的学术趋势，我们还能够进行多个关键词的发文趋势进行一个对比。



大数据分析——② 多主题对比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比如说我们在检索关键词的时候，在检索页面右下侧有一个多主题对比的功能，点击进去，就会跳转到多主题对比的页面



大数据分析——② 多主题对比

输入对比词：
“新型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

鼠标悬停，
显示对比，
年份和热度

2003年
新型冠状病毒202
冠状病毒1666

2019年
新型冠状病毒113
冠状病毒381

2020年（预测值）
新型冠状病毒28062
冠状病毒533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在这里，输入两个关键词进行对比“新型冠状病毒”与“冠状病毒”，我们选择期刊学术发展趋势图进行对比，将鼠标悬停，可以显示年份与热度的对比 我们发现，在2003年的时候，冠状病毒的发文量比新型冠状病毒的发文量要高很多。根据大数据分析显示，新冠病毒的研究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冠状病毒的研究就出现过一个陡然的高峰，其中，就首次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术语及集中研究（下图中2003年开始的蓝色曲线）。不过，由于这个时期的肺炎很快被命名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人们就不再突出使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说法。沉寂了17年后，2019年，随着湖北武汉疫情爆发和此次致病病毒被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报道在2020年至今迅速达到8487篇，而它的上位分类“冠状病毒“也仅仅只有352篇。



大数据分析——③ 知识关联图谱



大数据分析——③ 知识关联图谱

最相关

知识应用
知识创新
辅助检索

较为相关

相关度小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我们点击可视化图谱之后，看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可视化的图谱。这个知识关联图谱会按照我们检索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的一个相关度形成一个知识关联图谱。这个知识关联图谱会根据相关性高低按照颜色进行划分。相关性最高的是红色，离得最近，其次是黄色，最后是灰色。这样一个知识关联图谱，对于我们研究中对知识的应用与创新，起到了一个启发作用，也是作为一个辅助检索的功能



大数据分析——③ 知识关联图谱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在检索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相关性最大的是疫情，这些关键词可以互动的，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疫情，就可以跳转到以疫情为中心的知识关联图谱，通过这个图谱我们就可以看到与疫情有关的知识有哪些，在右侧有一个相关论著，里面有一个更多的功能，点击进去，就可以跳转到文献检索的页面就能够把新型冠状病毒中与疫情的文献进一步筛选出来，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个跳转功能，在我们研究过程中就更便捷，更具有逻辑性，



大数据分析——③ 知识关联图谱

1.知识与知识

2.知识与机构

3.知识与人

相关图谱会根据搜索时的筛选条件（如时间）变化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我们这个知识关联图谱不仅能够提供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联，还能够提供知识与机构，甚至是知识与人的关联图谱。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检索的关键词在这个领域有哪些机构的发展是更靠前的，更加权威的，有哪些人在我们检索的这些关键词领域更加权威更加先进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们检索的所有的知识关联图谱会根据检索词的筛选条件而变化，比如说时间，我现在检索的是旅游管理，这个是这么多年来研究发文量最高的相关度最高的几位专家的名称，但是如果我选择2010年到2019年这个时间段进行筛选的话，那检索出来的结果可能会出现改变，因为有些专家在这个时间段的研究会比较频繁，或者是在这个时间段内的研究成果没有那么多，这些知识关联图谱都会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个就是我们的知识关联图谱的作用



论文写作

1. 确定选题；

2. 收集材料，确定主要参考图书期刊；

3. 写开题报告和写作提纲；

4. 初稿、二稿和定稿。



写论文——通过多主题对比确定选题

人工智能研究呈上升趋势

可支持5个检索词
同时检索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用户在写论文的时候，如何利用超星发现确定选题呢？写论文时，通过发现的多主题对比分析，对比几个关键词的发展趋势，从而确定选题。比如我输入人工智能、互联网+两个词，通过趋势图可以看出，人工智能的发文量且预测量成持续上升的趋势，可见，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将会成为未来的热门之选。



写论文—知识扩展

人工智能相关下位词
（为写作提供方向）

人工智能相关研究领域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那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关键词还有哪些呢？通过知识关联图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与遗传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等高度相关，根据右侧的关联图，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同义词、上下位词以及相关词等，为用户写论文提出了一些方向。



考研—确定学校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很多学生在大三大四的时候，会选择考研，选一个学科的重点高校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发现的机构关联图可以看出，中国石油大学以及西南石油大学的发文量很高，并且与地区分布也是对应的，说明高校的研究是整个区域研究的重点。我们再来看这张图，2017年西南石油大学以及北京的中国石油大学的石油与天然气工程专业被评为了双一流学科。



考研—确定导师

根据发现的关联图还可以看出，黄色关联球位置相同的，单位与作者相对应，即华中科技大学的张
伟老师以及浙江大学的王伟老师的研究较多，为学生考研选择导师提供了参考。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在确定了学校以后，再进一步定位该专业的导师，根据发现的关联图还可以看出，红色关联球位置相同的，单位与作者相对应，即西南石油大学的吴明老师以及中国石油大学的马贵阳老师的研究较多，为学生考研选择导师提供了参考



面对数量众多的文献

特别关注本领域重要专家学者、科研机构的成果。

优先挑选专业期刊、核心期刊，或更高层次文献。



重要收录

快速筛选出核心期刊或者SCI等优质资源



直接标明文献的重要程度



获
取
途
径



利用文献传递可获得图书馆没有购买的资源



大数据分析——④ 引证分析（图书）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最后讲解的是发现的引证分析功能。我们选择自己想要获取的资源，比如图书，我们每一本书都会有一个引证分析。



超星
特有

超星
特有

大数据分析——④ 引证分析（图书）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比如说我们在检索文学理论教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编写的时候，参考了哪些图书与期刊。在这里特别提一下，图书的引证分析参考是咱们超星特有的，有的专家可能用知网的知网节这个功能，知网也会有一个引证分析的功能，但是它只能检索期刊文献，并不能看到参考引证了哪些图书，而咱们超星是可以做到图书的引证分析的，在这个行业里面目前独一无二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具体看到它引证了哪些图书，还有哪些图书编写的时候还参考了文学理论教程，同时还可以看到同被引的文献以及共引文献，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文献引证分析的闭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引证分析的功能，咱们在以后做研究或者是撰写论文的时候，只需要找到一篇文献能够为我们所用，那么就可以根据引证分析的整个圈子，我们就有可能找到更多的同样能够支持我们论述的一个文献。



大数据分析——④ 引证分析（期刊）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我们整个引证分析不光只是包括图书，还包含期刊，



大数据分析——④ 引证分析（学位论文）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或者学位论文



大数据分析——④ 引证分析（会议论文）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会议论文等等类型的，我们都能够提供一个引证分析。



泛指对事物的源头与发展过程，
进行仔细考证的过程或宗旨考镜

源流
(学术)

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
透彻
理解

知识
创新思维跳跃 思维发散

大数据分析——引证作用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这样子的引证分析圈除了我刚才说的一篇文献能够引出数篇相关的文献来为我们所用以外，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一个学术源流的考证，通过一个关键词来找到这个关键词最早到底是从哪一篇文献当中体现出来的，这样子我们对一个理论、对一个关键词就能够做到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这对我们在科研工作当中进行一个思维的发散，甚至最终达到一个知识的创新，是有极高的启发或者参考价值的，这个就是我们大数据分析平台的一个引证的作用。



小结

超星发现系统具有海量大数据分析功能，并用
简明的可视化图表展示出来。

揭示大数据背后，知识、单位、人员之间相互关
系，对专业、课题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和使用
价值。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以上就是超星发现系统大数据分析的功能。最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超星发现系统的大数据分析功能，作用就是将海量的数据通过简明的可视化图表展示出来。同时揭示大数据背后，知识、单位、人员之间相互关系。这些分析结果对于我们个人的科研或者是机构的科研管理，或者是对机构的合作能够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持，或者一个权威的参考。发现系统的大数据分析与统计功能，是单位做科研管理工作全面而高效的管理工具。这就是我们超星发现的第二项功能。



一站式检索

 全面：

庞大资源库

 精准：

丰富导航

智能检索

超星发现——总 结

大数据分析1 2

 量大：

客观可信

 简明：

一目了然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超星发现的两大功能。一个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一站式检索，它能够提供庞大的资源量，同时还能提供精准智能的检索结果。而大数据分析就能够提供量大，而简明的数据分析产出结果，来帮助我们个人进行学术研究或者是机构的科研结果的对比。以上就是超星发现的两大功能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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