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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素养》的出版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 45万字，308页，16开（260mm×180mm开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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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开展高等教育中的学术素养教育，本书
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撰写课程报告、学位论文、
期刊论文以及在践行科研方法中遇到的重要性、
创新性、正确性、深广性、可读性等方面的困难，
从学术写作、论文投稿到国际化交流等各个环节
完整深入论述了所需具备的理论素养和实践技能。
本书以国际化视角并兼顾国内外科研申报和管理
需求，全面考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工业界所
具有的不同科研管理模式，给读者提供全新的视
角和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科研方法学，旨
在培养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创新型人才。全书共
12章，分别论述学术素养的12个关键组成部分：
专业热情，科技伦理与职业道德，学术道德，学
术写作，文献检索与引用，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
图表，英文写作、翻译与编辑，期刊投稿方法，
科研经费申请与写作，科研管理与方法，学术汇
报与交流，学术能力评价与学术社交影响力。本
书特别适合高等院校理工农医类学生，同时也适
合文史哲管类学生；可以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
学术素养、论文写作方法、科研方法等课程的教
科书，也可以供教师和科研人员参考。

《论学术素养》内容提要

学术素养承载着国家和民族对人才的期待。
开学术素养教育之先河，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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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辛千凡，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获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天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
方向为发动机系统设计、试验设计与优化理论、
系统工程关键技术。在工业界创立发动机系统设
计工作职能及理论体系，并提出发动机制动气再
循环、空气系统核心集成、二维全域优化等先进
技术，具有丰富的工业界产品研发和技术管理实
践经验。出版英文专著Diesel Engine System 
Design（2011年，Elsevier出版社）和中文专著
《柴油发动机系统设计》（2015年，上海科学
技术文献出版社）。担任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
（SAE）商用车动力系及传动系委员会2012年度
主席、云南省内燃机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天津市新能源汽车动力传动与安全技术重点实验
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昆明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 发动机系统设计
• 发动机装备匹配
• 系统工程
• 可靠性工程
• 试验设计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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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学术素养的定义和评价标准

学术素养的评价指标：
1. 专业热情
2. 科技伦理与职业道德
3. 学术道德
4. 学术写作
5. 文献检索与引用
6.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7. 英文写作、翻译与编辑
8. 期刊投稿方法
9. 科研经费申请与写作
10. 科研管理与方法
11. 学术汇报与交流
12. 学术能力评价与学术社交

影响力

• 学术素养是指一个人在执行或鉴赏研究工

作时所具备的常识、意识、知识和能力。

• 学术素养要解决做科研和写论文的问题。

• 学术素养 ≠ 学术能力（科研成果）

• 学术素养影响科研成果的质量和数量

人才状态 学术素养强 学术素养弱

学术能力强 最佳状态 粗糙或粗制滥
造的状态

学术能力弱 未能人尽其才
的状态 最差状态

学术素养与学术能力构成的二维人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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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学术素养训练的核心任务：解决“做科研难”和“写论文难”的两难问题

1. 科研方法论：工程技术教育的三大通用基础

2. 期刊论文投稿技能：五大审稿标准

系统工程 可靠性工程 试验设计与优化

创新性 正确性 深广性 可读性

系统思维 概率思维 相关性思维     优化思维

两因子图

时间占横轴 PDF占纵轴

多因子优化

重要性

动态时变思维 失效控制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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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专业热情

       所有组织均高度重视思想工作和理念文化，因为其所激
发的热情是进步的内在动力，学术研究也不例外。点燃专业
热情的有效途径是基于学术素养要素构建清晰的、具有激励
性的人才成长目标路线图。本章论述学术素养教育在创新型
和领军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和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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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热情

1.1 学术素养中的专业热情

1.2 新工科建设中的一个素养、两个理念和三个方法

1.3 学术素养点燃专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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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念的力量：方志敏
2. 贯彻热情意识的行动纲领：“责任、荣誉、技术、效益”八字方针
3. 旨在提高理论创新能力的“新工科123建设统一提升框架”：一个素养，两

个理念，三个方法

图1.1 新工科123建设统一提升框架：一个素养，两个理念，三个方法

系统工程 可靠性工程 试验设计与优化

数字化 智能化

学术素养

专业热情

• 处理学科复杂数据
的能力

• 熟练运用先进的模
拟分析计算、设计
和测试软件的能力

• 初步了解或熟悉运
用数值计算进行软
件编程开发的能力

• 将设计和运维相
结合的设备监测
及故障诊断能力

• 电子控制能力
• 人工智能自动化

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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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学术素养的12项要素——学术素养之环

专业热情

学术
素养

专业热情

科技伦理
与职业
道德

学术道德
学术写作

文献检索
与引用

数据处理
方法与学
术图表

英文写作
翻译与
编辑

期刊投稿
方法

科研经费
申请与
写作

科研管理
与方法

学术汇报
与交流

学术能力
评价与学
术社交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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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基于学术素养的创新型人才培养路线图

期刊论文：
体现1个问题

的创新

经费申请书：
体现3个问题

的创新

人才计划
申请书：体
现1个领域

的创新

重要性：
创新性+

公众兴趣度+
实用性

创新性
（原创性）

正确性
（科学性）

深广性
（完整性）

可读性：结构
清晰，逻辑严

密，文字图表，
标点符号，格

式规范化

三种“投稿”在原则上相通，均由科研工作的“五性”支持

专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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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基于学术素养的领军人才培养路线图

学术性：
论文
专著

受邀报告

影响力：
学术共同体
的参与度和
团队管理

明确的学术标
签：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学科

明确的产品
应用：工业
界服务对象
（系统、部
件、属性）

清晰的学术
特征：自成
一家的学说
及影响范围

宽广深入的基
础支持学科：
大师看重学术

底蕴

先进的教育理
念：学术素养
和团队式人才

培训

体制考评要素关注人才能力的深度和广度

专业热情

实用性：
工程技术或临床实践能力

专利
政府科研项目
工业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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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写作要素2：
让大同行和小

同行都能看懂，
多修改补充

学术写作要素3：
从学科整体角
度陈述新研究

的重要性

学术写作要素4：
陈述已有工作
基础和应用效

果

学术写作要素
5：陈述学科
领域建设计划
和新的发展愿

景

学术写作要素1：
忌泛泛而谈或
罗列细节，用
事实编织战略

战术之网

率先开拓的
学科领域新

方向重要性，
减少跟风式

科研

学科领域的
一面旗帜的
确立标志

学术界和工
业界是如何
认可你的？

将自己成长为“领军人才和一面旗帜”的学术写作要点

图1.5 领军人才的学术素养培养要点图

专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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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技伦理与职业道德

       人才成长不仅需要内在动力，而且需要有道德力量把舵
领航。专业道德教育回答“我们培养的人是否将成为健全的
人”的根基性问题。学术素养问题中存在大量矛盾权衡的复
杂情况和严守底线的要求。本章论述学术素养教育中的工程
伦理问题特征，并以逆向工程和专利研究为例，阐述应对复
杂伦理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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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伦理与职业道德

2.1 学术素养中的工程伦理概论

2.1.1 工程伦理在学术素养中的地位

2.1.2 工程伦理在决策、设计、运行时的作用

2.1.3 工程伦理的职业标准

2.1.4 工程伦理问题的特征

2.1.5 工程伦理中的环境伦理原则

2.2 逆向工程中的工程伦理及合法性

2.3 专利的风险规避和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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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基因食品生产和决策中的工程伦理问题
2. 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福祉和道德冲突上的工程伦理问题
3. 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核电站选址在影响水、空气、辐射、地区就业等方面

的工程伦理对比分析
4. 自动化、人工智能、旧技术崩溃、失业中的工程伦理问题
5. 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前景中的工程伦理问题
6. 纯电动汽车的火灾风险和旧电池收回问题与控制碳排放之间的产品决策中的工程

伦理问题
7. 氢能汽车发展中的工程伦理问题
8. 在新产品开发中使用新版产品强制淘汰旧产品中的工程伦理问题
9. 与天然钻石竞争的人工钻石在研发与生产中的工程伦理问题
10. 电子信息时代大数据商业权利和隐私保护中的工程伦理问题
11. 软件版权保护与价格垄断中的工程伦理问题
12. 数据共享和开放运动中的学术道德和工程伦理问题
13. 是否应当提倡版面费及其引发的伦理问题
14. 人才流动、竞业利益冲突和知识产权维护方面的工程伦理问题
15. 硬件和软件的逆向工程中的工程伦理及合法性（《论学术素养》书中第2.2节）
16. 专利的风险规避和成果转化（《论学术素养》书中第2.3节）

科技伦理与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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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学术道德

       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构成学术人才培养的完整道德根基。
学术道德教育回答“我们培养的人将成为怎样的人”的另一
个根本性问题。本章以“十论”的形式针对学术道德十大问
题产生的原因和防治措施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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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道德

3.1 十论学术道德之第一论：论代写

3.2 十论学术道德之第二论：论剽窃抄袭

3.3 十论学术道德之第三论：论数据造假

3.4 十论学术道德之第四论：论虚假署名

3.5 十论学术道德之第五论：论图表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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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道德

3.6 十论学术道德之第六论：论引用失当

3.7 十论学术道德之第七论：论发表偏倚

3.8 十论学术道德之第八论：论一稿多投

3.9 十论学术道德之第九论：论重复发表

3.10 十论学术道德之第十论：论拆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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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学术写作

       学术写作是学术素养教育中解决“写论文难，做科研难”
的两大实战难点之一。学术论文的“五性”要求——重要性、
创新性、正确性、深广性、可读性，以及延伸出来的审稿标
准一直是青年学生和科研人员感到难以把握的。本章论述学
术写作类型、审稿标准、学术论证中的逻辑学和统计学基础、
学术论文各部分撰写要领、格式规范，以及期刊论文和学位
论文的不同写法，构建学术写作的理论标准和实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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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学术写作类型
4.1.1 《学科分类与代码》在学术论文分类中的运用
4.1.2 中图分类法在学术论文分类中的运用
4.1.3 科研人员能够撰写的论文类型

4.2 学术写作的审稿标准
4.2.1 学术论文选题中的论点创新性和重要性
4.2.2 学术论文的深广性
4.2.3 学术论文与研究报告或企业技术报告之间的区别
4.2.4 SCI论文的审稿标准
4.2.5 统一的审稿标准与学术发表中的编辑素养

4.3 学术写作方法
4.3.1 避免四项低级错误的措施
4.3.2 科技论文写作的总体框架和顺序
4.3.3 医学论文的写作注意事项
4.3.4 人文社科论文的创新性和写作方法

学术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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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写作

4.4 学术论文论证方法中的逻辑学和统计学基础
4.4.1 使用三大论据支持论点的方法
4.4.2 学术写作中的逻辑推理方法
4.4.3 学术写作中的十二种逻辑谬误
4.4.4 从部分到整体的有效推论方式——推断统计

4.5 学术论文各部分的撰写要领
4.5.1 标题页和作者信息等内容的写法
4.5.2 作者中的贡献者角色分类法
4.5.3 两个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的情况
4.5.4 论文摘要的写作要点
4.5.5 制作SCI论文图文摘要的要点
4.5.6 以定义问题为导向的论文引言“五段论”写法
4.5.7 撰写研究目的或论文主旨句的方法
4.5.8 引言和讨论中的假说写法
4.5.9 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五项区别
4.5.10 结果、讨论和结论的不同写法
4.5.11 致谢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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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写作

4.6 学术写作格式规范
4.6.1 学术写作和科研方法的权威参考资料
4.6.2 学术论文写作规范精要
4.6.3 撰写学术论文所需的Word特殊技巧

4.7 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论文写作
4.7.1 本科生和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撰写方法
4.7.2 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
4.7.3 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
4.7.4 硕士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的异同
4.7.5 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和误区

4.8 发明专利写作
4.8.1 专利的种类和费用
4.8.2 发明专利申请书的撰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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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性：重要性又称价值和意义。重要性=创新性+公众兴趣度+实用性。
2. 创新性

3. 正确性
4. 深广性
5. 可读性

存在

相关性

系统

部件

向
上
为
深

向
下
为
深

横向为广

学术写作：论文的“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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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论

点的类型
论证论点的工作性质和创新性相对强弱程度

引言中的研究问题

和论点对应的假说

新发现

发现新事物（创新性强），

发现新研究对象的机理性因果关系（创新性强），

发现旧研究对象的机理性因果关系（创新性强），

揭示量化的参数影响（创新性弱）

现象A存在吗？

因子X影响响应Y吗？

假说：因子X在条件Z下影响响应Y。

因子X如何量化地影响响应Y？

新方法
产生前所未有的做事方式（创新性强），

改进已有的做事方式（创新性弱）

方法B在本学科是否有效新方法？

因素X如何影响本学科现有方法？

新技术
发明前所未有的技术或产品（创新性强），

改进已有的技术或产品（创新性弱）

如何采用技术C解决问题D？

如何改进技术C解决问题D？

表4.1 创新性判断二维表

学术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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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深广性判断二维表

学科 科研活动元素 深度 广度

工学

元素：产品实体（系统、子系统、部
件），产品属性（性能、耐久性、封装
性、成本），产品用途，工作职能（分
析、设计、测试）

1. 纵向向下细分的
因子影响和机理解
释；
2. 纵向向上汇总的
子系统相互作用；
3. 属性状态分布；
4. 空间状态分布；
5. 时间动态变化；
6. 概率分布；
7. 优化解。

1. 科研活
动元素层
面的横向
对比；
2. 在工作
职能（分
析、设计、
测试）上
的顺序分
步骤论述。

医学、生物
学、农学

元素：研究实体（生命整体、器官、组
织、细胞、分子），实体属性（生理功
能、寿命持久性、健康维护成本），工
作职能（测试、诊断、治疗）

物理学、化
学、地质学

元素：研究实体（宇宙、自然系统、化
合物、原子），工作职能（分析、测试）

数学 元素：抽象研究对象。工作职能是计算。

文学、历史、
哲学、管理
学

元素：抽象研究对象。工作职能是推理
分析。

因果关系和相关性
解释

学术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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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期刊论文同行评议审稿报告表格模板

待评审的论文题目：XXX
期刊论文的同行评议审稿标准 评分（每项满分1分） 评分理由和修改意见

1. 是否存在抄袭现象？
2. 重要性（创新性+公众兴趣度+实用性）：关于
课题专业技术背景的引言介绍，科研工作的价值和
意义
3. 创新性（原创性）：论点
4. 正确性（科学性）：论述和数据
5. 深广性（完整性）：在深度和广度上支持论点的
论据
6. 可读性：结构清晰，逻辑严密，数据结论重现性
7. 可读性：图表，语言文字，标点符号，计量单位，
格式规范化
8. 结论
9. 参考文献
10. 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关键词和各项声明

合计：XX分（满分10分）

表注：（1）期刊论文的审稿评级规定如下：9分以上为合格即直接接受发表；5-9分为稿件修
改（大修或小修）后有可能达到发表标准；5分以下为不合格即同行评议后拒稿（不给修改机
会）。（2）审稿人在审稿报告表格下方撰写总体评价和具体逐条补充修改意见（至少200字）。

学术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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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贡献者角色分类法

编号
贡献者角色
（中文）

贡献者角色
（英文）

贡献定义

1 论文构思 Conceptualization 产生想法，构造或演绎发展主要的研究目的。

2 数据管理 Data curation
为数据的首用和后续复用产生元数据，整理数据，维护研究数据（包括
软件或程序）。

3 形式分析 Formal analysis 使用统计、数学、计算或其他形式分析技术分析或合成研究数据。

4 获取资助 Funding acquisition 为了项目研究成果能够发表而去争取并获得资助。

5 调查研究 Investigation 实施研究和执行调查过程，特别是从事实验研究或收集数据和证据。
6 方法论 Methodology 开发或设计研究用的方法，建立模型。
7 项目管理 Project administration 为研究活动的策划和执行进行管理和协调。

8 提供资源 Resources
提供研究材料、试剂、病例、实验室样品、动物、仪器、计算设备资源
或其他分析工具。

9 软件 Software
编程，研发软件，设计计算机程序，实施执行计算机程序及支持算法，
测试已有的程序。

10 指导 Supervision
监督和领导研究活动的策划和执行，包括对核心成员以外的人员进行指
导。

11 验证 Validation
对研究结果、实验或其他研究输出内容的复制和重现进行核实验证，包
括整体的和部分的核实验证。

12 可视化呈现 Visualization 对发表的内容进行准备、创建或表述，特别是内容或数据的可视化展现。

13 初稿写作 Writing – original draft
对发表的内容进行准备、创建或表述，特别是撰写初稿，包括实质性翻
译。

14 审核与编辑写作
Writing –review & 
editing

对原始研究团队提出的发表内容进行准备、创建或表述，特别是评论、
注释或修改，包括发表前和发表后所发生的这些工作。

学术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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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硕士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的对比
硕士学位论文 期刊论文

目的
考核学位教育的研究生学习和科研成果，证明达
到学位要求，可以并需要把学到的内容有选择地、
有关联地写进学位论文。

公布创新性科研成果，建立学术信誉，踏入学术圈

读者 导师和学位论文评审委员会的教授 专业学术领域内的同行科研人员

篇幅
几十页，几万汉字或英文单词。学位论文通常比
期刊论文篇幅长。 

通常4-6页期刊版面，3000-6000汉字或英文单词。

摘要 较长，至少300汉字或英文单词 较短，一般300个汉字或150-250个英文单词

关键词 较多（因为各章内容不同） 较少（因为聚焦一个主题或论点）

辅文
需要有目录、插图清单、表格清单、符号表、缩
略语表。

无目录、插图清单、表格清单，有时可以有符号表
和缩略语表。

引言
详细展示文献的熟悉程度和课题的各方面背景。
文献综述可以详细、全面而完整。

简要叙述论题研究的目的、必要性、重要意义。文
献综述需精炼。

材料和方法 可以完整论述各种相关方法，即方法论。 只需介绍论文中用到的方法。

结果和讨论 可以分章论述每个论点的结果和讨论。
至少论述一个论点。可在“结果和讨论”部分按子
节论述多个论点。

结论
（论点）

总结全局性大论点。局部的小论点（子课题论点）
通常放在各章末尾的总结中。

总结至少一个论点（可大可小）。如果有更多论点
或若干子课题论点，可以放在各节末尾的总结中。

致谢 长篇（1页）回顾性致谢 几行字的简短致谢

参考文献
包括引用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著、工具书、
教科书、专利等。

包括引用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著等，通常不
包括工具书、教科书、专利。

附录 针对计算、设计或测试的详细数据和介绍 满足重现性要求的简要数据和介绍

学术写作



第31页，共149页论学术素养                                                       版权保护资料

学术写作

图4.1 图文摘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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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发明专利的年费

费用种类
全额

（人民币元）
一个申请人减费后应缴

（人民币元）
两个及以上申请人减费
后应缴（人民币元）

1-3年（每年） 900 135 270
4-6年（每年） 1200 180 360
7-9年（每年） 2000 300 600

10-12年（每年） 4000 600 1200
13-15年（每年） 6000 900 1800
16-20年（每年） 8000 无减费 无减费

学术写作

表4.7 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年费

费用种类
全额

（人民币元）
一个申请人减费后应缴

（人民币元）
两个及以上申请人减费
后应缴（人民币元）

1-3年（每年） 600 90 180
4-5年（每年） 900 135 270
6-8年（每年） 1200 180 360
9-10年（每年） 2000 3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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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献检索与引用

       学术研究是基于文献的。学术写作离不开文献检索与引
用的支持。每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学术司令部”，指挥
学术行动。情报工作历来是各级首长高度重视的，学术研究
更不例外。文献检索与引用中存在大量新鲜内容对于科研人
员是陌生的，比如文献计量学和新兴的文献管理数据库。本
章论述文献检索与引用中的概念和方法，夯实文献引用基础，
开拓情报意识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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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与引用

5.1 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了解的文献计量学
5.2 文献检索的科技查新作用
5.3 数字对象标识符
5.4 参考文献链接注册查询系统Crossref

5.4.1 Crossref的起源
5.4.2 Crossref的功能

5.5 文献检索数据库
5.5.1 国内外文献重要检索和收录系统概述
5.5.2 Web of Science包括的数据库及学术影响力评价工具
5.5.3 Scopus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
5.5.4 数据库链接文摘的兴起与发展

5.6 选择参考文献的原则
5.7 参考文献的引用格式
5.8 参考文献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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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中文论文和英文论文数据库
2. 检索SCI论文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页面

文献检索与引用

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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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与引用

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页面（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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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与引用

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页面（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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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页面（续3）

文献检索与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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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Note软件界面

文献检索与引用



第40页，共149页论学术素养                                                       版权保护资料

EndNote软件中的引用格式

文献检索与引用

EndNote在Microsoft Word软件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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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文献能力和数据能力构成学术写作的两大基石。学术图
表构成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其根基在于数据及其处理方法。
数据处理方法是科研方法论在学术素养中的具体体现，体现
在以系统工程、可靠性工程、试验设计与优化为通用教育基
础的数据方法论，培养人才的系统思维、动态时变思维、概
率思维、失效控制思维、优化思维。本章在论述这些思维方
法的基础上，阐述学术图表的构造方法和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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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6.1 相关性研究和干预性研究的数据特征
6.2 现代通用系统工程应用研究的数据特征

6.2.1 系统工程研究特征之一：子系统或属性之间的矛盾权衡
6.2.2 系统工程研究特征之二：产品设计点、健康状态点及其跃迁路径优化
管理
6.2.3 系统工程研究特征之三：系统核心方程组的构建和系统参数量化相关
性分析
6.2.4 系统工程研究特征之四：子系统或属性之间的重复冗余和等效替代
6.2.5 系统工程研究特征之五：子系统或属性相互作用在因子域和响应域上
的表达

6.3 试验设计与优化简述
6.4 可靠性工程简述

6.4.1 可靠性工程中的“一根曲线”问题
6.4.2 可靠性工程中的“两根曲线”问题

6.5 学术素养中的数据处理能力
6.6 学术图表的选用原则和制作原则
6.7 学术图表中的矢量图和像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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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学术图表清晰度的四个要点
6.8.1 图片的格式、尺寸和分辨率
6.8.2 高分辨率原始图片的制作和保存
6.8.3 使用Excel制作数据图表的方法
6.8.4 使用PowerPoint制作示意图和拼接图的方法

6.9 学术图表的构造方法
6.9.1 数据的类型和可视化的重要性
6.9.2 单类型数据图
6.9.3 复合图
6.9.4 高效率数据图模板的制作方法
6.9.5 文字示意图的制作方法和用法

6.10 学术图表的数字表达
6.10.1 数字的用法
6.10.2 数字的格式
6.10.3 数字的单位
6.10.4 科学计数法

6.11 学术表格的注意事项
6.12 学术图表常见的20个格式错误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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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化
• 掌握处理学科复杂数据的能力
• 熟练运用先进的模拟分析计算、设计和测试软件的能力
• 初步了解或熟悉运用数值计算进行软件编程开发的能力

2. 智能化
• 将设计和运维相结合的设备监测及故障诊断能力
• 电子控制能力
• 人工智能自动化应用能力

3. MATLAB编程

4. Excel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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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五线图、三线表、等值线图的重要性

1. 五线图及作图模板的重要性

3. 三线表

2.  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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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研究目的与数据类型之间的匹配

3种研究目的

3种数据类型

分布性（描述性）
研究

相关性研究
干预性（因果性
验证）研究

非干预性横
断面数据

非干预性纵
断面数据

（含时间因
素）

干预性数据
（有时间或

无时间因素）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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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

x2
x3

（a）带有27个点的3因
子3水平的全析因设计

x1

x2
x3

（b）带有13个点的3因子3水平
的部分析因设计（Box–Behnken）

01 +1

0

+1

1
0 1 +1

0

+1

 1

图6.2 试验设计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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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x1

因
子

x 2

图6.2 试验设计（续）
（c）带有100个点的多因子部分析因设计（拉丁超立方设计，又称空间填充设计）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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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个
目

标
（

排
气

管
气

体
温

度
）

第一个目标（最高气缸压力）

帕雷托前沿曲线

好的方向

好
的

方
向

图6.3 双目标优化中的帕雷托前沿曲线

试验设计点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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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因子相互作用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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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x1

响
应

y 1

因子x1

响
应
y 1 因子x2=0

因子x2=1

因子x2=1

因子x1

因
子

x 2

响应y1

图6.5 参变量扫值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第52页，共149页论学术素养                                                       版权保护资料

图6.6 可靠性工程中的“一根曲线”问题
（a）可靠度和失效概率随时间的变化；（b）可靠性“浴盆曲线”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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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可靠性工程中的“两根曲线”问题——广义应力-强度干涉模型

应力s，强度S

概
率

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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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卡罗模拟

概
率
密
度

s，S

设计2（虚线）

设计1（实线）

阴影面积约
等于失效概
率F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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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某企业2020年的销售额

时间的文字表述 时间的数字编号 实际销售量（台）目标销售量（台） 任务完成率
第1季度 1 240 300 80%
第2季度 2 360 400 90%
第3季度 3 320 500 64%
第4季度 4 410 600 68%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表6.2 某企业2020年的销售额（适合绘制复合饼图的数据格式）

时间的文字表述 时间的数字编号 实际销售量（台） 目标销售量（台） 任务完成率
第1季度 1 240 300 80%
第2季度 2 360 400 90%
第3季度 3 320 500 64%

第4季度10月 130 200 65%
第4季度11月 135 200 68%
第4季度12月  145 200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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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散点图示例（2020年实际销售量和任务完成率，使用表6.1数据作图）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第56页，共149页论学术素养                                                       版权保护资料

图6.9 雷达图示例（使用表6.1数据作图）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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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 单饼图示例（实际销售量，使用表6.1数据作图）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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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 复合饼图示例（使用表6.2数据作图）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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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 带柱状图和折线图的多类型复合图示例（横轴为文字，使用表6.1数据作图）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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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3 带柱状图和折线图的多类型复合图示例（横轴为数字，使用表6.1数据作图）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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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五线图模板示例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纵
轴

参
数

名
称

和
单

位

横轴参数名称和单位

第1条曲线的图例

第2条曲线的图例

第3条曲线的图例

第4条曲线的图例

第5条曲线的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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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5 三线表的格式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表6.5 卡线表格式的试验设计算例

                算例编号
因子

组合算例
1

组合算例
2

组合算例
3

组合算例
4

组合算例
5

发动机喷油压力X1（MPa） 200 150 230 280 182
喷油定时X2（度） -15 4 -3 8 11
排气再循环阀门开度X3（%） 30 21 78 2 45
涡轮流通有效面积X4（mm2） 6.3 5.1 8.9 3.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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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使用实际数据的表格示例

发动机转速N (r/min) 雷诺数Re 材料应变
5000 1 234 500 0.0033

表6.4 使用科学计数法简化数据的表格示例

发动机转速N 10-3 (r/min) 雷诺数Re 10-6 材料应变 103

5.0 1.2345 3.3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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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三线表格式的试验设计算例（因子名称按纵向在第1列排列）

因子（注：此格也可为空白） 组合算例
1

组合算例
2

组合算例
3

组合算例
4

组合算例
5

发动机喷油压力X1（MPa） 200 150 230 280 182
喷油定时X2（度） -15 4 -3 8 11
排气再循环阀门开度X3（%） 30 21 78 2 45
涡轮流通有效面积X4（mm2） 6.3 5.1 8.9 3.2 4.4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表6.7 三线表格式的试验设计算例（因子名称按横向在第1行排列）

算例编号
发动机喷油压力

X1（MPa）
喷油定时X2

（度）
排气再循环阀门开度

X3（%）
涡轮流通有效面积

X4（mm2）
组合算例1 200 -15 30 6.3
组合算例2 150 4 21 5.1
组合算例3 230 -3 78 8.9
组合算例4 280 8 2 3.2
组合算例5 182 11 4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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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中的SmartArt菜单位置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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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中SmartArt图形的列表类型的不同布局格式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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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中SmartArt图形的流程类型的不同布局格式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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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中SmartArt图形的循环类型的不同布局格式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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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中SmartArt图形的层次结构类型的不同布局格式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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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中SmartArt图形的关系类型的不同布局格式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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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中SmartArt图形的矩阵类型的不同布局格式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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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中SmartArt图形的棱锥图类型的不同布局格式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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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中的插图类型（摘
自Excel 2007版软件截屏）

数据处理方法与学术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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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英文写作、翻译与编辑

       在当前国际化交流的形势下，有能力撰写和发表英文论
文已经成为科研人员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人工智能计算机辅
助翻译及写作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英文学术写作的难点
已经从过去的无从下笔改变为基于先进翻译技术的编辑写作
方法。本章从识别英文科技写作的难点和建立写作原则出发，
论述快速有效培养英文写作素养和技能的写作理论，并给出
大量实战方法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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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写作、翻译与编辑

7.1 英文学术写作中的动词时态
7.1.1 英文动词时态三原则
7.1.2 一般现在时
7.1.3 一般过去时
7.1.4 现在完成时
7.1.5 过去完成时
7.1.6 一般将来时
7.1.7 英文论文中各部分的动词时态用法

7.2 英文学术写作中的清晰性和简洁性原则
7.3 英文学术写作中的语言错误

7.3.1 语言错误的危害
7.3.2 中文母语作者容易犯的语言错误

7.4 英文写作中首字母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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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英文写作中常用的六个拉丁文缩写词
7.5.1 et al.的用法
7.5.2 etc.的用法
7.5.3 e.g.的用法
7.5.4 i.e.的用法
7.5.5 viz.的用法
7.5.6 vs.的用法

7.6 学术图表和标题的英文写法规则
7.7 翻译方法概述
7.8 “翻四校润”法
7.9 用于学术写作的翻译器
7.10 用于学术写作的语料库
7.11 论文的编辑、润色和校对

7.11.1 论文编辑、润色和校对的历史演变
7.11.2 学术编辑服务机构及其人工智能英文语法检查工具

7.12 ChatGPT在英文论文润色编辑中的作用

英文写作、翻译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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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英文论文中的动词时态选择方法

一般现在时：
1. 提及正在写的论著或论文中的图表、

章节
2. 不因时间而改变的事实或真理
3. 主观推断类似于真理的启示
4. 推导或描述公式、理论或论点
5. 解释、讨论、评价工作的重要性、意

义或普遍正确的结论性事实
6. 建议未来的工作

一般过去时：
1. 过去的事件，前人

的研究
2. 过去的操作动作
3. 过去偶然发生的尚

未成为真理的事情
4. 已经过时不再正确

的成果

现在完成时：
过去已经发生但目前
仍在持续的事情

过去完成时：
截止到过去的某个
时间已经发生的事
情

一般将来时：
提出未来研究
方向和展望

过去 现在 将来

英文写作、翻译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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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用词简洁程度对比

啰嗦用词 简洁用词 啰嗦用词 简洁用词
a certain amount of several a coefficient  in the 

range of 0 to 1
[0, 1]

a large amount of data large data sets a great amount of considerable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 short period all of the all
are explained as follows are as follows as a consequence consequently
as shown in Fig. 7 Figure 7 shows in addition also
in order to to in this way thus
involved in in It should be said ... 慎用或不用
keeping unchanged retaining need to must
Note that ... 慎用或不用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specifications

satisfy 
specifications

suffer a problem of suffer from that has从句 with
the data processed in 
such a way

these data use an approach of 
combining 

combine

where 从句 with which is从句 with

英文写作、翻译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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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用词正式程度对比

非正式用词 正式用词 非正式用词 正式用词
a lot of many Can’t cannot

come back return huge significant
particularly in particular point out argue

so many numerous then consequently
very good at skilled at

英文写作、翻译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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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道翻译器（ https://fanyi.youdao.com/index.html）

2. “翻四校润”法：翻译，四步英文写作法，校对，润色

英文写作、翻译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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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稿中
标红动词

清点句数断句

用谓语动词
快搭句子

填充细节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三大常见严重问题：
1. 动词或状语引起的句子结构错误

（使用四步英文写作法解决）；
2. 词不达意的用词不当（使用在线

翻译器集思广益提示解决）；
3. 因果或衔接逻辑缺失（从读者角

度审视增加逻辑铺垫补充清晰）。

四步英文写作法从复杂句子中快速
抓取主要结构，并把句子按照结构
层级拆分成为易于写作的若干块。
——“任何复杂的事情经过有序分
解后都能够变得简单。”

图7.2 四步英文写作法

英文写作、翻译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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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期刊投稿方法

       学术写作的成果需要在成功投稿后才能实现。期刊投稿
与答辩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高难度技术，也是学术素养的一
项核心技术。只有在熟悉现代学术出版行业的概念和规则的
情况下，才能顺利完成论文投稿并被期刊录用。本章从介绍
期刊选刊方法入手，详细阐述投稿和发表流程，并针对学术
出版的热点问题进行论述，包括同行评议制度、审稿答辩方
法、版权规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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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投稿方法

8.1 核心期刊和期刊影响因子
8.1.1 核心期刊的概念和作用
8.1.2 SCI期刊的JCR分区和中国科学院分区
8.1.3 SCI期刊影响因子
8.1.4 CiteScore在期刊评价中的作用

8.2 期刊论文发表流程
8.2.1 期刊论文发表流程简介
8.2.2 出版社在学术出版中的角色
8.2.3 期刊编辑在论文发表的不同阶段中的作用
8.2.4 学术出版中的客座主编
8.2.5 期刊论文的良性约稿和恶性约稿
8.2.6 主编和论文作者眼中的征稿启事
8.2.7 掠夺性期刊与学术诈骗
8.2.8 开放获取期刊的知识共享协议

8.3 期刊论文快速发表通道和预印本
8.3.1 英文国际期刊的快速发表通道及发展趋势
8.3.2 中国期刊论文的快速发表通道
8.3.3 预印本——学术论文出版行业的颠覆性革命发端
8.3.4 发布预印本论文的利弊和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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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投稿前的选刊
8.4.1 论文投稿时避免选刊失误的四项原则
8.4.2 论文投稿前的选刊步骤和工具

8.5 论文的投稿流程
8.5.1 投稿前问询信
8.5.2 投稿信
8.5.3 投稿介绍信及其防止一稿多投和泄密的作用
8.5.4 科研人员的身份识别码ORCID
8.5.5 医学论文投稿时的三项特殊要求
8.5.6 论文投稿管理网站
8.5.7 论文投稿步骤和状态
8.5.8 SCI论文的审稿后修改步骤

8.6 期刊论文同行评议
8.6.1 学术期刊同行评议的十条注意事项
8.6.2 期刊同行评议审稿人的选择过程
8.6.3 期刊同行评议审稿人中的小同行和大同行
8.6.4 F1000——出版后同行评议和专家导读新时代的代表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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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期刊论文拒稿原因和作者应对审稿意见的措施
8.7.1 期刊如何对待同行评议中的不同审稿意见
8.7.2 论文拒稿原因及解决措施
8.7.3 期刊论文审稿意见回复原则
8.7.4 礼貌回复审稿意见的方法
8.7.5 避免审稿人尴尬的方法
8.7.6 合理抗辩论文缺乏重要性或创新性审稿意见的方法
8.7.7 合理抗辩论文缺乏深广性审稿意见的方法
8.7.8 合理抗辩过分要求补充论据的审稿意见的方法
8.7.9 应对SCI论文审稿意见中正确性和可读性要求的方法
8.7.10 应对SCI论文审稿意见中改进英文要求的方法
8.7.11 处理期刊拒稿后改投建议的方法

8.8 期刊论文撤稿
8.8.1 期刊论文的勘误、警告和撤稿
8.8.2 期刊论文的合理审稿时间和主动撤稿

8.9 会议论文再投稿给期刊时的版权归属、重复发表和自我抄袭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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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森路透期刊分区）

汤森路透期刊影响因子评价分区

中国科学院期刊影响因子评价分区

图8.1 期刊影响因子分区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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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SCI期刊审稿时间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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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SCI期刊审稿时间与年发文量之间的关系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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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SCI期刊的年发文量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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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投稿方法

图8.5 SCI期刊的影响因子与年发文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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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投稿方法

图8.6 SCI期刊的分区与年发文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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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投稿方法

图8.7 SCI期刊是否开放获取与年发文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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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投稿方法

图8.8 SCI期刊是否开放获取与版面费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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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开放获取期刊分类和论文处理费查询平台

SCI纯OA期刊 SCI混合出版模式期刊 非SCI纯OA期刊

DOAJ 能查询APC 不能查询APC 能查询APC

GoOA的
APCheck 能查询APC 能查询APC 不能查询APC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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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SCI期刊论文投稿状态
投稿和审稿阶段 稿件状态显示 稿件状态说明

完成投稿 Submitted to journal 通讯作者将稿件投递成功。通讯作者邮箱收到确认邮件，
等待编辑处理。

审稿中

Awaiting admin processing 等待期刊编辑的助手审查稿件是否齐全。如果不齐，通
讯作者会被通知补充缺失的材料。

With editor 期刊编辑审查稿件，不合格的稿件会被立即拒绝。

Awaiting reviewer selection 期刊编辑在寻找审稿人。如果该状态长期没发生变化，
原因通常是编辑尚未找到全部审稿人。

Under review
或Peer review
或Awaiting referee scoring

审稿人在审稿。

Reviews completed
或To editor 审稿人（至少2名）的意见均反馈给了编辑。

Decision in process 编辑将审稿意见提交给编辑评审会议，或自行做出决定。

审稿决定

Reject 这是SCI期刊最常见的稿件决定状态。顶级SCI期刊的拒
稿率高达90%。拒稿包括在同行评议之前或之后的拒稿。

Reject and resubmit 稿件需要重大修改。期刊欢迎作者修改后重新投稿。计
入拒稿率。

Major revision required
或Accept with major revision

稿件需要重大修改，通常并不保证修改后的稿件一定能
够被接受。稿件修改后需要经过审稿人再次评审。

Minor revision required
或Accept with minor revision

稿件需要小幅修改，原则上接受稿件，但是需要完成指
定的修改。

Accept 稿件无需修改，被直接接受。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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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材料科学有关的期刊名称
（注：黑粗体为主要与材料科学有关的期刊）

期刊名称
中国科学院SCI期刊

大类分区
（2020年11月数据）

三年影响因子（2020
年11月数据）

两年影响因子
（2021年7月数据）

Nature Reviews Materials 1 65.86 66.308
Nature 1 42.475 49.962
Science 1 41.322 47.728

Nature Materials 1 38.928 43.841
Joule 1 29.155 41.248

Progress in Materials Science 1 26.345 39.58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R-

Reports
1 24.452 36.214

Science Advances 1 12.477 14.136
Nature Communications 1 12.117 14.9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cience

1 6.779 8.84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Advanced Materials

2 4.746 8.09

Science China - Technological 
Sciences

2 1.946 3.572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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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工智能和优化技术有关的期刊名称
（注：黑粗体为主要与人工智能和优化技术有关的期刊）

期刊名称
中国科学院SCI期刊大类

分区
（2020年11月数据）

三年影响因子
（2020年11月数据）

两年影响因子
（2021年7月数据）

Nature 1 42.475 49.962
Science 1 41.322 47.728
Joule 1 29.155 41.248

IEEE Communications Surveys and Tutorials 1 22.301 25.249
Science Robotics 1 19.042 23.748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1 15.015 16.389

Science Advances 1 12.477 14.136
Nature Communications 1 12.117 14.9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Vision 1 7.77 7.41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1 7.067 10.85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ystems 1 6.968 8.709
Archives of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
2 6.859 7.30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cience 1 6.779 8.843
Pattern Recognition 2 5.686 7.74

IEEE Journal of Selected Topics in Signal 
Processing

2 5.344 6.856

Mechanical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 2 5.282 6.823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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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工智能和优化技术有关的期刊名称（续）
（注：黑粗体为主要与人工智能和优化技术有关的期刊）

期刊投稿方法

期刊名称
中国科学院SCI期刊大类

分区
（2020年11月数据）

三年影响因子
（2020年11月数据）

两年影响因子
（2021年7月数据）

Neural Computing & Applications 2 4.551 5.606
ISA Transactions 2 4.006 5.468
Signal Processing 2 3.98 4.66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2 3.529 5.329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 3.515 6.212

Fuzzy Optimiz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2 3.49 4.128
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Engineering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2 3.456 4.504

IEEE Intelligent Systems 2 3.423 3.405
Structural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 2 3.059 4.542

SIAM Journal on Optimization 2 2.435 2.85
Science China - Technological Sciences 2 1.946 3.572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Optimization 2 1.813 3.582
SIAM Journal on Control and Optimization 2 1.765 2.267

Computational Optim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2 1.687 2.167

Journal of Global Optimization 2 1.614 2.207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s in Simulation 2 1.502 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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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SCI顶级期刊的影响因子

Journal name
期刊名称

ISSN
国际标准
期刊编号

Category
学科类别

2022 IF
2022年
影响因子

IF 
Quartile
JCR影响
因子分区

% of OA 
Gold

金色开放获
取论文占比

Nature Electronics 2520-1131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SCIE
34.3 Q1 6.13%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1754-5692 ENERGY & FUELS - SCIE 32.5 Q1 20.81%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R-

REPORTS
0927-796X

MATERIALS SCIENCE, 
MULTIDISCIPLINARY - SCIE

31.0 Q1 12.66%

PROGRESS IN ENERGY AND COMBUSTION 
SCIENCE

0360-1285 ENGINEERING, MECHANICAL - SCIE 29.5 Q1 25.96%

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157-846X ENGINEERING, BIOMEDICAL - SCIE 28.1 Q1 7.04%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0162-8828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SCIE

23.6 Q1 9.08%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0001-0782
COMPUTER SCIENCE, SOFTWARE 

ENGINEERING - SCIE
22.7 Q1 0.36%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 0926-3373 ENGINEERING, CHEMICAL - SCIE 22.1 Q1 3.44%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0018-9219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SCIE
20.6 Q1 37.72%

Bioactive Materials N/A ENGINEERING, BIOMEDICAL - SCIE 18.9 Q1 93.20%
IEEE Reviews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1937-3333 ENGINEERING, BIOMEDICAL - SCIE 17.6 Q1 17.74%

Journal of Magnesium and Alloys 2213-9567
METALLURGY &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 SCIE
17.6 Q1 92.18%

Chinese Journal of Catalysis 0253-9837 ENGINEERING, CHEMICAL - SCIE 16.5 Q1 0.75%
IEEE JOURNAL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
0733-8716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SCIE

16.4 Q1 9.88%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Letters 1610-3653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 SCIE 15.7 Q1 10.17%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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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SCI顶级期刊的影响因子（续1）

期刊投稿方法

Journal name
期刊名称

ISSN
国际标准
期刊编号

Category
学科类别

2022 IF
2022年
影响因子

IF 
Quartile

JCR影响因
子分区

% of OA 
Gold

金色开放获
取论文占比

Journal of Industrial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2467-964X ENGINEERING, INDUSTRIAL - SCIE 15.7 Q1 13.95%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1385-8947 ENGINEERING, CHEMICAL - SCIE 15.1 Q1 3.38%

IEEE SIGNAL PROCESSING MAGAZINE 1053-5888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SCIE
14.9 Q1 12.8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xtreme 
Manufacturing

2631-8644 ENGINEERING, MANUFACTURING - SCIE 14.7 Q1 100.00%

npj Flexible Electronics N/A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SCIE
14.6 Q1 99.40%

BIOMATERIALS 0142-9612 ENGINEERING, BIOMEDICAL - SCIE 14.0 Q1 11.2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CHINE 

TOOLS & MANUFACTURE
0890-6955 ENGINEERING, MECHANICAL - SCIE 14.0 Q1 11.89%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0304-3894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 SCIE 13.6 Q1 4.26%
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 2096-2797 ENGINEERING, CHEMICAL - SCIE 13.3 Q1 85.87%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0921-3449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 SCIE 13.2 Q1 17.12%

COMPOSITES PART B-ENGINEERING 1359-8368
ENGINEERING, MULTIDISCIPLINARY - 

SCIE
13.1 Q1 5.24%

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 2095-4956 ENGINEERING, CHEMICAL - SCIE 13.1 Q1 2.29%

Computer Science Review 1574-0137
COMPUTER SCIENCE, SOFTWARE 

ENGINEERING - SCIE
12.9 Q1 9.20%

IEEE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1536-1284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SCIE
12.9 Q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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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name
期刊名称

ISSN
国际标准
期刊编号

Category
学科类别

2022 IF
2022年
影响因

子

IF 
Quartile
JCR影响
因子分区

% of OA 
Gold

金色开放获
取论文占比

Engineering 2095-8099
ENGINEERING, MULTIDISCIPLINARY - 

SCIE
12.8 Q1 86.61%

WATER RESEARCH 0043-1354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 SCIE 12.8 Q1 13.64%
TECHNOVATION 0166-4972 ENGINEERING, INDUSTRIAL - SCIE 12.5 Q1 22.40%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1551-3203 ENGINEERING, INDUSTRIAL - SCIE 12.3 Q1 4.90%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SYSTEMS 0278-6125 ENGINEERING, INDUSTRIAL - SCIE 12.1 Q1 9.91%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0925-5273 ENGINEERING, INDUSTRIAL - SCIE 12.0 Q1 9.14%

eTransportation 2590-1168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SCIE
11.9 Q1 10.87%

IEEE TRANSACTIONS ON FUZZY SYSTEMS 1063-6706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SCIE
11.9 Q1 2.65%

PROGRESS IN QUANTUM ELECTRONICS 0079-6727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SCIE
11.7 Q1 20.83%

BIORESOURCE TECHNOLOGY 0960-8524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 SCIE 11.4 Q1 4.41%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0013-936X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 SCIE 11.4 Q1 8.88%

npj Clean Water 2059-7037 ENGINEERING, CHEMICAL - SCIE 11.4 Q1 99.33%
Biomaterials Research 1226-4601 ENGINEERING, BIOMEDICAL - SCIE 11.3 Q1 100.00%

APPLIED ENERGY 0306-2619 ENGINEERING, CHEMICAL - SCIE 11.2 Q1 13.00%

IEEE COMMUNICATIONS MAGAZINE 0163-6804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SCIE
11.2 Q1 0.00%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0959-6526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 SCIE 11.1 Q1 7.82%

工程学SCI顶级期刊的影响因子（续2）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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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name
期刊名称

ISSN
国际标准
期刊编号

Category
学科类别

2022 IF
2022年
影响因

子

IF 
Quartile
JCR影响
因子分区

% of OA 
Gold

金色开放获
取论文占比

Additive Manufacturing 2214-8604 ENGINEERING, MANUFACTURING - SCIE 11.0 Q1 16.69%
Protection and Control of Modern Power 

Systems
2367-2617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SCIE

11.0 Q1 100.00%

CATALYSIS REVIEWS-SCIENCE AND 
ENGINEERING

0161-4940 CHEMISTRY, PHYSICAL - SCIE 10.9 Q1 7.23%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Letters

2328-8930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 SCIE 10.9 Q1 12.29%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gy 1005-0302
METALLURGY &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 SCIE
10.9 Q1 0.76%

IEEE Internet of Things Journal 2327-4662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SCIE
10.6 Q1 5.28%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1057-7149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SCIE
10.6 Q1 6.54%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EVIEW

1366-5545 ENGINEERING, CIVIL - SCIE 10.6 Q1 6.84%

Virtual and Physical Prototyping 1745-2759 ENGINEERING, MANUFACTURING - SCIE 10.6 Q1 33.33%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0737-6782 ENGINEERING, INDUSTRIAL - SCIE 10.5 Q1 41.41%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and 
Learning Systems

2162-237X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ELECTRONIC - SCIE
10.4 Q1 11.72%

ROBOTICS AND 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0736-5845 ENGINEERING, MANUFACTURING - SCIE 10.4 Q1 8.09%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0926-5805 ENGINEERING, CIVIL - SCIE 10.3 Q1 11.11%
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 2192-2640 ENGINEERING, BIOMEDICAL - SCIE 10.0 Q1 14.14%

工程学SCI顶级期刊的影响因子（续3）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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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关键词“燃料”检索的中国科学院1区的SCI期刊

编
号 ISSN 期刊

名

综
合
评
分

期刊指
标

中
国
科
学
院
分
区

学科
领域

SCI/S
CIE

是否
OA

录
用
比
例

审
稿
周
期

影
响
因
子
和
出
版
国
家

版面
费

选刊决定
（依次根

据版面费、
审稿时间、
期刊名吻
合度、难

易）

投稿时
是否须
提交伦
理批准
书、知
情同意
书、临
床试验
注册号
码？其
他要求
备注

投稿备注

1
0306
-
2619

APPL
IED 
ENE
RGY

8.0

h-
index:1
62
CiteSco
re: 
17.60

大
类
1
区

大类：
工程
技术, 
小类：
能源
与燃
料

SCI，
SCIE No

9.7
46
英
国

考虑，第
1选

2021年
10月2日
用邮箱给
主编发了
投稿前问
询信。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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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Pub的选刊网站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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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思唯尔的Journal Finder网站，将论文的标题和摘要输入检索框，如下图：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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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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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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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爱思唯尔）出版社的期刊匹配工具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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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爱思唯尔）出版社的期刊匹配工具选刊示例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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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Web of Science平台的期刊匹配工具网站https://mjl.clarivate.com/home，点
击“Match Manuscript”，会跳出以下对话框：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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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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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数据库的期刊匹配工具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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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AJ平台的大类领域和小类领域列表
大类领域列表 在“Technology”大类领域下的小类领域列表

Agriculture（农业） Bridge engineering（桥梁工程）
Auxiliary sciences of history（历史辅助科学） Building construction（建筑施工）
Bibliography. Library science. （文献目录学，图书馆
学） Chemical technology（化学技术）

Information resources（信息资源）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lectronics. Nuclear engineering（电气工程，电子
产品，核能工程）

Education（教育） Engineering (General). Civil engineering (General)（通用工程，土木工程）

Fine Arts（美术）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Sanitary engineering（环境技术，卫生工程）

General Works（大众传媒） Handicrafts. Arts and crafts（手工艺品，艺术品，工艺品）
Geography. Anthropology. Recreation（地理学，人
类学，娱乐） Highway engineering. Roads and pavements（公路工程，道路和人行道）

History (General) and history of Europe（历史与欧
洲历史） Home economics（家政学）

History America（美国历史） Hydraulic engineering（水利工程）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语言和文学） Manufactures（制造）
Law（法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machinery（机械工程与机械）
Medicine（医学） Mining engineering. Metallurgy（采矿工程，冶金）
Military Science（军事科学） Motor vehicles. Aeronautics. Astronautics（机动车辆，航空，航天）

Music and books on Music（音乐与音乐书籍） Ocean engineering（海洋工程）
Naval Science（海洋科学） Photography（摄影）
Philosophy. Psychology. Religion（哲学，心理学，
宗教） Railroad engineering and operation（铁路工程与运营）

Political science（政治科学） Technology (General)（通用技术）
Science（科学）
Social Sciences（社会科学）
Technology（技术）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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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期刊的DOAJ平台查询系统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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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投稿方法

开放获取期刊的DOAJ平台查询系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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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获取期刊的GoOA平台查询系统

期刊投稿方法



第117页，共149页论学术素养                                                       版权保护资料

期刊投稿方法

开放获取期刊的GoOA平台查询系统（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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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期刊论文投稿状态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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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期刊论文审稿后修改状态

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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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投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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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科研经费申请与写作

       学术写作和科研探索是研究人员的两大主要日常任务。
科研经费获取能力和经费申请写作能力是在论文写作能力之
外的另一项关键能力。科研人员不仅需要熟悉各种经费的来
源和申请办法，而且需要熟练掌握经费申请书的撰写要点。
本章介绍科研项目申请的方法和写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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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申请与写作

9.1 纵向科研项目申报方法

9.2 学术素养中的科研经费申请写作

9.3 中国科研人员的经费来源

9.4 纵向重大科研项目的来源

9.5 横向重大科研项目的来源

9.6 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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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纵向科研经费
2. 横向科研经费
3. 人才经费
4. 入学奖学金经费

重要性是期刊论文能否
发表、科研基金申请能
否被批准的最主要标准

科研经费申请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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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科研管理与方法

       有了学术写作能力和科研经费申请能力并不等于能够管
理好科研工作。科研管理和学业管理的难点在于科研方向规
划方法、科研计划制订与执行、提高科研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的方法。系统工程是实现优质管理的强大工具。本章从系统
工程的视角论述科研管理、学业管理和科研方法，并总结用
于科研、写作和阅读的实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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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管理与方法

10.1 科研管理
10.1.1 科研管理的概念及遵循的标准
10.1.2 科研管理中的技术管理和项目管理
10.1.3 科研方向规划方法及科研计划撰写指南
10.1.4 制订研究计划的要点
10.1.5 科研经费申请中撰写数据管理计划的方法

10.2 学业管理
10.2.1 顺利完成本科毕业论文的要素
10.2.2 中外博士生教育制度的异同
10.2.3 撰写博士入学研究计划的方法
10.2.4 有效管理博士学位攻读时间的方法
10.2.5 成功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要点

10.3 科研方法
10.3.1 提高科研效率的方法
10.3.2 提高科研工作重现性的方法
10.3.3 提高科研创新性效果的方法
10.3.4 新工科123建设统一提升框架中的三个方法
10.3.5 做科研和写论文时常用的研究方法和技能
10.3.6 提高系统化创新阅读能力的方法
10.3.7 提高快速阅读能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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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方向规划和文件管理

科研管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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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 中国国家重点学科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学术队伍

教师情况
专职教师及研究人员总数
具有博士学位人员占专职教师及研究人员的比例

专家情况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人数
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国家级荣誉称号的人数
百千万人才工程第1）二层次入选者、教育部跨世纪人才、新世纪人才的人数

科学研究

科研基础
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
基地的数量
省部级重点学科或实验室、省级人文社科基地的数量

获奖专利

获国家“三大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的数量
获省级“三大奖”及“最高奖”、省级哲学（人文）社科成果奖的数量，以及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中华中医药科技奖的
数量
获发明专利数

科研论著

CSCD或CSSCI收录论文数
人均CSCD或CSSCI收录论文数
SCI、SSCI、AHCI、EI及MEDLINE收录论文数
人均SCI、SSCI、AHCI、EI及MEDLINE收录论文数
出版学术专著数

科研项目

境内国家级科研项目经费
境外国际合作科研项目经费
境内国家级和境外国际合作科研项目总数
人均科研经费

人才培养

奖励情况
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数
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及提名论文数

学生情况
授予博士学位数
授予硕士学位数
目前在校攻读博士和硕士学位的留学生人数

学术声誉 学术声誉 学科声誉，社会贡献，学术道德等

科研管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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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美国学科评估指标体系

工学院
一级指标

工学院二级指标
商学院

一级指标
商学院二级指标

教学质量
（0.4）

同行评审评分（0.25） 教学质量
（0.4）

同行评审评分（0.25）
雇主评审评分（0.15） 雇主评审评分（0.15）

学生录取质量
（0.1）

GRE数学平均分（0.0625）

就业成功率
（0.35）

当届毕业生就业平均起薪加
签约奖金（0.14）

录取率（0.0325）
刚毕业时平均起薪加签约奖

金（0.07）

学院资源
（0.25）

博士生与教师比（0.075）
三个月后平均起薪加签约奖

金（0.14）
硕士生与教师比（0.0375）

学生录取质量
（0.25）

GMAT平均成绩（0.1625）
教授和研究人员在国家工程院

院士中所占比例（0.075）
本科平均成绩GPA（0.075）

本学年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
（0.0625）

录取率（0.125）

科研活动
（0.25）

总科研经费（0.15）
教师人均科研经费（0.10）

科研管理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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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工程

2. 可靠性工程

3. 试验设计与优化
试验设计
（DoE）

科研管理与方法

跨学科

整体性管理

生命周期 优化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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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学术汇报与交流

       科研工作能力、论文撰写能力、学术答辩能力构成学术
能力的“三驾马车”。学术答辩能力是学术汇报与交流的核
心。现代学术出版在向着数据交流复杂化和数据表达可视化
的信息化方向发展。本章论述以数据检查、学术答辩、图文
摘要、学术海报、学术视频为中心的学术交流与汇报的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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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汇报与交流

11.1 增强出版中的数据检查和数据共享

11.2 学术答辩能力和学术礼仪

11.3 成功完成学位论文答辩的十项技巧

11.4 学术海报

11.5 图文摘要与学术海报的区别详解

11.6 增强出版中的学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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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汇报与交流

图11.1 学术海报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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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学术能力评价与学术社交影响力

       学术能力评价制度是激励人才成长的有益机制。学术素
养教育不仅有责任培养合格人才在学术能力上的基本素质，
而且需要培养高层次领军人才的高水平素质，即学术社交影
响力，使他们能够承担起引领社会发展的责任。学术素养教
育不仅需要做到惠及大众，而且需要力求培养精英。本章从
学术能力评价指标和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入手，论述提高学术
影响力和学术社交影响力的方法，收拢学术素养的培养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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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能力评价与学术社交影响力

12.1 学术能力评价
12.2 高被引论文和ESI
12.3 论文引用次数的变化规律
12.4 提高论著引用次数的方法
12.5 从期刊滥发无聊论文到国家新的发表政策
12.6 Altmetrics在学术影响力评价体系中的作用

12.6.1 Altmetrics的起源
12.6.2 Altmetrics的作用和优点
12.6.3 Altmetrics的计算方法
12.6.4 Altmetrics的局限性

12.7 学术社交影响力
12.8 建立科研人脉及开展科研合作

12.8.1 在单位内部建立科研人脉及开展科研合作
12.8.2 在单位外部建立科研人脉及开展科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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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影响力评价指标：
1. 学术奖项和人才称号
2. 论著种类和数量
3. 论著的引用次数
4. 期刊论文的影响因子
5. 个人H指数
6. 学术兼职

学术社交影响力：
1. 参加领英（LinkedIn）、行业学会和开展学术社交的能力
2. 发表论著之外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活动能力
3. 在单位内部和外部说服他人并实现想法的影响力
4. 开展团队工作和建立学术流派的能力
5. 参与和组织学术会议和学术界活动的能力
6. 担任义务审稿人、期刊编委和客座主编的社会学术能力
7. 倡议和组织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能力
8. 在学术委员会任职和施加学术影响力的能力
9. 在政府咨询机构任职和对国家政策施加社会影响力的能力

学术能力评价与学术社交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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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工程学科SCI论文的历年被引用次数的百分比排名阈值
（数据摘自ESI数据库统计网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0.01% 1255 1120 882 1034 1209 821 601 415 251 119 85

0.1% 399 398 367 340 327 285 252 175 114 55 16

1% 151 145 136 131 120 112 97 72 49 21 4

学术能力评价与学术社交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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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SCI论文的被引用次数趋势

学术能力评价与学术社交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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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篇均年均被引用次数的学科排名（摘自ESI数据库统计页面）

学术能力评价与学术社交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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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所有学科的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摘自ESI数据库统计页面）

学术能力评价与学术社交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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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S论文篇数、论文的篇均被引用次数和热点论文数量的国家排名
（摘自ESI数据库统计页面）

学术能力评价与学术社交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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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期篇均论文被引用次数的全球作者排名
（摘自ESI数据库统计页面）

学术能力评价与学术社交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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