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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 Scopus AI的能与不能

▪ 为什么准确信源对于AI应用于科研如此重要？

▪ 在科研场景中我们还可以用Scopus AI做什么？

▪ 利用Scopus AI以及数据指标助力基金奖项申请



认识Scopus AI的能与不能



几个问题

1、Scopus AI能不能帮我写现成的论文？

不能！

2、Scopus AI能不能帮我找到我最需要的论文？

能！ 而且很快！

3、Scopus AI能不能帮我梳理知识体系？

能！而且也很快！

Scopus AI的目标：加速知识的发现过程，改变学术发现方式



科研小白
新领域—从哪里入手？

交叉领域-隔行如隔山

哪些关键词？怎么检索

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有哪些最新进展，重要
发现

网络上有没有胡说八道？

为什么Scopus AI可以改变学术发现方式？



开始Scopus AI使用

点击开始



使用总结

1、提问：概括问题得到概括的答案，细致问题得到细致答案，问精准的问题。

2、当初始答案不够细致时，查看扩展总结答案。

3、通过问题答案定位到高相关性论文和奠基性论文。

4、通过思维导图（Concept map）梳理科学问题的知识体系。

5、通过”Go Deeper”功能获得对于科学问题更深入的认知。



生成式AI对文献检索方式的变革

传统的检索方式：

▪ 通过关键词构建检索式

▪ 看Review，再看Article

▪ 看高被引论文

▪ 看最新文献

▪ 查找全文

基于生成式AI的检索方式：

▪ 设计一个想要了解的科学问题

▪ 得到科学问题的答案

▪ 思维导图方便理解

▪ 扩展答案

▪ 参考文献-查找全文

▪ 扩展问题，或者下一个问题



准确数据源的重要性



生成式AI在教育与研究中的应用已经形成趋势

援引《中国青年报》

面向全国高校学生发起关于AI工具使用的问卷调查

显示：

• 84.88%受访者曾使用过AI工具。

• 其中16.30%受访者经常使用AI工具，

• 57.49%受访者偶尔使用。

爱思唯尔出版的期刊允许在学术写作中使用

生成式AI，但需注明哪些内容生成基于AI



围绕生成式AI的争论

▪ 加剧数字贫困

▪ 超越国家监管适应

▪ 未经同意使用内容

▪ 缺乏对现实世界的了解

▪ AI生成的内容造成信源不准确

▪ 产生深度赝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和研究中的应用指南》

该研究作者在文中警告称，虚构的内容「对没有
经验的读者来说可能看起来是真实的」



Scopus AI的答案都有可靠的文献来源



Scopus AI的严谨性
电影《黑豹》中的振金是不是最强金属？

Scopus AI不会产生深度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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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收录范围

自然科学 
14,558

期刊 会议录 图书

27,950* 活跃同行评议期刊

6,128 金色OA期刊

 (DOAJ/ROAD) 

19.6M fully-indexed funding 
acknowledgements 

1.68M 预印本

• 完整的元数据、摘要和引用文献 
(1970年后的引用)

• 引用追溯至 1970

149K 会议活动

11.6M 会议论文

以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为
主

不同学科领域
期刊数量**

收录数据最为全面

文摘索引数据库

专利

49.3M 专利

五大专利局：

• WIPO
• EPO
• USPTO
• JPO
• UK IPO

74.3K 系列丛书

300K 独立书籍

2.60M 图书条目

专注于社会科学、艺术
和人文科学

健康科学 
15,167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14,553

生命科学
7,818

• 每日更新—每日更新约13,000篇新文献

• 20.90M 开放获取文献

• “Articles in Press” from >8,740 titles

• 来自多家预印本服务器的1.68M条预印本记录

• 6,128 家活跃金色OA期刊

28K来源出版物的90M条记录, 149K 会议录和289K 独立图书

来自105个国家的7,000家出版商

• 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摘要&引文数据库



Scopus持续收录中国高质量期刊

Scopus关键数据（截至2023年11月刊表）

• 收录约1260种中国大陆期刊

• * 其中超过700本是Scopus独有收录

• 22%为Citescore Q1区期刊；

• 中文期刊超过50%；

• 领军期刊&重点期刊100%覆盖，梯队期刊>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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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收录优势

• 时间：数据最早回溯到1788年，Scopus 

AI可访问的数据包含最新的收录数据

• 类型：包含多种文献类型：期刊论文，会

议论文，图书等

• 学科：覆盖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医学和

社会科学全学科领域

从AI培育的角度看：

 数据量与数据质量兼顾的最优解



Scopus AI在科研场景中的应用



Scopus AI 的应用场景

学生

• 初入科研，快速了解一个科学问题的研究内容

• 查询跨专业、跨领域的研究内容

• 帮助梳理研究脉络，撰写论文Introduction

教师

• 了解陌生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促进交叉研究

• 梳理研究脉络，助力基金申请

• 课程设计，拓展知识图谱

图书馆

• 快速找到相关论文，提高科技查新效率

• 凝炼学科前沿热点

• 文献检索课程内容变化，学生科研素养提升



Scopus AI在基金申请中的应用
学术发现过程的效率提升



立项申请书中需要阐述的内容

(一) 立项依据与研究内容 (建议 8000 字以下):

1. 项目的立项依据 (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需结合科学研究发展趋势来论述科

学意义，或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科技问题来论述其应用前景。附主要参考文献

目录);

2. 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此部分为重点阐述内容);

3. 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包括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手段、关键技术等说明):

上述内容的撰写需要进行充分的文献信息调研，以降低项目不被立项的可能。 



基金不立项原因分析

主要部分 涉及的申请书 存在的主要问题

研究方案 77%
• 研究方法不科学
• 研究方案过于简单
• 研究方法不当

立论依据 73%

• 立论依据不足
• 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不大
• 对国内外进展了解不够
• 对选题的内容和意义阐述不充分

创新性 71%
• 创新性不足，许多项目在国内外已有相关

报道，甚至基金委已资助过类似项目

撰写方面 64%
• 叙述过于简单
• 对相关要求不了解
• 写作不规范或书写错误

研究内容 64%

• 研究内容太多太分散，深度不够
• 重点不突出
• 关键问题不当或不明确
• 与研究目的不符

工作基础 61%
• 缺乏相关工作基础，缺乏必要的前期结果

以支持其前期的科学假说

*基于过往未获得资助的基金申请书的未立项原因分析

文献信息调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通过关键词检索，低相关性文章多

• 阅读文献需要消耗大量时间

• 难免有文献遗漏

• 将阅读的文献形成知识脉络耗时耗力

生成式AI是提升效率的最佳选择



Scopus AI: 将海量的文献内容转化为可用的知识脉络

中草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机制是什么？

3.思维导图梳理知识脉络

4.扩展总结

6.扩展问题，或者提问下一个问题

1.设计一个想要了解的科学问题

2.得到科学问题的初步总结

5.参考文献-确认信息来源



基础问题（对科学问题的概览）

延伸问题（追踪细节）

对策问题（汇总结论）

• What is the frontier research of 

quantum computing?

•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facing 

quantum computing?

        ……

• What algorithms are used in 

quantum computing?

•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quantum 

hardware

• What are the different types of fault 

tolerance techniques used in 

quantum computing

        ……

• List some promising algorithms of 

quantum computing

• What is the promising research on 

fault tolerance techniques?

       ……

设计一系列科学问题 快速获取科研信息 形成科研知识脉络

将过去数周的工作压缩至数小时

让科学家将宝贵的时间用于思考更有价值、更具创新性的问题



DEMO：快速了解一个科学问题在研究什么内容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澳门大学研究前1%热点主题
2018-2022



Elsevier Research Intelligence

祝各位同学和老师
在2024获得更多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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