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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星发现系统介绍 

超星发现以近十亿海量元数据为基础，利用数据仓储、资源整合、知识

挖掘、数据分析、文献计量学模型等相关技术，较好地解决了复杂异构数据

库群的集成整合、完成高效、精准、统一的学术资源搜索，进而通过分面聚

类、引文分析、知识关联分析等实现高价值学术文献发现、纵横结合的深度

知识挖掘、可视化的全方位知识关联。 

超星发现能够帮助您冲破信息孤岛与信息超载的桎梏，让意外惊喜成为

创新的灵感，让洞察全局成为科学探索的法宝，让巨人的肩膀成为知识价值

再生的基石。 

二、超星发现系统核心功能： 

1. 多维分面聚类 

   超星发现依托高厚度的元数据资源，通过采用分面分析法，可将搜索结果

按各类文献的时间维度、文献类型维度、主题维度、学科维度、作者维度、机构

维度、权威工具收录维度以及全文来源维度等进行任意维度的聚类。 

用户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任意维度的组配检索、自由扩检和缩检，从而实现

文献资源发现的精炼聚类和精准化搜索，将最重要、最核心、最有价值的资源按

相关度、被引频次、时间、影响因子等方式展现给用户。 

2. 智能辅助检索 

超星发现提供强大的智能辅助搜索功能。借助内置规范知识库与用户的历史



检索发现行为习惯，自动判别并切换到与用户近期行为最贴切的领域和关注热

点，同步显示与用户检索主题相应的解释，帮助实时把握所检索主题的内涵，并

优先按用户筛选文献的喜好显示检索结果，提高发现精准度和检准率。 

3. 立体引文分析 

超星发现可实现图书与图书之间、期刊与期刊之间、图书与期刊之间、以及

其他各类文献之间的相互参考、相互引证关系分析。 

借助超星发现的文献引用频率分析研究，可有效测定与评价某一文献、某一

学科、某一作者、乃至某一机构的学术影响力。 

借助超星发现的文献间相互引证逻辑关系，可分析获得某一学术思想的历史

渊源、传承脉络以及演变规律。 

4. 考镜学术源流 

考镜学术源流可以把文献资源的研究单位从单一的文献深化到文献中存在

的知识关联中。通过学术源流可以按照知识概念形成知识相关链。这些关联就是

知识关联的基础。超星发现能够按照知识概念给出知识关联图谱，通过单向或双

向线性知识关联构成的链状、网状结构，形成主题、学科、作者、机构、地区等

关联图，从而反映出学术思想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源流。 

5. 展示知识关联 

超星发现集知识挖掘、知识关联分析与可视化技术于一体，能够将发现数据

及分析结果以表格、图形等方式直观展示出来。 

知识关联是我们从事知识活动和知识管理的基础，知识管理的目的是为科学



组织和有效利用知识，而知识关联是科学组织和有效利用知识的基本出发点和理

论依据。因此，可以说知识管理的本质是知识关系的管理，通过知识关联为研究

者从宏观角度直观地把握海量数据之间的规律和整体面貌，直观揭示人与人、人

与机构、人与知识，以及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联，从而反映出不同学者、不同机

构对某一领域的研究强度与贡献，反映出某一领域关联知识的相互交叉支持强

度，为进一步追踪、拓展和创新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思路。 

6. 揭示学术趋势 

    超星发现具备对搜索结果进行年代分布规律分析的功能，可揭示出任一主题

学术研究的时序变化趋势图，进而帮助研究者在大时间尺度和全面数据分析的高

度洞察该领域研究的起点、成长、起伏与兴衰，从整体把握事物发展的完整过程

和走向。无论是在上升或下滑趋势曲线中，当曲线在某一阶段处于上升或者处于

波峰阶段时，即是在该时间段内学术研究兴盛的时段；当曲线在某一阶段处于下

滑或者处于波谷阶段时，即是在该时间段内学术研究低迷的时段，同时也具有学

术趋势发展的预判分析，为预测该学术未来发展的趋势提供帮助。 

三、成功案例 

超星发现系统已获得广泛使用。典型案例包括：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电子科

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