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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 AI 学术研究助手使用手册

CNKI AI 学术研究助手（https:// aiplus.cnki.net）是人工智能时代同方知网最

新研发的服务于科研全流程的 AI 辅助研究工具，是提供问答式增强检索和生成

式知识服务的创新实践。AI 学术研究助手将先进的 AI 大模型技术、知网优质内

容资源与科研场景紧密结合，围绕科学探索、文献研读、知识管理与成果创作等

重要需求展开，其构建的问答式增强检索、AI 辅助研读、AI 辅助创作与苹果树

智能体四大服务体系，高效支撑了科研全流程需求，可以大幅提高学术研究的效

率和质量，全方位助力科技创新。

1、问答式增强检索

1.1智能问答

AI 助手将全面分析与理解用户的问题，并基于知网全库资源为用户提供全

面、系统、专业的回答，回答内容可追溯到专业文献。

1.2文献概览

AI 助手可以展示与主题相关的文献全景地图，实现帮助用户快速把握该主

题的研究现状、发展趋势与关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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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可信增强

基于知网海量高质量知识数据与专业学术向量数据库，AI 助手可以为用户

提供科学、专业、可信的回答。

1.4可控生成

每个人的知识层次和需求不同，即使是同一问题，也会对答案内容的深度、

领域等方面有不同要求。AI 助手的可控生成服务创新性地满足了用户个性可控

的问答需求。

1.4.1选文可控生成

AI 助手将在用户选定的单篇或多篇文章生成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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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分组可控生成

AI 助手将在用户选定的行业、主题、作者、时间等分组，进行文章聚类可

控生成回答，回答更专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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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学者查询

输入作者姓名及所在机构，即可一键获取该学者的研究学科、关注领域、发

表文献等，帮助用户深入了解该学者的研究进展和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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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I辅助研读

在进行文献阅读时，科研人员常常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筛选和阅读文献，在阅

读过程中还会遇到概念不明、语言障碍等问题，导致阅读效率不高。AI 助手的

研读模式提供单篇问答、文章伴读、专题问答、全库问答服务，辅助科研工作者

深度学习理解，激发创新火花，加速创作进程。

2.1单篇问答

用户在甄选文献时无需通读全文，AI 助手可快速呈现文章核心内容，对文

章进行快速总览和价值判断，大幅节省用户甄选、了解文献的时间。

2.1.1打开方式

2.1.1.1知网文献

可以通过文献检索添加需要阅读和问答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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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自主上传

AI 助手支持上传 PDF、doc、docx 格式的自有文章，上传的单篇文档大小不

超过 36M，上传总存储空间为 1G。上传成功后即可在单篇问答和专题问答下使

用问答服务。

2.1.2总结提炼

对文章核心思想、文章大纲、文献要点、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及相关工作进

行快速提炼总结，短时间内即可了解文章的主旨内容，大幅节省用户甄选、了解

文献的时间。

2.1.3辅助研读

2.1.3.1标准问题

学术研究助手基于科研方法提供了一套专业化的标准问题，用户可对每篇文

献进行提问并一键获取答案，帮助用户更方便、快速地掌握文章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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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延展问题

AI 助手通过学习全文后，可根据文章内容智能生成个性化延展问题，帮助

用户更加深入地了解文章内容，同时达到拓展思路、启发灵感的效果。

2.1.4自由问答

在阅读过程中，有任何问题都可直接向 AI 提问，AI 助手将化身 24 小时在线

的老师为用户提供专业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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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拓展研究

系统会自动选取文献的参考文献、引证文献、相似文献中的前五篇文献，

AI 助手能够实现对这五篇文献的智能问答，和观点汇总。

2.1.6文章精要

对文献内容的概括和总结，可实现对文章概要、观点、方法与结论的一键提

炼与汇总，辅助完成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把握。精要内容支持 pdf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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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全文翻译

可对用户自主上传的英文文献进行一键翻译，有“译文模式”和“对照模式”

两种阅读模式。使用对照模式时，当鼠标放置在译文处时，原文的对应内容将会

被标亮，可有效提高用户的英文文献阅读速度与知识吸收率。

2.2文章伴读

文献精读是对文献进行深入的阅读、理解和分析，在阅读过程中可以随时划

取选中感兴趣的内容，伴读服务框会自动弹出，为用户提供概念解释、中英互译、

文献推荐、引用问答等功能。使用户感受无障碍研读，大幅提高阅读效率和知识

吸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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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概念解释

对选中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的概

念，提高学习和研究效率。

2.2.2中英互译

帮助用户快速准确地将中文翻译成英文，或者将英文翻译成中文。在阅读时

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同时在撰写时找到更精确的表达方式，提高学术研究效率。

2.2.3文献推荐

根据选中部分的内容进行相关文献的推荐，拓宽知识面，深化对某个主题的

理解，帮助用户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文章内容。



11

2.2.4引用问答

当用户在阅读一篇文章时，可能会对其中的某些观点或结论产生疑问或困惑，

这时候就可以使用引用问答功能，来更好地理解和消化文章内容。

2.2.5笔记摘录

阅读过程中可对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摘录并添加笔记，方便后期对文献要点进

行查看。当切换至创作模式时，可以将摘录或笔记引入创作过程中，实现论文的

高效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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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文内检索

可以点击目录实现阅读内容的直接跳转，也可直接对文章内容进行搜索。

2.3专题问答

可通过专题问答对同一主题下的多篇文献进行结构化、系统化阅读，助力用

户发现科研选题，完善研究方案。

2.3.1新建专题

点击专题问答，输入专题名称，添加需要研读的文献，每个专题下最多可以

添加 10 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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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专题信息

可对专题中的文献信息进行总览、阅读相关文献推荐，查看相关主题词的发

文趋势图等。

2.3.3总结提炼

可对多篇文章进行观点对比、方法对比、结论对比及摘要总结，了解这一主

题下的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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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I辅助创作

AI 助手可以帮您在论文创作时降低写作难度、激发创意灵感的作用，感受

创作效率与质量双提升。首先，请从研读模式切换到创作模式

3.1资料研参

AI 助手将文献研究与创作这两个环节无缝对接，将研究与创作环节紧密结

合，实现高效创作。

当用户在研读文献时，可便捷、系统地记录研读和问答中的文献精要和研究

心得，在创作模式下，使用“推送”功能，一键将研读资料应用在论文创作中。

3.2对话写作

3.2.1创作起始阶段

选题和开题是科研的起始，能选出有研究价值和实际意义的题目对推动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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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至关重要。AI 助手的选题推荐、文章大纲、文献综述、文献推荐这四个功

能，可以帮助用户明确研究目标，规划研究过程，提高研究效率和质量。

3.2.1.1选题推荐

AI 助手能够根据用户提供的关键词或研究领域，给出相关的论文选题建议。

帮助用户在撰写开题报告之前明确研究方向，并在生成的选题中汲取灵感。

3.2.1.2文章大纲

AI 助手可以基于大量学术论文的普遍结构，为特定主题生成标准化文章大

纲，同时，AI 助手能够生成一系列相关子主题，帮助用户拓展思路并构建更完

整的大纲内容，显著提升创作效率。

3.2.1.3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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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助手可以根据用户提供的大纲或主题，生成文献综述的各个部分，如背

景介绍、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这可以减轻用户在论文创作上的压力，提高写

作效率。

3.2.1.4相关文献

AI 助手可以通过帮助用户智能推荐相关文献。对于目标文献，用户可以点

击【问答】一键开启本文的单篇问答进行研读。

3.2.2论文撰写阶段

在论文的撰写中，用户可以需要根据需要选择扩写、续写、缩写、改写这四

个功能，来启发灵感，提高文章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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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扩写

AI 助手的扩写服务具备强大的语言处理能力，能够根据已知内容提供语法

正确，表达流畅的内容。同时扩写服务可以激发用户的思考，帮助用户在现有研

究基础上产生新的见解和假设。

3.2.2.2续写

AI 助手的续写服务能够保持续写内容与输入内容前后逻辑连贯、风格一致，

形成整体。此外，在用户思维停滞时，续写服务能够提供新视角，激发创意，促

进研究深入。

3.2.2.3缩写

AI 助手的缩写服务通过提取内容中的关键信息，将长文浓缩为简洁的概述，

提高了内容的信息密度和阅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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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改写

AI 助手提供正式得体、严肃庄重、有说服力及轻松简洁 4 种语气的改写服

务，帮助作者更精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避免观点模糊不清，同时增强文章说服

力，使论点更加有力。

3.2.3文章批改润色阶段

当文章基本完成时，用户可以通过使用 AI 助手的润色批改、据意查词、概

念解释、言词答句功能，来改善论文的语言表达、逻辑结构等问题，从而提高论

文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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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润色批改

批改服务能够显著提高文章的语言精准度、逻辑清晰度、内容规范性和可读

性，同时提供批改痕迹，方便用户做出选择。

3.2.3.2据意查词

根据输入的句子，AI 助手将推荐相关的近义词或反义词。

3.2.3.3概念解释

根据输入词语进行学术概念解释。

3.2.3.4言词答句

根据输入的研究主题生成相关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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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苹果树智能体

苹果树智能体（CNKI Apple tree）专注于完成科研场景中的复杂任务，具有

专业化、高效率、高质量的优势。其通过智能任务策划、子任务分解、流程制定

等高度定制化的 AI 服务，实现高效、精准地满足特定科研场景需求，功能会持

续更新。

4.1文献综述简洁版

文献综述（简洁版）基于高度定制化的 AI 服务，智能化地整理文献资料，

分析文献观点并将不同观点进行分类整合，生成结构清晰、内容精炼的千字综述。

4.1.1输入文献综述标题

在标题栏输入要撰写的文献综述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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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筛选参考文献

点击“选择文献”，根据文献摘要、关键词等信息选择与主题相关的文献；

还可在扩展文献中，根据主题、发表时间、来源等选择生成文献综述的参考文献。

文献选好后，点击“已选好文章”，回到文献综述主页面。

4.1.3生成文献综述

点击“生成文献综述”，一篇内容环环相扣，思路清晰、表达准确的文献综

述就写好了，还可一键导出 PDF 文档。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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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学术趋势

学术趋势服务旨在为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全面、深入的领域动态观测途径和精

准、有价值的趋势分析。

4.2.1领域概貌

智能分析总结。提供包括基本概念、发展历程、发文情况、研究现状等领域

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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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近十年发文

研究领域内近十年发文趋势，以及各年度“高被引”与“高下载”文献，点击可

跳转到单篇问答进行深度研读。

4.2.3 TOP10期刊

研究领域内重要期刊及文献。点击可跳转到单篇问答，重点跟踪期刊的选题

与发文，可为后续投稿提供思路。

4.2.4 TOP10学者

研究领域内最活跃的学者。为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提供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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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TOP10机构

研究领域的重要机构。用户从中可洞察这些机构的学科建设情况和发展水平。

4.2.6研究主题

细分研究主题的发文情况。帮助用户快速了解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4.2.7学科分布

研究领域所涉及的重要学科。揭示了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展现新研究方向的

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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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研究层次

学术成果类按型分类统计。反映了研究领域内从理论创新到实践应用的各个

环节。

4.2.9基金分布

研究领域的基金资助情况。为研究人员申报基金项目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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