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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相似性检测技术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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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通过计算机技术自动发现或规避学术不端行为特别是文献抄袭和剽窃

等需求日益迫切。文献相似性检测是发现文献抄袭剽窃的重要手段，而且可以帮助研究者规避文献抄

袭和剽窃风险。自万方数据公司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正式提供服务以来，经过多次更新升级，相似文

献监测效果显著 , 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广泛关注和使用。本文对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工作原理进行介绍，

结合万方数据公司文献相似检测系统应用情况分析了现有系统应用的有效性，并对现有系统的局限性

进行深入分析，最后为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的应用发展提出了建议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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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misconduct has continued for many years, and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urgent 

to automatically discover or circumvent academic misconduct such as plagiarism through computer 

technology. The similarity detection of documents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find plagiarism, and it can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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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研诚信对科技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 发现

并惩罚抄袭剽窃行为对维护学术公平具有重要

意义。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

展，数字化、电子化信息得以广泛传播与应用，

但同时也为学术研究过程中学术抄袭、不合理

引用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提供了便利条件。

为了维护健康公平的学术环境、促进学术创新

与发展，如何有效探查并防范学术不端行为已

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至今，我国有关机

构和组织已针对学术不端行为制定和出台了各

种规范和措施，如 2002 年 2 月 27 日教育部发

布《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1]；

国家科技部在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国

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

行）》中定义了 6 项科研不端行为 [2]；中国科

学院 2011 年 11 月 9 日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

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3]；2016 年 9 月 1 日开

始施行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

researchers to avoid the risk of plagiarism. Since the literature similarity detection system of the Wanfang 

Data Corporation has supplied services, after many updates and upgrades, the literature similarity 

detection system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nd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and use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literature similarity detection system 

and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xisting system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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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system. This paper also give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literature 

detection syste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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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将剽窃、抄袭、侵占他人学术成果及

篡改他人研究成果列在学术不端行为的首要位

置 [4]；中华医学会 2016 年 11 月 16 日发起《倡

导学术诚信，抵制学术不端 —— 医学期刊从

业者倡议书》[5]。

面对海量的学术成果以及大规模的学术文

献产出，一些研究者从计算机技术应用角度入

手，设计出用于探查学术不端行为的计算机软

件，即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希望依据系统提

供的全面客观的相似性检测结果，规避杜绝学

术不端行为，确保学术文献的真实性，进而提

升整体学术与科技发展水平，有效贯彻落实在

学术及科研领域的学术不端审查工作。近几年

来，由于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市场需求不

断扩大，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秉持客观、公正、

精准、全面的原则，在检测算法、数据积累、

用户体验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为各领

域提供精准的文献检测，同时根据送检文献特

征及所属领域特点提供便捷的检测信息统计、

多级账号管理等增值性服务，为学术不端行为

的发现与探查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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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工作

文本相似性检测实际上是判断给定的两篇

文档中是否存在相同文本，当两个文档中相同

部分占比超过阈值时，则认为两篇文档具有相

似性。文本相似性检测方法可分为：基于词频

向量的文本相似性检测方法、基于关键词匹配

的文本相似性检测方法、基于相似度估值的文

本相似性检测方法和基于写作风格的文本相似

性检测方法。

2.1  基于词频向量的文本相似性检测方法

基于词频向量的文本相似性检测方法将

文档表示为词频组成的向量。对于指定相似

监测文档集合，设定词典集合，根据词典中

每个词出现的频率，对词典中不同字词赋予不

同的权值，再通过利用相似度计算方法如欧氏

距离或者余弦距离等计算文档之间的相似度。

基于词频向量的文本相似性检测研究工作包括

SCAM[6,7]、DSCAM[8]、CHECK[9]、CDSDG[10]

和 HFM[11] 等。基于词频向量的文本相似性检测

方法检测结果准确率低而且容易误判，因为基

于词频向量的检测方法中每个词的权重相同，

而在实际应用中，不同字、词和短语都具有不

同的权重。如果词典中数目较多会造成文档模

型的词频向量维度较高，造成文本相似度计算

复杂度较高。

2.2  基于关键词匹配的文本相似性检测方法

基于关键词匹配的文本相似性检测方法

从待检测文档中利用 TF-IDF 等方法选取关键

词，并把关键词散列为哈希表中的数值形成文

档的指纹。该类方法主要研究工作包括 sif[12]、

COPS [13]、KOALA[14]、Shingling[15]、YAP[16] 和

MDR[17] 等系统。基于关键词匹配的文本相似性

检测方法需要在分词处理后进行关键词选取，

文本相似性检测质量依赖于分词质量和关键词

的选取结果。

2.3  基于相似度估值的文本相似性检测方法

基于相似度估值的文本相似性检测方法采

用降维 [18] 技术将文档向量或关键词集合转换为

k 个指纹的集合，并用指纹集合表征文档。当

求解两篇文档相似度时，直接比对两篇文档对

应指纹集合的相似度即可作为两篇文档之间的

相似度。该方法中 k 越大，估值方差越，估计

精度越高；k 越小，估值的方差越大，估计精

度就越低。基于相似度估的文本相似性检测研

究工作包括：随机投影方法 [19]、min-wise 相似

度估计算法 [20]、sire_hash 算法 [21] 和 b 位 min-

wise 哈希算法 [22]。基于相似度估值的文本相似

性检测方法能够有效地解决相似度检测中时间

复杂度偏高的问题。

2.4  基于写作风格的文本相似性检测方法

写作风格分析（Stylometric Analysis）用于

分析和发现文本文件的作者信息 [23]。基于写作

风格的文本相似性检测不同于对文档内容本身

的相似性检测，是对两篇文档写作风格维度的

检测比对。该类方法检测的内容包括：词法、

句法、结构、内容和特定的写作特点 [24]。基于

写作风格的文本相似性检测方法能够将不同来

源甚至不同作者的文档挑选出来作为相似文档，

对于文档抄袭和剽窃检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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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法中，基于词频向量的文本相似性

检测方法、基于关键词匹配的文本相似性检测

方法和基于相似度估值的文本相似性检测方法，

主要基于文本内容用词和词义方面检查文档之

间的相似性；而基于写作风格的文本相似性检

测方法，则从文本作者的写作风格和习惯上鉴

别文本之间的相似性。文本相似性检测需要从

词语、句子 [25]、段落甚至篇章结构 [26]、写作风

格多个方面去考虑。在实际利用中，需要根据

文本相似性检测文档的规模和侧重点选择不同

的文本相似检测方法，可以综合利用多种方法

检测文档之间的相似性，甚至可以检测不同类

型文献如论文和专利之间的相似度 [27] 以及网页

之间的相似度 [28]。

3  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工作原理

自 2008 年，各类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相继

应运而生。各类文献相似性监测系统的工作原

理大致相同，基本模块包括：输入模块、比对

数据库模块、检测模块、检测报告模块和其他

辅助功能模块。通过检测算法将待检测文献与

比对库文献进行比对，从而获得相应的检测报

告，此报告呈现了对送检文献检测后的结果，

可作为学术评判的依据。图 1 显示了文献相似

性监测系统的组成模块及相互关系。

比对数据库

其他 辅助
功能 模块

检测报告 检测算
法模块

输入模块（送检文献）

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

检测流程

图 1  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的工作原理

3.1  主流检测算法

检测方法是搭建一个完善的、高性能、高

质量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的核心关键。目前，

国内实现对汉语文本检测的主要模型有向量空

间模型、广义向量空间模型、语义索引模型等，

基本采用数字指纹和词频统计两大类技术和方

法 [29]，并且大多根据检测的对象而对算法进行

相应的参数、公式调整。以 “ 万方数据文献相

似性检测系统 ” [30] 为例，其采用的是 “ 句子级

正交软聚类语义算法 ”，该算法基于空间向量模

型，结合同义词、词性及语序的语义结构来实现，

集词频统计检测算法和语义结构算法的优点于

一体，从而实现高准确率、高稳定性的相似性

检测服务。

3.2  比对资源情况

利用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实现学术文献的

相似性检测并以此作为学术文献的质量评判依

据，多种类型的海量比对资源则是整个系统的

发展基础，主要原则包括：比对资源的认可度

越高，权威性则越高；比对资源的文献类型覆

盖越全，检测结果的精准度则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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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收录的比对资源因

其业务发展定位的不同而不同，以 “ 万方数据

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 ” 和 “ 知网学术不端文献

检测系统 ”[31] 为例，万方数据文献相似性检测

系统比对库中学位论文及会议论文质量较高，

而知网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比对库收录的文

献类型较多、相似监测覆盖度更广。随着互联

网 + 及大数据应用逐步在学术领域的渗透，互

联网资源的受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逐渐成为学

术研究参考的重要数据源，这也是互联网资源

被纳入相似性检测比对范围的主要原因。专利、

标准、法律等行业性资源作为文献检测系统的

比对资源的种类储备，更有利于开展行业针对

性检测服务。

4  万方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应用 

现状

在具体使用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的过程中，

人们从初始的尝试操作使用到之后对检测结果

的理性认知，与逐步形成了对文献相似性检测

系统深层次、多层面的了解和把握，具体表现

为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的有效性认可、应用性

选择、局限性分析、标准性界定等方面。

4.1  有效性认可

笔者使用关键词 “ 学术不端检测系统 ”“ 相

似性检测系统 ” 查询了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

知网服务平台已发表论文 66 篇，内容显示文献

相似性检测系统的使用者基本认可通过文献相似

性检测系统的使用，与以往人工审核学术成果相

比较，检测更快捷有效，通过检测报告的阅读获

取总相似比、参考文献相似比、单篇最大相似比、

段落相似比等结果。李丹研究表明通过文献相似

检测系统可以迅速处理文章，大大提高了编辑的

工作效率，同时编辑利用文献检测性检测系统，

在检测报告页面上可以直观了解文章的抄袭程

度，直观地用四种颜色标示不同的结果，红色的

为抄袭行为，黄色的为可能引用本人学位论文行

为，绿色为参考文献引用情况，蓝色为可能引用

本人已发表论文情况 [32]。窦学俊、高巧林等使

用已发表论文检测系统在 2 个月内完成了 9565

篇教师职称评审论文的检测并得到有效的检测结

果，而且通过全文版检测报告可详细总览文献检

测情况，同时打印一页式存档报告作为检测结果

案底 [33]。于晓舟等认为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的

运用，对提高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起到一定的保

障和促进作用 [34]，首先是增强了师生质量意识，

其次强化了论文撰写规范，同时明确了质量保证

是重点。胡政平详细介绍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所

具有的检测、对比分析、管理和自动生成检测报

告四个主要功能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系统对学

术道德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即预防和打击学术

不端行为 [35]。以上研究表明文献相似性检测系

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的最基本的功能符合研制者

初衷。

4.2  应用性选择

科技文献高效传播的同时，也为学术文献

的抄袭剽窃、非法扩散等不道德行为提供了更

多方便。在此背景下，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得

以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成为遏制学术不端行

为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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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管理

学术个体

人才发展评定与管理

学术科研管理

学术出版及专家遴选

文献相似性

检测系统

政府出版物管理

……

图 2  ADSDS 的应用领域

目前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主要应用于学术

个体成果检测、教育教学管理、人事评定管理、

学术出版管理、学术科研管理 [36]、政府出版物

管理等多个领域，如图 2 所示。

（1）应用于教育教学管理领域：以 “ 万方

检测 - 硕博论文版 ” 为例，该系统应用于高等

院校对学位论文开题、数据筛选、论文答辩等

各个阶段，为其提供较为科学的判定标准和详

实的不端行为检测结果，助力学位论文质量的

把控，规范学位论文管理，推进建立良好学风，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应用于人事评定管理领域：以“万方检测-

职称论文版 ” 为例，该系统能够根据职称论文特点

精确比对范围并提供详实的检测结果，不仅提高

论文评定效率，对人才发展的管理提供辅助工具。

（3）应用于学术出版管理领域，以 “ 万方

检测 - 学术预审版 ” 为例，该系统可以查看学

术文献不同版本间的关联性及差异性，可以调

用学术出版机构自建的比对数据，获得更加精

准的专有比对报告，从而作为审稿的判断依据，

是编辑审稿的有利工具，同时可根据检测结果

确定挖掘其潜在的遴选审稿专家的有效方法。

（4）应用于学术科研管理领域：符合学术

科研管理场景（项目文档检测、专利申请审核等）

与工作流程的学术文献检测系统，实现对各领

域科研成果进行全程跟踪审核，辅助完成评估

评价、成果转化等环节的统一规范管理。

（5）应用于政府出版物管理领域：以 “ 万

方检测 - 公文检测版 ” 为例，该系统以政府出

版物为基础比对数据源，有效区分未发布出版

物与已发布出版物的重复性内容，区分核心精

神指导内容与各地区因地制宜的差异性内容，

帮助政府公务人员快速有效处理政府公文出版

物管理相关工作。

4.3  局限性分析

目前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在比对数据容量、

检测结果精准度等层面还存有一定的局限性，

还不能完全取代人工核查，主要问题列举如下：

4.3.1  比对资源容量的局限性

使用万方数据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学术

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等几个主流的检测系统，通

过上千篇文献的检测发现，检测结果的不同大

多由于比对数据的不同而造成的。譬如万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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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和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

统均收录了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

中国专利数据，但同时收录的范围及数量都不

尽相同，那么此种情况势必会影响检测结果。

随着数据的融合与贡献，各检测系统需要在比

对数据的来源、数量等层面进一步加强积累，

确保检测结果的权威性。

4.3.2  检测结果精准度的局限性

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本身还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检测人员以高度的责任心对检测报告仔细

解读，审慎出具检测结论。常见的问题包括：

（1）合理引用的误判，引用领导人讲话、

权威著作、历史材料、法律法规、诊断疗效标

准 [37]、操作规程、专有名词等，被误判为段落

抄袭或句子抄袭。

（2）检测技术问题，各检测系统使用的检

测算法对文献的词句识别、段落结构识别、语

义识别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些检测技术的不

同会造成同一篇论文在不同的检测系统进行检

测时会得出不同的结果，并且有时差异较大 [38]。

（3）文献格式检测误差，同一篇文献的不

容格式（如 doc 格式与 pdf 格式）进行检测会

得到明显不同的结果，这主要由两者文字识别

率不同引起，譬如 pdf 格式的文献在进行文本

抽取时，乱码率明显高于 doc 格式。

（4）需提高识别参考文献的水平，虽然在

各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中均提供了 “ 去除参考

文献相似比 ” 的指标，但有的参考文献未被识

别，而是记录在了总相似比中。

4.4  标准性界定

在以防止抄袭，杜绝学术作假行为，净化

学术市场，保障学术成果质量为目的的基础上，

多个领域对学术作假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如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令第 34 号《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

办法》[39] 已列出 5 种学位论文作假行为：（1）

购买、出售学位论文或者组织学位论文买卖的；

（2）由他人代写、为他人代写学位论文或者组

织学位论文代写的；（3）剽窃他人作品和学术

成果的；（4）伪造数据的；（5）有其他严重

学位论文作假行为的。但是在比对资源收录范

围要求、相似性的判定、文献组织结构内容送

检等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供检测者参考，

主要的问题如下：

（1）在比对资源收录范围标准的界定上，

大多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已经收录了学位论文、

学术期刊论文、学术会议论文、互联网资源、

中国专利、中国标准等，收入的容量及资源种

类的范围是否需要统一的标准？

（2）文献相似性的判定标准的界定上，文

献的总相似比最高不超过多少？通用术语、法

律条款、标准条款等内容的引用比例最高不超

过多少？

（3）在文献组织结构内容送检标准的界定

上，不同类型的学术成果，文献组织结构不同，

哪些学术成果的哪些内容需要检测？文献的题

名、作者姓名、参考文献是否计入检测范围？

对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已有的法规或办

法已经明确了学术不端行为，如果再出台更加

详细的、量化标准，只能使检测者在总指导思

想下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成为了在条条框框中

生搬硬套，不能灵活处之。处理学术问题更多

还是要遵循学术规律，采取学术办法 [40]。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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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提供商在资源收

录层面要以学术资源为主，讲究资源的质量，

同时建议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使用者在评判送

检文献的学术质量时进行综合性考察，最根本

的是要找到学术不端的事实证据。

5  总结与展望

文献相似性检测对于建立科研诚信以及公

平的学术环境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文献相似

性检测系统主要着眼于中文文本的相似性检测，

对中文论文的相似性检测及抄袭排查等起到支

撑作用，并广泛应用到多个领域。但是，现有

的文献相似检测系统中，语义关系识别基本有

停留在同义词等阶段，对于意义相同表达文字

改写、跨语言剽窃、图片表格等多剽窃方式尚

难以检测。

文献相似性检测系统在未来的发展过程

中还需要在如下方面提升：（1）增加相似度

检测范围，加强图书等类型数据的收录，同

时加强多语种资源的收录；加强公式、图片、

图表、代码等内容的相似性检测技术的研究

与应用；（2）改进相似性检测算法，考虑各

类型学术文献的组织结构特征，采用多层次

多策略的方法，建立文本结构化识别处理模

型与特征向量计算模型，提供自定义多维度

的相似性检测服务；（3）深化文献内容理解，

挖掘语义结构信息以及上下文的关联语境，

利用学科领域特征的专有词典或词表，发掘

献之间的隐含的相似关系，实现更深层次的

内容相似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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