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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工作的应用与挑战
熊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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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在科研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它融合深度学习、生成建模、算法

优化等多种技术，在科研工作的内容创建、智能交互、数据处理、润色修正等场景中发挥作用。不仅能提高知识

发现效率，还能开拓研究思路解决复杂问题。然而也带来了科研伦理挑战，为应对这些问题，国家、出版方、企

业以及科研院所等主体应采取应对措施，充分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力，有效规避潜在风险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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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和

进步，一种被称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

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简称 AIGC）的新型技

术得到了广泛应用。AIGC 技术是指具有文本、图片、音

频、视频等内容生成能力的模型及相关技术
[1]
，凭借其

卓越的语义解析和生成能力，一经问世便被应用于教育

各个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从机遇层面来看：（1）知识提取效率提升：AIGC

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实现海量文献的智能解

析，可自动提取跨学科研究的核心概念图谱，将传统耗

时数周的文献综述压缩至小时级完成。其多模态处理能

力更能建立文本-数据-图像的立体知识网络，为创新研

究提供多维视角
[2]
。（2）快速挖掘数据价值：依托大规

模预训练模型，AIGC 可并行处理 PB级实验数据，通过

特征关联分析揭示传统统计方法难以捕捉的隐性规律。

（3）辅助学术表达：基于强化学习与人类反馈（RLHF）

机制，AIGC 不仅提供多语种学术写作模板，更能通过上

下文理解实现科研逻辑自洽性校验。特别在跨学科研究

中，其术语库动态适配功能有效消除领域间的语义鸿沟
[3]
。

从挑战层面来看：（1）数据可信性困境：训练数

据的潜在偏差可能通过模型放大，导致生成内容出现事

实性错误
[4-6]

。（2）认知依赖陷阱：过度使用 AIGC可能

抑制科研人员的批判性思维，特别是在假设构建和实验

设计等核心环节，存在思维路径固化的隐患。（3）算

法可解释性差-黑箱难题：当前 AIGC的决策过程缺乏透

明性
[7]
。

因此，AIGC技术革新要求科研工作者重塑能力矩阵，

既需掌握提示词工程等新型技能，又要坚守科学研究的

本质规律。唯有建立人机互鉴的科研新范式，方能真正

释放AIGC 的变革潜力。

1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

生成式 AI 的发展可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

科学家通过建立简单规则和模型来模拟人类行为，实现

基础的分类和聚类。近年来，GPT 系列等复杂模型架构

崛起，通过学习模式从数据中生产新内容。其原理如下：

首先，需从大规模数据集中学习潜在规律。通过数

据清洗、标注和特征工程，模型提取数据的高维抽象特

征。这一过程依赖深度神经网络（如 CNN、RNN）的多层

非线性变换能力，逐步捕获从低级到高级的语义特征。

其次，生成模型是构成生成式 AI 的核心技术。其

中，生成对抗网络(GAN)和变分自编码器(VAEs)是最为

典型的代表。常见的生成对抗网络是由生成器与判别器

构成动态博弈系统：生成器（Generator）通过反卷积

网络从随机噪声生成样本；判别器（Discriminator）

使用卷积网络判断样本真实性。二者通过对抗训练持续

优化，直至生成样本难以被判别器区分。变分自编码器

采用概率编码框架，编码器将输入映射到潜在空间的正

态分布，解码器从分布中采样并重构数据。

再者，算法优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使生

成的数据尽可能贴近真实数据的分布，算法必须对模型

参数进行迭代优化。常见的优化算法有梯度下降、变分

推断和强化学习等，在实践中用于调整神经网络的参数，

以提高生成内容的流畅性和自然度。

2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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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成式 AI 的发展，在学术写作、数据管理、

实验设计等科研用户的核心科研环节中，其价值愈发凸

显。目前，生成式 AI 在科研工作中的应用场景，主要

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2.1 文献检索与阅读

2.1.1检索文献

面对海量的科研文献，如何快速找到相关的信息是

一个重要挑战。AIGC基于 Transformer架构，通过大规

模文本训练掌握语义关联，能理解用户自然语言查询的

意图，从文献数据库中检索出最相关的文献推荐给研究

者。显著缩短传统人工制定检索策略的时间，使研究者

更专注于后续分析。爱思唯尔推出了一款名为Sci Bit

e chat
①
的全新人工智能工具，该工具采用本体支持的

语义和检索增强生成架构，借助本体中蕴含的领域专家

知识，筛选出最具相关性的文档，优化检索结果，为生

成式人工智能提供高质量的内容支撑。并具备自然语言

查询和迭代聊天功能，用户能借此与数据展开交互。搜

索结果不仅会呈现相关证据，还会展示用于定位源文件

的 Sci Bite Search查询语言，这使得搜索结果兼具可

解释性与可溯源性。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也能够通过

分析元数据、使用引文信息、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

算法来分析文章，从而辅助科研人员找到相关性强和权

威性强的文章
[8]
。

2.1.2辅助阅读

在处理大量文献资料时，研究者通常难以在短时间

内逐篇阅读并理解文献的核心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会

提供辅助阅读功能，例如知网已提供相关的 AI 辅助阅

读功能。当前，AIGC 工具能够通过对文献进行语义分析，

可以辅助科研人员生成研究想法、生成简洁的摘要
[9]
，

方便研究者快速把握每篇文献的主要观点和结论，有效

提升了文献阅读效率。还能分析文献、提出研究问题和

假设
[10]
，能够自动从文献中提取出高频词汇和重要术语，

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研究的焦点和趋势，并为后续深

入研究提供线索，但在系统性文献综述存在一定弊端
[11]
。

当前文献搜索与查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如下表所

示：

表 1.文献搜索与查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名字 主要用途描述 链接

Scholar GPT
Scholar GPT 基于 GPT架构，能够根据用户的专业水平、兴趣领域提供学术知识、文献检索

（Google Scholar、PubMed、JSTOR、Arxiv等）、内容生成（帮助阐述观点、总结研究发现、
起草学术文章等。）、提供学术写作建议，生成初步的论文框架和段落。

https://exploregpt.
ai/gpt/scholar-gpt

Scholar AI

Scholar AI可快速搜索多种学术数据库获取相关文献，提供文献链接和 doi，还能浏览、总结

文献，进行文献分析，如生成摘要、说明研究方法、展示影响因子和引用次数等。同时支持
自动生成多种格式引用，提供论文下载链接。能根据用户历史和兴趣推荐研究主题与论文，

跟踪特定主题新论文并通知用户，还可总结热门话题和前沿研究。

https://scholarai.o
rg/

Consensus Consensus 是一款文献搜索引擎，基于 2亿+的论文数据库来帮助用户查找论文和相关研究内
容。

https://consensus.
app/search/

Sci Space

Sci Space 是创建白皮书、技术文档或研究论文的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工具。允许用户在其庞大
的数据库中搜索论文、作者和感兴趣的主题。找到来源后使用相应 AI功能，例如“总结介绍”
或“使用的数据集”，以帮助理解论文。并提供 2551种不同引文样式的引文生成器，以及自

动排序引文。

https://scispace.co
m

txyz.ai TXYZ是一个为科研人员提供简便阅读论文和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它结合了 ChatGPT的功能，
能够进行论文的解读、比较和问题回答。

https://app.txyz.ai
/

Paper digest Paper digest 是一个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搜索相关领域文献的网站，可以帮助研究者全面地梳理

总结研究内容。

https://www.pape
rdigest.org/

Inciteful

Inciteful 是一款助力研究者开展文献综述的工具，主要有两个重要的模块，Discovery 和
Connector。Discovery 能根据引文构建论文网络，使用算法来分析网络，让使用者快速了解该
主题相关的论文、作者和机构。Connector 则可以输入两篇文献，提供交互式可视化展示二者

如何通过文献连接起来。

https://inciteful.xy
z/

Research rabbit Research rabbit 可实现各种文献的网络关系或纵向时间轴的分析以及对特定作者的相关研究
进行网络及时间轴分析。

https://researchra
bbitapp.com

2.2 数据分析建模与设计

数据分析和建模是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成式人

工智能在这一领域同样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首先，可

以辅助研究者进行数据清洗和预处理，例如处理缺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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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值检测和数据标准化等。其次，可根据数据特征和

研究目标推荐适合的统计模型或机器学习算法，帮助研

究者进行数据分析
[12]
。并提供解释，帮助研究者解读模

型的输出，并为模型的改进和优化提供建议
[13]
。这对于

非专业的数据分析人员尤其有帮助，使他们能够更好地

利用数据分析的结果。此外，大模型能帮助研究者进行

研究设计，生成访谈提纲与实验方案
[14]
。当前数据分析

以及数据可视化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如下表所示：

表 2.数据分析以及数据可视化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名字 主要用途描述 链接

Scidraw 包含大量科研领域的图库，涵盖了科研作图中常用的各种元素 https://scidraw.io/

Open
Knowledge

Maps

文献图谱生成工具。根据关键词检索来创建图谱，其检索到的内容
不仅包括期刊论文，还包括了数据集和研究软件等相关内容，结果

较为全面。
https://openknowledgemaps.org/index

Litmaps 一款文献图谱生成工具，根据用户提供的论文名称，根据论文之间
引用与被引用的关系生成Map图，帮助梳理研究脉络。

https://www.litmaps.com/

2.3 科研写作与编辑

科研写作是科研人员的基本功，但撰写高质量的科

研论文往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AIGC工具可以根

据研究数据和实验结果生成科研论文的初稿，涵盖引言、

方法、结果和讨论等部分。可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结构

化的写作框架
[15]
，更好地服务科研全流程

[16]
。其次，可

以通过对语法、词汇和句式的优化提升论文的可读性和

学术性。最后，可以根据目标期刊的要求，自动调整论

文的格式，包括参考文献格式、图表格式和段落排版等。

在科研绘图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同样表现出色。可快

速生成各类专业图表，生成的图形不仅精确反映数据特

征，而且美观，有助于科研人员直观清晰地展示研究成

果。当前论文润色与科研绘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如

下表所示：

表 3.论文润色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类型 名字 主要用途描述 链接

论文

润色

Academic
Assistant Pro

主要特点和功能包括：（1）
专业的学术支持，擅长撰写、
解读、润色和重写学术论文。
（2）能系统提供论文大纲，

逐步展开撰写。（3）可帮助
理解复杂科学理论。

https://tools.flaex.ai/academic-assistant-pro/

Wordtune 可润色可翻译 https://app.wordtune.com/

Wordvice AI
Proofreader 英文写作校对软件 https://wordvice.ai/cn

DocHero.AI 一款文稿润色工具 https://www.dochero.ai/home

科研
绘图

Whimsical
Diagrams

Whimsical 提供了多种工具，
包括流程图、线框图、思维导

图和便签板，支持与其他常用
工具（如 Notion）的集成。

https://whimsical.com/

Chatmind:
Mindmap and
slides Generator

通过 Xmind 构建，将对话和
PDF/DOC总结成思维导图和

幻灯片

https://theee.ai/tools/Chatmind-Mindmap-and-Slides-Generator-2OToJQnOfk

GitMind
Mindmap 在线思维导图软件。 https://gitmind.com/

Mermaid 基于 JavaScript 的图表和图表
工具。

https://mermaid.js.org/

3 面对挑战的举措

生成式人工智能给科研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在发

展应用中面临以下挑战：

首先，科研人员容易产生研究依赖，可能抑制批判

性思维，存在思维路径固化的隐患。其次，版权保护模

糊，生成式 AI 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尚不明确。当科研

成果中包含 AI 生成部分时，很难界定版权究竟属于哪

个主体。最后，生成式 AI 可能涉及大量科研数据的处

理，也会存在数据泄露和滥用的风险。

3.1 构建学术使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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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学术使用规范是科研人员科

学透明使用技术的重要保障。在国家立法层面，我国《民

法典》《著作权法》及其他规范都未明确 AI 生成物的

法律属性及具体权利配置
[17]
。这使得在学术领域中涉及

AI生成内容的版权及使用权限问题时，缺乏明确法律依

据。因此，政府应加快相关立法进程，规定在学术研究

中使用 AI 生成内容的合法边界，避免学术不端行为的

发生。同时，执法部门要加强学术领域中 AI 使用的监

督。科研机构和学术团体应从行业自律的角度出发，制

定内部规范。科研机构及高校应开设专门的课程或讲座，

向学生和科研人员传授使用技巧和学术规范知识。

3.2 出版行业加大审稿力度

2023 年，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与爱思唯尔、

施普林格出版集团三家国际出版集团共同完成的《学术

出版中 AIGC 使用边界指南》正式对外发布，其中明确

指出“AIGC 不应该被用来直接产生研究假设”，因为直

接使用，难以保证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原创性。所以，

为保护科研版权以及维护科研诚信，期刊要加大审稿力

度，严格审核科研人员的学术论文
[18]
，也应明确论文包

含 AIGC 的限度，明确 AIGC 剽窃的界限
[19]
。

3.3 开发智能检测系统

为应对 AIGC 带来的挑战，企业和科研院所应开发

融合多维度特征的检测模型，引入对抗训练机制，根据

立法机构建立的动态合规框架，在检测模型中明确各学

科 AI 辅助阈值。此外，构建跨场景协同治理的全链条

管理，实行人机协同审核机制。

3.4 强化科研人员诚信教育

图书馆、高校、学术组织、出版商、信息服务企业

共同合作开展科研诚信教育
[20][21]

。要对使用 AIGC 的科

研人员设置透明度义务，约束科研人员自觉履行。透明

度义务即确认作者使用 AI 生成内容的具体情况、作者

启发 ChatGFT“思考”的具体情况、ChatGPT 生成的内

容在学术论文中的具体贡献情况、作者对 AI 生成内容

进行合理利用或改编的情况，以此增强学术共同体的学

术信任
[22][23]

。同时，为确保科研群体能够平等且有效地

使用AIGC，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加强对 AIGC 的宣传和推

广，提高科研工作者的认知和使用意愿
[24]
。

4.结语与研究展望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科研领域的应用，无疑为科研工

作的推进带来了显著的加速作用。然而也伴随潜在的负

面影响，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认识，积极探寻应对之

策。具体可从以下着手：

（1）适度使用，避免依赖：科研人员应将 AIGC 工

具作为提升工作效率的得力助手，合理运用，但绝不能

让它替代人类自身的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

（2）严格验证，确保可靠：科研人员对 AIGC生成

的所有结果进行严谨的验证与审查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避免因错误信息而对科研

方向产生误导，确保科研工作沿正确的轨道前行。

（3）增强算法能力：持续研究和开发更为透明、

易于解释的算法，提升 AIGC 的可解释性。

（4）把控数据质量：输入数据的质量直接决定了 A

IGC 输出结果的质量。因此，必须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

完整性，防止低质量数据对分析结果造成不良影响。

（5）强化伦理，规范应用：大力加强科研伦理教

育，树立正确的科研价值观，规范 AIGC 在科研中的使

用方式。维护科研工作的公正、公平与透明性。

总体而言，AIGC 在科研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能够显著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但必须在充分发挥其优

势的同时，确保科研工作质量，严格遵守科研伦理。展

望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科研知识生产领域仍有诸多

值得深入探索的方向，例如全流程生产、科研知识服务、

科研数据平台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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