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2010年12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高扩 美编：刘冰霖 组版：庆芳

重点

学术论文“反作弊”系统揭秘

论文是否剽窃 一“筛”便知
本报记者 刘爽 杨凡

山东轻工业学院：

本科课程国际化

本报济南12月22日讯

(记者 李文鹏) 22日，山

东轻工业学院无机非金属

材料专业2008级四个本科

班的学生，早饭后就匆匆

赶到了阶梯教室，等着上

一堂与众不同的专业课，

因为授课人是国际知名玻

璃专家、丹麦奥尔堡大学

化学系主任岳远征教授。

在课堂上，岳远征教

授使用英文PPT展示讲义

内容，为便于同学们接受

而使用中英文双语教学。

结合自身的科研经历，岳

远征教授深入浅出地把本

来专业性很强的知识，讲

得生动有趣，而且还时不

时地在课堂上与同学们互

动，启发同学们的思考能

力。

山东轻工业学院党委

书记徐同文教授介绍，岳

远征教授此次为本科生授

课，与他们正在推行的课

程改革直接相关。“今后，

我们的每个本科生都要享
受到三到五门的国际化课

程，尽可能地享受高质量

的课堂教育。”徐同文说，

引进国外先进教学理念和

授课方法，为在校大学生

提供优质课程，是他们的

目标之一。

省教育厅22日公布，我省65人因论文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而未获

学位，这使高校的学术道德问题再度浮出水面。那么，对作弊论文如何

核查？论文“反作弊”系统到底又如何工作？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论文百分百通过，不现实
“被查出的这65名学生基

本都是在校生，抽查的33所学

校都有名额，不可能有一所学

校说的学术论文通过率百分之

百，那是不正常的。出现了不合

格者，恰好说明学校在认真抓
这个问题，把关更严，更有利于

提高质量。”省教育厅研究生教

育处一位负责人表示。

“什么都造假，连名校导

师论文都传出来抄袭的传闻，

对学生造成了一定影响；其
次，许多学生迫于就业压力考

研考博，本身没有做学问的兴

趣和专长，很可能做论文时并

未读多少书，只靠拼凑抄袭，

这种现象肯定存在。”

学术论文与数据库比对“过筛”

论文雷同到什么程度构成

抄袭？“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

检测系统”到底如何运作？

山东大学研究生处一位

姓李的老师告诉记者，基本原

理是将待检测的论文文本输

入系统，和系统中的论文期刊

数据库进行比对，根据其重合

的比例，判断该论文是否存在

学术不端行为。

李老师介绍，由于互联网

的普及，仅靠人工很难从海量

信息中找到稿件的剽窃来源。

而“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

测系统”的比对数据库，基本完

整覆盖了中文科技学术文献，

包含180多亿个网页及近500万

篇文献。“将论文的文本输入系

统，系统比对库会有同类别的论

文与之对应，两篇文章内容一致

之处会显示出来，一目了然。”

李老师介绍，该系统根据

重合字符数量与文字复制比，

可分为“无问题记录、轻度、中

度和重度”几个等级。其中轻度

为重合字数大于1000字或重合

百分比大于0%小于40%；中度

为重合字数大于
5000字或重合百

分比大于40%小

于50%；重度为大

于10000字或重合

百分比大于等于
50%。根据不同程度，学位

评定委员会将作出不同处

理。

避免通融，我省推广论文盲评

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的

这位负责人表示，为了端正学术

风气，加强警示作用，教育厅今后

将每年公布检查结果，但不会具

体到哪个学校哪个学生。

据了解，我省还通过对博

士和硕士学生论文采用部分

或全部盲评的方式来加强监

督。

所谓盲评，指将学生论文

的导师和学生名字、学校名字
都抹掉，将论文本身寄到省外

选定的权威专家处，由专家进

行评审。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

为太过熟悉而通融和“走后

门”的情况出现。据悉，目

前各校硕士研究生论文

盲评比例在30%-40%之

间，而博士生论文已经实

现了全部盲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