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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学术论文抄袭的现象和危害出发 ,分析归纳了学术论文抄袭的主要类型及形式。接着从论点抄袭、

文本抄袭、算法与程序代码抄袭和图片与公式抄袭等几个方面 ,综述了近阶段所采用的主要抄袭检测方法。最后

概述了解决论文抄袭检测问题的重要意义 ,并对如何防止学术论文抄袭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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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types of academ ic p lagiarism and the form s a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starting from

mentioning the phenomenon to the harm done. Recently adop ted main detective ways against p lagiarism are summed

up from the aspects of theme, text, calculation, p rogram code, p icture and formula p lagiarism s. Finally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p lagiarism detection p roblem solving is mentioned and suggestions as to how to p revent

academ ic p lagiarism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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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90年代学术界提出反对学术腐败以

来 ,被揭露出来的学术腐败事件最多的是学术造假 ,

其中又以学术著作和论文的抄袭为最。抄袭行为不

仅侵害了作者的权益 ,而且严重破坏了学术发展的

生态环境 ,损害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 ,还影响到我国

科研水平和科技竞争力的提高 ,损害了国家和公众

的利益。论文抄袭的类型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

论点抄袭 ,这种情况是从质的角度来考虑 ,主要是看

是否引用他人作品作为自己作品的主要部分或实质

部分。例如抄袭他人的创意、主要的观点以及核心

思想、分析论证方法等 ;二是内容抄袭 ,主要是从量 ,

有时也结合质的角度来考虑 ,例如抄袭论文的文字、

图片、表格、数据、模型与公式等具体内容。对于不同

的学术论文抄袭形式其检测方法也必然不同 ,下面根

据不同的论文抄袭形式介绍其常用的判定方法。

一、论点抄袭的判定方法

抄袭他人论文的核心思想、观点或创意及分析

与论证方法 ,有可能不是整篇整段地抄袭 ,抄袭的数

量也可能不超过 1 /10,因此不能简单以抄袭的量加

以衡量。这种抄袭一般难以直接判定 ,论点抄袭一

般比较隐蔽 ,难以直接检测出来 ,可行的方法是先借

助某种模式识别方法 ,在怀疑抄袭论文与相似论文

之间进行比较 ,如果相似度超过一定的域值 ,则给出

可能抄袭的初步判定。由于可能会出现误判 ,所以

还需要进一步进行人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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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耀红等人提出了基于语境框架的文本相似度

计算。[ 1 ]语境框架是一个三维的语义描述 ,它把文

本内容抽象成领域 (静态范畴 )、情景 (动态描述 )、

背景 (褒贬、参照等 )三个侧面。在语境框架的基础

上 ,计算文本的相似度。算法从概念层面入手 ,充分

考虑了文本的领域和对象的语义角色对相似度的影

响 ,重点针对文本中的歧义、多义、概念组合现象 ,以

及语言中的褒贬倾向 ,实现文本间语义相似程度的

量化。算法应用到文本过滤系统中 ,用以比较用户

过滤要求和待过滤文本之间的相似度。

另外 ,还可以从论文的篇章结构相似度出发进

行检测。例如金博等人提出了基于篇章结构相似度

的复制检测算法。[ 2 ]此算法是在学术论文理解的基

础上 ,针对学术论文的特有结构 ,对学术论文进行篇

章结构分析。文章的篇章结构用数据库表可以表示

为编号、全文特征值、发表时间、标题、作者、单位、摘

要、关键词集合、中图分类号、段落集合、参考文献集

合等。其中全文特征值是对某篇论文的全文进行

Hash处理得到的整数值。接着再通过数字指纹和

词频统计等方法计算出学术论文之间的相似度 ,从

而找出抄袭的现象。不过此算法只针对书写格式规

范的学术论文的抄袭现象。

二、内容抄袭检测方法

(一 )文本抄袭的检测方法

文本抄袭包括中文、英文和数据的抄袭 ,现在所

采用的检测方法主要有两种 :数字指纹法和词频统

计法。数字指纹是通过某种选取策略对论文中的有

些特征进行 HASH计算而生成的 ,这些 HASH函数

可以为论文的每一特征语句或段落产生惟一整数

值 ,通过比较指纹来计算论文间的相似程度。词频

统计是采用空间模型 (VSM )来表示 ,在模型中 ,论

文空间被看做由一组独立词条所组成的向量空间 ,

每个论文表示为一个特征向量进行相似度计算 ,常

采用的计算公式包括点积法和余弦法等。[ 3 ]

在国外 ,自从 1991年用于查询重复基金申请书

的 WordCheck软件应用以后 ,自然语言文本的抄袭

检测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 ,出现了多个抄袭检测系

统 ,如 siff工具、复制检测系统 SCAM、SE方法和

W innowing算法等。但由于英文论文和中文论文的

语法和格式等有很大差别 ,所以检测方法也有很大

区别 ,一般不能直接套用。

在国内 , 2001年西安交通大学宋擒豹等人提出

了 CDSDG系统 ,
[ 4 ]这是为了解决数字商品非法复

制和扩散问题而开发的一个基于注册的复制监测原

型系统。此系统通过对数字正文的多层次、多粒度

表示来构建基于统计的重叠度度量算法 ,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

金博、史彦军等提出的利用知网的知识结构及

其知识描述语言的语法进行相似度计算的方法。[ 5 ]

在词语的相似度计算中 ,利用知网义原树状结构及

知网知识的网状知识特点 ,计算全面可靠 ;通过对实

词集合的相似度计算来更有效地计算句子相似度 ;

再将基于知网的语义理解相似度计算推广到段落及

文本范围 ,使相似度计算更具实用价值。

霍华、冯博琴提出的基于压缩稀疏矩阵矢量相

乘的文本相似度计算方法 ,
[ 6 ]能够减少计算和存储

空间的开销。该方法仅对非零元素存储和表示 ,然

后用压缩稀疏矩阵矢量相乘的方法计算文本和查询

的相似度 ,可通过给定相似度阐值来判定一个文本

是否和查询相似。

余刚、裴仰军等提出的基于词汇语义计算的文

本相似度研究。[ 7 ]采用了基于知网的词汇语义计算

方法来计算两篇文章向量的相关性 ,并用最大匹配

算法来获得这两篇文章的相似度 ,通过该计算过程

达到揭示文本所涉及概念的目的。

化柏林开发了一个基于句子匹配的文章自写度

测试系统。[ 8 ]句子是组成文章的重要单位 ,也是表

明作者行文观点的最小单位 ,所以对于任意一篇稿

子 ,利用句子匹配分析可以得到文章的自写度 (自

写不一定为创新 ,但相同可能为抄袭或引用 )。对

每一个句子都有匹配度 ,审核人员可以一目了然地

看清有哪些句子是抄的 ,哪些句子是参考别人的 ,哪

些句子是自己写的。

此外还有麻会东、刘国华等人提出了基于提取

关键词的中文文档复制检测方法 ,
[ 9 ]王涛 ,樊孝忠

等人提出了基于复杂特征集的剽窃检测算法等 ,
[ 10 ]

都有一定的特色和检测效果。

笔者也提出了一种基于基于分类思想的论文抄

袭判定系统 ( CBTPJS) ,
[ 11 ]可以在分类结果的基础

上进行比较精确的抄袭判定并输出抄袭段落中的具

体抄袭内容。其主要思路是从分类出发 ,先进行全

篇相似度计算 ,经过初步筛选 ,然后对筛选结果再进

行精确比较 ,即进行段落相似度计算 ,最后如果判定

是抄袭则输出具体抄袭的内容。

另外 ,中国知网推出的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

监测系统、社科期刊学术不端文献监测系统和学位

论文学术不端文献监测系统 ,从 2009年也开始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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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其主要采用的是数字指纹技术。

(二 )算法与程序代码的抄袭判定方法

对于程序代码的抄袭 ,有的是直接复制或稍加

改动 ,例如修改变量的名称 ,修改输入、输出语句的

格式等。有的改动较大 ,例如抄袭者采用另一种程

序设计语言进行实现而不做说明 ,其实算法是相同

的 ,这属于算法的抄袭。算法的表示形式有很多种 ,

包括程序流程图、N - S图、过程设计语言等 ,对于某

种算法用另一种形式进行描述 ,或者用另一种语言

进行实现 ,这实际是抄袭了他人的核心思想。

程序代码相似度自动度量技术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年代 ,至今已比较成熟。目前的抄袭检测系

统大部分使用了结构度量技术 ,即通过系统比较表

示程序结构的字符串来检测抄袭 ,但表示程序结构

的字符串不需要精确匹配。有的系统混合使用了结

构度量技术和属性计数技术。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A lex A iken于 1994年开发的 MOSS系统 ,主要用于

检测用 C、C + +、JAVA、PASCAL、Ada、ML、L isp、

Scheme等编写的源程序的相似性 ; M ichael W ise于

1996年开发的 YAP3,不但可以检测源程序代码的

抄袭 ,还可以检测自然语言文本间的相似性。

由于算法可能以不同形式表示 ,直接检测不易 ,

因此可以考虑把算法通过某种工具 ,如 ROSE等

CASE工具 ,转换成统一的形式 ,例如伪码或 PAD图

等 ,然后再进一步比较伪码或图形。

(三 )图片与公式抄袭的检测方法

图片抄袭是指对他人论文中的图形或图像直接

插入到自己的论文中作为自己成果的一部分。图片

不做处理 ,也可能稍加处理。抄袭的图片大多是重

要的论据 ,或者是实验的结果等 ,这种抄袭从量上也

可能不足 1 /10,但实际上也构成了抄袭。对于论文

中的图片抄袭问题 ,一般借助图像匹配方法进行检

测。图像匹配是指通过一定的匹配算法在两幅或多

幅图像之间识别同名点。图像匹配主要包括以灰度

为基础的匹配和以特征为基础的匹配。即使抄袭者

对图片进行了少量修改 ,通过此方法也能检测出来。

论文中涉及到的模型、公式和定义等也可能被

别人抄袭 ,这部分内容可能只占很少的篇幅 ,但这可

能是论文的精华部分和亮点 ,整篇文章都是基于此

模型的实验结果或者公式的演算结果进行分析和论

证的 ,因此这也属于抄袭的一种形式。由于公式不

同于普通文本 ,如果采用一般的文本抄袭检测方法

可能判断不出公式是否被抄袭。因为抄袭者可能会

更改变量名、调整表达式中常量、变量或函数等成份

位置等 ,而且公式中还使用了很多专用数学符号。

因此 ,对于公式的抄袭检测要采用特殊的方法。一

种方法是把公式当作图片 ,采用前面提到的图像匹

配技术 ,即使有所改动也能大致判断出来是否涉嫌

抄袭 ;另一种方法是采用特定技术把两个公式中的

数学符号、常量、变量、函数等分别抽取出来 ,然后对

比 ,从使用的个数及顺序的相似程度上进行检测是

否涉嫌抄袭。当然这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

可能会误判 ,进一步人工判定还是必要的。

学术论文抄袭问题已经越来越被大家所关注 ,

解决论文抄袭的检测问题不但对于保护知识产权、

提高学术论文质量、净化学术领域、防止学术腐败都

有很重要的意义 ,而且可以有效地防止一稿多投和

减轻审稿人员的工作负担。抄袭者之所以去抄袭 ,

一是利益驱动 ;二是抱有不会被发现的侥幸心理。

因此 ,除了设法进一步提高论文抄袭检测系统的效

果和效率外 ,还要加强科学道德教育和完善相关法

律条款 ,从多方面入手 ,使得论文抄袭者无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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