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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SciNet

《数学评论》（Mathematical 

Reviews）是美国数学学会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发行的一份期刊，内含对数学、统计学
与计算机科学领域出版物的摘要和评论
内容。

创刊号于1940年1月份发行
第一期包括32页，176条评论
该刊创始编辑有数学史家O. 诺伊

格鲍尔(Neugebauer，1899-1990)、数
学家J.D. 塔马金(Tamarkin，1888-

1945)和O. 维布伦(veblen，1880-

1960)。



MathSciNet

MathSciNet数据库是美国数学学
会出版的《数学评论》Mathematical 

Reviews的网络版。

包含《数学评论》自1940年出版
以来的所有评论文章，包括期刊、图
书、会议录、文集和预印本。

对来自全世界200余家专业出版社的2000多种期刊做评选，对500

余种数学核心期刊做出全评。目前中国有近150种期刊被选评。 是数学
科研工作者最常用的工具。截止2016年底，已包含3,369,787份出版物
评论。



MathSciNet   检索和使用

MathSciNet



检索类别

搜索项目下拉
菜单



例1：对文章的检索



选择出版物

选择搜索项目，
输入检索词。



检索结果

精
炼
结
果
工
具
栏

可按日期、引
用次数等排序



Prelim 初步
从出版社收到书目数据并创建。
正在进行与MathSciNet项目相关信息的处理。
处理完成后，将选定列入数学评论数据库，开始评论。

Pending 待定
此出版物的完整书目编辑和MSC的分类，已经完成，但其评论尚未完
成。

Reviewed 评论
此出版物的完整书目编辑和MSC的分类，已经完成。
评论也已完成。

Indexed  索引
此出版物的完整书目编辑和MSC的分类，评论均已经完成。
并被索引。

Expansion  扩展
此出版物是数学评论数据库的扩展项目。此出版物不属于MSC的分类
并且不被评价。但可以检索出版物作者，提供期刊和原文章链接。

DML 数字数学图书馆
此出版物关联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数字化项目——世界数字数学资源图
书馆（WDML）。此出版物可以通过题目、作者、期刊名称、出版年
限进行检索，并提供原始数字资料的链接。

Thesis 论文
此出版物代表博士论文，并且目录资料由外部资源提供。

评论状态



《数学评论》条目号

数学主题分类代码

点击可跳转到期刊/原文的链接



查看评论全文



• 检索结果：与该作者相关的数据

– 该作者的文章

– Co-Authors

– Co-Authors之间的相互“合作深度”

例2：对Author作者资料检索



注意：检索词Hua

可以作为姓，也可
以作为名进行检索。



按引用次数排序





例3：通过MSC数学主题分类检索



Mathematics Subject Classification(MSC) 数学

主题分类是由美国《数学评论》编写。每一个分类项目
都有一个一级分类，许多项目都有一个或者多个二级分
类。

通过MSC分类检索，查询到的结果均为该数学主
题的相关内容。



通过MSC分类检索，查询到的结果均为
该数学主题的相关内容。



在右上选择“免费工具箱”后，

在左上选择“搜索数学主题分类”
可以查询具体数学主题的代码。



MSC由五个字符组成，被《数学评论》
和《最新数学出版物》广泛应用。

以82C22为例，82代表Statistical 

mechanics, structure of matter。 82C代表
Time-dependent statistical mechanics。
82C22代表Interacting particle systems。在

搜索时，可以输入前两个或三个字符来扩大搜
索范围。



例4：组合检索



选择搜索项目，
同时输入姓名和题目



检索结果相对精准

点击期刊名称，可以直接查看该期刊
被MathSciNet评论的全部信息，和历
年被引用次数等相关信息。



例5：通过机构代码检索



选择“研究机构代码”，
输入“PRC-BJ”

Institution Code 机构代码

机构代码用于识别作者在出版时所属的机构。整个机构代码
或者部分机构代码可以用来进行检索。



查询结果均为由北京大
学人员发表，或合作发
表的文章。



Institution Code 机构代码查询：

可以点击链接 www.ams.org/instcode/。
一个代码由2到3部分构成并用分隔符连接。这些部分代表大学或机构。

在机构名称一栏
输入北京大学

查询到的代码结果

http://www.ams.org/instcode/


搜索技巧——引号的应用

例：我们对fundamental lemma 进行检索。

现在系统会对fundamental lemma进行分开检索。这样搜索的结果为2,961条。

如果我们想对fundamental lemma 整体进行检索，就要加用引号，输入
“fundamental lemma”，检索结果就会变成515条。



检索词输入
fundamental lemma 



检索结果为2961条



注意：在输入检索词
时加入“”引号。



检索结果为515条



0

如下我们发现有两篇文章在同一个浅蓝色背景

。是因为这两本书是相关的，并且被同一个人
进行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