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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研二学姐，前两天终于收到了IEEE Access的录用通知，被SCI支配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一路坎坷，还好结果是好的。
如果你也身处放养型的实验室，希望我的经历能帮到你们~

1. 从2019年四月确定了研究方向，开始闭关查找相关文献。
先从中文论文开始看，再到英文综述，了解一个大方向下有哪些具体的研究方向，以及涉及哪些理论。之后看一些引用量

高，并且比较新的文献，做好笔记和总结，把自己看不懂的点要记录下来，把自己想到的可以扩展的点也要记录下来。我

自己比较习惯用的文献阅读软件是Mendeley，可以很方便的做笔记和对文献进行分类。
这一步大概持续了两个月。

2. 当文献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一些创新点，从中选取比较新颖，并且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可行的点进一步
进行挖掘。（个人认为这一步最为关键，直接影响着后续的步骤。如果确定了创新点，但因为文献查找不充分，在后面过

程中发现已经有人实现过了，那所有的实验和分析都前功尽弃了。）这一步，我大概又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

3. 然后就可以开始实验啦！在实验的过程中，肯定不可避免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是理论分析的问题，也可能是实验操作的
问题。找Bug的环节比较痛苦，一次次看到希望，又一次次打入深谷。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坚持下
去！实验这块，又花费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没有完全做好，但已经初见成效，最起码验证了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4. 做出来东西就要开始写文章了，当然要先熟悉一下latex的使用，我强烈推荐网页版的latex编辑器-overleaf，直接百度搜就
好了，比本地版的好用太多。第一次写文章，肯定没有什么经验，那就借鉴大牛的行文风格和文章框架好了，切记不要自

己臆造一些专业名词，这样会显得你很不专业。我在写文章的过程中，又做了一些补充实验，使自己的文章更加完整。这

一步花了三个月（因为跟男朋友出去玩的比较多，平时在科研上的时间略有减少哈哈哈）。

5. 2019年11月30号，忐忐忑忑地第一次提交了文章；
2019年12月5号收到了副编辑要求更改文章格式的邮件（IEEE Access现在要求必须使用他们的模板）；
2019年12月11号再次提交，三天后通知文章开始审核；
2019年12月27号收到审稿意见，运气很好，只有两个审稿人，并且两个人都是鼓励重投，意见很有参考价值；
我按照审稿意见，逐条修改，并且写了八页的回稿，同时针对审稿人对语言表达方面提出的意见，在AJE上对文章的语言
进行了调整，2020年1月31号，重投，并要求相同的审稿人审稿，这次的审稿时间比第一次要长一些，可能是审稿人比较
忙吧；

2020年3月3号，收到录用通知，激动的晚上都没睡好哈哈哈
2020年3月7号提交终稿，3月8号缴费~
终于终于，我也是有SCI的人咯~
我只想说，只要能耐下心来搞科研，少抱怨，最终都会有好的结果的！还有一点，靠自己搞科研写文章，很容易有惰性，

一定要给自己deadline，并且做好每天、每周和每月的计划，自己督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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