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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Ｃ＃编程技术基于．ＮＥＴ平台设计开发出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软件ＳＡＴＩ，

可导入处理ＥｎｄＮｏｔｅ格式、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格式及ＮｏｔｅＦｉｒｓｔ格 式 的 国 内 文 献 题 录 数 据 和ＨＴＭＬ格 式

的 ＷｏＳ国际文献题录数据，进行数据格式的转换、字段信息的抽取、词条频次的统计和知识单元

共现矩阵、词条频率逐年分布矩阵及文档词条矩阵的构建，以辅助生成聚类图、多维尺度图谱、网

络知识图谱、策略坐标图等可视化结果。以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外图书情报学各十种具有代表性的

核心期刊刊载的１７４４０篇论文数据为实例，基于聚类与多维尺度分析结果，呈现出中外图书情报

学三大主要研究领域，并结合共词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通过绘制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与策略

坐标图，进一步揭示研究领域结构的内部联系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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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学科领域的研究总结有多种途径，其中

通过对科技 文 献 统 计 分 析 较 为 常 用。学 术 期

刊有科学研 究 成 果 公 布、传 播、积 累、评 价 和

学术导 向 等 功 能［１］。Ｌａｗ等 学 者 曾 比 较 指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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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文献对于 把 握 学 科 研 究 结 构 和 发 展 的 作

用与优势，大部分研究领域的主要学者都将研

究成果贡献于科技文献，而且从电子期刊数据

库采集大 量 数 据 也 更 加 低 廉 和 便 利［２］。随 着

期刊全文 数 据 库 的 普 及 和 信 息 处 理 技 术 的 进

步，文献题录作为描述文献外部特征的重要元

数据集合，通过计算机技术和计量方法来对一

定学科领域内的题录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可

揭示文献集合内外部特征并延伸挖掘出学科研

究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与发展动态（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本文基于．ＮＥＴ平台利用Ｃ＃编程语言设

计开发出具有 通 用 价 值 的 文 献 题 录 信 息 统 计

分析 工 具（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

ｍｅｔｒｉｃｓ，ＳＡＴＩ）。软 件 可 导 入 处 理 四 种 格 式 国

内外文献题 录 数 据，具 有 题 录 格 式 转 换、字 段

信息抽取、词条频次统计和知识矩阵构建等四

大功能。结合 文 本 预 处 理 技 术 和 基 于 共 现 分

析的信息可视化技术，以图书情报学为实例进

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借助ＳＰＳＳ、Ｕｃｉｎｅｔ等软件

生成可视化结果，以揭示国内外图书情报学研

究领域结构，直 观 呈 现 知 识 单 元 间 的 关 系，并

通过中外比较探讨国内外研究的共性和差异。

１　技术方法

国外关于 文 献 信 息 统 计 分 析 的 技 术 方 法

和应用软件相对较为成熟，已有社会网络分析

软件Ｕｃｉｎｅｔ（内嵌开源软件Ｐａｊｅｋ，Ｎｅｔｄｒａｗ和

Ｍａｇｅ）、科学计量学研究软件Ｂｉｂｅｘｃｅｌ、文献可

视化信息 分 析 软 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等，但 这 些 软 件

都主要 针 对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等 国 外 数

据库平台开 发，需 要 专 门 的 数 据 输 入 格 式，对

于国内期刊全 文 数 据 库 题 录 数 据 不 能 直 接 处

理。为 兼 顾 处 理 国 内 期 刊 题 录 数 据 和 国 际

ＷｏＳ题录数 据，本 文 尝 试 设 计 开 发 对 国 内 外

期刊全文数据 库 进 行 文 献 题 录 信 息 统 计 分 析

的统一软件。

技术方法 的 关 键 在 于 对 国 内 和 国 际 期 刊

全文数据库所导出题录数据的兼顾处理，设计

思路是先将不 同 来 源 的 数 据 格 式 统 一 转 换 为

ＳＡＴＩ处理的专用ＸＭＬ格 式，抽 取 指 定 字 段 信

息，得 出 条 目 元 素（即 词 条Ｔｅｒｍ，指 语 句 元 素

的最 小 单 元，可 以 是 字、词 或 短 语，包 括 关 键

词、主题词、文 本 预 处 理 后 的 分 词 等 受 限 词 或

自然词）的频 次 统 计 文 档，再 分 析 知 识 单 元 间

的共现关系 和 频 率 分 布，生 成 共 现 矩 阵、分 布

矩阵和文档词条矩阵，继而实现对海量文献信

息的定量分析和可视化呈现。

按此思路，我们首先对国内三大期刊全文

数据库知网、万方和维普的题录数据格式进行

细致的分 析，找 出 了 三 大 主 流 输 出 格 式Ｅｎｄ－

Ｎｏｔｅ格 式、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格 式 和ＮｏｔｅＦｉｒｓｔ格 式

题录数据的字段信息特征，主要体现在用于区

别不同字段的标识符和词条的分隔符（如知网

新平台ＥｎｄＮｏｔｅ格式题录数据中，关键词字段

的标识 符 是“％Ｋ”，关 键 词 之 间 的 分 隔 符 是

“；；”或“，”，但 不 同 数 据 库 平 台 和 期 刊 会 稍 有

不同，需进行特殊处理），利用同样的方法再同

时对 ＷｏＳ导出的ＨＴＭＬ格式题录进行特征分

析，通过编程 实 现 抽 取 不 同 字 段 信 息，转 换 生

成为ＳＡＴＩ软件专用的ＸＭＬ格式文件；在自动

导入 转 换 后 的ＸＭＬ文 件 后，基 于 抽 取 出 的 相

应字段信息，再利用频次统计算法得出词条频

次统计文档；然后将频次降序排列表中相应数

量的条目元素（词 条）作 为 知 识 单 元 按 照 适 当

的算法模型构建出共现矩阵、分布矩阵和文档

词条矩阵。设计思路如图１所示。

为便于后 期 数 据 的 进 一 步 处 理 和 可 视 化

呈现的需要，软件 可 同 时 生 成Ｅｘｃｅｌ格 式 矩 阵

和．ｔｘｔ文本格式全矩阵。只要将共现矩阵文档

导入 相 应 的 数 据 分 析 软 件（如 Ｕｃｉｎｅｔ、ＳＰＳＳ
等），即可构建出知识单元聚类图、多维尺度分

析图、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和策略坐标图等。

２　功能实现

我们把自 主 设 计 开 发 的 文 献 题 录 信 息 统

计分析工具命名为ＳＡＴＩ，作 为 免 费 辅 助 软 件，

软 件 官 方 网 址 为：ｈｔｔｐ：／／ｓａｔｉ．ｌｉｕｑｉｙｕａｎ．ｃｏｍ，

主界面如图２所 示。软 件 采 用 中 英 文 两 种 界

面，ＤａｔａＧｒｉｄＶｉｅｗ和ＴｅｘｔＢｏｘ两种视图。

目前软件主要实现了以下四大功能：

（１）题录格式转换：支持输入 ＷｏＳ数据库

平台导出的ＨＴＭＬ格式、国内期刊全文数据库

导 出 的 ＥｎｄＮｏｔｅ 格 式、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格 式 和

ＮｏｔｅＦｉｒｓｔ格式题录数据。对英文题录关键词、

主题词、标题和摘要字段进行文本预处理（Ｔｏ－

ｋ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ｐ　Ｗｏｒｄｓ
［注１］＆Ｓｔｅｍｍｉｎｇ［注２］）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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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文题录标题、摘要进行中文分词［注３］和停

用词［注４］处理后，将题录自动转化为ＸＭＬ格式

的ＳＡＴＩ专 用 数 据 文 件，以 为 后 期 题 录 数 据 的

存储、交换和分析提供便利。

ＳＡＴＩ专用 数 据 文 件（ＸＭＬ格 式）采 用 简 洁

的三层树状结构，实例如图３所示。用户可将

期刊全文数据库导出的题录文件导入ＳＡＴＩ自

动生成ＸＭＬ格式专用文件，或根据实际需要将

相关数据文件自行转换为ＳＡＴＩ处理所需格式。

（２）字段信 息 抽 取：在“Ｏｐｔｉｏｎｓ”面 板 可 以

选择 抽 取 标 题、作 者、第 一 作 者、文 献 来 源、出

版年、关键 词、主 题 词、摘 要、机 构、地 址、文 献

类型、引 文、语 种、ＤＯＩ和ＵＲＬ等 字 段 信 息，并

可保存为．ｔｘｔ文 本 文 件。支 持 勾 选“Ｔｅｘｔ　Ｐ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选 项，选 取 经 文 本 预 处 理 后 的 标

题、关键词、主题词、和摘要等信息。还可利用

“Ｒｅｆｉｎｅ”面板按照出版年和文献来源进行数据

集合的限定，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下一步的统

计分析。

（３）词条 频 次 统 计：根 据 抽 取 到 的 字 段 信

息对条目元素（包括：关键词、主题词、作者、引

文、机构、发表年、期刊、文献类型等）的频次进

行统计和降序排列，同样可以按照时间和期刊

对数据进行限定，生成相应的频次统计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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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ＳＡＴＩ专用ＸＭＬ格式数据文件实例（部分）

并可保存为．ｔｘｔ文本文件。

（４）知识 矩 阵 构 建：软 件 可 生 成 三 类 共 八

种矩阵。

①词条共 现 矩 阵。可 自 行 设 定 共 现 矩 阵

输出行列数，将频次降序排列表中的相应数量

条目元素作为知识单元进行运算，以构建知识

单元共现矩阵（分相似矩阵、相异矩阵、多值矩

阵和二值矩 阵 四 种，包 括 关 键 词 共 现 矩 阵、主

题词共现矩 阵、引 文 共 现 矩 阵、作 者 共 现 矩 阵

和机构共现矩阵等）。

为消除多 值 共 现 矩 阵 中 频 次 悬 殊 对 统 计

结 果 造 成 的 影 响，软 件 采 用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系

数［３］（式１所 示）将 多 值 矩 阵 转 化 为 元 素 值 在

［０，１］区间 取 值 的 相 似 矩 阵，在 此 基 础 之 上 再

生成二值矩 阵 和 相 异 矩 阵。相 似 矩 阵 中 的 数

字代表矩阵元素间的相似性，数值越大关联程

度越强。又因相似矩阵中的０值过多，统计时

容易造成误差过大，软件在此基础之上自动生

成相异矩阵，即相似矩阵元素值与－１的 和 为

相异矩阵元素的值：

Ｅｉｊ ＝
Ｆｉｊ２

Ｆｉ＊Ｆｊ
（式１）

　　其中，Ｅｉｊ为相 似 矩 阵 元 素 的 值，对 于 词 条

Ｔｉ 和Ｔｊ，Ｆｉｊ为Ｔｉ 与Ｔｊ 的 共 现 次 数，Ｆｉ 为Ｔｉ
出现总频次，Ｆｊ 为Ｔｊ 出现总频次。

②频率分 布 矩 阵。可 自 行 设 定 条 目 元 素

（词条）数，生 成 词 条 的 逐 年 分 布 矩 阵（分 频 次

矩阵和频率矩阵两种）。分布矩阵的行与词条

元素对应，列 与 发 表 年 相 对 应。其 中，频 次 矩

阵元素值为词条在某年出现的频次，频率矩阵

元素的值（式２所 示）为 词 条 在 某 年 的 频 次 与

当年所有词条频次总和的商）：

Ｒｉｊ ＝
Ｆｉｊ

∑
ｎ

ｋ＝１
Ｆｋｊ

（式２）

　　其中，Ｒｉｊ为频率分布矩阵元素的值，Ｆｉｊ为

第ｉ个词条在第ｊ年的频次，Ｆｋｊ为第ｋ个词条

在第ｊ年的频次，共有ｎ个词条。

③文 档 词 条 矩 阵（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Ｔｅｒｍ　Ｍａ－

ｔｒｉｘ）：依 据 文 本 预 处 理 结 果，生 成 文 档———词

条矩阵（分多 值 矩 阵 和 二 值 矩 阵 两 种，包 括 文

档———标 题 词 矩 阵、文 档———关 键 词 矩 阵、文

档———主题词 矩 阵 和 文 档———摘 要 词 矩 阵）。

多值矩阵元素 的 值 为 词 条 在 文 档 中 出 现 的 频

次，二值矩阵元素的值为其布尔值。文档词条

矩阵的行与文档ＩＤ相对应，列与词条相对应，

文档词条矩阵可用于文本向量的构建，利用向

量空间模型（ＶＳＭ）做进一步数据挖掘。

待生成Ｅｘｃｅｌ格式或．ｔｘｔ文本格式的知识

矩阵数据后，可将相应矩阵文档导入数据分析

软件（如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Ｕｃｉｎｅｔ、Ｎｅｔｄｒａｗ等）以生

成各种基本图表、聚类图、多维尺度分析图、共

现网络知识图谱和策略坐标图等。

３　实证研究

３．１　数据采集

依据ＳＳＣＩ－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ＬＩＳＴ［４］和《中 文 核

３５



心 期 刊 要 目 总 览》２００８年 版 选 取 了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近五年来国内外图书情报学（ＬＩＳ）各十种

具有代表性的 核 心 期 刊 所 刊 载 的 论 文 作 为 数

据来源。十种 国 内 外 图 书 情 报 学 核 心 期 刊 及

其统计数据 如 表１所 示。这 些 国 内 外 图 书 情

报学具有 代 表 性 的 核 心 期 刊 基 本 覆 盖 了ＬＩＳ
学科的主要 研 究，对 于 数 据 的 分 析、统 计 与 挖

掘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和较高的可信度。

针对国 内 外 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 的 差 异，从

ＷｏＳ检索并下载所 需 国 际 期 刊 的 论 文 题 录 数

据，并以ＨＴＭＬ格式导出，从ＣＮＫＩ检索并下载

所需国内期刊的论文题录数据，再将国内外数

据分 别 导 入ＳＡＴＩ软 件 进 行 处 理，分 别 进 行 数

据格式的转 换、关 键 词 字 段 抽 取、词 频 统 计 分

析和共词矩阵的构建。基于ＳＡＴＩ软件自动生

成的Ｅｘｃｅｌ格 式 共 词 矩 阵 文 档，利 用ＳＰＳＳ和

Ｕｃｉｎｅｔ最终生 成 国 内 外 图 书 情 报 学 高 频 关 键

词聚类图、多 维 尺 度 分 析 图，并 结 合 绘 制 出 的

共现网络知识 图 谱 和 策 略 坐 标 图 进 一 步 得 出

和验证结论。

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外图书情报学十种核心期刊论文采集处理结果

国内核心期刊 论文数 国际核心期刊 论文数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６１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４９

大学图书馆学报 ６９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１５１

情报学报 ８０９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８４５
图书情报工作 ３４３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ｅｔｒｉｃｓ　 １７２
图书情报知识 ６８１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５１３
图书馆杂志 １５４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９２
情报科学 ２００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３４５
情报资料工作 ７８１ Ｌｉｂｒｉ　 １２８
图书与情报 １０３７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３７６
图书馆 １４１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４７
论文量（总计／具有关键词） １３０２２／１３００１ 论文量（总计／具有关键词） ４４１８／１８６７
关键词总频次 ５７０３４ 关键词总频次 ８６５４
关键词总个数 ２２６８９ 关键词总个数 ４８３８
平均每篇关键词数 ４．３９ 平均每篇关键词数 ４．６４

３．２　分析方法

本文基于ＳＡＴＩ自 动 生 成 的 数 据 结 果，结

合共词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尝试探讨中

外图书 情 报 学 的 研 究 领 域 结 构 和 内 部 联 系。

共词分析法是内容分析法的一种，其认为两个

能够表达文献 主 题 内 容 的 词 条 在 一 篇 文 献 中

同时出现，则 表 明 二 者 具 有 一 定 的 共 现 关 系，

共现次数越多，则关系越强。考虑到关键词的

彼此孤立性，如果将一个研究领域在一定时期

内的所有文献搜集起来定义为文献集合，将这

个文献集合里 的 所 有 关 键 词 抽 取 出 来 定 义 为

关键词集合，那么对关键词集合内的关键词词

频进行统计分析，频次高的关键词可被用来确

定这个研究 领 域 的 研 究 热 点 主 题 词。将 社 会

网络分析方 法 引 入，可 将 关 键 词 作 为 结 点，结

点位置越居中则越核心，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表

征于结点间 的 连 线，连 线 越 粗 则 关 系 越 紧 密。

利用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法，构建聚类图

和多维尺度图谱，聚在一起的若干主题词可构

成一个研究 主 题 领 域。利 用 社 会 网 络 分 析 方

法，绘制网络知识图谱可呈现出各个研究主题

在相互作用下的分布情况（核心与边缘），因知

识图谱并不能 很 好 的 反 映 词 团（主 题 领 域）的

成熟度，难 以 判 定 某 研 究 领 域 的 成 长 趋 势［５］，

还将基于共现矩阵构建策略坐标图，进一步解

析各个研究领域的特征以验证结论。

３．３　结果呈现

３．３．１　词频统计列表

在利用技术手段进行词频统计的过程中，

为了最大限度消除人为定性因素的影响，体现

和反映作者群体对特定关键词的共识度，对于

国内文献题录关键词并没有进行删减或对同义

相似词的词频进行合并等操作，对于国际文献

题录，为解决“一意多词”现象对统计结果的影

响，利用文 本 预 处 理 技 术，进 行Ｔｏｋｅ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与

Ｓｔｅｍｍｉｎｇ操作，即只进行形变处理（标点符号、

４５



大小写、单复数及词干提取），最终得到了如表

２所示的国内外图书情 报 学 高 频 关 键 词 列 表，

限于篇幅只列出前２０位，对于后续分析中使用

到的关键词频率分布列表不再列出。

表２　国内外图书情报学高频关键词列表

国内高频关键词
（共２２６８９个）

国际高频关键词
（共４８３８个）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１ 图书馆 １２２３ ｉｎｆｏｒｍ　ｒｅｔｒｉｅｖ　 １４６
２ 高校图书馆 ５８６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　ｍａｎａｇ　 ６２
３ 数字图书馆 ４４５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　 ５４
４ 公共图书馆 ４１７ ｈｉｎｄｅｘ　 ５１
５ 知识管理 ３４９ ｃｉｔａ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　 ４８
６ 信息服务 ２８９ ｉｎｆｏｒｍ　ｓｃｉｅｎｃ　 ４６
７ 图书馆学 ２７８ ｉｎｆｏｒｍ　ｍａｎａｇ　 ４４
８ 竞争情报 ２６７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３９
９ 情报学 １９４ ｄｉｇｉｔ　ｌｉｂｒａｒｉ　 ３９
１０ 信息资源 １８０ ｕｓｅｒ　 ３７
１１ 本体 １４９ ｃｉｔａｔ　 ３５
１２ 知识服务 １４７ ｅｖａｌｕ　 ３０
１３ 图书馆员 １４１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ｇｉｎ　 ２８
１４ 图书馆服务 １２５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　ｓｈａｒ　 ２８
１５ 资源共享 １２４ ｃａｓｅ　 ２７
１６ 信息检索 １２３ ｔｒｕｓｔ　 ２６
１７ 电子政务 １１８ ｉｎｆｏｒ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３
１８ 大学图书馆 １１６ ｃｌａｓｓｉｆ　 ２２
１９ 中国 １０８ ｉｎｆｏｒｍ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２
２０ 引文分析 １０６ ｗｅｂ　ｓｅａｒｃｈ　 ２１

３．３．２　聚类树状图与多维尺度图谱

聚类分析 是 通 过 聚 类 算 法 将 关 联 密 切 的

主题聚集在一起形成类团（研究领域）的过程，

用于揭示某 学 科 领 域 的 研 究 主 题 结 构。设 定

ＳＡＴＩ软 件Ｒｏｗｓ／Ｃｏｌｓ选 项 知 识 单 元 数 为３０，

得出国内和国际高频关键词共现相似矩阵，将

相似矩阵分别导入Ｕｃｉｎｅｔ进行层次聚类分析，

得到如图４所 示 的 国 内 外 图 书 情 报 学 高 频 关

键词聚类树状图。

多维尺度 分 析 通 过 测 定 主 题 词 之 间 的 距

离来发现主题结构［６］，高维空间数据变换后的

低维数据（二 维 数 据）仍 能 近 似 地 保 持 原 数 据

间的关系。与聚类树图相比，多维尺度分析可

以在较低维空 间 中 直 观 地 判 断 出 某 研 究 领 域

在学科 内 的 位 置［７］。将 相 异 矩 阵 导 入ＳＰＳＳ
进行多维尺度分析，得到如图５所示的多维尺

度图谱。

从以上聚 类 图 和 多 维 尺 度 图 谱 的 一 致 性

出发，国内图书情报学研究可大致分为三大主

题结构：①资源导向研究：包括信息资源、资源

共享、数 字 资 源、数 字 图 书 馆、图 书 馆、知 识 产

权、开放存取、对策、信息服务和网络环境共计

１０个主题关键词；②服务导 向 研 究：包 括 图 书

馆服 务、图 书 馆 管 理、知 识 服 务、图 书 馆 事 业、

读者 服 务、学 科 馆 员、图 书 馆 员、图 书 馆 学、高

校图书馆、公 共 图 书 馆 和 大 学 图 书 馆１１个 主

题关键词；③技术导向研究：包括知识管理、信

息检 索、搜 索 引 擎、情 报 学、引 文 分 析、电 子 政

务、本体、竞争情报和中国等９个主题关键词。

国际图书 情 报 学 则 可 大 致 分 为 以 下 三 大

主题 结 构：①信 息 技 术 研 究：包 括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ｓｅａｒｃｈ　ｅｎｇｉｎ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ｒｃｈ、ｗｅｂ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ｕｓ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等１２个主题关键词；

图４　国内外图书情报学高频关键词聚类树状图

５５



图５　国内外图书情报学高频关键词多维尺度图谱

②信 息 管 理 研 究：包 括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

ｒ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ｈｉｎａ、ｔｒｕｓｔ和ｃａｓｅ等９个关键词；③信息计量

研究：包 括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ｗｅｂ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ｓｃｉｅｎｔｏ－

ｍｅｔｒｉｃ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ｒａｎｋ、ｃｉ－

ｔａｔｉｏｎ、ｈ－ｉｎｄｅｘ、ｇ－ｉｎｄｅｘ等９个关键词。

３．３．３　网络知识图谱与策略坐标图

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应用到共词分析，可

以探讨一个学科或主题的研究结构（核心与边

缘）。社会 网 络 分 析 将 关 键 词 视 为 结 点（ａｃ－

ｔｏｒ），结点位置越居中越核心，关键词之间的共

现关系被视为结点间的连线（ｔｉｅ），连线越粗关

系越强。设定ＳＡＴＩ的Ｒｏｗｓ／Ｃｏｌｓ选项知识单

元数为３０，得 出 国 内 和 国 际 高 频 关 键 词 共 现

相似矩阵和 词 频 年 度 分 布 矩 阵。将 矩 阵 文 件

导入Ｕｃｉｎｅｔ，计 算 各 个 结 点 的 中 心 度（Ｄｅｇｒｅ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并以 此 为 属 性 控 制 网 络 结 点 大 小，

形状 统 一 选 择ｃｉｒｃｌｅ，结 点 颜 色 按 照 以 上 聚 类

结果进行着色和标记（Ｒ代表资源导向研究结

点，Ｔ代表技术导向研究结点，Ｓ代表服务导向

研究结点，Ｍ代表信息管理导向研究结点，Ｉ代

表信息计量导 向 研 究 结 点），结 点 边 缘 颜 色 深

浅度则对应于该关键词词频出现最高的年份，

颜色越浅则侧重对其研究的年份越近，得到如

图６和图７所 示 的 国 内 外 图 书 情 报 学 高 频 关

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图６　国内图书情报学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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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国际图书情报学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从图６可以看出，图书馆处于国内图书情

报学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的中心位置，是网络

中最重要的结点，说明图书馆在国内图书情报

学学科的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个结点间的连线最粗，说

明图书馆学与 情 报 学 虽 为 独 立 的 两 个 不 同 学

科，但两者关联性最大。观察结点颜色及标记

还可得出，相对 于 资 源 导 向 研 究（结 点 标 记 为

Ｒ，结点边缘多 为 深 色）和 技 术 导 向 研 究（结 点

标记为Ｔ，结点边缘多为中等深度颜色），服务

导向研究（结点标记为Ｓ，结点边缘多为浅色）

近年来关注较多。

从图７可 以 看 出，信 息 检 索（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处于国 际 图 书 情 报 学 高 频 关 键 词 共

现网络 的 中 心 位 置，是 网 络 中 核 心 结 点。其

中，结点ｈ－ｉｎｄｅｘ与ｇ－ｉｎｄｅｘ之 间 连 线 最 粗，说

明两者的关联性最大。从颜色编码可以得出，

与信息技术 研 究（结 点 标 记 为Ｔ，结 点 边 缘 颜

色多为深色）和信息管理研究（结点标记为Ｍ，

结点边缘颜色 多 为 中 等 深 度 颜 色）相 比，信 息

计量研究（结点标记为Ｉ，结点边缘颜色多为浅

色）近年来研究较多。

共现网络 知 识 图 谱 展 示 了 研 究 主 题 结 构

的内部关系，策略坐标图则可对各个主题领域

的重要程度 及 其 特 性 做 出 解 释。策 略 坐 标 图

由Ｌａｗ等人提出［２］，用于揭示各主题聚类内部

的强度和 类 间 的 联 系。其 中 横 轴 代 表 向 心 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即某研究领域在整个学科的核心

程度，揭示研究领域与其他主题领域之间的关

联程度，纵轴 代 表 密 度（Ｄｅｎｓｉｔｙ），即 某 研 究 领

域的内部强度，揭示某研究领域维持和发展自

身的能力。基 于ＳＡＴＩ生 成 的 多 值 共 词 矩 阵，

计算得出国内 外 图 书 情 报 学 各 三 大 研 究 领 域

的向心度和密度值（本文采用“总和均值法”来

计算向心度和密度，即聚类向心度为类内所有

结点与其他类 团 内 所 有 结 点 的 边 数 总 和 的 均

值，聚类密度为类内所有结点之间边数总和的

均值），再以两 个 指 标 的 均 值 作 为 分 割 线 得 出

了如图８所示的策略坐标图。

基于向心度与研究领域核心程度一致，密

度与研究领域成熟程度一致的思想，从图８可

以得出，国内 图 书 情 报 学 的 三 大 研 究 领 域 中，

资源导向研究 和 服 务 导 向 研 究 都 较 为 核 心 和

成熟，即已被 关 注 与 很 好 的 研 究 过，而 技 术 导

向研究尚存不足，没有受到广泛关注且自身发

展不够成熟。国 际 图 书 情 报 学 的 三 大 研 究 领

域中，信息技 术 导 向 的 研 究 处 于 核 心 地 位，且

发展较为成 熟。信 息 计 量 导 向 研 究 处 于 边 缘

位置，但已 经 受 到 关 注，且 发 展 很 成 熟。信 息

管理导向研究虽也是核心，但发展不够成熟。

４　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开发出文献题录信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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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国内外图书情报学研究主题领域策略坐标图

分析工具ＳＡＴＩ并用于揭示中外图书情报学研

究领域的潜在结构和内在联系，虽仅以图书情

报学为实例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但技术方法

和软件功能适用于各个学术领域，尤其适合在

中外文献题录 信 息 基 础 上 挖 掘 出 研 究 主 题 领

域结构及 其 内 部 关 联，并 在 比 较 中 揭 示 其 差

异。期望能对 信 息 资 源 管 理 及 开 发 利 用 研 究

提供方法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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