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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的我国知识图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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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ＣＡＪＤ）为数据来源，以知识图谱相关论文为研究
对象，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年代、作者、机构、研究热点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我国知识图谱研究的现状

及趋势。

关键词　知识图谱；ＣＮＫＩ；文献计量
中图分类号：Ｇ２５０．２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９７６０（２０１７）１２４５３０４

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ＹＡＮＸｉｎ１；ＳＵＮＹｕｅ２；ＳＵＮＹｕｎ１；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ｆｅｉ１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ｉｚｈａｏ２７６８２６，Ｃｈｉｎａ；
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ｃｈｏｏｌ，Ｎａｎｋ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０７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ｔａｋｅｓＣｈｉｎａ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ＡＪＤ）ａｓｔｈｅ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ｕｓｅｓｔｈｅ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
ｒｉｃｓ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ｆｒｏｍｓｏｍ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ｔｉｍ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ｏｔｓｐｏｔｓｔｏｒｅ
ｖｅａｌ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ａｎｄｔｒｅｎｄ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ｐｐｉｎｇ；ＣＮＫＩ；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知识图谱是以科学学为基础，涉及应用数学、
信息科学等多门学科的交叉领域，是科学计量学和

信息计量学的新发展［１］。它以知识域为对象，显

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旨在揭示科学

发展态势，对科学知识的结构、关系与演化过程进

行可视化呈现，具有可视化和形象化等特征［２］。

自２００５年知识图谱概念被引入国内以来［３］，广泛

应用于多个领域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旨

在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知识图谱研究论文

的年代、作者、机构、研究热点进行定量研究，从而

揭示我国知识图谱研究的发展历史、现状，为知识

图谱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１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中国学术期刊（网

络版）》（ＣＡＪＤ）为数据来源，检索策略为：（篇名
知识图谱 或者 关键词 知识图谱，时间为不限 －
２０１６年）。数据收集时间为 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２０日。
经过数据清洗后，将１８９８篇研究论文作为统计资
料，按照Ｎｏｔｅｆｉｒｓｔ格式套录论文题目、作者、作者单
位、年代、关键词等数据，并采用Ｂｉｃｏｍｂ（书目共现
分析系统）、Ｅｘｃｅｌ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年代分布
科学文献作为科学信息的主要载体形式，其数

量变化情况是反映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４］。２００５
－２０１６年１２年间共计发文１８９８篇。根据论文数
量特征，可将知识图谱研究分为三个阶段。２００５－
２００８年是知识图谱研究的初期阶段，年发文量不
足２０篇，共计发文 ３６篇，占 １．９０％（３６／１８９８）。
２００９年起知识图谱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论文年增长速度快，共计发文３９４篇，占
２０．７６％（３９４／１８９８）。２０１３年起，研究进入蓬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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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共计发文 １４６８篇，占 ７７．
３４％（１４６８／１８９８）。这一时期知识图谱应用研究

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及认可。见表１。

表１　我国知识图谱研究论文的年代分布

年代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Ｎ

ｎ ２ ６ １１ １７ ４１ ６８ １０７ １７８ ２４６ ２９３ ３７１ ５５８ １８９８

２．２　作者分析
本文对全部作者的发文量进行统计，其中发文

１２篇及以上的作者共１５人，是我国知识图谱研究
的高产作者。发文量最多的是刘则渊教授，于

２００５年首次将知识图谱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并在科
学学领域开展了应用性研究，并牵头创建了网络－
信息 －科学 －经济计量（ＷＩＳＥ）实验室［５］，带领

ＷＩＳＥ实验室团队开拓了知识计量学与知识图谱
研究的新方向。累计发表论文３７篇，其中１２篇为
第一作者，不仅高产而且研究连续性好。其次是大

连理工大学侯海燕教授，发表论文２５篇，其中１２
篇为第一作者，研究持续稳定。研究主要集中在基

于知识图谱原理及可视化方法研究国际科学学，特

别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６７］，界定学

术群体及学科代表性人物，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

启示。发文量第三位的是南京大学宗乾进教授，发

表论文２５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文１０篇，采用知
识图谱绘制工具对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金融学

等领域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８１３］，揭示各领域的研

究热点和知识来源谱系。见表２。

表２　我国知识图谱研究的高产作者信息
（发文量≥１２篇）

序号 作者 　机　构 发文量
第一作者

发文量

初始

年份

１ 刘则渊 大连理工大学 ３７ １２ ２００５

２ 侯海燕 大连理工大学 ２５ １２ ２００６

３ 宗乾进 南京大学 ２５ １０ ２０１１

４ 许振亮 大连理工大学 ２２ １３ ２００７

５ 侯剑华 大连大学 ２０ ９ ２００７

６ 袁勤俭 南京大学 ２０ １ ２０１１

７ 姜春林 大连理工大学 １８ １４ ２００６

８ 汤建民 浙江树人大学 １８ １０ ２００９

９ 邱均平 武汉大学 １６ １３ ２０１０

１０ 赵蓉英 武汉大学 １６ １０ ２０１０

１１ 王　琪 天津师范大学 １５ １４ ２０１０

１２ 陈　悦 大连理工大学 １４ ６ ２００５

１３ 王　晴 山西大学 １３ ８ ２０１３

１４ 陈瑜林 广东嘉应学院 １２ １１ ２０１１

１５ 蔡建东 河南大学 １２ ６ ２０１１

２．３　机构分析
结果显示共涉及５０５个不同的机构，发文量≥

１２篇即年均发文一篇以上的有 ３１个，合计发文
７２５篇，占论文总量的３８．２０％。除中国科学院国
家科学图书馆外，全部为高等学校，其中综合性大

学最多，其次是师范类大学。发文量≥５０篇的机
构有３所，分别为大连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
学，发文量２０～５０篇的机构有１０个，发文量 ＜２０
篇的有１８个。

大连理工大学发文量居首，共发表论文９３篇。
主要来自于大连理工大学２１世纪发展研究中心暨
ＷＩＳＥ实验室，该研究团队主要包括刘则渊、侯海
燕、姜春林、陈悦、陈超美等。此外，大连理工大学人

文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等部门也借

助本校丰富的研究资源开展知识图谱相关研究。发

文量第二位的是武汉大学，发表论文８０篇。主要来
自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中国科学评价研究

中心等机构。研究团队是由邱均平、赵蓉英带领的

团队。发文量居第三的是南京大学，发表论文５６篇。
作者主要来自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团队成员以

宗乾进、袁勤俭、沈洪洲为核心。见表３。

表３　我国知识图谱研究的机构分布（发文量≥１２篇）

序号 　机构 ｎ 序号 　机构 ｎ
１ 大连理工大学 ９３ １７ 黑龙江大学 １５
２ 武汉大学 ８０ １８ 华东师范大学 １５
３ 南京大学 ５６ １９ 山西大学 １５
４ 温州大学 ３４ ２０ 天津师范大学 １５
５ 华中师范大学 ３３ ２１ 安徽大学 １４
６ 北京师范大学 ２７ ２２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４
７ 江苏大学 ２６ ２３ 北京大学 １３
８ 吉林大学 ２３ ２４ 河北大学 １３
９ 上海体育学院 ２１ ２５ 内蒙古大学 １３
１０ 四川大学 ２１ ２６ 浙江大学 １３
１１ 浙江树人大学 ２１ ２７ 国家科学图书馆 １３
１２ 陕西师范大学 ２０ ２８ 华南师范大学 １２
１３ 中南大学 ２０ ２９ 上海交通大学 １２
１４ 辽宁师范大学 １８ ３０ 同济大学 １２
１５ 武汉体育学院 １６ ３１ 湘潭大学 １２
１６ 河南大学 １５

合计７２５篇 占论文总量的３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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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高频关键词分析
经统计，１８９８篇知识图谱论文共标引关键词

２６５８个，共计频次 ８１７５次。为提高分析的准确
性，对同义词或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方式进行规范

化处理，如“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
统一为“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研究热点”、“热点”统一为
“研究热点”，“文献计量”、“文献计量学”、“信息

计量分析”统一为“计量分析”。然后选取频次≥
１０次的关键词为高频关键词，共５３个。除本研究
的检索词“知识图谱”外，其余高频词总频次３０３０
次，占总词频的３７．０６％。见表４。

表４　我国知识图谱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１ 知识图谱 １６７６ ２８ 文献共被引 ２０
２ 可视化 ４８０ ２９ 大数据 １８
３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４６９ ３０ 竞争情报 １６
４ 研究热点 ３９０ ３１ 档案学 １６
５ 计量分析 ２６１ ３２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１６
６ 共词分析 １８６ ３３ 中国 １５
７ 研究前沿 １６８ ３４ 数字图书馆 １４
８ 科学计量 ９５ ３５ ＣＮＫＩ １４
９ 社会网络分析 ７９ ３６ 技术创新 １３
１０ ＣＳＳＣＩ ６２ ３７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３
１１ 共被引分析 ５２ ３８ 体育科学 １２
１２ 演进路径 ４２ ３９ Ｕｃｉｎｅｔ １２
１３ 词频分析 ４１ ４０ 综述 １１
１４ 共现分析 ３６ ４１ 知识服务 １１
１５ 图书馆学 ３５ ４２ 翻转课堂 １１
１６ 研究现状 ３４ ４３ 多维尺度分析 １１
１７ 引文分析 ３１ ４４ 作者共引 １０
１８ 共引分析 ２９ ４５ 专利分析 １０
１９ 聚类分析 ２８ ４６ 知识地图 １０
２０ 研究进展 ２６ ４７ 云计算 １０
２１ 知识基础 ２５ ４８ 学术群体 １０
２２ 关键词 ２５ ４９ 信息素养 １０
２３ 情报学 ２４ ５０ 数据挖掘 １０
２４ 图书情报学 ２３ ５１ 合作网络 １０
２５ 作者共被引 ２２ ５２ ＭＯＯＣ １０
２６ 知识管理 ２２ ５３ 信息检索 １０
２７ 研究主题 ２２

论文高频关键词的统计分析显示，知识图谱研

究主要涉及知识图谱构建的基本理论、绘制方法及

应用研究等方面。

知识图谱是利用可视化方式形象地展示学科

的发展历史、前沿领域、核心结构以及整体知识架

构［１４］，为学科研究提供切实的、有价值的参考。从

应用领域来看，其已被广泛应用于各学科领域，主

要包括科学学、图书情报学、档案学、知识管理、信

息检索等领域。原因在于知识图谱属于图书情报

领域的研究范畴，因此研究总是从该领域学者最熟

悉的领域开始，进而扩展延伸到其他领域，如体育

科学，以及一些学术界的热点主题，如技术创新、云

计算、信息素养、ＭＯＯＣ等。

３　结论与展望

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知识图谱研

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得出以下结论：自２００５
年以来知识图谱研究蓬勃发展，文献量逐年递增；

形成了以刘则渊、侯海燕、宗乾进等为代表的高产

作者队伍；以大连理工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为

代表的高产机构；知识图谱绘制以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为主，
研究内容已从科学学、图书情报学领域延伸到众多

其他新兴领域。目前研究内容以知识图谱的绘制

与应用研究为主，基础理论研究较少，且主要由大

连理工大学刘泽渊团队完成。知识图谱的绘制工

具以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为主，多为利用软件直接构建图谱，
对图谱的科学解读还不够深入。因此，未来知识图

谱的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重点，在已有研究成

果基础之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充分利用知识图谱

的可视化特征，直观、形象地揭示学科之间的联系，

揭示知识领域的动态发展规律，为学科研究提供切

实的、有价值的参考［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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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４５２页）学生的调查资料（６１．２％）［６］。在
男女居民对药物知识知晓率对比发现，男性基本用

药知识知晓率总体高于女性。其中，“购买非处方

药时是否需要开具处方”、“长期应用抗生素是否

可以引起新感染”男女知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其他５个问题男女知晓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男性居民对“不同服药时间
是否影响药物疗效”知晓率最高，女性居民对“不

同服药时间是否影响药物疗效”知晓率最高。通

过本次用药知识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居民对药物知

识有一定了解。分析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

有关：１）调查对象为中青年人，自主学习能力和理
解力较强，平时注重药物知识的学习；２）社区健康
知识的宣传教育比较到位；３）家庭环境和亲朋好
友的影响；４）科普教育和媒体宣传的影响。

用药行为调查情况：本次调查发现，居民在用

药行为上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其中漏服药物和擅

自增减的现象比较常见，发生率最高；男女不良的

用药行为比较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所以，居民在用药行为上存在的问题容易造成药物

的不合理应用，造成药源性疾病［７８］。这些用药的

不良行为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因此，要加强用药

知识的宣传教育，如利用各种媒体，开设专题栏目，

发放宣传册，向公众讲解用药知识等；有关部门需

规范广告及网络等媒体，避免一些不合理的用药知

识误导广大消费者［９１０］。总之，要多渠道、多部门、

全方位共同营造浓厚合理用药的社会支持性环境，

不断提高居民安全用药意识和水平，改变不良的用

药习惯，确保人民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１］　高任萍．改善不合理用药现象及应对措施［Ｊ］．中国
现代药物应用，２０１１，５（１１）：９３９４．

［２］　王璐．临床不合理用药现象及促进合理用药措施分
析［Ｊ］．中国药业，２０１６，２５（１０）：７４７６．

［３］　刘倩．不合理用药现象及促进合理用药措施分析
［Ｊ］．临床合理用药杂志，２０１１，４（８）：５４５５．

［４］　王凤潇，许卫芳，华婷婷，等．全国合理用药现状抽样
调查［Ｊ］．中国药房，２０１０，２１（１７）：１５４１１５４４．

［５］　季鸿雁，李道兵，李萍，等．２０１１年陕西省咸阳市城区
居民用药知识和行为调查［Ｊ］．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１４，
３０（８）：６９４６９７．

［６］　卢永，李英华，程玉兰，等．２０１１年中国五省（市）居
民用药知识与行为现状调查［Ｊ］．中华预防医学杂
志，２０１２，４６（６）：４９５４９９．

［７］　苏睿．某校大学生用药知识和行为的现状调查［Ｊ］．
河北医学，２０１６，２２（２）：３３７３３９．

［８］　朱玉芬．某高校大学生不合理用药知识行为的现状
及对策［Ｊ］．西南军医，２０１５，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５．

［９］　赵加奎，林军，陆瑛，等．上海市卢湾区居民安全用药
知识与行为调查［Ｊ］．中国初级卫生保健，２０１２，２６
（３）：２８３１．

［１０］季鸿雁，李道兵，李萍，等．２０１１年陕西省咸阳市城区
居民用药知识和行为调查［Ｊ］．中国健康教育，３０
（８）：６９４６９７．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００９）
（本文编辑：石俊强）

·６５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