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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近40年(1981-2020)的载文数据,
 

运用可视化工具进行

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
 

结果表明:
 

(1)发文量具有“总体增长~总体平稳”的阶段性特点,
  

常设栏目有基础

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综述·评论·争鸣;
 

(2)刊载文献的作者及其所属机构均呈现出集中趋势,
 

已初步

形成“陈彦光”“李红敬”“杨性坤”“戴启润”等多个核心作者群,
 

发文机构以中部地区的师范院校为主,
 

呈现出

“中部”和“师范”院校“双集中”的趋势;
 

(3)关键词的中心度和频次呈现出一定的线性关系,
 

核心关键词有“合

成、吸附、稳定性”(化学),
 

“河南省、分形、分维”(地理),
 

“稳定性、时滞”(数学)和“吸附、分光光度法、膨润土”
(环境),

 

突现词呈现出较好的阶段性和连续性,
 

高被引文献满足“二八定律”;
 

(4)高校学报期刊对人才建设与

学科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其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能够为期刊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
 

关键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文献计量;
 

知识图谱;
 

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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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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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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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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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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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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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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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years
 

(1981-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number
 

of
 

papers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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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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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growth-overall
 

stability”.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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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pplie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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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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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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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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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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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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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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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are“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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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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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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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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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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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tinu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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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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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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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信阳师范学院迎来建校45周年华诞,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也走过40年的

风雨历程,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综合版)于1981
年创刊[1],

 

次年分设为自然科学版和哲学社会科

学版.
 

自创刊以来,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

学版)》不断提升学术水平、强化编校质量、拓展交

流渠道,现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并被俄罗斯《文摘杂志》
(AJ)、美国《化学文摘》(CA)、日本科学技术振兴

机构数据库(JST)等多家国际权威检索数据库列

为固定收录期刊,
 

曾荣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优秀科

技期刊”“河南省自然科学二十佳期刊”“河南省自

然科学一级期刊”等荣誉,
 

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的学

术影响力.
 

为了纪念《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

学版)》创刊40周年,
 

本文运用计量可视化的方

法,
 

对该刊进行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
 

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被认为是综述类研

究的可靠工具[2].
 

传统的综述类研究多以罗列、梳
理等方法展开,

 

能够比较详细、系统地进行文献整

合工作,
 

但此类工作受作者自身水平与能力等方

面限制,
 

容易出现零散、机械等问题,
 

即难以全

面、有效反映研究领域内的前沿热点,
 

也容易陷入

主观性较强、准确性较弱等困境.文献计量学集文

献学与统计学于一体,
 

能够将文献学中的热点、作
者与机构等内容进行量化分析,

 

并由定性分析转

变为定量分析,
 

具有客观、准确等特点,
 

但也易出

现数据冗杂、结果不直观等问题.数据可视化技术

也为文献计量学注入新的活力,
 

该技术能够较好

克服文献计量学中数据过于繁多或模型过于复杂

时导致的一系列问题.现有研究多借助 Ucinet[3]、

CiteSpace[3-4]、HistCite[3-4]、VOSviewer[3-5]、Pa-
jek[3-5]、Bicomb[3-6]等工具展开研究,

 

本研究采用

Bicomb,
 

Ucinet和Citespace软件进行《信阳师范

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

研究.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 收 录

1982-2020年的《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文献为数据来源,
 

获得初始4396篇文献;
 

剔

除其中的英文文献、无作者以及作者为“本刊编辑

部”的文献,
 

获得可用文献4148篇;
 

增加1981年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综合版)》中6篇自然科学的

文献,
 

最终获得文献4154篇;
 

分别导出上述文献

的NoteFirst和Refworks引文格式,
 

即为本次研

究的数据来源.
 

1.2 文献计量

书目共现分析系统(Bicomb,
 

Bibliographic
 

I-
tems

 

Co-occurrence
 

Matrix
 

Builder)是一款基于文

本挖掘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软件,
 

由中国医科大

学医学信息学系和沈阳市弘盛计算机技术有限公

司共同开发.
 

该软件能够对书目信息进行快速、准
确地提取、统计和存储,

 

具有全面、权威、兼容性强

等特点,
 

现已被广泛运用于信息学[3]、经济学[6]、
医学[7]、教 育 学[8]等 研 究 领 域.

 

本 研 究 采 用

Bicomb
 

2.0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主要运用其中的

“年份”“关键词”模块,
 

导出其excel格式,
 

绘制文

献计量图表并完成文献计量,
 

并结合网络分析集

成软件(Ucinet)进 行 关 键 词 可 视 化 分 析,运 用

“Visualize”功能进行关键词的知识图谱可视化分

析,
 

结合“Centrality
 

and
 

Power”功能计算关键词

的“弗里曼等级中心度”(Freeman
 

Degree
 

Central-
ity),

 

简称“中心度”.
1.3 知识图谱

引文空间(Citespace)是一款基于引文可视化

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的软件,
 

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华裔学者陈超美教授与大

连理工大学智慧实验室(WISE
 

Lab)共同开发.
 

该

软件能够对引文信息进行梳理、分析,
 

并对其进行

引文数据的可视化分析,
 

具有直观、便捷、重点突

出等特 点,
 

现 已 被 广 泛 运 用 于 信 息 学[3]、计 量

学[4]、管理学[9]、档案学[10]等研究领域.
 

本研究中

采用Citespace
 

5.5.R2进行知识图谱分析,
 

主要

运用其中的“Author”功能和“Citation
 

Burst”功
能,

 

导出其png格式并完成相应知识图谱的绘制.
 

2 发文量、学科、基金与栏目分析

2.1 发文量分析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在1981年

创刊时为年刊,
 

1986年改为半年刊,
 

1988年改为

季刊并延续至今,
 

经由Bicomb
 

2.0统计该刊历年

的发文数量并绘制趋势图(图1).
 

从图1中能够得

出,
 

该刊发文量以2008年为分水岭,
 

分为2个主

要阶段:
 

(1)在1981-2008年间呈现出总体增长

的趋势,
 

尤其是在1981-1998年间发文量增长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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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迅速,
 

后增速逐渐放缓并在2008年达到最大

值,
 

而在2008-2020年间呈现出总体平稳的趋

势,
 

尤其是在2014-2020年间发文量稳步下降并

逐渐趋于稳定;
 

(2)从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来看,
 

采

用一元二次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拟合优度R2=
0.934

 

4>0.800
 

0).
 

这也表明发文量呈现出先增

后稳的大体趋势.
 

图1 年度发文量趋势图

Fig.
 

1 Trend
 

chart
 

of
 

articles
 

in
 

period

2.2 学科分析

统计《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历年刊

文的所属学科情况,
 

主要包括:
 

数学、化学、生物学、
计算机和物理学等15个主要一级学科,

 

将其中相

近学科(如:
 

化学和化学工程、计算机和信息通信、
物理学和电气工程等)进行合并统计后绘制统计图

(图2).
 

图2 学科刊文量统计图

Fig.
 

2 Statistical
 

chart
 

of
 

subjects

从图2中能够得出,
 

该刊刊载的文献所属学

科类型较为集中,
 

且呈现出多学科的特点:
 

(1)刊
文以基础科学研究为主(如:

 

数学、化学、生物学

等),
 

兼有技术科学(如:
 

化学工程、控制工程等)
和应用科学(如:

 

计算机、建筑科学等)方面的研

究,
 

其中数学、化学与化学工程、计算机与信息通

信、物理与电气工程等学科的文章数量较多,
 

分别

为691、683、356、294 篇,
 

占 到 总 文 献 数 量 的

46.04%;
 

(2)从近10年(2011-2020年)的刊文情

况来看,
 

该刊刊载化学与化学工程、数学、计算机

与信息通信、物理与电气工程等学科的文章数量较

多,
 

分别为277、223、160、103篇,
 

该时段内刊载文

献占总量较大的学科有材料、控制工程、建筑科学、
计算 机 与 信 息 通 信 等 学 科,

 

分 别 为 60.00%、

58.52%、50.00%、44.94%
 

,
 

新出现的热点学科

主要有临床医学、食品等学科,
 

分别为38、27篇,
 

此类“新热点”学科的出现与发展值得重点关注.
 

2.3 基金分析

统计《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历年

刊文的所属基金情况,
 

结合普莱斯公式[11](即筛

选出频次≥10.87的部分)绘制统计表(表1).
 

从

表1中能够得出,
 

该刊刊载文献所属基金类型较

为集中,
 

且以国家和省部级的自然科学类基金项

目为主:
 

(1)国家级基金项目主要有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和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分别为993、30
篇,

 

省部级基金项目以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河南

省自然科学基金和河南省教委自然科学基础研究

项目为主,
 

分别为307、285、184篇;
 

(2)自然科学

类基金项目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河南省自然科学

基金和河南省教委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项目,
 

综合

科学类基金项目有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河南省软

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和河南省

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
 

人才类基金项目有河南

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和高等学校骨干教

师资助计划.
 

表1 基金资助量统计表

Tab.
 

1 Statistical
 

table
 

of
 

fund
 

support

名称 等级 频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级 993
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 省部级 307
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 省部级 285

河南省教委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项目 省部级 184
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 省部级 55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国家级 30
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 省部级 29

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省部级 26
高等学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 市厅级 26

2.4 栏目分析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自2007年

对栏目进行汇总整合后,
 

其栏目主要3个类型:
 

(1)常设栏目: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综述

·评论·争鸣.
 

其中:
 

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刊载数

学、化学与化学工程、生物、地理与环境、水产与作

物等学科的文献,
 

应用技术研究主要刊载化学与

化学工程、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物理与电气工程、建
筑科学等学科的文献,

 

综述·评论·争鸣主要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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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前沿与研究进展.
 

上

述文献是该刊的重要基础,
 

具有发文量众多、专业

性和综合性较强等特点,
 

需要进一步提升该栏目

中的文章质量,
 

为该刊今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非常设栏目:
 

主要有淮河流域生态研究、茶学

研究、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物种与环境)、淮河

流域城镇体系研究等.
 

该栏目主要刊载具有区域

特色的淮河流域、茶学或生态学方面的文献,
 

此类

文献是该刊的主要特色,
 

结合学术热点,应加强约

稿、征稿和组稿等相应工作的开展,
 

力求将上述栏

目打造成该刊的“名片”;
 

(3)资讯栏目:
 

主要刊载

该刊编辑部的及时信息,
 

如:
 

学院教师获批项目

课题、学校承办或协办会议的要闻,
 

以及该刊的征

稿启事和总目次等有关内容,
  

起到充分发挥我校

学术信息交流媒介的积极作用.
 

3 作者与机构分析

3.1 作者分析

由Citespace
 

5.5.R2生成作者知识图谱可视

化图(见图2),
 

该图谱主要展示发文量12篇以上

的作者.
 

图3 作者知识图谱可视化图

Fig.
 

3 Visualization
 

graph
 

of
 

authors
 

knowledge
由图2可知,

 

该刊发文量较多的作者有陈彦

光、李红敬、余国忠、黄斌和刘明华等,
 

分别为47、

43、41、39和36篇,
 

作者间合作关系紧密,
 

并且形

成了若干核心作者群:
 

(1)“陈彦光”核心作者群:
 

主要作者有陈彦光、余国忠、刘明华、王义民等,
 

主

要从事城市(城镇)体系、城市与人口、空间结构和

交通网络等方面的研究;
 

(2)“李红敬”核心作者

群:
 

主要作者有李红敬、张苏峰、张伟、张娜等,
 

主

要从事淡水鱼类中鲤形目的年轮特征及其区系等

方面的研究;
 

(3)“杨性坤”核心作者群:
 

主要作者

有杨性坤、胡付欣、刘鹏、钟黎等,
 

主要从事膨胀珍

珠岩、有机蒙脱土的吸附性能、活化能或热分解等

方面的研究;(4)“戴启润”核心作者群:
 

主要作者

有戴启润、王林、施德恒、张东玲等,
 

主要从事势能

函数、离解极限、π介子、光谱常数等方面的研究.
 

3.2 机构分析

统计《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历年

刊文的所属机构情况,
 

结合普莱斯公式[11](即筛

选出频次≥33.42的部分)绘制统计表(表2).从表

2中能够得出,
 

该刊刊载文献所属机构分布较为

集中,
 

且以中部地区的师范院校为主:
 

(1)中部地

区为主:
 

该刊主要刊载中部地区高校的文献(尤河

南省),
 

信阳师范学院、信阳农林学院(前身为河南

省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含
河南省信阳教育学院)发文量最多,

 

分别为1991、

107、96篇,
 

其次,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和河南

大学也有一定数量的文章,
 

分别为90、69、63篇,
 

非中部地区且发文量较多的高校仅有云南大学、宁
夏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

 

分别仅有27、20、18篇,
 

发文量都比较少;
 

(2)师范院校突出:
 

该刊刊载文

献的单位以师范院校尤为突出,
 

信阳师范学院、河
南师范大学、周口师范学院、南阳师范学院、洛阳师

范学院和商丘师范学院均有一定数量的成果,
 

分

别为1991、69、46、25、22和20篇,
 

表明相比于其

他类型的院校,
 

在本刊中师范院校间的学术交流

与合作情况更为活跃.
 

表2 机构发文量统计表

Tab.
 

2 Statistical
 

table
 

of
 

institutions

机构 频次 机构 频次

信阳师范学院 1991 河南大学 63
信阳农林学院 107 周口师范学院 46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96 黄淮学院 45
郑州大学 90 许昌学院 42

河南师范大学 69 武汉大学 42

4 关键词、热点与高被引文献分析

4.1 关键词分析

由Bicomb
 

2.0统计本刊关键词频次,
 

绘制频

次在12及以上的关键词统计表(表3),
 

结合Uci-
net

 

6.6绘制本刊关键词图谱,
 

生成频次在9及以

上的关键词标度排序可视化图(图4),
 

对频次在

30及以上的关键词依据其研究主题,
 

主要学科与

作者等内容进行梳理(表4).
 

从表3、表4和图4
中能够得出:

 

(1)在关键词频次统计表中,
 

合成、
吸附、河南省、稳定性、分形和时滞是频次较高的关

键词,
 

其数值分别为45、40、39、37、27和27,
 

分

形、分维、时滞、稳定性、合成和河南省是中心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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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关键词,
 

其数值分别为38、27、26、21、16和

16;
 

(2)从关键词概况梳理的结果来看,
 

“合成、吸
附、稳定性”(化学),

 

“河南省、分形、分维”(地理),
 

“稳定性、时滞”(数学)和“吸附、分光光度法、膨润

土”(环境)等是本刊主要学科的核心关键词,
 

也是
 

相应学科在本刊中的研究热点,
  

其中部分关键词

表3 关键词频次统计表

Tab.
 

3 Statistical
 

table
 

of
 

key
 

words

关键词 中心度 频次 关键词 中心度 频次
合成 16 45 数据库 2 15
吸附 7 40 提取 5 14

河南省 16 39 区系 14 14
稳定性 21 37 石墨烯 6 14
分形 38 27 GIS 2 13
时滞 26 27 遗传算法 1 13
河南 8 22 数值模拟 1 13

分光光度法 10 20 极限环 7 13
中华鳖 0 18 晶体结构 5 12
膨润土 5 18 鳖 0 12
分维 27 17 周期解 1 12

信阳市 2 16 膨胀珍珠岩 1 12
信阳 8 16 粒子物理 1 12

电化学传感器 3 15 正交试验 4 12
混沌 8 15 温度 3 12

密度泛函理论 6 15 神经网络 2 12
平衡点 14 15

(如:
 

稳定性、吸附等)在不同学科中均有出现,
 

但

其含义存在部分差异.
 

(3)关键词的中心度与频次

间具有较弱的线性关系,
 

频次X 与中心度Y 的关

系式 为 Y=0.536
 

8X -1.692
 

1,
 

其 中 R2=
0.299

 

9.

图4 关键词知识图谱可视化图

Fig.
 

4 Visualization
 

graph
 

of
 

key
 

words
 

knowledge
表4 关键词概况梳理表

Tab.
 

4 Summary
 

table
 

of
 

key
 

words

位次 关键词 相关主题 主要学科 主要作者

1 合成 合成研究,
 

合成与表征 化学,
 

化学工程 张玉霞,
 

高复兴

2 吸附 吸附性能,
 

去除率 环境,
 

化学 曹书勤,
 

刘德汞

3 河南省 河南省,
 

城市体系 农业经济,
 

旅游经济,
 

地理 刘明华,
 

高军波

4 稳定性 平衡点,
 

存在性 数学,
 

化学 李学志,
 

王娟

5 分形 城市体系,
 

城镇体系,
 

交通网络 地理,
 

社会,
 

城市经济 陈彦光,
 

单纬东,
 

余国忠,
 

刘明华

6 时滞 阶段结构,
 

Hopf分支,
 

全局吸引 数学,
 

生物,
 

生态 王霞,
 

宋强,
 

师向云,
 

杨金根

7 河南 河南省,
 

旅游业,
 

信阳地区 生物,
 

地理 卢东升,
 

戴慧堂,
 

陈志秀,
 

赵天榜

8 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法,
 

显色反应 化学,
 

环境 韩金土,
 

赵桦萍,
 

白丽明,
 

吕艳阳

9 中华鳖 中华鳖,
 

组织学研究 水产,
 

生物,
 

基础医学 赵万鹏,
 

鞠长增

10 膨润土 膨润土,
 

改性膨润土,
 

吸附性能 环境,
 

矿业,
 

化学 杨莹琴,
 

张秀兰

11 分维 城镇体系,
 

城市体系 地理,
 

交通运输 陈彦光,
 

刘明华

12 信阳市 信阳市,
 

潢川县,
 

信阳地区 环境,
 

农业经济 余国忠,
 

刘明华

13 信阳 信阳地区,
 

信阳市,
 

河南省 生物,
 

区域经济 卢东升,
 

张伟

图5 突现词可视化图

Fig.
 

5 Visualization
 

figure
 

of
 

citation
 

bursts

4.2 热点分析

运用Citespace
 

5.5.R2所生成的突现词可视

化图(图5),
 

图谱主要展示强度在前17位的突现

词.
 

从图5中能够得出,
 

1992年迄今该刊突现词

都呈现出较好的阶段性和连续性.
 

(1)强度最大的

突现词“分形”:
 

陈彦光、刘明华、单纬东等学者就

城市地理中的分形理论模型展开讨论,
 

丰富并完

善其在城市位序-规模、城市结构形态、城市人口密

度以及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等方面的具体应用;
 

(2)
出现最早的突现词“极限环”:

 

宋新宇就Lienard方

程中的极限环存在性定理展开讨论,
 

并论证了其

在“食饵具有常数存放率”的生物数学相关研究中

的具体应用;
 

(3)持续最久的突现词“积分半群”:
 

梁本中、李学志、张显文和刘若慧等学者先后对积

分半群的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进行研究,
 

尤其讨

论了其在排队系统和人口发展方程等有关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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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前景;
 

(4)同时出现和消失的突现词词对

“淡水鱼类”+“区系”“石墨烯”+“电化学传感器”:
 

a.
 

李红敬、孔令葆等学者对淡水鱼类区系及其区

系复合体进行研究,
 

尤其指出濒危鱼类保护在生

物多样性保育计划的重要性,
 

b.许春萱、王玲玲、
刘雪、刘彦明等学者运用电化学传感器对石墨烯及

其衍生物的制备、性能与应用进行研究;⑤出现最

晚且唯一的地名突现词“河南省”:刘明华、高军波、
陈彦光、王义民等学者就河南省的城市化进程与城

市体系建设展开讨论,尤其在河南省农村贫困与脱

贫、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有一定成果.
4.3 高被引文献分析

引文计量中存在所谓的“二八定律”,即:在总

文献中较为重要的高被引文献只占其数量的一小

部分,主要表现为[12]:(1)占据文献总数较少的高

被引文献贡献了较多的引用量(被引频次);(2)高
被引论文对总被引频次的贡献呈现出指数上涨的

趋势;(3)在核心期刊中也存在大量的低被引或零

被引论文.对该刊的高被引文献进行分析,能够为

期刊适时调整报道计划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研究统计了近40年来该刊30篇高被引文

献的概况,其中:(1)从年份来看,高被引文献集中

在1998-1999年与2002-2004年间,近10年

(2011-2020年)仅在2016、2017年各出现1篇;
(2)从专辑来看,以理工A(数学物理力学天地生)、
理工B(化学化工冶金环境矿业)和文史哲(尤地理

学)专辑为主,其数量分别为30、7和5;(3)从专题

来看,以地理类(含地理、旅游、气象学、自然地理学

和测绘学)、化学化工类(含无机、有机与燃料化工,
化学)和生物学专题为主,其数量分别为9、6和4;
(4)从类型来看,实证类研究、理论类研究与综述类

研究的比例为14∶9∶7,但在被引量最高的前15
篇文献中,理论类研究与综述类研究的比例分别为

33.3%和40%,因此理论类与综述类研究更易成

为高被引文献,也有助于提升期刊自身的综合影响

力;(5)从作者来看,单篇论文被引频次最高的作者

是戴智敏,高被引论文最多的作者是陈彦光(8
篇).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基于《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近40
年(1981-2020)的引文数据,采用Bicomb,Ucinet
和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

并获得以下主要结论:
(1)该刊发文量经历“总体增长-总体平稳”的

2个阶段;学科以数学、化学与化学工程、计算机与

信息通信等为主,且材料、控制工程、临床医学、食
品等学科发文量增长较快;基金以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河南省科技攻关计划、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等

国家和省部级的自然科学类基金项目为主;常设栏

目主要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综述·
评论·争鸣.

(2)该刊刊载文献的作者及其所属机构均呈现

出集中趋势,已初步形成“陈彦光”“李红敬”“杨性

坤”“戴启润”等多个核心作者群;发文机构以中部

地区的师范院校为主,且师范院校内部在该刊的学

术交流与合作情况更为活跃.
(3)该刊刊载文献的关键词中,合成、吸附、河

南省、稳定性、分形和时滞等词的频次较高,分形、
分维、时滞、稳定性、合成和河南省等词的中心度较

高,其中心度与频次间具有一定的线性关系,主要

学科的核心关键词有“合成、吸附、稳定性”(化学),
“河南省、分形、分维”(地理),“稳定性、时滞”(数
学)和“吸附、分光光度法、膨润土”(环境);该刊突

现词都呈现出较好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其强度和时

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高被引文献满足“二八定

律”,主要集中在1998-1999年与2002-2004年

间,且理论类与综述类研究更易成为高被引文献.
5.2 相关讨论

(1)高校学报期刊在高校科研人才培养、优势

学科建设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13],相较于专业学

术期刊,其具有的多学科综合性特点,反而易成为

其发展的桎梏,具体表现为:对学术热点的敏感度

不足、综合影响力不强、影响因子与被引频次较低

等.因此对高校学报的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
能够对期刊所刊载海量文献进行更加清晰和直观

地展示,也有助于发现期刊中诸如作者合作、关键

词联系等内容的具体情况,并为期刊的未来发展趋

势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
(2)本研究立足于大数据可视化技术,主要以

高校学报为例,就综合学术期刊在较长时段内刊载

文献所具有的多学科综合性特点,并尝试进行多软

件间的优势互补:既有研究多采取某一具体主题,
其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等内容均较为紧密,进行文

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的困难较小且效果较好.本
研究事实上丰富了高校学报期刊所运用的文献计

量与知识图谱分析的技术路径,并为其他综合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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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进行相似研究提供一定的可行思路[14].但本

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一是考虑到现有的可行技术

路径不多,仅采用一部分可视化分析软件进行尝

试,也未能进行上述内容的相互验证[3-6];二是主要

以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为例展开研究,而高校学报

哲社版[15]、教育版[16]的深入讨论则有待后续进一

步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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