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图书馆高影响力论文特征分析 

肖荣荣  刘亚丽  东北林业大学图书馆   

摘要    本文对近十年数字图书馆研究论文从数量及被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对其中高频被引

文献进行特征分析，通过对论文外部特征分析，得出了数字图书馆高影响力论文的核心研究

群体，核心期刊、核心机构，以及基金、学科分布情况；借助 SPSS、Ucinet 软件对论文关键

词进行聚类分析、绘制关键词网络关系图，研究了数字图书馆高影响力论文研究主题的变化

情况。  

关键词     数字图书馆 ;      文献计量 ;    聚类分析;    共词分析  

1   数据来源和 处理方法  

本文以 CNKI 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检索工具，选取 2003——2012 年数字图书馆研

究论文为样本，以“主题”为检索项，“数字图书馆”为检索词，在专业检索栏目里，输入

检索表达式“ SU= "数字图书馆 "”，检索时间段设为 2003—— 2012 年，共检索到研究论文 20463

篇 [检索时间：2013‐11‐25 ]，对被引频次进行统计时，对检索表达式按需要进行修改，如“ SU="

数字图书馆 " and    CF=2”即为“主题为数字图书馆，被引频次=2”的研究论文进行检索。  

本文借助 EXCEL 作为基本数据分析处理工具，完成基础数据的一般分析，借助文献题录

信息统计分析工具 SATI3.2【6】进行词频统计、共词分析，利用 SPSS、Ucine t 软件对共词分析

结果进行聚类、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 

2   论文数量及 被引情况分析  

2 .1   论文数量及被引基本情况  

数字图书馆研究论文从论文数量上来看，这十年间，共有研究论文 20463 篇，年均 2046

篇   。从被引情况上看，共有 12961 篇文献被引 77628 次，篇均被引 3 .79 次，被引率 63 .34%。

从论文篇数、被引篇数、被引频次的逐年变化规律上看，论文产出量随年份差异并不明显，

表明了近年来数字图书馆主题研究文献的稳定性。被引情况随年份差异较大，2007 年前的被

引率基本都在 70%以上，2011 年和 2012 年被引率相对较低，分别为 47.74%和 27 .38%。符合

文献被引频次与发表时间长短成正比的规律。  

2 .2   单篇文献被引分析  

单篇文献被引频次，是该文献质量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测度。通常情况下，单篇文献被

引频次与其质量及学术影响力成正相关。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区域划分的原理，我们将被引频次百分比进行三等分，可以将数据分

为三个区域：核心区：被引次数为 1—6 次，有 9694 篇文献被引用，共 24660 次，占总被频

次的 31.77%；相关区：被引次数为 7-19 次，有 2556 篇文献被引用，共 27643 次，占总被引



频次的 35.61%；非相关区：被引次数 19 次以上，有 711 篇文献被引用，共 25325 次，占总

被引频次的 32.62%；可以发现此时各区期刊数量恰好成 1:n:n2（n≈3）的关系，表明数字

图书馆研究论文被引频次分布符合布拉德福定律的文献集中与分散分布规律。 

被引篇数随被引次数变化的规律，这种较少的高被引论文拥有较多的被引次数现象与长

尾理论非常相似，说明少数高频被引文献仍是该领域高质量、高水平期刊的主要贡献者。 

3  高频被引文献外部特征分析  

3.1   作者分布  

对数字图书馆主题研究被引 20次以上文献进行作者分析，共有 811 位作者，总出现频

次为 1628 次，高被引论文作者排名前 60 位中张晓林出现 23 次，频次最高，其次是吴慰慈

17 次、杨宗英 17 次，赵继海 13 次。 

3.2   期刊分布  

对数字图书馆主题研究被引 20次以上的高影响力论文进行期刊分布统计，《中国图书馆

学报》和《图书情报工作》被引论文最多，分别为 119 篇、99篇，分别占高频被引文献的

10.90%、9.07%，其次为《大学图书馆学报》占比 8.52%，《图书馆论坛》占比 7.51%，《现代

图书情报技术》占比 7.33%，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共占总高频被引文献的 85.71%，这些期刊

构成了数字图书馆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期刊，说明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是数字图书馆研究

的核心载体。 

3.3 机构、基金、学科分布  

对数字图书馆主题研究被引 20次以上的高影响力论文分别进行机构、基金、学科分布

统计。从机构分布上看，主要以高校、研究院为主，图书馆比较少。排名前三所机构共占高

频被引文献的 37.78%，分别是武汉大学共有 104篇，占比 15.78%，北京大学 87篇，占比 13.2%，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58 篇，占比 8.80%。与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南京

大学共占高频被引文献的 52.50%，成为数字图书馆研究的核心机构。    

从基金分布上看，国家社科基金有 37 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4 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发展计划（973 计划）11 篇，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6 篇，说明了高被引论文的

研究水平较高。  

从学科分布上看，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学科所占比例最大为 84.26%，其次是计算机软

件及计算机应用学科 45.42%，比例中各学科比例之和大于 100%，说明多数论文属于交叉学

科，尤其是图书情报与计算机这两个学科的交叉，反映出数字图书馆研究是这两个学科跨学

科应用比较高的主题。 

4 高频被引论文内部特征分析  

从数字图书馆研究内容分析的角度研究，基于以上 3.1中论文被引情况的数据，可以看  



出论文被引情况随年份的变化较大，如果单纯从被引频次由高到低截取数据，就会得到 2003

——2006 年的数据量很大，近年来出版时间短主题又比较新的研究论文由于被引频次较低而

被忽略的结果，所以单纯从从被引频次由高到低截取数据进行内容分析的方式是不可取的。

4.1 关键词词频分析 

词频分析法是利用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

献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文献计量方法。经过前五年与后五

年的词频统计：数字图书馆、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个性化服务、资源建设、资

源共享、数字化、知识管理、知识产权等关键词在数字图书馆研究领域一直处于热点状态，

出现在文献中的频率比较高。元数据、复合图书馆、网络环境、数字参考咨询、互操作等关

键词在前几年处于研究热点，后几年对其研究下降或停滞不前，出现在文献中的频率呈递减

或停止状态。云计算、手机图书馆、Web2.0、移动图书馆、泛在知识环境、泛在图书馆等关

键词前几年出现在文献中的频率较低，近年来频率激增，相关研究逐渐深入。 

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单从关键词的频次上不能准确反映数字图书馆高影响力论文的内部特征，利用共词聚类

法进行分析，通过文献计量和聚类统计的方法，计算主题词之间的联系密切程度，把相互间

在一块讨论得比较多的主题词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个类团。我们将关键词共现矩阵导入到

SPSS19 .0 中进行系统聚类，采用组间联接的聚类方法，度量标准采用平方 Euclidean距离，

根据关键词间的距离，将相似的关键词结合在一起，以逐次聚合的方法将关键词词分组，得

到聚类结果。 

2003——2007 年关键词聚类结果分为 8 大类，2008——2012 年关键词聚类结果分为 7

大类，将两阶段的聚类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信息服务与个性化服务研究始终是这十

年中的研究热点，而且都是最大的类团，前五年中信息服务与个性化服务主要以数字图书馆

的数字信息资源建设与网络、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为依托，而近五年的信息服务与个性化服务

主要以云计算、网格、数据挖掘、Web2.0 技术为依托。利用云计算平台，可以使大量数字图

书资源存储于云服务器中，用户通过浏览器接入“云”端存储器自行选择所需资源，进行信

息资源的整合、组织、关联、导航甚至可视化服务【7】，用户利用各种Web2.0 技术参与互联

网活动并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可以为用户提供更深层次的个性化服务。 

其次，近五年来移动图书馆、泛在知识环境的研究迅速发展，成为第二大类。移动图书

馆通过对  3G、WAP  以及服务模式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实践应用与理论研究并重的特点，

依托 3G技术、无线网络和智能手机终端，手机图书馆可以改变以前单一服务方式，向WEB

浏览、多媒体数据传输、可视化通信等无线互联网模式发展。数字图书馆普及所产生的泛在

知识环境的特点，使泛在知识环境与泛在图书馆成为又一研究热点，有学者认为图书馆需要

重新定位向“知识社区”发展。 



4.3  关键词网络分析  

某一主题领域内的关键词共现，实际上会形成一个虚拟的关键词网络。在虚拟的关键词

网络中，由于是否共现和共现频次的不同，每个节点在网络中具有不同的地位，承担不同的

角色。通过对关键词网络的分析,可以发现隐藏在真实关系网背后的关系网络，它对于了解一

个研究主题的成熟度、知识结构、研究的规模等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8】。  

本文利用 Ucinet 软件作为数据处理工具，将关键词网络的特征定量化，绘制出关键词共

现网络。 

5  结论  

本文对数字图书馆高影响力论文的研究从论文总体及被引情况、外部特征、内部特征上

分别进行数据统计、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这十年间，数字图书馆研究文献总量较为稳定，共有研究论文 20463 篇，年均 2046

篇   ，共有 12961 篇文献被引 77628 次，被引率 63.34%。被引情况随年份差异较大，前五年

的被引率很高，近两年被引率相对较低，符合文献被引频次与发表时间长短成正比的规律，

且少数高频被引文献仍是该领域高质量、高水平期刊的主要贡献者。 

（2）高频被引论文外部特征： 

从作者分布上看，共有 811 位作者，总出现频次为 1628 次，形成了张晓林等人以数字

图书馆技术、吴慰慈等以图书馆学理论为主的几大研究阵营，成为了推动数字图书馆发

展的强大动力。从期刊分布上看，《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图书情报工作》被引论文最多，

分别占高频被引文献的 10.90%，9.07%，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共占总高频被引文献的 85.71%，

构成了数字图书馆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期刊。 

从机构分布上看，主要以高校、研究院为主，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

报中心共占高频被引文献的 37.78%，成为数字图书馆研究的核心机构。从基金分布上看，国

家社科基金有 37 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4 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11

篇，说明了高被引论文的研究水平较高。从学科分布上看，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学科所占

比例最大，其次是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学科，很多论文属于图书情报与计算机这两个学

科的交叉领域，反映出数字图书馆研究是这两个学科跨学科应用比较高的主题。  

（3）高频被引论文内部特征： 

从关键词词频的变化趋势上可以大致反映出数字图书馆研究的发展动向。第一类关键词

一直处于热点状态，如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知识管理等，第二类在前几年处于研究热点，

后几年对其研究下降或停滞不前，如元数据、复合图书馆等，第三类在前几年出现的频率较

低，近年来频率激增，如云计算、手机图书馆、Web2.0 等。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受到互联网、信息通讯技术的巨大影响；信息

服务始终是研究的重点，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不断深入，从数字信息资源的存贮、获取、用

户界面、应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而使数字图书馆的系统平台、资源建设、信息服务

方式，用户信息行为相应发生一系列变革。（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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