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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文献调研中存在的问题



文献调研方法的改进

直接检索：直接检索高引用文献

• 引用量并不能完全体现出文献的价值

• 无法判断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

绘制表格：利用excel等绘制表格

• 适合于对机构和国家的评价

• 无法找出关键的文献和彼此的关系

绘制图谱：对文献结果进行可视化

• 三大问题



图谱绘制中的难题

Q1:如何展现出学科发展的动

态轨迹

Q2.如何让复杂的图谱简单明

了

Q3.如何找出关键的文献：中

心点、爆发点、枢纽点



Part2：
CiteSpace的解决方法



• CiteSpace是由德雷塞尔大学陈朝美
（Chaomei Chen）2004年研发的一款
着眼于分析科学分析中蕴含的潜在知识，
是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可视化背景下逐渐
发展起来的一款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由
于是通过可视化的手段来呈现科学知识的
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因此也将通过此
类方法分析得到的可视化图形称为“科学
知识图谱”。

• 组成：Java运行环境、Jar程序

• 对电脑配置要求较高，建议使用台式机

• 学习资料：陈超美教授和李杰教授的博客、
CiteSpace中文版指南、微信公众号“科
学知识前沿图谱”、有关文献CiteSpace简介



从CiteSpace界面说起

项目及数据
位置

时间切片（抓拍频率）

分析节点类型

阈值

修剪方法



CiteSpace可视化原理

前后对比图

视频或动画

连拍组合



分析节点类型的不同

研究机构分析 关键词分析 共被引分析



Pathfinder算法的效果

修剪前 修剪后



Part3：
桥梁健康监测的科学知识图
谱



以机构为目标进行分析



以机构为目标进行分析
浙大被引用的文献 引用信息

爆发点

被引文章的具体信息

为什么是关于隧道监测的文章？ 光纤传感器在桥梁上应
用的相关文献大多引用
了这篇文章



以共被引文献为目标进行分析

年轮以紫色蓝色为主，
虽然引用数多但最近
引用数很少

年轮从紫色到黄色
都有，是一个持续
的学术热点

连线表示共同被引用，线越粗
代表一起被引用的次数越多



以共被引文献为目标进行分析

学术前沿
文献

突然复活
的文献



以共被引文献为目标进行分析
通过聚类，将文献分为几大类，找出中心文献和枢纽文献

由于研究领域较为接近，图谱
较为杂乱，重叠

通过时域图，理清各个研究区
域的关系



以共被引文献为目标进行分析

横轴为文献出现的时间
每一根横轴上的文献代表一个聚类
连线表示同时被引

学术新热点，
但研究内容
不甚明确

有过高峰，
但学术热
度下降

本领域的核心，
但和其他领域
交叉较少



以共被引文献为目标进行分析

聚类
号

文

献

总
数

中心
度

平均出
现时间

LSI算法得

到的关键
词

LLR算法得到的关键词

该聚类的主要文献

1.利用一种地球物理中采用的算
法，直接识别出结构自然频率的
永久变化，减少系统的训练时间,
实现持续监测
2.利用自动模态识别和自动更新
有限元模型，对结构持续监测其
损伤
3.利用人工神经神经网络探伤
4.自动的模态识别系统和追踪在
铁拱桥上的应用



文献的具体内容

文献枢纽点,被多个领
域同时引用

以共被引文献为目标进行分析



Part4：
总结



总结

• 在展示学科发展过程的同时保
持了足够的细节

• 全面展现了一篇文献对学术界
的影响，找出了学术发展过程
中的中心点，枢纽点和爆发点

• 找出了不包含在原有数据库中
的重要文献，拓宽了学术视野
和跨领域交流

优点

• 支持的数据库类型有限，目前
仅对SCI有较为良好的效果

• 对于聚类的命名还需要改进

• 对于图谱的解读仍需要足够的
专业知识

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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