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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知识图谱在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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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知识图谱是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领域的重要研究
成果。本文利用引文分析、共被引分析、多元统计分析、词频分析

方法以及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以可视化的图形展示科学知识的

结构、热点和趋势。认为将科学知识图谱应用于科技期刊编辑工

作，能对期刊选题策划、遴选审稿专家等提供重要参考。强调科技

期刊编辑应加强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理论的学习，熟悉先进的信

息处理软件，并正确认识科学知识图谱在编辑工作中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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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科学知识图谱及其功能

　　近年来，科学计量学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
极大的推进，科学知识图谱已成为科学计量学研究的热

点之一。科学知识图谱是指对大量科学文献新信息，借

助于统计学、图论、计算机技术等手段，以可视化的方式

来展示科学学科体系的内在结构、学科特点、研究前沿等

信息的一种计量学方法。其描述的对象主要包括科学技

术活动中从事知识生产的人、作为知识载体的论文、期

刊、显性或者可编码化的知识，以及科学研究过程。其基

本原理是基于文献单元（科学家、引文、机构、关键词、期

刊等）的相似度分析，根据各种数学和统计学的原理来绘

制科学知识图谱。科学知识图谱已经历了从二维图表、

三维构型（３ＤＣＮ）、多维尺度图谱（ＭＤＳＭ）、社会网络分析
图谱（ＳＮＡＭ）、自组织映射图谱（ＳＯＭ）、寻径网络图谱
（ＰＦＮＥＴ）等几个发展阶段［１］。

科学知识图谱的绘制过程大体包括以下 ４个环

节：１）数据准备阶段。即确定和获取原始数据，形成
原始数据空间。一般是从数据库中下载相关主题的文

献信息。２）数据提取阶段。从原始数据中析取需要
可视的数据，形成可视化数据空间，即通过软件形成共

作者、期刊共引、共词等计量单元的共现矩阵。３）可
视化映射。即采用一定的映射算法把可视化数据空间

映射到可视化对象［１８］。４）借助于相关学科的背景知
识，对形成的科学知识图谱进行深入解读。

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

汤姆逊公司的科学引文索引（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该数据
库整合了ＳＣＩ、ＳＳＣＩ、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ｄｅｘＳｃｉｅｎｃｅ等大型知名数据库，所收录的期刊都经过
严格的遴选，来源期刊及数据库均具有国际性、权威性

和前沿性；因此，利用该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绘制科

学知识图谱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当然，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等

中文数据库也是绘制知识图谱的主要数据源之一。

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主要软件有 ＳＰＳＳ、Ｕｃｉｎｅ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ｔｅｃｈ．ｃｏｍ／）、Ｂｉｂｅｘｃｅｌ、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ａｇｅｓ．ｄｒｅｘｅｌ．ｅｄｕ／～ｃｃ３４５）等，后三者均
是仅用于学术研究的免费开放软件，都可以在 Ｇｏｏｇｌｅ
中检索到并下载。这些软件的界面简捷友好，使用方

法简单，便于学习掌握。

科学知识图谱广泛应用于科学学研究，如研究学

科发展历史，确定学科前沿和热点、主流研究群体、代

表性人物、主流期刊、热门论文等。科学知识图谱在科

技期刊编辑工作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帮助编辑了解

与本期刊报道主题密切相关的国内外学术动态，识别

主要的研究团队；为审稿专家提供判断待审论文的创

新点的重要参考，便于把握撰写审稿意见的尺度；帮助

期刊编辑辨识高影响力作者和研究群体，利于遴选和

邀请研究方向一致或接近的审稿专家，以进一步优化

审稿队伍。

２　科学知识图谱应用举例

　　以我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中所列示的生
物前沿技术之一的干细胞组织工程技术为例，来介绍

这种方法的使用。

利用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中的ＳＣＩ数据库和ＣＰＣＩ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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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 为 数 据 源，以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与 “ｈｕｍａｎ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作为关键词，选择逻辑关系符“ＡＮＤ”，对
数据库进行高级检索，检索时段选择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
一共有１２８０条文献记录。通过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自带的
分析工具来分析，得到该领域发表论文数量随时间的变

化趋势以及国别分布，得知该领域进展较快，美国以近

４０％的比例高居各国之首，中国的份额为７％，表明中国
已经在该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距离美日英德等

科技强国仍有一定差距。再将数据导入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
执行操作程序后，生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共词关系知识图

谱，见图１。其中，图谱的颜色对应于关键词共现的时间，
节点圈越大表明共现次数越多。组织工程（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干细胞（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体外培养（ｉｎｖｉｔｒ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分化（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骨髓基质细胞（ｍａｒｒｏｗ
ｓｔｒｏｍａｌｃｅｌｌ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移植（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软骨（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等是国际学
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

图１　共词分析图（ＳＣＩ，ＣＰＣＩＳ）

为比较中文文献的研究状况，我们还可以利用中

国知网ＣＮＫＩ中的期刊全文数据库分别用“干细胞”
“组织工程”“人体组织”进行主题搜索，时段范围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共检索到２１１１条数据，然后对文中关
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对出现频次较高的前５０个关键词
利用自编软件作关键词共现分析。再用社会网络分析

软件Ｕｃｉｎｅｔ绘制科学知识图谱，见图２。

图２　ＣＮＫＩ５０个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经比较我们发现，中外文献在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基本一致。

此外，还可以从文献共被引角度来探索在干细胞

组织工程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具体数据导入方法

略。知识图谱中生成的引文聚类共有４个（见图３），
即：知识群１———干细胞分化与移植；知识群２———骨
髓干细胞与组织工程；知识群３———各类干细胞在人
体组织中的作用；知识群４———组织工程技术应用。

期刊的特色是期刊持续发展的基础，主要体现在报

道内容上，因此，选题尤为重要。科技期刊只有围绕期刊

定位和特色，并根据学科发展特点进行选题，不断扩大学

术影响，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９］。科学知识图谱展示

的丰富信息，为编辑在期刊定位、栏目设计、选题重点等

方面提供了重要参考。作为专业期刊，如果仅凭编辑部

或者编委会主观的定性把握，有时难免会有失偏颇。

通过对图３中的关键节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进一
步了解哪些学者是该领域的权威科学家，哪些文献是重

要文献。对这些引领学术发展方向的权威科学家，我们

可以借助谷歌学术搜索（Ｇｏｏｇｌｅｓｃｈｏｌａｒ）来进一步了解他
们的工作机构和联系方式，从而为学术期刊寻找合适的

中外审稿人提供可靠的保障，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以往期刊选定的审稿人要么不是该领域的权威，要么就

是长期不在科研一线，最终影响审稿质量的弊端［１０１１］。

同时，期刊编辑通过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可以在初审阶段

对来稿的创新性、是否与国际前沿保持一致进行大致判

断，进而决定下一步的审稿安排。

图３　文献共引分析聚类图

此外，如果在外审阶段，把某一领域的科学知识图

谱连同待审论文一并提供给审稿专家，也将极大地减

少或避免某些评审专家囿于思维定势或由于精力有限

而难以充分了解该领域大量文献，导致待审论文在科

学性和创新性方面评判的失误。

３　科学知识图谱应用需注意的问题

　　科学知识图谱以大量文献为基础，基于词频分析、
共词分析、共引分析、多元统计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

技术手段，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科学技术领域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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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热点、主流群体等信息，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绚

丽、直观的知识画卷，也为学术期刊提供了一把打开了

解学科发展动态的钥匙。可见，发挥和拓展科学知识

图谱的功用，必将对科技期刊编辑提出了更高的业务

要求。当前，各类重要数据库的使用变得越来越方便，

并且各种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工具简单易学，这为科

学知识图谱在编辑工作中的普及应用提供了可能。当

然，以下几个问题仍需要引起注意。

３１　增强编辑工作创新意识　创新是科技期刊事业发
展的源动力。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大量高效

的编辑工具和编辑平台出现，极大地提高了科技期刊的

编辑效率。编辑工作中软硬件条件的改善并不能必然

地保证科技期刊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提高。编辑人员

在遵循基本编辑规律的同时，应不断强化科技期刊在科

学交流系统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重要性的认识，增强编

辑工作的历史使命感。积极创新编辑思路，开阔编辑视

野，熟悉各种现代化的编辑软件，提高新技术新手段导

入编辑流程的主动意识，从而进一步提高选题策划能

力、对稿件创新性的识别能力和新知识传播的时效性。

３２　加强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理论及最新研究成果
的学习　要提高科技期刊的编辑质量，科技期刊编辑
不仅仅要注意编辑学理论和编辑实务的学习，而且要

不断吸收与编辑工作密切相关的各学科知识。科技期

刊编辑是不断与科学技术最新成果、学术专家和科学

技术共同体近距离对话的特殊群体，如果不能深刻洞

悉科学技术的内在特征、社会功能和发展趋势，就不可

避免地影响编辑在科学技术交流系统中主体性功能的

充分发挥，进而影响期刊的编辑质量。科学学是一门

从总体上研究科学技术体系的结构、特征和发展规律

的跨学科群，而科学计量学作为科学学重要的方法性

学科，对推动科学学的发展具有根本性作用。科学知

识图谱既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科学计

量学的研究前沿，它的萌生与发展对科学学及其相关

学科的影响是深远的。科技期刊编辑应不断通过自

学、培训、攻读学位等渠道，及时了解并掌握科学学和

科学计量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提高科学学理论素

养，深化对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以及编辑工作本质的认

识，塑造学习型编辑的形象，锤炼学者型编辑的气质，

真正扮演好科学技术成果“守门人”的角色。

３３　正确认识科学知识图谱对编辑工作的辅助作用
　科学知识图谱的功能无疑是强大的，应用于科技期
刊编辑工作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是，我们仍然要

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先进的工具和技术手段，都不能完

全取代科技期刊编辑在整个编辑流程中的主体地位，

编辑也不应该完全摒弃独立的编辑思想，而完全依赖

某种新技术。“洞见”和“齐物”仍然是科技期刊编辑

所追求的境界［１２］。科学知识图谱能否在期刊编辑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取决于编辑是否熟练掌握了

科学知识图谱的有关理论和软件使用方法，另一方面

还要求编辑具备很强的专业背景知识，否则很容易误

读图谱、错读图谱，给编辑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对审稿

专家，编辑也应务必说明为其提供的谱图仅供审稿时

参考，以免干扰专家审稿。

４　结束语

　　科学知识图谱导入科技期刊编辑工作是一个新生
事物，提倡科技期刊编辑们大胆尝试，扬科学知识图谱

之长，弃其可能之短，使之能在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中发

挥应用的作用。

５　参考文献

［１］　刘则渊，陈悦，侯海燕．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１２１

［２］　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Ａ．Ｔｈｅ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ｏｖｅｒ
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５０ｖｏｌｕ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Ｊ］．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
ｒｉｃｓ，２００２，５３：３２０

［３］　ＢｒａａｍＲＲ，ＭｏｅｄＨＦ，ＶａｎＲａａｎＡＦＪ．Ｍ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ｂ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ｃ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ｗｏｒ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Ⅰ．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Ｊ］．ＪＡＳＩＳ，１９９１，４２（４）：２３３２５１

［４］　ＳｍａｌｌＨＧ，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ＢＣ．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ｓＩ：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ａｎｄｇｒａｐｈｉ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ｉｅ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７４，４（１）：１７４０

［５］　ＭｃＣａｉｎＫＷ．Ｍａｐｐ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Ａｍ
ＳｏｃＩｎｆｏｒｍＳｃｉ，１９９１，４２（４）：２９０２９６

［６］　ＷｈｉｔｅＨＤ，ＭｃＣａｉｎＫＷ．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ａ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ａｎａｕ
ｔｈｏｒｃ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７２—
１９９５）［Ｊ］．ＪＡｍＳｏｃＩｎｆｏｒｍＳｃｉ，１９９８，４９：３２７３５５

［７］　ＭｃＣａｉｎＫＷ．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ｓｉ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ｐａｃｅ：ａ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Ｊ］．ＪＡｍＳｏｃＩｎｆｏｒｍＳｃｉ，１９９０，４１（６）：
４３３４４３

［８］　ＣｈｅｎＣ．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ＩＩ：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Ｊ
ＡｍＳｏｃＩｎｆｏｒｍＳｃｉ，２００６（３）：３５９３７７

［９］　王卫霞．新时期科技期刊编辑的选题意识［Ｊ］．编辑学报，
２００８，２０（３）：２０３２０５

［１０］李云霞．加强审稿专家队伍的动态管理［Ｊ］．编辑学报，
２００５，１７（１）：６６６７

［１１］陈斌．专家审稿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Ｊ］．编辑
学报，２００６，１８（６）：４４９４５０

［１２］李树华．科技期刊编辑的高境界：洞见和齐物［Ｊ］．编辑学
报，２００９，２１（１）：８９９０

（２００８０７１６收稿；２００８０８２９修回）

８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