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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知识图谱学术研究脉络：2004-2010

摘要：文章沿着国内知识图谱的研究历史主线，总结了2004-2010年国内学术期刊网上所发表的有关知识

图谱的研究成果，着重揭示了知识图谱研究的主题以及其发展脉络，最后作出简要综述，并指出当前研究中存

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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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科学知识图谱），

是一个以科学学为基础，涉及应用

数学、信息科学及计算机科学诸学

科交叉的领域，是科学计量学、文

献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新发展。

随着科学计量学用图形方式逐步

替代了用数学方式来解释科学知

识及其活动规律，知识地图从显

示科学知识地理分布深入到展现

知识结构关系与演进规律，作为

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

关系的一种图示，知识图谱正在

悄然兴起，而且由于其能够为学

科研究提供切实的、有价值的参

考，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学

科领域[1,2]。

据有关文献介绍，知识图谱的

应用最早产生于美国，最初是应用

于知识地图，后来知识地图在大

量基于数据库的绘制软件推动下，

发展成为知识图谱。2 0 03年，美

国科学院组织的“知识图谱测绘”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大会的召开则标志着专家们对知识

图谱绘制开始了大规模的深入研

究。在该会议上，来自不同领域的

专家发表了20多篇学术论文，介绍

了有关知识图谱的最新研究成果
[2]。自此以后，知识图谱领域的学术

研究逐渐广泛兴起。

国内学者从2004年开始探讨

知识图谱，相关文章数量每年都

有较大增长，目前已经成为科学计

量学领域的研究热点。那么，近7年
（2004-2010）的相关研究都触及了

哪些主题？其主要研究脉络是怎么

样的呢？整体概况又如何？本文试

图通过追踪这7年来关于知识图谱

方面期刊学术论文的发表情况来揭

示其发展脉络。

1 所发表论文的基本情
况

本 文 所 采 集 数 据 样 本 均

来自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在

2004-2010年收录的关于知识图谱

方面的期刊论文。具体方法为：进

入CN K I检索界面，选择“篇名”

作为检索字段，检索词为“知识图

谱”、“知识地图”、“社会网络”、

“可视化”，检索表达式为（篇

名=“知识图谱”or“知识地图”or
“社会网络”o r“可视化”，时间

2004-2010），经人工删除部分不

相干文章，最后得到231篇，每年的

发文量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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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年研究的主题、演
进脉络和整体概况

2.1  近六年的主题演变脉

络的总体表现

由图1可以看出，2004-2007年
期间发文数量呈缓慢上升，属于

探索性研究阶段；从2007年后，发

文量开始大幅度上升。由此可以看

出，知识图谱研究领域目前正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

从发文期刊看，发表这231篇
论文的期刊排名前10位的是诸如

《情报学报》、《科学学研究》、

《情报杂志》、《图书情报工作》、

《图书情报知识》等核心期刊；从

基金资助情况看，“知识图谱”研究

受到了各级基金的广泛支持，特别

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它们资助的论文占了

所有基金论文的近一半。知识图谱

受到了广大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正

日渐成为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从图2-图7可以看出，知识图谱

一开始是从知识地图和科学计量

学发展而来的，到2010年的时候，

知识图谱已经成为最大节点，基本

上所有主题都是围绕其而展开研究

了。

（1）从应用领域方面看：首先

将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方法等应

用到学科领域的是图书情报学，然

后在教育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延

伸出来，接着被广泛地应用于工程

学科领域中。到2010年，知识图谱

的应用已基本上覆盖到大部分学科

领域。

（2）从分析数据来源方面看：

最先使用的大多是国外的WO S
数据源，后来发展到中文数据源

(CSSCI、CNKI)；进一步从数据类

型上看，早期开始分析的是单一的

期刊论文数据，但现在已发展到专

利数据、博客、QQ等虚拟社区数据

分析等多各类型的数据。

（3）从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

看：刚开始时主要采用的是词频分

析、引文分析、多元统计分析，后来

渐渐深入发展为共被引分析、社会

网络分析等。

（4）从绘图软件方面看：刚开

始时主要使用SPSS软件，后来则渐

渐以CIiteSpace、NetDraw、Pajek
等软件为主。

（5）从主要的研究机构分布

看：最先开始这方面研究、目前力

量最强、取得成果数量最多的是大

连理工大学研究团队，但现在已

慢慢扩散到其他各大高校和研究

机构。

（6）从论文的主题看：刚开始

时的论文大多是介绍性、推荐性的

文章，然后慢慢发展为初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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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4-2006)

图4 (200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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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04-2008)

图6 (200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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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后来则以深入应用性的论文

为主，其应用领域有主题发展趋势

研究、学科的内容组成研究、各学

科之间的关系研究、合作网络研究

等，以及一些实际的应用研究。

2.2 各年份的发展情况

（1）2004年：知识图谱的萌芽

阶段

从2004年开始，图情界开始从

引文合作的角度去进行可视化的尝

试。中山大学的胡利勇和陈定权探

讨性地提出了“可以利用计算机系

统设计的方法和工具，把引文网络

以一种直观网络图的形式显示出

来，形成可视化的图谱”[3]的观点。

这可以认为是后来的知识图谱的

雏形。

（2）2005年：知识图谱概念的

正式确定使用

2005年2月，大连理工大学的

陈悦、刘则渊在《悄然兴起的科学

知识图谱》一文中，首次正式使用了

“知识图谱”这个名词，介绍了知识

图谱的发展由来，并就美国各学科

领域专家对知识图谱的研究内容进

行了综述与分析[2]。

其他学者在该年也对知识地

图、社会网络等在情报学的应用进

行了初探。如黑龙江大学庄善洁从

情报学角度谈了知识地图的应用，

介绍了知识地图的概念以及绘制方

法 [4]。武汉大学刘林青发表的《范

式可视化与共被引分析：以战略管

理研究领域为例》一文则采用了多

元统计分析法，从作者同被引分析

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并使用SPSS
统计软件画出了树状图和多维尺度

图[5]。

（3）2006年：知识图谱的介绍

和尝试应用阶段

2006年发表的知识图谱文章虽

然还是以介绍性文章为主，但应用

性文章已有所增加。学者们开始用

一些软件工具进行可视化研究，主

要表现为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

进行多维尺度分析和聚类分析。

从应用学科角度看，科学计量

学的相关学科——科学学、图书情

报学和管理学等则是进行研究的

初步应用领域。武汉大学、南京大

学等学者继续将知识地图、社会网

络可视化分析方法引入到情报学、

知识管理等领域。如：武汉大学的

周宁、张芳芳等从三个角度，即知

识发现的可视化、知识表示的可视

化、知识组织中的可视化，探讨了

可视化方法在知识管理领域的应用
[6]。武汉大学的裴雷、马费成介绍了

社会网络的概念方法和情报学社会

网络研究现状，同时总结出了社会

网络分析在信息科学领域的几个典

型应用[7]。南京大学的邓三鸿、金

莹等则指出了知识地图是进行知识

管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作，探讨

了知识地图构建方法，并以CSSCI
为数据源，构建出了图书情报学的

知识地图[8]。

图7 (200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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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知识图谱方法对学术代表

人物、学术团体等进行描绘也是一

个主要的应用领域。例如：侯海燕、

刘则渊等利用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对

科学计量学、国际科学学两个学科

的学术代表人物、学术研究群体等

进行了描述，界定出本学科领域的

主流学术群体、权威的学术代表人

物以及他们的学术贡献、关注的研

究课题等 [9 -11]。湘南学院的欧阳霞

对EAMOLA机构的成员合作进行

了可视化研究，研究揭示了科研项

目的实施对科研人员合作具有很大

的促进作用[12]。

与此同时，介绍可视化应用软

件方面的文章也开始出现，如：河

南省农科院的李运景等对引文编年

可视化软件HistCite进行了介绍。该

软件是Garfield开发的文献分析工

具，能够从SCI、SSCI、AHCI等引

文数据库中导出含有引文信息的文

献数据，进行计量处理，并能输出

重要文献、作者和期刊的列表，进

而生成引文编年图和引文矩阵，以

直观反映出某一阶段的重要文献及

它们之间的引用关系，这种方式既

有利于图书馆员为用户提供参考咨

询服务，也能帮助专业研究人员跟

踪专业研究的动向[13]。

从研究机构分布方面看，刘则

渊带领的大连理工大学团队发展最

为迅速，总共16篇文章中有6篇出自

该团队。

（4）2007年：知识图谱的初步

应用阶段

2007年，知识图谱的应用角度

开始多元化，如大连理工大学的陈

悦、刘则渊提出可以使用科学计量

学的可视化方法来分析学科结构、

定位以及学科之间的关系等，并以

管理学为例揭示了管理学作为独立

学科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

用呈急剧上升的趋势，还对我国管

理学走向国际学术前沿与学科合

理布局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14]。浙

江大学的潘有能、丁楠则利用知识

图谱构建了图书馆学科知识地图，

画出了与图书馆学相关的交叉学科

图以及学科专家图，揭示了图书馆

学除了与传统的情报学、档案学等

学科具有紧密的联系外，还与管理

学、教育学等密切相关[15]。

应用领域方面也开始有所扩

展，涉及的领域有人类基因组、国

际人因工程、科学知识图谱、创业

型大学、竞争情报等。例如：中国科

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周静怡、孙

坦等根据人类基因组领域中出现的

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共词关系，揭示

了特定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发展

趋势和知识领域的结构[16]。

在研究工具方面，则出现了除

词频统计分析软件（如Bibexcel、
W o r d s m i t h）和多元统计分析

软件（S P S S）以外的新的软件

CiteSpace，它属于多元、分时、动态

的第二代信息可视化技术，其独到

的创新之处在于用CiteSpace绘制

的科学知识图谱，能够显示一个学

科或知识域在一定时期发展的趋势

与动向，形成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

演进历程[17]。例如：大连理工大学

的侯剑华、陈悦、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的张兆锋、张志平等利用

CiteSpace软件可视化方法，以“恐

怖主义”和“战略管理”为主题，从

海量的数据中找到隐藏的模式，借

此对科技文献资源进行深度挖掘，

实现了对科技文献中涌现的趋势和

临时模式的监测功能[18,19]。

从研究机构角度看，大连理工

大学的研究成果仍然独占鳌头，占

总数的11/19，其他研究机构都是

零星出现一次。在来源数据类型方

面，则出现了关于专利文献和跨地

区学科合作网络方面的可视化图

谱。

（5）2008年：知识图谱的应用

进一步增加

在这一年中，关于知识图谱方

面的应用进一步增多，且图谱研

究深度有所增加，主要表现为可视

化绘图软件以及图谱类型开始多

样化，打破了以前的都是以SPSS
绘制的多维尺度图谱为主的局面，

CiteSpace、Pajek、Netdraw等绘制

的图谱开始平分秋色。除上述几种

软件工具外，还出现了自组织映射

图谱，这是一种智能型可以超链接

的图谱，即点击其中某一点，即会自

动出现与此点为基础的树状扩展

图。南京大学的朱学芳、周挽澜利

用此原理自编软件，实现了此类图

形的可视化，并以“图情界的作者

共被引”为例，画出了图谱；该系统

还实现了人机交互，支持人工监督

下的连续分析，这是对人工智能型

可视化分析的尝试[20]。

另外，数据来源方面也有拓

展，已从单一的国外WOS数据库发

展到包括CNKI、CSSCI、维普等

的多种数据库，除此之外，数据源

除了期刊论文数据外，还出现了专

利数据、博士论文库数据等。例如：

大连理工大学的康宇航、苏敬勤的

《技术创新机会的可视化识别——

基于专利计量的实证分析》[21]，尹

丽春、刘则渊等的《中国专利研究

现状的计量分析》等都是对专利文

献进行的计量分析[22]，前者是对国

外专利文献所包含内容的计量分

析，挖掘出潜在的技术创新机会，

为技术创新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

决策支持和信息保障。后者则是通

过从专利文献本身信息进行分析，

揭示了中国专利研究领域中潜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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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结构。

从学科应用方面，则发现学科

范围已经跳出了科学学、图书情报

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开始在

工程伦理学、国际能源技术、公路

工程、生态学等学科进行尝试，学

科应用呈现进一步的多样化发展。

在研究机构方面看，发现：

虽还是以大连理工大学为主，但

所占比例已从07年的11/19下降到

12/39，其中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

分别出现了3次，其他机构还是出

现一次，知识图谱的研究已经开始

在其他机构慢慢发展起来，出现的

机构已达24个。

（6）2009年：知识图谱的应用

快速增长

2009年，知识图谱的应用增加

飞速，学科领域也开始满门开花，

从工科领域的尝试应用发展到普

遍应用，研究内容进一步深化。例

如：哈尔滨工程大学的王吉武、黄

鲁成等利用多维尺度分析和社会网

络分析两种方法，对新兴高技术材

料LED进行了可视化分析，为我国

的LED技术产业化发展提供了建

议[23]。大连理工大学的梁永霞、杨

中楷等对航空航天工程领域进行

了聚类分析，绘制了相关的知识图

谱，展现了航空航天工程领域的知

识结构关系与演进规律，进一步预

测了其发展趋势[24]。许振亮、刘则

渊等运用因子分析和可视化技术，

绘制出了当代国际生物科学与工程

技术前沿领域的知识图谱，阐述了

其主流学术领域[25]。武汉大学的许

炜使用HistCite文献分析工具，对

国外的技术接受模型研究成果作

了实证分析，其分析结果后经相关

文献内容验证，准确性较高[26]。浙

江树人大学的汤建民利用分阶段的

共词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

析得出了国内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

轨迹，从一开始的依托高等教育进

行研究，发展到现在的独立研究阶

段，符合学科发展规律[27]。

在该年，知识图谱方法也开始

了特殊的应用：如大连理工大学的

赵玉鹏、刘则渊在《当代“心灵与

机器”研究进展评论》一文中，用

知识图谱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心

灵与机器》期刊，显示出了近十几

年来它主要围绕着哪些主题领域进

行研究和探索，以及研究的两大分

支，这是知识图谱首次在智能应用

方面的尝试[28]。

在知识图谱方法论方面，浙江

树人大学的汤建民开始系统性地对

知识图谱方法进行梳理，介绍了知

识图谱的绘制方法，提出了一套主

要针对中文文献数据库，集词频统

计法、社会网络分析法、计算机数

据挖掘和数据可视化技术为一体的

学科知识图谱绘制方法，将其用于

学科发展监测和评价，并用实例说

明此方法的可行性以及优越性[29]。

在研究软件方面，我们发现以

前使用较多的SPSS软件，正逐渐被

一些可视化功能更加强大的软件所

替代，尤其以CiteSpace软件最为突

出。它已经超过SPSS，成为了2009
年知识图谱领域使用最多的软件。

可以看出该领域的软件工具功能已

经由传统的静态图谱慢慢向动态图

谱转化。在图谱类型方面，开始出

现了三维图谱。如大连理工大学的

张婷以时间、研究前沿主题和文献

密度为三维指标，绘制出时间线和

地形式可视化三维图谱，更加清晰

直观地展示了利用时间变化来演示

学科研究前沿的动态变化过程与

发展趋势[30]。

数据源方面，则发现该年已有

近1/3论文的数据样本来自中文数

据库，而且其数据形式也出现了博

客、QQ等虚拟社会网络的新数据。

研究机构方面，除约1/3的论文来自

大连理工大学外，其他研究机构成

果也较为丰硕，如中科院（6）、河

北大学（4）、河南师范大学（3）、

南京大学（ 2）、上海交通大学

（2）、大连交通大学（2）、浙江树

人大学（2）等。

（7）2010年：知识图谱学科应

用普遍化

发展到2010年，知识图谱的应

用学科领域覆盖面越来越广，涉及

制造业、农业、医学、生物、会计、

体育等多领域。例如：武汉大学的

邱均平、秦鹏飞利用作者共被引方

法对制浆造纸领域进行可视化分

析 [31]；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运

景、裴新涌等将知识图谱应用到

农业领域，以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为

例，为其进行著者同被引分析，使用

寻址网络途径对其进行了可视化显

示[32]；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张明华、

雷二庆在医学领域进行了文献计量

可视化分析研究，用知识图谱描述

了认知神经科学的前沿特点和演化

脉络[33]；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顾兴

燕和银路、江苏大学的王君和卢章

平、天津师范大学的王琪和方千华

等则分别将知识图谱应用到生物制

药、会计学、体育学等领域[34-36]。

知识图谱在科技期刊编辑以

及期刊发展历程描述中也有较多应

用。如：大连理工大学的姜春林、王

海龙将科学知识图谱应用于科技期

刊编辑工作，对期刊选题策划、遴

选审稿专家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并

提出了科技期刊编辑应将科学计量

学理论以及可视化知识图谱应用到

实际编辑工作中的重要性[37]。大连

理工大学的刘则渊、胡志刚等还用

知识图谱的方式展示了《科学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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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管理》期刊30年的发展历

程[38]。

在知识图谱理论方面，郑州大

学的周春雷提出的“引荐分析法”

（CRA），是对知识图谱理论方面

的创新发展，在改进引文分析法的

基础上综合了引文分析法和知识图

谱等方法，通过分析高影响力作者

的施引列表来寻找该作者眼中的学

界同行，在对大量专家的引荐结果

进行汇总后，可获得较为精确的领

域研究结构全景图[39]。在知识图谱

方法论方面，浙江树人大学的汤建

民进一步完善了其系统，实现了从

数据获取、数据挖掘、可视化分析

为一体的研究流程，同时以国内科

学学研究领域为例说明了此种方法

的可行性和高效性[40]。

研究机构方面，引领知识图谱

研究发展的大连理工大学，其在该

年发表的论文比例已降为1/5，其他

一些研究机构也开始有了较大发

展，排名前几名的机构分别为：武

汉大学（6）、浙江树人大学（6）、

江苏大学（5）、华中师范大学（4）、
军事科学院（3）、天津师范大学

（3）、北京联合大学（3）。

3 结语

回顾这7年来的研究文献，整

体来看我国学者已对知识图谱进行

了较广泛的研究，已发表了一批有

见地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以大连理

工大学刘则渊教授为首的高产学者

研究团队。从内容上看，知识图谱

领域的研究从概念、理论到方法、

技术以及软件支撑等一整套理论

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从方法上看，

用于知识图谱研究的主要方法有

社会网络分析、聚类分析、同被引

分析、共词分析等，相应的软件已

从早期独占鳌头的SPSS发展到现

在的CiteSpace、Pajek和Netdraw
等多种软件工具全面应用的新阶

段。从应用领域方面看，已涵盖了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多个

学科，并有向其他学科进一步渗透

的趋势。

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同

时也发现，该领域的研究也存在一

些问题，需要引起进一步的重视：

一是从研究内容方面看，零散的、

孤立的、应用性的研究较多，系统

性的研究较少；二是在数据源的确

定、数据规模大小的确定、参数设

置的确定等方面的选择随意性较

大。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该更重视对

知识图谱理论方面进行规范化、

系统化的研究，应努力从应用性

研究中探寻出理论规律，以便为知

识图谱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坚实基

础[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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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academic research articles about the knowledge map in China. Along with the theme and evolution of the 
knowledge mapping,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reviews the Chinese academic research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mapping from 2004 to 2010 published in Chinese academic 
journals.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research theme and its evolution. Finally, we give a brief opinion, and point out some problems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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