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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自建和定购的丰富的馆藏知识资源，面向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和科研管理机构等用户的需求，

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从知识资源规范着手，在对文献知识资源要素开展多角度知识分析和知识关联的基础

上，抽取各类文献知识要素构建知识链接系统，构建了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知识服务体系。文章主要从机构

规范文档建设、知识分析角度和要素以及知识服务体系的框架和功能三个方面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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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信息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文献知识资

源的访问与获取越来越便捷，这既加剧了图书馆面临

的到馆用户日渐减少、网络用户也逐渐流失的窘迫处

境，资源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又让许多用户对海量的信

息感到无所适从，在泛滥的信息中去粗取精耗费了大

量时间和精力，难以获得有用的文献和知识。面对信息

技术迅猛发展的冲击、用户更加专业化和个性化的需

求，新时代图书馆的使命已经远不只是收集资源并服

务，而是应该加强对文献知识资源的整理、分析和关

联，甚至利用图书情报学科专业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创

建知识资源，从而为用户提供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即知

识服务。

知识服务是知识与服务的融合。对于知识，我们可

以理解为结构化的、相互链接的、不断增长的信息及其

间存在的复杂的相互关系[1]；而对于知识服务则有多种

理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PD）将其定义为“建立

在全球知识技术状态上的建议、专家意见、经验和试验

办法，它被提供来帮助请求者获得对问题的最好解答”
[2]；学者戚建林认为，知识服务广义上指一切为用户提

供所需知识的服务，狭义上则特指针对用户专业需求

对相关知识进行处理的较深层次的智力服务[3]；学者张

晓林将其定义为“以信息知识的搜寻、组织、分析、重

组的知识和能力为基础，根据用户的问题和环境，融入

用户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提供能够有效支持知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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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知识创新的服务”[4]，这一定义获得了许多学者的

认同。实际上，我们无须困惑于准确界定知识服务，知

识服务的关键在于拥有加工分析知识的能力，能够通

过知识层面知识组织的能力，根据用户的需求解决其

问题[5]。

从学术论文来看，国内学者对于知识服务的研

究较为丰富，据笔者2013年2月从万方期刊的统计，

2003-2012年共有1405篇主题包含或涉及“知识服务”

的学术论文，总共被引4282次。不过，2012知识服务专

家论坛会议纪要中总结到，目前国内关于知识服务的文

章较多，而实际应用与具体案例则较为匮乏[5]。比较有

代表性的研究有：学者任树怀基于图书馆2.0构建了包

含有学科馆员、学科团队、交互空间、信息及知识库等

几个核心元素的学科知识服务平台[6]；学者王华伟等以

材料学科为试点，构建了包含学科分类、知识主题、规

则、信息点、学科词表和学科专家六种要素在内的高校

学科知识服务体系[7]；秦晓珠和李晨晖等学者分别探讨

了知识服务与当前研究热度很高的大数据的结合[8,9]；

在集成化方面，万方数据建设了具有文献检索、知识

脉络、论文相似性检测、查新咨询等多项功能的知识服

务平台[10]，中国知网也推出了行业知识服务平台。一般认

为，知识资源、服务能力和用户需求是知识服务的三大要

素[11]。当前，图书情报服务的核心能力不在于所拥有的资

源，而在于所具备的利用广泛信息资源为用户创造价值的知

识和能力[4]，图书情报机构需要利用分布式的动态资源，为用

户提供集成化、学科化和个性化的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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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知识服务的背景

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作为一个以网络服务为主的

图书馆，成立伊始恰逢我国知识服务研究从概念、模型

讨论到技术、服务实践大范围兴起 [12]的契机，故一直

就将加强知识服务能力建设作为服务工作的重点。为

此，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一方面注重基础知识资源建

设，为开展知识服务打造稳固的基础；另一方面下大力

气开展知识资源的分析和关联，持续打造新型知识服

务能力。2001年，中信所研制开发了《中国科技期刊引

证报告》[13]，为探索知识服务开了个好头；2007年，基

于学术论文间的引用关联，研发了中文知识链接服务系

统[14]，能够为用户提供论文、机构、基金、地区、期刊等

多个知识检索入口，迈出了探索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

知识服务的重要一步；2010年，基于中、外文高被引论

文数据，先后研究、开发了机构成果分析、学科成果分

析[15]等多个集成分析系统，基本确立了国家工程技术

图书馆的知识服务体系的核心[16]。从知识到服务，需要

在语义、逻辑和功能等方面经过很大的跨越；而建设一

个知识服务体系，更是需要在知识资源建设和规范上下

足工夫，在知识资源分析上追求全面精准，还要合理设

计知识服务体系的功能和用户接口，本文将着重介绍

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构建知识服务体系过程中在上述

几方面的研究和实践。

2 知识资源组织与规范

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重点采集国内外工程技术领

域的期刊、会议文献、科技报告、学位论文、专利等知

识资源；在此基础上，建立中文论文引文数据库，投入

大量人力、物力每年加工引文数据，目前引文数据量已

达到数千万条。借着承担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的契机，重点针对现有文献数据规范工作缺少统

一标准、规范流程和处理细则等问题展开研究，研究制

定了基础文献库建设的一系列标准和规范，设计了中文

期刊、论文及引文数据、作者、作者机构、基金等项目

的名称规范规则和元数据集，产出并应用了一整套“现

有文献数据的规范、整理和加工”的流程和检验工作

流程，每年新增论文数据300多万条。

为了保证知识服务的质量和效果，论文数据中的题

名、作者、机构、引文等各要素都必须准确、规范地著

录。举例来说，一条论文数据就有可能会涉及以下20余

种著录加工项：

作者、机构、摘要、关键词、分类号、所属学科或领

域、主题词、论文类型、栏目、参考文献、资助基金、致

谢、来源、语种、年、卷、期、页码、收稿时间、录用时

间、刊出时间……

由于机构撤销并改名、期刊更名等多种现象的存

在，必须建立机构、作者、期刊、基金等专门的规范文

档来维护和更新。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建立的机构规

范文档涵盖以下5类数据：

● 机构规范名称和非规范名称对照

● 机构基本属性：所在地域、机构类型、所属学

科等

● 机构上下级隶属关系

● 机构中英文名称对照

● 机构名称变迁

机构规范文档中的主要元数据项见表1。此外，国

家工程技术图书馆还同时建设、维护着作者规范文档、

基金规范文档、期刊规范文档，并且应用汉语主题词表

对主题词进行规范。这些规范措施有力地确保了知识

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3 知识分析角度及要素

知识服务的特点在于面向知识内容和解决方案，

这就意味着图书馆的核心能力不再来自所拥有的资

源，而来自于全面利用多种信息资源、深入分析知识关

联并为用户创造价值的知识和能力。以围绕学术论文

展开的知识分析为例，目前国内此类实践比较多，从围

绕关键词开展的主题关联分析到对论文作者、机构等

文献外部特征的计量和关联分析都有涉及，常见的关

联有：期刊、作者或机构的发文量和被引量，作者或机

构合著，关键词词频和共现等。

概括说来，学术论文中包含有许多内外部特征项，

每个特征项都有可能单独或与其他项联合来开展知

识分析。按照知识分析的要素来分，可以大致分为知

识内容及其关联分析、知识产出主体分析和综合知识

分析；而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又可以有数量、时间、内

容、领域、结构、交叉性、引用、地域等多种划分，详情

见表2。
为支持从内容、领域、结构和交叉性等角度对学术

论文进行知识分析，相关的主题标引、文本主题分析、

结构和关联分析等工作必须有力地展开；同时，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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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机构规范文档主要元数据项

INST_ID

INST_Name

INST_ID_UNI

INST_Name_UNI

Superior_ID_UNI

INST_grade

INST_code

INST_Province

INST_City

Postal_code

INST_Address

Current_Pa_INST_ID_UNI

原始机构ID

原始机构名称

机构规范ID

机构规范名称

上级机构规范ID

机构级别

机构代码

机构所在省

机构所在市

邮政编码

机构地址

变更后一级机构规范ID

Pa_INST_ID_UNI

Pa_INST_Name_UNI

Pa_INST_Name_En_UNI

INST_type

INST_discipline

INST_Name_En

INST_Name_En_UNI

Register_date

Revocation_date

Change_date

Change_reason

Original_Pa_INST_ID_UNI

一级机构规范ID

一级机构规范名称

一级机构规范英文名

机构类型

机构学科划分

原始机构英文名称

规范机构英文名称

机构成立时间

机构撤销时间

变更时间

变更原因

原始一级机构规范ID

字段代码 字段名称 字段代码 字段名称

概念

关

联

论

文

作者

机

构

基

金

期

刊

会

议

数量 时间 内容 领域 结构 交叉性 引用
分析要素

研究热点

关联强度

产出能力

研究活跃度

研究群体

关注度

交流活跃度

活跃度、关注

度

沿革及趋势

知识演变

趋势、热点、

发文时滞

个人信息变化

机构沿革

背景及关联

知识结构

领域分析

属分关系

核心概念、知

识结构

文本结构解析

科研队伍分析

属分关系

类别设置

栏目划分

研究方向分布

知识体系

领域融合

相似性度量

研究者单位变

迁

相关基金识别

同类期刊识别

相关会议识别

参照关系

知识链接、

领域交叉

核心主体发现或

识别、影响力评

估、知识链接、

相关主体发现或

识别等

主题地域

分布

地域科研

力量分布

科研投入

科研交流

环境

内涵与外延

语义、相关等

关系

主题或内容分析

研究兴趣点分布

科研布局、

优势方向

科研布局、研究重点、学科

交叉、研究前沿等及其演变

期刊沿革 主题分布、

相关期刊

会议沿革 热点主题、研究前沿

相关（合作/竞争

等）人员/机构、

领域关注度

领域交叉

战略布局、领域

分布、多学科性

地域

表2 知识分析角度和要素概览

知识

内容

分析角度

知

识

产

出

主

体

注：表2引自文献[17]，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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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机构、基金等项目的著录也必须

准确、规范、全面。而这些，正是国家

工程技术图书馆前期投入巨大精力

所开展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国家工

程技术图书馆在利用关键词共现、论

文共被引、参考文献耦合和论文合著

等文献计量学领域的关联分析方法

建立文献知识资源间关联时，才能够

较为精准地开展分析。

4 知识服务框架与功能

由于用户群体的行业和地域分

布比较广泛且分散，同时也受人力资

源的限制，以网络服务为主的国家工

程技术图书馆充分发挥自身在知识

资源建设和规范方面的优势，规范、

严谨地加工和组织文献知识数据，

深入、全面地研究知识分析的相关内

容，引导用户通过网络进行自助知识服务[18]。

4.1 知识服务框架

经过近十年的实践和摸索，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

建立了如图1所示的知识服务体系架构，简单说来可以

归结为：三层数据、两种分析，一个窗口。

①三层数据。底层数据是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采

集和加工的中文期刊论文及其引文、中外文学位论文、

中外文会议论文、美国科技报告、全球专利全文、外文

期刊论文及其引文（主要是SCI和EI等数据）等知识资

源；中间层数据是日常应用且持续更新维护着的机构

规范库、作者规范库、期刊规范库和基金规范库，以及

用于关键词规范的主题词表，此外还有相对固定的学

科分类表；上层数据则是从知识资源中抽取出的、经

过各个规范文档规范过的知识分析要素，包括作者、机

构、基金、期刊、主题词等。

②两种分析。第一种分析针对底层知识资源开展，

经过实体识别、数据挖掘、语义分析等步骤，将有关的

知识分析要素识别并抽取出来；第二种分析是关联分

析，通过文献计量学特有的共被引、合著、引文耦合等

关联方法，对抽取出的知识分析要素进行关联，再基于

各种分析角度组织相应的分析数据。

图1 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知识服务架构

图2 学科科研状况分析系统的分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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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一个窗口。上述所有的后台操作的结果最终都将

体现在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网站的知识服务窗口上。

4.2 知识服务功能

目前，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知识服务体系中的知识

链接、期刊指标、论文分析、作者分析和基金分析等功

能已经上线服务（http://www.istic.ac.cn），学科科研

状况分析和机构学术成果分析两个子系统正在内测。

其中，学科科研状况分析系统的分析项如图2所示。

系统以中文学术论文及引文作为分析数据源，结合

中图分类法和各学科实际情况来划分学科，并分别统

计学术论文的发表和被引情况，既从整体上展现学科

内论文发表和被引的数量分布和地区分布等概况，又

从期刊、作者、机构、图书、会议等方面反映学科内的

学术影响力情况，还进一步用共现、同被引以及合著等

方法揭示各学术主体之间内在的主题关联。主要分析

指标和分析项目有：

①发文/载文指标和被引频次指标。从实际数据统

计来看，中文期刊论文的被引主要集中在发表后5年以

内。因此，系统按学科划分来统计5年来的发文情况以

及在最近1年的被引情况，分别从总量和学科内的角度

统计作者、期刊和机构等对象的发/载文量、被引频次

和相关的比例数据（被引率、篇均被引、影响因子等）。

借助这些基本的统计指标，用户可以快速了解学科5年
来的概况。

②高被引分析项目。按学科划分，从最近1年内发表

的论文中统计各种分析对象的被引频次，首先按被引频

次高低将前1%的论文定义为学科高被引论文，再进一

步统计筛选出各学科内位列Top N的高被引论文、高学

科影响力期刊、高被引作者、高被引机构、高被引图书、

高被引学术会议录、高被引国外期刊以及h指数等项

目。学科内的各类高被引对象反映了最近一年中科研

人员热点研究主题的分布，以及学科内影响力较大的

学者、期刊、机构、图书、学术会议和国外期刊，便于

科研人员掌握最近一年学科的关注焦点及重要的科

研主体。

③文献计量关联分析。同样从学科视角出发，借助

关键词共现分析、论文共被引分析和论文合著分析等三

种文献计量方法，分析、挖掘并揭示学科内科研主题间

的潜在学术关联。

● 关键词共现分析。除了统计关键词的文档词频，

系统还抽取了各学科中高被引论文的施引文献，从论文

的作者关键词字段中两两统计关键词共现关系，希望

以学科内的基础性论文为线索，分析获得学科内最近

一年的研究前沿。

● 论文共被引分析。利用论文共被引分析，获得高

学科影响力期刊的载文主题关联、高被引作者发文主

题关联和高被引机构研究主题关联，为科研人员揭示

出关联期刊、优势学者和优势科研机构，为他们寻求合

作对象等需求提供线索和依据。

● 论文合著分析。以高被引作者和高被引机构为线

索，揭示他们之间及他们与其他作者和机构之间的科

研合作关联，向科研人员揭示出学科内已经或正在形

成的科研团队。

5 问题与展望

在知识服务的概念兴起之初，始终追随着知识经

济这一概念，但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们没有停留在

概念和模型论证上，而是深入研究、积极开拓、勇于实

践，我国各级各类图书情报机构的知识服务现已开展

得有声有色。通过前面的介绍，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对

与知识资源相关的文献主题特征和文献外部特征都加

以规范，无论是对知识元的统计、分析和关联还是对多

个知识要素的计量、关联和评价都提供了重要支撑，使

得从不同角度开展的查询、统计、分析、关联挖掘和影

响力评价等知识服务活动得以顺利开展。从研究实践

中归纳得出的常见知识分析的角度及要素，为知识服

务提供了放矢之的。为了跟上应用环境的不断变化和信

息技术的进步，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必须继续加强知

识分析，并且需要不断研究、探索和形成新的知识服务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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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elf-constructed and ordered collection of document and knowledge resources, the Nation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Library (NETL) 
constructs a knowledge services system (KOS) to meet the need of researcher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The KOS begins with knowledge resources standardization, multi-
angle knowledge elements analyzing and linking, and consists of several sub-systems, such as Knowledge Link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alysis, and Institute Research 
Analysi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authority files, knowledge analysis, and function of NETL K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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