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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梳理当前国内标准文献的研究现状，揭示现阶段对于标准文献研究的主要成果和发展

趋势。以我国1983—2019年公开发表的标准文献相关的学术论文为样本，通过内容分析法编码分类了目前国内标准文

献的研究热点，从研究历程、研究主题及研究方法三大角度阐述了标准文献研究进展。研究结果表明：国内标准文献

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现有研究成果多元分散，研究内容涉及标准理论基础、关键技术、情报研究及标准文献管理与

服务研究方面，研究方法以传统情报学方法为主，数据挖掘、文本分析、知识图谱等技术方法的应用研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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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 of domestic 
standard literature, and reveals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tandard literature research 
at this stage. Based on the academic papers related to standard documents published in China from 1983 to 
2019,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of domestic standard documents by content analysis 
coding, and expound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standard documents from four aspects of research history, 
research literature sources, research topic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domestic 
standard literature research has a certain foundati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are diversified and scattered. 
The research contents include standard content comparison, standard knowledge linking, standar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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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mining, text analysis, knowledge atlas and other technical methods is insufficient.
Keywords: standards, standard literature, standard information, content analysis, research review

作者简介：张览（1996—），女，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竞争情报；赵伟（1975—），女，博士，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科技资源管理（通信作者）；望俊成（1984—），男，博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

研究员，研究方向：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文本数据可视化、大数据治理；甘克勤（1983—），男，硕士，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副研究

馆员，研究方向：标准文献信息化；魏超（1985—），男，博士，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文本表示、知识

图谱、自动问答。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重点工作“金融大数据建设与知识服务（二期）——金融科技知识图谱构建”（ZD2020-03）。
收稿时间：2020 年 1 月 9 日。



·科技资源共享理论与技术·张 览等：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标准文献研究综述

─ 81 ─

0 引言

标准是一种为了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

序，经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

用的和重复使用的规范性文件 [1]。作为标准化工

作成果的重要信息载体和表现形式，标准文献的

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标准文献是指

由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及其他具有标

准性质的规范性文件所组成的一种特种科技文献

体系，简称标准；广义的标准文献指记载报导标

准化活动的所有文献，除了狭义概念下的各类标

准外，还包括标准分类资料、标准检索工具、标

准化期刊、标准化专著、标准化手册等其他出版

物 [2]。标准文献综合了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经

历了理论到实践的检验过程，是一个可靠的科技

信息源 [3]。

近年来，随着标准化工作的推进以及大数

据分析技术的广泛应用，标准文献领域产生了新

的研究需求以及更为丰富的研究主题，出现了一

批有关新方法、新主题的研究成果，有较多的学

者和研究人员撰文讨论标准文献的相关内容。对

此，本文拟利用内容分析法对 30 余年来国内发

表的标准文献从研究历程、研究主题、研究方法

3 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综合梳理和总结研究

现状，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探讨。

本文选取以标准文献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

文作为研究单元，研究样本来源于中国知网数

据库，以“标准文献”作为检索词进行主题词

检索，应用常规法和追溯法扩展检索结果。文献

来源选择全部期刊，对时间跨度、作者顺序、作

者单位、支持基金等均不作限制，检索时间截至 
2019 年 12 月 20 日，得到相关信息条目 1543 条，

时间最早追溯至 1983 年。为了提高检索结果的

主题契合度，结合文献的关键词以及文献摘要，

删除与研究主题关系不密切的文献。此外，为了

提高分析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筛选文献时再根

据该论文的被引频次进行酌情删减，最终选取有

效学术论文 447 篇作为研究样本。

选定每篇文献为基本的分析单位，确定研究

编码体系。但在编码过程中，部分文献既可按研

究主题划分也可按研究方法划分，因此存在研究

主题与研究方法交叉关联的情况。研究内容编码

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类目编码体系表

维度 类目 编码 数量 /篇

研究时间

1983—1995 年 A1 59

1996—2006 年 A2 160

2007—2019 年 A3 228

研究主题

理论基础研究 B1 46

关键技术研究 B2 23

情报应用研究 B3 73

标准文献管理与服务 B4 305

研究方法

传统情报学方法 C1 29

文本挖掘方法 C2 5

语义分析方法 C3 7

其他研究方法 C4 406

为了保证编码体系的可靠性和分类框架的准

确性，本文进行了信度检验。所谓信度检验，即

由两位评判员对分类结果进行比较，当判断结果

的一致性比率大于 80%时即可通过检验 [4]。经过

计算得到本文的一致性比率为 91%，大于 80%，

属于可接受的信度水平，可以作为内容分析的分

类依据。

1 研究历程

按 1983—2019 年标准文献相关论文的年代

分布进行统计，绘制出研究年度分布变化图（图

1）。从中可将标准文献相关研究划分为以下 3 个

阶段。起步阶段（1983—1995 年）：在此阶段

标准文献初步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尚未引起重

视；波动发展阶段（1996—2006 年）：在此阶段

标准文献研究进入缓慢发展时期，表明标准文献

逐渐引起学者的讨论，2006 年标准文献的研究论

文达到 20 年来的峰值；快速发展阶段（2007—
2019 年）：在此阶段标准文献研究论文快速增

长，2017 年达到历年顶峰，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献

有 32 篇。

总体来说，除去一般性的介绍、解读及评论

等非学术性的论文后，30 多年来对我国标准文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第52卷第4期 2020年7月

─ 82 ─

献进行规范研究的学术性成果较少，标准文献研

究的重要论文整体呈现波动式增长的趋势。从时

间和数量上看，标准文献管理与服务时间跨度最

长，贯穿整个标准文献研究历程，研究成果数量

占比最大，这一特征在 1983—2010 年间尤为明

显，2010 年后标准理论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

和情报研究逐渐兴起，并形成增长态势。说明标

准文献研究的发展并不稳定，国内标准文献的情

报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有效的挖掘，仍有较大的研

究空间。

2 研究主题

从各研究主题数量统计可知，相关研究集中

在标准文献的管理与服务领域，内容主要涉及标

准文献资源 /信息 /知识管理、标准文献服务模式

及系统与服务平台的建设。关键技术研究兴起较

晚、成果较少，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标准知识关联

技术、标准可视化技术、标准知识库构建及信息

共享空间技术（表 2）。
2.1 理论基础

主题B1 涉及标准基础知识、标准知识组织

和标准知识链接方面的研究。标准基础知识包含

标准文献的概念、种类、著录、元数据规范、分

类规则等标准 /标准化原理的基础知识，标准文

献元数据是对标准文献资源结构化描述的数据 [5]，

有效地利用元数据采集、加工、整合标准文献

元数据有助于实现对标准文献资源的科学有效的

管理，进而促进标准文献共享服务平台的建设工

作。标准知识链接与知识关联网络、知识库构建

密切相关，标准知识关联由标准知识单元及其之

间的各种关系链接构成 [6]。郭德华 [7]指出标准文

献之间具有相互采用、相互替代、相互修改、相

互引用的关联关系，标准文献与技术法规间具有

技术指标引用关系、与专利之间的引用关系。

2.2 关键技术

主题B2 在理论基础研究与标准文献管理与

服务研究中起到承接的作用。在知识组织等理论

表 2 研究主题类目表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编码 数量 /篇

理论基础

研究B1

标准基础知识 B11

46标准知识组织 B12

标准知识链接 B13

关键技术

研究B2

标准知识关联技术 B21

23
标准可视化技术 B22

标准知识库构建 B23

信息共享空间技术 B24

情报应用

研究B3

情报分析方法 B31

73标准内容对比 B32

标准文献评价 B33

标准文献

管理与服务

B4

资源 /信息 /知识管理 B41

305服务模式 B42

系统与服务平台建设 B43

图 1 各研究主题时序分布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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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下，结合标准文献本身特点，将知识关联的

关键技术应用在标准文献领域，研究相关的技术

和开源工具，研发适用于标准文献领域的知识关

联工具，实现高效的统计分析、揭示比对、数据

挖掘、情报研究等功能，进而为提供标准知识服

务奠定工具和技术基础。潘薇等 [8]调研国内外信

息共享空间（IC）建设，为打造国家标准馆的技

术标准信息共享空间提供理论依据，并围绕语义

网环境下的标准知识关联阐述了标准知识关联的

主要内容、三种结构和用于揭示关系的标准知识

地图，是一次积极的理论方法探讨。梁薇 [9]在理

论层面上提出了标准知识的五元组（CAHRI）基

本描述方法，通过映射模型表达知识地图从而实

现标准知识关系的可视化。刘知民 [10]结合标准的

信息组织，基于中文分词和文本挖掘技术构建了

标准知识库。甘克勤等 [11]实现了标准文献的 3 种

引文关联（代替关系、采用关系和引用关系）的

可视化。李景等 [12]尝试抓取标准文本和Web信息

并进行人工标注语料，开发了具有语料编辑、语

义标引、双语翻译功能的标准文献语料库。

2.3 情报应用

主题B3 标准情报应用研究是将统计学、计

量学、标准化学的方法应用于标准文献上，开

展特定领域或专题的标准文献分析，目前定性

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的分析方法较为常见。陈云

鹏等 [13]从定性和定量两大角度划分标准分析方

法，定性分析就是从标准体系布局、内容指标等

维度进行情报分析，定量分析就是通过计算标准

数量、标准半衰期等相关指标观察发展态势。罗

嫦玲等 [14]运用内容分析法比较分析了中美英BIM
标准中的知识覆盖面和分布差异。标准内容对比

研究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标准文献的具体内容

进行对比，这种对比可以是同一个时间点不同领

域内标准的对比，也可以是在不同时间段同一领

域标准内容的对比。于钢等 [15]利用大数据分析方

法从总量、时间、空间等角度对辽宁省及各地级

市 5 年中参与起草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数据进

行分析研究。郭琨等 [16]通过对国内外金融大数据

标准规范体系进行调研和比较分析。标准文献评

价包含标准采标率评价 [17]、影响力评价 [18-19]、研

制贡献评价 [20-21]、标准水平评价 [22-23]、优势领

域评价 [24-25]和标准经济效益评估 [26]6 个方面研究

内容。目前有关标准水平的研究较少，很难充分

反映目前我国国家标准的水平现状；标准研制贡

献的量化评价方法还不够全面客观；标准经济效

益评估的研究相对充分，正从理论角度分析向实

证研究方向过渡 [27]，但对微观层面的企业标准化

经济效益研究较多，宏观层面的标准化经济效益

的研究正在增多，而中观层面的行业标准化经济

效益的评估难度更为复杂，因此研究成果比较缺

乏。

2.4 标准文献管理与服务

主题B4 标准文献服务是指标准文献服务机

构以馆藏资源为基础，满足用户对标准文献及其

他标准信息的需求 [28]。在我国互联网、大数据等

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我国标准文献经历了“文献

资源馆藏→电子化存储→信息检索服务”的进阶

过程，目前处于知识服务的初级研究阶段，大部

分研究集中在传统信息服务的层面，缺乏深层次

知识服务，无法满足专业化、深层次和针对性的

标准知识服务需求 [29]。针对这些问题，有学者在

标准文献服务模式上进行了较为创新的研究。郭

德华 [7]指出应根据标准文献的知识关联关系开展

支持知识关联检索、动态跟踪等功能的标准文献

知识链接服务。顾晓虹 [30]提出了以用户需求为目

标，通过收集用户行为数据，定向提供标准信息

产品和服务的业务模式。

从标准文献研究主题分布情况来看，在现

有研究中以标准文献管理与服务研究居多。近年

来以标准知识服务模式、知识检索系统构建为热

点，主要围绕标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和用户个

性化标准信息服务，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加强

数字化标准信息获取手段，使标准文献信息服务

的研究层次逐渐上升到知识服务；标准情报应用

研究较多，现有标准分析方法侧重于标准文献计

量，进而基于标准文献特点进行行业 /产业情报

分析；理论基础研究较少，标准元数据的内容、

标识和规范等基础特征研究比较成熟，为促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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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标准知识共享，标准知识关联与知识链接逐步

成为近年来的研究趋势，在标准知识关联的概

念、结构及标准知识链接服务模式方面有了重要

的研究成果。标准关键技术研究以理论研究为基

础，以情报应用研究、标准管理与服务为导向，

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标准知识库的构建、标准

关联可视化的实现为重点研究方向。

3 研究方法

现有标准文献研究的方法，按一级和二级类

目划分如表 3 所示。其中，大部分的研究是采用

传统情报学方法，以引用关系为核心，以文献计

量学、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及聚类等为研究方法

进行分析。

表 3 研究方法类目表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编码 数量 /篇

传统情报学方法

C1

文献计量法 C11

29

内容分析法 C12

层次分析法 C13

灰色关联 C14

社会网络分析法 C15

大数据统计分析 C16

文本挖掘方法C2
数据挖掘 C21

5
文本挖掘 C22

语义分析方法C3

深度学习 C31

7知识地图 C32

知识图谱 C33

其他研究方法C4 未明确注明 C4 406

3.1 传统的情报学方法

近几年，已有学者开始分析研究标准文献网

络的结构特征，基本上是以引用关系为核心，以

文献计量学、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及聚类等为研

究方法进行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以标准间的链

接网络为主，但尚未达到标准内容知识元的粒度。

（1）文献计量学方法

文献计量学以引文分析法、时间维度分析法

和空间维度分析法为基本框架，广泛应用于分析

期刊论文、专利和标准等科技文献。李景等 [31]基

于文献计量学方法，统计各专业领域的标准文献

数量，比较国内外同行业标准文献数量的差异。

刘华 [32]利用文献计量学从标准数量、标龄、发布

年代、采标率、采标程度、采标及时性等方面对

我国信息与文献领域的国家标准与发达国家的标

准文献进行对比分析。

（2）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王季云等 [33]在标准引用网络研究中引入了社

会网络分析法，将网络密度、平均节点距离、点

度中心度等特征作为标准引用网络的主要观测指

标。张君维等 [34]研究了聚类方法在标准引用分

析中的应用，发现聚类方法能够从技术层面准确

地划分出相似度更高、整合可能性更大的标准集

合，为标准的清理整合提供技术支持。薛海龙 [35]

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于汽车标准引用网络的

结构演变研究，分析其变化趋势，主要分析了标

准引用关系网络，但没有研究标准起草单位之间

的关系网络。李涛等 [36]基于标准文献间的引用关

系和相似性关系来构建标准文献网络，运用社会

网络分析方法挖掘出标准文献间的内在联系和规

律，提出一种改进的PageRank算法，并引入到标

准文献引用网络中来评价标准文献的重要性。之

后张正敏等 [37]指出在某些前提条件下PageRank
算法并不适用于标准文献中静态的引用关系，并

提出了基于引力模型的标准引用强度计算方法，

该方法既可应用于标准联系强度的定量测量，也

可用于关联标准的推荐。

3.2 文本挖掘的内容分析

随着标准业务不断发展，利用信息技术提供

标准文献题录检索与全文浏览已无法满足信息服

务时代的要求，如何进一步剖析标准文献提供内

容层次的服务成为新的研究需求。计雄飞等 [38]拆

分了标准文献内容，应用文本分类、特征提取、

内容加工等技术构建了标准内容比对模型，并进

一步整合从标准影印件到标准内容指标的标准

文献内容加工流程，实现了具有标准内容指标的

查询、对比与统计等功能的标准内容指标服务系

统 [39]。甘克勤等 [40]基于K-MEANS、Fuzzy-C-

Means和TF-IDF的文本聚类方法应用于标准文

献题录数据并进行聚类试验，结果表明在核心词

汇抽取的准确性上效果较好，但在分词和聚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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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上需进一步提升。

3.3 语义网环境下的标准网络研究

数据挖掘技术的运用和数字化的标准信息获

取手段的加强，对标准信息服务的内容和服务的

模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逐渐向标准知识

关联的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李抵非等 [41]基于中

文标准文本语料库建立了一种以无监督的深度学

习模型与有监督的神经网络相结合的语言训练模

型。丁恒等 [42]探讨了标准文献知识服务系统研

究，初步构建了标准文献之间的引用和替代两种

关系，没有对标准文献的知识结构、知识组织形

式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张慧等 [43]依据标准文

献的前言和规范性引用文件内容确定了实体间关

系，并基于起草人、起草单位关系与引用关系作

了初步分析，但没有考虑标准的其他部分内容，

未全面表现标准文献间的关联关系。尹亮等 [44]利

用 IDEF3（过程建模方法）对装备组件、标准文

档等实体进行逻辑关联，生成了装备—标准知识

图谱。

从标准研究方法分布来看，传统情报学方

法主要应用于标准理论基础研究及情报应用研究

中；基于文本挖掘和语义网的标准内容研究主要

应用于关键技术研究及标准文献管理与服务研究

中。文献计量学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较为常见，

以网络结构特征分析、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为研究

工具，呈现集合状态的分析，利于从宏观整体的

视角研究标准文献，但相较而言，微观视角的研

究不足。文本挖掘和知识图谱等技术在标准文献

领域的初步应用为剖析标准文献间知识关联提供

了重要手段，其中中文分词与聚类、标准实体与

关系的识别与提取是未来研究方向的重点。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国内学者有关标准文献研究的 447
篇学术论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发现，30 多年以来

国内对标准文献进行规范的学术研究成果虽然数

量偏少但整体呈波动增加趋势，且近年来增长速

度加快，但就广度和深度而言研究有限；在研究

主题与研究方法的结合方面尚存在一些不足。下

面对标准文献的研究方面进行展望。

（1）研究主题多元分散、逐渐细化。标准

文献的研究主题分布侧重理论探讨，缺乏技术实

践，一方面由于标准文献本身的独特性使其可单

独作为一种文献类别进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标

准文献广泛的应用需求又催发出不同领域内的研

究主题。标准文献的管理与服务是持续研究的主

题，也是重点关注主题，已由基本的检索服务向

更专业、更具深度的知识库构建和知识关联服务

转变，但这些研究成果比较分散，尤其是标准的

知识结构、知识关联理论和实践应用结合的还不

充分。未来可针对目前不足进行深入研究，包括

标准知识关联模式和知识链接的构建研究。

（2）传统情报学研究方法居多，新兴技术

的应用已成为趋势。当前标准的分析研究以文献

计量学、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内容比较法等传统情

报学研究方法为主，但标准知识元的分析粒度较

粗，深度挖掘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发。标准文献内

容挖掘的需求强烈，今后可利用文本挖掘、知识

图谱等新兴技术丰富标准文献的方法研究。

（3）研究方向。目前标准文献的研究还存在

一些制约因素，如标准文献的非结构化数据格式

处理困难、标准文献的信息组织模式不清晰和微

观分析方法与宏观分析方法应用不协调等，未来

标准领域的研究应克服以上困难，针对标准的内

容挖掘、标准知识关联与知识链接的模型构建以

及标准文献计量方法的深度应用，逐步完善具有

标准文献特色的知识服务模式，进而保证在对标

准文献信息资源进行全面揭示的基础上，提供支

持智能检索、情报挖掘、个性化服务的知识服务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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