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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研究目的] 基于论文题名快速梳理特定研究领域中的概念,并确定概念所代表的知识之间驱动关系,有助

于科学了解研究领域状况,为进一步寻找研究方向提供可能。 [研究方法] 以信息与知识传播研究领域为例,收集

整理题名中包含“知识冶研究论文元数据,在 Stanford Parser 的短语结构分析结果基础上,对驱动关系进行人工审定,
并做边界调整、拆分和规范化,得到概念间的真实驱动关系数据,定义若干分析指标,以上述数据为基础构建加权有

向图,并基于复杂网络分析和可视化技术分析展示在知识驱动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的概念及驱动路径。 [研究结论]
该研究借鉴和发展共词分析方法,提出并实现了一种能够揭示研究领域概念之间有方向的知识驱动关系的方法,利
用本方法可以发现不同概念在某一领域的驱动强度大小、特定的驱动路径和若干稳定或脆弱的概念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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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nalytical Method for Knowledge-Driven
Relationship Based on Title of Papers

——— Taking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Domain as an Example

Zhang Yunliang
(1.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摇 100038;

2. Key Laboratory of Rich-Media Knowledge Organization and Service of Digital Publishing Content, Beijing摇 100038)

Abstract:[Research purpose]Based on the title of the papers, the concepts in a specific domain can be sorted out quickly, and the drive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nowledge represented by the concepts is determined, which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the domain, and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further research approach exploring of the domain. [Research method] Taking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dis鄄
semination domain as an example, the metadata of research papers containing " knowledge( in Chinese)" in the title was collected and sor鄄
ted ou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phrase structure analysis with Stanford Parser, the driven relationship was manually examined, and the con鄄
cept boundary was adjusted, relationship are split and standardized, so as to obtain the real driving data between concepts, define several
analysis indexes, build a weighted directed graph based on the data above, and analyze and demonstrate the knowledge-driven relationship
based on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conclusion]The Co-word analysis method is referenced and
improved, and a method that can reveal the knowledge-driven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concepts, which is a stronger and more accu鄄
rate association, is put forward and implemented. Using this method, we can find the driven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concepts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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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 domain, the specific driven paths and some concept groups with stable or fragile relationship.
Key words:knowledge-driven relationship; title of papers; phrase structure analysis;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摇 摇 知识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的成果,是人

类智慧的结晶[1]。 在从基础的数据升华到智慧的复杂

过程中,研究者提出多种模型,知识都在其中占据一席

之地[2-3],而且都处于从数据和信息发展到智慧的关

键位置。 同时,知识也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有力工

具,在推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当前人工智能如火如荼,但以数据驱动的人工智

能发展面临瓶颈,将知识驱动与数据驱动结合发展第

三代人工智能的新思路被提出[4],以知识驱动的检索、
问答、甄别等应用日益普遍,知识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知识驱动关系是特定研究领域中重要概念之间的

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概念之间有方向的影响程

度。 研究驱动关系影响的强度与路径,有助于进一步

布局关键和高潜力研究方向,科学有效的引导领域发

展。 近年来,情报工程正向着更高的分析精准度方向

发展[5],本文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一个尝试,将定量和定

性相结合,形成系统了解和梳理不同研究领域中概念

之间驱动关系的体系方法。
为了研究和验证相关分析方法,本文选择信息与

知识传播研究领域作为实例,为了降低问题难度,本文

用论文题名代替全文进行分析。 在信息与知识传播研

究领域中“知识冶及相关概念是最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之一,对于揭示本研究领域及相关研究领域概念之间

驱动关系具有较为充分的代表性。 深入理解和分析论

文文本内容是最为理想的方法,但是一方面由于数据

量大导致处理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无关的论述也可能

为关键知识驱动关系的确定带来干扰。 为此本文基于

题名进行研究,其合理性在于“题名是科技论文的必

要组成部分,它要求用最简洁、恰当的词语来准确表达

论文的中心内容冶 [6],是全文分析的非常好的替代。
本文基于采集的信息与知识传播研究领域题名数据,
经短语结构分析后,以介词短语和动词短语为切入点,
抽取领域概念和概念间知识驱动关系,并利用图分析

为主的方法对本研究领域中的知识驱动情况进行分

析。

1摇 相关研究

目前,尚未见直接研究知识驱动关系分析的文献,
但具有相关的分析基础。 驱动关系是相关关系的特

例,更是共现关系的特例,原有基于共现统计的共词分

析等方法可以作为分析的基础;但是驱动关系要体现

方向,这是目前共词分析尚不能解决的,本文基于图分

析对文本内容进行深入分析。 共词分析和图分析方法

相关研究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摇 1. 1摇 共词分析方法摇 共词分析是文献计量的常用

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在同一个文本主体中的款目(单
词或名词短语对,以后简称为词对)共同出现的形式,
以发现科学领域的学科结构的一种分析方法[7]。 共词

分析方法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认识:某一词对在同一

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越多,则代表这两个词之间的关

系越紧密。 进而扩大范围,统计一组文献的主题词两

两之间在同一篇文献出现的频率,便可形成一个由这

些词对关联所组成的共词网络,网络内词对之间的距

离便可以反映对应概念之间的关联关系。 这种数值化

的直观表示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领域[8-9],在研究领域知识揭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10]。 当前,共词分析已经发展形成较为完善的流

程,包括 SPSS、Ucinet、CiteSpace 等在内的系列工具,
可以有效支撑各个领域的基本分析、聚类分析和可视

化展示 [11]。
摇 1. 2摇 图分析方法摇 将相关主题、概念或者因素纳入

到一个图的结构来进行研究,会对领域形成更为直观

的认识。 图分析主要研究连通性、可遍行性、可平面

性、匹配性质、染色性质、某些特殊结构、特殊顶点子集

等性质[12]。 实际上共词分析也需要建立图结构,但是

一般为无向图。 在本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图分析对象

包括概念地图、认知地图和因果图。 概念地图是利用

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表示关于某个主题的结构化

知识的一种图示方法。 概念地图用节点表示概念,用
连接线和连接语表示概念之间的关系;节点和连线按

照宽泛概念在上、具体概念在下的顺序,形成等级结

构[13]。 概念地图有时候有方向,但一般揭示的是定性

的关系,没有对关系进行量化。 认知地图是一种认知

映射工具,是一种使领域概念和概念之间关系同时显

示的可视化表达,是一个由节点构成的有向图,通过因

果链接,建立起多个实体之间的关系。 也有研究将其

泛化,而将因果图(Causal Map)作为其一个特例,研究

者通过深度访谈确定了“关于低碳经济下武钢可持续

发展认知地图冶中重要概念以及影响的方向和权重的

正负,并通过调查问卷方法求得具体的权重数值,为决

策提供了支撑[14]。 驱动关系构成的图类似于认知地

图。 总之图分析,分析对象涵盖无向图和有向图,但是

有向图包含更为丰富的信息,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事物

内在的规律。

2摇 数据准备

摇 2. 1摇 采集、清洗摇 本文研究的数据采集自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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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18 日),由于只分析题名,因
此检索时在“题名冶字段中用“知识冶作为检索词,同时

将网站定义的学科分类限定在“文化、科学、教育、体
育冶大类下的“信息与知识传播冶 类目,采集数据共

31 187条。
由于题名本身长度和命名规则各异,为了将驱动

关系提取出来,首先用“驱动冶来筛选全部数据记录,
得到结果 55 条,作为候选集合的一部分,但是数据量

较小,大量隐含的驱动关系没有体现出来。 通过对题

名进行观察,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是复杂的短语,可以先

进性短语结构分析。 本文选取 Stanford parser[15] 进行

分析,并重点关注其中的介词 P,经统计共出现 10 276
条,这是因为一个句子中可能出现多个介词,如“关于

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的深度思考冶的分析结果如

图 1 所示,该题名包含“关于冶和“向冶两个介词。 对全

部介词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所有的介词共 56 种,其中

出现 10 次以上的有 24 种,如表 1 所示。 其中有一个

英文介词“of冶看上去比较突兀,因此返回到原始题名

分析,发现题名中包含了“Web of Science冶或“Web of
Knowledge冶,体现的是研究的数据源。 其中“基于冶
“对冶“以冶“从冶“为冶等属于频次较高并且体现驱动关

系可能性较大的介词,以此筛选出 5 288 条题名,然后

对介词后的近邻的名词短语 NP 进行抽取,部分示例

如表 2 所示。 但是存在包含这些介词但未体现驱动关

系的情况,部分示例如表 3 所示。

图 1摇 包含双介词的题名短语结构分析结果示例

表 1摇 题名中出现的高频介词统计

序号 介词 词频 序号 介词 词频 序号 介词 词频

1 基于 3637 9 到 133 17 据 28

2 在 1433 10 论 91 18 由 28

3 对 1334 11 向 89 19 作为 22

4 与 1181 12 用 73 20 of 18

5 以 947 13 自 33 21 面向 18

6 从 479 14 和 30 22 按 13

7 关于 367 15 于 29 23 通过 13

8 为 152 16 给 28 24 当 12

表 2摇 部分知识驱动关系抽取示例

序号 题名 短语结构分析结果 抽取的驱动关系

1
基于平衡记分卡的知

识链管理

(ROOT (NP (DNP (PP (P 基于) (NP (NN 平衡) (NN 记分卡)))
(DEG 的)) (NP (NN 知识链) (NN 管理))))

平衡记分卡寅知识链管理

2
基于知识管理的图书

馆服务方式研究

(ROOT ( IP (VP (PP (P 基于) (NP (DNP (NP (NN 知识) (NN 管

理)) (DEG 的)) (NP (NN 图书馆) (NN 服务) (NN 方式)))) (VP
(VV 研究)))))

知识管理寅图书馆服务方式

3
知识管理对图书馆虚

拟参考咨询服务的理

论阐释

(ROOT ( IP (NP (NN 知识) (NN 管理)) (VP (PP (P 对) (NP (DNP
(NP (NP (NP (NN 图书馆)) (ADJP ( JJ 虚拟)) (NP (NN 参考)))
(NP (NN 咨询) (NN 服务))) (DEG 的)) (NP (NN 理论)))) (VP
(VV 阐释)))))

知识管理寅图书馆虚拟参考咨

询服务

4
以知识经济理论重塑

参考咨询

(ROOT ( IP (VP (PP (P 以) (NP (NP (NN 知识) (NN 经济)) (NP
(NN 理论)))) (VP (VV 重塑) (NP (NN 参考) (NN 咨询))))))

知识经济理论寅参考咨询

5
从知识经济论高校图

书馆的资源管理

(ROOT ( IP (VP (PP (P 从) (NP (NN 知识) (NN 经济))) (VP (VV
论) (NP (DNP (NP (NN 高校) (NN 图书馆)) (DEG 的)) (NP (NN
资源) (NN 管理)))))))

知识经济寅高校图书馆资源管

理

6
图书馆如何为知识经

济服务

(ROOT ( IP (NP (NN 图书馆)) (VP (ADVP (AD 如何)) (PP (P 为)
(NP (NN 知识) (NN 经济))) (VP (VV 服务)))))

图书馆寅知识经济

表 3摇 部分包含介词但未体现驱动关系的题名示例

序号 题名 介词 短语结构分析结果

1
发展机构知识库的若干问

题探讨———基于机构知识

库调研的思考

基于

(ROOT( IP(NP(DNP(NP(NP (NN 发展) (NN 机构))(NP (NN 知识库)))(DEG 的))(QP
(CD 若干))(NP (NN 问题)))(VP (VV 探讨)) (PRN (PU ———)(NP(DNP(PP (P 基于)
(NP (NN 机构) (NN 知识库) (NN 调研)))(DEG 的))(NP (NN 思考))))))

2
图书馆为弱势群体提供知

识援助:市场经济体制下

的"悖论"
为

(ROOT (UCP ( IP (NP (NN 图书馆)) (VP (PP (P 为) (NP (ADJP (JJ 弱势)) (NP (NN 群

体)))) (VP (VV 提供) (NP (NN 知识) (NN 援助))))) (PU :) (NP (DNP (LCP (NP
(NN 市场) (NN 经济) (NN 体制)) (LC 下)) (DEG 的)) (NP(NN " ) (NN 悖论) (N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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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摇 部分包含介词但未体现驱动关系的题名示例

序号 题名 介词 短语结构分析结果

3
从文本知识源中挖掘概念

格的形式分析
从

(ROOT ( IP (NP (CP ( IP (VP (PP (P 从) (LCP (NP (NN 文本) (NN 知识源)) (LC 中)))
(VP (VV 挖掘) (NP (NN 概念) (NN 格))))) (DEC 的)) (NP (NN 形式))) (VP (VV 分

析))))

4
如何对图书馆进行知识重

组
对

(ROOT ( IP (VP (ADVP (AD 如何)) (PP (P 对) (NP (NN 图书馆))) (VP (VV 进行)
(NP (NN 知识) (NN 重组))))))

摇 2. 2摇 自动筛选处理、人工审校摇 在上述 5288 条记

录基础上进行人工校对处理,主要的处理策略包括规

范化、拆分、调整边界和删除。 其中记录规范化主要是

去除复杂的修饰成分,虽然这些修饰成分实际上可能

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在其他的分析中可能有重要的作

用,但这里需要从本质上进行归纳,部分归纳示例如表

4 所示。 记录拆分主要针对并列的概念,拆分过程中

实际上也包含了规范化的处理,部分示例如表 5 所示。
调整边界主要针对因短语结构分析错误引起的驱动关

系识别错误,部分示例如表 6 所示。 删除处理主要对

于关系提取错误无法调整或者规范化前后关系前后概

念皆不包含“知识冶的情况,如“泛在知识环境下基于

用户需求的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研究冶提取出“用户

需求寅高校图书馆服务模式冶的驱动关系应删除。
表 4摇 部分规范化的驱动关系示例

原始驱动关系 规范化后的驱动关系

平衡记分卡寅知识链管理 平衡记分卡寅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寅图书馆服务方式 知识管理寅图书馆服务

知识管理寅图书馆虚拟 参考咨询服务 知识管理寅 参考咨询

表 5摇 部分拆分的驱动关系示例

原始驱动关系 拆分后的驱动关系

共引与共词分析寅国内移动商务核

心知识与热点识别

共引分析寅核心知识识别

共词分析寅核心知识识别

机构知识库寅知识分析及可视化
机构知识库寅知识分析摇
机构知识库寅知识可视化

表 6摇 部分驱动关系边界调整示例

题名 短语结构分析结果
提取的

驱动关系

调整边界后

的驱动关系
题名 短语结构分析结果

提取的

驱动关系

调整边界后

的驱动关系

基 于 本

体 的 注

塑 模 改

模 知 识

表 达 与

推 理 研

究

(ROOT
摇 ( IP
摇 摇 (VP
摇 摇 摇 (PP (P 基于)
摇 摇 摇 摇 (NP
摇 摇 摇 摇 摇 (DNP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NP (NN 本体))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DEG 的))
摇 摇 摇 摇 摇 ( NP ( NN 注 塑

模))))
摇 摇 摇 (VP (VV 改模)
摇 摇 摇 摇 (NP (NN 知识) (NN
表达)
摇 摇 摇 摇 摇 (CC 与)
摇 摇 摇 摇 摇 (NN 推理) (NN 研

究))))))

本体的注

塑模寅知

识表达与

推理研究

本体寅知

识表达

本体寅知

识推理

基 于 工

作 流 的

知 识 地

图 及 其

在 企 业

知 识 管

理 中 的

应用

(ROOT
摇 ( IP
摇 摇 (VP
摇 摇 摇 (PP (P 基于)
摇 摇 摇 摇 (NP
摇 摇 摇 摇 摇 (NP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NP (NN 工作) (NN
流的))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NP (NN 知识) (NN
地图)))
摇 摇 摇 摇 摇 (CC 及)
摇 摇 摇 摇 摇 (NP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NP (PN 其))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PP (P 在)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NP (NN 企业)))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NP (NN 知识) (NN
管理)))))
摇 摇 摇 (VP (VV 中的)
摇 摇 摇 摇 (NP (NN 应用))))))

工作流的

知识地图

寅其在企

业知识管

理

工作流 寅
知识地图

知识地图

寅知识管

理

摇 2. 3摇 待分析数据集情况说明摇 以上数据记录经过

人工审核,确认在 3 928 个题名中,共标识出 4 124 条

驱动关系,每条驱动关系包含两个概念节点,至少其中

一个概念节点中包含“知识冶,以此作为后续分析的数

据基础,严格来讲,这些节点应该是词语而不是概念,
但是本文假设通过规范化能够将词语形成概念,只是

在不同情况下规范化程度不同,不影响本文的分析方

法研究。

3摇 分析研究

摇 3. 1摇 相关指标定义摇 为了更好的分析驱动关系,特
别对部分指标定义做说明。 本文引入图分析中的度、

出度、入度等概念,并进一步定义驱动强度、绝对驱动

强度、相对驱动强度、纯主动驱动概念、纯被动驱动概

念、驱动链条、驱动关系强度,强驱动链条、驱动回路等

概念,如下。
定义 1:驱动强度即该概念作为主体驱动其他概

念的强度,分为绝对驱动强度和相对驱动强度。
定义 2:绝对驱动强度以该概念在有向图的中出

度的单调增函数定义,本文简单定义为该概念在有向

图中的出度。
定义 3:相对驱动强度以该概念在有向图的中出

度的单调增函数和入度的单调减函数定义,本文简单

定义为有向图中出度减去入度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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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4:纯主动驱动概念即有向图中入度为 0 的

概念。
定义 5:纯被动驱动概念即有向图中出度为 0 的

概念。
定义 6:驱动链条即在驱动关系形成的有向图中,

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概念形成的节点及相关的边形成

的具有单一方向的路径。
定义 7:驱动关系强度即对特定两个概念从驱动

主体到驱动客体之间驱动实例的个数。
定义 8:强驱动链条即链条上任意驱动关系强度

都达到一定阈值以上的驱动链条。
定义 9:驱动回路即形成了闭环的驱动链条。

摇 3. 2摇 “知识冶相关的核心概念统计分析摇 依据绝对

驱动强度排名 TOP20 概念如表 7 所示,由于最后两个

概念强度相同,实际上有 21 个概念。 依据相对驱动强

度排名 TOP20 概念如表 8 所示,由于驱动强度相同原

因,相对驱动强度最高的概念有 22 个,相对驱动强度

最低的概念有 21 个。 找出纯主动驱动概念依据其出

度排名,纯被动驱动概念依据其入度排名,TOP20 概

念如表 9 所示,由于出度或入度相同原因,纯主动驱动

概念有 21 个,纯被动驱动概念有 22 个。
表 7摇 绝对驱动强度 TOP20 概念

序号 概念 绝对驱动强度 序号 概念 绝对驱动强度

1 知识管理 694 12 Web2. 0 27
2 知识图谱 236 13 CiteSpace 27
3 知识服务 129 14 机构知识库 27
4 本体 123 15 Wiki 26
5 知识 50 16 关联数据 26
6 知识地图 47 17 知识元 26
7 知识发现 38 18 科学知识图谱 24
8 知识库 38 19 知识转移 24
9 主题图 29 20 知识经济 23
10 知识链 29 21 知识创新 23
11 知识组织 29

表 8摇 相对驱动强度 TOP20 概念

序

号

高驱动强

度概念
出度 入度

相对驱

动强度

低驱动强

度概念
出度 入度

相对驱

动强度

1 知识管理 694 377 317 知识服务 129 456 -327

2 知识图谱 236 83 153 图书馆 12 123 -111

3 本体 123 1 122 知识共享 21 117 -96

4 知识 50 0 50 图书馆管理 1 85 -84

5 知识地图 47 15 32 档案管理 3 85 -82

6 主题图 29 0 29 知识组织 29 100 -71

7 知识链 29 2 27 图书馆服务 1 60 -59

8 Web2. 0 27 0 27 机构知识库 27 82 -55

9 CiteSpace 27 0 27 信息服务 2 50 -48

10 Wiki 26 1 25 知识库 38 85 -47

11 关联数据 26 1 25 知识传播 1 41 -40
12 知识元 26 2 24 知识检索 2 36 -34
13 知识经济 23 1 22 可视化分析 0 34 -34
14 科学知识图谱 24 3 21 知识转移 24 56 -32
15 大数据 21 0 21 参考咨询服务 0 30 -30

续表 8摇 相对驱动强度 TOP20 概念

序

号

高驱动强

度概念
出度 入度

相对驱

动强度

低驱动强

度概念
出度 入度

相对驱

动强度

16 用户需求 20 0 20 知识发现 38 64 -26

17 知识管理理念 20 0 20 参考咨询 2 28 -26

18 隐性知识 19 2 17 数字图书馆 13 37 -24

19 知识网格 18 2 16 知识交流 1 23 -22

20 语义网 16 0 16 知识表示 1 23 -22

21 网络 16 0 16 核心竞争力 0 22 -22

22 博客 16 0 16

表 9摇 纯主动驱动概念和纯被动驱动概念 TOP20

序号 纯主动驱动概念 出度 纯被动驱动概念 入度

1 知识 50 可视化分析 34
2 主题图 29 参考咨询服务 30
3 Web2. 0 27 核心竞争力 22
4 CiteSpace 27 数字档案馆 20
5 大数据 21 现状分析 16
6 用户需求 20 热点分析 16
7 知识管理理念 20 个性化服务 15
8 语义网 16 图书馆工作 14
9 网络 16 前沿分析 14
10 博客 16 趋势分析 14
11 信息技术 14 竞争情报 10
12 本体论 14 知识型员工管理 7
13 Ontology 14 档案工作 7
14 元数据 13 知识导航 7
15 社会网络分析 12 资源组织 7
16 心理契约 11 自动分类 6
17 Web 11 信息系统 6
18 引文网络 10 知识扩散 6
19 知识螺旋 10 读者服务 6
20 微博 10 知识咨询服务 6
21 Citespace 10 知识咨询 6
22 知识抽取 6

图 2摇 出度和入度 TOP20 节点关联

依据上述驱动关系形成的复杂网络进行分析,提
取出度和入度前 20 名(其中出度第 20 名有两个并列)
并做标识,如图 2 所示,可以观察到在出入度前 20 名

的概念中,重复的概念有 8 个,并且其排序也有所差

异,说明这 8 个概念在驱动其他概念,同时也被其他概

念驱动,其中“知识管理冶和“知识图谱冶的出度大于入

度,相对驱动强度更高,而其余 6 个概念,出度小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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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对驱动强度较低。
摇 3. 3摇 核心驱动链条研究摇 为了更好的观察不同概

念之间的驱动关系,找到核心驱动链条,使用 Graphviz
和 PyGraphviz 绘图,采用椭圆表示概念节点,椭圆的

高度用节点度的对数加上一个常数(这里取 0. 5)定

义。 两个节点之间的边的宽度用两个节点之间实际产

生驱动关系数量的平方根来定义。 考察图需要选择特

定的驱动关系强度阈值,首先设定阈值为 10 的驱动关

系及相关概念进行展示分析,可知在本领域最核心驱

动主体是“知识管理冶,其次是“知识图谱冶“本体冶,最
后是“DSpace冶,“知识管理冶驱动了“图书馆管理冶“图
书馆服务冶 “信息服务冶等,但是“本体冶也是“知识管

理冶的驱动主体,并且同时也驱动了“知识组织冶“知识

库冶和“知识检索冶。 “知识管理冶驱动“知识服务冶,并
和“知识服务冶一起驱动“图书馆冶和“档案管理冶,当
然关于“知识服务冶还有“知识构建冶 “用户需求冶 “大
数据冶等驱动主体。 “知识图谱冶的唯一驱动主体是

“CiteSpace冶,可见这里的知识图谱仍然是“Knowledge
Mapping冶的含义,这是图情领域在过去对知识图谱使

用最多的内涵,而非近年来更广泛使用的“Knowledge
Graph冶,图中还有一条独立的驱动链条,即“DSpace冶
对“机构知识库冶的驱动。

图 3摇 部分未与最大连通子图连通的子图示例

把驱动关系强度阈值降低为 5,大体结构不变,只
是增加了更多的驱动关系细节。 如“文献寅知识发现

寅知识服务寅……冶,“关联数据寅知识发现寅知识服

务寅……冶,“关联数据寅知识组织寅知识服务寅
……冶,“主题图寅知识组织寅知识服务寅……冶等链

条,“知识图谱冶的驱动主体增加了“VOSviewer冶,同时

增加了“SNS冶对“知识社区冶的驱动。 进一步降低驱

动关系强度阈值至 2 时,由于边过多,整体可读性降

低,但仍然可以通过局部放大的方式进行观察,“知识

图谱冶这一概念通过对“档案管理冶的驱动,与“知识管

理冶所属的最大连通子图(这里连通性依据有向图的

底图考察)连接在一起,但是产生了更多的相对独立

的驱动链条,一些子图式样如图 3 所示。
摇 3. 4摇 驱动回路研究摇 仅保留驱动回路,可以发现,
核心结构仍然由“知识管理冶“知识服务冶和“图书馆冶
“数字图书馆冶构成,由于“数字图书馆冶属于“图书

馆冶的下位概念,所以实际上是由“知识管理冶“知识服

务冶和“图书馆冶构成了稳定的三角结构,还可以提取

出多个驱动回路。 但是这些回路仍主要通过核心的驱

动三角回路发挥作用,在与“知识管理冶关联的概念

中,存在“开放获取圮机构知识库圮学科服务冶回路,
此外还有“分类圮知识发现圮知识图谱圮计量分析冶
回路,以及“知识共享圮教育冶“Wiki圮知识组织冶两条

较短的回路。 如果把驱动关系强度阈值逐步提高到

3,如图 4 所示,发现唯一的驱动回路变成了“知识管理

圮知识服务圮图书馆冶,尽管各边驱动强度不同,但是

这是目前在研究领域内最重要的回路。

图 4摇 驱动回路(驱动关系强度阈值 3)

摇 3. 5摇 与共词分析方法比较摇 共词分析方法的典型

分析结果包括共词矩阵、高频词聚类分析树状图、类团

分析(包括凝聚子图)、多维尺度分析(包括战略坐标

图)等等,揭示了领域内高度关联的概念,但是重要程

度的分析主要基于概念本身的频率和共现频率,而知

识驱动关系分析则在共现基础上,明确了概念之间关

系的方向。 在共词分析中,如果两组概念的共现次数

是一样的,则对其解读是一样的,在知识驱动关系中还

要区分是概念 A 影响概念 B,还是概念 B 影响概念 A,
或者两者皆有,则两组关系也可能大相径庭,以此为视

角能够得到一系列新的观察结果。 如在本文的数据

中,“语义网-知识服务冶和“知识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冶均共现 9 次,但是前者 9 次均是“语义网冶驱动“知
识服务冶,“语义网冶是一个纯主动驱动概念,后者中有

8 次是“知识管理冶驱动“人力资源管理冶,还有 1 次是

“人力资源管理冶驱动“知识管理冶,体现了两个概念相

互影响,但是以“知识管理冶驱动“人力资源管理冶为主

的情况。 当然由于共词分析不需要进行方向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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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相对容易,而本文分析方法需要引入短语结构分

析,实现起来相对困难,也正是基于此,本文采用了以

题名代表论文的简化研究方法,减少分析的数据量和

可能带来的干扰。

4摇 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对论文题名短语结构分析的基础上,通过

将概念之间的驱动关系表示为加权有向图,提出了相

关指标及分析方法,并在信息与知识传播研究领域进

行实证研究。 本文发展了共词分析方法,本文能够观

察到一些独特的关联和性质,如:a. 不同概念在某一领

域的驱动强度大小,又可以从绝对驱动强度和相对驱

动强度来分别进行分析;b. 特定的驱动路径,包括强驱

动路径和驱动回路,为进一步干预和影响相关工作提

供了可参考的依据;c. 若干具有稳定或脆弱驱动关系

的概念团组。 从驱动强度角度对领域研究全貌进行了

解,有助于寻找重点攻关的研究内容和潜在的研究方

向

本文研究还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首先是概念的

归并问题,作者在拟定题名的时候往往使用不同的术

语,或者加以限定修饰,需要加以归并,概念归并的程

度和准确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对领域概念驱动强度大

小、驱动链条和驱动回路的发现、整体连通性等的观察

研究产生影响,但不影响本方法的有效性。 其次是题

名的代表性问题,尽管绝大多数题名代表了论文的核

心内容,但是仍有一些题名过于简单,或题名中概念存

在歧义,这些可能还需要通过对摘要和全文的理解才

能实现。 最后是驱动关系的发现和确认,本文采用了

基于部分介词和动词为核心的分析方法,但是在具体

处理上,仍然需要人工干预。
本文中对知识驱动关系强度的确定是等权的,未

来可以对其类型进行区分并设置不同权重,以得到更

为准确的分析结果。 本文分析高频概念间的驱动关系

并未考虑时间因素,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驱动网络的

时间演化、萌芽状态驱动关系的发现、各不连通子图之

间的潜在可能驱动关系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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