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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知识图谱方法分析文献的优势

从海量文献中客观、迅速地选择出需要研

    读的代表性文献 

避免因主观判断遗漏重要文献 

科学、客观地分类、分领域

并为每个领域自动命名

 节省大量时间精力



科学知识图谱又称绘制科学地图（Science 

Mapping），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信息分析工具。是指

基于文献、专利等数据库中的科学数据，利用知识可

视化和网络分析的方法，对具体研究领域的科技产出

主体（科学家、机构、国家）、客体（文献、专利）

和载体（期刊） 进行生动和直观的展现。





方法工具
什么是Citespace？



Citespace由美国德雷塞尔

大学陈超美教授于2004年开

发，至今已更新至第五版。

用户遍及全球 60 余个国家

或地区，是近年来最具特色和

影响力的知识图谱分析软件。

优势：引文空间分析及可视化





分析数据单元

Author（AU）作者 　
Title（TI）标题 　 
Descriptors主题词 （Title+keywords+Abstract) 　 
Keywords关键词  　 
             DE   作者关键词 　
             ID-Identifiers  数据库给出的关键词 　 
Abstract摘要（AB） 　
 PY-publication year 发表年份 　 
TC-times cites 被引频次 　 
C1-address 作者地址：机构、国家 　 
SO-来源期刊 　 
WC-Web of science category 学科领域 　 
CR-Cited references 引文  　
cited author被引作者  　 
cited journal被引期刊  　 
cited documents被引文献 

作者合作图谱

国家合作图谱

机构合作图谱

学科领域图谱文献共被引图谱

共词图谱



施引
文献

A

被引文献A1

被引文献A2

被引文献A3

被引文献A4

施引
文献

B

被引文献B1

被引文献B2

被引文献B3

被引文献B4

施引
文献

C

被引文献C1

被引文献C2

被引文献C3

被引文献C4

共被引文献



重要共被引文献

重要共被引文献

重要共被引文献

共引聚类 耦合聚类

知识基础文献 研究前沿文献



被引时间，由近及远

聚类标签恐怖主义文献共被引图谱

转折点论文，中介中心值
大于0.1论文

突现（burst）论文，在某
一时间段受关注高的论文

高sigma论文，中心值和
突现值都高的论文



如何使用
利用Citespace分析文献



下载并安装
citespace 确定分析主题 数据源及数据下载

建立数据和项目文
件夹

启动citespace 建立项目 设置参数 点击go并可视化

判断图谱是否满意 发现重要文献 下载、精读文献

应用citespace分析文献的流程

科研论文撰写



下载地址：所图书馆主页—常用工具栏目或者直接点击http://cluster.cis.drexel.edu/~cchen/citespace/







青藏高原
生态学







一次最多只能
下载500条



文件重命名：
Download_1-500
Download_501-1000
Download_1001-1500
Download_1501-1894

建立数据和项目文件夹



运行citespace



1菜单栏

2 新建、编辑、
删除项目

3 数据分析状态
与过程

4 选择分析时间

5 选择分析字段 

6 分析数据阈值的设定

7 网络裁剪区

8 可视化参数和
功能区



必须命名





1.对将要分析的
数据进行时区分
割

2.分析对象选择
文献共被引

3.阈值设定g-
index,默认为5

4.点击go



TopN：表示提取每个时间切片内的对象的数量。比如设定为50，那就是每个时间切片内 

               共被引次数在前所有共被引文献中排名前50的文献。

TopN%：表示提取每个时间切片内排名前N%的对象的数量。比如设定为10，那就是每

                   个时间切片内共被引次数在前所有共被引文献中排名前10%的文献。

g-index：g指数方式提取。文献数量多的时候推荐选用这种方式。

阈值设定的含义





运行过程

运行和停止



1.生成聚类 2.选择聚类词的来源字段
3.选择聚类标签的命名方式



通常选择紫色（自动聚类） 通常选择K 通常选择LLR





图谱参数 调整图谱大小

3.调整节点
显示效果

2.年轮的方式显示节点1.突发值检测

节点信息列表

生成的聚类数量



图谱参数的含义

节点显示的多少，值越大显示的越少
节点字体的大小
节点的大小

连线的粗细

聚类标签的大小



# = 聚类标签名称

紫圈=中介中心值大
于0.1的文献

红点表示突发值
高的文献

黑字=文献信息



1.研究领域分类

聚类
1.1 查看聚类信息
1.2 判断主要聚类

2.知识基础文献 3.研究前沿文献 4.挑选重要文献

网络中的节点
2.1 查看网络中所有文献信息

2.2 每一个聚类由哪些文献组成
2.3 如何查看某一篇文献的信息

及全文

施引文献
3.1 分聚类查看施引文献
3.2 如何判断前沿文献

进一步选择
4.1 如何挑选重要文献

4.2 近期热点文献



聚类信息总结

1.1 查看聚类信息



聚类号 聚类中的
文献数量

聚类的紧
密度

聚类中文献的平均
发表时间 三种聚类标签的

命名方式 1.2 判断主要聚类



网络中的所有文献信息

所有文献信息的列表

2.1 查看网络中所有文献信息



聚类信息查询

2.2 每一个聚类由哪些文献组成



聚类信息列表

施引文献中提取的关键词

某一聚类中的所有文献

施引文献中提
取的总结聚类
的句子

2.2 每一个聚类由哪些文献组成



左键单击节点查看节点信息

2.3 如何查看某一篇文献的信息及全文



下载全文

          查找全文

右键单击节点



该聚类的所
有施引文献

Part1：该聚类的文献中系统自动抽取的关键词

Part2：该聚类的施引文献详细信息

数
字
代
表
引
用
聚
类
中

文
献
的
数
量

3.1 分聚类查看施引文献

3.2 如何判断前沿文献



重要文献信息列表

4.1 如何挑选重要文献



被引次数 文献信息 所在聚类编号

网络中的高被引文献

网络中的高中介中心值文献

网络中的高突发值文献

网络中的高sigma值文献



突发文献

默认是25，一定要修改

近期热点文献



文献信息 发文时间

突发值

开始-结束时间

近三年的高
突发值论文



其他介绍
深入学习Citespace



参考书目：
李杰.陈超美. 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陈悦.陈超美.胡志刚.王贤文等.引文空间分析原理及应用—Citespace使用指南.科学出版社
经典文献：
Chen, C. (2006)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7(3), 359-
377.
Chen, C., Hu, Z., Liu, S., Tseng, H. (2012) Emerging trends in regenerative medicine: 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in CiteSpace. Expert Opinions on Biological Therapy, 12(5), 593-608.
网络资源：
陈超美博客: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649
李杰博客: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54179 
微信公众号:科学知识图谱学习社区
更多教程：http://il.las.ac.cn/course/56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