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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从多重共现的分析角度出发，通过对 Morris 交叉图技术进行改进，使其适

用于多重共现的分析，同时综合运用多重共现的分析方法及多重共现的交叉图技术对高校图书

馆与核心期刊间的发文关联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高校图书馆 － 核心期刊 － 关键词的多重

共现关系发现: ( 1) 高校图书馆与核心期刊的发文关系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 ( 2) 高校图书馆较

为注重用户服务和资源环境建设等方面的研究; ( 3) 各核心期刊所刊载的高校图书馆论文的研究

主题各具特色; ( 4) 各高校图书馆除了会在某些核心期刊上发表关于某几个特定主题的文章之

外，在各类期刊中发文的主题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关键词〕 共现 多重共现 发文关系 关键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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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献计量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论文共现 ( co － occurrence
and occurrence) 现象，通过分析共现现象可以从多个角度解

释、挖掘隐含在论文中的各类信息，揭示论文与论文之间的

内容关联和逻辑关联。由于共现现象可以转换为形式化的

表述方式( 如共现矩阵，共现关系图) 加以定量测度，尤其是

在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共现分析以其方法的简明性和分析

结果的可靠性，成为支撑信息内容分析研究过程的重要手段

和工具，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理论探讨与应用

研究。而学术期刊上单独成篇发表的论文数据看似孤立，实

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每一篇论文都由若干个特征项

( entities) 组成，包括关键词、作者、机构、发表期刊等
〔1〕。这

些特征项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篇论文的重要特征，也是论文

之间相互区别的重要特质。在文献计量研究中，通常用分析

特征项之间关联的方法去探索论文的关联，进而映射科学领

域在不同方面的关联结构，揭示科学活动的发展规律。
要实现对海量论文数据的量化分析，就必须对文献数据

进行特征提炼，抽取可以定量分析的结构化数据。揭示某种

特征项内部的关联结构，是目前大部分的可视化技术所能实

现的，在科学计量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比如为了揭示两种特

征项之间的关联，美国科学计量专家 Morris〔2，3〕
借助两个共

现矩阵相同特征项之间的关联，开发了交叉图和时间线技术

并进行了应用研究，两种技术可以很好地弥补目前可视化技

术不能揭示两种特征项关联的缺陷。Leydesdorff〔4〕
把“异质

网络”的思想进一步扩展到了 3 － mode 网络，他把作者 － 期

刊 － 关键词的特征项联系起来，通过不同类型节点在同一网

络中的展现，不仅有利于分析同一类型节点间以及不同类型

节点间的关系，而且也是研究网络更加真实的反映。胡琼芳

和曾建勋
〔5〕

从文献共引、耦合、共篇 3 个维度出发，提出并实

现了一种综合三特征项的文献相关度判定方法。其研究相

当于使用论文中的引文 － 被引文 － 关键词三个共同出现的

特征项进行匹配对比，发掘各论文之间的相关性。
基于多个不同特征项关系的可视化方法与基于两个特

征项关联的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方法( 包括主成分分析、聚
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相比，在反映

科学活动规律和科学知识领域方面增加了多个分析角度和

信息来源，因此，其中蕴含的信息量也大幅度增加，有很大的

挖掘和探索价值。本研究基于论文中多个不同特征项的关

联关系来探讨高校图书馆与核心期刊之间的发文关系，将有

助于发掘和揭示高校图书馆在核心期刊当中的发文规律及

发文主题，同时本研究着重从多重共现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分

析，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视角，能揭示更为深入的信息内容。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 1 研究方法

目前许多关于共现的研究都只对两个共现项进行分析，

因此对多个共现项进行分析显得很有意义，因为多个共现项

能够揭示出更为全面而具体的内容。比如通过构建作者 －
发表期刊 － 关键词之间关系的三维矩阵，分析作者 － 发表期

刊 － 关键词的共现关系图，可以形象地揭示哪类作者在哪类

期刊发表哪类主题的论文。
本研究拟通过分析机构 － 发表期刊 － 关键词的这三个

特征项的共现关系，来发掘它们之间存在的关联信息。并且

笔者把这种出现两个以上共现项的情况称作多重共现现象，

通过分析多重共现现象可以揭示出更为深入的信息内容，比

如在分析机构 － 发表期刊 － 关键词这三个共现项的关系中，

如果从机构的视点出发，可以发掘出哪些机构偏向于在哪种

期刊上发表某类研究主题的文章; 从期刊的视角出发，可以

揭示某类期刊上所具有的稳定机构作者群，还有该机构在期

刊上所发表论文的主题方向; 而从关键词的角度出发，可以

找出发表关于某类主题论文的机构群体和期刊集合。可见

多重共现现象比一般的共现现象更为复杂，并且能揭示出更

为详细的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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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研究为了能更有效地显示出多重共现中各特征

项的关联关系，笔者借鉴了 Morris 的交叉图显示方式，并对

其作出改进，如图 1 所示是 Morris 的交叉图，而图 2 则是笔

者对其作出改进后的交叉图显示样例。Morris 的交叉图技

术分别用 x 轴、y 轴表示两种不同类型的特征项，首先利用 x
轴、y 轴轴线揭示每种特征项内部的关联结构，然后在 x 轴、y
轴的交叉点用节点( 颜色、大小) 显示两种特征项关联强度。
可见，一张交叉图不仅包括了两个不同特征项的关联关系，

还包含了这两个特征项自身各自的聚类关系。而为了能够

显示出三个特征项之间的关联关系，笔者在 x 轴、y 轴的交界

处加入了另一特征项来显示其与 x 轴、y 轴上两种特征项的

多重共现关系( 如图 2 所示) ，同时在坐标的外围处，笔者也

加入另一特征项来分别显示其与 x 轴、y 轴特征项的共现关

系。从图 1 中可以看出，Morris 的交叉图着重于显示两个特

征项之间的关联关系，如图 1 中机构合作与研究主题交叉图

可以考察哪些机构合作研究了哪些相关的研究主题; 笔者改

进后的交叉图除了可用于显示两个特征项之间的关联关系

之外，还可以显示三个特征项之间的共现关系，如图 2 中机

构 － 期刊 － 关键词多重共现交叉图可以考察哪些机构在哪

些期刊中发表某类研究主题( 关键词) 的论文。多重共现的

交叉图可以揭示更多的信息，挖掘出原有交叉图可视化技术

无法揭示的信息。

图 1 Morris 机构 － 研究主题交叉图
〔6〕

图 2 机构 － 期刊 － 关键词多重共现交叉图

图 2 中圆圈所示代表发文量的多寡，发文越多，圆圈越

大。高频关键词区域则可显示某机构在某期刊上发表论文

所使用的高频关键词状况，按照其所使用的关键词频次高

低，图中数字以 1 － 5 进行排序，并标以不同的颜色深浅和字

号大小作为区别，关键词频次越高，其标识的颜色越深并且

字号也越大。
在基于共现分析方法以及多重共现可视化技术改进的

基础上，本研究拟通过以下的分析模型对高校图书馆与核心

期刊的发文关系进行分析。

图 3 机构 － 期刊 － 关键词多重共现分析模型

2． 2 数据来源

为了能更有效地揭示高校图书馆和核心期刊的论文主

题研究情况以及发掘出高校图书馆与核心期刊之间的发文

关系，本研究需要限定所选取的高校图书馆和核心期刊的样

本数量。因此笔者选取中国校友会网 2011 年中国大学排行

榜 20 强高校
〔7〕

的图书馆作为机构分析样本，在期刊样本上

则选择了 CSSCI( 2010 － 2011 年) 来源期刊“图书馆、情报与

文献学”中的 18 种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
〔8〕( 以下简称 18 种

期刊) 。然后根据所选取的图书馆样本和期刊样本在 CNKI
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数据库搜索相关的论文，论文

发表年份限定为 2006 － 2010 年( 检索日期: 2011 年 3 月 12
日) ，共检索出 1143 篇论文( 如表 1 所示) ，基本可以认为检

索出的论文集合代表着目前高校图书馆的主要研究方向。
表 1 高校图书馆在核心期刊上的发文情况(2006 － 2010 年)

机构 总发文量( A) 在 18 种期刊上的发文量( B)比例( B/A* 100% )

北京大学图书馆 147 篇 107 篇 72． 79%

清华大学图书馆 179 篇 135 篇 75． 42%

浙江大学图书馆 108 篇 74 篇 68． 52%

复旦大学图书馆 141 篇 47 篇 33． 33%

南京大学图书馆 88 篇 29 篇 32． 95%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83 篇 54 篇 65． 06%

武汉大学图书馆 160 篇 69 篇 43． 13%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58 篇 29 篇 50%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159 篇 25 篇 15． 7%

中山大学图书馆 211 篇 122 篇 57． 82%

吉林大学图书馆 145 篇 32 篇 22． 07%

四川大学图书馆 143 篇 38 篇 26． 57%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 篇 88 篇 42． 31%

南开大学图书馆 144 篇 107 篇 74． 31%

中南大学图书馆 91 篇 30 篇 32． 97%

山东大学图书馆 147 篇 27 篇 18． 37%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107 篇 36 篇 33． 64%

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 2 篇 0 篇 0%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105 篇 47 篇 44． 7%

厦门大学图书馆 80 篇 47 篇 58． 75%

总计 2506 篇 1143 篇 45． 61%

3 基于多重共现揭示高校图书馆与核心期刊间的发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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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本研究从 20 所高校图书馆在 18 种期刊中所发表的论

文当中提取关键词，并导入到自编的软件当中绘制出高校图

书馆 － 核心期刊 － 关键词多重共现交叉图( 如图 4 所示) ，该

图可以直观地显示出高校图书馆在核心期刊中的发文关系，

以下将基于多重共现交叉图来深入分析高校图书馆与核心

期刊间的发文关联关系。
3． 1 发文量数据分析

图 4 高校图书馆 － 核心期刊 － 关键词多重共现交叉图

如图 4 所示，图中圆圈大的地方代表某图书馆在某期刊

上发表了较多的文章，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大学图书馆学

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论坛》
上发表了较多的文章，清华大学图书馆在《现代图书情报技

术》上发表了较多的文章，南开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工作与

研究》上发表了较多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高校图书馆与核

心期刊的发文关系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即高校图书馆的

研究人员会较为集中地在其所处地域( 或邻近地域) 的核心

期刊上发表较多的文章。
同时从图 4 中也可看出《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

工作》、《图书馆杂志》和《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刊载了 20 所

高校图书馆大量的论文，根据数据统计这四个期刊各刊载了

差不多 100 多篇 20 所高校图书馆发表的论文。另外如图 4
和表 1 所示，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

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在 18 种期刊中发文量居于前列，都发

表了超过 100 篇的论文，同时清华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

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在 18 种期刊中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

比例也是居于前列，其比例远远超过所有高校的平均比例

( 45． 61% ) ，这三所高校的图书馆发表了较多高质量的研究

论文。在数据统计当中，笔者发现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发文

量较少，笔者猜测其发表文章的署名单位可能是只使用了中

国科技大学的名称，导致在数据库中只能检索出其图书馆极

少量的发文数据。
3． 2 高校图书馆高频关键词分析

高校图书馆在核心期刊中发文的高频关键词，可以折射

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研究方向。20 所高校图书馆在 18 种期

刊上所发表论文的高频关键词如表 2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高

校图书馆非常关注服务，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用户服务展开，

比如信息服务、读者服务、图书馆服务、学科服务等的一些高

频词。同时高校图书馆也很注重资源环境建设等方面的研

究，如关键词: 数字图书馆、电子资源、网络环境、数据库、数

字资源、CALIS 等就有所反映。
表 2 样本论文中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高校图书馆 302 11 图书馆服务 36
2 图书馆 281 12 图书馆管理 35
3 数字图书馆 102 13 数据库 31
4 大学图书馆 56 14 数字资源 29
5 信息服务 50 15 CALIS 29
6 读者服务 50 16 科技查新 29
7 电子资源 46 17 学科服务 26
8 学科馆员 42 18 服务 26
9 网络环境 36 19 博客 25
10 图书馆员 36 20 资源整合 25

笔者拟定了一个高频关键词相似度计算公式，用以分析

各高校研究论文关键词的相似度，公式如下:

高频关键词相似度 = 某机构高频关键词与所有机构高频关键词的相同个数
所有机构的高频关键词数

× 100%

相似度越高，说明该图书馆与其它图书馆的论文研究关

键词越相似，其研究主题和整体比较一致，如果相似度低，说

明该图书馆的研究主题比较独特，和其它的研究方向不大一

样。笔者把高频关键词数限定在 20 个，通过统计和对比各

高校图书馆前 20 的高频关键词与总样本的前 20 高频关键

词，得出各高校图书馆的高频关键词相似度( 如表 3 所示) 。
表 3 各高校图书馆高频关键词相似度

序号 机构
高频关键

词相似度
序号 机构

高频关键

词相似度

1 南开大学图书馆 55% 11 中山大学图书馆 25%
2 清华大学图书馆 45% 12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25%
3 北京大学图书馆 35% 13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25%
4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30% 14 复旦大学图书馆 25%
5 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30% 15 厦门大学图书馆 15%
6 中南大学图书馆 30% 16 山东大学图书馆 15%
7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30% 17 吉林大学图书馆 15%
8 武汉大学图书馆 30% 18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15%
9 浙江大学图书馆 30% 19 南京大学图书馆 10%
10 四川大学图书馆 25% 20 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 0%

从表 3 中数据以及图 4 中最右侧的关键词区域可以看

出，南开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高

频词相似度最高。南开大学图书馆的高频词包括有高校图

书馆、学科馆员、信息服务等; 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高频词包括

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学科馆员、学科服务等; 北京大学图

书馆的高频词包括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馆门户、CALIS、数
字环境等。这三所高校图书馆的论文研究多集中于信息服

务及数字图书馆建设等领域，它们代表并引领着高校图书馆

研究的主要方向。而南京大学图书馆的高频词相似度较低，

代表其研究方向比较独特，和其它图书馆的主要研究方向不

大一样。
3． 3 核心期刊高频关键词分析

通过对核心期刊刊载高校图书馆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分

析，可以找出各种期刊偏重于录用高校图书馆关于哪类主题

的研究论文。从图 4 中可以看出，18 种期刊刊载了许多以高

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为关键词的论文，其中发

现某些期刊所刊载论文聚集在某几类的关键词，如《大学图

书馆学报》刊载了许多以 CALIS、学科导航、规范、标准为关

键词的论文，《图书馆杂志》刊载了较多以学科服务、OPAC、
图书馆 2． 0 为关键词的论文，《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刊载了较

多以信息服务、采访、采购模式为关键词的论文，《图书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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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刊载了较多以电子资源、集团采购、图书馆服务为关键词

的论文。除此以外，有一些期刊偏重于录用关于技术类主题

的论文，如《情报科学》刊载了较多以网络、搜索引擎、个性化

信息服务为关键词的论文，《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刊载了较多

以 DSpace、数字图书馆、OPAC、数字图书馆门户为关键词的

论文，还有如《国家图书馆学刊》偏重于刊载研究图书馆实务

和发展的论文，其高频关键词包括有用户服务、图书馆管理、
资源建设、发展趋势、战略规划。由此可见，各核心期刊所刊

载的高校图书馆论文的研究主题各具特色。
3． 4 高校图书馆 － 核心期刊 － 关键词多重共现关系分析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大学图书馆学

报》上发表了许多以数字图书馆、CALIS 为关键词的论文，西

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在《大学图书馆学报》上发表了许多以

CALIS、学科导航为关键词的论文。除此以外，还发现有多所

大学图书馆在多种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较多以高校图书馆、
CALIS、图书馆为关键词的论文，这三个关键词在图 4 中的机

构 － 期刊 － 关键词交叉区域频繁地出现，这标志着高校图书

馆的研究以图书馆类研究为主，较少涉及情报类研究，并且

都是以高校图书馆这一群体的视角出发，较多地关注于 CA-
LIS 的研究。另外各个高校图书馆在各种期刊上也发表多种

主题的研究论文，如厦门大学图书馆在《大学图书馆学报》上

发表了较多以学科导航、标准、规范、CALIS 为关键词的论

文，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了较多以学

科服务为关键词的论文，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图书与情报》上

发表了较多以阅读疗法为关键词的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图书

馆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了较多以高校图书馆为关键词的

论文、南开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上发表了较多

以信息服务、图书馆员、美国为关键词的论文，清华大学图书

馆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了较多以学科服务、学科馆员为关

键词的论文。由此可见各个高校图书馆除了会在某些期刊

上发表关于某几个特定主题的文章之外，在各类期刊发文的

主题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另外笔者还发现某些高校图书馆发表的论文会采用本

身机构的名称作为关键词，比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

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由此可以看

出这几个高校图书馆其研究多从本馆的工作出发，注重以本

馆实践来做研究。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 Morris 交叉图技术进行改进，使其适用于

多重共现的分析，同时综合运用多重共现的分析方法及多重

共现的交叉图技术对高校图书馆与核心期刊间的发文关联

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高校图书馆 － 核心期刊 － 关键

词的多重共现关系发现: ( 1) 高校图书馆与核心期刊的发文

关系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 ( 2) 高校图书馆较为注重用户

服务和资源环境建设等方面的研究; ( 3) 各核心期刊所刊载

的高校图书馆论文的研究主题各具特色。( 4) 各高校图书馆

除了会在某些核心期刊上发表关于某几个特定主题的文章

之外，在各类期刊中发文的主题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此外，

该多重共现的分析方法以及多重共现交叉图技术也可用于

分析论文中其它不同类型的特征项关联关系，根据不同的研

究目的来分析不同的特征项之间的共现关系。由于交叉图

技术的局限性，目前只能分析三个或以下特征项的共现关

系，并且对于其它不同类型特征项共现关系的分析方法，仍

有待进一步研究。
( 来稿时间: 201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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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Papers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Libraries and Core Journals Based
on Multiple Occurrence Analysis

Pang Hong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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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mproved the Morris' cross map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view of multiple occurrence analysis，and
used the analysis method and cross map of multiple occurrence to analyze the published papers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librar-
ies and core journals． By studying the multiple occurrence relationship among academic libraries － core journals － keywords，authors
find that: ( 1) there is a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in the published papers between academic libraries and core journals; ( 2) academic
libraries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of user services and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 3 ) there are many specific re-
search topics about academic library in each published journal; ( 4 ) some academic libraries published papers about some specific
topics in several journals，besides，the topics are various in all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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