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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高校图书馆开展深层次信息服务之探索与实践 

关键词: 信息服务 学科服务 文献计量 知识图谱 CiteSpace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随着网络、数字资源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我们正步入知识经济时代。高校图书馆的服务

正从传统的参考咨询逐渐上升到知识服务的层次，向着专业化、知识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从资源主导型向信息与知识服务主导型转变。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所提供的知识服务仍存在很多不足，特别是深层情报与信息服务能力

还比较薄弱，与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 

当前我校正以“十三五”规划为契机，加快学科建设，提升整体实力与核心竞争力，全面

推进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以学校需求为指引，把学校重点学科、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作为切

入点，主动开展服务；根据学校教改、科研、学科建设和管理决策工作的需要，提供特色文献

信息服务。 

利用现有文献资源和人力资源开展有价值数据的采集、梳理和统计，建立科研论文收录数

据库，通过客观数据统计和资源信息挖掘，从文献计量分析角度，开展学科竞争力、科研绩效

评估和决策支持服务等深层次信息服务。利用科研评价与分析工具，统计分析我校师生的科研

进展态势与发展潜势，科研重点领域，科研机构与研究人员的国际排行等。通过文献计量分析

的方法开展科技竞争力、影响力、学科现状、研究进展、科技前沿、发展潜势等学科情报研究

服务，撰写学校和相关学科的学术成果分析研究报告。强化和拓展情报研究的服务职能，努力

探索图书馆服务转型的工作模式。 

2 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主要研究思路及方法： 

（1）在 WoS 数据库中以我校地址作为机构扩展地址，数据库选择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

集：引文索引，进行检索，全字段导出检索记录并把结果数据输出到 excel；利用 Excel 函数组

合和 VBA 编程对输出结果数据进行提取、筛选和挖掘，得到我校 WoS 论文信息数据库。 

（2）从学校人事部门获取学校各部门在职人员名单，把中文姓名转换成多种英文格式，建

立我校我校在职人员部门信息表。 

（3）把在职人员部门信息和论文信息进行数据关联匹配，经过数据梳理和清洗，录入科研

论文收录数据库； 

（4）把科研论文收录数据库同 ESI 期刊列表和 InCites 数据库数据进行关联，挖掘出论文

及作者的中文相关信息，补充到科研论文收录数据库，为后续学科竞争力、科研绩效评估、ESI

潜力学科分析、决策支持服务等提供基础数据。 

（5）在完善我校 WoS 论文收录数据库的基础上，参照其建设思路和方法，总结经验逐步

对 EI 和 CSSCI 数据库进行数据检索、导出、筛选和数据清洗，挖掘和完善数据信息，不断更

新科研论文收录数据库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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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利用科研论文收录数据库，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借助论文统计、引文分析等系统、

软件、工具为学校部分学科和院系提供科技竞争力、影响力、学科现状、作者发文、ESI 潜力

学科等学科情报研究服务。 

研究具体内容： 

（1）在 WoS 数据库中，选择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引文索引子库下的 SCIE、SSCI、

CPCI-S、CPCI-SSH 四个数据库，在机构扩展字段中以检索词：nanjing forestry univ*进行检索，

检索结果全部导出，导出内容为全记录与引用的参考文献。因 WoS 数据库一次最多只能导出

500 条记录，通过多文本合并把导出的所有记录结果合并为一个 txt 文件，再输出到 excel，共

得到约 3900 条记录数据；每条记录数据有 62 个数据字段，对每个字段的含义进行中文标注以

方便后续分析。通过 Excel 函数组合对 AF(作者全名)、C1(作者地址)、RP(通讯作者地址)、FU(基

金资助机构)和 CR(引用的参考文献)等字段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和挖掘分析。通过 Excel VBA 编

程从 C1 字段查找提取每篇文献中我校作者及作者发文机构地址信息，并统计了每篇文献中我

校作者个数、国内合作机构数量、国外合作机构数量等信息。利用 Excel 公式组合提取了每篇

文献的参与作者数量、我校作者的数量、第一作者地址、第一作者是否为我校作者、通讯作者

地址、通讯作者是否为我校作者、文献是否存在自引，基金资助机构数量等信息；同时还根据

ISSN 刊号通过 ESI 期刊列表查询出每篇文献是否被 ESI 期刊收录以及该收录期刊所属的 ESI

学科；把上面的挖掘信息合并入源表数据，得到我校 WoS 论文信息数据库，为后续进行深入文

献计量分析提供多种数据。 

（2）从学校人事部门获取学校各部门在职人员名单约 2000 多人，通过 Excel 函数组合和

VBA 编程，把在职人员中文姓名转换成英文，对 Excel VBA 无法批量转换的姓和名中的生僻字

约 146 个也手工转换为拼音并用公式自动构建了 10 种最常见的英文姓名格式，建立了我校在职

人员部门信息表，以后新增人员信息也可以很快的更新到该信息表中，为文献的作者和院系定

位提供详实的比对数据。 

（3）提取每篇文献（英文）中我校作者及作者发文机构地址数据，对作者发文机构地址数

据进行除重，得到 553 条不同的英文机构地址数据，根据英文机构地址和作者信息，通过比对

核查得到我校作者发文机构地址的中文信息即作者所在院系，形成我校作者机构地址中文信息

表。把我校在职人员部门信息表、我校作者机构地址中文信息表同我校 WoS 论文信息数据库中

的我校作者及作者发文机构地址信息进行关联匹配，经过数据梳理后，可以得到每篇文献中我

校作者和机构地址的中文信息，方便了文献的定位，为以后按院系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学科现

状及学术成果分析提供数据参考。 

（4）把我校 WoS 论文信息数据库分别通过国际标准期刊号(ISSN)和 WoS 入藏号同 ESI 期

刊列表和 InCites 数据库数据中对应字段进行关联匹配，获取到每篇文献是否被 ESI 期刊收录以

及该收录期刊所属的 ESI 学科，还获取到该文献的被引信息和期刊的影响因子等期刊信息。通

过以上几步，逐步建立了我校教师科研论文收录数据库，为以后对我校 ESI 潜力学科进行数据

分析和预测提供了基础数据。 

（5）在完善我校 WoS 论文收录数据库的基础上，参照其建设思路和方法，总结经验逐步

对 EI 和 CSSCI 数据库进行数据检索、导出、筛选和数据清洗，挖掘有用数据信息，不断更新

科研论文收录数据库的基础数据。 

（6）以科研论文收录数据库为基础，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借助论文统计、引文分析等系

统、软件、工具为学校部分学科和院系提供科技竞争力、影响力、学科现状、作者发文、ESI

潜力学科等学科情报研究服务。提取筛选相关数据，完成有关学科竞争力报告，并利用 Bibexcel、

CiteSpace、HiteCite、Pajek 和 VOSviewer 等知识图谱绘制工具进行文献分析和可视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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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建议 

面对变革的时代，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正从资源主导型向信息与知识服务主导型转变。以学

校需求为指引，把学校重点学科、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作为切入点，主动开展服务。通过对

WOS、EI、CSSCI 等我校已采购数据库进行数据采集、筛选、挖掘和统计分析，逐步构建并完

善我校重点学科、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以及重点院系的教师科研论文收录数据库。利用科研论

文收录数据库进行客观数据统计和资源信息挖掘，以文献计量分析角度，开展学科竞争力、科

研绩效评估和决策支持服务等深层次信息服务。利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借助论文统计、引文

分析等系统、软件、工具为学校部分学科和院系提供科技竞争力、影响力、学科现状等学科情

报研究服务，撰写学校和相关学科的学术成果分析研究报告。以科研论文收录数据库的建设和

利用为突破口，强化和拓展情报研究的服务职能，是图书馆开展深层次信息服务和业务转型的

一次有益探索与实践。 

本课题现在主要采集挖掘 WOS 和 CSSCI 数据库信息，并且只是针对我校作者，以后应总

结经验和方法，构建多种模板，对其他林业院校进行数据采集挖掘，也可针对某一专题进行数

据采集挖掘分析，使科研论文收录数据库不断完善，使学科学术成果分析和 ESI 学科分析等学

科情报分析服务的数据信息越来越丰富。此外应综合掌握和熟练使用多种知识图谱绘制工具，

以更好的进行文献分析和可视化展示。 

4 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1）2016 年以我校教师科研论文收录数据库为基础，提取筛选相关数据，完成了我校四

个重点学科和 7 个院系的学术成果分析研究报告，受到学校校领导和科技处、研究生院等科研

部门的好评，促进了图书馆服务水平的提高。 

（2）为研究生院提供我校工程和动植物两个 ESI 潜力学科的发文动态和作者的发文贡献度

详细数据。因数据详实全面，有参考价值，得到研究生院的认可并为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小组提

供专项经费支持。 

（3）在 WoS 数据库中，检索并导出我校作者发文数据并输出到 Excel。通过 Excel 函数组

合对 AF(作者全名)、C1(作者地址)、RP(通讯作者地址)、FU(基金资助机构)和 CR(引用的参考

文献)等字段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和挖掘分析。通过 Excel VBA 编程从 C1 字段查找提取每篇文献

中我校作者及作者发文机构地址信息，并统计了每篇文献中我校作者个数、国内合作机构数量、

国外合作机构数量等信息。利用 Excel 公式组合提取了每篇文献的参与作者数量、我校作者的

数量、第一作者地址、第一作者是否为我校作者、通讯作者地址、通讯作者是否为我校作者、

文献是否存在自引，基金资助机构数量等信息；同时还根据 ISSN 刊号通过 ESI 期刊列表查询

出每篇文献是否被 ESI 期刊收录以及该收录期刊所属的 ESI 学科。把上面的挖掘信息合并入源

表数据，得到我校 WoS 论文信息数据库，数据记录约 3900 条。 

（4）在 CSSCI 数据库中检索导出 1998 年至 2016 年以我校为来源机构的发文数据，通过

Excel VBA 编程从 txt 文本文件中批量导入 Excel，共得到约 620 条记录，每条记录有 15 个字段

数据。 

（5）从学校人事部门获取学校各部门在职人员名单，通过 Excel 函数组合和 VBA 编程，

把在职人员中文姓名转换成英文，对 Excel VBA 无法批量转换的姓和名中的生僻字约 146 个也

手工转换为拼音并用公式自动构建了 10 种最常见的英文姓名格式，建立了我校在职人员部门信

息表，表中人员信息约 2000 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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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取每篇文献（英文）中我校作者及作者发文机构地址数据，得到我校作者机构地址

中文信息表，共有记录约 550 条。 

（7）把我校 WoS 论文信息数据库分别通过国际标准期刊号(ISSN)和 WoS 入藏号同 ESI 期

刊列表和 InCites 数据库数据中对应字段进行关联匹配，获取到每篇文献是否被 ESI 期刊收录以

及该收录期刊所属的 ESI 学科，还获取到该文献的被引信息和期刊的影响因子等期刊信息，建

立了我校教师科研论文收录数据库，数据库记录数约 390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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