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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NKI的 水产渔业核心期刊文献计量学分析——关键词分析

I从奎

关键词:文献计量 数据挖掘 学科服务

1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学术期刊是科技论文的重耍载体,具有创新性、时效性和互动性等特点。从学术期刊数据

入手,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可以对某一学科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做出分析。

CNKI数据库涵盖范围较全面,数据较准确,已成为中文文献计蚩研究的重要基础数据源之

—。作为中国最大的发表和引文数据库,利用 CNKI进行科学文献的相夫分析已经成为学界的

一个共识。

在学术论文的全部内容当中,关键词是反映期刊论文研究内容的,由论文作者自行选择的

自然语言。关键词作为文献核心内容的集中概括,能够较好地反映某一研究领域的主题分布与

特点———
般而言,在学科萌芽阶段,新的关键词不断涌现;但随着学科的逐渐发展,核心关

键词的数量会逐渐趋于稳定并成为该领域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通过关键词的稳定性

情况来判定一个学科/领域是处于起始状态还是趋于成熟状态。

为了从关键词角度了解我国水产渔业领域的科研热点,笔者抽取 12种水产渔业中文核心期

刊,对每篇文章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和剖析我国水产渔业现下重点的研究物种以及各

物种的发展趋势,以便为他人从事研究提供参考。

2研究内容及方法 (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

21、 对象与方法

2,1.1、 调查对象

时间跨度为 ⒛11吃 015。 数据源为 12种 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水产渔业学科下的核心期刊,包

括 :《大迕海洋大学学报》、《淡水渔业》、《海洋渔业》、《南方水产科学》、《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水产科学 水产学报》、《水生态学杂志》、《渔业科学进展》、《渔业现代化》、《中国海洋大学学

报 (自 然科学版)》、《中国水产科学》。抽取每篇文章的关键词,对关键词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2,1.2、 方法和工具

利用记事本、excel、 IBM SPSS Statistics22、 Milldjet MindlIanager15等 I具 ,对关

键词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关键词析出、选取;关键词涉及物种分析;关键词出现年代的统计

分析;每个关键词相关文献的年代趋势分析。

在中国知网的高级检萦选项中,“ 发表时间
”
选择 2011,1,⒈⒛15.12.31;“文献来源

”~

项选择核心期刊、第六章 农业科学、水产渔业目录下的十工种核心期刊复选。关键词空白,进

行检索。对丁检萦结呆的处理,复选检索结果,选择
“
导出/参考文献

”,格式选择自定义,导

出 exce1格 式的文件。

2,2、 数据分析与结果

2.2,1、 目标关键词的析出

项目组利用 exce1、 记事本、SPSs软 件,从有效的 8003篇 文章中,析出 35483个 有效关键

词。为了更好的从水产渔业学科角度分析数据,对关键词做进一步处理。1)易刂除常用的生物学

用词,重点关注水产渔业领域,关键词是能够描述近年来国内水产养殖中的动植物物种;2)

201⒈⒛15年 ,在国内水产渔业核心期刊中,关键词的词频大于 10。 汇总后,得到 93个高频大

键词。如表 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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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物 种比例

已析出的关键词中 , 动物占比 95%。 其中鱼、虾、贝类种类最多。

动植物比例

蕊动物

懋植沏

图 1
图 2

2.2.3关键词最早出现年代统计

对关键词最早出现的年代做出统计,可 以看出,1950△ 960年代的水产渔业研究不急物种

少,研究的数量也是下行的。1960△ 990的 30年中,是国内水产渔业学科研究种类突飞猛进的

时期。其中 1960△ 980是处于新物种出现的上升期,19SO2000贝 刂是新物种出现的下行期。这

表明在 ⒛00年代以后,国 内的水产渔业研究在新物种方面已经趋于稳定,学科已经相对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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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关键词趋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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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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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研究物种。现阶段正被热点研究的物种稳定在 100种左右。

3.3、 图三是热点物种关键词出现年代的趋势图。1950-1960年代,我国水产渔业学科的研究处

于停止萎缩状态,这一时间段内出现新研究物种的总类很低,同时新研究物种的出现也呈现下

降趋势。1960-⒛ 00年代则是新的热点研究物种集中出现的年代,1970-1990年代是中国水产渔

业形成科学体系的重要时期。在成科学体系出现的关键词中,19⒛ 年代占比 17.18%,19gO年

代占比 35.37%,19∞ 年代占比 15,16%。 仅 19⒛-19⒛ 年代,总 占比近 ⒛%。 这表明,1970-19⒇

年代是我国水产渔业学科发展突飞猛进的时期。;⒛0O以后,学科进入成熟期,新热点的研究

逐渐减少,整体进入稳定的研究阶段,⒛0O年代出现的新物种且研究相对成熟的数量只占全部

的 11.12%,物 种相对稳定,且新物种的出现相对较少。

3,4、 关键词趋势模型中,模型一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随着时间的增κ而增κ,表明相关关键

词的研究在逐渐增多。这类关键词涉及的物种,正在逐渐在行业中和研究者群体中受到重视。

也意味着这些物种属于热点研究物种 (图 5)。 从统计结呆看,有 ” 个物种关键词属于此类趋

势模型 (表 3)。 模型二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随着时间的增κ而增κ到一定程度,之后在词频

上变得稳定,说明此类物种己经进入了相对成熟、研究相对平衡的阶段。结合涉及关键词的发

文筻,可以看出此类型物种的研究依然处于热点当中 (图 6)。 该类物种关键词有 19个 (表 3)。

模型三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率随着时间的增长,在某个时间增长到了顶点,之后随着时间的继

续推进,关键词出现的词频在逐渐减少。这说明此一类的物种的相夫研究在逐渐减弱,变为不

被研究者热点关注 (图 7)。 这类的物种关键词有 38个 (表 3)。 模犁四表示关键词出现的词频

随着时间的增长,有不断的起伏变化。曾经成为研究热点,但也被研究者们放弃了一段时间。

在最新的一段时间内,这类关键词有被研究者们重新挖掘,或是从新的视角进行研究,也成为

了热点关键词 (图 8)。 这类的物种关键词有 7个 (表 3)。

从关键词的趋势变化可以看出:近 5年的热点关键词词频数据显示,词频大于 10的物种在

1o0种 以内,表明水产渔业专业的研究对象相对集中。图 9中 ,趋势模型一占比 29,32%,趋势

模型二占比 17.18%,趋势模型三占比 38。饱%,趋势模型四占比 7,8%。 趋势模塑一、工、四数

量之和大于趋势模型三的数童,表明国内的水产渔业学科在总体趋势上逐渐上升。

3,5、 从表 4可 以看出,发文量大于 1000篇 的物种有 舛 个,占 比 21%;小 于 1000义大于 100

篇的物种有 SO个 占比 71%;发文量小于 100篇的物种有 9个 ,占比 8%。 由此看出,国 内水产

渔业学科对热点物种的研究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经济海产品物种方面。

结束语

本项目的进行过程,即是对水产渔业学科的初步探讨,也是对参与人员文献计量应用的一

次锻炼。虽然在本次项目进行过程中,涉及的数据筻相对较小,涉及的相关统计方法较少,但

却为我馆为某一学科在关键词的文献计量统计方面开创了新天地。一方面,为进一步的文献计

童分析,比如作者的相关分析、单位的相关分析,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让参与研究的馆

员接触到了数据挖掘,初步明自了数据挖掘在图书馆服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限于项目组成员的水平,本项日研究中存在不足之处,望水产渔业学科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

同时希望图书馆同仁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给予指正和帮助。

【1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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