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目: 基于 WOS 的“双一流”学科发展态势与研究前

沿分析——以南京林业大学为例 

关键词: 学科服务 双一流 研究前沿 可视化 知识图谱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2015 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加快建成

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学界称之为“双一流”建设。2017 年 9 月，国家正式公布了 42

所世界一流大学和 95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进入一

流学科建设名单。“双一流”建设坚持以学科为基础。引导和支持高等学校优化学科结构，凝练

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带动学校发挥优

势、办出特色。其建设每五年一个建设周期，建设高校实行总量控制、开放竞争、动态调整。 

在“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作为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我校在 2017 年公布的一流学科建

设方案中确定的发展目标为：到 2020 年，建成以林为特色，林业工程、林学、风景园林学学科

全国领先的国际知名高水平特色大学。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一流林业大学。 

为了顺利实现上述目标，学科建设是基础，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重点，

找准对标高校，明确学校特色和优势学科的发展态势，紧跟学科的研究前沿，打造更多学科高

峰，应是学校双一流建设的一个重点。 

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分析，是研究了解学科发展脉络，探寻

学科发展规律的有效手段。Web of Science 作为一个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平台，其数据权威，文

献计量评价体系国际公认，可在全球学术圈进行比较定位，利用该平台的文献数据可了解到某

一学科领域、作者和机构的学术产出数量和质量，反映学科差异与发展趋势，识别最活跃的研

究前沿和发展趋势。在与同类高校学科布局的对比中，可借鉴他人经验的同时突出自己的特色，

并注意保持和打造这些特色。在把握自身学科布局并与同类高校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进一步优

化学科布局，部署以核心学科为主导，特色学科、中介学科、相关支撑学科以及新兴交叉学科

共同发展的强势学科群战略。 

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知识域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结构关系与发展进程的一种图像。利用

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可深度挖掘文献等数据资源，系统、形象地展示某一研究领域的基本发展

态势和热点。知识图谱分析一般以文献的作者、关键词、引文等题录信息为数据源，运用引文

分析法、词频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等来揭示某一领域的研究主题、知识结构、前沿趋势和

演进规律。 

因此，本研究课题以南林、北林和东林三校近十年 SCIE、SSCI 论文收录数据集为研究对

象，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并结合 CiteSpace V、VOSviewer 等知识图谱工具，研究分析三校林业工

程和林学学科研究的现状及发展态势。给出了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的优势与不足，

为后期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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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集整理南京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东北林业大学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教师相关

信息，从 Web of Science（WOS）平台检索整理出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教师参与的 SCIE、

SSCI 发文数据，建立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学者发文数据库。 

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现状、学科竞争力、影响力、学科发展态

势等进行多维度的分析评价；通过 CiteSpace V、VOSviewer 等可视化分析工具，对三校林业工

程和林学学科研究的合作网络、共现网络和共被引网络等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进而对南京林

业大学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研究的现状、热点及趋势等内容展开分析。 

研究具体内容： 

本课题主要通过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可视化方法分析对标高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建设现

状及发展态势，明确我校的优势与不足，探求学科的热点、前沿和发展趋势，为后期学科建设

与发展提供参考。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1）搜集整理南京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东北林业大学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主要

学者相关信息（主要包括姓名、院系、学科及研究方向等），把中文姓名转换成多种英文格式，

共整理三校 650 余位学者相关信息，建立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者信息表。 

（2）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平台（简称 WOS）中分别以南京林业大学地址（nanjing forestry 

univ*）、北京林业大学地址（beijing forestry univ*）、东北林业大学地址（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 China）作为机构扩展地址，检索并全纪录导出（包含引用的参考文献）上述三校从

2009 年至 2019 年被 SCIE 和 SSCI 两个引文索引库收录的论文数据 21470 余条；同时根据三校

林业工程和林学学者信息表，利用 Excel 函数组合和 VBA 编程对从 WOS 检索导出的论文数据

进行字段信息提取、筛选和比对，通过大量数据的分析关联和挖掘，分别整理出了十多年三校

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学者以本校为第一署名作者和第一署名通讯作者发表的 SCIE、SSCI 收录

论文数据约 7000 多条，建立了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者 SCIE 和 SSCI 发文数据库。 

（3）利用整理的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者 SCIE 和 SSCI 发文数据和 InCites 数据库分析工

具，从教育部学科（林业工程和林学）的角度来对南林、北林和东林三个机构进行多指标的评

价与分析观测，如学科现状、学科竞争力、影响力、学科发展态势等。 

（4）利用 CiteSpace V 和 VOSviewer 等可视化分析软件，采用科学计量与可视化分析方法，

对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的发文数据从施引文献作者合作网络、作者引文网络、作者关键词共现

网络、期刊和文献共被引网络等多维度进行分析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通过对三校林业工程和

林学学科文献数据的合作网络、共现网络和共被引网络等的可视化图谱分析，从不同的科学知

识图谱视角对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的建设现状及发展态势进行分析。 

3 结论与建议 

双一流建设中学科建设是基础，找准对标高校，明确自身特色和优势学科的发展态势，突

出重点，紧跟学科的研究前沿，凝练学科发展方向，打造更多学科高峰，应是学校一流学科建

设的重点。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分析，是研究者了解学科发展脉络，探寻学科发展

规律的有效手段。 

利用整理的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者 SCIE 和 SSCI 发文数据和 InCites 数据库分析工具，

从教育部学科（林业工程和林学）的角度来对南林、北林和东林三个机构的学科现状、学科竞

争力、影响力、学科发展态势等指标进行了评价与分析，详细指标数据见表 1-6： 

（1）根据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者信息表可以发现，三校林业工程学科学者所在院系主要

分布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或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学工程学院、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工学院和信息学院等学院；三校林学学科学者所在院系主要分布在林学院、野



生动物资源学院、水保学院、自然保护区学院、园林学院（或风景园林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

学院、生物与环境学院等学院。 

（2）三校林业工程学科学者的学科专业主要分布在木材科学与技术、林产化学加工工程、

森林工程等专业和林业信息工程 Z（注：学科专业名称后有 Z 表示该专业为各校自设专业，下

同）、家具设计与工程 Z、生物材料工程 Z 等学校自设的几个专业。三校林学学科学者的学科专

业主要分布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林木遗传育种、森林保护学、

森林培育、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森林经理学等专业，还有些在森林植物资源学 Z、自然保护

区学 Z、森林防火 Z、林木基因组学 Z 等学校自设专业。 

（3）三校在 2009-2019 年间发表的 SCIE 和 SSCI 论文情况如表 1 所示，北京林业大学总

发文量及第一署名单位论文量都明显高于南京林业大学和东北林业大学，且其第一署名单位论

文占总发文的比例也最高，达到 72.12%。南京林业大学的总发文量虽高于东北林业大学，但其

第一署名单位的论文数量及总发文占比却是最低的。 

表 2-3 显示了北林、东林、南林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学者在 2009—2019 年总的发文及

学科影响力情况，Web of Science 论文数指三校学者以所在学校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 SCIE 和

SSCI 论文数量，且该学者为论文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从表 2-3 可以看出南京林业大学发

文中，国际合作的论文比例较高，论文的被引百分比也较高，论文的篇均学科规范化的引文影

响力和期刊规范化的引文影响力也最高；与北京林业大学和东北林业大学相比，南京林业大学

发文的数量与东北林业大学较为接近，与北京林业大学差距仍比较大，三校学科学者发文中 Q1

和 Q2 期刊中论文的比例均在 70%左右，南京林业大学的比例为 72.44%，稍高于其他两校。 

表 4-6 显示了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学者 2009—2019 年各年的发文及影响力情况，可以

看出南京林业大学最近 5 年这两学科的发文数量和论文的影响力增长趋势明显，学科的发展势

头已赶超东北林业大学，部分学科影响力指标逼近甚至超过北京林业大学，这得益于学校最近

几年大力加强学科建设，特别是林业工程和林学这两个学科的建设，在经费和人员投入等配套

上支持的力度很大。 

表 1 三校 2009-2019总发文及部分学科发文情况 

学校名称 总发文 
第一署名 

单位论文 

第一署名 

单位论文百分比 

一单一作论

文 

一单（一作或一通

讯）论文 

北京林业大学 8808 6352 72.12% 598 3231 

南京林业大学 6620 4047 61.13% 522 1637 

东北林业大学 6045 4326 71.56% 357 1838 

总计 21473 14725 68.57% 1477 6706 

注：1.表 1中总发文数量指在 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中检索到的三校 2009至 2019年间发表的 SCIE和 SSCI

论文总数量，数量统计单位均为篇。 

2.一单一作论文指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两学科学者以所在学校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同时该学者为论文第一

作者的论文数量。 

3.一单（一作或一通讯）论文指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两学科学者以所在学校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同时该学

者为论文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的论文数量。 



表 2 北林、东林、南林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学者 2009—2019年总发文及影响力情况 1 

（学者所在学校为论文第一署名单位，学者为论文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 

学校名称 
Web of Science 

论文数 

被引频

次 

学科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期刊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被引用过的

论文数 
论文被引百分比 国际合作论文 国际合作论文百分比 

北京林业大学 3227 32276 0.91 1.01 2648 82.06% 603 18.69% 

东北林业大学 1837 19996 1.10 1.10 1505 81.93% 318 17.31% 

南京林业大学 1633 14167 1.17 1.27 1347 82.49% 439 26.88% 

注：1.Web of Science 论文数指三校学者以所在学校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 SCIE和 SSCI 论文数量，同时学者为该论文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 

2.论文数之外的其他统计指标数据来源于 InCites 数据库 2020 年 4 月底更新数据。 

3.本表 Web of Science 论文数与表 1 中的略有不同，这是由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与 InCites 数据库平台数据更新的频率不同，下同。 

 

表 3 北林、东林、南林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学者 2009—2019年总发文及影响力情况 2 

（学者所在学校为论文第一署名单位，学者为论文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 

学校名称 
Web of Science 

论文数 

Q1 期刊中的

论文 

Q1 期刊中论

文的百分比 

Q2 期刊中的

论文 

Q2 期刊中论

文的百分比 

Q3 期刊中的

论文 

Q3 期刊中论

文的百分比 

高被引

论文 
h 指数 

北京林业大学 3227 1110 42.64% 700 26.89% 468 17.98% 17 61 

东北林业大学 1837 641 43.08% 428 28.76% 263 17.67% 12 58 

南京林业大学 1633 480 41.10% 366 31.34% 199 17.04% 13 44 

 

表 4 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学者 2009—2019年各年发文及影响力情况 

学校名称 出版年 
Web of Science 

论文数 
被引频次 

学科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期刊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被引用过

的论文数 

论文被引

百分比 

国际合作

论文 

国际合作论

文百分比 

北京林业大学 2009 52 1443 1.43 1.57 50 96.15% 19 36.54% 



学校名称 出版年 
Web of Science 

论文数 
被引频次 

学科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期刊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被引用过

的论文数 

论文被引

百分比 

国际合作

论文 

国际合作论

文百分比 

北京林业大学 2010 78 1978 1.25 1.49 77 98.72% 21 26.92% 

北京林业大学 2011 139 2588 0.94 1.12 129 92.81% 32 23.02% 

北京林业大学 2012 208 3644 0.91 1.07 190 91.35% 39 18.75% 

北京林业大学 2013 279 5140 1.01 1.17 261 93.55% 36 12.90% 

北京林业大学 2014 366 4676 0.87 1.06 345 94.26% 63 17.21% 

北京林业大学 2015 389 4278 0.86 0.97 364 93.57% 57 14.65% 

北京林业大学 2016 376 3661 0.94 1.01 342 90.96% 85 22.61% 

北京林业大学 2017 363 2427 0.88 0.96 325 89.53% 75 20.66% 

北京林业大学 2018 440 1883 0.92 0.98 344 78.18% 70 15.91% 

北京林业大学 2019 537 558 0.80 0.77 221 41.15% 106 19.74% 

总计  3227 32276 0.91 1.01 2648 82.06% 603 18.69% 

注：1.Web of Science 论文数指三校学者以所在学校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 SCIE和 SSCI 论文数量，同时学者为该论文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 

2.论文数之外的其他统计指标数据来源于 InCites 数据库 2020 年 4 月底更新数据。 

 

表 5 东北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学者 2009—2019年各年发文及影响力情况 

学校名称 出版年 
Web of Science 

论文数 
被引频次 

学科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期刊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被引用过

的论文数 

论文被引

百分比 

国际合作

论文 

国际合作论

文百分比 

东北林业大学 2009 45 662 0.56 1.02 42 93.33% 10 22.22% 

东北林业大学 2010 87 2065 1.63 1.31 81 93.10% 17 19.54% 



学校名称 出版年 
Web of Science 

论文数 
被引频次 

学科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期刊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被引用过

的论文数 

论文被引

百分比 

国际合作

论文 

国际合作论

文百分比 

东北林业大学 2011 117 2974 1.25 1.31 104 88.89% 19 16.24% 

东北林业大学 2012 142 2167 0.94 1.09 134 94.37% 18 12.68% 

东北林业大学 2013 164 2519 0.93 0.94 147 89.63% 27 16.46% 

东北林业大学 2014 162 1980 0.93 1.04 149 91.98% 36 22.22% 

东北林业大学 2015 190 2261 0.90 1.04 181 95.26% 24 12.63% 

东北林业大学 2016 197 1733 0.90 1.00 178 90.36% 29 14.72% 

东北林业大学 2017 221 2063 1.14 1.10 187 84.62% 39 17.65% 

东北林业大学 2018 207 1050 1.61 1.21 171 82.61% 37 17.87% 

东北林业大学 2019 305 522 1.12 1.10 131 42.95% 62 20.33% 

总计  1837 19996 1.10 1.10 1505 81.93% 318 17.31% 

注：1.Web of Science 论文数指三校学者以所在学校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 SCIE和 SSCI 论文数量，同时学者为该论文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 

2.论文数之外的其他统计指标数据来源于 InCites 数据库 2020 年 4 月底更新数据。 

 

表 6 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学者 2009—2019年各年发文及影响力情况 

学校名称 出版年 
Web of Science 

论文数 
被引频次 

学科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期刊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被引用过

的论文数 

论文被引

百分比 

国际合作

论文 

国际合作论

文百分比 

南京林业大学 2009 17 290 0.67 0.84 16 94.12% 4 23.53% 

南京林业大学 2010 27 555 0.93 0.84 27 100.00% 3 11.11% 

南京林业大学 2011 28 549 0.98 1.03 27 96.43% 5 17.86% 



学校名称 出版年 
Web of Science 

论文数 
被引频次 

学科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期刊规范化的

引文影响力 

被引用过

的论文数 

论文被引

百分比 

国际合作

论文 

国际合作论

文百分比 

南京林业大学 2012 66 1056 0.85 1.00 62 93.94% 7 10.61% 

南京林业大学 2013 98 1559 1.03 1.13 93 94.90% 22 22.45% 

南京林业大学 2014 111 1499 0.97 1.09 107 96.40% 36 32.43% 

南京林业大学 2015 154 1747 0.86 1.14 144 93.51% 50 32.47% 

南京林业大学 2016 181 1876 0.92 1.10 171 94.48% 53 29.28% 

南京林业大学 2017 199 1960 1.21 1.29 182 91.46% 48 24.12% 

南京林业大学 2018 305 2030 1.25 1.37 269 88.20% 90 29.51% 

南京林业大学 2019 447 1046 1.46 1.47 249 55.70% 121 27.07% 

总计  1633 14167 1.17 1.27 1347 82.49% 439 26.88% 

注：1.Web of Science 论文数指三校学者以所在学校为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 SCIE和 SSCI 论文数量，同时学者为该论文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 

2.论文数之外的其他统计指标数据来源于 InCites 数据库 2020 年 4 月底更新数据。 

 

 



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采用科学计量与可视化分析方法，对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学者

的发文数据，从施引文献作者合作网络、施引文献作者引文网络、施引文献作者关键词共现网

络、期刊和文献共被引网络等多维度进行了分析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图 1-1-1 至图 4-2-3 从四

个维度呈现了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学者发文数据的合作网络、共现网络和共被引网络的可

视化图谱12。从不同的科学知识图谱视角对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的建设现状及发

展态势进行了分析。 

（1）从得到的文献科学知识图谱可知，在作者发文合作网络中，三校林业工程学科学者因

学科邻域专业相对比较广，故作者合作网络图谱显得比较分散；而林学学科学者发文合作网络

中，南林和北林相对比较分散，东林则相对比较集中，其图谱呈现出一个类似星型的学科学者

合作群。 

（2）在作者引文网络图谱中，南林林业工程学者引文网络图谱呈现三角型引用网络，东林

林业工程学者引文网络图谱呈现一字型引用网络，而北林林业工程学者引文网络图谱呈现星型

网络。这反映了三校林业工程学者的科研合作网络结构都有其自身的学科发展特色。南林和东

林林业工程学科为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对于林学学科学者发文引用网络，南林和东林呈现出

一字型引文网络，说明两校林学学科学者合作比较紧密且学科专业相关性也比较高，而北林则

相对比较分散，学者间的合作相对少些，但其作者引文网络中有三四个较强的学科团队群。东

林和北林林学学科为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3）分析三校作者关键词共现网络，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图，可发现三校在林业工程和林

学两个学科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均有所不同，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的发展特色。 

（4）从发文期刊共被引网络中，可发现南林和北林林业工程学科学者在期刊 bioresource 

technol 和 carbohyd polym 上的发文被学科内学者引用量最多。 

 

 
 

1 因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学者发文数据量较大，作者合作网络、作者引文网络、作者关键词共现网络的阈

值均设置为 5，期刊共被引网络阈值设置为 20；即作者合作网络中显示的学者其最少参与发表了 5 篇文章，作

者引文网络中显示的学者其最少也参与发表了 5 篇文章，作者关键词共现网络中的关键词至少在 5 篇文章中出

现，期刊共被引网络中每个期刊的文章总被引至少为 20 次。 
2 除期刊共被引网络分析或特别说明外，其他合作和共现网络分析中，知识图谱节点的大小均主要以发文数量

情况来确定。知识图谱的布局和聚类设置参数均采用系统优化的默认值。 



图 1-1-1a 施引文献作者合作网络聚类图-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 

 

 

图 1-1-1b 施引文献作者合作网络聚类图-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被引频次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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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c 施引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密度图-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 

 

 
3 该作者合作网络聚类图中，节点大小主要是根据合作文章的引用情况来确定。 



 

图 1-1-1d 施引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密度图-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被引频次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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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施引文献作者合作网络聚类图-东北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 

 

 
4 该作者合作网络密度图中，密度大小主要是根据合作文章的引用情况来确定。 



 

图 1-1-3 施引文献作者合作网络聚类图-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 

 

 

图 1-2-1a 施引文献作者合作网络聚类图-南京林业大学林学学科 

 



 

图 1-2-1b 施引文献作者合作网络聚类图-南京林业大学林学学科（被引频次权重） 

 

 

 

图 1-2-1c 施引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密度图-南京林业大学林学学科 

 

 



 

图 1-2-1d 施引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密度图-南京林业大学林学学科（被引频次权重） 

 

 

图 1-2-2 施引文献作者合作网络聚类图-东北林业大学林学学科 

 



 

图 1-2-3 施引文献作者合作网络聚类图-北京林业大学林学学科 

 

 

图 2-1-1 施引文献作者引文网络聚类图-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 

 



 

图 2-1-2 施引文献作者引文网络聚类图-东北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 

 

 

图 2-1-3 施引文献作者引文网络聚类图-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 

 



 

图 2-2-1 施引文献作者引文网络聚类图-南京林业大学林学学科 

 

 

图 2-2-2 施引文献作者引文网络聚类图-东北林业大学林学学科 

 



 

图 2-2-3 施引文献作者引文网络聚类图-北京林业大学林学学科 

 

 

图 3-1-1 施引文献作者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图-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 

 



 

图 3-1-2 施引文献作者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图-东北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 

 

 

图 3-1-3 施引文献作者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图-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 

 



 

图 3-2-1 施引文献作者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图-南京林业大学林学学科 

 

 

图 3-2-2 施引文献作者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图-东北林业大学林学学科 

 



 

图 3-2-3 施引文献作者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图-北京林业大学林学学科 

 

 

图 4-1-1 发文期刊共被引网络聚类图-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 

 



 

图 4-1-2 发文期刊共被引网络聚类图-东北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 

 

 

图 4-1-3 发文期刊共被引网络聚类图-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学科 

 



 

图 4-2-1 发文期刊共被引网络聚类图-南京林业大学林学学科 

 

 

图 4-2-2 发文期刊共被引网络聚类图-东北林业大学林学学科 

 



 

图 4-2-3 发文期刊共被引网络聚类图-北京林业大学林学学科 

 

4 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1）利用 Excel VBA 编程开发了 WOS 数据字段信息提取和分析比对软件。该软件可方便

批量提取三校发文信息比如文章第一作者姓名及地址、第一单位地址、本校作者及地址、本校

是否为第一署名单位、本校及全部作者数量、合作机构数量、本校通讯作者及地址等。 

（2）搜集整理了南京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东北林业大学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主

要学者相关信息（主要包括姓名、院系、学科及研究方向等），把中文姓名转换成多种英文格式，

共整理三校 650 余位学者相关信息，建立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者信息表。 

（3）利用上述开发的 WOS 数据字段信息提取和分析比对软件分别整理出了十多年三校林

业工程和林学学科学者以本校为第一署名作者和第一署名通讯作者发表的 SCIE、SSCI 收录论

文数据约 7000 多条，建立了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者 SCIE 和 SSCI 发文数据库。 

（4）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采用科学计量与可视化分析方法，对三校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

学者的发文数据，从施引文献作者合作网络、施引文献作者引文网络、施引文献作者关键词共

现网络、期刊和文献共被引网络等多维度进行了分析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 30 多幅。 

（5）本课题主要通过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可视化方法分析了南京林业大学与对标高校林业

工程和林学学科建设现状及发展态势，给出了南京林业大学林业工程和林学学科的优势与不足，

为学校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参考。2019 年至今项目组成员在利用上述分析方法和工具完成了

4 份 ESI 学科报告和 6 份 ESI 简报给学校领导和科研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受到了一致好评，

促进了图书馆服务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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