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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究热点识别新视角: 主题动能*

———以图书情报领域为例

摘 要: ［目的 /意义］ 从研究主题的知识生产与扩散两方面识别学科研究热点，有利于明确学科重点，把握学科发

展动向，为预测未来研究趋势提供研究基础。［方法 /过程］ 提出主题动能概念，基于研究主题的生产与扩散指标构建主

题动能模型，综合分析某时间段某主题的研究质量 ( 横向热度) 与速度 ( 纵向变化) ，识别学科研究热点; 并根据多时

间段的动能变化情况划分不同类型的研究热点，描述其动态变化。［结果 /结论］ 选择图书情报领域 2017—2021 年研究

文献与引证文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主题动能模型能够有效识别当前阶段的学科研究热点; 选择 2012—2016 年和

2017—2021 年两个时间段的相关数据分析主题动能变化，能够划分学科“前沿型”“稳定型”“衰退型”三种类型研究

热点，实现对学科研究的动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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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Perspective on Identifying Discipline Ｒesearch Hotspots: Topic Kinetic Energy: Take LIS as an Example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Identifying discipline research hotspots from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diffusion of re-

search topics is conducive to clarifying the focus of current discipline research，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discipline and

providing a research basis for predicting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Method /process］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opic ki-

netic energy，constructs topic kinetic energy model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and diffusion indicators of the research topic. By com-

prehensively analyzing the research quality ( horizontal research heat) and research speed ( longitudinal change) of the research top-

ic in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the discipline research hotspots can be effectively identified. And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the topic

kinetic energy in multiple time periods，different types of research hotspots are divided to describe its dynamic changes. ［Ｒesult /

conclusion］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literatures and citing literatures of LIS from two time periods of 2012 － 2016 and 2017 － 2021

shows that the topic kinetic energy model can effectively identify the current discipline research hotspots，and distinguish three

types，namely frontier，stable and declining，to realize the dynamic description of discipline research.

Keywords: topic kinetic energy; research hotspots; topic production kinetic energy; topic diffusion kinetic energy; identifi-

cation method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跨学科潜在知识生长点识

别与创新趋势预测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 19ATQ006。

研究热点是科研共同体高度关注并积极开展研究的领

域，代表学科研究重点与发展方向［1］。利用科学方法识别

学科研究热点及其变化情况，是科研活动中探明知识基

础、厘清学科重点、把握学科发展动向、发觉前沿趋势［2］

的重要依据，有利于科研机构或科研人员精准分配与投入

研究资源，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促进学科发展与优化学科

发展环境等政策措施提供参考。期刊论文作为科研活动的

阶段性知识形态成果，是最主要的成果表现形式［3］，发文

量反映研究主题的产出，引用量反映研究主题传播扩散的

影响力。因此，本文基于期刊论文的发文量与被引量即研

究主题的生产与扩散指标构建主题动能模型，综合识别学

科研究热点，并根据热点主题的动能变化对其进行分类，

进一步发现学科研究的方向和趋势。

1 相关研究

当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学科研究热点的识别开展了一

系列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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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引文分析的识别方法。基于文献之间的引用

关系，构建引用网络，通过对共被引知识网络的可视化分

析识别研究热点［4］。Chang 等［5］采用文献耦合和共被引识

别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主题及演化趋势; Xie 等［6］通过共被

引可视化分析国际抗癌研究前沿; 邓启平等［7］ 在构建领

域文献引用网络的基础上，利用大规模网络聚类算法识别

研究方向; 候剑华等［8］利用引文网络结构变换模型方法，

从共被引文献和施引文献的视角，对大数据领域的研究前

沿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2) 基于知识单元的识别方法。从词频与共词网络的

角度识别研究热点。Liu 等［9］通过词频分析识别坐骨神经

损伤修复与保护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 杨选辉等［10］运

用突变检测与共词分析识别国内深阅读研究领域的新兴主

题; 荣国阳等［11］采用累积主题热度指数 TP 和主题加速度

指数 TAI，综 合 识 别 学 科 不 同 阶 段 的 研 究 热 点; Zhang

等［12］采用关键词共现聚类方法识别分析我国农村普惠金

融热点。

3) 基于时间序列的识别方法。在研究热点识别过程

中，通过对整个分析对象的时间线进行划分，来探讨研究

主题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演化过程［4］。李秀霞等［13］通过

对不同时间段图书情报界个性化信息服务领域的研究文献

进行聚类，揭示其研究热点、发展脉络及演化趋势; 李长

玲等［14］对期刊论文的被引频次赋予时间权重，改进 z 指

数识别学科研究热点; 奉国和等［15］构建时间加权关键词

词频分析模型，计算关键词综合值，揭示学科研究热点及

变化趋势; 王康等［16］以时间加权修正后提取的关键词为

知识单元进行科学主题演化分析，不仅能够突出 “上升

型”关键词，还能快速识别出突现词、新兴词和绝对高

频词。

4) 基于多源数据的识别方法。因为单一数据源信息

量的有限性，越来越多的学者整合利用多源数据进行热点

识别。Park［17］、裘惠麟等［18］融合专利文献和期刊论文数

据识别 能 源 领 域 与 机 器 学 习 领 域 的 热 点 主 题; 王 晓 光

等［19］整合政府公报、行业新闻、官网、微博、微信动态

等多源信息，对专业领域热点进行探测; 李慧等［20］以科

技文献、专利和网页新闻数据为文本语料库，构建结合主

题重要性波动率与相似度的话题演化判定模型，识别热点

主题及演化路径。

综上，学科研究热点识别主要采用引文分析、词频突

现、共现聚类、时间序列、多源数据等方法，从某一视角

识别学科研究热点，识别结果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基于

此，本文引入物理学动能定理，提出主题动能的概念，整

合研究主题的发文数据与引证数据，基于研究主题的生产

质量与速度测度主题生产动能，基于研究主题的扩散质量

与速度测度主题扩散动能，从生产与扩散两个维度、质量

与速度两个特征构建主题动能模型，综合知识单元、引文

分析和时间序列方法，分析研究主题的横向热度与纵向发

展，识别学科研究热点，并根据热点主题多个时间段的主

题动能变化情况对其进行分类，以实现对学科研究的动态

描述。

2 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2. 1 理论基础

物理学中，动能定理的表达式为:

W = FS = Ek1 － Ek0 = 1
2 mv21 － 1

2 mv20 ( 1)

式中，F 为力; S 为距离; W 为力 F 的做功; m 为物体的质

量; v0 与 v1 分别为物体的初速度与末速度; Ek0 与 Ek1 分别

为物体的初动能与末动能; W 为动能变化量。因此，W 既

是力的做功，也是物体具有的动能变化量。

将物理学动能定理引入主题研究热度测度，其适用性

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动能为标量且恒大于零，

适用于变力做功，研究主题的生长受到引用、创新、被引

等多方面力的作用，各类作用力的大小随时间不规律变

动。所以，动能定理具有应用于测度知识成长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动能变化的本质是物体在力的作用下产生位

移，即研究主题在作用力下不断产生知识创新。若将研究

主题的发展划分为多个时间段，计算动能变化量，则可分

析主题研究热度的变化情况。

因此，本文以动能理论为基础，将某研究主题因为受

引用、知识创新、被引等力的作用产生进步而具有的能量

定义为“主题动能”。通过测度研究主题的动能，分析其

研究热度，识别学科研究热点。研究主题受力分析示意图

见图 1。

图 1 研究主题的受力分析

Fig. 1 Forc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topic

研究主题在成长过程中受不同力的作用，会产生不同

的动能。如果研究人员通过引用本学科或其他学科的参考

文献，吸收各类知识，进行研究创新，使某研究主题的研

究文献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就会具有生产动能; 如果

某研究主题的研究文献通过被引，使主题持续传承与发

展，就会具有扩散动能。因此，本文通过构建主题动能模

型，尝试从生产动能与扩散动能两方面测度研究主题在各

种力的作用下的研究热度，识别学科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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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模型构建

由于研究主题受力大小与位移多少无法计量，所以本

文根据某研究主题的生产质量与速度、扩散质量与速度测

度其生产动能与扩散动能，最终通过综合两方面的主题动

能反映 该 主 题 的 研 究 热 度，识 别 学 科 研 究 热 点 并 进 行

分类。

1) 基于引用与创新的主题生产动能。引用与创新是

学科研究主题进步的基本推动力，二者共同促进了研究主

题研究文献量的生产变化，直观反映其学科研究价值的肯

定与热度。根据动能定理，构建某研究主题的生产动能

EP 模型如下:

EP = 1
2 mPv

2
p ( 2)

式中，mP 为该研究主题的生产质量，即样本时间内的累积

研究文献量; vP 为该研究主题的生产速度，即样本时间内

其累计研究文献量在学科研究文献总量中占比的年均增

速。其中:

mP = ∑
i

t = n
Pt ( 3)

式中，t 为年份; Pt 为 t 年该研究主题的生产量 ( 即研究文

献量) ; n 为 该 研 究 主 题 首 次 出 现 年 份; i 为 数 据 截 止

年份。

在管理学中，投资在特定时期内的年均增长率为投资

总增长率百分比的 a 次方根，即投资现有价值与基础价值

的比值的 a 次方根，a 为投资期间长度［21］。该年均增长率

指标平滑了回报曲线，不会因为投资期间某时间点的回报

巨变而迷失，因此本文引用投资年均增长率的计算思路，

构建主题动能模型的速度指标。

生产速度用某研究主题研究文献量的学科占比的年均

增速反映，一方面消除不同研究主题因学科每年研究文献

总量不同导致的误差; 另一方面有效识别相同比重的研究

主题因累积时间不同导致的增速差异，以反映研究主题的

新颖性。为避免占比增速出现负值影响后续动能计算结

果，故取以 e 为底的指数函数。生产速度 vP 公式如下:

vP = e
pvP
bv )
P

1
i－n+([ ]1 －1 ( 4)

式中，pvP =
∑ i

t = n
Pt

∑ i

t = o
APt

为该研究主题的现有生产占比，即

样本时间内该研究主题累积研究文献量∑ i

t = n
Pt 在学科研

究文献总量∑ i

t = o
APt 中的占比，o 为样本数据起始年份;

bvP =
Pn

APn
为该研究主题的基础生产占比，即该研究主题

首次出现年份 n 的研究文献量 Pn 在该年学科研究文献总

量 APn 中的占比。

2) 基于被引的主题扩散动能。被引是学科研究主题

进步的后续推动力，研究主题的扩散范围越广，被引频次

越高，说明该研究主题受到的关注度或认可度越高。根据

动能定理，构建某研究主题的扩散动能 ES 模型如下:

ES = 1
2 mSv

2
S ( 5)

式中，mS 为该研究主题的扩散质量，即样本时间内的累积

引证文献量; vS 为该研究主题的扩散速度，即样本时间内

其累计引证文献量在学科引证文献总量中占比的年均增

速。其中:

mS = ∑ i

t = n
St ( 6)

式中，t 为年份; St 为 t 年该研究主题的扩散量 ( 即引证

文献量) ; n 为该研究主题首次被引年份; i 为数据截止

年份。

vS = e
pvS
bv )
S

1
i－n+([ ]1 －1 ( 7)

式中，pvS =
∑ i

t = n
St

∑ i

t = o
ASt

为该研究主题的现有扩散占比，即

样本时间内该研究主题累积引证文献量∑ i

t = n
St 在学科引

证文献总量∑ i

t = o
ASt 中的占比，o 为样本数据起始年份;

bvS =
Sn

ASn
为该研究主题的基础扩散占比，即该研究主题

首次被引年份 n 的引证文献量 Sn 在该年学科引证文献总

量 ASn 中的占比。同理，取以 e 为底的指数函数。

3) 热点识别的主题动能。研究主题成长受引用创新

推动力与被引推动力的合力作用，其主题动能 E 即为主题

生产动能与主题扩散动能的代数和。考虑到二者不同的数

据规模，故对 EP 与 ES 进行标准化。本文选用离差标准化

方法，将数值映射到 ［0，1］ 之间，计算公式如下:

x' =
xi － min

1≤j≤n
{ xj }

max
1≤j≤n

{ xj } － min
1≤j≤n

{ xj }
( 8)

经标准化后，EP 与 ES 均转化为统一的标准化格式，

分别用 E'P 与 E'S 表示。样本时间内研究主题的主题动能 E

如公式 ( 9) 所示:

E = E'P + E'S ( 9)

3 实证研究———以图书情报领域为例

3. 1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以图书情报领域为例进行实证分析，以 CNKI 期

刊数据库与中国引文数据库为数据源，样本来源为 2021

年综合影响因子排名前 10 的 CSSCI 期刊，包括《中国图

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图书情报知识》《情报理论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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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图书与情报》《大学图书馆学报》《情报资料工作》

《图书情报工作》 《情报科学》 《情报杂志》。由于 CNKI

期刊数据库缺少《情报学报》2012 年的数据，以维普中

文期刊服务平台的数据作为补充。采集上述 10 种期刊

2012—2021 年 24432 篇 载 文 的 题 录 数 据 以 及 对 应 的

332786 条引证文献数据，数据采集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27

日。去除 24432 篇载文中的卷首语、通知、会议纪要、书

评等非研究论文 1580 篇，得到有效样本 22852 篇。

本文选择以文献作者标识的关键词为该文献的研究主

题，用以检验模型的有效性、识别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热

点。样本文献数据预处理流程见图 2。

图 2 数据预处理流程

Fig. 2 Data preprocessing process

1) 获取主题生产动能 EP 指标数据。①统计图书情报

领域每年的研究文献量 APt。②用 Bibexcel 对载文数据的

关键词字段进行拆分，统计关键词每年的研究文献量 Pt

和关键词首次出现年份; 筛选有效词，去除研究目的不明

确的词，去除表示研究背景的词，合并同义近义关键词;

保留 2017—2021 年 5 年内累积词频高于 5 次的关键词共

1072 个。

2) 获取主题扩散动能 ES 指标数据。①统计图书情报

领域每年的引证文献量 ASt。②利用函数提取引证文献数

据中的发表时间，筛除 2022 年的引证文献; 将载文对应

的被引频次信息与其关键词对应，利用数据透视表和函数

计算汇总关键词每年的引证文献量 St 并统计关键词首次

被引年份。

3. 2 主题动能计算与研究热点识别

1) 主题生产动能 EP 计算。将研究主题 2017—2021

年的累积研究文献量∑ i

t = n
Pt，首次出现年份的研究文献

量 Pn，首次出现距离数据截止年份的时间差以及图书情报

领域每年的研究文献量 APt 代入公式 ( 2 ) ～ 公式 ( 4 ) ，

计算主题生产速度 vP 和主题生产动能 EP，部分计算结果

见表 1 第 7 列与第 8 列。

2) 主题扩散动能 ES 计算。将研究主题 2017—2021

年的累积引证文献量∑ i

t = n
St，首次被引年份的引证文献

量 Sn，首次被引距离数据截止年份的时间差以及图书情报

领域每年的引证文献量 ASt 代入公式 ( 5 ) ～ 公式 ( 7 ) ，

计算主题扩散速度 vS 和主题扩散动能 ES，部分计算结果见

表 1 第 13 列与第 14 列。

3) 主题动能 E 计算。将 EP 与 ES 代入公式 ( 8) 进行

标准化处理，将标准化后的 E'P 与 E'S 代入公式 ( 9) ，计算

2017—2021 年 的 主 题 动 能 E，部 分 计 算 结 果 见 表 1 第

17 列。

本文根据帕累托法则，选取主题动能 E 由高到低排名

前 20%的研究主题作为识别得到的当前图书情报领域研

究热点，相关指标的部分数据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为根据

2017—2021 年主

题动能识别到的

排名靠前的图书

情报领域研究热

点，表中识别结

果“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 “科学

数据” “文旅融

合”“新冠肺炎”
“数字人文”等都是近几年突发的图书情报领域新颖研究

热点，说明主题动能模型识别学科研究热点是有效的。为

了更好地验证模型有效性，细化识别结果，本文对比分析

表 1 研究热点在 2012—2016 年与 2017—2021 年两个时间

段内的主题动能变化，测度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并进行

分类。

3. 3 学科研究热点分类原则与结果

首先，计算图书情报领域研究热点 2012—2016 年的

主题动能 E( 2012—2016) ，部分计算结果见表 2 第 2 列; 其次，

考虑到引用指标的延迟特性，本文将 2012—2016 年研究

文献在 2017—2021 年的被引情况纳入 2017—2021 年的主

题动能 E( 2017—2021) 计算，以测度研究热点的长期变化情况，

部分计算结果见表 2 第 5 列，因为被引数据的变化，所以

表 2 中研究热点 2017—2021 年的主题动能与表 1 计算结

果不同; 最后，根据公式 ( 1) 计算研究热点的主题动能

E( 2017—2021) 与 E( 2012—2016) 的差量，即研究热点的主题动能变

化量 W，部分计算结果见表 2 第 6 列。

为了对基于主题动能识别到的研究热点进行更好地区

分，本文根据表 2 中的指标数据，依据以下原则分析研究

热点研究热度 ( 即主题动能) 的趋势变化，对识别结果

进行分类，以准确把握学科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

“前沿型”研究热点应当具备新颖性、增长迅速且

影响力高的特点。本文将 “前沿型”研究热点界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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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2021 年主题动能计算与研究热点识别结果 ( 部分)
Tab. 1 Topic kinetic energy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research hotspot identification results from 2017 to 2021 ( part)

排
序

研究热点
主题生产动能 主题扩散动能 标准化与主题动能

mP Pn pvP bvP vP EP mS Sn pvS bvS vS ES E'P E'S E
1 大数据 354 88 0. 0348 0. 0393 0. 9765 168. 7871 5428 92 0. 0588 0. 0828 0. 9359 2377. 1036 0. 9011 1. 0000 1. 9011
2 高校图书馆 392 97 0. 0385 0. 0433 0. 9774 187. 2410 4253 63 0. 0461 0. 0567 0. 9600 1959. 9771 1. 0000 0. 8244 1. 8244

3 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

105 2 0. 0103 0. 0009 1. 8811 185. 7791 467 3 0. 0051 0. 0003 2. 6641 1657. 2348 0. 9922 0. 6970 1. 6892

4 网络舆情 212 44 0. 0208 0. 0196 1. 0122 108. 6003 3924 48 0. 0425 0. 0432 0. 9967 1948. 9487 0. 5785 0. 8198 1. 3983
5 图书馆 277 73 0. 0272 0. 0326 0. 9655 129. 1127 3284 37 0. 0356 0. 0333 1. 0133 1685. 8933 0. 6884 0. 7091 1. 3975
6 人工智能 156 20 0. 0153 0. 0089 1. 1213 98. 0693 2283 11 0. 0247 0. 0099 1. 2224 1705. 6702 0. 5220 0. 7174 1. 2394
7 深度学习 123 10 0. 0121 0. 0045 1. 2470 95. 6395 1240 3 0. 0134 0. 0027 1. 4596 1320. 9552 0. 5090 0. 5554 1. 0644
8 用户画像 72 3 0. 0071 0. 0013 1. 4850 79. 3847 1589 51 0. 0172 0. 0056 1. 3830 1519. 6571 0. 4219 0. 6391 1. 0610
9 科学数据 176 16 0. 0173 0. 0071 1. 2139 129. 6637 1341 10 0. 0145 0. 0090 1. 1056 819. 5474 0. 6914 0. 3444 1. 0358
10 智慧图书馆 87 11 0. 0086 0. 0049 1. 1248 55. 0326 1754 7 0. 0190 0. 0063 1. 2801 1437. 0362 0. 2914 0. 6043 0. 8957
11 文旅融合 16 7 0. 0016 0. 0035 0. 7885 4. 9742 284 5 0. 0031 0. 0002 3. 7768 2025. 5651 0. 0230 0. 8520 0. 8750
12 数字人文 134 16 0. 0132 0. 0071 1. 1393 86. 9726 1754 17 0. 0190 0. 0153 1. 0451 957. 9792 0. 4626 0. 4027 0. 8653
13 新冠肺炎 106 19 0. 0104 0. 0093 1. 0631 59. 8984 949 140 0. 0103 0. 0047 1. 6253 1253. 3632 0. 3174 0. 5270 0. 8444
14 扎根理论 136 21 0. 0134 0. 0094 1. 0766 78. 8134 1338 8 0. 0145 0. 0072 1. 1619 903. 1804 0. 4188 0. 3796 0. 7984
15 公共图书馆 144 28 0. 0142 0. 0125 1. 0257 75. 7528 1314 7 0. 0142 0. 0063 1. 1935 935. 9309 0. 4024 0. 3934 0. 7958
16 智库 169 28 0. 0166 0. 0125 1. 0605 95. 0387 1267 19 0. 0137 0. 0171 0. 9578 581. 1510 0. 5058 0. 2441 0. 7499
17 情报学 160 34 0. 0157 0. 0152 1. 0074 81. 1855 1539 23 0. 0167 0. 0207 0. 9584 706. 8392 0. 4315 0. 2970 0. 7285
18 阅读推广 130 27 0. 0128 0. 0120 1. 0120 66. 5757 1312 8 0. 0142 0. 0072 1. 1567 877. 6866 0. 3532 0. 3689 0. 7221
19 情感分析 100 19 0. 0098 0. 0085 1. 0306 53. 1086 1342 6 0. 0145 0. 0054 1. 2447 1039. 5939 0. 2810 0. 4370 0. 7180
20 突发事件 133 33 0. 0131 0. 0147 0. 9769 63. 4610 1585 14 0. 0172 0. 0126 1. 0658 900. 2301 0. 3365 0. 3784 0. 7149
21 知识图谱 145 32 0. 0143 0. 0143 0. 9998 72. 4660 1484 20 0. 0161 0. 0180 0. 9778 709. 3972 0. 3848 0. 2980 0. 6828
22 智慧服务 43 2 0. 0042 0. 0009 1. 4406 44. 6169 845 2 0. 0091 0. 0018 1. 4685 911. 1425 0. 2355 0. 3830 0. 6185
23 政策工具 41 2 0. 0040 0. 0009 1. 4220 41. 4547 645 12 0. 0070 0. 0013 1. 6781 908. 2011 0. 2186 0. 3817 0. 6003
24 情报工作 76 5 0. 0075 0. 0022 1. 3147 65. 6756 806 6 0. 0087 0. 0054 1. 1060 492. 9612 0. 3484 0. 2069 0. 5553
… … … … … … … … … … … … … … … … …

注: 表中数据保留 4 位小数。

2012—2016 年与 2017—2021 年两阶段主题动能变化量 W

排名前 20%，2017—2021 年占比增速大于 10%，即生产

速度 vP 与扩散速度 vS 均大于 1. 1052 的研究热点。

“稳定型”研究热点具有宏观上热度相对稳定、微观

上波动发展的特点［11］，是图书情报领域较为稳固的核心

研究内 容。本 文 将 “稳 定 型”研 究 热 点 界 定 为 2012—

2016 年与 2017—2021 年两阶段主题动能变化量 W 大于 0，

2012—2016 年 主 题 动 能 E( 2012—2016) 排 名 前 20%，2017—

2021 年占比增速波动不超过 5%，即生产速度 vP 与扩散速

度 vS 在 0. 9512 ～ 1. 0513 之间波动的研究热点。

“衰退型”研究热点近期关注度不高，呈现热度逐年

下降的趋势。该类研究热点在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一定的

研究成果，近年研究或纵向深入，或横向拓展联系相近领

域。本文将“衰退型”研究热点界定为 2012—2016 年与

2017—2021 年 两 阶 段 主 题 动 能 变 化 量 W 小 于 等 于 0，

2012—2016 年主题动能 E( 2012—2016) 排名前 20% 且呈现负增

长，即 2017—2021 年生产速度 vP 与扩散速度 vS 均小于 1

的研究热点。

设目标学科研究热点总量为 N，某热点主题在某指标

的排名为 K，那么某热点主题在某时间段的主题动能指标

中的排名为 KE、在主题动能变化量指标中的排名为 KW，分

类原则设计为图 3 所示。

依据表 2 计算结果与图 3 所示分类原则，将表 1 中图

书情报领域研究热点识别结果区分为 3 类，部分分类结果

如表 3 所示。

3. 4 结果分析

本文识别到的“大数据” “人工智能” “数字人文”

“科学数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与已有研究［11，22-24］

的识别结果相同或相近，说明本文构建的主题动能模型识

别学科研究热点是可行有效的。同时，克服前期研究成果

单指标、绝对量的研究局限，从研究主题的研究文献量及

其占比增速、引证文献量及其占比增速两个维度，较全面

地评价主题研究热度。

1) 主题动能模型较好地实现了质量和速度评价指标

的平衡，既能有效识别稳定高热度的学科研究热点，也能

识别到增速较快的新兴学科研究热点。与已有相关研究文

献采用累计热度指标识别学科研究热点［22-24］ 相比，本文

采取衡量累积热度与热度增速的主题动能指标，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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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2—2016 年与 2017—2021 年两时间段

研究热点主题动能变化量计算结果 ( 部分)
Tab. 2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opic kinetic energy change of
research hotspot in 2012 － 2016 and 2017 － 2021 ( part)

研究热点
2012—2016 2017—2021
E( 2012—2016) vp vS E( 2017—2021)

W

大数据 1. 0001 0. 9765 0. 9815 1. 0068 0. 0067
高校图书馆 0. 6948 0. 9774 0. 9595 1. 0843 0. 389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0056 1. 8811 1. 9125 1. 0072 1. 0016
网络舆情 0. 3757 1. 0122 1. 0070 0. 6563 0. 2806

图书馆 0. 7438 0. 9655 0. 9453 0. 7570 0. 0132
人工智能 0. 0027 1. 1213 2. 5494 0. 6329 0. 6302
深度学习 0. 0050 1. 2470 1. 8704 0. 5435 0. 5385
用户画像 0. 0000 1. 4850 1. 7314 0. 4572 0. 4572
科学数据 0. 1653 1. 2139 1. 3165 0. 7283 0. 5630

智慧图书馆 0. 0229 1. 1248 1. 1234 0. 3168 0. 2939
文旅融合 0. 0000 0. 7885 3. 7295 0. 0521 0. 0521
数字人文 0. 0183 1. 1393 1. 3355 0. 4935 0. 4752
新冠肺炎 0. 0000 1. 0631 1. 2955 0. 3291 0. 3291
扎根理论 0. 0572 1. 0766 1. 1721 0. 4400 0. 3828

公共图书馆 0. 2654 1. 0257 0. 9677 0. 4279 0. 1625
智库 0. 0842 1. 0605 1. 0606 0. 5243 0. 4401

情报学 0. 2020 1. 0074 1. 0463 0. 4620 0. 2600
阅读推广 0. 1818 1. 0120 0. 9684 0. 3863 0. 2045
情感分析 0. 0558 1. 0306 1. 1763 0. 3051 0. 2493
突发事件 0. 1358 0. 9769 1. 0412 0. 3660 0. 2302
知识图谱 0. 1767 0. 9998 1. 0437 0. 4179 0. 2412
智慧服务 0. 0085 1. 4406 1. 1373 0. 2471 0. 2386
政策工具 0. 0094 1. 4220 1. 4696 0. 2308 0. 2214
情报工作 0. 0200 1. 3147 1. 3273 0. 3617 0. 3417
… … … … … …

注: 表中数据保留 4 位小数。

图 3 学科研究热点分类原则

Fig. 3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 of discipline research hotspot

表 3 研究热点识别结果分类 ( 部分)
Tab. 3 Classification of research hotspot

identification results ( part)
热点类型 研究热点

前沿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人工智能、用户画像、科学

数据、数字人文、智慧服务、情报工作、学科建设

稳定型
大数据、高校图书馆、情报学、网络舆情、知识

服务、文献计量、知识图谱、引文分析

衰退型
竞争情报、信息服务、专利分析、知识管理、共

词分析、电子政务、社会网络、信息检索

主题的横向相对热度与纵向热度变化识别学科研究热点。

一方面，主题动能模型能够识别持续高热度的研究热点。

例如，表 1 中热度排名第 1 的研究热点“大数据”，生产

速度 vP = 0. 9765、扩散速度 vs = 0. 9359，速度排名分别为

574 与 718，但其生产质量 mP = 354、扩散质量 mS = 5428，

质量排名分别为 2 与 1，综合质量与速度指标后，“大数

据”的主题动能 E 最大，成为图书情报领域最热的研究主

题。2015 年武汉大学召开 “数字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教

育国际研讨会”［25］，以信息数据管理为核心的图书情报学

科引入大数据的研究，并研究热度猛增，较好地印证了本

文的识别结果。另一方面，主题动能模型能有效识别增速

较快的新兴突现研究热点。例如，表 1 中热度排名第 3 的

研究热点“突发公共事件”，在样本期间的生产质量 mP =

105、扩散质量 mS = 467，质量排名分别为 19 与 84，但其

生产速度 vP = 1. 8811、扩散速度 vs = 2. 6641，速度排名分

别为 1 与 11，综合质量和速度指标后，“突发公共事件”

成为增速较快的新兴学科研究热点。2020 年新冠病毒疫

情席卷全球，这一“黑天鹅事件”持续发酵并在短期内

被世界卫生组织定性为 “国际关 注 的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26］，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迅速成为国

家重视、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与本文研究结论相符合。

因此，主题动能模型较好地均衡了质量与速度指标，从热

度与增速两方面综合识别学科研究热点。

2) 主题动能模型从主题的生产与扩散两个维度评价

主题研究热度，整合研究主题的发文数据与引证数据，避

免因单一数据源的信息量有限影响研究热点的识别效力。

与已有相关研究文献采用研究主题发文数据识别研究热

点［11，22-24］相比，主题动能模型考虑到研究主题受到的后续

被引带来的推动力，在发文数据的基础上增加来自外部的

引证数据，构建基于主题生产动能与主题扩散动能的主题

动能模型，避免单一数据源评价研究主题的有限性。例

如，本文与同期研究［11］共同识别到的研究热点“网络舆

情”，在文献 ［11］ 的识别结果中“网络舆情”研究热度

排名 9，在本文识别结果中“网络舆情”基于发文数据的

主题生产动能排名 6，基于引证数据的主题扩散动能排名

4，综合该研究主题的发文与引证数据后，其主题动能排

名 4，相比排名上升，较全面地评价主题研究热度。因

此，主题动能模型整合研究主题的多源数据，测度结果更

加全面、客观。

3) 主题动能模型利用相对量构建速度指标，能够消

除因各年文献总量不同而产生的测度误差，有效测度学科

研究主题在某时间的相对热度。与已有相关研究文献采用

绝对发文量指标识别研究热点［22-24］ 相比，本文利用相对

量构建速度指标既能够测度研究主题在某时间内的相对热

度，反映多个时间段内的热度变化，又可以测度在研究主

题的研究文献量或引证文献量相同的前提下，学科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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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总量差异导致的研究主题占比差异，使得研究主题的

热度测度更加客观。例如，表 1 中热度排名 13 的研究热

点“新冠肺炎”和排名 19 的研究热点“情感分析”，二

者首次出现年份的研究文献量相同 Pn = 19，但“情感分

析”在样本期间的首年 2017 年已有研究文献，该年学科

研究文献总量为 2242 篇，“新冠肺炎”在 2020 年出现研

究文献，该年学科研究文献总量为 2053 篇，“新冠肺炎”

的基础生产占比 bv = 0. 0093 高于“情感分析”的 0. 0085，

表明“新冠肺炎”这一学科研究热点在首次出现年份的

研究热度高于“情感分析”，体现其受社会、学者的关注

程度。因此，相对量的指标构建降低了绝对量的影响，有

效测度学科研究主题在某时间的相对热度。

4) 根据主题动能变化情况可以有效区分不同发展趋

势的学 科 研 究 热 点。本 文 根 据 2012—2016 年 与 2017—

2021 年两时间段内主题动能变化量 W 划分不同发展趋势

的研究热点。 “前沿型”研究热点是近期研究热度比较

高、增长迅速的研究热点，具有更好的研究潜力，更能体

现学科研究的新方向，主要包括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人工智能”“数字人文”“科学数据”等这些学科交叉性

强、突现新颖的热点主题; “稳定型”研究热点具有目前

阶段呈现稳定发展、随时间发展热度波动不大的特点，主

要包括“高校图书馆”“情报学” “知识服务” “文献计

量”等图书情报领域较为专业核心性的热点主题，也包

括“大数据”这类近几年持续高热的热点主题; “衰退

型”研究热点近期关注度不高，呈现热度逐年下降的趋

势，该类研究热点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趋于饱和，主要包括“竞争情报”“知识管理”“电子政

务”“信息服务”等热点主题。基于多时间段的主题动能

变化细分学科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结果符合学科研究现

状，近似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11，24，27］，区分效果较好。

因此，通过测度某时间段学科研究主题的主题动能可

以识别该阶段的学科研究热点，有效把握学科研究现状;

根据多时间段的主题动能变化情况可以测度热点主题的发

展变化，实现对学科研究的动态分析。

4 结束语

本文将动能理论引入学科研究热点识别，构建主题动

能模型，从生产与扩散两个方面、质量与速度两个特征综

合评价研究主题的学术表现，识别学科研究热点; 基于主

题动能变化构建研究热点分类模型，实现对研究主题热度

的动态描述。以图书情报领域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主

题动能模型能够有效识别学科研究热点，“前沿型” “稳

定型” “衰退型”的分类进一步发现学科研究的方向和

趋势。

本文构建的主题动能模型在图书情报领域得到有效验

证，但尚存在不足。在后续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对模型进

行进一步的验证和完善，提高模型在其他学科、多学科应

用的普适性; 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全文分词识别论文研究主

题，避免关键词选取的主观性，使学科热点识别结果更加

全面、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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