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知识图谱工具——

CiteSpace入门使用教程

吉林大学图书馆2024年秋季信息素养教育

马玉 2024.11.14



目录

01 知识图谱简介

02 CiteSpace软件介绍

03 CiteSpace软件使用步骤

04 CiteSpace软件应用实例



01

知识图谱简介



 什么是知识？
知识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包

括人类自身）的成果，它包括事实、信

息、描述以及在教育和实践中获得的技

能。知识是人类对信息进行处理之后的

认识和理解，是对数据和信息的凝炼、

总结后的成果。

 知识图谱的概念：
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在图书情报界称

为知识域可视化或知识领域映射地图，是显示知识发

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各种不同的图形，用可视

化技术描述知识资源及其载体，挖掘、分析、构建、

绘制和显示知识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什么是图谱？
图谱的英文是Graph，直译过来就

是图的意思。在图论中，图表示一

些事物（Object）与另一些事物之

间相互连接的结构。一张图通常由

一些结点（Node）和连接这些结

点的边（Edge）组成。



组成形式：
知识图谱的基本组成形式为<实体,关系,实体>的三元

组，实体间通过关系相互联结，构成了复杂的网状知识

结构。

实体：
指的是具有可区别性且独立存在的某种事物。实体是知识

图谱中的最基本元素，不同的实体间存在不同的关系。

关系：
关系是连接不同的实体，指代实体之间的联系。关系把知

识图谱中的节点连接起来，形成一张大图。



 如果两个节点之间存在关系，它们就

会被一条边连接在一起，那么这个节

点就称为实体（Entity），它们之间的

这条边就称为关系

（Relationship）。

 知识图谱通过对错综复杂的文档的数

据进行有效的加工、处理、整合，转

化为简单、清晰的<实体,关系,实体>

三元组，最后聚合大量知识，从而实

现知识的快速响应和推理。



分类：知识图谱按照功能和应用场景可以分为通用知识图谱和领域知识图
谱。

通用知识图谱

 面向通用领域

 以常识性知识为主

 形态通常为结构化的百科知识

 强调知识的广度

 使用者一般是普通用户

领域知识图谱

 面向某一领域

 基于行业数据构建

 强调知识的深度

 强调知识的可靠性

 使用者一般是行业人员



01 信息抽取 02 知识融合 03 知识加工

 从各种类型的数据源中提取出

实体、属性以及实体间的相互

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本体化

的知识表达；（包括：实体抽

取、关系抽取和属性抽取。）

 对于经过融合的新知识，需要经

过质量评估之后（部分需要人

工），才能将合格的部分加入到

知识库中，以确保知识库的质

量。（包括：本体构建、知识推

理和质量评估。）

 在获得新知识之后，需要对其

进行整合，以消除矛盾和歧

义，比如某些实体可能有多种

表达，某个特定称谓也许对应

于多个不同的实体等；（包

括：实体链接，知识融合）

构建过程：分为信息抽取、知识融合、知识加工三个过程。



2. 智能问答
作为问答系统的背后知识库，帮助

回答用户的各种问题。通过索引和

检索知识图谱中的信息，系统可根

据用户的查询找到相关知识，给予

准确答案。

1. 搜索引擎增强
知识图谱可以帮助搜索引擎理解用户查询的意

图，提供更精确、全面的搜索结果。通过将查

询关联到知识图谱中的实体和属性，搜索引擎

可以给出更准确的答案和相关信息。

5. 智能风控和反欺诈
可以用于构建风险评估和反欺诈系统。

通过分析和链接不同实体之间的关系，

知识图谱可以帮助发现潜在的风险、欺

诈行为和异常模式，提供更可靠的风险

评估和预警。

4. 企业知识管理
可以用于整合、组织和共享企业内部的知识资源。通

过构建企业级知识图谱，企业可以更好地管理和利用

自身的知识资产，提高工作效率和决策能力。

6. 辅助大数据分析
实体关系分析：可以帮助数据分析人员对

数据中的实体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

析。

数据关联挖掘：可以将数据中的实体和它

们之间的关系映射到知识图谱中，并通过

图谱上的关系，自动挖掘出一些数据之间

的关联性和规律性。

3. 个性化推荐
可以用于生成推荐结果。通过了解用户的

兴趣、偏好和历史行为，知识图谱可以帮

助推荐系统理解用户的需求，并向其推荐

相关的内容、产品或服务。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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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软件介绍



CiteSpace是什么？

CiteSpace是由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一款用于可视化和分析科学文献的软件，

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分析文献引用网络、作者合作网络、主题演化等信息，从

而更好地理解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和热点。

由于是通过可视化的手段来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因此也

将通过此类方法分析得到的可视化图形称为“科学知识图谱”。

科学知识图谱：

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知识领域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

一种图像。它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与特征，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

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显示了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之间网络、结构、互

动、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复杂的关系。



CiteSpace的功能有哪些？

1. 研究热点分析：一般利用关键词/主题词共现。

2. 研究前沿探测：一般利用共被引、共词、突现词检测等。

3. 研究演进路径分析：将时序维度与主题聚类结合，例如CiteSpace中的时间线图。

4. 研究群体发现：一般建立作者/机构合作，可以发现某个研究领域代表人物和核心团体。

5. 学科/领域/知识交叉和流动分析：一般建立期刊/学科等的共现网络，可以研究学科之间的

交叉、知识流动和融合等。

CiteSpace可分析的数据库有哪些？

国内的知网（CNK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以及国外的WoS（Web of Science）；

Scopus数据库；Dimensions（综合科研信息大数据平台）等等。

借助CiteSpace做定量分析，可以协助我们进行学位论文综述撰

写、课题申报的学术史和发展脉络梳理。



2. 中低频性

学科前沿相对于总的学科

体系，其关键词不应该处

于较高水平，一般而言，

占最大频数的四分之一比

较合适。

1. 近今性

学科前沿研究应该是距离

当前时间比较接近的，一

般情况下以3-5年之内的

研究为基本前沿集合。

4. 高突现性

一个研究前沿的兴起，必

然会导致其关键词在短时

间里爆发，且突现强度必

然是远大于普通关键词

的。

3. 高价值性

如果该关键词代表了研究

前沿，必然在短时间内获

得大量的引用，其中介中

心性必然处于一个极高的

水平。

 学科前沿的特点：



常见术语解释：

1. 突现词（Burst term）：通过词频，将某段时间内其中频次变化率高的词从大量

的主题词中探测出来。CiteSpace可以检测出突现词以了解研究的前沿情况、研

究焦点的转变和最新的研究热点动态，并帮助预测该领域后续的发展趋势。

2. 被引：被引是指一篇论文发表后，被其他论文在参考文献中引用。假设有文献A、

文献B；若文献A被文献B引用，则文献A叫做被引文献，文献B叫做施引文献，文

献A和B是引证关系。

3. 共引：共引是指两篇文献同时被别的文献引用。如果文献B和C都被文献A引用，

那么B、C就被称为是相关文献，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引关系，B和C的作者则被称

为是共引作者。



4. 共词分析：通过分析在同一个文本主体中的款目(单词或名词短语对)共同出现的

形式，以发现科学领域的学科结构的一种分析方法。

 共词分析可以根据某时期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对来确定研究领域的主题和热点，

对了解文献内容和研究趋势有重要意义。

 共词分析可以发现词对之间的关系，如同属于某一类别、同属于某一领域、同属于某

一事件等。这有助于深入理解文献内容和词对之间的联系。

 在一系列的时间区间里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学科的发展和变化趋势。

5. 中介中心性：以经过某个节点的最短路径数目来测度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指标。

一个结点充当“中介”的次数越高，它的中介中心度就越大。CiteSpace中使用

此指标来发现和衡量文献的重要性（紫色圈标注）。



1. 作者合作网络

可以用于专家选择、高校人才引进、智库研究、学科核心带头人
的变化和更新等方面。



2. 机构合作网络

用于比较某一领域相关研究
机构及合作情况。



3. 国家/地区合作网络

图中节点大小反映的是作者、机构或国家/地区的发文量。



4. 关键词共现分析 节点大小反映关键词的频次。



5. 文献共被引分析



6. 作者共被引分析



7. 期刊共被引分析



 文献共被引图谱

根据被引文献同时被施引文献引用的情况绘制，两篇文献同时被一篇文献引用即视为

一次共被引，主要依据文献共被引频次矩阵。

 作者共被引图谱

根据被引文献作者同时被施引文献引用的情况绘制，两位作者的两篇文献同时被一篇

文献引用即视为一次共被引，主要依据作者共被引频次矩阵。

 期刊共被引图谱

根据被引文献出版期刊同时被施引文献引用的情况绘制，两本期刊的两篇文献同时被

一篇文献引用即视为一次共被引，主要依据期刊共被引频次矩阵。

文献之间的引用形成了引文网络，循着引文网络，向前可以追溯发展脉络，向

后可以探索研究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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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软件使用步骤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 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 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 jiaoan/         PPT论坛：www.1ppt.cn



一、CiteSpace软件下载

1. 进入CiteSpace官网：https://citespace.podia.com/



2. 选择基础版CiteSpace进行下载，点击Buy now



3. 填写注册信息：邮箱和密码，创建账号



4. 找到基础版的下载文件



5. 自行选择所需版本，Mac用户下载第一个文件， Windows用户下载第二个文件

提示：新版本的CiteSpace免装Java运行环境



6. 以Windows用户为例，双击打开下载好的“.msi文件”，点击Next



7. 选择文件保存路径后，点击Next



8. 点击Install，开始下载



9. 点击Finish，完成下载



10. 双击桌面软件图标，弹出界面，选择界面中的Agree



11. 成功进入软件



12. 或可在开始界

面选择English，

再点击Agree即可

切 换 到 中文 版 界

面。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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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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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项目区

处理过程

处理报告

时间切片

文本处理

网络配置

网络剪裁

可视化设置

1菜单栏

8 网络裁剪

及可视化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① 菜单栏

 File：文件菜单

主要用于对当前的功能界面参数

进行保存和软件退出。

Projects：项目菜单

主要是新建项目和展示现有分析

的项目。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Data：数据

主要是输入/输出数据

Visualization：可视化

主要用来读取CiteSpace分析得

到的可视化文件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Overlay Maps：图层叠加

主要用来实现期刊的双图叠加分析

Analytics：分析

主要包含COA作者的合著分析、ACA作者

的共被引分析、DCA文献的共被引分析、

JCA期刊的共被引分析等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Preferences：偏好菜单

是对常见默认项的修改

 Tutorials：教程

包含一些教学视频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Help：帮助

包含CiteSpace版本更

新、CiteSpace主页链接

和一些视频等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② 项目区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New 用来导入项目文件进行新的分析；

Demo 1：Terrorism（1996-2003） 是当前分析项目的名称；

More Actions… 是对当前项目的再设定：删除、清空、重新编辑；

Project Home 是建立的project文件夹文件，数据分析产生的结果文件保存在这个目

录；

Data Directory 是下载的原始数据，分析的时候会把路径加载到此位置，便于读取数

据；

Configuration 是配置区。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③ 处理过程

被识别的文献占比

识别失败的文献占比

总的运行时间…

④ 处理报告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⑤ 时间切片

所下载数据的时间 对数据设置时间切片

时间切片为1

时间切片为2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⑥ 文本处理

Term Source 通常使用默认的全选；

Term Type 提取名词术语，进行突现词检测；运用Noun Phrases生成共词网络

后，也可以可查看熵值；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⑦ 网络配置

Node Types 节点类型，决定了此次分析的目的，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节点进行分析；

共被引分析

共现网络分析合作网络分析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Selection Criteria 选择阈值是对数据进行精炼，提取最具影响力的数据进行可视化；

g-index 是g指数分析；

k越大，图谱中出现的节点越多，包含更多的信息；k越
小，图谱中出现的节点越少。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Top N 是分析每个时间切片内频次排名前n个的文献；

N值太小，可能会导致一些影响力较小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被排除；
如果N值太大，可能会导致结果过于冗长，难以进行分析和理解。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Top N% 是分析每个时间切片内频次排名前n%的文献。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⑧ 网络裁剪及可视化

Pruning 网络裁剪是对形成的网络进行裁剪，去除不重要的节点和连线，使得网络中重要的节点

和连线更加清晰，便于解读图谱。

 一般情况下，首先点击go生成一次图谱，如果生成的图谱符合需求则不需要进行剪枝。而当生成的图谱

节点和连线过多，图谱的可读性极差时，才选择进行图谱剪枝。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Pathfinder 寻径网络算法。优点是唯一解，但有时会在剪枝过程中丢失相对重要的节点；

Minimum Spanning Tree 最小生成树算法。优点是运算简捷，能很快得到结果，但并

非生成唯一解。

两种剪枝算法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Pruning sliced networks 对每一时间段网络进行剪枝，适合复杂程度高的网络；

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s 对整体网络进行剪枝，适合复杂程度不高的网络。

两种剪枝策略

一般建议参数的设置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哪个效果好就选哪
个，这样可以得到更加准确有用的结果。



二、CiteSpace界面介绍

Visualization 可视化，主要用来读取CiteSpace分析得到的可视化文件；

Cluster View - Static 静态聚类视图；

Cluster View - Animated 动态聚类视图；

Show Networks by Time Slices 显示各个时间切片的图谱；

Show Merged Network 显示分析的整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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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软件应用实例
• CNKI

• WOS



 带有引文的科学文献数据库

•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数据的结构最为完整）

• Scopus

• CSSCI

• CSCD

 缺少引文的科学文献数据库（不能进行共被引分析）

• Web of Science中其他数据库

• MEDLINE/Pubmed

• CNKI（不能进行国家间的合作分析）



一、CNKI

第一步：确定主题

• 确定研究主题及关键术语，运用尽可能广泛的专业术语来确定

所关注的知识领域。

• 以国内的“女权主义批评”研究为例，在CNKI数据库中进行检

索，通过CiteSpace探讨2004-2024年国内的学术成果分布与

合作、研究前沿等。



一、CNKI

第二步：数据准备

• 打开CNKI主页：https://www.cnki.net

http://lib.jlu.edu.cn/plus/link_view.aspx?id=68


一、CNKI

第二步：数据准备

1. 下载数据

• 进入高级检索，以主题词

=“女权主义批评”OR 主

题词=“女性主义批评”，

时间限定为2004-2024，

在期刊和硕博士数据库中

进行检索。



一、CNKI

第二步：数据准备

• 经检索，得到1484篇学术期刊论文和575篇学位论文。



一、CNKI

第二步：数据准备

• 将2059条记录导出为“Refworks”格式，注意CNKI每次只能导出500篇文献。



一、CNKI

第二步：数据准备

• 下载导出的“Refworks”格式，并修改文件名为“download_1”。



一、CNKI

第二步：数据准备

• 新建文件夹命名为CNKI，在里面建立“input、output、data、project”四个文件夹，

把download_1文档复制到input里面。

从output复制过来的数据

下载的原始数据

经转换后的数据

处理后的结果和过程性数据



一、CNKI

第二步：数据准备

2. 数据格式转换

• 打开CiteSpace，在Data菜单下找到数据转换页面。

CiteSpace分析的数据以Web of Science数

据为基础，其他数据库下载的数据需转换为

Web of Science的数据格式才能分析。



一、CNKI

第二步：数据准备

• 找到CNKI，把input 

Directory和output 

Directory的文件地址改为

设置好的input和output的

地址，再点击转换。



一、CNKI

第二步：数据准备

• 将转换后的数

据从output文

件夹中复制到

data文件夹里

面。

转换前 转换后

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等字段



一、CNKI

第三步：新建项目

• 点击New，输入项目名

称；修改文件地址；

选择数据库和语言；

点击Save，项目新建完成。



一、CNKI

第三步：新建项目

1.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 设置时间切片，勾选节点

类型为Author，点击GO!

开始运行。

• 注：CNKI导出的数据中不包

含reference选项，即不含

参考文献数据，因此不能做

引文分析。

×



一、CNKI

第三步：新建项目

• 修改k值重新运行，使节点

数不超过300。



一、CNKI

第三步：新建项目

• 点击Visualize可查看可视化的结果。

时间跨度
有效的文献记录数



作者合作图谱：

• 节点及标签大小代表作者发表

论文的数量；

• 节点以年轮形式显示时，某一

年的年轮宽度代表了作者在某

一年发表论文的多少。发表的

论文越多，则年轮在该年越

宽；

• 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作者之间

存在合作关系，连线宽度代表

合作强度；

• 连线颜色代表首次合作的时

间；



以年为单位的合作历史

合作的文献信息



突现检测：找重要作者



一、CNKI

第三步：新建项目

2. 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机构合作图谱：

• 两个作者机构出现在同

一篇文章中即视为一次

合作。

• 节点（及标签）的大小

代表机构发表论文的数

量，节点越大则发表的

论文越多。



一、CNKI

第三步：新建项目

3. 关键词共现分析



• 关键词共现图谱：根据施引文献中关键词共现的情况绘制，两个关键词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

即视为一次共现。

Visible：显示或隐藏对应的节点
Count：节点出现次数
Centrality：节点的中介中心性
Year：对应节点首次被引/出现的年份
Keywords：具体的关键词



• 节点越大，说明该关键词词频

越大，与主题的相关性越大。

• 节点颜色代表时间：颜色越

暖，时间越近；颜色越冷，时

代越久远。

• 节点若存在紫色的外圈，表明

具有高中介中心性，如图中的

“女性主义”；

• 关键词的某些年轮中若被红色

填充，则表明这些关键词在研

究时间段中存在突发性变化。



查看节点时序信息

节点的信息检索

节点的合并、剔除

隐藏节点
隐藏聚类
恢复隐藏节点



• 关键词的详细信息：女性文学

关键词出现的年份分布，加粗显示突现性出现的年份和出现次数



关键词所对应的文章

与该关键词相邻的其他关键词



• 关键词的突现分析

修改值



Year表示该关键词第一次出现的年

份，Begin和End表示该关键词作为

前沿的起始和终止年份，Strength

表示的是突现强度。

红色线条代表该关键词成为学术研

究热点的具体历时阶段，浅蓝色代

表节点还未出现，深蓝色表示节点

开始出现。



按突发起始时间排序 按突发的时间范围长度排序 按突发强度排序

通过对关键词突现性检测，可以了解在某段时间节点内的研究热点、趋势
和前沿动态等发展变化情况。



• 选择算法，不断修改参数，对关键词进行聚类

聚类是按照某个特定标准把一个数据集分割成不同的类或簇，使得同一个簇的数据
相似性尽可能大，不同簇的数据对象的相似性尽可能小。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
Clusters-—Show Convex hull：

给聚类添加轮廓



Areas—Fill color patterns：
给轮廓填充颜色



聚类内部详细情况
从0到9共10个聚类，数字越小，
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每个
聚类由多个紧密相关的词组成。



时间在整个视图上方，越往右时间越近。每一个圆圈代表一个关键
词，相同聚类的关键词被放置在同一水平线上，右边显示的是每个聚
类的标签，最大圈表示获得的关注最多，可以按时间调节远近。



2015年的关键词共现情况
黄色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的一次共现



4. 关键词-机构混合网络分析

一、CNKI

第三步：新建项目



可以知道哪些机构在关注哪些研究主题，
进行机构与关键词之间的关系分析。



图谱分析和解读策略：

• 方法：由浅入深

• 范围：从整体到局部

• 聚类：由大到小

• 时间：由远到近

• 色彩：由鲜艳（重要）到平淡

• 字体：由大到小



• 以中文期刊“图书情报工作” 为研究对象，在CNKI数据库中进行

检索，通过CiteSpace分析2023年该期刊的作者和机构合作情况。



• 经检索，得到2023年发表在《图书情报工作》上的339篇文章。



• 将文献导出并下载，修改文件名为“download_2”



• 把download_2文档复制到input里面；

• 格式转换后复制到data文件夹。



• 新建项目命名为“图书情报工作”。



• 2023年在《图书情报工作》发表论文的作者合作图谱

范围较大的合作网络



• 2022年在《图书情报工作》发表论文的机构合作图谱



菜单栏
快捷功能区

分析结果参数信息

节点信息列表

图形元素调整

其他功能区



1. CiteSpace软件版本

2. 数据的分析时间

3. 数据的所在位置

4. 数据的时间范围和时间切片

5. 阈值的设置

6. 网络的参数，N表示节点数量，E表

示边的数量

7. 节点标签的显示阈值

8. 网络采用的裁剪方式

9. Modularity聚类模块值（Q值）

10. Silhouette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

分析结果参数信息

Q>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
S>0.5聚类就是合理的，S>0.7聚类令人信服



快捷功能区

保存可视化结果

• 保存分析的可视化文件

• 保存可视化图形

运行/停止

• 网络重新计算和布局

• 网络布局和计算结束

调节背景颜色

• 图形的单色显示

• 修改背景颜色

• 黑色背景

• 白色背景

聚类功能区

• 进行网络聚类

• LSI：潜在语义索引

• LLR：似然估计

• USR：互信息算法

（用于在施引文献的不同位置提取标签）

节点属性调整

• 某一聚类用同一种颜色显示

• 聚类后点的大小统一

• 显示的点大小与它的频数大小有

关，颜色与时间年轮有关

视图调整

• 聚类视图

• 时间线视图



保存分析的可视化文件
.viz格式

保存可视化图形
.png格式

保存可视化结果



调节背景颜色



聚类视图 时间线视图

侧重于体现聚类间的结构特征，突出关键节
点及重要连接。

侧重于勾画聚类之间的关系和某个聚类中文献
的历史跨度。

视图调整



关键路径识别

突出显示中介中

心性高的节点之

间的连接。

突发性检测

点击它后，如点的

圈变红，表示频次

在这些年轮出现突

发性的增长。

在网络中逐年显示信
息，顺序显示对应年
份的共被引连线

通过左右的箭头，可以

展现某一年份的数据连

线情况，中间的空格显

示年份，来考察网络的

演化。

网络中节点信息检索

聚类数量

其他功能区



可以利用检索框来比较两个知名作者对学科领域的贡献，
或者比较两个作者的研究领域的差别。

网络中节点信息检索



选择不同配色方案

图形元素透明度
的调整

节点透明度

节点标签的透明度

连线透明度

聚类标签的透明度



突现词个数

突现检测可以找到影响最大的
被引文献，或是突现关键词。



术语节点标签调整

其他节点标签调整

节点连线调整

聚类标签调整

最小化标签覆盖

阈值

字体大小

节点大小

阈值

字体大小

显示连线标签 显示连线强度

聚类标签 节点标签

阈值增高，可视化中的标签会
减少，显示出最主要的信息



By Degree：以节点的度数大小来标注节点的重要性。节点的度数指的

是节点所连接的边的数量。

By Cluster：以聚类形式来标注节点的重要性。

By Freq：以文献被引用次数（或其他频率）来标注节点的重要性。

By Centrality：以文献节点在网络中的中心性指标来标注节点的重要

性。中心性指标是用于衡量节点在网络中的中药材和影响力的一种指

标。

By Eigen.Centrality：将文献节点的标签按照其在网络中的特征向量中

心性指标大小来显示。特征向量中心性是一种衡量节点在网络中影响力

的指标，它考虑了一个节点直接邻居节点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也考虑了

这些邻居节点的重要性。

By Burstness：将文献节点的标签按照它们在时间上的突现性指标大

小来显示。

Hide Labels：将文献节点的标签隐藏或者显示。

设置文献节点标签的显示方式



调整网络布局方式



鱼眼图 在时间线图中可以使用

时间线图的调整

调整聚类标签位置

调整标签高度

横轴的跨度

对连线进行过滤，保留重要连线

利用鱼眼可以放大显示感兴趣的研究区域，使焦点周围的
信息内容逐渐缩小；对Timeline视图中聚类标签的位置、
高度以及横轴跨度的调整，对连线进行过滤。使得时间线
图更加清晰地展现信息。



左击选中某节点，再鼠标右击



节点的时序信息

节点的信息检索

*节点的合并、剔除

隐藏节点
隐藏聚类
恢复隐藏节点

节点信息的隐藏



二、WOS

第一步：确定主题

• 目的：想初步了解“在线评论数据挖掘”研究方向的发展情况，

找出关键论文和重要作者，了解近几年的研究热点，以便找出

重要文献研读，构建出该领域的大致框架。

• 找代表文献（文献共被引图），找关键作者（作者共被引图）

• 找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图），看研究趋势（关键词时间线图）



二、WOS

第二步：数据准备

• 打开Web of Science主页：https://webofscience.clarivate.cn/wos/alldb/basic-search



二、WOS

第二步：数据准备

1.下载数据

• 数据库选择“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在检索

框输入主题检索词“online 

reviews” AND “text 

mining”，进行检索。

如果选择“所有数据库“则
不能导出全引文，会影响后
续分析。



二、WOS

第二步：数据准备

• 数据筛选：文献类型

选择“论文”，精炼

后得712条检索结

果。



分析检索结果—发文量情况：



二、WOS

第二步：数据准备 • 将记录导出为“纯文本文件”格式，记录内容选择“全纪录与引用的

参考文献”，注意WOS每次只能导出500篇文献。



二、WOS

第二步：数据准备

• 将下载后的文件命名

为“download_3”

TI：title 文献的题目；
AB：abstract 摘要；
CR：reference 参考文献。



二、WOS

第二步：数据准备

• 新建文档命名为WOS，在里面建立“data、project”两个文件夹，把download_3文

档复制到data里面。



在“输入数据”里找
到WOS的标签页，
填写地址后点击按钮，
就可以进行去重。



总数据量和重复的记录数



二、WOS

第三步：新建项目

• 点击New，输入名称“在线评

论数据挖掘”；

• 将文件地址改为project和

data文件夹的地址，数据选择

WOS，语言选择English；

• 点击Save，项目新建完成。



二、WOS

第三步：新建项目

1. 文献共被引分析



难以看清，点击聚类按钮



聚类视图：

只显示出11个聚类



保存图像：



保存及打开可视化文件： 目前基础版的新版本不再支持该功能



突现性： 2016-2020年的高被引文献



高中心性共被引文献排序：高频共被引文献

重
要
文
献



导出表格数据

几个重要参数：

频率、突现度、

中心度和半衰期



节点越大被引频次越高，可以知道高被引文献有哪
些；右边的聚类标签反映了该领域有哪些主题，以及
每个主题下文献的被引脉络情况。



二、WOS

第三步：新建项目

2. 作者共被引分析



高频共被引作者

（排名靠前的是重要作者）



二、WOS

第三步：新建项目

3. 关键词共现分析



高频关键词



二、WOS

第三步：新建项目

4. 关键词时间线图

聚类的详细信息



• 关键词时间线图：相同聚类的关键词在同一水平线上。关键词出现的时间置于视
图的最上方，越往右时间越近。关键词越多，代表聚类领域越重要；还可以得到
各个类的关键词的时间跨度，以及一个特定聚类的兴起，繁荣以及衰落过程，从
而反应聚类所反映的研究领域的时间特征。



把节点切换成年轮图来进行显示，紫色的圈代表有高中介中心性，
红色的节点表示具有突现性。



自定义显示聚类的数量：

Clusters—show clusters by IDS—输入聚类编号





二、WOS

第三步：新建项目

5. 国家合作分析



调节阈值、节点大小、节点标签大小和节点连线透明度



节点标签前的数字表示国家或地区出现的次数，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国家或地区间的
合作，连线颜色表示合作的时间，连线越粗表示合作越密切。



中国的年发文量

美国的年发文量



调
整
连
线
宽
度
及
透
明
度



切换配色方案之后的效果，连线的颜色更加清晰
直观，颜色越接近红色，表示年份越近。



延伸学习：
《citespace科学知识与图谱》讲解视频

从理论到实操，结合案例，讲解如何使用citespace，并且提出切实建议，如何获取更有效的数据，如何作出更深刻的分析

等。https://space.bilibili.com/508721901/channel/collectiondetail?sid=496360&ctype=0

《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

两位老师合著的书籍，包含软件简介、数据准备、软件界面、软件功能模块详解等。

适合边阅读边实操，理解更高效！https://citespace.lanzouv.com/iollm013uu1g

《citespace中文版指南》

由两位老师翻译的中文版指南，更适合解决实操中的问题，快速上手。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610/8127004113002027.shtm

公众号：科学知识前沿图谱

分享各种科学知识图谱的操作技巧，解决常见问题，可以快速获取各类软件书籍的下载链接。

陈超美＆李杰个人博客

两位老师都在【科学网】开通了个人博客，不定期发表关于citespace的博文，还可以留言向老师提问。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649&do=blog&view=me&from=space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54179&do=blog&view=me&from=space

https://space.bilibili.com/508721901/channel/collectiondetail?sid=496360&ctype=0
https://citespace.lanzouv.com/iollm013uu1g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610/8127004113002027.shtm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649&do=blog&view=me&from=space
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54179&do=blog&view=me&from=space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