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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前沿问题的界定

 对于热点与前沿的界定，没有一个清晰的界线，甚至往往会混为一谈

 通常将高关注度的内容看做是热点，对于热点问题的延续或者新兴涌现的内容看做是前沿

 事实上，我们希望关注的是学科领域中有价值的、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内容，不管是叫作热点问题还是前沿问题，都属

于此范畴

 本节内容试适用的场景

 面对陌生的领域，需要迅速了解该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研究内容，以便帮助我们快速了解该领域的基本状况

 不代表完全理解这些热点前沿问题

 可以怎样去了解这些信息？

 咨询导师

 定量计算



大量出现的事物意味着高关注度、高利用率，“可能”具有价值，值得去了解

 被很多文献引用

 经常出现的关键词

 在某领域经常提及的某位学者

重点是针对事物背后蕴藏的信息开展深入的研究



场景一：如何快速定位到高被引文献、高频关键词和高影响力学者？

 海量文献中定位到高水平论文

 海量文献中清洗出高频关键词

 海量文献中筛选出高影响力学者



利用被引次数可以为判断文献的价值提供参考

 中国知网、SCI、Scopus等数据库都可以提供论文被引次数的统计

按照被引次数的排序，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论文集合中高价值的论文



WOS提供ESI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且消除了发表时间不同对引文的影响，有
助于揭示近期受到广泛关注的论文



• 通过其它可以提供文献被关注程度的指标进行判断
一些文献无法通过被引次数来测度，例如：
 刚发表不久的文献没有足够长的时间累积引用；
 一些传统学科产生引用效应相对缓慢，引文活动可能有一定的延迟；
 还有一些学科本身产生的引文活动就较少。

替代计量学指标，altmetrics：
 使用次数：某条记录的全文链接得到访问或是对记录进行保存
 下载：对全文进行下载
 媒体转载
 ......

通过其它可以提供文献被关注程度的指标进行判断



利用数据库、文献管理软件或数据工具分析文献集合中的高频关键词（一）

 主题=digital library and 年份=2015-2020

 Scopus关键词分析



利用数据库、文献管理软件或数据工具分析文献集合中的高频关键词（二）

 主题=digital library and 年份=2015-2020

 NoteExpess—数据分析—关键词统计



利用数据库、文献管理软件或数据工具分析文献集合中的高频关键词（三）

 主题=digital library and 年份=2015-2020

 数据库下载excel表格格式的数据文件，利用excel的数据分析功能进行统计分析



利用数据库或网络资源挖掘文献集合中的高影响力学者（一）

 数据库自带的“作者”分组功能，查看论文集合中的高产出学者



利用数据库或网络资源挖掘文献集合中的高影响力学者（二）

 publons—学者学术社区



利用数据库或网络资源挖掘文献集合中的高影响力学者（三）

 全球高水平学者榜单

科睿唯安的Web of Science和爱思唯尔的Scopus是国际上两个权威的文献检索工具，它们每年都会

依托其海量的引文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确定学科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科研人员。其中科睿唯安推出的

高被引科学家以及爱思唯尔推出的中国高被引学者在国内学术界备受关注

两项榜单揭示了各学科中全球范围或国内机构的高影响力学者，但其来源数据、评价方法和遴选目的

均有所不同



高被引科学家 中国高被引学者

评选机构 科睿唯安 爱思唯尔

选取数据来源 ESI数据库近十年发表的论文 Scopus数据库中1996—至今发表的论文

学科划分 ESI的22个学科领域 教育部学科分类体系（更符合国内研究的布局特点）

核心遴选条件 按学科中ESI高被引论文数量高低排序 按学科论文累积的总被引次数高低排序

聚焦对象
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能够表征高水平研究的部分论文

（但未区分作者的对研究成果的实际贡献）

学者发表的全部论文，代表学者整个“面”上的学术影响力

（统计学者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研究成果）

评价目的
揭示各学科领域中受到高度关注、引领热点前沿研究

的科学家和新兴涌现的年轻科研学者
揭示各学科中在一个较长时间段中最具影响力的“资深”学者

榜单只是通过某些特定的遴选条件，突出、揭示出具有一些研究特点的学者，是否入选榜单不能与学术水平的高低划上等号



场景二：如何跟踪热点论文的研究发展或了解与其相关的其它文献

 追踪其施引文献

 寻找与其相关文献



相关概念：引文分析

引文分析的主要工具：引文索引

 引文索引作为一种检索方式，可以帮助你从一篇文献出发，追踪其后续的继承和应用，还可以

跟踪一个主题在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关系。Web of Science、Scopus、中

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等文献数据库都具有引文索

引的功能

使用场景：通过检索施引文献，可以了解一篇论文的理论、方法在哪些研究方向上得到了继承、发展、应用和改进



当有人引用该记录时，会
发送电子邮件通知你

通过施引文献了解论文的理论、方法在哪
些地方得到了继承、发展、应用和改进

查看共引文献，了解与其相关联的其它文
献，扩展研究思路



中国知网引文网络，了解与文献相关的研究



场景三：高被引论文（集合）代表热点研究领域，那么一个大领域下的不同研究

方向、不同研究主题如何确定？



两个事物经常性地同时出现，那么它们具有一定的关联度

引文分析法

 通过对论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测量，根据论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聚类，形成不同的类别，不同

的类别代表不同的研究主题

使用场景：快速遴选出某一个研究领域下涉及的不同研究主题，帮助我们快速建立起一个研究领域的知识框架



常用的学科分析平台和工具有哪些



常见的学科分析平台和工具有哪些

 InCites

 科研数据分析平台，可以以研究机构、研究方向、研究人员、期刊、基金等模块进行组合，统计出一些特定指标的数

据（例如四川大学2017-至今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单位发表的国际合作论文）

 数据来源：web of science数据库

 界面相对友好，符合常规化的检索、筛选等方式

 与ESI、JCR平台数据互通

需要WOS平台的账号



常见的学科分析平台和工具有哪些

 JCR

 期刊查询和评价工具

 各类期刊评价指标，包括影响因子，JCR分区、JCI分区等

 ESI

 查看机构、学科、人员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排名信息



常见的学科分析平台和工具有哪些

 SciVal

 以Scopus数据为基础的分析平台，查看机构的整体和学科的学术表现、合作机构、发表期刊、引用等情况

 期刊种类相比WOS平台多，工程类论文、顶级会议论文收录较为齐全

 ASJC、QS、THE等学科分类

 在微观层面查看特定的研究主题



常用的学科分析平台和工具有哪些

 中文数据一般采用CSSCI、中国知网等平台

 相关检索平台可以实现简单的统计，例如提供国家、机构、学者、期刊等对象的统计分析

 但目前缺少基于中文文献平台的分析工具，可以使用excel等工具进行数据处理



利用文献分析软件获取研究热点与前沿

 CiteSpace1,2

 科学文献中新趋势与新动态的识别与可视化

 研究领域中的开创性和标志性文献

 研究领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文献

 不同研究领域之间如何相互关联

1.http://cluster.cis.drexel.edu/~cchen/citespace/

2.陈悦.引文空间分析原理与应用：CiteSpace实用指南[M].北京：科学出版社.



 CiteSpace中的研究热点

 在共引论文和施引文献的集合中，从题目、摘要提取专业术语和出现频率突然增加的专业术语

作为研究前沿

案例：耳鼻喉科学

 数据来源

 SCI数据库“耳鼻喉科学”学科分类中的论文

 近十余年被引次数排前4000的论文



聚类 关键词

#1

听力保护；双峰听力；电极插入创伤；短电极；定位；低频听
力；耳蜗颈动脉间隔；头部冲击试验；神经变性；前庭功能障
碍耳蜗植入；深插入；高频听力损失；无损伤；双侧耳蜗植入
物；电刺激；SPEECh知觉结果；手术方法；电极插入创伤；
短电极

#3
儿童; 言语感知；听力康复；质量；自评听力困难；生活；听
力筛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危险因素；语言发育；敏感期耳
蜗植入物；

#4
噪声性听力损失；隐性听力损失；耳蜗突触病变；听觉脑干反
应；耳鸣；听神经；耳蜗植入物；包络跟随反应；耳蜗神经病
变；自发活动

#10
脑可塑性；幸福指数；耳鸣障碍；N1m反应；阿诺德神经；脑
磁图；间隙诱导的惊吓抑制；听觉惊吓；声疗；耳鸣

#11
突发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地塞米松；缓释；鼓室内；经鼓
室类固醇治疗；鼓室内类固醇治疗；荟萃分析；类固醇；类固
醇；经鼓室类固醇；鼓室内类固醇；类固醇灌注



关键词突发性检测，这25个关键词在某一个时
期的引文有突然的增长，代表着某些时期的某
些新兴发展的研究方向



存在的一些问题

 检索范围是WOS中的“耳鼻喉科学”学科，存在不准确和太宽泛的问题，如能限制在某一个

更具体的研究方向或者几个关键词上结果会较好

 选择的文献以被引次数高低排序，不具有代表性

关于Citespace更多使用方式，可观看讲座回放

 https://zhibo.chaoxing.com/3000126101357026



利用数据库了解研究前沿热点问题

文献数据库不仅仅是一个检索工具！

利用数据库定位核心论文，识别热点、前沿研究

 CNKI

 ESI

 InCites

 SciVal



利用数据库了解研究前沿热点问题—CNKI

 CNKI文献分析



功能：聚类网络

人工智能应用到法律中

人工智能教育

人工免疫系统

粗糙集

人脸检测

智能机器人



利用数据库了解研究前沿热点问题—ESI

 ESI研究前沿模块

 共引分析（Co-citation Analysis）

 一组高被引论文集合，通过聚类分析确定的核心论文。论文之间的共被引关系表明这些论文具

有一定的相关性，通过聚类方法测度高被引论文之间的共被引关系而形成高被引论文的聚类，

在通过聚类中论文题目的分析形成相应的研究前沿



选择“学科”

选择“研究前沿”



工程学学科下的研究前沿

热点前沿方向

研究前沿 高水平论文 被引次数 平均发表年份

高效太阳能热发电 24 9200 2017.6

非正交多址系统 41 8945 2016.8

二氧化碳加氢 39 8554 2017.9

新兴前沿方向

研究前沿 高水平论文 被引次数 平均发表年份

冠状病毒疾病预防 41 1996 2020.5

冠状病毒疾病带来的医疗废
弃物对环境影响

40 1970 2020.7

可再生能源 37 1610 2020.5



ESI研究前沿的应用

《2021研究前沿》，《2021研究前沿热度指数》



以ESI研究前沿为基础数据，根据研究规模、核心论文集合的平均出版时间等指标

遴选出11大学科领域的110个热点前沿和61个新兴前沿

信息科学领域10大热点前沿

信息科学领域新兴前沿

报告同时对对重点热点前沿和新兴前沿涉及的相关技术
作了解读，并对核心研究机构、国家/地区进行了分析



ESI研究前沿的应用

《全球工程前沿2021》



采用专家与数据多轮交互、迭代遴选研判，遴选出93个工程研究前沿和91个工程

开发前沿，并重点解读其中28个工程研究前沿和28个工程开发前沿

 基于论文数据的研究前沿和基于专利数据的开发前沿
 每个前沿方向都做了解读
 适合了解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现状



工具（二）：InCites引文主题分类方法

 InCites：引文主题分类方法1（Citation-Topics）

 具有三级层次的学科分类体系，其中包含10个宏观主题（Macro-topics）、

326个中观主题（Meso-topics）以及2444个微观主题（Micro-topics）

 更细致地观察学科、研究主题，有利于发现热点研究主题与学科交叉研究方向

1 学科分类表及方法论参见https://incites.help.clarivate.com/Content/Research-Areas/citation-topics.htm



利用数据库了解研究前沿热点问题—InCites

 InCites：引文主题分类方法（Citation-Topics）

 从微观层面，查询特定学科领域、学术期刊、自定义文献集合的研究主题

测序技术

冠状病毒
肠道微生物

拓扑绝缘体

基因编辑

流感

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

交叉耦合

物种保护

渔业
期刊《Science》2021-2022年论文



案例：我校深度学习研究主题的应用发展及其交叉研究主题

Step1：首先在InCites数据库中可以获取到学校“深度学习”

这一研究领域的引文，通过引文去跟踪该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

在哪些文献、哪些研究主题、哪些学科得以应用和发展，进而

把握潜在的学科交叉方向
引文索引功能



Step2：但是从检索到的施引文献接近3000篇，如

何从中快速梳理和归纳出不同的研究方向？这就需

要用到InCites的Citation Topics功能，将每一篇文

献对应到一个特定的主题下。例如这近3000篇引文

便涉及到“视网膜图像”、“细胞分割”、“光学

相干层析成像”等343个研究主题

引文网络功能



在对文献进行梳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我校“医工交叉
”的研究案例，例如计算机学院和华西临床医学院共同
开发的基于深度学习的CT图像扫描数据集及肺结节检测
方法，计算机学院与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共同研究
的基于深度学习的骨龄评估模型等

2020年，与相关成果形成交叉的研究中，
出现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方向：冠状病毒，
相关文献报道了如何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
提高医学图像的识别精准度，从而更加准
确区分新冠病毒感染和其它肺炎

2018年

2020年

在2018年前，我校深度学习
研究成果主要应用在细胞分割
、人脸识别等研究方向，此外
在医学领域的医学成像上也有
应用。

2018年开始，相关研
究成果体现出较强的学
科交叉特征，除了在本
学科领域的人脸识别、
目标跟踪等方向上得以
发展，同时与医学领域
的视网膜病变、肺癌等
研究方向形成大规模的
交叉融合态势

Step3：接下来我们可以根据引文量的大小判断哪些研究主题具有

较大的研究规模和影响力，从而快速把握学校“深度学习”相关

学术成果在哪些重要的研究方向上得以应用和发展

引文评价功能



利用数据库了解研究前沿热点问题—SciVal

 SciVal研究主题：

 基于Scopus数据文献的引用关系聚类成文献簇，并认

为每个文献簇对应着微观层面的某一个特定研究问题，

在全球所有学科领域范围内共计形成了9.6万个研究主

题

 查看机构、国家/地区、学科、期刊或自定义文献集合

的研究主题

 对每个研究主题给出了“主题显示度指标”，按照指标

值排序后的百分位定义了研究主题的全球关注度，越接

近100，说明该研究主题被关注度和研究活跃度越高



案例：医工交叉研究主题

 查看同时隶属于医学和信息技术两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主题，并限定主题显著度值在99以上



推荐书目

推荐书目-1

 邱均平. 科学计量学.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文理图书馆，G301/7741）

数理统计方法、引文分析法（耦合与共引）、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

推荐书目-2

 李杰. CiteSpace 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江安图书馆，

TP31/4040(2)//[2017]）



推荐公开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文献管理与信息分析

 http://www.icourse163.org/course/ustc-9002#/info



注意事项

无论是数据库，还是文献分析软件，其理论基础均是文献计量学中的共引分析、

共词分析等，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具有普适性，但是只能在可接受的误差范围内为

刚进入研究领域的初学者快速描绘出领域大致的轮廓，并且也不一定是效率最高

的方法

科学研究没有捷径！对领域的热点、前沿问题的认识最终还是需要建立在自己对

该领域的知识不断加深理解的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