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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研究”知识生态圈的可视化分析 

马捷1,2,郑若星1,孙梦瑶1,王鹤静1 

1. 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2. 吉林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摘要： 

从知识生态视角，分析构成学术研究的知识生态圈的核心要素和质量影响要素，以“数字图书馆研究”为对象，利

用可视化工具Citespace II，基于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以2000-2011年间关于数字图书馆的数据为样本，对

“数字图书馆研究”知识生态圈的构成要素进行可视化分析，为揭示数字图书馆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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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Analysis on the Knowledge Ecosphere of“Digital Library Research” 

Ma Jie 1,2,Zheng Ruoxing 2,Sun Mengyao 2,Wang Hejing 2 

1. Information Resource Research Center, Jilin University,
2. School of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ecolog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re elements and support 
elements that compose the knowledge ecosphere of academic research. Taking the research of “digital 
library” as a study subject, the paper makes som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n the knowledge ecosphere 

elements by using Citespace II. The research data is based on the Web of Science from year 2000-
2011. By studying the relevant elements, the paper affers a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inner rule of 
digital libra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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