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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科交叉主题演化分析可深入揭示交叉主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动力与未来发展趋势，推动学科建设

与发展。首先，以图情领域中文核心期刊论文为数据来源，通过引文分析遴选该领域所有的热点交叉学科。其次，

利用LDA主题模型和WLC决策规则进行主题挖掘与主题过滤，从主题强度与主题内容两个方面进行学科交叉

主题演化分析，研究发现：图情领域学科交叉主题的主题强度与技术更新频率呈现正相关关系；主题内容演化均

以特定年份为分界点，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最后，提出对图情领域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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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开放科学与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范式的兴

起，要解决和突破重大科技问题，通常需要跨越传统学

科的界限，融合多学科领域知识，学科交叉成为推动原

始创新的重要方式[1]。学科交叉容易产生新的科学生长

点、新的科学前沿，通过学科交叉主题识别，可从微观

角度更加准确、清晰地挖掘生长点，反映不同学科共同

关注的科学问题和内在关联[1-2]。同时，学科交叉主题

演化分析可深入揭示交叉主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动

力与未来发展趋势，服务科学决策，推动学科建设与发

展[2]。随着学科交叉发展，知识结构、知识脉络与知识

关联也越来越复杂，如何识别学科交叉主题，追踪其

演化过程，已成为图书情报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

本文对图情领域的学科交叉主题进行识别与演

化分析，首先通过统计引文来源期刊所属学科类别遴

选该领域所有的热点交叉学科，其次利用LDA（Latent 

Dir ichlet Allocation）主题模型和WLC（Weighted 
Linear Combination）决策规则进行主题挖掘与主题

过滤，最后结合关联规则从主题强度与主题内容两个

方面进行多学科交叉主题演化分析。本文研究意义有以

下三点。①揭示图情领域的学科交叉分布。通过学科交

叉主题识别，可以归纳总结图情领域的交叉学科及其

分布状况，分析促进图情领域发展的热点交叉学科[3]。

②有助于识别图情领域潜在的跨学科合作机会。在当

前的学科分类体系下，不同学科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的界

限，而通过学科交叉主题分析，可以识别可能的跨学科

合作机会，促进学科之间的交流[3-4]。③有助于揭示图

情领域学科交叉特点。学科交叉研究可以揭示图情领

域的横向与纵向发展规律，通过吸收学科交叉知识体

系与研究方法，可以全面分析图情领域学科交叉现状，

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5]。

探索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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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研究介绍

1.1  图情领域学科交叉研究

图情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主要包括识别领域的

学科交叉主题[5-7]、分析主题演化规律 [7-8]以及预测主

题[9-10]。在学科交叉主题识别上，王连喜等[6]基于共词

聚类和LDA主题模型对图情学科和新闻传播学科热点

主题进行识别，研究了这2个学科在网络舆情方面的研

究共性和差异性。在主题演化规律分析上，隗玲等[7]获

取了情报学论文的高频关键词，通过构造共词矩阵，利

用网络社区演化工具得到学科主题演化网络图，对学

科主题演化过程进行分析。Chang等[8]利用3种以引文

分析为基础的文献计量方法研究了图书情报学科的学

科交叉演变过程。在主题预测上，Figuerola等[9]利用

LDA模型识别图情学科交叉主题，并分析了这些主题

代表的交叉学科的演变过程及相互作用，预测了图情

学科未来的新技术和创新研究方向。李长玲等[10]通过

关键词时序聚类，识别情报学与计算机科学的学科交

叉主题并预测2个学科的潜在交叉研究主题。

虽然图情领域学科交叉研究较为成熟，但是大多

数研究仅探究图情学科本身包含的交叉主题以及图情

学科与2个或3个学科间的交叉主题，缺少对多学科领

域交叉主题识别的研究，并且对特定学科领域内多学

科交叉演化的规律以及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因素

的探索尚不充分。

1.2  学科交叉研究方法

从现有研究来看，学科交叉研究方法主要包含两

大类：文献计量方法和文本挖掘方法 [11-13]。文献计量

方法中的经典方法是共词分析法，该方法基于学科间

的交叉关键词来识别学科间的交叉主题，通过分层聚

类、频次分析或突发词检测等研究关键词所代表的研

究领域或学科交叉主题的演化过程[1,5]。共词分析法还

包括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复杂网络方法等[11]。引文网

络分析是另一种重要的文献计量方法[1,11-13]：基于学科

的引文网络并结合测度指标，可识别学科交叉主题，通

过结合时间序列分析等方法，即可对学科交叉主题进

行演化分析[11]。文本挖掘方法则借助各种文本挖掘算

法，尝试从研究文献的文本内容中提取学科交叉主题，

常用方法包括主题模型方法[14-16]、文本聚类方法[1,6,17]、

非相关知识发现方法[1]、概念格方法[18]和知识图谱方

法[19]等。作为一种文档主题生成模型，LDA主题模型

具有清晰的层次结构且无须标注训练集，被广泛应用

于主题发现研究[14-15]。

文献计量方法没有直接利用文献内容信息，而仅

从文献题录信息中提取研究主题并进行演化分析，存

在较多人工干预过程，且语义误差较大，因此适用于特

定专业领域的主题演化研究。文本挖掘方法可更全面

准确地发现文献的研究主题，且对领域专业度要求相

对较低。因此，本文结合文本挖掘方法中的LDA主题模

型与WLC决策规则，对图情领域学科交叉主题进行识

别和演化分析。

2  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研究框架（见图1）分为3个部分：图情领域热点交

叉学科遴选、基于LDA与WLC的热点交叉学科主题识

别和基于关联规则的主题演化分析。

图1  研究框架

LDA

WLC

LDA
WLC

基于LDA-WLC的图情领域学科交叉主题演化分析石栖，胡正银，王莉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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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方法

2.1.1  图情领域热点交叉学科遴选

从引文分析角度出发，通过以下过程获取图情领

域的热点交叉学科：首先，统计该领域被引期刊所属学

科类别，分类汇总并降序排列；其次，设定被引频次阈

值，筛选满足条件的期刊；最后，定义热点交叉学科为

上述期刊所属学科中被引频次排名前10的学科。

2.1.2  基于LDA与WLC的热点交叉学科主题识别

以热点交叉学科对应参考文献原文的题名、摘要、

关键词等为数据源，利用LDA主题模型识别各个时间

窗口文档集的潜在主题，利用WLC决策规则过滤垃圾

主题，得到主题识别的最终结果。

（1）基于LDA的主题发现。在利用LDA发现主题

时，准确确定主题的数量与质量非常关键[20-21]。LDA一
般使用主题一致性（Topic Consistency，TC）和主题多

样性（Topic Diversity，TD）作为衡量主题质量的绩效

指标[8-9]。主题数量是TC和TD的综合表征，对主题发

现的最终结果有直接影响。确定LDA模型主题数量的

方法一般有2种[15-16]：①计算LDA模型在文档集上的困

惑度；②引入狄利克雷过程以确定主题数量。考虑到算

法的可行性及效率，选用困惑度来确定各时间窗口的最

佳主题数量，困惑度定义如公式（1）所示[23]。

合的方式即可过滤不满足条件的冗余主题[24]。参照以

往研究[24-25]，采用余弦相似度和Pearson相关系数2种
相似度计算方法来衡量主题相似度，并利用相似度阈

值进行过滤，再通过WLC决策规则进行多目标分析，

根据相似度阈值确定各时间窗口的种子主题。

2.1.3  基于关联规则的主题演化分析

（1）主题关联建立。由LDA得到的各时间窗口的

主题是彼此没有关联的，在进行主题演化分析之前需

要建立相邻时间窗口之间主题的关联。主题演化在内

容上存在继承关系，相邻时间窗口之间具有关联的主

题在内容上有一定相似性[25]。将夹角余弦值作为主题关

联的衡量指标，考虑到2个相邻时间窗口包含主题存在

不一致的情况，定义在时间窗口t中未出现的主题词w对
应的概率值如公式（2）所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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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为文档集中文档的总数量；w为主题词；d
为文档；p（wd）为文档集中每个主题词出现的概率；Nd

为文档d不排重的词项数。当P（D）的值最小时，主题

具有较好的语义表达效果，取此时的主题数量作为文

档集建模主题数量。

（2）基于WLC的冗余主题过滤。根据困惑度指

标可获取最佳主题数量，但是由于LDA是典型的无监

督的贝叶斯模型，可能有一部分得到的主题内容难以

解读，因此需要进一步过滤。WLC决策规则主要进行

多目标决策分析，可应用于冗余主题过滤，其基本原理

为：主题间的相似度是多种相似计算方法共同作用的

结果，而对每种方法都可赋予权重，通过加权线性组

p（w|Ti
t）=                 （w∈V t+1，w∉Vt）n    +V×βT t

（·）

β
（2）

式中：V t与V t +1分别为 t和 t +1时间窗口内的词分

布，V为V t与V t +1中的词项数总和；β为主题的模型参

数；Ti
t为在t时间窗口中的第i个主题；   为Ti

t所含词项

数总和。

相邻时间窗口的主题关联规则如下：对时间窗口t
中的某一主题Ti

t，将其与时间窗口t+1内各主题的相似

度按降序排列，相似度最大的即为Ti
t的后向主题，定义

如公式（3）所示。

n T t
（·）

T j
t+1 = fpost（Ti

t） （3）

对时间窗口t+1中的某一主题T j
t+1，将其与时间窗口

t内各主题的相似度降序排列，相似度最大的即为T j
t+1

前向主题，定义如公式（4）所示。

Ti
t = fprior（T j

t+1） （4）

（2）主题关联过滤。为提升主题演化分析的准确

性，需要对主题关联进行过滤。对已有研究[25]定义的主

题关联过滤规则进行完善，并利用该规则对主题关联

进行过滤。

①设立主题相似度阈值ε∈（0，1），若相邻时间

窗口中的最大主题相似度S M A X，Tt
i小于ε，则认定该关

联失效。

②出现以下2种情况，则认为T j
t+1与Ti

t的关联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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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T j
t+1为主题Ti

t的后向主题，设时间窗口t内主题与T j
t+1

计算的相似度排名中，Ti
t的排序位置为第s（s>1），此

时存在主题Tk
t所处排序位置为ρ∈[1，s），且fpost（Tk

t）

≠T j
t+1；若Ti

t是主题T j
t+1的前向主题，设时间窗口t+1内

主题与Ti
t计算的相似度排名中，T j

t+1的排序位置为第s
（s>1），此时存在主题T k

t+1所处排序位置为ρ∈[1，s），
且fprior（T j

t+1）≠Ti
t。

③设时间窗口 t内的主题与T j
t +1的最大主题相

似度为S M A X，T t+1
j
，设定阈值 μ∈（0，1），若S（T i

t，

T j
t +1）<μ×max{SMAX，T t+1

j
，SMAX，T t

i
}，则Ti

t与T j
t+1的关联

失效。

对已有关联关系的主题对应用以上关联过滤规

则，若过滤后主题对仍存在关联，则可认定该主题对之

间具有演化关系。

（3）主题演化分析。主要从主题强度和主题内容

两方面进行主题演化分析[15-16,25]。

①主题强度演化。主题强度是主题自身的属性之

一，其有助于用户对主题的趋势进行直观评价和对比

分析，计算方法如公式（5）[16]所示。

2.2  数据获取

以中国知网（以下简称“知网”）为来源数据库。首

先，根据期刊2021年的影响因子确定图情领域排名前

10的中文期刊。其次，检索期刊2002—2021年发表的所

有论文，统计每篇论文的各参考文献期刊所属学科类

别，从中遴选图情领域的热点交叉学科。考虑到论文的

题名、摘要和关键词能充分表达论文主题，按年份获取

参考文献属于热点交叉学科的论文对应的题名、摘要、

关键词等题录数据用于主题发现。

2.2.1  获取图情领域的核心期刊论文

根据期刊2021年的影响因子确定图情领域排名前

10的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

《图书情报知识》《图书与情报》《大学图书馆学报》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情报资料工作》《图书情报工

作》《情报理论与实践》《现代情报》。

获取上述10种期刊2002—2021年发表的所有论

文，检索日期为2022年4月9日。经过数据去重、去空、

去除奇异字符等预处理后，得到51 615条记录，利用自

编爬虫程序按年份获取各论文的参考文献，经过数据

清洗后得到228 904篇参考文献的信息。

2.2.2  图情领域的交叉学科识别

统计所有论文的参考文献期刊所属学科类别，并

分类汇总、降序排列，剔除图情领域期刊，筛选剩余期

刊中被引频次大于50次的期刊，并根据知网的学科分

类对其所属领域进行划分，再筛选出被引频次排名前

10的交叉领域（见表1）。

I（Ti
t）=

D t

∑     p（Ti
t | d j）

D t

j =1 （5）

式中：Dt为t时间窗口内的文档总数。主题强度的

变化能够直接衡量主题的稳定程度，若主题强度随

时间发展幅度变化较小则说明主题很稳定，反之则不

稳定。

②主题内容演化。主题的内容演化分析主要是指

判断相邻时间窗口对应主题的演化关系，将过滤后具

有关联的主题分别进行前向和后向推理，将其关系归

纳为新生、消亡、继承、合并与分裂5类[25]，如图2所示，

其中虚线表示主题间演化关系不存在。

图2  主题内容演化的5种类型

表1  被引频次排名前10的交叉领域

信息科技

经济与管理科学

社会科学II

基础科学

社会科学I

哲学与人文科学

工程科技II

医药卫生科技

农业科技

工程科技I

18 376

12 148

7 709

5 023

2 878

1 145

775

528

67

55

交叉领域 被引频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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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获取主题建模数据

根据被引频次排名前10的交叉领域研究现状和现

今图情领域与各技术类学科的高度交叉融合现状，主

要研究图情领域与信息科技和基础科学中的技术领域

的交叉情况。首先，统计信息科技和基础科学相关技术

领域的期刊，共得到815种与技术相关的信息科技中、

英文期刊，以及1 240种基础科学中、英文期刊。其次，

按年份筛选涉及这些期刊的参考文献，得到共26 679
条记录。最后，分别按年份检索各参考文献对应的论

文，下载其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信息作为LDA建模的文

本语料库。

3  结果分析

3.1  热点交叉学科主题识别与分析

3.1.1  LDA模型参数设置

利用困惑度指标来确定2002—2021年（20个时间

窗口）的最佳主题数量。分别设置各个时间窗口文档集

的主题数量K=[1，50]，步进值为1，并设置LDA的超参

数α=50
K +1、β=0.1。设置LDA模型抽取各主题下出现概

率最大的3 500个词，将迭代频次设置为1 000次，选用

Gibbs抽样方法进行主题建模，分别计算各主题数量的

困惑度，选择困惑度最低的主题数量作为建模主题数

量。图3显示了2014年数据集中困惑度与主题数量之间

的关系。由图3可知，在主题数量为17个时困惑度最低，

故2014年的最佳主题数量为17个。

3.1.2  WLC冗余主题过滤

进一步利用WLC进行冗余主题过滤，得到各个

年份最终的主题数量，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

WLC过滤了一部分冗余主题，尤其针对2002—2006年
的主题建模结果起到了较好的过滤效果。虽然过滤前

后2007—2021年主题数量无变化，但是通过对2007—
2021年各个年份的主题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所有主题

均非冗余主题。

图3  不同主题数量对应的困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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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时间窗口的最佳主题数量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7

6

11

17

15

15

13

16

13

14

3

3

9

14

14

15

13

16

13

14

年  份
过滤前主

题数量/个
过滤后主

题数量/个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18

23

17

21

21

20

21

21

25

22

18

23

17

21

21

20

21

21

25

22

年  份
过滤前主

题数量/个
过滤后主

题数量/个

3.1.3  主题识别结果分析

得到主题建模结果后，参考已有研究[26]，并邀请专

家进一步对主题识别结果进行评估，得到最终的主题

识别结果，表3展示了2014年部分主题中出现概率排名

前10的主题词情况。

以T4（数据挖掘）为例，数据挖掘为数据科学与图

情学科的交叉主题，其借助数据分析工具发现数据与

模型之间的关系，能挖掘数据隐含的特征。将数据挖

掘应用到图情领域的典型案例是知识发现，可应用数

据挖掘技术进行关键词抽取、引文分析、文本聚类等，

获取新知识。另外随着时间积累，图书馆电子资源呈指

数级增长，通过利用数据挖掘相关技术进行数据分析，

可提高图书馆和读者效率。

根据主题识别结果可发现图情领域普遍与其他技

术学科交叉，并且研究对象已经深入高校、科研院所及

政府等。因此，进一步对图情领域的交叉主题进行主题

强度和主题内容上的演化分析，以期厘清各交叉主题的

演化脉络，分析图情领域与交叉领域的交叉主题发展

进程，助力高校、科研院所及政府等所需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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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题演化分析

3.2.1  主题强度演化

以2004年的T3（图像领域信息检索）、T4（个性

化用户信息服务）、T5（数据库信息安全）、T6（电子

商务）为例，依据主题强度演化分析方法得到上述4个
主题在2012—2021年10年间的主题强度变化，如图4
所示。

年，在此期间，该主题的主题强度整体呈下降趋势；

2021年该主题进一步演化为中文文本情感分类的相关

研究，且其主题强度陡然上升，说明在未来中文文本

情感分类可能成为受关注的研究方向。对其余主题的

强度演化情况进行总结，发现不同技术领域的交叉主

题的主题强度存在差别，可见不同技术领域的交叉研

究主题的研究热度与学科交叉程度可能存在正相关关

系，并且若某一交叉主题长时间不改变，其主题强度会

逐渐下降，而产生新技术或新应用时，主题强度会在短

时间内陡然上升。这与现实情况相符合：某一主题若想

一直保持热度就要不断进行创新，若长时间没有新发

展则其关注度会下降。

3.2.2  主题内容演化

以2002年的T1（基于agent的信息化建设）为例，

进行主题内容演化分析，该主题中出现概率排名前20的
主题词及其概率分布如表4所示。根据2.1.3节中的主题

内容演化分析方法得到T1（基于agent的信息化建设）

的内容演化情况，如图5所示。

从图5可以发现，在2014年前，主题演化类型以分

裂为主。例如，2002年的T1（基于agent的信息化建设）

在2007年由T1（智能信息采集）分裂为2008年的T10
（管理系统设计）和T11（文本分类算法）2个主题，其

中：T11（文本分类算法）继承发展至2011年消亡；2009
年，2008年的T10（管理系统设计）由T5（功能系统网

络设计）分裂为2010年的T5（复杂网络结构研究）和

T13（信息系统发现）2个主题，T13（信息系统发现）

表3  交叉领域主题中出现概率排名前10的主题词情况

数据挖掘

热点

可视化

科技人才

引文网络

多媒体

项目管理

意见挖掘

电子资源

竞争情报

0.012 09

0.007 09

0.006 00

0.002 51

0.002 23

0.002 10

0.001 96

0.001 82

0.001 54

0.001 40

主题词 概  率

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

mapreduce

hadoop

服务模式

信息系统

数字图书馆

用户体验

信息安全

0.036 82

0.035 59

0.011 50

0.007 49

0.006 10

0.003 89

0.002 92

0.002 92

0.002 92

0.002 50

主题词 概  率

政府

电子政务

技术预见

绩效评估

教育

改革

信息化

科学共同体

信息服务

政府信息公开

0.017 82

0.012 42

0.007 97

0.003 65

0.003 25

0.002 58

0.002 04

0.002 04

0.001 50

0.001 50

主题词 概  率

T4（数据挖掘） T7（云计算） T11（电子政务）

图4  2012—2021年4个主题对应的主题强度演化

0.039

0.043

0.047

0.051

0.055

0.059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T3 T4 T5 T6

图4中4个主题的强度均有明显的起伏，以T6（电子

商务）为例：其在2012—2013年主要包括复杂网络结构

研究，主题强度有所下降，说明该主题受关注度呈下降

趋势；2014年发展为社会网络聚类算法的相关研究，主

题强度大幅上升；2015年该主题进一步发展为文本聚

类相关算法的研究，主题强度下降；2017年演化为中文

语义抽取相关算法的研究，相关研究一直持续到2020

基于LDA-WLC的图情领域学科交叉主题演化分析石栖，胡正银，王莉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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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T1主题内容演化图

2007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T1

在2011年由T5（web信息平台设计）分裂为2012年的T3
（面向产品的系统设计）和T6（电子政务技术）。

在2014年后，主题之间的演化形式趋于复杂化、

多样化。例如，2002年的T1（基于agent的信息化建设）

演变为2014年的T12（社会网络聚类），并分裂为2015
年的T6（文本聚类）和T8（社会网络发现），在2017年
又由T9（中文语义抽取）分裂为2018年的T4（文本分

类）、T16（图像分类）和T20（目标评价方法），其中T4
（文本分类）和T20（图像分类）在2019年又合并为T10
（文本自动抽取），T10（文本自动抽取）和T4（深度学

习在中文分类中的应用）在2020年合并为T2（中文事

件抽取），继而分裂为2021年的T3（文本信息自动挖

掘）和T16（中文文本情感分类）。

通过对交叉主题的主题内容进行演化分析，发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科交叉越来越复杂化、多样

化。在对T1（基于agent的信息化建设）的内容演化情况

分析中，发现该主题的演化以2014年为分界点，2014年
后，主题之间的分裂和合并的频率明显增加。通过对其

余主题进行类似的演化分析，因篇幅所限仅展示2002
年以来T2（搜索引擎信息数据分析）和T3（网络信息开

发）的主题内容演化结果（见图6），也可以得到在特定

年份后，主题分裂和合并的频率明显增加，主题内容演

化复杂化、多样化。这也说明，图情相关交叉技术学科

的发展促进了科学领域整体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学

科交叉创新点的提出和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融合LDA主题模型、WLC决策规则和关联规

则对图情领域的多学科交叉主题进行分析，开展了对

该领域内多学科综合演化发展规律的探索。不同于以

往研究分析2个或3个学科交叉情况，本文全面分析了

图情领域与其他热点技术领域的交叉现状，揭示了各

交叉主题演化发展历程，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从图情交叉领域分布来看，图情交叉领域主

表4  T1的主题词概率分布

系统

计算机

agent

模型

图像

环境

入侵检测

个性化

智能

协作

0.045 90

0.015 00

0.014 50

0.012 51

0.009 52

0.009 02

0.007 53

0.005 53

0.005 53

0.005 53

0.005 03

0.004 54

0.004 54

0.004 54

0.004 54

0.004 04

0.003 54

0.003 54

0.003 54

0.003 04

主题词

分布式

通信

交互

检测

犯罪

开放

超媒体

信息化建设

三维

数据仓库

主题词概  率 概  率



612023年第19卷第5期

图6  T2和T3主题内容演化图

T2

2007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T3

要集中在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和社会科学，具体

的学科领域包括数据科学、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

（含人工智能）、科学研究管理等，涵盖方法、技术和

应用领域，它们在图情领域的学科交叉发展中起到了

关键作用。

其二，从图情领域和相关热点技术学科的交叉主

题演化来看，首先通过主题强度演化分析，发现交叉主

题的主题强度与技术更新的频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其

次通过对主题内容演化进行分析，发现图情领域的交

叉主题演化均会以特定年份为分界点，呈现出复杂化、

多样化的特点。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两点促进图情学科交叉融

合发展的建议。

其一，从图情交叉领域分布来看，应促进图情与数

据科学、信息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管理科学等

交叉融合发展。科技文献蕴含海量专业、可信、规范的

科技知识与数据，图情学科应加强与上述学科的交叉

融合，加强科技文献大数据深层次开发利用，为人工智

能发展提供高质量数据支撑与知识发现服务[27-28]。

其二，从图情领域的学科交叉主题演化分析结果

来看，一方面，在图情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过

程中，学科交叉主题逐渐复杂化、多样化，从而使本学

科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在与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技术

方法交叉融合过程中，要牢记本学科的特质，坚定学科

内核，提升学科影响力和地位[29-30]；另一方面，信息科

技、计算机等学科知识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图情领域，促

进了本领域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纵深发展，同时

促进了本领域的创新发展，在此背景下图情领域的人

才培养要注重数学和计算机等相关技术学科知识，培

养满足时代需求的高质量人才，促进学科发展和社会

进步[3,30-31]。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尚存在一定的局限。①数据源

不够丰富。本文未考虑文献涉及的一些外部特征信息，

例如期刊排名等，在后续工作中可以考虑加入外部特

征信息以完善主题演化分析；另外可以进一步考虑引入

专著、专利等信息，使得数据源更多样化。②主题词不

够规范化。本文仅将已有文献的关键词导入用户词表，

但未考虑不同文献中同一主题关键词表达的多样性，

未来可以考虑引入规范化词表，提升学科主题下对应

主题词表达的准确性和规范度。③学科主题内容定义

不够准确。由于缺乏学科领域知识，对于学科主题的定

义仅来源于主题中已有的主题词，导致主题定义可能

基于LDA-WLC的图情领域学科交叉主题演化分析石栖，胡正银，王莉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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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偏差，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准

确地表达主题的含义。学科交叉尚有诸多未解之谜，未

来研究宜针对上述不足展开，提高学科交叉主题演化

分析的准确度，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和交叉融合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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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terdisciplinary Topic 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Based on LDA-W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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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opics can reveal the process, power,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topic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Firstly, we take the papers of Chinese core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s the data source and select all the hot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s in this field through citation analysis. Secondly, we use 
LDA topic model and WLC decision rules to mine and filter topics. The evolu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opics is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subject intensity and 
subject cont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tensity of the topic and the frequency of technology upda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me content takes a particular year as the demarcation point,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ity and diversification. Finally, 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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