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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Citespace 的文本检索相关性研究
张　倩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广东 广州 510900）

摘要： 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可对当前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直观的揭示。以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为资料来源，对相关研究论文进行检索。从文献数量的变化、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作者合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知识图谱的分析与论述。

研究结果表明，文本检索相关研究的总体趋势日趋强大，但作者之间的合作程度、研究热点的凝聚度等仍有待加强，而跨媒体检索、微

博检索、数据融合、文本检索、短文检索、文本检索、短文检索等相关研究有望成为研究热点或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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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信息检索（InformationResearch）是指信息用户寻找、识别和

获取有关事实、资料、知识的活动和过程，以帮助人快速准确的

得到所需要的信息。文本检索技术目前已在政府、企业、图书情

报机构等各类机构和组织中得到了深入应用，成为信息化建设和

知识管理的重要工具，是一种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信息检索形式，

使人们在海量的语料中匹配和查询所需要的信息。为此，本文选

取中国知网中文本检索相关文献，利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了该

领域的研究现状。了解目前对文本检索相关性的研究情况，为后

续研究起到借鉴和参考作用。

二、文本检索相关性的文献分布

（一）研究工具和数据采集 

CiteSpace 是一种科学文献分析工具，旨在通过绘制知识结构

图谱，展示该范畴的研究特点和研究的前沿领域，探索学科领域

演变的关键路径和知识转折点。

为了提高查询结果的准确度，在中国知网（CNKI）高级检索

界面上，采用逻辑与的检索方法，运用检索式主题 =（文本检索

and 相关性）（精确匹配）检索相关文献，得出结果 771 篇，人工

剔除无效与无关文献，共获取相关文献 439 篇。

（二）文献时序分析

文章的时序分布如图 1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文本检索的研

究始于 1985 年，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文本检索的硬件实现和全文的

自动标引，而 2002 年以前的文本检索相关研究一直处于初级阶段，

发文的数量总是少之又少；2004~2013 年处于研究高峰，2007 年

达到最高值，文本检索开始应用于语义检索、概念检索等新兴领域；

之后的发文数量较之前有所减少，处于不断的波动变化中，可能

是有些技术的研究处于瓶颈期，还没有突破。

图 1 文献时序分布图

（三）关键词的分布

利用 CiteSpace 的可视化功能对所选期刊文献进行关键词词频

统计（如表 1 所示），共抽取了 92 个高频关键词，其中文本检索、

信息检索、向量空间模型、图像检索、图像检索等关键词研究的

文献数量较多，文本检索模型一直是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文本过

滤、超文本、聚类、位置加权、小世界现象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

从齐普夫的定律可以看出，某学科相关论文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和

规律，可以看出该学科学术研究的热点，也可以看出该学科未来

发展趋势的预兆。

表 1 计量研究（部分）具有较高频次的文本检索关联词

Freq 107 48 32 19 14 13 12 11 9 6 6 6 5 5

Centrality 0.72 0.34 0.28 0.14 0.04 0.06 0.09 0.02 0 0.02 0 0.01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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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时区视图从时间维度显示演进过程，统计 2000-2019 年

的研究情况，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出从 2000-2002 的关键词主要

是文本分类、向量空间模型、超文本等。效果相对较好的算法是

程军根据前期调研情况分析得出的。林鸿飞等提出了易于操作，

便于解释，能够不依赖具体领域的文本结构分析中的一种层次分

析方法。2003-2006 的关键词是图像检索、文本过滤、检索模型。

孙岩国对中文文本过滤方法进行了优化，给出了一种混合式的中

文文本过滤实现方法。黄斌等采用以内容为主的文本检索技术实

现以内容为主的图像检索，从实现原理、算法流程、检索实现三

个方面给出了以文本检索为主的解决方案，以图像映射为文本，

以文本还原为图像，以实例系统的方式实现图像检索。

2007-2009 是 Lucene，语义检索，查询延伸。赵亚慧通过潜

在语义模型处理文本向量空间，再利用遗传算法最优化的查找特

征，找出与查询文本相匹配的结果，并据此提出用向量空间模型

表示文本的文本检索算法（expressivespacemodel）。郑廷等实现了

一种语义检索实验系统，采用 C/S 架构模式，基于 Lucene 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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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检索引擎，提高了查准率和查全率。2010-2012 的关键词是

语义相似度、奇异值分解、小世界现象。赵显亮提出了基于小世

界理论的文本检索算法，针对非结构化网络。高仕龙先从文本中

抽取关键词项，在关键词项中根据转移概率计算出状态矩阵，然

后进行奇异值分解，将第一个奇异值向量提取为复位特征向量，

将向量之间的余弦相似度作为文本检索的相似度量， 从而提出英

文检索算法。

2013-2018 年的关键词主要是相似度计算、微博检索、跨媒

体检索、短文本、数据融合等。伊鲁鹏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提

出与一种可以有效提高检索效率的方法。此法以语义度量为基础，

以扩散图支持向量。根据微博检索的关联性和实时性，李赟采用

基于创建时间的文档先验模型，在语言模型的检索方法下，利用

语言模型的检索结果进行重排序，研究重排序阈值的选取。黄育

等为了解决不同模态数据对相同语义主题表达存在差异性以及传

统跨媒体检索算法没有考虑到不同模态数据能以合作的方式探索

数据的内在语义信息的问题，以此提出一种新的基于潜语义主题

加强的跨媒体检索算法。韩红云研究出一种基于全局分析的词激

活力算法。此算法可以针对微博中都是短文本的特征，克服检索

中文本短小以及用户查询不明确的语义模糊问题。蔡旭勋通过在

文本检索中加入词义相似度计算的数据，并结合以往的词义相似

度算法，提出了能够提高文本检索准确率、召回率和综合评价指

标的新的改进算法。

（四）作者分析

统计分析作者合作网络及文章发表数量（如图 3），根据可

视化图谱上可以刘海峰和王元元为高产作者，发文量为 6 篇和 5

篇，其他作者王斌和赵珊发文量为 4 篇和 3 篇。刘海峰和王元元

对文本检索主要集中在：对聚类的 VSM 模糊标引模式下文本检索

问题的研究。并针对 TF-IDF 因子的位置参数加权方式、引入模糊

方式的特征项标引问题、数据稀疏的归纳解决等问题，提出了在

文本聚类模式下选择特征项的改进方法。基于 Web 的文本检索位

置加权模型研究提出了线性加权模型和非线性加权模型两个改进

型。研究基于潜在语义空间的文本检索问题，探讨 LSI/SVD 方法

的理论和问题，改进文本特征项的矩阵加权方式，提出文本聚类

的 K-MEANS 截尾算法，解决语义空间维数在原向量空间降秩后

的确定等。

在语言模型的基础上，王斌提出了词项依存的检索模型，可

以很方便地将近邻信息与句法信息释义融为一体。同时，对信息

索引中有关程度的计算方法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包括文本、

结构和用户信息。赵珊的多项研究集中在图像检索方面。根据人

眼的视觉特性，借鉴方块编码的思想，将图像分成相互不重叠的

副图像块，将图像动态映射成文字描述形式，再以所映射的文字

为关键词，运用成熟的文字检索技术实现图像检索。

图 2 关键词共现时区视图

图 3 作者合作网络

分析作者的合作情况，设置 Top N=20，Top N%=10，C/CC/

CCV 的值分别为（2，2，20）（3，3，20）（3，3，20），Article  

Labeling Threshold=5，结果发现，N=63，E=40，Density=0.0205，

说明作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合作，但总体而言比较分散。有些机构

如以刘海峰，王元元，张学仁等为中心的已经形成具有较强凝聚

力的科研群体，但是很多作者的协作关系还比较少。

三、总结与展望

由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文本检索相关研究论文成果得出以下

结论：（1）文献时序分布图显示了文本检索领域的研究的变化趋

势，研究成果日趋丰富，特别在 2002 年以后处于快速发展期，但

是在 2014 年后疑因某些技术到了瓶颈期，论文数量较之前有所下

降。文本检索技术是信息检索中最为核心的技术，因此建议研究

人员在保持或扩大文本检索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影响力方面，无

论是从质上还是从量上，都仍需投入大量的精力。（2）作者合作

方面，现有状态表明合作关系的网络还不广泛，已有的合作也基

本局限于本单位所属事业单位之间， 目前合作的范围不是很广，

主要是建议文本检索领域的研究在提高研究效率和受众面的同时，

避免重复劳动，通过课题合作申报、区域协作课题组等多种形式

提高凝聚力。（3）在研究前沿上，跨媒体检索、微博检索、数据

融合和短文本等研究主题已经成为热点或者作为新热点的趋势。

那么对这些课题的深入研究，对更深更广的领域的文本检索研究

是有帮助的。

随着世界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文本检索的发展方向在不

断变化，同时也产生了语义检索、概念检索、个性化检索、社会

网络检索等新兴应用，但文本检索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从最初的满足大众需求转向满足个人需求的推荐性检索、如何建

立文本检索模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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