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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互联网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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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化图书馆领域互联网热点的研究，为企业、机构及
个人发展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和手段。本文首先介绍当前我国图书情报与数字化图书馆
领域互联网热点的研究意义，其次对高频关键词共现进行分析，最后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和总结我国图
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互联网热点，以充分应用多元化的大数据，推动图书情报领域的理性化和健康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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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掌握互联网热点的研究方向。

2.1 关键词的提取
从众多文献中，运用书目贡献系统提取若干关键词，

主要选择词频不低于 8次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统计，总共
得到 20个关键词，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词主要为“图书
馆”“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等，一般关键词的出现
频次越高，就代表对该关键词的研究越热门。

2.2 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的构建
关键词共同出现的频次越高，说明关键词之间的相

关程度也越高，两者呈现正比关系。将 20个出现频次≥8
的关键词，经过两两配对构建共词矩阵，如表 1所示。共
词矩阵中对角线上的数字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

表 1 共词矩阵

关键词 图书馆 互联网 + 高校图
书馆

移动互
联网

互联
网

图书馆 92 24 0 6 5
互联网 + 24 65 7 2 0
高校图书馆 0 6 43 3 4
移动互联网 5 1 3 29 0
互联网 4 0 4 0 27

根据以上数据发现，众多关键词中，出现频次最高

的是“互联网 +”，出现频次为 65次；不过“互联网 +”
与“图书馆”共同出现的频次为 24次。“互联网”这一
关键词的出现次为 27次，“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
共同出现的频次是 0。

2.3 标准相关相依矩阵转化
共词矩阵中，两两关键词同时出现的频次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关键词独立出现频次的影响，因而相依程度的

真实性不能得到很好的呈现。由此，为消除频次差异的

影响，需要借助 Ochiai系数使共词矩阵变得更加标准化，
并转换成与之相关的矩阵形式，呈现高频关键词之间的

贡献关系。在相关矩阵中，数值越大表明对应的两个关

键词的相似度就越高。

2.4 多元统计分析
共词分析的核心就是多元统计分析，主要利用因子

分析与聚类分析获得关键词之间隐藏的类群关系，通过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之间构建形

成一个庞大的网络结构，并通过一组通用协议相联系，

形成一个单一逻辑性的巨大国际网络。在我国，互联网

的应用已初具规模，并不断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对

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人们

的学习、生活及工作中，互联网的应用越来越普及。在

此背景下，与互联网相关的新兴技术与研究也随之快速

发展，随之兴起诸如“互联网 +”“Web2.0”“大数据”
等一类专业术语。对此，通过分析文献外部特征和关键

词共现聚类分析，有助于推进“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

领域互联网热点研究，并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我国图书馆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互联网热点研
究的意义

新时代，我国图书情报研究人员利用互联网计算机

技术，全面开展对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其中针对互联

网热点的分析和研究对我国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通过互联网热点的研究和分析，促进实现

图书馆各类信息资源的服务与共享。当前，我国图书馆

中藏书种类繁多，涉及较为广泛的学科和领域。如果整

合与利用馆藏资源，只是依赖传统的管理模式，就很难

发挥图书馆的优势。积极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研究图

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互联网热点，有助于图书馆资

源的共享，促进图书馆的网络化、智能化、信息化发展。

另一方面，在推进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互联

网热点的研究过程中，有助于推进相关文化事业的快速

发展，图书馆丰富的馆藏信息资源能够为我国文化产业

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对图书情报与图书馆领域互联网

热点的研究，增加图书馆信息资源的服务，实现信息资

源的共享，为其他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福利。

2  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

在文章中，通常运用关键词体现文章的核心思想与

研究方法。对此，根据对关键词的统计，主要运用高频

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这些分析模

式格局特点，在实际应用中各有功能作用，能够根据客

户的需求有选择性和目的性地分析图书情报，从而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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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得出互联网热点发展的趋势。其中，因子分析就是

运用数据分析软件 SPSS22.0针对相异矩阵，采用主成分
法分析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就是结合共词矩阵中，根

据两两关键词的距离把数据分为若干个类别，并将距离

相近的关键词统一管理，让同一类别的数据差异做到最

小化，让不同类别数据之间的差异尽量最大化。

运用聚类分析方法获得的高频关键词，互联网热点

主要分为四类，它们分别为：公共图书馆移动端服务研

究、移动图书馆与移动阅读服务研究、图书馆与主流信

息技术结合研究及数字图书馆服务研究。对此，关于图

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互联网热点的研究也主要从这

四个方面探究分析。

3  我国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互联网热点的
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互联网

热点的研究主要聚集于四个领域，相关分析如下。

3.1 公共图书馆移动端服务的研究
公共图书馆移动端服务的研究中主要包括公共图书

馆、微信、移动互联网及图书馆服务等关键词。其发展

的根本原因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人们的日常生

活工作中，互联网入口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移动设备，

对此应高度重视移动互联网的特性与技术的应用。随着

手机 App的多样化发展，公共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及
知识的组织者，应当全力促进提升用户获取信息的快捷

性和有效性，为读者用户带来全新的知识体验。尤其是

在一站式获取图书馆资源、实现图书馆产品智能化发展

方面一直不断追求创新。由此，未来图书情报与数字图

书馆领域最具价值的研究，就是如何应用移动平台设备

拓展服务，扩大知识的传播广度和深度。

随着微信的出现和应用，我国图书馆通过开设公众

号的方式，提供信息推送、在线阅览、预约续借等服务。

目前，图书馆与微信公众平台的结合已经取得显著的成

效。不过，伴随微信平台的创新，很多小程序也随之发

布应用，以满足读者的多样化需求，公共图书馆移动端

服务依然是研究的一大热点。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

域应当重视大数据平台的构建，积极开发创新性的分析

工具，实现多个部门协作，为信息资源的共享构建提供

新型的服务驱动力。

3.2 移动图书馆与移动阅读服务的研究
移动图书馆与移动阅读服务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服

务、手机图书馆、移动图书馆、移动服务、移动阅读及

数字阅读等关键词。在社会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日常用以学习和阅读的时间

越来越少。基于此，移动阅读主要利用手机移动设备的

便携性，帮助大众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并带来良好的

阅读体验。目前，我国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对移

动阅读的研究，主要关注移动阅读过程用户的阅读体验，

推动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

此外，移动图书馆与移动阅读服务的信息资源主要

由各个网络阅读平台提供。当前公共图书馆虽然有着丰

富的阅读资源，但是移动阅读缺少成熟完善的方案。尤

其是随着 5G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使得移动图
书馆的构建门槛越来越低。未来针对 5G网络环境下移
动图书馆和移动阅读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动图书

馆的构建和公共图书馆移动阅读服务的创新。

3.3 图书馆与主流信息技术结合的研究
该研究中的关键词主要包括：图书馆、互联网 +、

大数据、云计算及智慧图书馆等。互联网 +以知识社会
为基础推动新业态形式的创新发展，随着大数据技术的

不断成熟，逐渐形成“云计算”技术，这些互联网时代

的全新产物，都成为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的研究

热点。

以互联网 +思维，结合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
形成的“智慧图书馆”，让图书馆更具智慧特性，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3.4 数字图书馆服务的研究
数字图书馆服务研究主要有图书馆、服务模式、服

务创新、互联网及高校图书馆等关键词。所谓数字图书

馆，就是区别于传统图书馆，基于互联网技术虚拟存在

的图书馆。在网络环境下，通过知识网络系统的共建共

享，这一知识中心拥有巨大的规模，同时也摆脱了时间

和空间的局限性。

数字图书馆积极借鉴和利用传统图书馆的资源组织

模式，运用互联网通讯技术，实现人类知识的最大化

存取。主要利用知识分类、精准检索等技术，将信息进

行有序合理的排列，让人们随时随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资源。

4  结语

综上可见，我国图书情报与数字化图书馆领域中数

字化、智慧化图书馆的建设，除了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还要创新服务模式。通过合理划分数字图书馆内容，帮

助读者快速获取所需的知识信息。本文首先介绍当前我

国图书情报与数字化图书馆领域互联网热点的研究意义，

其次对高频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最后对互联网热点从

四个方面进行研究数字图书馆服务的创新发展，为用户

群体提供专业的服务，同时加强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

领域互联网热点的研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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