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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由安璐著的《学术期刊主题可视化研究》将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利用SOM算法进行期刊主题研究
的方法，并以图书情报领域的英文期刊及主题数据为例来验证这一方法的有效性，其研究结果可用于
建立该领域的等级式主题目录，为期刊分类、采购与利用提供参考，使研究者及相关机构了解该领域
期刊的热点主题，掌握特定期刊的主题发展趋势。
此外，本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还可用于研究其他学科领域的期刊主题，为其他学科的主题组织、期刊
分类、采购与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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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璐，1979年生，情报学博士，讲师。
1997年考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2001年获得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士学
位，并被推荐免试攻读情报学硕士研究生，2004年获情报学硕士学位。
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受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在美国威斯康辛密尔沃基大学信息
研究学院做联合培养博士生。
2009年获得情报学专业博士学位，随后留校工作。
2009年7月至2011年7月在管理科学与工程流动站做博士后。
目前已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被SSCI收录的论文4篇，被EI收录的论文3篇，在国内情报学权威期
刊《情报学报》上发表论文5篇，参编专著2部，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和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各一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重大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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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2.3.2热点主题的内容分析 首先，在热点主题中，热门程度为1（即最热门）的主
题集中在图书馆相关领域，包括图书馆、研究、学术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图书馆员、图书馆学、图
书等8个主题。
这说明，与图书情报领域相关的英文期刊主要研究与图书馆相关的主题。
 热门程度为2（即很热门）的主题集中在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领域，包括信息系统、数据库、技术变革
等3个主题，此外，信息技术这个主题的热门程度为1。
这说明，继图书馆之后，信息技术是英文图书情报期刊重点研究的领域。
 热门程度为3（即较热门）的主题集中在图书馆建设、企业信息化、教育信息化等领域，包括图书馆
馆藏、图书馆资源、电子商务、知识管理、互联网、网站、教育、学习、研究方法、学生等15个主题
。
这说明，继图书馆与信息技术之后，图书馆实践及信息技术在商业与教育领域的应用是英文图书情报
学期刊非常重视的问题。
 其次，在一般性主题中，热门程度为4的主题集中在档案、图书馆利用、（网络）信息管理、高等教
育等领域，包括档案与纪录、馆藏、图书馆编目、公共获取、信息管理、信息检索、搜索引擎、社会
网络、大学生、大学、高等教育、信息素质、信息专家、期刊与参考服务等15个主题。
 热门程度为5的主题涵盖范围较广，主要分布在政府信息管理、文学与历史、出版、计算机信息系统
等领域，包括远程学习、研究与开发、教学方法、美国历史＼欧洲历史、百科全书、散文、政府文档
、宗教、书目文献、英文文献、出版物、出版（业）、电子出版、作家、沟通、决策支持、发展中国
家、会议、科学、目录、社区、数据收集、领导者、专业发展、互联网资源、元数据、系统设计、模
型、搜索、网络日志、软件（工程）、调查等38个主题。
 热门程度为6的主题范围较为分散，涉及计算机信息管理、政府信息管理、残疾人信息管理、新闻出
版、文学与艺术等领域，包括书目数据库、计算机体系结构、图像检索、标引、互联网（访问）、开
源软件、教育软件、信息产业、信息共享、程序语言、营销、非洲美国人、协会、联邦政府、伦理、
公共政策、继续教育、执行官、信息中心、杂志、经理人、历史分析、小说、诗歌、印刷业、失明、
认知与推理、残疾人（通道）、残疾人辅助设施、无学习能力、老年人、产品设计、网络浏览器、网
站设计、大学教授、死亡、新闻业、新闻学院、报纸、公共关系、图书业、竞争、行业状况、文献、
媒体权利、趋势、电子书、英语、版权、产品开发、数据分析、案例研究、方法、计算机科学、终端
用户、交互式计算机系统、人机交互、绩效评价、测试方法、用户界面、国际标准等70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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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术期刊主题可视化研究》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还可用于研究其他学科领域的期刊主题，为其他学科
的主题组织、期刊分类、采购与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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