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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基于知识图谱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精选出来，经过进一步补充加工而成的学术专著。
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著作中通过一幅幅知识图谱或表格的解读，形象地展示出某一门学科的学术前沿
、代表人物和演化图景。
本书具有学科前沿性，数据完整性，方法先进性，内容创新性的特点。
全书立足于科学学引文网络，整合复杂网络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宏观、微观和中观三个层面
对科学学的引文网络进行研究，探讨网络的结构及其对知识的流动传播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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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连理工大学信息与通讯工程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信息科学经济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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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2　研究背景　　我们所处的时代常在报刊文章中被冠以“网络时代”的头衔
。
这个时髦的词本来只是为了强调计算机互联网对这个世晃的巨大影响，但现在我们对它的理解远不止
于此。
不断增长的多维的交通网络和交流网络正在改变每个人交际网的范围和无限巨大的可能性；日趋成熟
的物流网络使得我们不用花费太多就能在自家的餐桌上享用法国的蜗牛和意大利的咖啡；我们现在能
够运动与思考，应该归功于规模宏大的神经网络组织万亿计的神经细胞和肌肉组织有条不紊的协同工
作。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看做是具有无穷层次的网络的嵌套组合。
　　1.2.1大规模引文网络的形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经历了一个科学知识迅速增加的过程
。
科学知识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剧的增长。
当今世界平均每天发表1万余篇论文，平均35秒有一篇问世。
各种书籍每年增加25万种。
普赖斯曾明确地指出科学文献增长呈现指数趋势。
在普赖斯研究思路的启示下，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了更多的研究，结果与他的结论都比较接近。
　　牛顿曾经说过，站在巨人肩膀上才能够看得更远。
至少从19世纪以来，科学传统就要求科学家在撰写论文时，必须注明参照前人所写的与人有关的论文
，以此查明作者在构思自己的论文时吸收或利用了解哪些早期研究者的概念、方法、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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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特别建议你亲自动手，同你的朋友、同事一起来亲手绘制一张你自己领域的科学知识图谱。
你或许会格外喜欢图谱生成的过程，你也许对解读生成的图谱所含意蕴更充满乐趣。
你将高兴地看到这些图谱会如何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
　　——陈超美　　您可曾想象过将生活、工作中多种关系形态用网络形式来表达？
Pajek是网络分析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软件，它是斯洛文尼亚语，意指蜘蛛，意将网络中的节点之间的
互动想象成有如网般的链接。
通过本书的介绍，您可以用此网络分析软件试一试，您将会惊奇地发现许多你所没有想象到的奇妙现
象，也一定有更多深层的涵义等待着你的挖掘！
　　——作者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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