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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学科信息集成的领域分析数据集构建》创新性地研究了以“领域”为分析对象的数据集构建的
理论与方法。
从领域分析和领域分析数据集的含义人手，探讨了领域分析数据集构建中涉及的相关理论以及它们在
数据集构建中的应用价值。
以此为基础，提出领域分析数据集界域理论，旨在从领域范式、分析需求和分析目标三个角度界定领
域分析数据集的边界和疆域。
结合领域分析数据集界域理论和现有来源数据组织状态，提出了基于界域理论的典型数据映射方法。
为保证构建的数据集具有核心性，还研究了在构建各环节中的数据质量控制问题，从定性和定量的角
度提出了数据质量控制要点。
最后，按照领域分析构建流程，选取具体领域对构建各环节进行了模拟实践验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面向学科信息集成的领域分析数据集>>

书籍目录

第1章引言 1.1研究背景 1.1.1学科情报研究对象的变化 1.1.2领域分析的必要性 1.1.3领域分析中的数据获
取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内外研究现状 1.2.2现有问题 1.3研究意义 1.4研究内容及其组织结构 1.4.1研
究范围界定 1.4.2研究的主要问题 1.4.3研究的思路与内容 1.4.4研究内容的组织结构 第2章领域分析数据
集构建相关理论 2.1领域分析 2.1.1软件工程中的“领域分析” 2.1.2情报科学中的“领域分析” 2.1.3情
报研究中的“领域分析” 2.2领域分析数据集 2.2.1领域分析数据集的含义 2.2.2领域分析数据集构建研
究的关键问题 2.3相关知识在领域分析数据集构建中的应用分析 2.3.1信息检索 2.3.2文献计量 2.3.3资源
评价 2.4小结 第3章领域分析数据集界域理论构建 3.1基于领域范式演化的领域分析数据集界域 3.1.1领
域范式演化 3.1.2基于领域范式演化的领域分析数据集界域 3.2 基于领域分析需求和分析目标的领域分
析数据集界域 3.2.1领域分析数据集界域思想 3.2.2基于分析需求的领域分析数据集界域 3.2.3基于分析目
标的领域分析数据集界域 3.3小结 第4章领域分析来源数据组织状态分析 4.1来源数据分布状态 4.1.1来
源数据分布状态的类别 4.1.2领域分析来源数据限定 4.2领域分析来源数据提取方式 4.2.1领域分析来源
数据提取限定 4.2.2领域分析来源数据提取与信息检索的差异 4.2.3领域分析数据提取来源 4.2.4领域分析
来源数据提取方式 4.3领域分析来源数据组织状态分析 4.3.1基于研究主体的分类列表法 4.3.2基于研究
资源的组织方法 4.3.3基于主题内容的组织方法 4.3.4基于引用关系的组织方法 4.4小结 第5章基于界域理
论的典型数据映射方法 5.1典型数据组织状态 5.1.1典型数据分布规律 5.1.2典型数据映射方法 5.2基于领
域范式演化的典型数据映射方法 5.2.1单向移植领域的基底领域析出方法 5.2.2 双科交融和多元综合领域
的融合要素汇聚方法 5.3基于领域分析需求和分析目标的典型数据映射方法 5.3.1时间跨度 5.3.2文献类
型 5.3.3被引文献 5.4人工定性判断法 5.5小结 第6章领域分析数据集数据质量控制 6.1数据来源质量控制
6.1.1权威性 6.1.2覆盖性 6.1.3客观性 6.1.4准确性 6.1.5接近性 6.2数据映射质量控制 6.3结果数据质量控制
6.3.1典型性 6.3.2主题相关度 6.3.3机构影响度 6.4小结 第7章领域分析数据集构建实证分析 7.1实证对象背
景 7.2构建策略分析 7.2.1分析对象 7.2.2数据来源 7.2.3选取方法 7.3结果数据质量分析 7.3.1结果定性分析
7.3.2主题相关度 7.3.3机构影响度 7.4数据集扩展与评价 7.5小结 第8章结语 8.1本研究的主要工作 8.2本研
究的创新之处 8.3本研究的不足 8.4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附录 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面向学科信息集成的领域分析数据集>>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领域分析需求作为领域分析数据集构建的起点，它直接对构建的数据集提出要求，
决定着构建过程中数据集应该涵盖哪些因素，揭示哪些问题，才能满足领域分析的需求。
领域分析数据集位于领域分析目标的前端，它是联系需求和目标的纽带，直接作用于分析目标，限定
了构建什么样的数据集就可以实现什么样的领域分析目标。
同时，领域分析目标位于领域分析的下游，本质上是对领域分析需求的一种回答，它可以根据实现的
目标直接将产生的新需求进行反馈，这样，就又开始了一次新的互动。
 基于分析需求和分析目标的领域分析数据集界域思想就是建立在三者的互动关系基础之上的。
分析需求通过数据集具体表现为分析目标，明确分析需求的属性，按照分析需求的要求选取代表领域
的数据，就可以正向确定领域分析数据集的边界；反过来，位于数据集另一端的分析目标，它是数据
集的真实写照，清楚分析目标，就可以逆向确定领域分析数据集的边界。
下面将从位于数据集两端的分析需求与分析目标的类别人手，按照不同属性类别对数据集的要求，确
定领域分析数据集的边界。
 3.2.2 基于分析需求的领域分析数据集界域 从领域分析需求的基本属性来看，以时间的角度来划分，
可以区分为对领域过去、领域现状以及领域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对应的领域分析数据集就应该能够
揭示领域的产生、发展；能够揭示客观规律、特点以及与其他领域的联系或影响；能够揭示前沿预测
和优先领域。
 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可以将基于分析需求的领域分析数据集界域分为以下几类。
 1.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的领域分析需求是指从横向角度揭示领域演化关系，即领域问的渗透、推广、转
移和综合关系等，是从整体角度剖析领域间的横断面。
领域范式的演化，揭示出知识体系内知识元素相互渗透日益突出，科学整体化趋势愈加强烈，于是表
现出领域间的联系日益增强。
宏观层面需求正是为满足这一目的，从横向考察领域间的变化情况。
领域分析数据集的边界应该确定在以反映领域之间的发展基础、来源、演化进程、相互作用等范围内
，进而满足揭示、协调和组织领域间关系的需求。
由于领域宏观层面的需求是分析领域间的情况，只有分析了个体领域，才能横向比较、揭示领域间的
联系和差异，因此，宏观层面的需求实际上是以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需求为基础，通过后两者才能更好
的得以反映。
 在这个层面的领域分析数据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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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学科信息集成的领域分析数据集构建》适合以文献型数据为分析对象的信息分析和情报研究工
作的科研人员阅读，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恿系统专业、图书馆学专业、情报学专业、档案学
专业等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战略管理、政策咨询等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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