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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图谱是一种新兴的数据处理方法，采用图谱的方式对知识点进行网状联系，
挖掘知识点之间的内在关系，发现传统方法不能认清的关键内涵，为知识的发展和事务趋势预
测提供新的视角。高校科研科技成果中论文种类繁杂、水平不一、与科研能力的匹配与评价存
在断层，传统的表格式统计方法难以发现高校科研人员与成果之间与世界发展热点之间与高校
总体科研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以东北某省师范类高校 2024年科技成果统计数据为模板采
用知识图谱的分析处理路径对其成果内容、作者、机构、水平等构件实体结构化语义网格，深
度统计分析和挖掘各关键点的内涵，为科研管理和趋势预测提供一种数据分析方法，提高科研
数据的应用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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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的高校科技统计应用研究

1.研究背景与意义

高校科技成果是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

传统统计方法往往局限于论文专利成果转

化等的数量、作者、引用次数等表面指标，

难以揭示数据之间的深层关联（如合作网

络、主题演化、跨学科交叉等）。知识图谱

技术通过构建实体（如作者、机构、关键词）

及其关系的结构化语义网络，可支持更复杂

的统计分析和深度挖掘，为科研管理、趋势

预测、资源优化提供数据驱动支持。在高校

科研管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传统科技成果

统计方法（如表格分类统计、基础计量分析）

虽能反映成果数量与类型分布，却难以揭示

学科交叉、研究主题演化、团队协作网络等

深层关联特征[1]。知识图谱技术通过实体识

别、关系抽取与图结构建模，可将碎片化科

研数据转化为语义关联网络，为突破传统统

计分析维度局限提供了新范式[2-5]。然而，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宏观领域知识图谱构建

[6-8]，针对高校科技成果数据的细粒度知识

建模与动态挖掘仍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

科研主体（学者、机构）与成果（论文、专

利）的多模态属性融合不足，导致学术影响

力评估片面化；其二，学科关键词与科研主

题的时空演化路径分析缺乏可视化追踪工

具；其三，科研合作网络的隐性关联识别与

预测能力较弱，制约了管理决策的预见性。

本文提出一种面向高校科技成果的“数

据-知识-决策”三层深度挖掘框架：首先，

基于 Neo4j图数据库构建包含学者、机构、

成果、主题等实体的全域科研知识图谱，实

现异构数据的语义对齐；其次，采用 GNN
（图神经网络）算法挖掘跨学科研究热点与

团队合作强度，并通过时序图谱量化科研主

题演进速率；最后，结合青海民族大学等案

例[9-10]，验证该方法在科研资源优化配置、

人才梯队建设等管理场景的应用效能。本研

究为高校科研治理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方

法论支持，亦拓展了知识图谱技术在垂直领

域的数据价值转化路径。

2.基于知识图谱的科研论文数据建模及数据

挖掘

2.1 知识图谱构建流程

数据来源：论文数据库（如 Web of
Science、CNKI）、机构数据库、作者信息

库、专利数据等。外部数据补充（如机构官

网、学术社交平台）。本体设计：核心实体：

论文、作者、机构、期刊、关键词、研究领

域、基金项目等。关系定义：论文-作者（发

表、合作）、论文-关键词（主题）、作者-
机构（隶属）、论文-基金（资助）等。高阶

关系：跨学科关联、技术演化路径等。数据

抽取与融合：使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

术抽取实体和关系（如 BERT-CRF模型）。

解决同名消歧（如区分同名作者）、数据冲

突（如机构名称标准化）。

2.2 知识存储与表示

存储方式：图数据库（如 Neo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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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sGraph）存储三元组（实体-关系-实体）。

语义增强：引入外部知识库（如 DBpedia、
领域本体）扩展语义关联。

2.3 统计分析与可视化

基础统计：论文数量趋势、作者/机构

贡献度、高被引论文分布、期刊影响力排名

等。高阶统计：合作网络分析：利用图算法

（如 PageRank、社区检测）识别核心作者/
机构。主题演化分析：基于关键词共现网络，

结合时间维度追踪研究热点变迁。跨学科关

联：通过领域关键词与外部知识库的链接，

量化交叉学科强度。

2.4 动态演化建模

时间序列分析：构建动态知识图谱，分

析科研趋势的阶段性特征（如突发检测算

法）。技术演化路径：结合论文引用关系与

关键词共现，预测未来研究方向（如链路预

测）。

2.5 影响力评估与预测

多维度影响力模型：结合引用次数、期

刊影响因子、作者合作网络中心性等指标，

构建综合评价体系。预测模型：基于图神经

网络（GNN）预测论文未来被引趋势或作者

潜在合作机会。

2.6 知识推理与发现

隐含关系挖掘：通过规则推理（如若两

篇论文共享多个关键词且作者合作，则主题

相关性高）发现潜在关联。知识补全：使用

TransE、RotatE等知识表示学习模型补全缺

失关系（如未被标注的合作关系）。

3.基于知识图谱的科技成果分析应用场景及

案例

基于知识图谱工具的高校科技成果深

度挖掘可将结果应用于多个方面，包括科研

管理决策，能够识别高产团队/机构，优化科

研资源配置、发现跨学科合作潜力，推动交

叉领域研究。学术趋势预测，能够预测新兴

技术领域（如 AI+医疗），指导科研立项。

个性化推荐，能够为学者推荐潜在合作者或

相关论文。科研绩效评估，能够多维评估学

者/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支持职称评审与基金

分配。本节以东北某省 2024 年东北某省师

范类高校某统计数据为基础，结合知识图谱

分析方法，对该数据进行深度加工，获得相

应的分析结果。表 1为东北某省份省属师范

类高校 2024 年科技成果统计数据，以此数

据为案例进行基于知识图谱的科技成果数

据分析。

表 1.东北某省省属师范类高校 2024 年科技成果统计表

学科门类 编号

发表科技

论文（篇）
论文检索系统 科技专著

大专院校教

科书
编著

合

计

国外

刊物
SCIE EI CPCI-S 部 千字

国（境）

外出版 部 千字 部 千字

部 千字

甲 乙 L1 L2 L3 L4 L5 L6 L7 L8 L9 L10 L11 L12 L13
合计 01 956 451 366 22 9 7 1537 1 120 3 1100 2 1736

自然科学 02 584 228 210 9 8 6 1417 0 0 0 0 2 1736
工程与技术 03 224 36 54 1 1 2 270 1 120 3 1100 0 0
医药科学 04 79 55 25 1 0 0 0 0 0 0 0 0 0
农业科学 05 64 22 20 2 0 0 0 0 0 0 0 0 0

基于知识图谱的数据分析方法如下：

步骤一：确定节点和边

节点：将学科门类（甲、乙列）、发表

科技论文相关指标（L1-L4列）、科技专著

相关指标（L5-L8列）、大专院校教科书相

关指标（L9-L10 列）以及编著相关指标

（L11-L13列）作为节点。

边：根据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确定边。

例如，学科门类与发表科技论文数量、论文

检索情况、科技专著、大专院校教科书以及

编著之间存在关联，这些关联可以用边来表

示。

步骤二：构建知识图谱

以学科门类为中心节点，分别与其他相

关指标节点建立连接。例如，“自然科学节

点”与“发表科技论文（584篇）”SCIE（228
篇）EI（210 篇）等节点相连，表明自然科

学领域在这些方面的成果。同样，“工程与

技术”“医药科学”“农业科学”等学科门

类也与各自对应的指标节点建立连接。

步骤三：分析内在联系

学科与论文发表的关系：从知识图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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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自然科学领域发表的科技论文数

量 最 多 ， 占 总 论 文 数 的 比 例 较 大

（584/956≈61.1%），说明该领域的科研活动

较为活跃，研究成果丰富。其中，在 SCIE
和 EI检索系统中的论文数量也相对较多，分

别为 228篇和 210篇，反映出自然科学领域

在国际学术研究中的影响力较大。工程与技

术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位居第二（224篇），

但在 SCIE 检索中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少（36
篇），而在 EI检索中的论文数量（54篇）

相对较为突出，这表明该领域在工程技术应

用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有一定的认可

度。医药科学和农业科学领域的论文发表数

量较少，分别为 79篇和 64篇，但医药科学

领域在 SCIE 检索中的论文占比相对较高

（55/79≈69.6%），说明该领域对国际前沿研

究的关注度较高，注重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

表成果。

论文检索与学科的关系：SCIE、EI和
CPCI-S 等论文检索系统是衡量科研成果国

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通过知识图谱可以发

现，不同学科在各检索系统中的分布存在差

异。自然科学领域在 SCIE和 EI检索中的论

文数量均较多，说明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国

际学术界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和影响力。工程

与技术领域在 EI 检索中的论文数量相对较

多，这与该领域注重技术应用和工程实践的

特点相符，表明其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和

应用研究方面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医药

科学领域在 SCIE 检索中的论文占比较高，

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医学研究

领域具有一定的地位，可能与国际上对医药

科学研究的关注度较高以及该领域研究的

国际化程度较高有关。学科与科研成果类型

的关系：科技专著、大专院校教科书和编著

是科研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从知识图谱中

可以看出，自然科学领域在科技专著方面的

成果较为突出，有 6部，1417千字，且有 2
部编著，1736千字，说明该领域不仅在科研

论文发表方面表现出色，还注重对研究成果

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通过编写科技专著

和编著来传播学科知识和研究成果。工程与

技术领域在科技专著和大专院校教科书的

编写上也有一定成果，分别有 2部和 3部，

这与该领域需要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工

程和教学实践的需求相契合。相比之下，医

药科学和农业科学领域在科技专著、大专院

校教科书和编著方面的成果较少，可能需要

进一步加强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以促进学科

知识的传承和推广。学科与成果的联系：知

识图谱中，学科门类是核心节点，与发表科

技论文、科技专著、大专院校教科书等成果

节点相连接。可以看出自然科学领域发表的

科技论文数量最多（584篇），占总论文数

的比例较大，且在科技专著方面也有较多成

果（6部，1417千字）。工程与技术领域虽

然论文数量（224篇）少于自然科学，但在

科技专著和大专院校教科书的编写上有一

定成果。医药科学和农业科学领域的论文和

专著成果相对较少。论文检索与学科的联

系：SCIE、EI、CPCI-S等论文检索系统与各

学科相连，反映出不同学科在国际学术影响

力方面的差异。自然科学领域在 SCIE和 EI
检索中的论文数量较多，分别为 228篇和 210
篇，说明该领域在国际学术研究中的活跃度

和认可度较高。工程与技术领域在 EI检索中

的论文有 54 篇，也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医药科学领域在 SCIE 检索中的论文占比较

高（55篇），体现出该领域对国际前沿研究

的关注和参与度。成果类型之间的联系：科

技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主要呈现形式之一，而

科技专著和大专院校教科书则是对科研成

果的进一步总结和系统化阐述。从数据中可

以发现，发表科技论文数量较多的学科，在

科技专著和大专院校教科书的编写上也有

相对较多的成果，说明这些学科在科研积累

和知识传播方面较为活跃。

4.科研管理与建议

学科发展规划方面：加强优势学科建

设：自然科学是优势学科，应继续加大对该

领域的投入，鼓励科研人员开展前沿性、创

新性的研究，争取在更多高影响力的国际学

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进一步提升其国际影响

力。同时，注重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科技专著

和教材，推动学科知识的传承和发展。扶持

薄弱学科发展：对于医药科学和农业科学等

成果相对较少的学科，制定针对性的扶持政

策。例如，设立专项科研基金，鼓励跨学科

合作研究，为年轻科研人员提供更多的培训

和交流机会，提升这些学科的科研实力和成

果产出。

科研人员激励方面：建立多元化激励机

制：除了对发表高影响力论文的科研人员给

予奖励外，对于编写高质量科技专著和大专

院校教科书的人员也应进行表彰和奖励。激

励科研人员在不同的成果形式上进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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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学科建设和知识传播做出更大的贡

献。注重国际合作与交流：对于在国际学术

期刊上发表论文较多的学科和科研人员，提

供更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机会，如参加国际

学术会议、访问国外知名科研机构等。同时，

鼓励其他学科的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国际合

作，提高整体的国际学术水平。

科研成果管理方面：加强成果质量监

控：建立严格的科研成果审核机制，确保发

表的科技论文、科技专著和大专院校教科书

等成果的质量。对于多作者的成果，明确各

作者的贡献和责任，避免出现学术不端行

为。促进成果转化与应用：鼓励科研人员将

科研成果应用到实际生产和教学中，推动科

技成果的转化。例如，对于工程与技术领域

的科研成果，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促进技术

的产业化应用；对于自然科学和农业科学领

域的成果，通过技术推广等方式，提高其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5.总结与展望

本文采用知识图谱的方法对东北某省

2024年科技成果总体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到

了传统分析方法难以发现的细节，提出了建

设性的管理意见，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

值。基于知识图谱的深度挖掘方法突破了传

统统计的局限性，通过结构化语义网络和复

杂图分析技术，能够全面揭示科研数据的隐

藏规律。未来研究方向包括开发低代码平

台，降低知识图谱构建门槛，结合文本、图

表、代码等多元数据丰富知识表示，避免算

法偏见，确保评估模型的透明性与公平性。

通过该方法，高校可显著提升科研数据的管

理水平与决策科学性，助力科技创新与学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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