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前言

学科服务作为图书馆创新服务的最大亮点被寄

予了改变图书馆地位和形象的使命。［1�］尽管我国最早
于 1998 年首创学科馆员制度开展学科服务， 但是至
今各图书馆的学科服务均处于探索期，没有现成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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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era,� and� to� breakthrough� bottleneck� of� subject� service� 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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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以遵循，也没有既定的经验可以借鉴。 当前，大数
据、云服务和“互联网 +”作为数字化时代的重要概念、
技术和方法，正在社会经济领域快速渗透，日益强烈
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生活和决策选择。 在“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被视作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双引
擎”指引下，各行各业均在积极寻求升级变革。 同样，
大数据、云服务和“互联网 +”将为图书馆突破学科服
务瓶颈提供新思路、新技术和新方法。［2�］

大数据时代，在商业、经济及其他领域中，决策将
日益基于数据和分析而做出， 而并非基于经验和直
觉。［3�］因此，数据驾驭能力向每一位学科服务人员（或
学科馆员）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通过对海量数据（结
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挖掘和运用，为学科发展和高校
发展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和理论依据成了图书馆未来
发展的方向之一。 而“互联网 +”时代是一个靠数据说
话的时代，面对大数据和互联网的挑战，学科服务必
须进行角色转变：以资源建设和推送为中心转变为以
数据服务为中心支持决策，即通过大数据、云服务加
强对用户的研究，开展知识关联服务、数据支持和精
准服务。 为此，本文在探讨基于数据支持的学科服务路
径基础上，以东华大学 2015年 SCI-E收录期刊分区数
据监测为例，探讨和实践了决策支持服务。

二、基于数据支持的学科服务路径

如何驾驭大数据？ 如何让海量数据转化为提高高
校领导层决策科学性的工具？ 基于此，图 1 绘制了基
于数据支持的学科服务路径， 具体可分为数据源层、
数据仓库、数据处理层（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和服务
四部分，具体路径如图 1所示。

图 1� � 基于数据支持的学科服务路径图

Ⅰ层（数据源）：从各种信息源获取数据信息，图
书馆作为信息资源集散地，各种馆藏资源包括数字资
源和纸质资源均为数据支持服务提供了数据源泉。

Ⅱ层（数据仓库，Data� House）：多种来源异构数据
的存在使得预处理成为必要环节，它使数据格式规范
化进而转化成统一的数据模式，这是数据支持服务的
首要任务。 数据仓库是一个面向主题、集成、相对稳

定、随时间不断变化的数据集合。［4�］其主要用于支持
管理中的决策制定过程， 并通过对数据进行深层挖
掘、多维数据分析、动态查询报表等帮助有关人员制
定改进工作流程的决策。

Ⅲ层（数据处理）：这一层是建立在数据库基础上
的。 针对决策者需求， 主要以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
（Data� Mining）为主，即利用各种分析挖掘工具进行多
角度、多层次分析，从中发现变化趋势，挖掘隐藏在大
量数据背后的潜在规则和知识，最终基于事实数据辅
助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决策。

Ⅳ层（支持服务）：针对不同决策者，可以将数据
分析和数据挖掘结果通过不同媒介进行共享、发布和
推送等，实现决策支持服务。

三、SCI-E收录期刊分区视角下
东华大学 2015年的学科发展

1.� 期刊分区总体情况
以“donghua”为检索策略在地址字段检索了 2015

年东华大学被 SCI-E 收录论文情况，检索表明，截至
2015 年 11 月 20 日， 东华大学共有 893 篇论文被
SCI-E 收录（表 2）。 由表 1 可见，东华大学 2015 年被
SCI-E 收录期刊小类分区中，1 区、2 区、3 区和 4 区的
期刊百分比为 13∶23∶27∶37；大类分区中，对应百
分比为 11∶25∶26∶39，也就是说无论按照大区分类

期刊数目 百分比 /%

小类分区

1区 47 13

合计 370

2区 79 23

3区 96 27

4区 129 37

合计 351

大类分区

1区 42 11

2区 96 25

3区 101 26

4区 150 39

合计 389

Top期刊

是 63 17

否 307 83

表 1�东华大学 2015 年 SCI-E收录期刊分区分布情况

注：在小类分区统计中，如果一个期刊在不同学科领域有不
同分区，则以最高分区计算

14· ·



2017 年第 1 期

还是小区分类， 分布在 1 区的期刊均只有总期刊的
13%左右， 分布在 4区的期刊则占总期刊的百分比最
高，小类分区和大类分区分别为 37%和 39%；分布在 2
区和 3区的期刊则基本相当，而 2区和 3区期刊总数则
是总期刊数的一半以上， 小类分区和大类分区分别为
50%和 51%。 在这些期刊中 17%的期刊为 TOP期刊。

2.� 小类 1区期刊及论文分布
2015年， 东华大学共有 105篇论文被 47个小类 1

区期刊收录， 而在这 47种期刊中，22种期刊同时分布
在大类 1区中。如图 2所示，对于这 105篇被收录论文，
26种期刊均只收录论文 1篇，10种期刊收录论文 2篇，
4种期刊收录 3篇，2种期刊分别收录 4篇和 6篇论文，
3种期刊分别收录论文 5篇、8篇和 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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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小类 1 区论文及其期刊分布情况

在学科分布方面， 被收录论文覆盖 34 个小类学
科，学科聚类（如图 3）表明，论文分布最多的学科依次
为化学、工程、材料和药学，分别为 31 篇、23 篇、16 篇
和 14篇。

在学科聚类过程中，如图 4 所示，子学科最多的
为材料、工程和化学，具体如下：

（1）在材料科学领域，综合学科、纸与木材和生物
材料论文分布最多， 分别占该学科论文总数的 44%、
25%和 13%，其次为硅酸盐、复合材料和纺织材料；

（2）在工程学科领域，论文分布在最前面的分别
为冶金（26%）、土木（18%）、生物医学（18%）、化工
（17%）， 其次还涉及 9%的环境工程和均为 4%的制
造、工业、农业；

（3）在化学学科领域，论文分布最多的分别为应
用化学、化学综合、物理化学和有机化学，分别占该学
科论文总数的 29%、23%、23%和 16%；其次涉及 6%的
分析化学和 3%的高分子科学；

（4）其他：在计算机学科，主要涉及硬件和控制
论；在环境学科，主要涉及环境科学和水资源；物理学
科，主要涉及热力学、声学和力学；而数学主要以应用
数学为主。

3.� 小类 2区期刊及论文分布
2015年东华大学被 SCI-E 收录的 893 篇论文中，

262 篇论文分布在小类 2 区， 而这 263 篇论文分布在
79 种期刊上，其分别分布在大类 1 区、2 区和 3 区，涉
及的期刊数分别为 15 篇、44 篇和 18 篇。 而这些期刊
有 26 种期刊为 TOP 期刊， 另外 49 种则不是 TOP 期
刊。 如图 5 所示，分布在小类 2 区的 79 种期刊中，37
种期刊均只收录论文 1 篇，16 种期刊收录 2 篇，8 种
期刊收录 3 篇，3 种期刊分别各收录 4 篇、5 篇和 6 篇
论文，2 种期刊收录了论文 7 篇，收录论文 8 篇、9 篇、
10 篇、13 篇、23 篇的各有 1 种；Electrochimica Acta 和
Textile Research Journal均收录论文 24篇。

在学科分布方面，共涉及 15 个学科（如图 6），其
中，收录论文最多的学科分别为材料科学（88 篇）、化

总计 893 63 307

所属
小类

论文数
Top期刊

Y N2区 3区 4区

96 101 150

1区 105 25 2022 3

2区 263 44 18 26 49

3区 254 24 42 24 7 78

4区 223 20 109 122

合计 845 90 83 133 58 269

353

期刊

种数

47

79

96

129

351

大类分区

1区

22

15

36

42

表 2� 东华大学 2015 年 SCI-E收录期刊各小类分区分布情况

图 3� � 小类 1 区论文涉及学科分布情况

陈惠兰等：基于数据支持的学科评估实践

图 4� � 小类 1 区论文涉及较集中学科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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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67篇）和工程（30篇）。
对于这些学科， 每一学科均有自身特点， 如图 7

所示，具体如下：

图 7� �小类 2区论文涉及较集中学科分布情况

（1）如图 7（a）所示，材料学科除综合学科外，主要
以纺织材料、生物材料和膜材料为主，分别占该学科
的 33%、11%和 11%，此外，还涉及 6%的硅酸盐和 4%

的复合材料；
（2）对于如图 7（b）所示的化学科学来讲，其最多

的分别为电化学（36%）化学综合（34%）和物理化学
（19%）， 其次为无机化学与核化学（3%）、 应用化学
（3%）、分析化学（2%）、药物化学（2%）和有机化学
（1%）；

（3）如图 7（c）所示，工程学科主要以化工（37%）、
综合（27%）、生物医学（13%）为主,其次是环境（7%）和
机械（7%），此外，还涉及工业（3%）、电子与电气（3）和
冶金（3%）；

（4）如图 7（d）所示，医学主要以 43%的医学研究
与实验和 29%的医学为主，另外，还涉及 14%的核医
学和老年医学；

（5）对于物理学科（如图 7e）来讲，除 50%的晶体
学外， 还分别涉及 25%的流体与等离子体和原子、分
子和化学物理；

（6）对于计算机学科（如图 7f），除 60%的信息系
统外，还分别涉及 20%的理论方法和跨学科应用；

（7）数学学科涉及 63%的应用数学、25%的数学和
12%的数学与计算生物学；

（8）生物学科涉及 75%的生物物理、13%的海洋与
淡水生物学和 12%的生物工程与应用微生物。

4.�小类 3区期刊及论文分布
2015年，东华大学共有 254篇论文被 96个小类 3

区期刊收录， 而这 96 种期刊分别分布在大类 2 区、3
区和 4 区，所占比例为 24:42:24；此外，这些期刊有 7
种期刊为 TOP 期刊， 其余 78 种期刊为非 TOP 期刊。
如图 8 所示， 对于这 254 篇被收录论文，55 种期刊均
只收录论文 1 篇，13 种期刊收录论文 2 篇，10 种期刊
收录 3篇，5种期刊收录 4篇，2种期刊收录 5篇论文，
6 种期刊分别收录论文 6 篇、7 篇、8 篇、10 篇、20 篇和
62篇。

图 8� �小类 3 区论文及其期刊分布情况

在学科分布方面，经聚类得到如图 9 所示学科及

图 5� 小类 2区论文及其期刊分布情况

图 6� �小类 2 区论文涉及学科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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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收录论文分布，分析可见，化学、材料、工程和物理
收录论文居前；其次是计算机、生物和数学；此外还涉
及环境、综合和管理科学。

图 9� � 小类 3区论文涉及学科分布情况

为了进一步剖析各细分学科分布情况， 图 10 绘
制了各学科的分布图。 具体如下：

（1）由图 10（a）可见，化学学科中化学综合论文分
布最多，为 75%；其次为高分子科学和有机化学，论文
分布分别为 12%和 8%；其次是 2%的应用化学、2%无
机化学与核化学以及 1%的电化学；

（2）由图 10（b）可见，材料学科种纺织和综合论文
分布最多，分别为 41%和 36%；其次为生物材料、复合
材料和硅酸盐，分别为 9%、7%和 5%；此外，还涉及
2%的纸与木材；

（3）如图 10（c）所示，工程学科主要以综合、生物
医学、 化工、 电子与电气和土木工程为主， 分别为
28%、28%、27%、14%和 3%；

（4） 如图 10（d）所示，物理学科主要以物理化学、
力学和应用为主，分别分布论文 37%、26%和 22%；其
次为 8%的流体与等离子体和 7%的综合学科；

（5）如图 10（e）所示，计算机学科主要覆盖 56%的
人工智能、22%的自动化与控制系统、17%的理论方法

和 5%的硬件；
（6）如图 10（f）所示，生物学科主要涉及核科学技

术（32%）、核医学（6%）、奶制品与动物科学（6%）、生
化与分子生物学（13%）、生态学（6%）、生物工程与应
用微生物（25%）、生物学（6%）和肿瘤学（6%）。

5.�小类 4区期刊及论文分布
2015 年，东华大学共有 223 篇论文被 129 个小类

4 区期刊收录， 而这 129种期刊分别分布在大类 3 区
和 4 区，所占比例为 20∶109。 如图 11 所示，对于这
223 篇被收录论文，93 种期刊均只收录论文 1 篇，18
种期刊收录论文 2 篇，7 种期刊收录 3 篇，2 种期刊收
录 4篇，3种期刊收录 5篇论文， 收录论文 6篇、8篇、
15篇和 21篇的各有 1种。

图 11� �小类 4 区论文及其期刊分布情况

在学科分布方面， 经聚类得到如图 12 所示学科
及其收录论文分布，分析可见，材料、化学、工程和物
理收录论文居前；其次是计算机、数学、环境、和生物；
此外还涉及医学。

图 12� �小类 4 区论文涉及学科分布情况

为了进一步剖析各细分学科分布情况， 图 13 绘
制了各学科的分布图。 具体如下：

（1）由图 13（a）可见，材料学科中纺织和综合论文
分布最多，分别为 56%和 26%；其次为硅酸盐，占该学
科的 8%；此外，分别涉及 2%的生物材料、纳米科技、
表征与测试和 2%的纸与木材；

（2）由图 13（b）可见，化学学科中高分子科学论文图 10� �小类 3 区论文涉及较集中学科分布情况

陈惠兰等：基于数据支持的学科评估实践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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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最多，为 54%；其次为化学综合和有机化学，论文
分布分别为 21%和 11%； 此外是 5%的应用化学、5%
分析化学以及 4%的有机化学与核化学；

（3）如图 13（c）所示，工程学科主要以化工、电子
与电气和生物医学为主， 分别为 41%、18%h 和 15%；
其次涉及环境和制造，均为 7%；此外，还涉及 4%的综
合、工业和冶金；

（4） 如图 13（d）所示，物理学科主要以物理化学、
热力学和光学为主，分别分布论文 34%、21%和 13%；
其次为 8%的声学、流体与等离子体和综合学科；此外
还涉及 4%的数学物理和应用；

（5）如图 13（e）所示，计算机学科主要覆盖 31%的
信息系统、19%的自动化与控制系统、19%的人工智
能、13%的硬件、12%的跨学科应用和 6%的理论方法；

（6）如图 13（f）所示，数学学科以统计学与概率论
和应用数学为主， 分别占该学科总数的 40%和 27%；
其次为 13%的数学与计算生物学、13%的数学和 7%
的数学跨学科应用；

（7）如图 13（g）所示，环境学科主要以环境科学和
地球科学综合为主， 分别占该学科总数的 46%和
18%；其次分别涉及 9%的能源与燃料、结构与建筑技
术、园艺、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与职业卫生；

（8）如图 13（h）所示，生物学科主要涉及生化与分
子生物学（38%）、生物工程与应用微生物（23%）、生物
学（8%）、微生物学（8%）、食品科技（6%）、细胞生物学

（8%）和生态学（7%）；
（9）如图 13（i）所示，医学学科除主要涉及 33%的医

学和皮肤病学外，还分别涉及 17%的外科和免疫学。

四、结果与建议

学科服务作为目前引领图书馆服务发展的一个
重要航标，其专业化、个性化、学科化的服务模式扭转
了传统图书馆笼统化、一般化的服务格局，试图从纵
深方向提升图书馆服务的品质并赋予其知识化、学科
化特质。［5�］面对大数据、云服务、“互联网 +”，甚至是智
慧图书馆等的挑战，学科服务的“学科”化特色在推动
图书馆发展转型的同时，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受到了空
前的挑战： 在用户需求分析基础上进行数据价值提
纯、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最终为用户提供满意、精准
的服务。 以东华大学 2015 年 SCI-E 收录期刊分区数
据监测为案例的数据支持学科服务实践和曾晓牧等
人［6�］的学科服务实践表明，学科有效信息行为对于开
展学科服务至关重要。 SCI-E 收录期刊分区数据监测
表明， 通过 SCI-E 收录期刊不同分区的分布及其特
征分析，可以获取学科有效信息行为，不仅有助于为
馆藏结构调整和采购方案确定提供数据支持， 而且
有助于为学科规划决策提供数据支持。 因此，有必要
基于学科数据，构建完善的决策支持系统，不断实现
和完善智慧学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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