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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进步推动时代的发展，大数据、云技术、人

工智能等先进科技的到来给图书馆界带来了重要的变革
[1]。2008年11月，随着“智慧地球”概念的提出，智慧

图书馆概念应运而生[2]，智慧图书馆不同于传统、数字、

复合型图书馆，指在物联网、人工智能和AI等构建不受

空间位置限制，能够提供精准服务图书馆新形态[3]。文

献传递服务也是智慧图书馆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满足读

者文献获取渠道[4]。传统文献传递共享服务主要有馆际

互借（返还）和文献传递（非返还）两种方式。馆际互

借一般需要读者到馆借书和通过邮寄方式获得共享馆相

关书籍，文献传递一般采用扫描或复印方法，通过邮件

或者邮寄方式获得相关共享馆资源。全国高校的文献传

递共享服务主要包括三大系统，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

系统（简称CALIS）、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简称CASHL）和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简称NSTL），

其中NSTL文献事务管理系统具有公益性质[5]。1

数据可视化工具多种多样，Citespace是学者们实用

最广泛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一种软件工具。迄今为止，

研究者们应用Citespace软件在智慧公共文化服务、图书

馆数字素养教育、图书馆个性化、数字阅读研究、智慧

图书馆评价体系等领域进行了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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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斐然的成绩，但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可视化分析研

究中尚未见使用。本文采用CitespaceV6.1.R5对2003-

2022年关于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研究文献进行定量分析

和数据分析，分析其发文数量特征、作者之间相关网络、

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关系，以期为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

服务后续研究提供启发。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和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对智慧

图书馆文献传递研究的文献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利用

CitespaceV6.1.R5对2003-2022年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研

究进行了定量分析和数据分析，分别其发文数量特征、

作者网络、研究机构合作关系、研究主题关键词等进行

分析。

二、发文特征分析

（一）发文数量特征分析

图1　2003-2022年关于智慧图书馆文献

传递研究发文数量

如图1所示，从发文趋势上看，智慧图书馆文献传

递研究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速发展阶段到

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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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献传递作为智慧图书馆资源共享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服务内容一直备受关注，然而关于智慧图书馆文献传

递研究中学者们的合作关系以及学科的发展情况鲜有人研究。本文采用文献计量与可视化技术，对2003-2022年智

慧图书馆文献传递研究发文数量、研究作者及研究机构的网络特征分析，理清关键词共现关系，探讨不同时间段研

究主题演变规律，对未来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发展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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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截止，其中2011年是发展的高峰时期；第二个阶

段是逐渐衰落的阶段从2011年到2022年，是智慧图书馆

文献传递研究逐渐减少的阶段。2011年关于智慧图书馆

文献传递的研究达到高峰，2014年和2015年关于文献传

递的研究基本均等，到2016年开始直线下滑，这主要是

2011年开始数字资源、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等在图书馆

的应用，加上纸电一体化和高校购买各种版本的电子数

据库时代发展造成的，采用电子资源后智慧图书馆能够

更加快速准确的提供给读者亟需的文献资源。

（二）作者网络分析

图2　2003-2022年智慧图书馆文献

传递研究作者网络分析图

研究作者的网络分析可以分析出核心研究领域的关

键研究者和其他研究者的合作关系。作者合作网络共现

分析后得到了2003-2022年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研究作

者网络分析图（图2）。从图2中可以得到三个关键结论。

第一，Citespace分析图中没有中心值也没有突显值，图

中的网络节点有366个，提取到366个作者，节点联系

E=191，说明366个作者中有191条连线，密度值仅为

0.0029。这一方面显示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的研究者们

合作程度较低，另一方面显示了研究者之间相对较为分

散。第二，研究期内关于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的研究初

步有3个比较显著的合作共同体，学术代表分别为曾丽

军、孙维莲、杨维、范丽莉、彭立伟、夏磊。第三，智

慧图书馆文献传递研究学者的发文数量普遍不高。排名

前3位的研究者分别为范丽莉、曾丽军和陈清文，发文

量依次仅为7篇、5篇和4篇。曾丽军与其他学者共现的

频率最高，而其余学者共现均不高。各个领域之间的研

究者们的相互联系或者相互之间的影响不紧密，较稀少。

（三）研究机构合作分析

图3　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研究机构合作图谱

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图谱如图3

所示。从研究机构发文数量上看武汉大学发文量最多，

达到21篇，突现值为3.55，其信息管理学院的发文量达

到了9篇。发文量排名依次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师

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清华大学

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从机构的合作关系上分析，

有两组明显的合作关系。

三、研究文献关键词分析

文献关键词从直观上反映了文献的研究内容、研究

方法和主旨，是文献的灵魂核心所在。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通过关键词共现提取2003-2022年智慧图书馆文献

传递研究主要关键词，反映出三个方面关于智慧图书馆

文献传递问题。第一方面，图书馆、资源共享、馆际互

借、文献传递是研究过程中四个热点关键词。第二方

面，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过程逐渐向电子资源和数字资

源靠拢，这是由于纸本资源随着时代发展逐渐电子化，

高校图书馆购买电子资源增多，导致了馆际互借和文献

传递研究减少。第三方面，关于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过

程如何“智慧”尚未有研究，广度和深度略显不足，这

也是未来亟需要研究一个方面。根据关键词共现频数及

中心性，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讨论。第一个阶段

为2003-2007年，这一阶段的关键词数量逐渐减少，从

2003年纸质文献传递到2007年电子资源传递，同时涉及

一些文献许可协议、知识产权。第二阶段2008-2012年，

这个阶段研究主要以文献版权为主，以及资源建设中涉

及文献传递内容。第三个阶段2013年至今，该阶段中百

度云首次在文献传递中提及，2014微信推广之后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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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传递服务更加便捷，以及文献传递的变革开始提及、

区域联盟、学科服务等都是研究的热点，除此之外智慧

图书馆文献传递更多的结合时代发展满足读者的需要。

（二）研究前沿领域分析

关键词凸显度可以直观上反映一段时间影响力较大

研究领域。关键词分析中得到了15个突现词（表1）。

表1　2003-2022年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

前15位突现关键词

（三）研究主题演变分析

从关键词共现分析和研究前沿领域分析可以得到，

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的关键词影响最大的六个关键词依

次为图书馆、馆际互借、资源共享、信息服务、版权、

知识产权。从研究生命周期来看，“馆际互借”跨度时

间尺度最长。馆际互借这一关键词自2003年就已经提出

了，研究内容涉及文献传播、有偿服务、联合购买、知

识传播、多平台、服务创新以及版权等，然而随着纸电

一体化、人工智能的发展，其仍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时

代的适应性。资源共享是从2003年开始研究，资源共享

的过程以读者需求为主，涉及到一些文献的版权。信息

服务关键词是在2004年开始提及，涉及到移动服务，这

是与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相关的。版权关键词在

2004年提出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版权的研究不减

少反而增加了，这其中涉及到关键词包括出借权、版权

保护、科技报告、动因伪需求等。知识产权与版权提出

的时间基本上同步，涉及的关键词包括版权、障碍、网

络限责、电子文献、收藏、期刊等。

结语

本文采用了知识科学图谱软件归纳整理了2003-

2022年间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研究的总体情况和发展趋

势，得到以下结论：

（一）研究期内，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发文数量成

正态分布，主要与科技发展，文献资源纸电一体化有关。

研究作者网络分析，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研究有三个比

较明显合作团队，但研究者之间疏于沟通合作，研究机

构之间的合作关系较少和弱。

（二）研究领域活力来看，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研究

力度不大、比较弱小。从发文趋势上来看，2011年后智

慧图书馆文献传递研究直线下降，这主要与电子资源多

样化、纸电一体化、新媒体出现等有关，研究领域活力

较弱。

（三）从前沿研究领域看，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领域

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化，研究内容逐渐多样化，研究区

域不断扩大。关键词共现频率和中心性较高的词分别是

文献传递、馆际互借、资源共享、外文期刊等。外文期

刊和版权等研究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智慧图

书馆文献传递研究随时间的推移关于文献传递的研究逐

渐转移到文献的版权、学科服务和用户分析研究上。

（四）从研究主题演变看，智慧图书馆文献传递经过

了两个较为显著的变化阶段。形成电子资源传递到纸电

一体化阶段这一演变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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