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3, 11(4), 1493-1502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3.114200   

文章引用: 罗娟, 徐庆龄. 基于 CiteSpace 的工程英语研究进展的可视化分析[J]. 现代语言学, 2023, 11(4): 1493-1502.  
DOI: 10.12677/ml.2023.114200 

 
 

基于CiteSpace的工程英语研究进展的 
可视化分析 

罗  娟，徐庆龄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23年3月3日；录用日期：2023年4月5日；发布日期：2023年4月19日 

 
 

 
摘  要 

本文以中国知网引文索引数据库为数据源，借助文献计量分析软件CiteSpace的可视化技术，对

1995~2022年间国内有关工程英语研究的319条文献数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发文

量、研究者、研究机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方面的分析，发现国内工程英语研究在稳步发展的同时，

也存在以下问题：研究模式不完善不平衡；后期研究动力不足；缺乏定量化研究；针对这些问题，本文

提出了相关建议并提出了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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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visually analyzes 319 articles related to Engineering English in China between 1995 
and 2022 from CNKI database with the help of bibliometric analysis software CiteSpa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e data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uthors, institutions, research 
areas and research highlights, it is found that while domestic Engineering English is devel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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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dily,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mperfect and unbalanced research model, lack of motiva-
tion for late-stage research, lack of quantitative studie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research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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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当今科技的进步和工程实践的拓展，工程类专业的囊括范围更加广泛，与之相关的理论和技术

走向成熟。同时，国际化的分工也日渐细化，我国越来越多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各种工程活动，培养能够

熟练运用英语进行技术交流和指导的复合型人才日显重要。工程英语属于特殊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
cific Purposes，简称 ESP)的一个范畴，具有鲜明的专业特征和实用性，是涉外工程项目运用的专门英语，

是从事工程行业的人员在工程领域使用的符合国际惯例的英语标准用语或行话，是遵循国际惯例、工程

合同书的主导语言，并且在涉外工程合同书中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1]。我国关于工程英语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社会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背景下，有关工程英语的研究发展迅速、

内容广泛，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工程英语的翻译、教学等进行了研究。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 1995~2022 年间知网数据库中有关国内工程英语的文献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引起

业内人员对工程英语的重视，并为从事工程英语研究的学者提供总体上的把握，为今后新文科和交叉学

科背景下工程英语研究找准视角。 

2. 研究工具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主要研究工具为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博士开发的 CiteSpace 软件。陈悦、陈超美等学者认

为 CiteSpace 是应用 Java 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使用它可以对特定领域的文献集合进行计量，

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并通过绘制一系列可视化图谱来形成对学科演化和学科发展前沿的

分析[2]。 
本文的分析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在高级检索框中，以“工程英语”为主题词，只选择期

刊文献，经过人工对比筛选，剔除与本研究主题相关度不大的文献，共检索出 319 篇有效期刊文献，

构成了本研究的文献样本。检索结果中第一篇与工程英语相关的文献起始时间为 1995 年，检索时间

为 2022 年 8 月 30 日，故将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设定为 1995 年~2022 年。将得到的数据样本分别以

excel 和 Refworks 格式导出，前者主要用于期刊、发文数量、发文机构等统计，后者将用于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 

3. 国内工程英语研究的整体分析 

3.1. 年度发文量 

研究主题在某一时间段所发表的文章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该领域的发展特点。从图 1 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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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工程英语相关的文献数量整体保持增长趋势。1995 年~2009 年间，中国知网

收录的工程英语相关文献年度发文量均在 10 篇以下，在这期间该领域的研究尚未成规模，暂处于起步阶

段。2010 年~2018 年间，年度发文数量是 11~22 篇，这期间的发文曲线起伏不定，侧面表明这一阶段处 
 

 
Figure1. Time distribution chart of publications on engineering English from 1995 to 2022 
图 1. 1995~2022 年工程英语发文量时间分布图 

 

 
Figure 2. Diagram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on engineering English 
图 2. 工程英语研究机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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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低缓发展阶段。2019 年~2022 年间，年度发文量稳步上升，并且在 2021 年出现了发文量峰值 47 篇，

这一阶段可以视为稳步发展阶段。由于本文检索的时间为 2022 年 8 月底，故 2022 年的文献统计量仅显

示截至 8 月底之前数据。 

3.2. 研究机构 

借助 CiteSpace 软件对 319 条数据选择节点类型(Node Types)为机构(Institution)的可视化图谱分析，

得到下图 2。图 2 的左上角的文字显示了相关数据，其中的“N = 249，E = 27”这两项数据。其中的“N”

代表节点，即机构出现的位置节点，机构名称的字号越大，表明该机构在 319 条数据中出现的频率越高，

“E”代表连线，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机构之间的联系，连线越粗，说明它们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频率

越高，由此可以看出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2]。机构图谱中出现了 249 个节点，连线仅为 27 条，从图中也

可以直观地看出各机构之间连线几乎没有，各机构之间的合作有待加强。 
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现重要的相关研究机构，本文借助 CiteSpace 中的相关数据绘整理出了该领域学术

期刊发文量前 7 位的机构(见表 1)。由表 1 可得知，发文机构多为高等院校，其中长沙理工大学、南昌航

空大学、吉林建筑大学以发文量均为 6 篇并列第一。从表 1 可知，发文量最多的机构仅有 6 篇期刊文章，

占总篇章比例很小，说明关于工程英语的研究比较分散，暂未形成核心研究机构群体。 
 
Table 1. The top 7 publishing organizations 
表 1. 排名前 7 发文机构 

排位 机构 初始发表年份 发文量/篇 

1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6 6 

1 南昌航空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2007 6 

1 吉林建筑大学城建学院 2015 6 

4 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7 5 

4 山东科技大学 2019 5 

6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013 4 

6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2013 4 

3.3. 研究者 

在 CiteSpace 操作界面，选择节点类型为作者(Author)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如图 3 的可视化图谱，

类似的，作者名字的字号越大，表明该作者在 319 条数据中出现的频率越高，“E”代表连线，节点之间

的连线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连线越粗，说明他们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越高。根据左上角的描述

中的“N = 347, E = 220”可以看出各位作者间的合作主要以三个小团体的形式存在，而几位突出的作者(丁
园、刘群、黄健平等)之间的连线也比较少，因此研究者之间的合作需进一步加强。 

借助 CiteSpace 中显示的有关作者的分析数据，截取前 7 位高产作者的数据并制成表格，可得到如表

2 所示的结果。其中丁园、刘群发表的文章较多，两位发表的文章数量分别为 6 篇和 4 篇。这两位作者

之外的其他研究者发表的文献数量绝大多数在 1~3 篇，结合图 2 可看出除发文量第一的丁园存在与其他

作者有连线之外，其余 6 位皆没有连线，这说明我国工程英语的研究合作暂未出现雏形，该领域急需形

成有核心影响力的作者合作子网络来筑成工程英语的研究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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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Relationship diagram of author partnerships 
图 3. 作者合作关系图谱 
 
Table 2. The top 7 authors and their publication number on engineering English 
表 2. 工程英语发文排名前 7 的作者及其发文量 

排位 作者姓名 发表初始年份 发文量 

1 丁园 2007 6 

2 刘群 2015 4 

3 张诤达 2016 3 

3 黄健平 2004 3 

3 杨晓红 2007 3 

3 冉明志 2011 3 

7 易彩纯 2014 2 

4. 国内工程英语的研究领域与热点分析 

4.1. 研究领域 

在分析工程英语的研究热点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工程英语的研究领域。首先通过 CiteSpace 的操作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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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节点类型选择为关键词(Keyword)进行科学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图 4 所示的关键词共现

图谱。然后将图谱中的关键词按照相关算法进行聚类总结，得到如下图 5 的关键词聚类图谱。聚类图谱

侧重于体现聚类间的结构特征，突出关键节点及重要连接[2]。结合两张图中的相关关键词数据能够分析

得出核心研究圈有关工程英语的主要研究领域。 
图 4 中出现了工程英语、专业英语、翻译策略、环境工程、科技英语等字号较大的关键词，表明这

些关键词在 319 条文献中出现的频次较高。同时，也出现了其他字号相对较小的关键词，如专业词汇、

教学方法、教学改革、翻译技巧，也有学者对其他话题的侧重关注。 
 

 
Figure 4. Diagram of keywords co-occurrence on engineering English 
图 4. 工程英语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 4中的关键词较多，为了提高总结研究领域的精确度，本文借助CiteSpace的关键词聚类这一功能，

将图 4 中联系较为紧密的关键词进行汇总形成聚类，得到如图 5 所示的关键词聚类图谱。CiteSpace 依据

网络结构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了模块值(Q 值，即 Modularity Q)和平均轮廓值(S 值，即 Mean Silhouette)
两个指标，当 Q 值 > 0.3 时，聚类结构就是显著的；当 S 值达到 0.7 就可认为聚类是令人信服的[2]。图

5 左上角的数据显示 Q 值 = 0.7517，S 值 = 0.9307，因此该聚类图谱的聚类结构十分显著，且结果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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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服。 
 

 
Figure 5. Diagram of keywords cluster on engineering English 
图 5. 工程英语关键词聚类图谱 
 

根据图 5 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可以看到算法一共得出 8 个聚类(#0~#7)，各聚类按顺序从小到大所含

文献量依次递减。为了进一步定位国内工程英语的研究领域，本文截取了 CiteSpace 中前 8 个聚类的前三

个代表性最强的关键词以及其他相关数据汇入表 3。 
通过对表 3 中的各聚类的代表性关键词进行整合分析，结合图 4 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可将国内工程

英语领域内的研究分为以下两个领域： 
1) 以工程英语的翻译为视角(翻译策略、翻译技巧、科技英语) 
该研究领域将工程专业相关知识与英语翻译结合起来，主要探讨各专业的词汇和句法特点，或结合

翻译策略来探讨一些有效的翻译技巧。如来自重庆交通大学的黄健平和邓亮(2012)从专业术语、缩略词和

复杂词的使用探讨了土木工程英语词汇翻译的相关策略及翻译中需要注意到问题[3]；来自中国石油大学

的孔德亮(2013)通过分析机电工程英语的词汇及句法特点，阐述了机电英语的翻译策略以促进机电工程的

学科进步、技术发展和国际交流[4]；来自山东科技大学的韩力梅、任在翔等(2017)应用美国翻译学家奈

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对矿业工程英语的词汇、语句和语篇三部分进行了翻译实践与研究，从译者自身和

读者视角分别得出启示[5]。 
2) 以工程英语的教学为视角(教学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该领域以大学英语为基础，通过分析高校工程专业英语教学的模式和现状来强调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和措施，或者是有关工程英语教学改革的探索和实践。例如中南大学的王云燕、柴立元等(2008)针对中南

大学冶金环境工程专业英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冶金环境工程专业英语教学改革建议，

并在实践中获得了经验与启示[6]；南京工程学院的王晓丽、储旭东等(2012)从多个角度探索了环境工程

英语教学改革方式，为完善的专业英语教学提出了改革建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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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Summery table of keywords cluster on engineering English 
表 3. 工程英语关键词聚类汇总 

聚类 文献量 S 值 文献起 
始年份 聚类内代表性关键词 

#0 环境工程 38 0.921 2013 环境工程(52.41, 1.0E−4)；专业英语(50.49, 1.0E−4)；教学改革(22.18, 1.0E−4) 

#1 工程英语 35 0.999 2014 工程英语(14.76, 0.001)；专业英语(9.77, 0.005)；环境工程(7.38, 0.01) 

#2 翻译策略 33 0.921 2016 翻译策略(20.72, 1.0E−4)；科技英语(19.8, 1.0E−4)；金属矿业(16.44, 1.0E−4) 

#3 大学英语 28 0.912 2014 大学英语(13.34, 0.001)；教学方法(9.06, 0.005)；教学模式(8.84, 0.005) 

#4 翻译技巧 21 0.896 2009 翻译技巧(20.32, 1.0E−4)；土木工程(15.14, 1.0E−4)；翻译方法(10.03, 0.005) 

#5 翻译 18 0.872 2010 翻译(27.59, 1.0E−4)；特征(10.79, 0.005)；应用逻辑(5.35, 0.05) 

#6 专业词汇 15 0.908 2016 专业词汇(12.46, 0.001)；关联用语(5.52, 0.05)；真实语料(5.52, 0.05) 

#7 英语专业 10 0.986 2013 英语专业(14.29, 0.001)；信息工程(7.05, 0.01)；工程英语人才(7.05, 0.01) 

4.2. 研究热点 

研究热点是某一时间段内，有内在联系的、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论文探讨的研究问题或专题，可以

从关键词的聚类结构来分析某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主要方向[8]。将图 4 的关键词共现图转换成为关键

词时区视图，结合 CiteSpace 软件总结的 1995~2022 年出现的研究爆发点，有助于发现不同时间段的研究

热点。图 6 的关键词时区图显示初期研究聚焦在工程英语的基本范畴上，中期出现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 
 

 
Figure 6. Keywords time line map of engineering English 
图 6. 工程英语关键词时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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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英语翻译层面，接着是工程英语教学方面的兴起，最后形成了翻译与教学两大研究热点并行的局面。 
为了能够准确发现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的爆发点总结功能，结合历史背景和

关键词爆发点图(图 7)，本文将工程英语有关研究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995~2000 年，此时处于工程英语的研究起步阶段，该时间段内文献内稀少，暂时没有出现任何研

究热点。 
2001~2008 年，此时出现了工程英语的第一个研究热点——工程英语翻译。21 世纪初期，我国经济

飞速发展，其中第二产业重工业的发展首当其先，工程类重工业此时迫切需要与国外先进技术接轨，因

而这一阶段工程英语的研究重点在翻译技巧与策略上。 
2009 年至今，这时中国的经济已取得可观的进展，工程类工业开始朝更精细、更具体的方向发展，

此时需要的是高端工科技术人才，随着 2017 年新工科建设的稳步推进，新工科背景下的专业英语教学及

改革研究很快成为关注热点。此后有关工程英语的相关文献主要围绕翻译和教学改革两大热点前进。 
 

 
Figure 7. Diagram of keywords emergence detection on engineering English 
图 7. 工程英语关键词突现探测图 

5. 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国内有关工程英语的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

决。本文参考相关文献拟列出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给出相关建议。 
首先，国内工程英语存在研究不完善不平衡的现象。根据以上的数据分析可知，研究作者和研究机

构间的合作与联系较少，这是没有形成核心研究圈的原因这一。而且有关工程英语的核心学术期刊以翻

译为主，与教学相关的核心期刊寥寥无几，直接导致了该研究领域发展不完善不平衡的现象。在未来的

研究上，研究者们需加强合作联系，力求促进工程英语核心研究圈的筑成，以此向多领域、多学科的横

向发展。 
其次，国内工程英语的近年的研究动力不足。透过知网可得知，近期工程英语的学术期刊以评某一

本工程英语教材为基础，讨论翻译策略或教学理论。如常树军(2022)以《食品科学与工程英语》为评述对

象，阐述了食品行业英语词汇特征及翻译策略[9]；张宁光(2022)将《英语课堂有效互动》一书与机械工

程专业英语教学现状相结合，说明了如何有效实践书中提升英语课堂互动性的策略[10]。以上研究虽较好

地指出了中国工程英语翻译或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但较少具备理论支撑。因此国内研究者需要拓宽视野，

尝试利用国外研究理论来发展国内研究。 
再次，国内工程英语缺乏定量化研究。目前国内研究者更加偏爱定性研究，采取定量研究方法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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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较少。冉明志(2012)从机械工程英语的语言特征论述了机械工程词汇、缩略语、专业术语、难句的

翻译原则，并全面的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11]，但缺乏后期的实践论证。即使采用定量研究，也存在研

究样本较小等问题，孔繁霞、王歆(2015)运用内容依托式教学理念，以问卷形式对 252 名 ESP 工程英语

课程学习者进行课程效果调查，证实该课程项目能够同时提高学生语言和专业技能[12]。通过调研获取数

据的研究较少，而且对于数据来源、模型选取和数据处理方式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态度。因此这不仅需要

继续提高我国工程英语教学改革效果，而且需要研究者优化研究方法，缩小因受到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使

研究结果不同的影响。 

6. 结语 

本文结合 CiteSpace 可视化图谱，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国内工程英语相关研究的发展概况进行了

探究。借助这一分析软件，本文总结了国内工程英语研究的高产作者、领先机构、研究领域和热点等重

要信息。同时发现，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团队合作。在对研究领域和热点的分析中，发现国内工

程英语研究存在发展不完善不平衡等问题；而且近期缺乏足够的研究动力，研究者大多通过套用现有的

框架对工程英语的翻译或教学进行论述，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仍比较有限；此外工程英语的相

关研究更多停留在思辨性层面的定性研究探讨，少有实证层面的定量研究，对于教改中各个环节的具体

实践过程、结果有效性、实施困难性等微观层面很缺乏。因此，国内学者和机构之间应该加强合作，全

面提升该领域学术成果的水平，此外，寻找新的研究点、加强对薄弱环节的研究，并且在研究中发掘本

土理论也是研究者后期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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