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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疫情在我国各地爆发后，关于“新冠疫情研究”主题的文献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期刊上。为了探究

新冠疫情研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借助软件CiteSpace5.6.R5和中国知网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对该主题文献

进行分析。通过对文献的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与主题、高被引文献以及热点演变进行分析，对

该主题研究进行阶段性概括描述，旨在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资料。研究发现：在应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疫情防控问题、经济复苏政策等方面，仍然是新冠疫情研究未来需要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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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cross China, literature on the theme of “COVID-19 Research” has 
frequently appeared in variously domestic journal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al status 
and trend of COVID-19 research, the paper analyzed through the visual knowledge map of soft-
ware CiteSpace5.6.R5 and CNKI. By analyzing the document author,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key 
words and theme, highly cited literature and flashpoint evolution, the topic research is summa-
rized, aiming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subsequent researchers. The research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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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 that in response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blems, 
economic recovery policy etc., it is still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OVID-19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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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新冠爆发以来，“新冠疫情”便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国家和政府纷纷出台了许多政策，

为疫情的防控提供了保障，也构建了一个公开透明的疫情信息网络系统，让人们能够获得实时数据。在

过去的一年里，不同领域的学者针对新冠疫情做了各方面的研究，在此之前，虽然也有学者对新冠疫情

研究的可视化进行分析，但分析内容比较少，研究周期较短以及各领域对新冠疫情的研究没有形成系统

性。本研究将依托可视化的研究方式，从发文学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等方面制作知识图谱，通过分析，

提出可行性建议，为未来新冠疫情研究提供一个更为科学的研究方向。 

2. 数据的来源、筛选以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获取和整理 

本文主要对主题为“新冠疫情研究”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为确保该研究分析的准确性及完整性，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具有广泛的数据库，并且实时更新，能够保障提取最新的数据。在中国

知网中，以“新冠疫情研究”为主题，对该主题进行文献检索，并筛选出源于核心期刊的学术期刊文献，

得到 1333 条数据，经过筛选，最终留下有效的数据有 1322 条。这些数据最早发表于 2020 年 1 月 1 日，

最晚发表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故研究区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5.6.R5 引文空间是一款可以对发文作者、发文机构以及关键词等进行可视化分析的软件，

主要提供共被引分析、共现分析、聚类分析等功能。CiteSpace5.6.R5 虽然提供共被引分析功能，但是却

不支持对 CNKI 的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为弥补 CiteSpace5.6.R5 的不足，因此本研究采用 CiteSpace5.6.R5
版本与 CNKI 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主题进行研究。利用 CiteSpace5.6.R5 分析发文作

者、发文机构以及关键词共现的网络图谱，同时利用中国知网的计量分析功能分析文献的共被引关系。

通过可视化的手段呈现作者、机构、关键词、以及共被引关系的分布、结构和规律等，以此探索分析新

冠疫情研究的变化趋势，研究热点与前沿话题的关系，为科学梳理我国新冠疫情研究进程、演化路径和

探讨未来研究方向提供借鉴与参考[1]。 

3. 研究结果和分析 

3.1. 发文作者的可视化分析 

对发文作者进行网络图谱分析，依据层次的差异性选取不一样的阈值，在 Node Types 中选择合作网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1.10622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金玲 等 
 

 

DOI: 10.12677/aam.2021.106222 2128 应用数学进展 
 

络分析中的 Author，得到发文作者聚类知识图谱如图 1。图中的节点数量与大小代表着核心作者群体共

线的频次，节点越大表明该作者出现频率越高，反之则越低；线条多少与粗细则代表着作者间的合作强

度与紧密性，连线越多越粗则表明作者间的联系程度越强[2]。 
 

 
Figure 1. Clustering knowledge map of the authors of the new crown epidemic study from January 1, 2020 to December 15, 
2020 
图 1.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新冠疫情研究发文作者聚类知识图谱 

 
从图 1 可以看出，新冠疫情研究发文作者聚类知识图谱中共有 79 个节点(N) 43 条连线(E)，共现密度

(density)为 0.014，大部分学者还处于分散状态，节点之间的连线较少，表明研究作者之间虽有共现关系，

但相互合作程度有限，未形成有较大影响力的合作团体，成果共现度较弱。如表 1 统计显示，发文量较

高的作者是段小丽、曹素珍、芦千文，各出现了 5 次，其次为方鹏骞、魏佳宁、樊胜根等，均出现 3 次

及以上，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作者一共有 25 篇文献，构成新冠疫情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其中，段

小丽、曹素珍、魏佳宁等作者出现了固定的合作关系，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芦千文、

华中科技大学的方鹏骞、中国农业大学的樊胜根合作关系较为零散。表明目前学术界有关新冠疫情研究

的作者基数较大，从整体上看相对分散，出现“小聚集”的研究趋势，这是因为各个团队之间受距离的

影响，联系关系较弱。从研究团队上看，北京科技大学曹素珍–段小丽–魏佳宁组成的研究团队与郑州

旅游职业学院、河南旅游研究院王璐–王少华–王梦茵组成的研究团队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发文数量高

于其他学者，表明研究团队在组建方面具有专业性与高效性，但团队组建受地域等限制，综合性不强。

对于孙一飞–朱杰–顾江–周恺–顾朝林组成的研究团队，团队成员来自不同高校或研究所，这一团队

的出现，预示了在未来新冠疫情的研究中，学者间有倾向于不同地区不同领域间的交流合作的趋势，使

新冠疫情的研究逐渐摆脱单一性、片面性，研究成果更具综合性、多元化，为人类抗击新冠疫情领域达

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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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uthor of the top 10 publications from 1 January 2020 to 15 December 2020 
表 1.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新冠疫情研究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作者 

序号 发文量 作者 

1 5 段小丽 

2 5 曹素珍 

3 5 芦千文 

4 4 方鹏骞 

5 4 魏佳宁 

6 3 樊胜根 

7 3 金碚 

8 3 王娇娥 

9 3 吴丰昌 

10 3 郑保卫 

3.2. 合作机构分析 

对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有关于国内新冠疫情研究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图谱分析，得到发文机构网络图

谱如图 2，从发文机构的网络图谱中，我们可以发现，绝大部分的发文机构之间的连线相对比较少且稀

疏，有些机构仅为一个孤立点，这意味着在“新冠疫情研究”这一领域，国内大部分的研究机构之间的

联系并不紧密，但可以发现存在个别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之间有细线的连接，彼此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形成了一个小网络。此外，存在少数机构间有细

线连接的现象，但这些研究机构同属于某一个更大的研究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中国人民大

学新闻学院均同属于中国人民大学，这说明国内对新冠疫情的研究更加依赖于校内合作的研究模式。 
 

 
Figure 2. Mapping of the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图 2.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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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核心期刊中发文机构的网络图谱，对新冠疫情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数据统计如表 2，可以看到，

在“新冠疫情研究”这一领域中，我国的主要研究力量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

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核心刊物上发文 61 篇，中国人民大学在核心期刊

上发文 31 篇，中国科学院在核心期刊上发文 27 篇。这说明对新冠疫情进行研究的主力军多为研究所或

985、211 高校，且均分布在我国相对发达的地区；普通院校、欠发达地区的研究机构对新冠疫情的研究

水平还有待提高。 
 

Table 2. Number of communications from core agencies (TOP10) 
表 2. 核心机构(TOP10)发文量 

序号 发文量 发文机构 

1 61 中国社会科学院 

2 31 中国人民大学 

3 27 中国科学院 

4 22 复旦大学 

5 20 武汉大学 

6 16 清华大学 

7 16 北京大学 

8 12 四川大学 

9 12 南京大学 

10 11 吉林大学 

3.3. 关键词和主题的研究 

3.3.1. 关键词共现研究 
关键词共现主要是运用文献的高频词汇对主题词语共同出现的情况，从而可以确定该文献所代表不

同学科中各个不同的主题之间的联系，统计文献的主题词组在不同的文献之间出现的概率，由此形成的

一个由这些主题词对关联词语所组成的共词网络图谱，利用软件 CiteSpace5.6.R5 对新冠疫情研究关键词

进行关键词共现，在研究新冠疫情关键词的可视化图谱中，图谱里面的圈圈越大，并不是代表中心性的

大小[3]，而是表示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多。其中，节点数就是图谱中关键词的个数，边数就是关键词

之间的连线的数量，只要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两者之间就会有一条连线。 
根据图 3 可知，根据关键词共现的相对强度指标，现在对新冠疫情研究共现的主要是分为三大类，

首先是：新冠肺炎疫情主要是围绕疫情发展情况的共现，其随之而来的有：全球化的发展、如何进行全

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如何高效地进行复工复产等一系列的问题；其次是：新冠肺炎，这是

围绕病毒本身的共现，其延伸出了：新型冠状病毒结构和性质等研究、如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

后是：疫情防控，主要是围绕如何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更科学地防控和把关的共现，其拓展出了对于疫

情防控的应急措施和在重大疫情面前应该如何治理等措施。 

3.3.2. 关键词聚类研究 
运用 CiteSpace5.6.R5 软件对新冠疫情研究进行聚类可视化分析，得到关键词的可视化分析图谱。从

图谱中可以得到聚类模块化 Q 值为 0.5338 大于 0.4，平均轮廓分数 S 值为 0.5937 大于 0.5，说明聚类的

https://doi.org/10.12677/aam.2021.106222


刘金玲 等 
 

 

DOI: 10.12677/aam.2021.106222 2131 应用数学进展 
 

结构层次是有效的，所利用对数极大似然率算法的方法置信度比较高[4]。如下图 4，我们发现显示了关

键词动态的不断演化的过程，图中的每一个“#”号代表了一个聚类，顺序是从 0 到 8，数据越小，聚类

中所包含的关键词越多，每个聚类是由几个紧密相关的词组成的，它们分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防控、全球化、财政政策、防控措施、量化宽松、医学免疫等。 
 

 
Figure 3. Common map of key words in the study of new crown epidemic 
图 3. 新冠疫情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ure 4. Clustering of Keyword in New Crown Epidemic Research 
图 4. 新冠疫情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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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最关键节点。第一类新冠肺炎疫情主要是对于疫情的发展情况

进行实时的追踪，统计各地区每日疫情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境外输入、累计确诊、累计治愈、累计

死亡、无症状等情况；第二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研究的是病毒的类型和变异、以及如何研制出病毒的抗

体等；第三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关注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健康、安全的重大传染病疫情事件；第四类

疫情防控的研究主要是对于疫情的蔓延，国家应该如何进行有效遏制疫情；第五类全球化主要是在全球

化的背景之下，各国应该如何更好地应对这次疫情的爆发；第六类财政政策关注的是对于新冠疫情的爆

发，财政的调控问题；第七类防控措施主要研究哪些措施既能尽快复工复产也能防止新冠疫情的再次爆

发；第八类量化宽松主要关注中央银行实行较低的利率政策，降低储蓄量，提高人们的投资热情，加快

资金的流动速度，促进经济高速平稳增长；第九类医学免疫主要研究利用人类的免疫系统产生抵抗疫情

的抗体。从这九大聚类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在新冠疫情研究这个领域中，最为关注的是对新冠疫情的实时

情况进行追踪和分析。 

3.4. 高被引论文 

祝清松和冷伏海[5]认为高被引论文指在某个统计时间段内，被引用次数排在学科前列的论文，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了学科的研究进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因此选择从高被引论文的方向研究，可以有助

于提高文献数据质量。 
本文所采用的 1322 个文献中，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比较难找到一个合适的断层点，因此需要寻找一个

界定高被引论文的方法。在目前高被引用论文确定的几种方法中，本研究采用具有较强科学性和广泛性

的百分比法[6]。刘雪立认为：可以利用文献计量学的“二八现象”，把被引用的论文按频次排序，以前

20%的论文作为高被引论文[7]。但是由于涉及新冠疫情研究还没到一个稳定期，处在前 20%位置的论文

被引频次不高，故本研究采用前 15% (200 篇)的论文作为高被引论文。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for high cited papers 
图 5. 高被引论文参考文献的分布 

 
由高被引论文作为研究文献数据，所得高被引论文参考文献数量随年份的分布如图 5 所示。高被引

论文所参考的文献数量分布总体呈递增趋势，但是在 2003 年有一个突增点，原因是 2003 出现了传染性

非典型肺炎，所以 2003 年存在比较多关于疫情的文献可以参考和借鉴。在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的

参考文献增长幅度来看，这三年间高被引论文的参考文献逐期增长量大体上相等。通常来说，2020 年作

为新冠疫出现的第一年，涉及新冠疫情研究主题的文献应该最多，但是逐期增长量和前两年的相差不大，

这表明 2020 年的新冠疫情研究的进展似乎还没有到达成熟期。 
从如下表 3 分析得到，作为高被引论文的两百篇文献的篇均参考数和篇均被引数相差不大。篇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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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数为 10.5，篇均参考数为 10.6，表明为这 200 篇高被引论文中，论文的被引和参考数刚刚满足一个内

需的及格线；再看下载被引比为 0.00251，表 3 由于只保留两位小数所以显示为 0，可以看出高被引论文

总体影响不大或者质量相对不高。 
 

Table 3. Indicators of high cited papers 
表 3. 高被引论文指标 

文献数 总参考数 总被引数 总下载数 篇均参考数 篇均被引数 篇均下载数 下载被引比 

200 2120 2100 835,630 10.6 10.5 4178.15 0 

3.5. 热点演变分析 

基于中国知网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主题为“新冠疫情研究”的学术期刊，本次分析运用可

视化软件 CiteSpace5.6.R5 挖掘文献的研究热点并探究热点的演变过程，通过浏览此期间发布的文献的题

目及关键词可以发现，每一时间段人们研究的主题略显不同。因此，为探究人们的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

我们把这一阶段分成初期(2020.1.1~2020.4.30)、中期(2020.5.1~2020.8.31)以及近期(2020.9.1~2020.12.15)
三个阶段，从初期的文献中选取发表时间为 2020.01.01~2020.02.15 的文献进行分析，中期则选取发表时

间为 2020.6.15~2020.6.25 的文献，近期选择发表时间为 2020.11.20~2020.11.30 的文献。 

3.5.1. 初期 
疫情刚开始时，面对武汉市市民被确诊为不明肺炎症状，人们对此了解并不深，武汉市政府甚至和

民众说这种病毒没有人传人的危险，但后来却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出现类似的症状[8]。在此期间，人们研

究的热点主要是美元汇率、交通、不可抗力因素和线上线下教学等，这是因为疫情在武汉爆发后不久便

采取了封城的措施，这一举措使人们无法随意走动，导致贸易活动无法正常进行，不利于经济增长，进

而影响汇率水平；对于交通，疫情在武汉严重起来之时，多数社区在封城的基础上采取封社区的措施，

公交地铁停止运行；疫情期间出于安全考虑，大部分高校、中小学采取线上教学的措施，部分疫情形势

稍轻的地区则采取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致使线上线下教学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 
如下图 6 为初期研究热点共现网络，根据图中每一个圆的大小判断本期学者的研究热点，圆越大表

示其所代表的词出现的频率越高，基于共线网络图我们发现这一时期学者关注的点主要是疫情防控，基

于疫情防控探究疫情对其他因素的影响等。从此图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各词组之间的联系密切，圆与圆

之间出现交叉的现象。 

3.5.2. 中期 
这一阶段，中国的疫情形势渐趋稳定，国外疫情形势则开始严峻起来。这一时期，学者研究的热点

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中美关系、经济发展、新冠疫情、人类社会、疫情防控、受众等。疫情期间甚至美

国疫情越来越严重之时，美国仍不忘通过各种途径打击中国，因此，中美关系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中

国疫情渐趋稳定后，各地掀起了复工复产的浪潮，经济也在复工复产的浪潮下渐渐升温，这时中国经济

的发展成为学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但是，疫情形势渐趋稳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通过国家

卫健委公布的数据可以发现虽然中国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这一时期部分地区仍然有新增患者，

因此，多数学者研究的方向依然是疫情防控。 
如下图 7 为中期研究热点共现网络。从图中圆的大小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学者的研究方向仍然是新

冠疫情、疫情防控，虽然疫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依然要做好防护工作，我

想这应该也是学者以及国家所呼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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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Hot spot co-occurrence network at the beginning 
图 6. 初期研究热点共现网络 

 

 
Figure 7. Hotspot co-operation network in mid-term research 
图 7. 中期研究热点共现网络 

3.5.3. 近期 
近期以来，疫情形势较初期稳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升温，但仍然有新增患者。这时，学者关注

的是工作压力、供应链体系、病毒(人与自然)、疫情期间人们的心理以及课程思政等。由于疫情，致使部

分生产对外贸易货物的工厂供大于求，货物剩余过多，进而所需工人的数量减少，导致一部分失业。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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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每年都有数以百万的大学生加入到求职人群中，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就业压力、工作压力越

来越大；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真实地反映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应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为了自

身的利益去伤害大自然，伤害大自然最后的结果可能伤害的却是人类自己；疫情期间，难免有人会对现

在的社会状况产生焦虑的心理，因此，也有一部分学者研究疫情期间人们的心理状况；因此，疫情背后

隐含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促进大学生学习相关知识，成为学者探究的热点。 
如下图 8 为近期研究热点共现网络，从此图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词组与词组之间的联系较初期没有那

么密切，圆与圆之间的重合部分较少。 
 

 
Figure 8. Recent hotspot co-operation network 
图 8. 近期研究热点共现网络 

4. 结论与讨论 

在国内新冠疫情研究领域，研究机构之间、研究作者之间虽有一定的合作，但合作并不密切，未能

建立起一个规模相对较大的合作网络，今后研究者们仍需打破校内小合作的格局，与交叉领域的学者一

起交流、合作，以此促进新冠疫情研究领域的发展。 
通过对新冠疫情研究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新冠疫情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防控、经济复苏等方面。 
此次疫情的爆发，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信号——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何快速地进行

科学、有效的处理？正所谓：构建科学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制度体系，是增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

信心的一剂“强心剂”。因此，各地医疗部门应总结经验，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公共卫生法治保障、

应急物资保障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治制度等方面综合协调[9]，完善突

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研究中，学者对如何进行疫情防控的关注居高不下。在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国

外疫情形势依旧严峻的时期，国内外政府和学者应持续关注疫情防控工作，完善疫情防控治理体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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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控制住疫情的蔓延趋势，找到防控和治疗方法，才能保障人民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 
正如前所诉，各地医疗部门应总结经验，构建完善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制度体系，在国内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基础上加强对疫情的研究，保证后续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那么，如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基

础上促进经济发展呢？ 
在致力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推出相关保障制度，着力推进经济发展。第一、刺激消费、

增加内需。降低银行储蓄利率，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稳定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推出相关社会保障制

度，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二、政府宏观调控。政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

政策，使民生等重要领域得到保障，此外，适当增加税率，使汇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第三、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本次研究基于 CiteSpace5.6.R5 对中国知网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主题为“新冠疫情研究”

的文献的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与主题、高被引文等进行可视化分析，挖掘学者的研究热点及趋

势，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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