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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纺织业知识可视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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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纺织业增速持续放缓#亟需找到纺织技术新的增长点&为了探寻全球纺织业技术前沿#通过
M-6+/

?

&0+

科学知识图谱软件对
/ME

收录的
=A

种纺织期刊进行分析#采用统计计量)共词分析与可视化分析等方法#得到全球

纺织研究高水平机构)核心作者)研究关键词)热点与关键节点等可视化图谱#并在此基础上描绘十年来热点的动态

演化路径&结果表明$全球纺织产业近十年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纺织废水处理和复合纤维材料#功能化纺织品是研

究的新方向*国内外纺织研究所关注的领域大致相同#但侧重点有所差异#其中我国对绿色生产的研究稍显不足&

关键词!纺织产业*可视化*共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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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形势持续走弱%中国经济步

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国内纺织产业增速明显放缓#面

临着诸多困难&其中成本控制和技术创新既是重点

也是难点&一方面#国内纺织业包括劳动力%原料及

环保成本持续攀升#纺织企业大面积亏损&我国纺

织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成本中
AHg

$

:@g

为

劳动成本&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波

动导致企业平均成本上涨
:g

$

Gg

"近
B@g

企业利

润率在
Ig

以下$#我国纺织业集体陷入发展困

境,

A

-

&

=@AG

年
F

月#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

'纺织工业发展规划"

=@AG

(

=@=@

年$)有针对性地

提出#*十三五+期间纺织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年均

增长
AHg

#并推动一批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区域品牌

试点#要求以知识产权作为重要支撑#让我国纺织产

业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另一方面#

国际纺织业推进技术创新的诉求不断增强#技术竞

赛愈加激烈&近年来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争相提出

*工业
Ie@

+与*工业互联网+等口号#纺织与纤维技术

的研究已经成为了一股新的潮流&美国国防部负责

创建成立了纤维与织物制造创新机构&而德国早在

两年前就确立了名为*未来纺织+的国家级战略,

=

-

&

此外#各国设立日益增高的技术壁垒与绿色壁垒#使

我国纺织品出口受到很大影响#根据国家质检总局近

年来的调查#自
=@@B

年以来#纺织行业因技术壁垒造

成的损失均约占总损失的
A

3

A@

左右#金额达
H@

亿美

元以上,

:

-

&虽然我国随着经济进入*十三五+重要发

展转型期#纺织产业也力求精细化发展#然而我国纺

织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一"相关研究综述

为突破产业困境#在根源上就要求纺织知识技

术的创新与发展#需要对全球纺织业知识技术前沿

及其发展路径有全面的了解与完整的梳理&近十年

以来#学界不乏对于纺织业前沿知识技术的综述性

研究#学者们从丰富的多个学科角度对纺织业技术

发展方向进行了探索与总结#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

果&相关综述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一#对纺织材料%纺织产品的知识技术及发展

路径进行归纳&对某一类技术进行综述的研究有!

C&56

,

+$O-

等,

I

-在对纺织品抗菌改性需求论述的基

础上#综述了具有良好抗微生物活性的无机纳米结

构材料的性能及其在纺织改性中的应用#评论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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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应用方法#为后续纳米材料研究建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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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离子体处理技术进行了介绍#综述了低温等离

子体技术在纺织品表面改性方面的研究进展#并对

其处理纺织材料应用的发展现状和前景进行了评

述#推进了产业中等离子体处理技术研究和推广&

李雪梅等,

G

-综述了复合纤维的发展历史%主要原料%

分类和研究现状#为产业及相关人员开展复合纤维

技术的研究提供参考&对纺织材料技术发展进行梳

理的研究有!

U"$%

等,

B

-对
AFFH

(

=@@H

年美国化学

纤维和纺织工业的发展进行了追溯与回顾#对美国

纺织业创新趋势进行了展望.杨世团等,

;

-对美国%欧

洲与亚洲地区近年来涌现的新技术进行了初步的总

结归纳#认为我国情况是纺织企业虽然也对高科技

纺织品服装有所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开发力度还

很不够#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比较少#与发达国家存在

较大的差距.董奎勇,

F

-总结了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

和地区纺织材料及技术进步路径#提出在传统创新%

模仿创新%微创新和破坏式创新的基础之上#由量变

带来质变#最终实现颠覆性创新与技术突变&

第二#对纺织工业生产流程中新型技术工艺的

研究综述&赵越锦,

A@

-基于对我国纺织产业生产和

管理现状的分析#综述了纺织厂自动化纺机网络信

息集成工程#对工业控制网络在纺织厂的综合应用

及其在工厂设备运行管理中的优势进行了论述.张

绍萍,

AA

-综合分析了几种高新技术在纺织工业中的

应用#提出在改革时期#应当不断地采用高新技术%

新型原材料和新工艺#加快技术发展步伐.

U&$-(-

等,

A=

-基于对超声波技术原理的介绍#综述了超声波

技术在纺织流程中应用#并分析了现状与前景#为产

业内超声波技术的纺织应用提供理论借鉴.刘敏华

等,

A:

-综述了纺织品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检测技术#旨

在为纺织品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检测提供技术参考.

严方平等,

AI

-从纺织废料的分类%回收%再加工等多

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地分析#为纺织废料处理提供了

理论基础.王艳秋等,

AH

-在详细区分八种绿色纺织纤

维材料的基础上#对染整过程的各环节的污染清洁

技术进行了分析#为纺织业污染问题解决提供了建

议.钱红飞,

AG

-就当前纺织品清洁染色技术的研究与

应用现状进行了阐述.罗伟等,

AB

-

%张帆等,

A;

-对废旧

纺织品回收的相关技术进行综述#主要从非纤聚酯

和聚酯纤维的角度#分析对比了目前应用较为广泛

的物理方法和真正意义上的回收再生利用的化学方

法的过程及其优缺点#对废旧纺织品回收的新技术

进行了研究与讨论&

第三#以上这两类综述性研究虽然侧重性较强#

但未从宏观的角度对技术发展前沿进行探讨#研究

领域与样本范围也较为局限.近年来开始出现的第

三类研究文献#利用
M-6+/

?

&0+

分析软件通过计量

分析方法#对纺织技术文献进行数据挖掘与计量研

究&

M-6+/

?

&0+

是一款现代分析软件#广泛用于文献

计量的可视化研究#

M*+%

,

AF

-率先将
M-6+/

?

&0+

可视

化软件对科学文献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M-6+/

?

&0+

技术也逐渐被运用于纺织业的研究#例如

张会巍等,

=@

-使用
M-6+/

?

&0+

可视化软件对
M<NE

期

刊数据库中
=@@@

(

=@AH

年的服装数字化技术研究

文献进了分析#归纳梳理了服装数字化研究的热点

与发展趋势#预测了
=@AG

年的研究方向#有很强的

创新意义.刘秀玲等,

=A

-运用
M-6+/

?

&0+

可视化软件#

对国内纺织产业
=@@G

(

=@AH

十年间相关文献的研

究热点和关键点进行了分析#归纳并指出了我国纺

织业技术研究路径%发展前沿和技术发展趋势.赵君

丽等,

==

-以
M//ME

数据库
AFF;

(

=@AH

年收录的
I;A

篇纺织产业经济管理类文献为研究样本#运用

M-6+/

?

&0+

可视化技术绘制出作者和机构图谱%关键

词共现图谱以及相关共被引图谱#动态和直观地呈

现了近十几年来我国纺织产业研究热点的变迁&

总体来看#进一步运用
M-6+/

?

&0+

软件与文献

计量技术#对全球纺织产业知识技术长时间的发展

路径与研究进展进行挖掘#对于我国纺织业技术研

究课题的方向选择与深入开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促

进作用&但是目前尚缺乏对进行全球纺织业系统的

可视化研究#故本文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启发#在文

献对国内纺织热点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文献统计与

计量分析方法#运用
M-6+/

?

&0+

从实证的角度对全

球纺织产业进行研究#对全球纺织业知识技术热点

进行梳理%归类与分析&

探寻全球纺织业知识研究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

题!全球纺织业知识技术研究整体现状如何4 相关

研究主体是哪些4 研究热点是哪些方面4 这些研究

呈现出什么样的发展路径4 因此本文根据这些问

题#通过
M-6+/

?

&0+

几种不同的可视化现代研究方

法#从三个层面展开研究!

&

$通过对全球纺织产业文

献的统计分析#提取期刊发文%高水平机构%核心作

者等内容#分析全球纺织业知识技术研究现状与研

究主体.

X

$通过聚类分析与共词分析#探究全球纺

织业知识技术的研究重点#展示发展路径%描绘发展

趋势.

0

$归纳总结上述研究结果#并与国内相关研究

的结论进行比较#展示国内外纺织业知识技术研究

HB

刘秀玲等!基于
M-6+/

?

&0+

的全球纺织业知识可视化研究



的差异状况&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
/ME

数据

库收录的
=A

种纺织期刊
=@@G

(

=@AH

年发表的文章

为样本展开研究&

二"全球纺织产业文献发表情况

为分析全球纺织业知识技术研究现状与研究主

体#本文对文献发表情况进行统计#获取并分析了文

献数量的变化趋势#并对全球范围内纺织类期刊%高

水平研究机构%核心研究作者进行了排序和筛选&

以
=@AH

年
/ME

收录的
=A

种纺织期刊作为全球纺织

产业研究的样本来源#具体的期刊情况见表
A

#共检

索到
=@@G

(

=@AH

年
ABHFH

篇文献&

表
<

!

全球纺织产业知识来源期刊发文数及占比

序

号
刊名

发文

数3篇

占比

3

g

A C

7

+5&%OV-

.

P+%65

"染料与颜料$

=HAA AIe=B

= S-X+$5&%OV"'

7

P+$5

"纤维和聚合物$

AFB; AAe=I

: M+''#'"5+

"纤维素$

ABH: FeFG

I /+%1E]&ZZ&-5*-

"日本纤维学会志$

AIAF ;e@G

H

2+Y6-'+T+5+&$0*!"#$%&'

"纺织研究杂志$

A=BB Be=G

G

S-X$+5f2+Y6-'+5-%R&56+$%R#$"

?

+

"东欧纤维与纺织品$

A=I= Be@G

B

!"#$%&'"(6*+2+Y6-'+E%56-6#6+

"纺织学院学报$

AAA; Ge:H

; S-X$+M*+P-56$

7

"纤维化学$

;GB IeF:

F M"'"$&6-"%2+0*%"'"

.7

"着色技术$

H;A :e:@

A@

"̂"O&%OS-X+$/0-+%0+

"木材与纤维科学$

HBH :e=B

AA

!"#$%&'"(6*+>P+$-0&%Q+&6*+$

M*+P-565>55"0-&6-"%

"美国皮革化学家协会杂志$

H=A =eFG

A=

>>2MMT+4-+[

"美国纺织化学师与印染师协会评论$

HA= =eFA

A:

!"#$%&'"(6*+/"0-+6

7

"(Q+&6*+$

2+0*%"'"

.

-565&%OM*+P-565

"皮革学会杂志$

HA= =eFA

AI 2+Z56-'4+N"%(+Z5-

7

"%

"纺织服装$

I;@ =eB:

AH

!"#$%&'"(R%

.

-%++$+OS-X+$5&%OS&X$-05

"工程纤维和织物杂志$

I:G =eI;

AG E%O#56$-&2+Y6-'&

"纺织工业$

I:= =eIG

AB

E%6+$%&6-"%&'!"#$%&'"(M'"6*-%

.

/0-+%0+&%O2+0*%"'"

.7

"国际纺织科学与技术$

:BB =eAI

A;

!"#$%&'"(8-%

7

'f>OO-6-4+2+0*%"'"

.7

"乙烯和添加剂技术杂志$

:BI =eA:

AF

!"#$%&'"(E%O#56$-&'2+Y6-'+5

"工业纺织品杂志$

=IH Ae:F

=@

!"#$%&'"(<&6#$&'S-X+$5

"天然纤维学报$

==; Ae:@

=A

>#6+YT+5+&$0*!"#$%&'

"澳泰克斯研究杂志$

AHB @e;F

!!

从
=@@G

(

=@AH

年发文数和占比看#

C

7

+5&%O

V-

.

P+%65

期刊上文献最多#占比
AIe=Bg

#

>#6+Y

T+5+&$0*!"#$%&'

期刊上文献最少#仅占
@e;Fg

"见

表
A

$&

#一$文献发表的增长趋势

科学知识进步是和相关研究数量有直接密切的

关系&科学文献发文的变化显著反映该产业知识研

究水平变化情况&图
A

显示了
=@@G

(

=@AH

年国外

样本期刊纺织产业文献发表数量的变化&从发文总

数来看#

=@@G

(

=@AH

年文献数量在波动中趋于上

升#从
=@@G

年的
AAHB

篇文献上升到
=@AH

年的

=IBG

篇文献#说明近
A@

年来全球学术界对纺织产

业的关注在波动中趋于上升&

图
A

!

=@@G

(

=@AH

年样本期刊纺织产业文献数

图
=

表示
=@@G

(

=@AH

年全球纺织产业文献发

文最多的
:

家机构#分别是!

C"%

.

*#&3%-4+$5-6

7

"东华大学$#

R

.

+3%-4+$5-6

7

"艾杰大学$与
U"%

.

N"%

.

V"'

7

6+0*3%-4+$5-6

7

"香港理工大学$&

图
=

!

=@@G

(

=@AH

年样本文献中主要纺织产业

研究机构发表的文献数

#二$高水平研究机构分析

对全球纺织产业研究高水平研究机构及其合作

关系进行分析#有利于梳理纺织产业研究的前沿进

展&利用
M-6+/

?

&0+

对所有样本数据研究机构进行

分析#得到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
:

显示的是研究机

构的力量布局与合作关系&其中的节点越大意味着

该机构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越高#在领域研究的成

果越丰富#本文称之为高水平机构.节点间的连接线

表示其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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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G

(

=@AH

年全球主要纺织产业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

!!

表
=

是对图
:

的数据统计#显示了
=@@G

(

=@AH

年排名前
A@

位的纺织产业研究机构的发文量及其

合作关系"未剔除交叉合作$&这些机构发文总和为

:@=@

篇#占所有样本发文数的
AGe;=g

#集中度较

低&从图
:

和表
=

可以看出#首位研究机构为

C"%

.

*#&3%-4+$5-6

7

"东华大学$#共发表
GAG

篇.其

次是
R

.

+3%-4+$5-6

7

"艾杰大学$和
U"%

.

N"%

.

V"'

7

6+0*3%-4+$5-6

7

"香港理工大学$#论文发表数量

分别为
:BF

篇和
:=I

篇&

从机构之间的合作发文数可以看出#

E5'&P-0

>d&O3%-4+$5-6

7

"伊斯兰自由大学$和
>P-$Z&X-$

3%-4+$5-6

7

2+0*%"'

"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合作

发文量最多#共
:;

篇.其次为
C"%

.

*#&3%-4+$5-6

7

"东华大学$和
U"%

.

N"%

.

V"'

7

6+0*3%-4+$5-6

7

"香

港理工大学$#共合作发文
:B

篇&这
I

家机构均为

排名前十位机构#说明纺织产业高水平机构之间合

作较强&从节点间的关联强度看#最主要的机构间

合作是大学间的合作#而企业研发机构的合作发文

稀少&并且在不同水平机构之间#高水平机构间的

合作数量明显较高&

表
=

!

=EEA

*

=E<@

年全球前
<E

纺织产业研究机构与合作关系

序

号
机构名"发文总数$

总发文

数3篇

序

号
存在合作关系最强的机构"合作数$

A C"%

.

*#&3%-4+$5-6

7

"东华大学$

GAG A U"%

.

N"%

.

V"'

7

6+0*3%-4+$5-6

7

"

:B

$"香港理工大学$

= R

.

+3%-4+$5-6

7

"艾杰大学$

:BF = C"Z#dR

7

'#'3%-4+$5-6

7

"

=F

$"度库兹埃路尔大学$

: U"%

.

N"%

.

V"'

7

6+0*3%-4+$5-6

7

"香港理工大学$

:=I : C"%

.

*#&3%-4+$5-6

7

"

:B

$"东华大学$

I 2+0*3%-4+$5-6

7

Q"Od

"罗兹技术大学$

=FB I 3%-4+$5-6

7

]*+%6

"

G

$"根特大学$

H !-&%

.

%&%3%-4+$5-6

7

"江南大学$

=B; H /*-%5*#3%-4+$5-6

7

"

B

$"信州大学$

G E%O-&%E%562+0*%"'

"印度理工学院$

=GB G /#'+

7

P&%C+P-$+'3%-4+$5-6

7

"

A

$"德米雷尔大学$

B <M&$"'-%&/6&6+3%-4+$5-6

7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

=H@ B >&'6"3%-4+$5-6

7

"

;

$"阿尔托大学$

; /-0*#&%3%-4+$5-6

7

"四川大学$

==B ; U"%

.

N"%

.

V"'

7

6+0*3%-4+$5-6

7

"

B

$"香港理工大学$

F >P-$Z&X-$3%-4+$5-6

7

2+0*%"'

"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

AFG F E5'&P-0>d&O3%-4+$5-6

7

"

:;

$"伊斯兰自由大学$

A@ E5'&P-0>d&O3%-4+$5-6

7

"伊斯兰自由大学$

A;G A@

>P-$Z&X-$3%-4+$5-6

7

2+0*%"'

"

:;

$

"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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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作者分析

通过
M-6+/

?

&0+

软件对样本文献的作者及其合

作关系进行了分析#跟踪高水平作者的研究状况#可

以得到核心作者的合作网络"见图
I

$&笔者将核心

作者定义为!具有高发文数量%与产业研究中影响力

发的作者&根据输出的核心作者的发文统计结果#

全球
=@@G

(

=@AH

年样本文献中参与研究的作者共

=B=

位&

图
I

!

=@@G

(

=@AH

年全球纺织产业核心作者合作

!!

通过排序整理得到表
:

中发文排名前
A@

位的

作者及核心作者的发文数量和合作关系&表
:

显示

前
A@

核心作者
=@@G

(

=@AH

年间来共发表
BA;

篇论

文#占
ABHFH

篇样本总量的
Ig

&其中#

N-P

为发文

量最高的作者#

A@

年来共发表了
FG

篇论文&

表
>

!

=EEA

*

=E<@

年全球纺织产业核心作者发文统计

作者 发表论文数 合作数 合作比例3
g

N-P/U FG FH FFg

&̂%

.

L] ;B ;G FFg

N&%M^ ;B B; F@g

Q-\ GB GB A@@g

&̂%

.

L GH GH A@@g

T&"!T GI GI A@@g

\#+%M^ W GI G= FBg

M*+%\ G: G: A@@g

C&5> G: G: A@@g

Q-! G= G= A@@g

!!

从表
:

前
A@

位核心作者与他人合作发表文章

的占比均高于
F@g

#其中
G

位作者合作比例高达

A@@g

#可见学者们之间存在较强的合作关系&但是

也发现核心作者相互之间的合作不是很多#从图
I

中作者之间的连线可见#在前
A@

位核心作者中#仅

有
\#+%

与
N&%

%

Q-

有过合作#大部分仍是核心作者

与非核心作者之间的合作&

\#+%

与
N&%

共合作过

IF

篇#

\#+%

与
Q-

共合作过
H

篇#

\#+%

%

N&%

%

Q-

三

人合作过
A

篇#

\#+%

与
N&%

合作量分别占其发文

总量的
BGeHGg

和
HGe:=g

#且从
=@@G

(

=@AH

年均

有合作#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

三"知识研究重点及其动态变化

为进一步探究全球纺织业知识技术的研究重

点#本部分别对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热点

和关键节点分析#与热点动态演化路径分析&

#一$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是学术论文的点睛之处#暗含着论文的

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向&笔者运用
M-6+/

?

&0+

软

件#选择*

Z+

7

["$O

+作为节点#对
=@@G

(

=@AH

年间

全球纺织业的
ABF:I

篇文献进行知识图谱的绘制#

尝试以知识图谱直观清晰地揭示出全球纺织产业研

究热点及其演进历程&

首先从样本文献中提取关键词集#以共线网络

为基础进行聚类.然后使用
M-6+/

?

&0+

对不同时间

划分的文献关键词分别进行聚类#根据内在联系将

文献关键词聚合为文献簇.依据相关网络指标显示

的簇间联系程度#将子聚类进行合并#统一生成文献

聚类分析网络图#图
H

为全球纺织业关键词知识网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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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与聚类结果&

图
H

中节点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数#图中的

节点越大所代表的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频率越高.通

过两个节点间的连线体现二者共同出现的关系及亲

疏程度&由图
H

可以发现#成员数在
A@

个以上的聚

类#分为了
G

大类#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小聚类群&

表
I

详细陈列了图
H

中关键词共现统计情况#

包括各聚类成员关键词与聚类标签#其中聚类标签

是通过把各聚类中关键词的高频次文献的摘要进行

分词后#使用互信息法"

WE

$提取特征词而得到的&

图
H

!

=@@G

(

=@AH

年全球纺织产业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与聚类

表
?

!

=EEA

*

=E<@

年全球纺织产业共现图谱聚类统计

编号 成员数 标签 主要研究要点 翻译

@ AI

?

*"6"(+%6"%

"光芬顿$

?

*"6"(+%6"%

.

*

7

O$"

.

+%

?

+$"Y-O+

.

5+

_

#+%0-%

.

X&60*$+&06"$

.

X-"'"

.

-0&'6$+&6P+%6

.

O+0"'"$-d&6-"%

.

X-"O+

.

$&O&X-'-6

7

.

6+Y6-'+[&56+[&6+$

.

5&0$-(-0-&'

-$"%+'+06$"O+

.

+'+06$"0*+P-0&'"Y-O&6-"%

.

&d"O

7

+

光芬顿.过氧化氢.序批式反应

器.生物处理技术.脱色.生物降

解能力.纺织废水.铁基牺牲电

极.电化学氧化.偶氮染料

A A: 0"P

?

"5-6+

"复合材料$

0"P

?

"5-6+

.

X-"P+O-0&'&

??

'-0&6-"%

.

6*+$P&'X+*&4-"$

.

X-"P-P+6-0 5

7

%6*+5-5

.

P-0$"X-&' 0+''#'"5+

.

%&%"0"P

?

"5-6+

.

*

7

O$"Y

7

&

?

&6-6+

.

[&''+O0&$X"%

%&%"6#X+

.

+'+06$-0&'

?

$"

?

+$6

7

.

(#%06-"%&'-d&6-"%

复合材料.生物医用.热行为.仿

生合成.微生物纤维素.纳米复

合材料.羟磷灰石."单或双$壁

纳米管.电性质.功能化

= A=

5"'-O56&6+('#"$+50+%0+

"荧光面料$

5"'-O56&6+('#"$+50+%0+

.

6$&%556-'X+%+

.

'&%

.

P#-$

X'"O

.

+66(-'P

.

$&

7

0$

7

56&'56$#06#$+

.

?

"$

?

*

7

$-%

.

P+6&''"

?

*6*&'"0

7

&%-%+

.

P&0$"0

7

0'+

.

6$-&d"'+

?

*6*&'"0

7

&%-%+

.

?

*"6"

?

*

7

5-0&'

?

$"

?

+$6

7

.

O

7

+&%-"%

荧光面料.反式芪.

QK

膜.

%

射线

晶体结构.卟啉.金属酞菁.大

环.三唑类酞菁.光物理性质.染

料阴离子

: A@ >06-4&6+O0&$X"%

"活性炭$

&06-4&6+O0&$X"%

.

&

.

$-0#'6#$&'[&56+

.

&O5"$X+%6

.

5"$

?

6-"%

.

5'#O

.

+

.

$+&06-4+O

7

+

.

&

_

#+"#55"'#6-"%

.

-5"6*+$P

.

%"%'-%+&$P+6*"O

.

X&5-0O

7

+

.

&

_

#+"#5

5"'#6-"%

.

P&556$&%5(+$

.

'&0

.

5-'Z

活性炭.农业废弃物.吸附剂.吸

附.污泥.活性染料.水溶液.等

温线.非线性方法.碱性染料.水

溶液.传质.紫胶.丝绸

I A@

D$

.

&%-05"'&$0+''

"有机太阳能电池$

"$

.

&%-05"'&$0+''

.

?

"'

7

('#"$+%+

.

&P"$

?

*"#5P"'+0#'&$

P&6+$-&'

.

*"'+6$&%5

?

"$6-%

.

P&6+$-&'

.

0$"550"#

?

'-%

.

$+&06-"%

.

&$"P&6-0&P-%+

.

+'+06$"'#P-%+50+%0+

.

5*$-%Z$+5-56

?

$"0+5

.

?

$"6+&5+

有机太阳能电池.聚芴.非晶态

高分子材料.空穴传输材料.交

叉偶联反应.芳香胺.电致发光.

防缩处理.蛋白酶

H A@

*̂-5Z+$5%&%"0"P

?

"5-6+

P&6+$-&'

"晶须纳米增强复合材料$

[*-5Z+$5%&%"0"P

?

"5-6+P&6+$-&'

.

Z"%

,

&0

.

'#0"P&%%&%

.

P+0*&%-0&'

?

$"

?

+$6

7

.

?

'&56-0-d+O56&$0*

.

6*+$P&'

?

$"

?

+$6

7

.

5

?

$#0+

.

[+&4&X-'-6

7

'-P-6

.

-P&

.

+&%&'

7

5-5

.

P+0*&%-05

晶须纳米增强复合材料.魔芋葡

甘聚糖.力学性能.塑化淀粉.热

性能.墨绿色.可织性限制.图像

分析.力学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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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I

可以看到#每个聚类的成员数量相对均

衡#其中聚类
@

的聚类标签是光芬顿#该聚类的研究

主题是纺织产业废水处理方法#染料废水排放导致

的环境问题一直以来是制约纺织产业发展的重要瓶

颈#聚类中光芬顿氧化法%生物降解和偶氮染料等术

语都与染料废水处理相关.聚类
A

和聚类
=

是对纺

织材料的研究#不同的是聚类
A

的标签是复合材料#

也是该聚类的研究主题#强调材料的功能性如抗菌%

防水%防污%抗紫外线等#用于研发具有新功能的复

合材料纺织品.而聚类
=

是材料分子领域方面的研

究#标签是荧光面料#研究内容主要服务于高端纺织

品&聚类
=

与聚类
A

的研究共同体现了纺织材料发

展方向的多元化.聚类
:

是对染料废水吸附剂的研

究#活性碳纤维是
=@

世纪
G@

%

B@

年代发展起来的新

型高效吸附剂#在纺织产业废弃染料与废水处理方

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聚类
I

是对电致发光纺织

材料的研究#近十多年来#光电技术在纺织品中的应

用受到各国科学家的高度重视#研究思路多样且活

跃#包括柔性有机太阳能电池%无定形分子材料的研

究等.聚类
H

的标签晶须纳米增强复合材料#主要是

对其在纺织中应用的研究#晶须材料的强度远高于

其他短切纤维#主要用作复合材料的增强体#是纺织

材料研究最新前沿#是纺织业与新材料技术不断交

汇融合的新尝试#体现了纺织材料未来科技化%高端

化的总趋势&

#二$热点和关键节点分析

热点和关键节点是文献计量分析中的重要分析

内容#在知识网络中#关键节点占据关键位置#是可

以显示节点影响性与关联性的点&而中心性是对关

键节点大小的精确数字描述#代表着这个关键词节

点在所研究文献群中反复出现的频率水平#即在图

中显示出的越大的关键节点#其在文献群中的频率

越大#也就意味着与其他文献中出现的词汇节点关

联度越大#信息交流越频繁&根据陈超美的观点#节

点的中心值超过
@eA

则被认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通

过该点展开的研究较多,

A;

-

&因此#在知识网络中#文

献集中研究的知识主题可用中心性大的节点来代表&

热点是指在短时间内发展迅速或骤然出现的节

点#是学界新的研究动向#强调了产业知识新的发展

方向#也是文献群中时间%空间上出现的突然性的特

征&热点一般是最新研究方向#各热点出现的时间

即是研究发生变更转换的时间#是知识网络动态发

展演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标志&在关键词聚类的基

础上可以利用数据生成图
G

#其中聚类标签与图
H

相同#图中热点外围有灰色圈层#圈层大小显示出热

度差异#关键节点的词汇最外侧为黑色&

图
G

!

=@@G

(

=@AH

年全球纺织产业研究的热点及关键节点

!!

表
H

是按年度整理归纳的热点与关键节点&从

热点看#

=@@G

年的热点是纺织业染料废水处理#主要

是偶氮染料废水氧化降解的研究.

=@@B

年则在继续

研究染料废水处理的基础上#更多地转向了酞菁废水

处理和催化剂%吸附剂的研究.无纺布与液晶的研究

成为
=@@;

年新的突现主题.而
=@A@

年纺纱工艺吸引

了学界目光#异军突起成为当年研究的新的热点#且

继承
=@@;

年来的趋势#研究方向继续向新材料方向

靠拢.

=@AA

年光致变色技术成为新的亮点#反映了

=@AA

年后全球纺织业更加注重引入高科技技术#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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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推进纺织产品功能化的意识不断增强#促使传统

纺织材料%工艺技术与物理%化学%光电等高科技产业

的融合.直至
=@AI

年#纺织学界对于密度泛函理论悄

然兴起&密度泛函理论是一种量子力学方法#对于分

子结构的几何优化有广泛的应用#将其引入纺织材料

研究领域#大大提高了针对功能性复合材料的研究能

力#加快了新材料的研发速度与质量#体现了全球纺

织业材料研究方法的高科技化%高精度化的趋势&

从关键节点看#

=@@G

年值大的节点主要有两

类#主要是对染料废水处理和复合材料性质的研究#

其中对纺织废水处理的研究则成为当年的热点.

=@@B

年延续了复合材料与特性的研究#关键节点包

括表面改性%纳米复合材料与荧光性.纤维材料与壳

聚糖在纺织中应用研究成为
=@@;

关键节点&除此

之外#对机织物%无纺布的相关研究也是当年的热

点.

=@@F

年的关键节点是传感器和分子技术在纺织

中的研究.

=@AA

年光致变色是当年热点#也成为关

键节点之一#抗菌性也继承
@F

年的壳聚糖的热点#

成为
=@AA

的关键节点.

=@A:

年至
=@AH

年未有出现

大于
@eA

的关键节点&

表
@

!

=EEA

*

=EEB

年全球纺织产业研究的热点术语及关键节点术语

年份 热点 热点大小 关键节点 关键点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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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发现染料污水处理技术%复

合材料和纺织品功能性一直是关注度较高的研究领

域&以上三个方向的技术研究连续出现且集中度

高#显示出全球对未来纺织材料的需求倾向于高性

能%多功能方向发展#而纺织过程的无污染也成为学

界常年重视的研究内容&

#三$热点动态演化路径分析

任何产业前沿都将随着各种外部条件而改变#全

球纺织产业重点研究前沿与关注话题也随着纺织技

术的最新发展和科技环境而产生变化&利用可视化

方法#可以确定不同时期研究领域的动态变化和演变

路径#梳理全球纺织产业发展的研究脉络#以便于更

好的把握全球纺织产业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方向&

为了探究不同时期纺织学界技术研究的演进#

本文首先将
=@@G

(

=@AH

年的样本文献按发文年份

分为以四年一个组的三个集合#而后对三个样本集

进行分别聚类#图
B

(图
F

是样本分年度关键词聚

类的结果&从三个结果可以看出#部分聚类标签出

现不连续性#聚类规模发生着变化#显示出产业研究

重点在不同年度间发生着变化与演进&

图
B

!

=@@G

(

=@@F

年关键词聚类结果

图
;

!

=@@F

(

=@A=

年关键词聚类结果

在
=@@G

(

=@@F

年聚类结果图中#聚类
@

的研究

热点是过氧化氢#关键节点有废水%染料%衍生物等#

聚类中的术语还包括生物降解%载色体%天然纤维素

等#相关的文献是关于纺织染料废水处理工艺的研

究&聚类
A

关键节点有偶氮染料%水溶液%脱色等#

聚类中的术语还包括光催化降解%活性炭等#是关于

染料废水处理催化剂%脱色剂的研究&聚类
=

关键

节点是形态学%聚合物等#聚类中的术语还包括纳米

复合材料%无纺布等#是对纺织材料的研究&从上述

聚类的分析中可以得知#

=@@G

(

=@@F

年的研究主要

是对纺织废水处理和对纺织材料两个方面的研究#

其中三个聚类中有两个聚类是关于废水处理的#是

这几年研究的侧重点&

图
F

!

=@A=

(

=@AH

年的关键词聚类结果

在
=@@F

(

=@A=

年聚类结果图中#聚类
@

关键节

点有机械性能%纳米复合材料等#聚类中的术语还包

括表面改性%抗张性能等#这些是关于纺织材料特性

的研究.聚类
A

关键节点有薄膜%聚合物%降解%动力

学等#聚类中的术语还包括无纺布%氧化%装置等#是

关于功能性纺织产品研发的研究.聚类
=

研究热点

是酶#也是一个关键节点#其余关键节点包括棉织

物%外观%羊毛等#聚类中的术语还包括涤纶%活性染

料等#可以看出是对传统材料在新工艺技术"光致变

色%酶精炼%酶制剂$条件下开展的研究.聚类
:

关键

节点是纤维%纳米纤维%电纺丝等#聚类中的术语还

包括纱%纳米粒%抗微生物活性等#是对高技术新型

纺织材料的研究&总而言之#相比之前#

=@@F

(

=@A=

年的研究重心由废水处理转向纺织材料#相关术语

频次显著提高&研究主要侧重于对纺织材料功能性

与新型纺织材料的研究#其中包括各类型纤维的物

理结构性能%化学特性%制造机理的研究和应用&

在
=@A=

(

=@AH

年的聚类结果图中#聚类
@

关键

节点有荧光性%传感器%光学性能%有机染料等#聚类

中的术语还包括化学传感器%探测器%效能等#是光

电技术在纺织材料中应用的研究.聚类
A

关键节点

有衍生物和体系#聚类中的术语还包括染料%机理%

晶体结构%最优化等#是对染料微观结构机理的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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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聚类
=

关键节点包括纤维素%外观%薄膜等#聚类

中的术语还包括离子性液体%聚合物%降解等#可以

看出是对染料光催化降解的研究.聚类
:

关键节点

是纤维%复合材料等#聚类中的术语还包括纳米材

料%形态学%聚丙烯%聚酯%表面改性%细菌纤维素#是

对复合材料的研究&整体看来#

=@A=

(

=@AH

年对于

纺织材料微观结构机理的研究更加广泛#研究重心

主要侧重于功能性复合材料#特别是光电技术在其

中的应用#纺织品的研究逐渐趋向功能化%高科技

化%微观化&

为了更清晰的把握关键研究内容在时间上的延

续#进一步绘制出时区视图#时区视图侧重于从时间

维度上来表示知识演进的视图#它可以清晰地展示

出文献的更新和相互影响,

=:

-

&图
A@

是全球纺织产

业关键词聚类的时区视图#用于辨识纺织产业研究

前沿演进与衍生关系在不同阶段的发展&

图
A@

!

全球纺织产业关键词聚类的时区视图

!!

首先#从关键节点在时间轴上的分布看#主要的

关键节点主要分布于
=@@G

(

=@@;

年#并且与后续诸

多关键词有大量关联&其次#从研究内容上看#可以

发现全球纺织产业材料是重点#其中!

&

$在研究方向

上!复合纤维材料的性能升级和功能化是相关研究

的核心内容&抗菌性%细菌纤维素%拉伸性%热性能%

泛函密度理论的相关研究在
=@A@

年后陆续出现#是

重要的发展方向&抗菌性相关研究在
=@AA

(

=@AH

年反复出现#体现出很强的持续性与重要性.

X

$在

研发技术上!各种差异化纤维材料研发过程中#研究

者开始采用微观纳米%光电等物理技术与光催化等

化学技术进行改造%提升转变原有材料的物理性能

和化学性质.

0

$在学科发展上!包含高分子化学与物

理等各类学科技术与纺织技术相互交融#加强了高

新技术间的交叉互补与融合创新#使得纺织技术向

高质耐用%多效多用以及高科技生态安全方向发展&

四"结
!

语

本文借助
M-6+/

?

&0+

软件对
/ME

收录的
=A

种相

关期刊的文献进行分析#归纳整理了
=@@G

(

=@AH

年

全球纺织产业文献的研究关键%热点和研究趋势迁

移#避免了传统定性分析中主观成分的干扰#对纺织

业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向&根据研究结果发现!

&

$纺织废水处理%复合纤维材料方面关注度高#

是近十年来全球纺织重要研究内容#功能化纺织品

是研究的新方向#而光电技术在纺织中应用的研究

热度上升很快&

X

$将国际纺织业文献图谱分析结果与刘秀玲

等,

=A

-的国内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国内外异

同点!一方面#国内外对于纺织材料与纺织纤维的同

样一直是长期的研究重点#通过多学科融合促使技

术升级发展#并研发功能化%高性能化纺织品是国内

外发展总体趋势&另一方面存在以下差异!国内染

整的相关研究相较于国际数量多且集中于
=@@F

年

后#体现国内对于纺织整体流程的关注度大大超过

国际#而国际相关研究的纺织新材料与高新技术聚

类的连续性和节点数都大于国内&另外国内对于纺

织废水处理相关研究较少#相关聚类出现于
=@AI

年#相对国际研究出现得较晚#体现出我国对纺织业

绿色生产与环境保护关注程度不足&

0

$总体来说#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与技术

水平不断发展#我国紧跟全球纺织产业研究热点#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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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大方向与国际研究一致#但研究的侧重点与起始

时间有所差异&

综上所述#应当积极看待国内外研究差异#理清

纺织业研究发展脉络#通过进一步求同存异的吸收

国外先进技术转化再创新#推进我国纺织研究水平

进一步提高#以此应对国内纺织产业存在的问题与

困境#力争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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