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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黄河文化传播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对其整体研究态势和知识结构的分

析和探讨较少。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等工具的辅助下，对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国内黄河文化传播学术文献中的
核心作者、发文机构和关键词突显等要素进行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发现学界从不同学科、不同视

角对黄河文化传播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溯源、概念定义、传播策略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但

目前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和创新性还不够，多学科交叉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性理论框架，跨学科交流

亟待加强，需加快构建黄河文化传播话语体系，推进黄河文化国际传播力和学术传播力的提升。同

时，利用信息技术拓展黄河文化多模态传播和数字化转向，推动黄河文化传播研究迈向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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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具有超越时空的特征，是研

究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切入

点。从学术角度对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进行多

维度的思考，充分挖掘黄河文化的精神力量和

文化智慧，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还有利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近

年来，国内学界对黄河文化的研究日趋深入，领

域涵盖了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

个学科，其中黄河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已成为

热点话题。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黄河文化传播研究
整体上呈现出研究领域广泛、研究方法和角度

多元化等特征，从黄河文化传播的价值内涵、路

径创新、传播策略等视角产出的成果较多，但鲜

有探讨近１０年黄河文化传播研究的演化趋势
和研究热点变迁的。为了更加全面了解国内近

１０年黄河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态势，本文拟运
用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利用互引、聚类、关键词

突显等分析方法对本领域内研究成果进行可视

化分析，探索不同时间节点内的研究热点，揭示

研究主题演变、学术互联、研究空白点和未来研

究的发展动向，以期为黄河文化传播研究提供

宏观视角和系统认知，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参

考和新的实证案例。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选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的学术期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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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在其一级检索框中的“篇名”中以

“黄河”“黄河文化”为关键词，二级检索框中

的“摘要”中以“传播”“传承”为关键词，对

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的论文成果进行检索，剔除关联

性较弱的非学术类文章，最终得到有效文献数

量８４０篇。借助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等计量学研究工具，

“以知识域为对象”［１］对所得文献数据进行处

理，分别选择节点类型中的作者、机构和关键词

等，得出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和关键词的具体数

据分析图表。以此为基础，从年发文量、发文期

刊、作者及其所属机构、基金资助、关键词等，利

用共现图谱中聚类、关键词凸显分析、中心性等

分析模块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呈现，识别和理解

黄河文化传播领域的知识结构、发展趋势和网

络，对其发展现状、不同时期热点变化和前沿领

域进行阐述。

　　二、黄河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图谱

分析

　　１．年发文量分析

发文量分析主要对一定时间段内文献的分

布情况进行历史的、全面的统计，可以为该领域

内的研究者提供研究趋势、热点以及未来发展

方向等参考。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黄河文化传播研

究的发文量呈现上升趋势（见图１）。

由图１可知，近１０年内黄河文化传播研究

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

这一阶段黄河文化传播研究的发文量不多。其

中，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的发文量在个位数上徘徊；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的发文量较之前有所增加，但增

速不明显。实际上，国内学界对黄河文化的研

究开始较早，如侯仁之［２］、李民［３］、李学勤等［４］

在２０００年左右都出版了黄河文化研究方面的

著作，但这些研究主要聚焦在考古学、历史学、

民俗学、地理学等领域，鲜有提及黄河文化传播

的论述。由于缺乏前期的研究基础和学术积

图１　黄河文化传播研究年发文量（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

累，黄河文化传播研究在范围和深度上缺乏理

论指导和实证数据支撑，未产出代表性成果，此

阶段的黄河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较为有

限。第二个阶段为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这一阶段，

以黄河文化传播为主题的文献数量多达 ７４２

篇，占１０年来发文总量的近 ９成之多。２０２３

年的发文量较２０２０年的翻了一番多，黄河文化

传播研究迅速成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这一阶段将黄河文化传播作为专题或重要章节

的专著数量也激增，如刘炯天［５］主编的《黄河

文化》分卷通过外语编译的方式把黄河文化的

故事和研究成果展示出来，为黄河文化的国际

传播提供了人文窗口；李庚香等［６］主编的《河

南黄河文化地标》不仅从理论角度探讨和阐释

了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同时以词条编写的方

式对河南省１７个地市与济源示范区的黄河文

化地标进行了分类，提出了黄河与世界沟通交

流的话语体系建构，讲好黄河文化故事，突出黄

河文化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等重要议题；

王苗［７］从黄河文化的国际传播策略、黄河文化

外译、“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黄河文化对外传播

研究的角度出发，论述了黄河文化话语体系的

构建策略；毕雪燕等［８］阐述了沿黄九省区黄河

文化的非遗衍生品传播和经济开发协同发展状

况，探讨了黄河流域非遗衍生品的经济开发与

传播路径协同发展策略；赵传海等［９］的《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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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产业化发展研究》对中原地区黄河旅

游文化、遗址文化、生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及数字化的历史、现状和趋势进行了阐述，并

提出了黄河文化产业化发展和传播的新思路。

可见，从２０２０年开始，黄河文化传播研究

领域的发文量激增，这表明该领域近年来受到

了学界的极大关注，这也体现了学界对国家战

略的积极回应。２０１９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强调，“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

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

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

神力量”［１０］。这一重大国家战略部署将黄河文

化研究提升到了新高度。２０２１年我国“十四

五”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等重要文件也明

确提出保护黄河文化遗产、传承黄河文化基因、

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等

重要提议和举措。２０２２年，国家多部委联合印

发《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黄河文物保

护利用规划》等文件，突出了国家顶层设计在

黄河文化时代价值挖掘、黄河文化遗产系统性

保护、黄河文化传播创新等方面的重要指导意

义。另外，沿黄九省区也分别出台了有关黄河

文化传播的支持政策。这些对学界的研究具有

显著的指导意义，促使黄河文化传播迅速成为

学术界的关注重点。同时，中央和各级政府从

科研项目和科研基金等层面加大了对黄河文化

各领域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学者们开展符合

国家战略需求的研究，这有力地推动了该领域

内各类研究机构、学术队伍的建设，学术研究氛

围空前浓厚。

２．发文期刊分布分析

文献期刊分布的统计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

了解和揭示该研究领域文献的空间分布特点，

确定该研究领域的核心期刊，并为研究者进一

步深化研究提供有效的情报依据［１１］。基于上

述８４０篇期刊数据，通过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进行数据

统计，结果显示：近１０年来刊发黄河文化传播

研究主题的期刊分布广泛，数量多达４４４本，但

发文数量≥１０篇的期刊（见表１）只有７个，发

文量为１篇的期刊数量为３１０个。从期刊的发

文情况来看，这些论文涵盖了历史学、考古学、

民俗学、社会学、地理学、环境科学、新闻与传

播、文旅等多个学科，反映出该领域是一个涉及

多个学科的多样性和综合性较强的研究方向。

另外，从发文期刊级别来看，核心期刊等权

威性期刊的发文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研究

领域内科研成果的质量和学术影响力［１２］。统

计数据显示，发表黄河文化传播主题的核心期

刊发文量只占发文总量的１３．２％，其中《新闻

爱好者》和《人民黄河》已成为黄河文化传播研

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和学术阵地，引起学者的较

高关注度。此外，其他核心期刊刊发该领域学

术论文的数量还不太多。

３．核心作者及其所属机构分析

对核心作者发文量的统计分析有助于了解

该研究的核心作者群在该领域研究的成熟度、

学术影响力和贡献度。

（１）核心作者分析

根据计量学中的普赖斯定律公式 Ｍ＝

０．７４９× Ｎ槡 ｍａｘ（Ｎｍａｘ为统计年限内该领域内最

表１　刊发黄河文化传播研究的文章数量≥１０（篇）

的期刊（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

发文期刊 发文量／篇
《新闻研究导刊》 １０
《文化学刊》 １１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１２
《中国民族博览》 １４
《文化产业》 ２２
《人民黄河》 ２９
《新闻爱好者》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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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作者发文量，Ｍ值为该领域内核心作者的最

低界定数值）得出：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核心作者最

高发文量为４篇，依据上述计算公式得出 Ｍ值

约为１．４９８，取 Ｍ值为整数２，最终得到核心作

者８５位，共计发文１８８篇，占发文总量的２２．３％。

依据普赖斯定律的理论值（５０％）计算，该研究

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这表明该领域学

者的研究成果较为分散，数量不多。

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中以发文作者为节点，时间切

片设置为１，进行关键作者突显性分析，持续跨

度值设置为２，得出前７位作者的突显性特征

（见表２）。关键作者突显性分析主要从发文开

始时间、时间跨度和研究强度等方面反映出核

心作者群体发文的总体特征。由表２可知，从

发文开始时间看，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黄河文化传播

研究领域内未出现良好的延续性研究。从发文

时间跨度看，从２０１８年起，该领域研究者出现

了持续性的研究成果。突显强度反映了固定时

间跨度内该领域内作者的集中发文数量，朱飞、

吕鹏等学者发文量靠前，从侧面也反映出这些

作者在黄河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科研延续性较

好，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此外，发文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网络能呈现

该领域内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情况。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显示的作者合作的共现关系网络中，节点数

（作者数）Ｎ＝２０６，连线数（互引共现数）Ｅ＝

６４，密度＝０．００３。这表明作者之间的合作相对

松散，学者之间的合作和互引水平不高。

表２　关键作者突显性分析表 （前７位）

作者 年份 强度
开始

年份

结束

年份
２０１４—２０２３年

朱飞 ２０１８１．０２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

吕鹏 ２０１８１．０２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

毕雪燕 ２０２０１．８３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何耘 ２０２００．９１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刘佩 ２０２００．９１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万金红 ２０２００．９１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

余楠 ２０２１０．８１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

　　（２）作者所属机构分析

首先，从发文作者发文期间所在机构的发

文总量看，成果数量≥５篇的机构有９个（见表

３）。其中，河南大学、滨州学院、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等在黄河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成果数量较

多，均超过了１０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排

名靠前的研究机构中，有一半都设立有与黄河

文化相关的省部级研究中心。

其次，基于机构关键词突显性分析中的持

续突显年份值，发现中国石油大学最早在２０１４

年开始关注黄河文化传播，研究持续突显时间

段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其后依次为中国科学院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滨州学院（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河南大学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而西北大学、山西大学、黄

河交通学院等由于在成果发表的时间上出现了

中断，在研究持续性的指标上略显不足。但总

的来说，研究中心和基地的设立对该领域的科

研有着重要的带动作用。这种由政策支持和政

府牵头成立的产学研合作基地、研究中心和战

略联盟等创新平台对吸引产学研各方资源、构

建战略合作网络发挥了关键的枢纽作用［１３］。

表３　机构发文量

作者所在机构
发文
量／篇 研究中心（成立时间）

河南大学 ２１ 黄河文明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２０１８）

滨州学院 １６ 山东省黄河三角洲文化
研究基地（２００６）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１１ 黄河流域生态文明
研究中心（２０２０）

中国石油大学 ８ —

西北大学 ７ 陕西省黄河研究院（２０２０）

山西大学 ７ 山西省黄河实验室（２０２１）

中国科学院 ６ —

黄河交通学院 ５ —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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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从发文机构所处的地理位置分布情

况看（见图２），黄河文化传播研究成果丰富的

机构主要集中于沿黄九省区，具有较为显著的

地理空间邻近性特点。河南、山东、陕西、山西

等由于位于黄河中下游，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发

源地和核心展示区，在黄河文化传播领域具有

天然的地域优势。大量的文化遗产和史料以及

对黄河文化深厚的情感认同，激发了这些区域

学者对黄河文化传播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北京的研究机构因其在对国家政策的解读和响

应上有着较明显的地理和时间优势，能够快速

及时地把握国家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因此

其相关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研究成果丰富度

跟科研基金项目的支持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以发文量最多的河南省为例，支持黄河文

化传播研究的项目基金不论是在级别上还是在

数量上都比其他省区有绝对优势。另外，图２

的数据对比也明显体现了机构地域分布的差异

性特征。相比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丰富研究成果

和研究热度，位于黄河上游的青海、甘肃、宁夏、

内蒙古、四川等省区的研究机构和成果数量较

少，有待提升。

４．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聚类成

组，结合词频、词中心性、突显性等指标分析不

同时期的研究重心和特征，从而揭示不同主题

关键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研究趋势，可以直观

呈现该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热点问题、主题方

向和研究趋势［１４］。为了便于观察２０１４—２０２３

年黄河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知识结构，

生成更加宏观的时间序列分析结果，我们将关

键词聚类分析时间切片的最大值设置为９，最

终的关键词聚类共现情况见图３。

分析结果显示，前１０位的关键词节点Ｎ＝

１６１，关系网络线 Ｅ＝２０１，网络密度值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０１５６。词频数反映了关键词的关注度，而中

心性节点系数和显示大小反映了关键词的节点

权重及其在整个关键词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

由图３可知，近１０年来，黄河文化传播研究多

围绕黄河、黄河文化、黄河故事、生态保护、文化

传播、乡村振兴、旅游等聚类主题的问题和路径

开展研究。

关键词共现图中以字体和节点大小来表明

关键词的词频和中心性。从理论上讲，中心性

系数≥０．１的关键词在整个网络中的重要性和

影响力较强。根据中心性系数对关键词词频、

最早出现年份等指标可从多角度对黄河文化传

播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动态进行展示（见表４）。

由此可见，围绕“黄河”二字产生的“黄河文化”

“黄河故事”等已成为该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念

和关键术语，而生态保护、传播、文化传播、传

承、文化传承、文旅结合、新媒体等则成为该领

域内备受关注的焦点和主要议题。有些关键词

如“自媒体”“国际传播”“媒体融合”“数字化”

图２　发文机构数量和发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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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关键词聚类共现图

表４　关键词中心性排序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最早出现年份 关键词 词频 中心性 最早出现年份

黄河 ３９ ０．３６ ２０１７ 新时代 ７ ０．１５ ２０２０

黄河故事 １５ ０．３５ ２０２０ 时代价值 １１ ０．１５ ２０２０

黄河文化 ２４３ ０．３０ ２０１６ 传承 ２２ ０．１５ ２０１７

保护 ９ ０．２６ ２０１７ 开发 ２ ０．１４ ２０２０

自媒体 ３ ０．２５ ２０２０ 旅游 ３ ０．１４ ２０１５

策略 ７ ０．２５ ２０２０ 数字化 ５ ０．１４ ２０１９

黄河流域 １１１ ０．２４ ２０１６ 传播路径 １２ ０．１４ ２０２１

国际传播 ７ ０．２２ ２０２０ 新媒体 １２ ０．１４ ２０２１

路径 １０ ０．２１ ２０２１ 文化遗产 ８ ０．１３ ２０１７

媒体融合 ４ ０．２ ２０２０ 幸福河 ２ ０．１２ ２０２１

影响力 ２ ０．１８ ２０２２ 文化ＩＰ ２ ０．１２ ２０２１

传播 ２６ ０．１７ ２０１８ 文化生态 ２ ０．１２ ２０２３

保护传承 ６ ０．１６ ２０１４ 内涵 ４ ０．１０ ２０２０

融媒体 ７ ０．１６ ２０１９ 影响因素 ５ ０．１０ ２０２０

文化 ８ ０．１６ ２０１５ 创新 ８ ０．１０ ２０１４

等虽词频不高，但中心性系数值较大，这类关键

词值得特别关注。通过对这类关键词最早出现

年份和来源文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此类关键

词代表着该领域研究的转折点和最新研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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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能很好地预示该领域的研究趋势。从整体

上看，与传播相关的关键词的词频和中心性排

序不算靠前，一方面说明这并未成为文献重点

关注的内容；另一方面，在关键词列表中有诸如

“国际传播”“传播路径”“传播策略”“海外传

播”“文化传承”“传承问题”等更为具体的描述

词汇，从而导致“传播”这个词的中心性值指标

有所分散。

如上所述，根据年发文量、政策导向和研究

热度，我们可将黄河文化传播研究大致分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两个阶段。为

了更加全面地评估关键词在整个１０年间研究

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不同时间阶段研究的侧重

点，我们对这两个阶段分别进行关键词突显统

计。从突显性特征看，黄河口、文化、发展路径、

区域文化等是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的研究重点，也展

现了较好的持续性，文献多与黄河三角洲文化

研究相关，这一阶段滨州学院作为主要研究机

构，其科研成果显著。从２０１８年开始，“传播”

等关键词进入研究视野，具体表现为民间传统

技艺的传承研究、区域性的传播和传承研究。

另外，“河南省”等关键词的研究持续时间也较

长。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研究则朝着生态文明、传播

效果、传播创新、实现路径等内容转向，并表现

出明显的学科交叉研究态势。

５．研究结论

在黄河文化传播研究领域，近年来学界从

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黄河文化进行了深入研

究和理论概括，也在黄河文化溯源、核心概念定

义、传播实践策略和具体路径等方面取得了一

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但仍有诸多问题有待

进一步探讨和解决。

（１）黄河文化传播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时间不长，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３年，说明该领域在学术界的关注度和影响

力不够，加之前期研究成果存在着核心期刊占

比较低、期刊较为集中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其学术影响力的提升，也反映出该领域的

学术争鸣和学术交流的活跃度不高，研究者们

需要思考如何提升该领域研究的创新性和学术

价值，以进一步拓展高质量的学术展示平台。

（２）黄河文化传播是一个多维度的研究领

域，涉及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个

学科，同时也涉及跨区域的研究群体、内容和对

象。而前期的研究多倾向于从单个角度或学科

领域探讨黄河文化的传播，研究主题相对分散，

在核心研究问题和特定学科领域上还没有形成

聚焦，系统性的理论构建和深入探讨还需进一

步加强。研究机构与研究者们可通过加强学术

合作，增加学术交流和多学科交叉合作分享学

术研究成果，组建核心作者群和研究团队，建立

跨学科、交叉型、多元化创新平台［１５］，对黄河文

化传播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助力持续连贯的学

术活动开展和学术成果创造。

（３）完善黄河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关键词和

术语的标准化建设。如前文所述，该领域内的

核心关键词和术语存在表达不统一、概念模糊

和混淆等问题，通过强化术语意识和术语能力，

了解多维话语资源的修辞法则和术语应用制约

机制［１６］，能有效保障该领域学术研究的规范

性、概念界定和理论构建上的严谨性，避免因术

语混用而引发的概念错误和逻辑混乱，有助于

知识的准确传递、检索和跨领域跨学科共享，为

学术评价提供可靠的概念基础。

（４）加速构建黄河文化传播话语体系。目

前黄河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还

不够完善，新时代赋予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为

系统性构建黄河文化的国内外传播话语机制提

出了新要求。因此，应从学术理论、话语设置和

实践等多维度进行考虑，完善整个学科的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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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理论架构，不断激发理论创新，提升黄河

文化传播在国内外的话语权、学术认同度和文

化接受度。

（５）推进黄河文化的国际传播。作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黄河文化积淀了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深刻体现了当

代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１７］。做好黄

河文化国际传播，需有效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

从话语设定、叙事手法、传播渠道等方面，在不

同民族、国家、文化之间充分展示黄河文化的亲

和力和感染力，用精准的传播策略助力中国文

化“走出去”。另外，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应

着力提升黄河文化的国际学术传播能力。目

前，黄河文化传播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国内发

表和分享，国际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文献和图

书寥寥无几。因此，可以通过邀请国外专家学

者参与黄河文化的研究与讨论，鼓励国内专家

学者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学术交流活动等提升

国际学术参与度和合作度；推进黄河文化文献

和学术成果的国际分享和推广，鼓励学者在国

外较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注重

多语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打造有持续研究能

力的学术梯队和后备力量。

（６）拓展黄河文化的多模态传播手段和传

承渠道。随着人工智能、元宇宙等信息技术革

新，黄河文化传播的手段和渠道日趋丰富。元

宇宙可提供智能化、个性化和场景化的沉浸式

互动体验媒介，可有效增强黄河文化的数字化

展示和具身体验。大数据支持下的智能语音识

别、语音和文字自动翻译等方便了黄河文化的

多语种内容生成和跨文化传播；同时推进黄河

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数字化工程，应建立黄河文

化元素数据库，推动黄河文化资源数字化转

化［１８］，助力黄河文化传播的创新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等文献计

量学工具对近１０年来国内黄河文化传播的研

究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揭示了该领域的研

究热点、知识结构和发展趋势。通过对知识图

谱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现阶段国内黄河文化

传播的研究基础相对薄弱。近年来的研究呈现

出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态势，这种跨学科的融合

研究可为黄河文化的传播开辟新的路径，也可

为黄河文化的创新性传承提供多元视角。因

此，该领域还有很多研究主题和研究问题有待

进一步深度解析。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也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由于研究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未涉及其他学术检索平台和著作等参考文献，

本研究存在文献层面的不完整性。此外，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虽然能够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有效

展示本研究的宏观趋势，但在一些较复杂和微

观的变化上还存在数据上的偏差，对可视化结

果的分析也会受到主观判断的影响，分析结论

也难免出现偏颇。这些问题为之后的深入研究

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参考文献：

［１］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知识图谱

的方法论功能［Ｊ］．科学学研究，２０１５，３３（２）：

２４２－２５３．

［２］　侯仁之．黄河文化［Ｍ］．北京：华艺出版社，

１９９４．

［３］　李民．黄河文化百科全书［Ｍ］．成都：四川辞书

出版社，２０００．

［４］　李学勤，徐吉军．黄河文化史［Ｍ］．南昌：江西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　刘炯天．黄河文化［Ｍ］．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５８·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８月　第２５卷第４期

［６］　李庚香，王裕清．河南黄河文化地标［Ｍ］．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７］　王苗．黄河文化传播与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

［８］　毕雪燕，赵爽．黄河流域非遗衍生品传播与经

济开发协同发展研究［Ｍ］．北京：中国水利水

电出版社，２０２３．

［９］　赵传海，安磊，胡招祺．中原黄河文化产业化发

展研究［Ｍ］．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２２．

［１０］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上的讲话［Ｊ］．求是，２０１９（２０）：４－１１．

［１１］金晓艳．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现

状分析（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基于文献计量学视角

［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６６（１）：１３３－１４６．

［１２］张洪英，陈红．高校教师绩效考核的评价方法

［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４，３０（２）：７８－８０．

［１３］刁丽琳，朱桂龙，许治．国外产学研合作研究述

评、展望与启示［Ｊ］．外国经济与管理，２０１１，３３

（２）：４８－５７．

［１４］李先跃．中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研究进

展及趋势：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计量分析［Ｊ］．经济

地理，２０１９，３９（１２）：２１２－２２０，２２９．

［１５］韩海燕．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新论）［Ｎ］．人

民日报，２０２２－０６－２０（０５）．

［１６］时闻，刘润泽，魏向清．政治话语跨文化传播中

的“术语滤网”效应与术语翻译策略反思：以

“一带一路”话语传播为例［Ｊ］．中国外语，

２０１９，１６（１）：７９－８８．

［１７］申阳．融媒时代黄河文化国际传播的内容建设

与策略重点［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２０２２

（１２）：７３－７５．

［１８］张博文，孟晓辉．新时代黄河文化元素数字化

艺术传播创新路径研究［Ｊ］．郑州轻工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２２（３）：６７－７２．

［责任编辑：毛丽娜］

引用格式：王鑫，邢煜晨．国内黄河文化
传播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Ｊ］．郑州轻工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２５（４）：
７８－８６．

·６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