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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栽培文献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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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对
678 )9 :;*72;7

核心版收录的
!'.%&3%!<

年间发表的竹子栽培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全

面的统计分析! 通过
=*>71?@;7!

软件! 从文献共被引的角度对文献作者聚类% 研究机构聚类% 关键词共现等作可

视化图谱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

"

中国% 印度% 日本和美国是竹子栽培研究的主要国家! 中国在该领域研究具有

绝对的优势和地位'

#

中国科学院% 浙江农林大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为竹子栽培研究发文量最多的几

个机构! 其中以中国科学院的国际合作度和影响力最大! 这些机构走在了国际竹子栽培研究的前列'

$

学者多从

竹子组织培养% 快速繁殖% 植株再生% 体外开花% 基因与克隆% 生长模式与因素等方面展开研究'

%

竹子基因组

序列% 系统发育% 基因鉴定等代表着竹子栽培研究的新的热点和方向& 图
5

表
"

参
5

关键词
!

竹' 栽培' 计量分析' 知识图谱' 可视化分析' 研究执点' 研究前沿

中图分类号
! :5'4#,

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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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是重要的森林资源之一" 具有生长快( 产量高( 用途广( 一次造林可以永续利用等特性
O

不仅

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而且具有良好的生态功能" 在人类经济生活和生存环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

中国现代化林业建设的发展和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 竹子的栽培和利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青

收稿日期*

3%,<#,,#,<

+ 修回日期*

3%,4#%'#,5

基金项目* 浙江省科技文献共建共享平台资助项目,

3%,<^"%%%##$

%

作者简介* 王学勤" 研究馆员" 从事信息咨询和情报分析研究)

^#D@*C+ V\MC@_I@9H-7(H-;2



第
!!

卷第
"

期

睐!

#

"

# 对竹子组织培育$ 育种和栽培研究的投入也日益加大% 相关领域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从而促

进了竹子这一宝贵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为了从全球视野把握竹子栽培研究的状况和趋势% 为科研人员的

科学研究提供可靠信息支持和决策参考%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结合
$%&'()*+'!

的共被引分析和

词频分析功能% 对
,'- ./ 0+%'1+'

核心版收录的
#234!"4#5

年间发表的关于竹子栽培研究的文献进行了

详尽的计量统计分析% 从文献共被引的角度% 通过
$%&'()*+'!

软件的可视化分析% 形象地展示了国际上

有关竹子栽培的代表人物$ 代表机构和研究热点#

#

数据来源

检索美国
67.8(.1 9':&';(

公司
,'- ./ 0+%'1+'

核心集数据库平台中
0+%'1+' $%&*&%.1 <1='> ?>)*1='=

&

0$<"?

'# 为了查准$ 查全竹子栽培的文献% 全面查询各种竹子的学名% 以及关于栽培的所有检索词%

制定检索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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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定在题名字段%

年代为数据库的数据回溯年代&

#234!"4#5

年'% 检索时间为
"4#5

年
#"

月
#"

日% 执行检索后获得文献

R!#

篇% 再把检索结果限定在林业$ 植物$ 农学$ 农业多样性$ 园艺$ 遗传育种等
S

个学科% 论文类型

限定为
*;&%+C'

%

);.+''=%1I(T 8''&%1I *-(&;*+&

% 再次精炼后共得文献记录
"!!

条# 这
"!!

篇文献中仍含少

量不相关文献% 在分析过程中被排除在外# 另外% 本研究在对国家和机构的统计分析时不包括中国台湾#

"

统计与分析

!!"

论文年度分布分析

竹子栽培研究
"!!

篇文献中
#22R

年以前只占极少数# 图
#

展现了
#22R!"4#5

年论文产出的分布情

况% 图
"

展现了这些文献每年的被引用情况#

图
# #22R!"4#5

年竹子栽培研究论文产出量分布

U%I:;' # F%(&;%-:&%.1 ./ -*8-.. +:C&%Q*&%.1 )*)';( =:;%1I #22R!

"4#5

图
" #22S!"4#5

竹子栽培研究论文的被引用情况

U%I:;' " $%&'= 1:8-'; ./ -*8-.. +:C&%Q*&%.1 )*)';( =:;%1I #22S!

"4#5

从图
#

和图
"

可看出(

"443

年以后有一定增长% 但
"4#4

年和
"4#"

年分别有
"

个低谷%

"4##

年又

有
#

个增长峰值% 论文的产出量不稳定# 从图
"

的被引用情况看% 除
"443

年外% 基本呈现稳步增加的

态势% 且在
"442

年后有个较大幅度的增长%

"!!

篇文献共被用
# VS4

次&除去自引'% 篇均被引用次数为

VPRR

# 虽然发文量增长不明显% 但论文的关注度却持续提高#

!#!

发文的国家和机构分布

一个研究机构的论文产出量$ 产出的时间覆盖范围以及被引用情况% 能反映该机构在特定领域的科

王学勤( 竹子栽培文献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图谱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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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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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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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实力! 持续研究的能力以及整体研究水平" 研究这些情况有助于科研人员了解竞争对手的状况# 也便

于寻找合作伙伴" 图
'

显示了
!''

篇文献的国家分布# 表
#

列出了论文产出超过
%

篇的研究机构"

表
!

竹子栽培文献主要产出研究机构!按论文产出数量排名"

()*+, - .)/0 /012/232/401 45 *)6*44 73+2/8)2/40 432932

$

64:, 2;)0 % 9)9,:1 93*+/1;,<

%

机构名称 研究时间跨度 论文记录数
=

篇

中国科学院
>;/0,1, ?7)<,6@ 45 A7/,07,1

$中国%

!""-!!"-' !!

浙江农林大学
B;,C/)0D ? E F G0/8,:1/2@

$中国%

!""!!!"-' -H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0,1, ?7)<,6@ 45 F4:,12:@

$中国%

!""I!!"-% -$

东京大学
(4J@4 G0/8,:1/2@

$日本%

-HH"!!"-% -"

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
>4307/+ 45 A7/,02/5/7 K0<312:/)+ L,1,):7; K0</)

$印度%

-HH"!!"-% -"

浙江大学
B;,C/)0D G0/8,:1/2@

$中国%

-HHI!!"-- H

国际竹藤中心
K02,:0)2/40)+ >,02,: M)6*44 M)22)0

$中国%

!""I!!"-' $

北海道大学
N4JJ)/<4 G/8,:1/2@

$日本%

-HH$!!&-- $

斯里兰卡基础科学研究院
K012/232, F30<)6,02)+ A23</,1

$斯里兰卡%

-HHO!!&&O P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1 Q):R/0 G0/8,:1/2@

$澳大利亚%

!&&'!!&-' P

阿根廷全国研究委员会
>401,C4 S)7/40)+ Q, K08,12/D)7/40,1 >/,02/5/7)1 T (,70/7)1 >40/7,2

$阿根廷%

!&&O!!&-% P

德里大学
G0/8,:1/2@ 45 Q,+;/

$印度%

-HIP!!&-' %

新加坡博特花园
A/0D)94:, M42 U):<,01

$新加坡%

!&&&!!&-' %

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
M)0):)1 N/0<3 G0/8,:1/2@

$印度%

-HHH!!&&P %

日本林产品研究所
F4:,12:@ F4:,12 V:4<3721 L,1,):7; K012/232, W)9)0

$日本%

!&&H!!&-% %

从图
'

可看出& 中国$占
!OX

%# 印度$占
!-X

%# 日本$占
-%X

%和美国$占
--X

%是竹子栽培研究主

要产出国家# 这些国家也是竹子分布的主要国家# 尤其是中国在国际上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表
-

看

到
Y

浙江农林大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东京大学! 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 浙江大学等单位的

论文产出量居前"

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能从一定角度反映研究机构发文的水平和质量" 图
%

显示了发文量超过
%

篇的

机构的篇均被引频次$排除自引%"

从图
%

可看出& 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 日本北海道大学! 印度德里大学! 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

会! 东京大学! 斯里兰卡基础科学研究院的论文篇均被引频次居前" 从中国的情况看# 中国科学院! 浙

江农林大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等
%

家单位的论文产出量位居前" 按篇均被引频次从高到

低分别是中国科学院$

HZI!

次'篇!-

%! 浙江大学$

$ZOI

次'篇!-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Z'-

次'篇!-

%! 浙江

农林大学$

%Z!I

次'篇!-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论文产出时间最短$

!""I!!"-%

年%# 但篇均被引频次不

图
'

竹子栽培文献产出国家分布

F/D3:, ' S)2/40 </12:/*32/40 45 *)6*44 73+2/8)2/40 9)9,:1

图
%

发文超过
%

篇的机构篇均被引频次

F/D3:, % ?8,:)D, 7/2)2/401 9,: 9)9,: 45 ,)7; /012/232/401

$

64:,

2;)0 % 9)9,: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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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载文量超过
"

篇的期刊分布及其影响因子

#$%&' " ($)* +,-.*$&/ ,0 %$1%,, 2-&3)4$3),* .'/'$.25

!

1,.' 35$* 6 7$7'./ 7-%&)/5'8

"

期刊名 载文数量
9

篇 影响因子 #期刊引用报告$!

:;<

"学科分区

!"#$% &'"" (')*+%, == ">?!@ A&$*3 B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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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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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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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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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I)'/9', @9*"*01 6 =>!"D

N2,&,IF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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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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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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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A*:+$2" *B 8+*)9/2" M*+',% I/9'$/' 6 L>@@D E,.'/3.F

!

C!

"

@L7 6"2$% @<*"*01 6 !>?6" A&$*3 B2)'*2'/

!

C=

"

低% 其研究成果不仅新且质量高% 浙江大学
"L==

年以后未见竹子栽培方面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 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农林大学这
!

家单位研究持续性较好&

!#$

来源出版物分析

"!!

篇论共刊载在
=LL

种期刊上% 平均每种期刊载文
">!!

篇% 其中载文超过
6

篇的期刊有
=G

种&

表
"

按载文量多少顺序列出了载文超过
6

篇的期刊% 及它们的影响因子和#期刊引证报告(!

:;<

"分区&

从表
"

可看出) 载文量最多的前
!

种期刊% 其影响因子均在
">K

以上% 且都处于相应学科的
C=

区&

6"2$% 7'"" C')*+%,P M*+',% ./*"*01 2$3 L2$20'5'$%

%

6"2$% 7'"" 89,,:' 2$3 ;+02$ 7:"%:+'

这
!

种期刊是刊

载竹子栽培研究的主要期刊 & 影响因子值最高的几种期刊是
L*"'/:"2+ 6D1"*0'$'%9/, 2$3 .?*":%9*$

!

6>L=G

"%

@L7 6"2$% @9*"*01

!

!>?6"

"%

F$$2", *B @*%2$1

!

!>"?K

"& 这些期刊既是研究人员应重点关注的%

也是投稿首选期刊& 曾被
B;Q

收录的期刊
@*%2$9/2" @:""'%9$ *B F/23'592 I9$9/2 "LLK

年后被
B;Q

踢除后

就没有了影响因子% 低影响因子的期刊都会面临被踢的可能&

!#"

作者分析

一般把某研究领域发文量较多的作者称为活跃作者群和核心作者群% 他们对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起

着关键作用的领军人物& 了解这些作者的研究领域及活跃时间对科研人员跟踪成果' 把握研究方向和寻

找合作伙伴都有一定帮助& 表
!

列出了竹子栽培研究发文量超过
K

篇的作者% 包括他们的研究方向' 论

文数量及篇均被引次数&

从表
!

可见) 竹子栽培研究的高产作者主要集中在中国& 这些研究者不仅产出量大% 且论文的篇均

被引频次也较高& 中国的高产作者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基因序列' 遗传和系统发育% 且研究时间上基本

持续到最近
" $

% 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都较高% 说明研究成果不仅具有持续性和新颖性% 而且质量也较

高& 篇均被引频次最高且近
" $

仍在研究的几位高产作者是中国的
ANRS T5'*5-$P UQ J'V5-P SWX

T5)1)*

& 这些作者是研究人员重点跟踪的对象% 代表着竹子栽培研究的前沿性方向&

!#%

论文学术影响力分析

一般来说% 论文的被引次数反映了论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及论文在同行中引起的关注程度% 因

王学勤) 竹子栽培文献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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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衡量科研成果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论文的被引用情况" 论文被引次数越高! 说明该论文

受到的关注越多# 利用率越高! 其学术价值和影响力也就越大" 表
%

列出了总被引用次数超过
'(

次的

)

篇论文"

从表
%

可看出$ 被引次数最多的一篇文献是美国学者
*+,-+./

于
#)0!

年发表的题名为
!"#$%&!'(%!

%)"*+ ,- .&/+0/)1 2342,,+ 5* %67 /*89"+%,": ,; <6=>73* ?,%6,;3@/+ ;,"7+%+ 3*A %69=" =*;>/9*B9+ =* ;,"9+% A:!

*34=B+

一文%智利假山毛榉
12/3245678

林中
9378:7+5

竹的生长模式及其森林动力学影响&! 该文被引用

次数达
)(

次! 奠定了竹子栽培的基础! 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这
;"

篇重要文献中!

'

篇是关于植株繁殖

和开花'

'

篇是关于竹子生长模式与因素(动力学# 物理学特征)'

!

篇是关于木本竹基因与系统发育的!

除了
!

篇基因与系统发育的文献较新外! 其他大多发表于
!""(

年前! 表明这些研究领域具备了较好的

研究基础! 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

文献近年被引用情况能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趋势与前沿" 表
(

列出了近
% 5

被引用频次较高(超过

;$

次)的
;;

篇文献" 从表
(

可看出$ 近
% 5

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前
<

篇文章也是表
%

所列的高被引文献"

近
% 5

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由爱尔兰作者
=>1?@ABC

等于
!&&)

年发表的
C,*!4,*,'6:>: ,; %69 $,,8:

2342,,+

(

D(42/+9(9E F,GH9G9

)

I G 4/>%=!@9*9 "9@=,* '6:>,@9*9%=H G*G>:+=+ ,; DG4J/+,=89G9 +K+K

%非单系木本

竹(竹亚科)$ 一个竹亚科的多基因系统发育分析&" 该文提取
$&

多种代表所有竹亚科植物及相关非竹亚

科为样本! 通过
(

个叶绿体
D1A

区域!

%"*L

基因内含子!

/E.F!G

间隔区!

MNFD!"JHL

基因间隔!

"'+#$

内含子! 和
4G%O

基因的综合分析! 进行了一般的竹子! 特别是木本类竹的系统发育及它们之间亲缘关

系的研究*

!

+

" 该文既是高被引论文! 近几年又持续高度受到关注! 也表明竹子培育遗传育种与基因亲缘

关系的研究是近年的一个热点" 近
% 5

被引用频次排第
!

位和第
'

位的
!

篇文章都是关于竹子基因组研

究" 第
%

!

(

!

$

篇于
0&

年代与
)&

年代间发表的关于竹子生长模式与动力学和物理学特征的文献! 奠定

了竹子生长研究的基础" 这
'

篇同时又一直持续被他人引用! 说明该竹子生长模式与动力学等研究是一

个持续性研究热点" 另外!

#&

篇文献中
(

篇是关于基因组鉴定# 测序和系统发育的! 其他还有基因克

隆# 土壤与竹子生长产量# 竹林与土壤二氧化碳释放等" 这些研究领域也是竹子栽培的最新研究热点和

方向"

#&

篇文献中! 中国和印度各占了
'

篇! 美国有
!

篇! 爱尔兰# 意大利各
#

篇! 也从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近年来竹子栽培的前沿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 国内中国科学院有
!

篇! 浙江农林大学有
#

篇! 中国科学院的
HB1? I3+.375

于
!&#&

年和
!&#'

年发表的关于竹子基因组研究的
!

篇文章分别列近

% 5

被引用频次排第
!

位和第
'

位! 尤其是
!&#'

年发表的题名为
N69 8"G;% @9*,49 ,; %69 ;G+%!@",$=*@ *,*!

%=4J9" ;,"9+% +'9H=9+ 4,+, JG4J,,

(

F6:>>,+%GH6:+ 69%9",H:H>G

) %毛竹
F6:>>,+%GH6:+ 69%9",H:H>G

快速生长的基

因组草图&一文!

!&#'

年和
!&#%

年的被引用次数高达
<

次和
#'

次! 是所有文献中当年和次年被引用次

数最高的! 也是近
! 5

被引用次数最高的! 代表了竹子研究的最新方向和前沿" 另外还有
!

篇近
% 5

被

引用次数并列排第
%

位的是关于竹子生长动力学的文献也需要引起特别注意! 一篇是美国科罗拉多州大

学的
*BJFB1K

于
#)0!

年发表的题名为
!",$%6!'G%%9"*+ ,; H6/+0/9G JG4J,,+ =* %69 /*89"+%,": ,; P6=>9G*

表
!

竹子栽培研究发文量超过
"

篇的作者分布

K5,-+ ' L5M. 57/32E8 24 ,5N,22 O7-/MP5/M2.

(

N2E+ /35. ( Q5Q+E8 Q7,-M83+R

)

作者 研究时期 机构 主要研究方向
论文记

录数
S

篇

篇均被引

用次数
S

篇

FT D+U37

(中国)

!&&#"!&#'

中国科学院 基因序列# 系统发育# 遗传
) #%V%%

WA1? X5.:M

(中国)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组织培育# 基因# 遗传育种
0 <V'0

=AYB1A =

(印度)

)&

年代初
"!&;;

KAKA

能源研究所
KAKA B.+E6Z

[+827E+8 T.8/M/7/+

(印度)

体外繁殖# 芽繁殖及克隆
$ ;%V;<

[ALA1AWA@B = L = D

(斯里兰卡)

;))<"!&&<

斯里兰卡基础科学研究院 竹株繁殖和开花
$ ;!V;<

HB1? I3+.375

(中国)

!&&0"!&;'

中国科学院 基因序列# 系统发育
( ;<V(

G[A1@FT1 D 9

(澳大利亚)

!&&0"!&;'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基因# 开花
( %V%

?A\ I3MNM.

(中国)

!&;&"!&;'

国际竹藤中心 基因与分子鉴定
( ;!V0

''%



第
!!

卷第
"

期

表
!

被引用次数排名前
"#

位的论文

#$%&' ( #)* +, $-./0&'1 )2 %$3%)) 04&./5$./)6 *$*'-1 %'/67 0/.'8

排名 作者 第一作者机构 题名 发表期刊 被引次数
9

次

+ :;<=;># # #

科罗拉多大学

?6/5'-1/.@ )2 A)&)-$8)

!美国"

B-)C.D!*$..'-61 )2 0D41E4'$ %$3%))1 /6

.D' 468'-1.)-@ )2 AD/&'$6 >).D)2$741

2)-'1.1 $68 .D'/- /62&4'60'1 /6 2)-'1.

8@6$3/01

!"#$%&'( )* +$$,&-( ). &/0

1)22%3 4)&5(-65$ 7$"8

#

+FG"H !"#

!

(

"

I (J( " (GJK

FL

"

MNONOP#P Q

#

>RQSRO?TN >U

ON#Q?R V

冈山大学
PW$@$3$

?6/5'-1/.@

!日本"

>$.4-$& 8/1.4-%$60' $68 .-'' 1*'0/'1

0)'X/1.'60' /6 $6 )&8!7-)C.D %''0D!YC$-2

%$3%)) 2)-'1.H 1)4.DC'1.'-6 Z$*$6

9)"2(:$ ). ;,<,&:&-)( =>-,(>,H

+FF[H $

!

L

"

I GJ[ " GGL\

L,

!

Q?>BVN;]Q

#

Q#N^=;#P>A

ON

#

QN=NOR>

>

等

都柏林大学
?6/5'-1/.@

)2 Y4%&/6 #-/6/.@

!爱尔

兰"

>)6!3)6)*D@&@ )2 .D' C))8@ %$3%))1

!

<$3%41'$'_ ^)$0'$'

"

I $ 34&./!7'6' -'7/)6

*D@&)7'6'./0 $6$&@1/1 )2 <$3%41)/8'$' 1\ 1\

9)"2(:$ ). ?$:(& @,A,:2>/U

",,FU !%%

!

+

"

I F[ " +,G\

((

(

QR>BS N >

#

QR>BSZ Q

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

</)3$11U 6'. *-/3$-@ *-)840./)6 $68

/3*$0. )2 %$3%)) *&$6.$./)6 )6 1)/&

-'8'5'&)*3'6. /6 $ 8-@ .-)*/0$& -'7/)6

B)2,A& C>)$)<3 :(D

E:(:<,F,(&U +FFFU !!#

!

+9!

"

I

+F[ " ",J\

(,

[

`SN>B M46a/'

#

ON ^'672'/

#

=R

Y'bD4

中国科学院

S/7D!.D-)47D*4. 1'E4'60/67 )2 1/X %$3%))

0D&)-)*&$1. 7'6)3'1I *D@&)7'6'./0

/3*&/0$./)61 2)- .'3*'-$.' C))8@ %$3%))1

!

^)$0'$'I <$3%41)/8'$'

"

?$)A G(,U ",++U $

!

[

"

I

'",[FL

!G

L TP?# B ^

区域植物资源中心

T'7/)6$& ^&$6.T'1)4-0'

A'6.-'

!印度"

Q)3$./0 '3%-@)7'6'1/1 $68 /6!5/.-)

2&)C'-/67 )2 ! 1*'0/'1 )2 %$3%))

H$:(& 7,$$ @,I)2&AU +FF(U !&

!

+"

"

I LG!"LGL\

!J

J

ASNO<;TQ Q

O

#

S;?AS Z

S T

#

^RTTR; N

阿伯丁大学
?6/5'-1/.@

)2 N%'-8''6U

!英国"

O/0-)*-)*$7$./)6 $68 /65/.-) 2&)C'-/67 )2

.D' %$3%)) 8'68-)0$&$341!D$3/&.)6//

346-)

H$:(& 7,$$ J-AA", :(D G2<:(

7"$&"2,U +FF+U %'

!

+

"

I ([ "

(G\

!J

G

=;; N ] A

#

<N c Q

#

^;TN=#N ^ >

克莱蒙森大学

A&'31)6 ?6/5'-1/.@

!美

国"

Q'&'0.'8 *D@1/0$& $68 3'0D$6/0$&!

*-)*'-./'1 )2 7/$6. ./3%'- %$3%)) 7-)C6 /6

1)4.D!0$-)&/6$

B)2,A& ?2)D">&A 9)"2(:$U

+FF(U ((

!

F

"

I (, " (L\

!L

F

#NM=PT N S

#

S?N>BU Z M

#

`SP? Q d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66 Q.$.' ?6/5'-1/.@

!美国"

A$6)*@ .-'' 8'5'&)*3'6. $68 468'-7-)C.D

%$3%)) 8@6$3/01 /6 )&8!7-)C.D N%/'1!

<'.4&$ 2)-'1.1 /6 Q)4.DC'1.'-6 AD/6$I $

+"!@'$- 1.48@

B)2,A& C>)$)<3 :(D

E:(:<,F,(&U ",,(U %""

!

+9!

"

I

!(J "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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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 .)2,A&A :(D &/,-2 -(.$",(>,A -( .)2,A& D3(:F->A

%智利的假山毛榉林中
7/"AL",:

竹的生长模式及其

森林动力学影响&' 该文也是总被引用次数最高的文献( 另一篇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
#$@&)-

等

于
",,(

年发表的题名为
7:()I3 &2,, D,M,$)IF,(& :(D "(D,2<2)N&/ 8:F8)) D3(:F->A -( )$D!<2)N&/ O8-,A!

4,&"$: .)2,A&A -( P)"&/N,A&,2( 7/-(:Q : RS!3,:2 A&"D3

%在中国西南原始桦冷杉林的冠层树生长和灌木丛竹的

动力学$

+"

年的研究&' 该文也是表
(

所列的高被引论文# 这
"

篇竹子生长模式与动力学研究的代表性

文献一直持续受到关注# 对竹子生长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也表明竹子的生长模式与机理研究是个

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 还有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献是浙江农林大学刘娟等于
",++

年发表的题名为
P,:A)(!

:$ A)-$ 7G

S

,..$"T D3(:F->A :.&,2 $:(D "A, >/:(<, .2)F : (:&"2:$ .)2,A& &) E)A) 8:F8)) I$:(&:&-)(A -( A"8&2)I-!

>:$ 7/-(:

%天然毛竹林种植在中国亚热带后产生土地利用变化后的季节性土壤二氧化碳释放动力学研

究&' 该文
",+!

年被引用
L

次#

",+(

年被引用
+,

次' 这篇文章不是直接关于竹子栽培技术或方法的#

是关于竹子栽培带来土壤二氧化碳释放的# 在研究内容上有较多的学科交叉# 代表着竹子栽培的另一个

前沿性方向' 其他几篇近年被引用较多的文献也大都关于基因组) 基因测序) 克隆) 系统发育) 竹子生

长模式与特性) 竹子生长产量与土壤的关系等' 综上所述# 竹子基因与系统发育) 基因组) 克隆) 竹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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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被引次数最高!超过
&!

次"的文献

'()*+ , '-. #& .(.+/0 123+4 5-/+ 36(7 8, 49/27: !"88!!"8%

8 ;<=>?@AB

;

!

;'@CDA'E=

F G @

!

;@D@GH= =

等

都柏林大学

=-7"5-7-.6I*I -J 36+ K--4I )(5)--0

"

L(5)90+(+M C-(1+(+

#

N ( 59*32":+7+

/+:2-7 .6I*-:+7+321 (7(*I020 -J

L(5)90-24+(+ 0O 0O

!"#$%&' "( )'&%* +,-,&$./P

!&&Q

!

!""

"

8

$

N Q, ! 8&RO

S T 8! 8!

! CA=>

U6+769(

!

D<

'27:327:

!

DH

D9)27

等

中国科学院

>+7-5+"K24+ 16(/(13+/2V(32-7 -J 36+

)2::+03 :/(00P )(5)--P )(0+4 -7 8&P $&R

.93(32W+ J9**"*+7:36 1X=@ 0+Y9+71+0

012 3'&%* 04"'"56P

!&8&

!

8&O #$%N !#O88R$Z

8%T8"!!!Q"8&"88$

$ T $ R

S CA=>

U6+769(

!

D<

[27:

!

DH D9)27

等

中国科学院

'6+ 4/(J3 :+7-5+ -J 36+ J(03":/-K27: 7-7"

325)+/ J-/+03 0.+12+0 5-0- )(5)--

%

C6I**-03(16I0 6+3+/-1I1*(

$

7&*#$, 8,%,*4.-P

!&8S

!

$%

"

%

$&

%,$ & %$8O

& & T 8S

% \ALDA= ' '

科罗拉多大学

>/-K36".(33+/70 -J 1690Y9+( )(5)--0 27

36+ 974+/03-/I -J F62*+(7 =-36-J(:90

J-/+030 (74 36+2/ 27J*9+71+0 27 J-/+03

4I7(5210

9#'',*4% "( "( */, :"$$,6

0"*&%4.&' 2'#;P 8QR!

!

!#&

%

%

$&

%T% & %RTO

S $ S R

, '@[DE] @

^

!

^<@=> _

[

!

U^E< ; `

宾夕法尼亚州

立大学

F(7-.I 3/++ 4+W+*-.5+73 (74

974+/:/-K36 )(5)-- 4I7(5210 27 -*4"

:/-K36 @)2+0"L+39*( J-/+03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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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第一作者机构 题名 发表期刊
各年被引用情况

Z

次

!&88 !&8! !&8S !&8%

生长模式与因素' 竹子生长与土壤碳汇等领域是竹子生长与栽培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热点(

S

竹子栽培知识图谱分析

知识图谱"

5(..27:b7-K*+4:+4-5(27

$是显示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系列各种不同的图形) 具

体来说! 它是把应用数学' 图形学' 信息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计量学引文分析' 共现分析等方法

结合! 用可视化的图谱形象地展示学科的核心结构' 发展历史' 前沿领域以及整体知识架构的多学科融

合的一种研究方法*

S

+

) 知识图谱对发现和解释科学文献中潜在的隐藏的规律和演化路径发挥了重要作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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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本研究采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

#$%&%' ()*+%$,*-.

#著名信息可视化专家$ 华人学者陈超美"

/012

/3456%*

#博士开发的基于
7898

平台的
/*-%,:4;%!

信息可视化应用软件作为本研究的可视化工具%

<

&

' 以

=%> 5? @;*%);%

核心版数据库检索出的
ABCD!"DA<

年关于竹子栽培的
"!!

篇文献为样本' 运用
/*-%,:4;%

!

软件' 从文献的共被引关系角度' 提供了竹子栽培研究的作者聚簇$ 研究机构$ 和关键词共现的可视

化图谱!

!"#

文献作者聚簇分析

通过文献作者聚簇分析' 可以了解文献作者通过共被引关系形成的聚类网络图谱' 一个类簇代表研

究方向相近的一群作者以及他们的关联度! 在
/*-%@:4;%!

软件界面
E

网络节点选择
4F-35$E

主题词来源选

择文献标题 "

-*-'%

#' 摘要 "

4>,-$4;-

#' 关键词 "

G%,;$*:-5$

#和标志符 "

*G%)-*?*%$,

#' 算法选择路径搜索

"

:4-3?*)G%$

#算法' 数据抽取对象为
-5: HD

' 设置
I*6% @;4'*)J

的值为
'

' 运行
/*-%@:4;%!

软件后形成了

代表竹子栽培研究不同领域的很多个作者聚类簇' 簇团越大' 表明进行相关研究的作者越多' 是个研究

热点' 图
H

节选了最大的的几个类簇! 簇团中节点的大小反映了某作者发表
!"#

文献的多少' 发文最多

的作者即该领域的领军人物' 各节点之间的连线反映了作者之间的关联性! 通过作者聚类图谱可以帮助

科研人员了解与自己研究方向相近的研究群体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度!

从图
H

可知( 较大的簇团有以中国科学院的
KL #%M3F

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
N82O 04)P*

引领

的基因$ 遗传和系统发育为研究方向的作者群) 以中国国际竹藤组织的
O8Q R3*6*)

引领的竹子基因与

分子鉴定为研究方向的作者群! 这几个作者群簇团较大' 连线多' 表明了这些研究领域聚集的研究人员

较多' 文献近年产生的交叉关联较多!

!"$

国家和研究机构分析

/*-%@:4;%

可将各国"不包括中国台湾#发表的论文数量及时间以年轮的大小和颜色深浅直观展示出

来! 网络节点选择
/5F)-$.

与
L),-*-F-*5)

' 其他选项不变' 运行
/*-%@:4;%!

软件' 得到图
S

所示的有关竹

子栽培研究的国家和机构图谱! 其中
E

圆形节点代表国家
E

处于直线分支上的小节点代表机构%

H

&

!

图
H

竹子栽培研究的作者聚类图谱

T*JF$% H 8F-35$ ;'F,-%$ 64: 5? >46>55 ;F'-*+4-*5)

图
S

竹子栽培研究的国家和机构图谱

T*JF$% S /5F)-$*%, 4)G *),-*-F-*5), ;'F,-%$ 64: 4>5F- >46>55

;F'-*+4-*5)

图
S

展示的结果与图
!

显示的基于
=%> 5? @;*%);%

中文献分析结果一致! 中国$ 印度$ 日本和美国

是竹子栽培研究的主要国家! 点的中心性是一个用以量化点在网络中地位重要性的图论概念' 中心性值

越大' 表明节点位置越重要%

S

&

' 国家或机构的中心性值大小反映了该国或该机构在世界范围内的合作

度' 从而显现其影响力和地位! 在整个网络中
E

中国的节点中心性值最大' 为
DUC"

' 表现为从该节点引

出的连线最多' 表明相当多的国家及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有合作关系! 其他依次为日本"中心性

值为
DUV"

#' 印度"中心性值为
DU<V

#' 美国"中心性值为
DU!H

#' 法国"

DUDB

#' 阿根廷"中心性值
DUDH

#!

从机构看' 中心性值最大的是北海道大学"

DU<!

#' 其次为中国科学院"

DUAS

#' 东京大学"

DUDS

#' 查尔斯

达尔文大学"

DUDH

#' 浙江大学"

DUD!

#'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DUD"

#! 从国家和机构的发文量和中心性值

王学勤( 竹子栽培文献计量分析与可视化图谱分析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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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竹子栽培研究关键词共现图

()*+,- ' .-/01,2 31!133+,,-43- 567 18 965911 3+:;)<6;)14

可以看出! 中国的发文量最大! 中心性值居第
=

位! 显示出中国竹子栽培研究在世界的绝对实力和地

位" 机构的中心性值最大的是北海道大学! 虽然发文量不高! 但中心性值高说明它与世界各国的合作非

常广泛#

!"!

关键词共现分析

研究热点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内在联系的! 数

量相对较多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 #

>);-?763-!

把具有关联的共被引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

词频统计! 展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以确定基于文

献计量学视角的热点研究领域 # 选择
@1;- A/7-

为

$

.-/ 01,2

%! 其他设置不变! 运行
>);-?763-!

! 得到

图
'

所示的国际竹子栽培研究研究热点关键词共现的

网络图谱& 图
'

中各关键词节点年轮状同心圆颜色的

深浅反映了节点在不同时间段出现的情况! 同心圆的

大小反映了节点在所出现年代的数量多少! 各节点间

连线的粗细反映了节点之间关联性的大小'

'

(

& 表
$

列

出了共现频次排在前
!B

位的关键词&

从图
'

看出) 除
965911

外! 同心圆较大的几个

关键词是
5)3,17,176*6;)1C ,-*-4-,6;)14C 7163-6-C -<1:+;)14C 7:64;?C 2/465)3? 7,176*6;)14

和
2)<-,?);/

! 且同心

圆的颜色较深! 各节点间连线也较粗! 表明这几个关键词在
D"

年代末期开始产生关联! 且产生的关联

较多! 集焦了
!"

世纪
D"

年代末期后的竹子栽培的研究热点& 表
$

列出了关键词共现频次超过
'

的前

!D

个关键词&

表
#

出现频次超过
$

的前
%&

个关键词

A69:- $ A17 !D E-/ 01,2? 18 965911 3+:;)<6;)14 ,-?-6,3F

*

8,-G+-43/ !'

+

关键词 出现频次
H

次 关键词 出现频次
I

次 关键词 出现频次
I

次

96591

!

9654+?6 $! 7,176*6;)14

繁殖
## 5)3,17,176*6;)14

快速繁殖
!'

,)3-

水稻
#& ,-*-4-,6;)14

再生
!& *9??) *-4- J9??)

基因
D

K163-6-

禾本科
#D 965911 8:10-,)4*

竹子开花
B

!"#$%&'()%)*+",$%&'()%)

-.,/%,0,

拟南芥
#B

5+4,1

蒙罗竹
B )4!<);,1

体外
#' ;)??+-!3+:;+,-

组织培养
B

-<1:+;)14

进化
#' 7,1;-)4

蛋白质
' 7:64;?

植物
#'

8)-:2L*,104 3+:5?

田间生长的茎
' -M7,-??)14

表达
=N *-4-

基因
'

?156;)3 -59,/1*-4-?)?

体细胞胚

胎发育
#O )2-4;)8)36;)14

认证
' *,10;F

生长
#!

81,-?;

森林
' P659+?1)2-6-

竹亚科
#! 7:64;!,-*-4-,6;)14

植株再生
'

2/465)3?

动力学
#! *-4-;)3 2)<-,?);/

遗传多样性
' 7,176*6;)14

繁殖
##

1,2$3), '/&.,2%%

绿竹
' 2)<-,?);/

多样性
##

竹子栽培研究的热点关键词主要有快速繁殖, 再生, 禾本科*竹+, 体外*植株+, 种植, 体细胞胚胎

发育, 基因, 生长, 竹亚科, 动力学, 繁殖, 组织培养, 多样性等! 涉及竹子种类主要有禾本科, 竹亚

科, 蒙罗竹和绿竹& 这些关键词出现的年代大都在
D&

年代!

!&##

年以后有一些新的关键词出现! 但词

频大都只有
#

次! 还没有形成明显的研究热点! 就不再列举了&

%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文献分析结果! 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

竹子栽培文献的产出量! 除了
!&##

年发文有明显

增长外! 其余年份增长不明显! 表现得不均衡! 但从论文的被引用次数看!

!&&D

年后增长较明显! 表

明
!&&D

年以后竹子栽培研究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

#

从论文产生量看! 从事竹子栽培研

O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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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主要国家有中国! 印度! 日本和美国" 浙江农林大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东京大学! 印度科学

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和浙江大学等为主要研究机构" 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 日本北海道大学! 印度德里大

学! 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 东京大学等机构的影响力较大# 从知识图谱的中心性值看" 日本北海

道大学的国际合度较好" 在国际竹子栽培研究中起着引领和主导作用$ 中国科学院% 浙江农林大学! 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浙江大学这
#

家机构论文产出量居前" 前
!

家机构研究的持续性较好$ 浙江农林大

学论文产出量较高" 研究持续性好" 但篇均被引频次较低" 主要原因是国内与国际合作度都较低" 今后

要加强国内外合作" 扩大论文的影响力" 在研究方向上也需跟国际热点和趋势接轨$

!

刊载竹子栽培研

究论文的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有
$

种" 分别是
!"#$%&'() *+,'"-$./01%2 (.3 45"'&01".6 789 *'(.0 71"'"-,6

:..('2 "; 7"0(.,6 *'(.0 9$'' <$=")026 >")$20 4%"'"-, (.3 8(.(-$?$.06 *'(.0 9$'' @122&$ (.3 A)-B. 9&'0&)$

$

前
!

种期刊的期刊影响因子较高&超过
!%&

'" 后
!

种期刊发文量较高&超过
'

篇'$ 很多高被引论文% 最

近
# (

的高被引论文发表在这几种期刊上" 这几种期刊是研究人员应该重点关注" 也是投稿首选的期

刊$

"

从高被引论文分析结果得出" 竹子生长模式与动力学% 物理学与力学特性% 系统发育% 植株再生%

快速繁殖% 体外开花% 体细胞胚胎发育% 基因组等研究领域是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 引起了学者广泛关

注$ 从近
# (

的高被引文献分析结果得出" 竹子生长的相关因素&动力学% 生态学% 环境% 土壤等'% 基

因组与系统发育% 基因克隆等领域为持续性研究热点( 竹子基因组序列% 系统发育% 基因鉴定% 竹子生

长与土壤汇碳等代表着竹子栽培研究的新趋势和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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