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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文 献计 量 学 的 方 法统 计分析 了 华 中 农 业大 学 2 0 0 8
—

2 0 1 2 年被 ＳＣＩ 收录 文献 的 数

量 、语 种 、年度分布 、被 引 频次 、研 究 方 向 、 文 献来 源 出 版物 、科 学基金 资助 机构 、 文 献合作 机构 及 国

家 （地 区 ） 等 。 用 Ｃ ｉ ｔｅｓ ｐａｃｅ 进行 了 作者 聚 簇 、 关键 词共 现和 文 献共 被 引 分析 。 数 据客观地反 映 了 基

于 ＳＣＩ 收 录文献 视角 的 2 0 0 8
—

2 0 1 2 年 华 中农 业 大 学基础研 究状 况及研 究 热点 领 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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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Ｃｉ ｔａｔ 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由 美国科技信息研丨

究 所 （ Ｉｎ ｓｔ ｉ ｔｕｔｅｆｏｒＳｃｉ ｅｎｔ ｉ ｆ ｉ ｃ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 ） 的Ｅ．
、

Ｇ ａｒｆ ｉｅｌ ｄ 等建立 ， 是 国 际通行 的
一

种对 自 然科学基 2 0 0 8
—

2 0 1 2 年华 中农业 大学 ＳＣ Ｉ 收录文献数

础研究成果评价 的较为客 观 、 定 量和易 操作 的 指据来 自 美 国 Ｔｈｏｍ ｓｏｎＲｅｕｔｅｒｓ 公 司 ＷＯＳ （Ｗ ｅｂｏｆ

标
⑴

。

一个机构或个人发表的学术论文被 ＳＣＩ 收录Ｓｃ ｉｅｎ ｃｅ ）平台的 ＳＣＩ 数据库并进行分析 （检索时间为

及引用的情况 ， 已 被作为评价其学术水平的
一

个重 2 0 1 3 年 1 2 月 2 1 日 ） 。 检索结果用文献类型 ＝ Ａｒｔ ｉ
－

要 依 据
Ｍ

。 知 识 图 谱 （Ｍ ａｐｐ
ｉｎｇ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 ｅＤｏ

－

ｃ ｌ
ｅ

，语种 ＝ Ｅｎｇ ｌ ｉｓｈ 进行精炼后 ， 将 ＷＯＳ 中 的 相应

ｍａ ｉｎｓ）是一种新型 的科学研究方法 ，它把科学文献数据下载并导人 Ｃｉ ｔｅ ｓ ｐａｃｅ 进行知识 图谱的绘制 。

之间 的关系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之上 ，然后 以可视化 2

图形直观地反映 出 来 ，对发现和解释科学文献 中潜

在的规律和演化路径有着重要作用
Ｍ

。 2 ． 1 文献记录数及被引 情况

华中农业大学是一所 以农科为优势 ， 以生命科 2 0 0 8
—

2 0 1 2 年 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作 者单位 ，共

学为特色 ，农 、理 、 工 、文 、法 、经 、 管相结合 的教育部有 3 6 0 7 篇文献被 ＳＣＩ 收录 ，
文献记录数逐年增加 ，

直属
“

2 1 1 工程
”

建设 的全 国 重点大学 ， 学校农业科 2 0 1 2 年的文献记录数是 2 0 0 8 年 的 2
． 1 4 倍 。 其中 ，

学 、植物学与动物学两个学科进人 ＥＳＩ 学科排名 前ＡＲＴ ＩＣＬＥ 3  4 2 1 篇 ， 占文献记录数的 9 4 ．8 4％ ；ＲＥ
－

1 ％ 。 本研究以 2 0 0 8
—

2 0 1 2 年 ＳＣ Ｉ 收录的以华 中农ＶＩＥＷ 8 2 篇 ， 占文献记录数 的 2 ． 2 7 ％ ； 另有 ＭＥＥＴ －

业大学为作者单位 的文献为样本 ，运用文献计量学Ｉ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4 1 篇 ，

ＥＤ ＩＴＯＲ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Ｉ
－

的方法 ，从文献记 录数量 、语种 、 年度分 布 、 被引 频ＡＬ 2 0 篇 ，
ＮＥＷＳＩＴＥＭ 2 0 篇 ，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

次 、文献来源刊物 、科学基金资助机构 以及文献合作ＰＡＰＥＲ 1 6 篇 ，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ＩＯＮ 1 5 篇 ， ＬＥＴＴＥＲ 8

国家 （地区 ）及机构等方面对华中农业大学的 ＳＣＩ 产篇 ， ＢＯＯＫＣＨＡＰＴＥＲ 1 篇 。 3  6 0 7 篇文献 中 ，英语

出进行了统计分析 ，并对作者聚簇 、关键词共现和文文献 3  5 4 8 篇 ， 占文献记录数的 9 8
． 3 6 ％ ； 中文文献

献共被引 进行分析 。 数据客观地反映了基于 ＳＣＩ 收 5 8 篇 ， 占文献记录数的 1
．

6 1 ％ ，另 有一篇法文文献 。

录文献视角 的 2 0 0 8
—

2 0 1 2 年华 中农业大学基础研文献被引用次数常被用来作为文献学术水平和

究状况和热点研究领域 。影响力 的评价指标ｗ ， 这是因 为科研人员 所发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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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影响力体现在 同行的关注程度上 ，
研究结果被 2

．
3 来源 出版物

同行在文献 中直接 引 用是其最重要 的表 现形式之研究文献 的来源出 版物有助于了解文献 的空间

一 ［
5
］

。
2 0 0 8

—

2 0 1 2 年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作者单位文分布
⑷

。
2 0 0 8

—

2 0 1 2 年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作者单位

献被引频次为 2 2 5 1 1 （检索时间为 2 0 1 3 年 1 2 月 2 1发表的 3  6 0 7 篇文献分布在 8 7 9 个来源出版物 ，文献

日 ） ，去除 自 引 后的被引 频次为 1 9 3 5 8 ， 每项平 均被分布高度离散 。 文献记录数在 5 0 （包含 ）
一

 1 0 0 之 间

引用次数为 6
． 2 4 （表 1 ）

。的出版物有 4 个 ，在 3 0 （包含 ）

一

5 0 之间 的 出版物有

被引次数最多 的
一

篇文献是以张启发 院士为通 5 个 ，在 1 0 （包含 ）

一

2 0 之 间 的 出版物有 6 2 个 ， 在 5

信作 者于 如 0 8 年发表 在 Ｎａ ｔｕｒｅＧｅｎ ｅｔｉ ｃｓ 上题为
（包含 ）

一

1 0 之间的 出 版物有 1 1 8 个 ，在 2 （包含 ）

一

5

Ｎ ａ ｔｕ ｒａ ｌｖａｒ ｉａ ｔ ｉｏｎ ｉｎＧｈｄ 7ｉ ｓ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 ｅｇｕｌａ ｔｏｒ之间 的出 版物有 Ｗｌ 个 ， 只有 1 篇的 出 版物有 3作

ｏｆｈｅａｄ
ｉ
ｎｇｄａｔｅａｎｄ ｙｉ

ｅ ｌｄ
ｐ

ｏｔ ｅｎｔ
ｉ ａ ｌｉｎｒｉｃｅ 的一篇研个 。 其 中文献记录数超过 3 0 篇文 献 的来源 出版物

究论文 ，该文被引用次数达 2 5 6 次 ，平均每年被 引用Ｍ 2 。

次数为 4 2 ． 6 7 次 。 引用该文的 2 5 6 篇文献分布于 8 0 2 4＾金资 助机构
个文献 出版 物 中 ， 其 中 包 含在 国 际顶尖学术 期 刊对基金 资助 机构进 行分 析 ， 发 现 2 0 0 8

—

2 0 1 2

和 Ｓｄ ｅＭ ｅ ｉｉ出版的文献各 1 篇 。

一

年华 中农业大 学发表的 ＳＣＩ 收录文献 ，标注基金资
高产稳产历来是作物科学研究追求的最终 目标 助机构 的共 2  6 0 8 篇 ， 占 总文献记录数 3  6 0 7 篇 的

之－
，发表在胸ｗｒｅ Ｇｅｎ故《 这篇文献报道 了张自

7 2
． 3 0 ％ 。 进

－

步找 出 同
－个基金 资助机构不同科

发院士领衔的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首＆■划 （项 目 ） 的 标注 形式 ， 以此 为依 据编辑检索
发现并成功雜的－个耐關水稻贿、抽翻

式 ，检制翻不随錢舰膽麵文 献数
— Ｇｈｄ 7 ，？Ｈ ｏ

Ｔ Ｗｅｆｆｌ 7ｊＣｆｆｉ
量 。 结果显示 ，获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资脑论文最

的多个主要性状 ，使水稻产量增加
－

倍 ，并决定开 ；

多 ， 共 1 ｇ ｌ 9 篇 （ 占总数 3  6 0 7Ｋ
Ｊ
 5 0

．
 4 3 ％ ） ， 其次是

＾
旬和株高

⑷
。 英 国路透社在 2 0 0 8

＾ 5＾ 曾體
禾斗技部 （包 括 9 7 3

、
8 6 3

、支撑计划 等 ） ， 共 ！ 3 3 5 篇
这可能是 全球范 围 内努力提高农作物产量迈 ｛Ｕ（ 3 7

． 0 1 ％ ）
，排在第 3 位的 是教 育 部 （长 江学 者奖

2 ， 2

ｏ。 。点基金 、 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 务费 等 ）
， 共 9 1 2 篇

按照 ＷＯＳ 的分类 ， 2 0 0 8
—

2 0 1 2 年华 中农业大 ， ＿

口 5 ． 2 8 ？＾ ，第 4 位 的 是农 业部 （公益 性行业农业
学被 ＳＣＩ 收录文献的研究方向 共涉及 8 6 个 ，其 中ｔ

科技专项 、 现代农业产 业 技术体 系 、转 基 因 专 项
献记录数排名前 1 0 的研究方 向分别是农业 （ 6 5 3 ， 占ＺＺ
总数 3  6 0 7 的 1 8

．
 1 0 ％ ） 、植 物科学 （ 6 1 7

，
1 7

． 1 1 ％ ） 、等 ’ ｚ、？ ｏ
。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 5 6 0
，

1 5
． 5 3 ％ ） 、 化学 （ 4 3 4

，表 2ＭＯ Ｓ—ＺＯＵ 年 华中农业大 学被 ＳＣＩ 收录

1 2
．
 0 3 ％ ） 、生物技术应用微生物学 （ 3 5 3

，
9

．
 7 9 ％ ） 、 遗文献数超过 3 0 篇的 来源 出版物

传学 （ 2 9 3 ， 8 ． 1 2 ％ ） 、食品科学与技术 （ 2 4 6 ， 6
．
 8 2 ％ ） 、来 源出版物文献记录数 ％ｏ ｆ 3  6 0 7

微生物学 （ 2 2 9 ，
6

． 3 5 ％ ） 、兽医学 （ 1 7 9 ， 4 ． 9 6 ％ ） 和环ＰＬＯＳ Ｏｎｅ



境生态学 （ 1 7 5
，

4
． 8 5 ％ ） 。

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Ｒｅｐｏ ｒｔｓ 8 2 2
． 2 7

表 1 2 0 0 8— 2 0 1 2
年华中农业大学被Ｊ ｏｕｒｎｃｄ ｏｆＦｏｏｄＡｇｒｉｃ ｕｌ ｔｕｒｅ 6 3 1

． 7 5

ＳＣＩ 收录文献及被引情 况 （单位 ：次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

屮 版任文献被 引 去除 自 引 后的 每项平均Ｔｈｅｏｒｅ ｔｉ ｃａｌａｎｄＡｐｐ ｌ ｉ ｅｄＧｅ
－5 1 1

．
4 1

＾记录数 频次被引 频次被 引次数ｎ ｅｔｉｃｓ

2 0 1 29 6 6 2 
4 2 3 2  2 9 6 2 ．

5 1Ｓｃｉ ｅｎ ｔ ｉａＨｏｒｔ ｉ ｃｕ ｌｔｕｒａｅ 4 6 1 ． 2 8

2 0 1 1 8 8 3 4 0 7 6 4 0 0 1 4
－

6 2Ｐ ｌａｎ ｔＣｅｌ ｌ Ｒｅｐ ｏｒｔｓ 3 8 1 ． 0 5

2 0 1 06 7 9 5  2 1 7 5 1 3 9 7
． 6 8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Ｐｏ ｌｙｍｅｒｓ 3 2 0

．
8 9

2 0 0 9 6 2 7 5  7 5 8 5 6 9 1 9
．

1 8Ｅｕｐｈｙｔ
ｉ
ｃａ 3 1 0 ． 8 6

2 0 0 8 4 5 2 5 0 3 75  0 0 2 1Ｌ 1 4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Ａｎ ｉｍａ ｌａｎｄＶｅ ｔｅｒｉ

－ 3 1 0
． 8 6

2 0 0 8
—

2 0 1 2 3  6 0 7 2 2  5 1 1 1 9  3 5 8 6
．

2 4ｎａｒｙＡｄ ｖａｎｃｅｓ

注 ： 检索 时间 为 2 0 1 3 年 1 2 月 2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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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合作机构 0 ．

7 2 ％ ） 。

通过分析 2 0 0 8
—

2 0 1 2 年与 华 中 农业 大学合作 2
．

7 文献作者 聚簇分析

发表 ＳＣ Ｉ 文献的机构发现 ，文献记录数排在前 1 0 的通过文献作者聚簇分析 ， 可 以 了 解文 献作者之

单位 分 别 是 中 国 科 学 院 （ 2 6 8
， 占 总 数 3 6 0 7 的间 的合作研究 网络 。 用 Ｃｉ ｔ ｅ ｓｐ ａ ｃｅ 对 2 0 0 8

—

2 0 1 2 年

7
．
 4 3 ％ ） 、 中 国农业科学 院 （ 1 3 7

，
3

．
8 0 ％ ） 、 武汉大学署名 华 中农业大学被 ＳＣ Ｉ 收录 的 ＡＲＴＩＣＬＥ 文献进

（ 7 8
，

2 ．1 6 ％ ） 、华 中 科技 大学 （ 7 2
，

2
．
 0 0 ％ ） 、 湖北省行文献作者聚族分析 ，得到 图 1 所示 的作者 网络 图

农业 科 学 院 （ 6 8
，

1
．
 8 9 ％ ） 、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 5 4 ，谱 。 节点 同 心 圆 大 的 作 者 ， 发 表 的 文献 较 多 ， 是

1
．

5 0 ％ ） 、美 国农业部 （ 4 2
，

1 ． 1 6 ％ ） 、 加拿大农业与农 2 0 0 8
—

2 0 1 2 年署名 华 中 农业大学 ＳＣ Ｉ 文献 的 核心

业食品部 （ 3 9
，

1 ． 0 8 ％ ） 、 中 国水产科 学研究 院 （ 3 9 ，作者 。 核心作者对推 动 学科发展 、 开拓研究领域的

1 ． 0 8 ％ ） 、 华 中 师 范大 学 （ 3 6 ， 1 ． 0 0 ％ ） 和 浙 江大学深度和广度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ｒａ

。

（ 3 6 ， 1 ． 0 0 ％ ） ｏ 1 0 个单位 中 ， 有 2 个是国外 机构 ； 有由 图 1 可 以看 出 ，华 中农业大学在长期 的科研

4 个与华 中农业大学 同位于武汉市 ， 地域 的 优势 为积淀 中 ，天然形成 了很多科研 合作 紧 密 的合作研究

科研上的合作研究 奠定 了 良 好的 基础 。 同 时 ， 因 华网络 团 队 。 如 以 陈 焕春 （ Ｈ ｕａｎ ｃｈｕ ｎＣｈｅｎ ） 院士领衔

中农业大学是 以农科为 优势 ， 生命科学为特色 的综的
“

动物重要病原分子生物学致病机理
”

国家 自 然科

合性大学 ，所以合 作单位 中农业特色 突 出 的机构也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 ， 张启 发 （ Ｑ ｉｆａＺ ｈａｎｇ ） 院士领

较多 。衔的
“

基因组研究与水稻遗传改 良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

2 ． 6 国家 （ 地区 ）分布金创新研究群体 ，邓秀新 （ Ｘ ｉ ｕ ｘ ｉ ｎＤ ｅｎｇ ） 院士领衔的

2 0 0 8
－

2 0 1 2 年华 中农业 大学标 注有与 其他 国
“

园艺作物种植资源研究与 遗传改 良
”

国家 自 然科学

家 （地 区 ）合作发表 的文献共计 7 9 1 篇 ， 占文献总数基金创新研究群体 ， 熊远著 （Ｙ ｕａｎ ｚｈｕＸ ｉ ｏｎｇ ）院士 和

的 2 1
．
9 3 ％ ， 涉及合作 国家 （ 地 区 ） 共计 7 0 个 ， 有着赵书红 （

Ｓ
．Ｈ ．

Ｚｈ ａｏ ）教授领衔的
“

猪种质创新 与遗传

比较广泛的 国际 （地 区 ）合作 研究与 交 流 。 文献记改 良
”

教育部创新团 队 ，傅廷栋 （Ｔ ｉｎｇｄ ｏｎｇ
Ｆｕ ） 院 士

录数最多 的 1 0 个 国 家 分别 是 美 国 （ 3 2 2
， 占 总数等领衔的

“

油菜遗传改 良
”

教育部创新团 队 ，

“

长江学

3  6 0 7 的 8
．
 9 3 ％ ） 、 加 拿大 （ 8 9 ，

2
． 4 7 ％ ） 、英 国 （ 6 0 ，者奖励计划

”

讲座教授 、

“

千人计划
”

特聘专家彭少兵

1 ． 6 7 ％ ） 、 澳 大 利 亚 （ 5 7
，

1
．
 5 8 ％ ）

、
韩 国 （ 5 2

，（ Ｓｈ ａｏ ｂ ｉ ｎｇＰ ｅ ｎｇ ） 教授领衔的
“

作物环境互作机理及

1 ． 4 4 ％ ） 、 德 国 （ 5 0 ，
1

．
3 9 ％ ） 、 法国 （ 4 4

，
1

． 2 2 ％ ） 、 日调控
”

教育部创新团 队等 。

本 （ 2 7
， 0 ．

 7 5 ％ ） 、 荷 兰 （ 2 6
，

0
．
 7 2 ％ ） 和 新西 兰 （ 2 6 ，

花糊删醸麵＿■？■■■■■？？
 ｋ ｊｗｍＭＨａＭＭＢｍ

Ｃ ｉ ｔｅ Ｓ
ｐ
ａｃｅ ， ｖ  3 0 ， Ｒ 1 （ 3 2

－

ｂ ｌ ｔ

Ｊ

Ｏ ｃｔ ｏｂｅｒ  2 8 ，  2 0 1 4 7  0 1 ：

1

0 ＰＭ  ＣＳＴ

ｒ ．ｎ＾
ｐ
＾

0°

？） 0 6
－Ｍ ？2 ［ａ ｔ ｅ ｅ Ｌ？ｒ＞

ａ
？ｈ
－

1
ｊＸｉｕｘｉｎ ＤｆｉｆｌＱ

Ｃｈ？ｏＢ ？ ｜^



Ｌ＊ｌＯ
ｏｍｒｆａｎ ａ Ｚｌｗｉａ

Ｓｃ
ｌ

Ｂｏ
ｎｏ
ｎ Ｃ ｒ

ｉＷ ｉ

ｒ Ｔｏ
ｐ
ＳＯ

ｐ
ｅｒ

ｃ
ｌ ｉ

ｅ ？ 7 ＆Ｍ Ｉ
｜ ！

Ｎｅ
ｔ

ｗ ｋＮ－ 1 4 3 ， Ｅ？ 1 7 0 ｔＤｅｎｓ ｉ ？

ｙ
＝ 0 ． 0 1 6 7 ） 4Ｌ Ｉ

ＩＩ ＩＵＴ
ＵＯｍ ｔａ Ｘｕ

Ｐｒ ｕ
ｒｔｎ

ｏ Ｈ
ｏｎ＊解

￣

 ｌ
￣

 Ｉ

ｊＯｄＵ
ｆ＾Ｌ ａ

ｔ
ａｍｍｍｙ、 Ｘ ｉａｎｉｏ ｎ

ｇ 

Ｚｈａｎ ｇ

Ｇｅ
Ｊ

ｌ
ＭＷａｎｇ—＊ＭＺｈｅｎｇＧ ｕｏ Ｈ？Ｇｕｏｑ ｌｎｇ Ｕ

？Ｏａｏｈｏｎｇ 

Ｊ ｉａｎｇ

Ｙｏｎｆｌｚｉ

ｗｎｇ ｘｉ
ｎａＰ

｛
ｎｇ Ｘｔｏ
ｔｔｅ

ｙｏｕＨａｎ

＾
ｃ 2 ！ｌ ＞

ｉ

ａＬ Ｉｆｃ
，

－

Ａ 5 ｅＷ？ Ｗａｎ
ｇ

一

？

售ｄｆｔｐＰ
ｃｈｕｎＣｈｅｎ

Ｑｌ ａｏｙ
ｕ ｎ Ｈｕａｎｇ

—


ｒｕ ｕ？

Ｍａ

ｇ
ｎｎ Ｂ

ｌ

Ｑ
ｏｎ

ｇ
ｍａ

ｌ

Ｃ
ｌ
ｘｎ

Ｌｔａｎ
＂Ｙｕ ｌ ｌａ ｎ Ｗ？ｎｇ？？

Ｐｓ ｎｇ ＣｒｉＶ
ｖ？

Ｌ． Ｏ． Ｖ ａｎＢＸｍ Ｗｍ ｉｂ

＼ ｓ． Ｈ． ＺｈａｏＵ？觀
Ｕ ｎｇ ｌ ＨｕｍｇＭ？ ｌ ｈｕＭａ

＂“ 1 1

1■
卿Ｚｏｎｇｈｕｉ Ｙｕａｎ

＂Ｂｍｄ
ｎｕ

ａ—＿

Ｕ！
＊＊  ｗｉ

？
？ｗｗ

？ｅ
Ｎｎ

ｇ＊ 2＾5 7 －

ｕＳ ？

ｙ
ｌ Ｐａｎ

ＪＶａｎｔａ ｎｇ 
Ｔａｎ

■
＿
■

■

一
＾ ．Ａｎｙ

ｏｎｆｌｈａｎ  Ｆａｎｇ

Ｍｍｃｈｕ Ｓａｅ』
‘

ｒ

＞？ｕ？＼Ｆａｎ Ｌｉｕ

、 Ｃｏｎ
ｏ
ｈｙ ａ ｎ＊

图 12 0 0 8
—

2 0 1 2 年华 中农 业 大 学被 ＳＣＩ 收录文献 的 作者聚 簇 图 谱



第 1 期刘彬等 ： 基于 ｗｏｓ 和 Ｃ ｉ

ｔ ｅ ｓｐａ ｃｅ 的华 中农业大学基 础研究状况分析 4 5

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ｕ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ｍｒｎｍｍｍｍｍｍ
Ｃ ｉ ｔｅ Ｓ ｏ ａｃ ｅ ， ｖ ． 3 ． 8 ．Ｒ 1 

（
3 2 － ｂｉ ｔ

）

Ｃｉ ｔｅＳ ｉ
．  2 0 1 4  9 ： 5 6 ：

2
0 Ａ ＭＣ Ｓ Ｔ

Ａｏ ｒ
ｉ ｌ 

ｉ

＼ｈ
ｚａｕ 2 0 0 8 － 2 0 1 2 Ｖｄａ ｔ ａ Ｉ ｆＷｉＭ

1 1 ｍｅ ｓｐ ａ ｎ ： 2 0 0 6
－

2 0 1 2  （ Ｓ
ｌ ｉ ｃｅ 

Ｌｅｎｇｔ ｈ＊ 1
）ａ—

Ｓ ｅｌ ｅｃ ｔｉｏ ｎ
Ｃ ｒ ｉ ｔ ｅｒ ｉａ Ｔｏｐ 

5 0 ｐｅ
ｒ

ｓ ｌ ｉ

ｃ ｅ 1 
“ ＂ 1

 ＜ａｎａ ？ｍｒａ ａｒｉａｎ

Ｎ ｅｔｗｏ ｒ ｋ Ｎ＝ 1 1 1 ，  Ｅ？ 1 4 3
（
Ｄｅｎｓ ｉ ｔ

ｙ
？ 0 ． 0 2 3 ｉｌ

）

Ｐｒｕ ｎｉ ｎｇ ：

Ｎｏ ｎｅ

一
二

ｔｒａｎｓｃ 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
？

— ：一
－

！ｒａ

盟播错
－

ｔ

啟银
ｉａ

ｆ＂ｍ ＨｙＣ
｜
0 ｎＧｄ ｉｆｆｅ ｒ ｅ ｎ ｔｉ ａｔｉｏｎ

＂

ｒｉｃｅ
＂

ｇｅｎｅ
－ｅ＾ｓｓ＾ｎ

ｉｄｅｎ ｔ ｉｆｉｃａｔ ｉｏｎ
－＜

ｉ
ｉ？ｎｉｔｅ ｔ ｉ

ｖｅ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 ｉａ －ｃｏｆｌ

ｓｅｑｕｅｎ ｃ总 ｙ ｉｅ ｌ ｄ

ｂｒａｓｓ ｉｃａ ｎａｐｕ ｓ
ｍｉｃｅ

＿ａｂｓｄｓ ｉｃ＾ｃ
ｉ
ｄ

？＂？

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ｏ？？Ｂｖｅ＾ｒ
ｇ
ｓｓ


ｒｅｓ ｉｓ ｔａｎ ｃｅ
ｂｉ ｏｓｙ

ｎｔｈｅｓ ｉｓ
ｒｅ ｓ ｉｓ ｔａｎｃｅ

ｏＯｓ ｅｅｄｒａｐ
ｅ

＂ ＇ ＂＾＾ｏ
ＨＵｈ－

ｏｗａｃａ ｉｍｕ ｌ ｒｔｌｏｎ
ｐ

ｒ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 ｜ ｜ｒｔ ｜ ｜ ，ｈ ｜ ，

＿ａｏＢｏｒ
ｔ
ｘｔｏｎ．

ｎｒＯ ｌＡ／ｔｈ
一一“Ｃｅ 8—

？ｍａｕｃｓｔｍ

ｙ

1ＶＪ ｗｗＩ Ｉ ＩＩｍｍｍｉ ？ ｉｎｄ
？ｎｃ？

Ｍ

ｇｅｎｅｓ
ｏ ｒｙｉａ

－

？ ａ？ｖ ａ Ｉ
．

ｍ？
ｌ
？ｂｏ ｌｉ

8 ａ ｉ


＂ ＂＂


ｔｏ＊ｋ＾

ｂｉｎｄｉｎ ｇ
ｗｈ？ｒｔ＿■ ＿．

ｐ ｌａｎｔｓｇｅｎｏｍｅａ ｒａｂ ｉｄｏｐｓ ｉｓ

－Ｐｒｏｔｅ ｌｎｓ？

ｃｈ ｉｎａｄｉｖｅ ｒｓ ｉｔ
ｙｗａｔｅｒ

？

ｐ ｒｏｔｅ ｉｎ＿
ｔｅｍ—

■ＣＩＶ 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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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2 年华中 农 业大学被 ＳＣ Ｉ 收录 文 献 的 关 键词 共现图谱

2
．

8 关键词 共现分析己 的研究 中或者通过拟南芥进行相关功能 的验证 ，

关键词是文献作者对文献核心 内 容 的概况 和精因此其作为关键词共现频次较高 。 这一点我们通过

炼 。 通过 Ｃ ｉ ｔｅ ｓｐ ａｃｅ 对文献 中 的关键词进行分析 ， 展ＷＯＳ 数据库 的检索功能 以及 与华 中农业大学从事

现 了 关键字共现 网络图谱并确 定基于 文献计量学视拟南芥研究的胡 红红教授交流得到 了验证 。

角 的热点研究领域 （ 图 2 ） 。 2
．

9 文献 共被 引 分析

一

般来讲 ，关键词 出 现频次高 、 中心性强 的为研文献共被 引 分析是引 文分析 的
一个重要 内 容 。

究热点 。 通过综 合分析 2 0 0 8
—

2 0 1 2 年署 名 华 中 农Ｃ ｉ ｔ ｅ ｓｐａ ｃ ｅ 可 以通过绘制 共被 引 网络 图谱 的方法展

业大学 的 ＳＣＩ 文献 关键词共现频 次 和关键词 中 心现学科知识 基础 与 研究 前沿 。
通过 Ｃ

ｉ ｔ ｅ ｓｐａ ｃ ｅ 进行

性 ，
Ｐ

ｌ ａｎ ｔｓ 、 Ａ ｒａｂ ｉ ｄ ｏｐｓ
ｉ ｓ（Ａ ｒａｂ ｉ ｄｏ ｐｓ

ｉｓ
－

ｔ ｈａ ｌ
ｉ ａｎａ ） 、聚簇 （Ｃ ｌ ｕｓｔ ｅ ｒ ） 分析 ，绘 制文献共被 引 聚类 图谱 。 通

Ｐ ｉｇ ｓ
、
Ｅ ｓｃ ｈｅ ｒ ｉ ｃ ｈｉ ａ

－

ｃ ｏ
ｌ
ｉ
、
Ｇ ｅｎ ｅ （Ｇ ｅ ｎｅ ｓ ） 、

Ｇ ｅｎｏｍ ｅ 、 Ｐｒｏ
－过共被 引 频次 的统计 ， 可 以寻找 到 2 0 0 8

—

2 0 1 2年对

ｔ ｅ ｉ ｎ 、
Ｃ

ｌｏｎ ｉ ｎｇ 、
Ｅｘ ｐｒｅ ｓ ｓ ｉｏｎ （ Ｇ ｅｎ ｅ

－

ｅ ｘｐ ｒｅｓ ｓ ｉ ｏｎ ） 、
Ｉｄ ｅ ｎｔ ｉ

－华 中 农业 大 学科 学 研 究过 程 中 起 到 关键 作 用 的

ｆ ｉｃ ａ ｔｉ ｏ ｎ 、 Ｉ ｎ ｆｅ ｃｔ ｉｏｎ 、 Ｇ ｒｏｗ ｔｈ ，Ｅｖｏ ｌｕ ｔｉｏｎ
、
Ｄ ｉ ｆ ｆｅ ｒｅ ｎｔ ｉａ

－文献 。

ｔ ｉ ｏｎ
、
Ｒｅ ｓ ｉ ｓ ｔａｎ ｃｅ 这些关键词 出 现频次均 高 于 4 7 次 ，共引次数最多的文献是 由 Ｌｉ ｖａｋＫＪ 和 Ｓ ｃｈｍ ｉｔ

－

中介 中 心性大于 0
．

0 1
。
这表 明 以这些关键词为 核心ｔ ｇｅ ｎ

ＴＤ 于 2 0 0 1 年发表在 上面的一篇题为

的研究领域是基于 2 0 0 8
—

2 0 1 2 年ＳＣ Ｉ
文 献关键词

＂

Ａｎａ ｌｙｓ ｉ ｓｏｆＲ ｅｌ ａ ｔ ｉｖ ｅＧ ｅ ｎｅＥｘｐｒ ｅｓ ｓ ｉ ｏｎＤａ ｔ ａＵｓ ｉ ｎｇ

分析的研究热点 。Ｒ ｅａ ｌ
－ ＴｉｍｅＱ ｕａｎ ｔ ｉ ｔａ ｔ ｉ ｖｅＰＣＲａｎｄｔｈｅ2

＿

ａｉＣＴ
Ｍｅｔｈ

－

拟南芥 （ ａ ｒａｂ ｉ ｄｏ ｐｓ
ｉ ｓ

－

ｔｈ ａｌ
ｉａｎ ａ ， ａ ｒａｂ ｉ ｄｏ ｐｓ

ｉｓ ）是双ｏｄ
＂

的文献 。 该文献被 2 0 0 8
—

2 0 1 2 年 以华 中农业大

子叶模式植物 ，其基 因组是 目 前 已 知 高等植物基 因学为作者单位的 ＳＣ Ｉ 论文 引用 了 9 9 次 ，该文介绍 了

组 中 最小的 ， 同时因其基因高 度纯合 ， 用理化 因素处利 用实时定量 ＰＣＲ 和 2
＆ＣＴ 法 分析相关基 因 表达

理突变率很高 ，容易 获得各种 生 物学功能 的缺 陷型数据 的方法 。

等优点 而被广泛应用 于植物遗传学 、
发育生物学和共 引 次数排在第二位 的是 由 Ｔ ａｍｕ ｒａＫ 等人于

分子生物学 的研 究 。 华 中 农业 大学在 2 0 0 8
－－

2 0 1 2 2 0 0 7 年发 表在 Ｍｏ ｌｅ ｃｕｌ ａｒＢ ｉｏ ｌｏｇｙａ ｎｄＥｖｏ ｌｕ ｔｉ ｏｎ

年之间直接 以 拟南芥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团 队和研究上 的
一 篇 题 为

“

ＭＥＧＡ 4 ：Ｍｏ ｌ ｅ ｃ ｕ ｌ ａ ｒｅｖｏ ｌ ｕ ｔ ｉ ｏｎ ａｒ ｙ

人 员并不多 ，但是很多从事生物学基 础研究 的科研ｇｅｎ ｅｔ ｉ ｃ ｓａ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 ＭＥＧＡ ）ｓｏ ｆｔｗ ａ ｒｅｖ ｅｒ ｓ ｉｏ ｎ4
．
 0

”

的

人员会将相应物种 的研究与拟南芥进行 比较 ， 借鉴文献 。 文献宣布 了 分子进化遗传分析软件 （ＭＥＧＡ

拟南芥 中 的各种新方法 、新手段和 研究进展 用 于 自ｖｅ ｒｓ ｉｏ ｎ 4
．
 0 ）诞生 ， 并介绍 了软件的 相关新功能 ，如



4 6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0 1 5 年

扩展了对 ＤＮＡ 序列数据的编辑 、挖掘 Ｗｅｂ 数据库 、的合作研究对象 ， 国际 （地 区 ）合作研究伙伴逐年增

进行 自 动和手动序列对齐 、通过序列 比对分析估计多 ，合作关系 比较 紧密 的多 为发达 国 家 ， 同 时国 际

进化距离 、推断系统发育树和测试进化假说等功能 。（地 区 ）合作研究产出 的 ＳＣＩ 收录文献逐年增加 。 我

该文献被 2 0 0 8
—

2 0 1 2 年 以华 中农业大学为作者单们推崇
“

以我为主
“

的 国际 （地 区 ）合作研究与交流 ，

位 的 ＳＣＩ 论文 引用 了 7 9 次 。 该文同 时是 中介 中心更加注重通过 国际 （地区 ）合作解决 自 身在科研上遇

性最强 的
一

篇文献 （ Ｃｅｎｔｍｌ ｉｔ
ｙ

0
．

2 0 ） 。 在科学知识到的 问题 。 科研人员应更加注重依托高水平科研基

图谱中 ，其中介作用 比较明显 ，通过该节点开展的研地和优势学科举办高水平 国 际学术会议 ，拓展多途

究较多 ，其对研究 网络结构影响力也较强 。径的 国际 （地区 ）合作与交流渠道 ，积极开展
＂

以我为

引用 次数 排在 第三位 的 是 由 Ｓａｍｂ ｒｏｏｋＪ 于主
”

的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与交流 ，积极推介具有 国

1 9 8 9 年 出 版 的 Ｍｏ ｌ ｅｃ ｕｌａｒＣｌ ｏｎｉ ｎｇ
：ＡＬａ ｂｏｒａｔｏｒｙ际视野的科研人才 ，产出高层次研究成果 ，增加 国 际

Ｍａｎｕａｌ
一书 ，该文献 被 2 0 0 8

—

2 0 1 2 年以华 中农业学术影响力 。

大学为作者单位的 ＳＣＩ 论文引用 了 5 9 次 。 该书系 3 ． 3 进一步促进学科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统介绍了分子克隆的 方法和手段 ，在 近 2 0 余 年里 ，华中农业大学 的学科建设 以农科为优势 ， 以生

以其无可匹敌的声誉 ，

一

直被作为分子生物学实验命科学为特色 ， 优势学科相对比较集 中 ，
这和本次研

的 经典参考用书 ，是生命科学领域实验室当 之无愧究所分析的热点研究领域相对集 中
一

致 ，双方互 为

的 圣经Ｍ 。 以上三篇 文献对华 中农业 大学 2 0 0 8
—验证 。 建议学校

“

强优 、支重 、扶弱 、促新
”

。 加强对优

2 0 1 2 年期间从事相关热点领域的研究奠定 了重要势学科和重点学科 的支持 ，积极的 发挥优势学科 和

的知识基础 。重点学科的带动及示范效应并保持领先地位 ；
更加

3＾过扩展研究领域 ，促进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的发展 。

3 ． 1 进一步加 强 自 主科技创新能力 建设前期的研究发现 ，华 中农业大学园 艺学领域的 科学

知识 的创新是 自 主科技创新能力 的重要体现 。 研究对园艺学学科建设起到 了很好 的 支撑作用
［

9
］

，

ＳＣＩ 论文是从事 自 然科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成果形式建议学校 应更加注重通过科教融合促进人才 的 培

之一 。 目前我 国 已 经跃居 ＳＣＩ 论文产 出 第二大 国 ，养 、 团队的建设 ，不断促进学科 的全面 、协调 、 可持续

ＳＣＩ 论文产出 量仅次于美 国
［

7 ］

。 华中农业大学近年发展 ，实现学校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

来被 ＳＣＩ 收录文献记 录数量增加迅速 ，

一

方 面与 国的同步提升 。

家加大科技经费的投入和学校科研人员 积极参与各

类科技项 目 的研究密不可分 。 但 目 前来看 ，文献 的致谢 本文工作得到 华 中农业 大学科技管理政策研

数量和质量与国 内 外著名研究型大学还有较大的差究项 目 （ 2 0 1 4ＫＪＸＢ 0 2 ）资助 。 写作过程 中得到
“

长 江

距 ， 自 主科技 创新能力有待进
一

步提 升 。 学校今后学者奖励计 划
”

讲座教授 、

“

千人计划
”

特聘专 家 彭 少

应更加注重将培养 、凝聚和稳定各类科技人才特别兵教授 ，

“

青年千人计 划
”

入 选者李 国 亮 教授 和 胡 红

是优秀拔尖人才 ，作为科技工作的首要任务 ，鼓励他红教授的指导 ，谨致谢意 。

们融入研究团 队 、稳定研究方向 。 注重加强对科研参 ？ ＆ 献
人员参与国家级科研项 目竞争前的 培育 ，鼓励和引

Ｂ Ｓ－
ｉ ｍ Ｋｓ ＾ ｊ＾ －ｈｎ ｓａｍＢ了

＂

献■由 山 食士 ａｉｄ ｎｉ ｃｆｔＭ 师昌 绪 ， 田中卓 ， 黄孝瑛 ， 等 ．

“

科学 引 文索 引 （
ＳＣＩ ）

”
一

国
导科研人员逐步加强积 累 ，

不断产 出高水平科研成际上评定 科研 成 果 的
－ 种方法 ． 科 学通 报 ，搬 ，鐵 ：

果 ，不断促进学校 自 主科技创新水平 的提升 。 8 8 8 8 Ｍ．

3 2加强
“

以我为 主
”

的 国 际 （地区 ）

▲作［ 2 ］ 刘小鹏 ’ 周辉 ■ 北京大学 2 0 0 5 年 ｓｃｉ 收 录论文之统计分析 ？

？？ Ｂ Ｊ ｅ ｉ 1
＝

1

北京大学钱 （ 自餘報）
，丽 ，

4 3 （ 5 ） ：ｍ－ 7 2 7 ．

本研究的对象为以华 中农业大学为作者单位被［ 3 ］Ｃｈｅｎ Ｃ．Ｓｅａｒｃ ｈｉ
ｎｇｆｏｒ ｉｎｔｅ ｌ ｌｅ ｃｔｕａ ｌｔｕ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ｓ ：Ｐｒｏｇｒ ｅｓ

－

ＳＣＩ 收录 的文献 ，但并未局限于第 一作者单位为华ｓｉｖｅ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 ｅＤｏｍａｉｎＶｉｓ ｕａ ｌ ｉｚａｔ ｉ
ｏｎ．Ｐ ｒｏｃｅ 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 ？ ． …、 ． 一  ．— ．．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ｃ ａｄｅｍｙ

ｏ ｆＳｃｉｅｎｃ 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Ｕｎｉ ｔｅｄＳ ｔａ ｔｅｓｏｆ Ａｍ ｅｒｉ－

中农业大学 ，这有利于对华 中农业大子科研人员 所 ｃａ（ＰＮＡＳ） ．2 0 0 4 ， 1 0 1  （Ｓｕｐｐ ｌ ． 1 ）： 5 3 0 3
—

5 3 1 0 ．

有参与完成的文献进行评价 ， 也能更 为客观的 评价［幻 杨俊丽 ． 基于 ＳＣＩ 的河南农业 大学科技论文统计 分析 ？ 科技

华 中农业大学科研人员参与 国际 （地区 ）合作研＿［ 5 ］＾
研

张

究

光 蔡 性研究 成果 的明 丨 用分 析 ．

状况 。 研究表明 ，华 中农业大学在 国际上具有广泛中 国科学基金 ， 2 0 0 2 ， 1 6 （ 2 ） ： 8 5
—

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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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金安江 ． 我校分离出 控制水稻产量 和生育期 的多效性 基 因 ．［ 8 ］ 刘玉博 ． 基于 Ｃ
ｉ
ｔｅ ｓｐａ ｃｅ 的植物科学 知识 图谱可视化分析 ． 情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南 湖 新闻 网 ［
ＥＢ／ＯＬ ］ 2 0 0 8

－

0 5
－

0 5 ．ｈｔ ｔ ｐ ： ／ ／报探索 ，
2 0 1 3

，
1 9 3 （ 1 1 ）： 1 7

—

2 1 ．

ｎｅｗｓ ． ｈｚａｕ ． ｅｄｕ． ｃｎ／ ｓｈｏｗａ ｒｔ ｉ ｃ ｌｅ．

ｐ
ｈ
ｐ？ａｉｄ

＝

 1 4 6 9 7 ．［ 9 ］ 刘彬 ，徐 强 ，陈柳 ． 园 艺学 2 0 0 4
—

2 0 1 3 年国家 自 然科 学基金

［ 7 ］ 袁 国华 ，宋若瑜 ，杨婷 云 ． 基 于文献计量 的 内部 营销研究 进资助项 目分析 ． 中 国科学基金 ， 2 0 1 4 ， 2 8 （ 1 ） ： 6 1
—

6 6 ．

展分析 ． 华 中农 业大 学学报 （ 社会科学 版 ） ， 2 0 1 2 ， 1 0 2 （ 6 ）
：

7 5
—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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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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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ｔｙ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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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

ｐ ｅｒｉｏ ｄｏｆ 2 0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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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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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信息 ？

中 国科学家主导的
“

鸟类起源
”

研究被 Ｓｃ ｉｅｎ ｃｅ 杂志评为

2 0 1 4 年度十项重大科学进展

2 0 1 4 年岁末 ， 我 国古生物学家 主导 的
“

鸟类起中国科学院古脊推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的徐星 、周

源
”

研究入选国际权威刊物 Ｓｃｉｅ ｎｃｅ 杂志年度十项重忠和等在 Ｓｃｉ ｅｎ ｃｅ 杂志上发表了有关鸟 类起源研究

大科学进展 。 科学家对 2 0 多年来新发现的 、 主要产的综述文章 ，对鸟类起源这
一

热点研究领域近年来

自 中国的化石 的研究表明 ， 羽毛这样 的类似鸟类 的取得的重要进展进行了 全面总结 ， 指 出 恐龙向 鸟 类

特征 ， 实际上早在最早的鸟类出 现以前 ， 就已经在不的转化已成为论证最详实的 演化事件之
一

，并提 出

同的恐龙类群 中多次重复出 现 。 目前看来 ， 羽 毛不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方法将是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

仅仅是用于飞翔 ， 也用于保暖 、展示 ，也可能有保持多年前 ， 中 国多个古 生物学科研 团 队 已开始尝

平衡的作用 。 另外 ， 研究也发现恐龙 向 鸟 类的进化试在整合生物学 、 多学科交叉研究领 域开展创新研

中身体逐渐变小 ， 同时骨骼逐渐变得纤细 。究 ，与国际研究工作接轨 。 在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 的

中 国科学家 的研究是
“

鸟类起源
”

这项重大科学长期稳定支持下 ，依托我 国丰富 的古生物化石资源 ，

进展的基础 。 多年来 ，在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我国古生物学家 已取得 了 国 际领先 的 突破性成果 。

下 ， 中 国 的古生物学家在鸟类及其羽毛和飞行的起此外 ，

一批优秀的 中青年学者长期活跃在国 际学术

源 、恐龙等重要类群的 系统发生等方面取得了
一

系领域 ，担任国际古生物协会主席等重要职务 。

列重大发现和原创性研究成果 ，仅在 Ｎａ ｔｕｒｅ 和 Ｓｃｉ
－

 2 0 1 4 年国 际权威 期 刊 Ｓｃｉ ｅｎｃ ｅ 的年 度评选 将
ｍｃｅ 上就发表了 4 0 余篇论文 。 中 国科学家主导 的 ‘‘

鸟类起源
”

列人年度十项重大科学进 展之
一

，是对
“

鸟类起源
”

研究 将这
一重要方 向在全球推 向 了高 我国地球科学研究工作 的充分肯定 和赞许 ， 为我 国

潮 ，各国 同行积极加人 ，从多学科的角度揭示 了某些科学界争得了荣誉 。

恐龙世系是如何进化 出小型而轻盈的构造 ，使其能
°

够演化成许多类型的鸟类 ’并在大约 6 6 0 0 万年前 的（地球科学部 顾松竹 姚玉鹏 供稿 ）

白垩纪一古近纪生物大灭绝 中存活下来 。 2 0 1 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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