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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草坪会议浅析近
!"

年草坪科研概况

李丽群!周 禾!王 康!杨 芳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草业科学系"北京

!''!78

$

摘要!以第
!'

届和第
!!

届国际草坪会议论文集为基础!对草坪科技不同研究领域论文分布加以分析!并就前后

两届会议论文进行对比!对论文集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分析!试图揭示出草坪科技近
!'

年的研究热点

及发展趋势!以期为草坪研究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草坪科研#国际草坪会议#论文

中图分类号!

/#$$9: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7

#

"'!!

$

'&;!"#$;':

"!

!

国际草坪学会#

0<=>?<@=A4<@5+B?C

D

?@EE/4FA>;

=

G

"

0+/

$成立于
!7#7

年"是一个非盈利性的学术组

织"其宗旨是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展示交流各国在草

坪生产和科研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信息"推动

草坪科学专业教学和科研的发展"促进各国间草坪

研究人员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国际草坪学会每
:

年举办一次国际草坪会议#

0<=>?<@=A4<@5+B?C

D

?@EE

)>E>@?FH,4<C>?><F>

"

0+),

$"以促进学术交流&国

际草坪会议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

届&为进一步促

进草坪科技的国际交流"国际草坪会议组委会都将

历届会议征集的论文汇编成册&第
!'

届及
!!

届国

际草坪会议论文集均由美国学者
I@<A>5+H4?4

D

44J

主编"论文用英文撰写"在编排上采用相同的框架"

按照研究领域的划分"共分为
!'

个部分'

!;"

(

&

会议论文的征集过程可能受到会议时间%地点%

编委会的主观取向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论文集所发

表的文章虽不能全面概括草坪科技的研究情况"但

收录了国际上草坪科技领域内最新的研究成果"涉

及面较广"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研究对两届论文

集所发表的文章进行统计分析"旨在揭示近
!'

年来

草坪科技的研究动态&

!

!

不同研究领域论文分布的统计与分析

按照国际草坪会议论文集编排的顺序"对其各

个研究领域论文进行了相应的统计分析#表
!

$&

!6!

两届论文集不同研究领域论文分布的统

计结果与分析
!

第
!'

届论文集共收录论文
!#$

篇"其中遗传!育种及品种评价领域论文最多"共
"7

篇"约占总数的
!&K

"说明该领域受关注程度最大)

其次是建植与养护领域"共
"&

篇"约占总数的

!#K

)信息技术!教育领域论文篇数最少"共
:

篇"约

占总数的
"K

"在各研究领域中受关注程度最低&

遗传!育种及品种评价%建植与养护%病害#植物病理

学$%土壤物理及根系结构
:

个领域的论文数所占比

例均在
!'K

以上"且比例总和超过一半"受关注程

度相对较高&

第
!!

届论文集共收录论文
!!!

篇"其中建植与

养护领域论文最多"共
"'

篇"约占总数的
!$K

)其

次是生理学!胁迫生理学"共
!&

篇"约占总数的

!LK

&信息技术!教育领域论文篇数只有
!

篇"约占

总数的
!K

"与第
!'

届论文集情况相同"受关注程

度降低&建植与养护%生理学!胁迫生理学%病害#植

物病理学$%杂草
:

个领域所占比例均在
!'K

以上"

比例总和超过一半 "受关注程度相对较高&

!!

总的看来"这两届论文集一共收录论文
"&7

篇"

其中建植与养护领域论文所占比例最大"共
:&

篇"

约占
!&K

"受关注程度最大"且在两届中所占比例

较稳定"可见建植与养护领域是近
!'

年草坪学科的

热门研究领域)其次是遗传!育种及品种评价"共
8#

篇"约占
!8K

&草坪草种染色体倍性水平高%基因

组成复杂等原因造成草坪领域遗传工作开展较难"

而植物分子遗传学在过去
"'

年取得了巨大发展"使

得草坪领域分子层面的研究得以开展'

8

(

&信息技

术!教育所占比例最小"约为
"K

"在近
!'

年草坪学

科各研究领域中受关注程度一直最小)其次是环境

保护!环境质量部分"仅占
&K

&近
!'

年来虫害领

域所占比例也持续偏低"仅占
$K

左右&

M>5@A?

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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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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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届论文集中不同研究领域论文篇数的统计与分析

研究领域
第

!'

届论文集

篇数 比例#

K

$

第
!!

届论文集

篇数 比例#

K

$

合计

篇数 比例#

K

$

环境保护!环境质量
!' # !! !' "! &

病害#植物病理学$

"' !" !8 !" 88 !"

建植与养护
"& !# "' !$ :& !&

遗传!育种及品种评价
"7 !& & # 8# !8

信息技术!教育
: " ! ! L "

虫害
!8 $ !' 7 "8 $

生理学!胁迫生理学
!& !' !& !L 8: !"

土壤生物学!化学!植物营养
!: $ !! !' "L 7

土壤物理学及根区结构
!$ !! 7 $ "& !'

杂草
!# !' !" !! "$ !'

合计
!#$ !'' !!! !'' "&7 !''

指出"各国政府颁布的新立法%负责合成农药申请的

各市政当局目前正逐步改变害虫管理方式"有关合

成农药的使用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制约&建植与养

护%遗传!育种及品种评价%生理学!胁迫生理学%病

害#植物病理学$

:

个领域所占比例均在
!"K

及以

上"为相对热门的研究领域&其中病害#植物病理

学$领域所占比例最稳定"两届都占
!"K

"是近
!'

年

草坪学科一直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

!6#

两届论文集不同领域论文分布结果的对

比分析
!

第
!!

届论文集文章总数较第
!'

届约减

少
!

!

8

&从不同领域比较分析"遗传!育种及品种评

价领域无论在论文数还是在所占比例中下降均很明

显"受关注程度明显降低)其次"土壤物理及根区结

构领域也有较明显下降&生理学!胁迫生理学领域

所占比例上升幅度最大"上升近
L

百分点"虽然其论

文总数持平"但从所占比例中可见其受关注程度明

显增大)尽管论文集总篇数大幅度减少"但环境保

护!环境质量领域论文篇数仍有所增加"所占比例上

升幅度也较大"可见草坪学科越加重视环境保护&

#

!

关键词词频的统计与分析

关键词是指从文献标题%摘要及正文中提取出

来能够反映论文文献主题内容的自然语词'

L

(

&关键

词作为论文检索的重要标识"在一定程度上将论文

的主要内容高度简洁地概括在内"是重要的信息来

源&高频关键词能够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而其

出现频次的变化则可反映该学科的研究发展趋势"

关键词词频分析是文献计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

&

每篇论文均有
8

个或
8

个以上的关键词"根据

论文集关键词索引目录统计"两届论文集关键词总

数约
"'7'

个"其中第
!'

届论文集中"关键词总数

约
!!#'

个"不同关键词约
&L'

个)第
!!

届论文集

中"关键词总数约
78'

个"不同关键词约
#''

个&对

两届论文集中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可以反

映出不同领域的研究热点&

#6!

两届论文集中关键词词频的统计分析
!

将其出现频次为
:

次以上的关键词分别按其英文名

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并加以合计#表
"

$&第
!'

届论文

集中出现频次为
:

次以上的关键词共
"'

个"占总数

的
:K

"第
!!

届论文集中共
":

个"占总数的
:K

"其中

有
!'

个关键词在两届中出现频次均为
:

次以上&

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为狗牙根#

!

"

#$%$#

%&'(

"

)$#

$"共
87

次"其次是草地早熟禾#

*$&

+

,&(-

.#/0/

$"共
88

次"可见狗牙根和草地早熟禾是近
!'

年草坪草中的主要研究对象&狗牙根既为优等牧

草"也是美化环境的草坪植物'

&

(

"是暖季型草坪草中

得分最高%应用最广泛%研究最深入的草种"因其具

有植株低矮%繁殖力强%抗旱%耐践踏%质地纤细%色

泽好等优点"在国内外广泛用于建植运动场%公园%

墓地及固土护坡'

$

(

&草地早熟禾原产于欧亚大陆%

中亚地区"广泛分布于北温带冷凉湿润地区"适应性

良好"广泛用作冷季型草坪草'

L

(

&张瑞麟等'

7

(指出"

草地早熟禾是草坪建植的主要草种"在我国大部分

地区生长良好&可见狗牙根和草地早熟禾均具有良

好的适应性"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并成为研究者

重点研究的草坪草草种对象&

! !

另外"出现频次为
"L

#

"7

的有匍匐翦股颖

7#"!



()*+*,-.+-)*./,012,1

#

3456"$

"

246'&

$

'&

!

"'!!

表
#

!

两届论文集中关键词词频的统计与分析

关键词
!!

第
!'

届 第
!!

届 合计

一年生早熟禾
& !" !7

运动场
#

翦股颖属
!8

狗牙根
"' !7 87

育种
L $ !8

褐斑病
L

匍匐翦股颖
!: !" "#

品种
#

病害
!8

肥料
$

高尔夫果岭
&

硬度
&

除草剂
!:

寄主植物抗性
L

渗透
L

虫害
7

杀虫剂
7

草地早熟禾
!$ !L 88

淋溶
&

多年生黑麦草
$ & !L

沙基种植层
L

圣奥古斯丁草
L

钝叶草
&

高羊茅
!' !# "#

附着摩擦力
#

践踏
#

草坪
#

草坪质量
L !L "'

草坪草
L !# "!

草坪草病害
!8

草坪草质量
L

杂草控制
!"

杂草
!"

结缕草属
# $ !:

#

1

2

,$/(0//($)$#0

3

.,&

$%高羊茅#

4./(5'&&,5#%0#&-

'.&

$"可见在近
!'

年中"草坪草种中匍匐翦股颖和

高羊茅受关注程度仅次于狗牙根和草地早熟禾"也

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

#

":

的有草坪草%草坪质

量)

!L

#

!7

的有一年生早熟禾#

*$&&##5&

$%多年生

黑麦草#

6$)057

+

.,.##.

$等&一年生早熟禾为禾本

科越年生优势草种"通常作为我国暖温带和亚热带

地区暖季型草坪草冬季交播的优势草种"但在未交

播的暖季型草坪中"却成为冬%春季发生最为严重的

越年生优势杂草"尤其在长江上%中%下游地区以狗

牙根草坪建植的高尔夫球场#球道区和长草区$%园

林绿地普遍发生"严重影响草坪纯净度和后期草坪

复绿生长"应及时防除'

!'

(

&薛光等'

!!

(指出"一年生

早熟禾#

*8&##5&

$防除难度大"因此对黑麦草及一

年生早熟禾密度大的草坪"可考虑第
!

次施用药剂

后
!''J

"对残存杂草进行第
"

次化学防除"可望彻

底控制杂草危害"增强草坪的竞争力&可见一年生

早熟禾作为一种杂草曾受到研究者的重点关注"与

论文集统计结果一致&除上述关键词外"剪股颖属

#

1

2

,$/(0/

$%育种%病害%除草剂%草坪草病害%杂草控

制%杂草%结缕草属#

9$

"

/0&

$等关键词出现频次均在

!'

次以上&

从各研究领域的角度来看"关键词也可反映出

各领域的研究热点&冷季型草坪草中最受研究者关

注的是草地早熟禾"其次是匍匐翦股颖%高羊茅%多

年生黑麦草)暖季型草坪草中最受研究者关注的是

狗牙根"其次是结缕草#

98

:

&

+

$#0'&

$&虫害领域中"

虫害%杀虫剂为关注的热点)另以杂草领域为例"一

年生早熟禾%除草剂%杂草控制%杂草为其关注的热

点&

#6#

两届论文集中关键词词频的比较分析
!

运动场%翦股颖属%病害%肥料%除草剂%虫害%杀虫

剂%淋溶%圣奥古斯丁草#

;(.#$(&

+

<,57/.'5#%&-

(57

$%钝叶草#

;8<.)

3

.,0

$%草坪%草坪草病害%杂草

控制和杂草这
!!

个关键词在第
!'

届论文集中出现

的频次均在
:

次及以下"但在第
!!

届论文集中出现

的频次均在
:

次以上"这些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揭

示了草坪学科近
!'

年研究的新热点"同时也反映出

某些研究点的受关注程度有显著的提高&另外"一

年生早熟禾%高羊茅%草坪质量%草坪草这
:

个关键词

在两届中均占有较高频次"且第
!!

届出现频次比第

!'

届均高出
L

次以上"是越来越受关注的研究热点&

褐斑病%品种%高尔夫果岭%硬度%寄主植物抗

性%渗透%沙基种植层%附着摩擦力%践踏和草坪草质

量"这
!'

个关键词在第
!'

届论文集中出现的频次

均在
:

次以上"但在第
!!

届论文集中出现的频次都

减少到
:

次及以下"可见其中某些研究受关注程度

有所降低&现以耐践踏性为例进行分析"耐践踏性

是运动场草坪质量和使用寿命的关键"是运动场草

坪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

!"

(

"戴其根等'

!8

(指出"践踏

对草坪的主要影响是造成草坪磨损和土壤紧实"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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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学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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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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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适的草坪草品种%合理的坪床结构和适宜的养护管

理措施都可以提高草坪的耐践踏性&目前"国内外

关于践踏对草坪的影响%如何提高草坪草耐践踏性

等各个方面已经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基本解决了践

踏所涉及的问题"与论文集中统计结果一致&

$

!

结语

总的看来"两届论文集中反映出不同时期研究

的侧重点"既存在较明显的差异"也有其一致的热

点&建植与养护%病害#植物病理学$领域一直受到

国内外研究人员的重视"占据着相对较高且较稳定

的比例"是近
!'

年草坪科学的热门研究领域&相

反"信息技术!教育%虫害方面受关注程度一直较低)

遗传!育种及品种评价领域受关注程度逐渐降低"而

生理学!胁迫生理学领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一年生早熟禾%狗牙根%育种%匍匐翦股颖%草地早熟

禾%多年生黑麦草%高羊茅%草坪质量%草坪草%结缕

草属
!'

个关键词为近
!'

年来草坪学科持续研究的

热点"其中"一年生早熟禾%高羊茅%草坪质量%草坪

草这
:

个关键词是越来越受关注的研究热点)运动

场%翦股颖属%病害%肥料%除草剂%虫害%杀虫剂%淋

溶%圣奥古斯丁草%钝叶草%草坪%草坪草病害%杂草

控制和杂草这
!:

个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草

坪学科近
!'

年研究的新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

草坪科技近
!'

年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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