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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草研究文献分析

陈 莹
!福建农林大学园林学院"福建 福州

4O2220

#

摘要!观赏草作为园林植物中独具特色的一类观赏植物!而日益受到国内外园林界的关注"本研究以
3K1K̂ 0232

年观赏草研究文献为依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观赏草研究文献的年份分布#文献作者#研究领域等方面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观赏草研究领域分布以生理生化为主!占总文献量的
4K/32_

!研究呈现活跃与多

元化合作态势!近
M

年文献量明显上升!占
03

年来总文献量的
M3/12_

"研究分布地区和作者较集中!但研究整

体水平较弱势"本研究为今后观赏草研究人员确定研究课题#利用和探讨观赏草文献提供参考与借鉴!也为图书

情报工作者的期刊采集#收藏提供参考"

关键词!观赏草$文献研究$中国

中图分类号!

(M11̀P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3223N2M0K

!

0233

#

21N3P4ON2P

"#

!

观赏草!

-C7DI>7?D.

B

CD88>8

#是一类形态美丽)

色彩丰富)以茎秆和叶丛为主要观赏部位的草本植

物的统称%

3

&

*主要以禾本科植物为主"常见的还有

莎草科)灯心草科)花蔺科)天南星科)香蒲科等植

物%

0NP

&

*由于观赏草具有实用性广)管理成本低)形

态多姿多彩等特点"日益受到国内外园林界的关

注%

ONM

&

*

近年来"我国对观赏草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有

关我国观赏草研究文献分析的文章尚未见报道*本

研究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
3K1K̂ 0232

年我国

观赏草研究文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统计与分析"明

确国内观赏草研究现状)热点和发展趋势"旨在为今

后观赏草研究人员确定研究课题)利用和探讨观赏

草文献提供参考与借鉴"也为图书情报工作者的期

刊采集)收藏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9

!

材料与方法

9/9

数据的收集
!

于
0232

年
33

月
3

日"以
3K1K̂

0232

年为时间范围"设定题名或关键词为+观赏草,

以及+天南星科,)+莎草科,等广义观赏草的科属名

称"对国内的主要中文期刊进行检索*结合人工检

查和纠错"删除重复文献"剔除简讯)文学作品等"最

终统计出
3K1K̂ 0232

年国内关于观赏草的所有文

献"共计
PPO

篇*同时参考引文格式将所有文献对

应作者)篇名)载刊)发表时间)页码和作者单位等栏

目建立文献数据库*

9/:

数据的处理
!

对主要文献进行人工搜索核

实"按重要期刊)重要作者核对"对每篇论文摘要进

行分析确定文献研究内容"以此作为基础数据资料"

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所有入库的观赏草研究

文献的作者)作者单位)研究机构)发表年份)研究领

域等进行统计分析和讨论"探讨近年观赏草研究的

重点)主要和重要研究人员)研究机构等内容*

:

!

结果与分析

:/9

文献量的年份分布
!

学科领域文献年度的

变化情况能够反映出该学科领域研究的进展)理论

水平)受重视程度以及发展速度和趋势*本研究统

计出
3K1K^0232

年我国观赏草研究总文献量为

PPO

篇"年平均文献量为
03/3K

篇*

3K1K^0222

年

为文献研究的缓慢增长阶段"文献量为
LO

篇"占总

文献量的
3M/1O_

(

0223

之后进入到文献研究的稳

定增长期"文献量逐年上升"特别是
022O

年后文献

研究高速增长"

022O^0232

年共有文献
0LO

篇"占

03

年来总文献数
M3/12_

!图
3

#*说明我国观赏草

研究领域的发展目前正处于活跃态势*

:/:

文献作者分析

:/:/9

核心作者群分析
!

核心作者群是指在一定期

限内"发表论文数量较多"在本学科界影响较大的作

者集合*统计
PPO

篇观赏草研究文献中"有作者署

名的文献为
PP4

篇"对有署名的文献按第一作者统

计"共有第一作者
43K

位*以每位作者发表的文献

数量进行分布频率计算"结果见表
3

*

"

收稿日期'

0232N30N34

!!

接受日期'

0233N24N0P

作者简介'陈莹!

3K13N

#"女"福建闽侯人"讲师"硕士"主要从
事园林绿化方向研究*

*NID;.

'

Y

DCA

G$

8;7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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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

9;<;=:>9>

年观赏草文献量变化

表
9

!

第一作者发表观赏草文献量的频率分布

篇数范围
!

第一作者数
占总人数

!

_

#

发文量

!篇#

占文献总数

比例!

_

#

#

4 0K1 K4/P0 4OO 12/3P

4

%

P 3M O/23 O2 33/0K

O

%

M 0 2/M4 33 0/P1

L

%

1 0 2/M4 3O 4/41

$

1 3 2/43 30 0/L3

合计
43K 322/22 PP4 322/22

!!

观赏草研究文献以发表
3

%

0

篇的作者居多"共

有
0K1

人"占总人数的
K4/P0_

"若将发表
O

篇以上

观赏草研究论文的作者定为核心作者"则该群体共

计
O

人"他们所发表的文献量为
41

篇"占总文献量

的
1/O1_

"其中发表文献量最多的作者是武菊英

!北京草业与环境发展研究中心#"其次是张树仁!中

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孙健!湖南农业大学资源环

境学院#)韩志萍!湖州师范学院#和柯文山!湖北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核心作者数量偏少说明大多数

作者并未对观赏草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

:/:/:

第一作者单位类别分析
!

通过对作者单位分

析"既可了解研究队伍的分布现状又可获取观赏草

研究领域具备较强实力的单位信息*对有单位署名

的
P0P

篇观赏草研究文献"按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

类别进行统计*结果显示高等院校的文献量最多"

为
043

篇"占总文献量的
OP/P1_

"其次是科研设计

单位
33L

篇"占总文献量的
0L/OK_

"而基层场)站

与管理单位的文献量较少"分别为
PM

和
42

篇*说

明高等院校和科研设计单位是我国观赏草研究的主

导力量"同时从文献数量来看"也反映出我国观赏草

研究队伍的整体水平还较弱势*

:/:/?

核心单位分析
!

对有单位署名的
P0P

篇观赏

草文献以第一署名单位进行统计得出"若将发表
M

篇以上观赏草研究论文的单位定为核心单位"则多

产单位共有
O

个!表
0

#*

发表论文最多的单位是北京草业与环境研究发

展中心"该单位共有文献
3K

篇"占总文献量的

P/P1_

"显示了北京草业与环境研究发展中心在观

赏草研究方面具有较雄厚的研究整体实力和人才优

势(其次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与湖南农业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这些单位为我国观赏草研究作出了

较为显著的贡献*

:/:/@

作者地区分析
!

对有作者单位的
P0P

篇观赏

草研究文献"按第一作者所在地区进行统计!表
4

#

发现"我国观赏草研究的作者主要分布在江苏)山

东)北京地区*这
4

个地区的作者数占作者总数的

0K/31_

"其发文量为
3P0

篇"占总文献量的
44/PK_

"

说明我国观赏草研究相对集中"也反映这
4

个地区

在观赏草研究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积累了一定

的科研成果和经验"是我国观赏草研究的主产区域*

:/:/A

作者的合作度与合著率分析
!

合作度是指在

某一确定的时域内"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合著率

是指在某一确定的时域内"期刊发表的合著者论文

数 与论文总数之比%

L

&

*署名作者为
30PL

人次"独

著文献为
322

篇"占总文献量的
00/OL_

"合著文献

为
4P4

篇"占总文献量的
LL/P4_

"作者的合作度与

合著率较高"分别为
0/13

)

LL/P4_

"显示出我国观

赏草研究以合作形式为主"作者的合作意识较强"协

作程度较高"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说明我国观赏草

研究正朝着跨学科多元化合作方向发展*

表
:

!

文献第一作者所在核心单位

序号
!!!!

单位名称 地区 文献量!篇# 占文献总数比例!

_

# 累积!

_

#

3

北京草业与环境研究发展中心 北京
3K P/P1 P/P1

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北京
34 4/2L L/OO

4

湖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湖南长沙
K 0/30 K/ML

P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云南昆明
1 3/1K 33/OM

O

贵州省草业科学研究所 贵州独山
M 3/P0 30/K1

M4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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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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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表
?

!

我国观赏草研究文献第一作者所在地区分布

地区 作者数
占总人数

比例!

_

#

文献数

!篇#

占文献数

比例!

_

#

江苏
4L 33/0O O3 30/20

山东
4P 32/44 P0 K/K3

北京
0O L/M2 PK 33/OM

湖南
0P L/0K 01 M/M2

云南
03 M/41 0O O/K2

广东
3K O/L1 04 O/P0

浙江
3L O/3L 0L M/4L

吉林
3M P/1M 3K P/P1

甘肃
3P P/0M 3L P/23

黑龙江
32 4/2P 32 0/4O

福建
32 4/2P 30 0/14

湖北
K 0/LP 3M 4/LL

辽宁
K 0/LP 32 0/4M

重庆
1 0/P4 32 0/4M

河北
1 0/P4 1 3/1K

四川
1 0/P4 1 3/1K

陕西
L 0/34 L 3/MO

内蒙古
L 0/34 33 0/OK

山西
M 3/10 M 3/P0

上海
M 3/10 L 3/MO

贵州
O 3/O0 1 3/1K

安徽
O 3/O0 M 3/P0

广西
O 3/O0 O 3/31

河南
O 3/O0 O 3/31

江西
P 3/00 P 2/KP

青海
P 3/00 P 2/KP

天津
4 2/K3 4 2/L3

新疆
0 2/M3 0 2/PM

宁夏
3 2/42 3 2/0P

合计
40K 322/22 P0P 322/22

:/?

研究领域分析
!

观赏草研究所涉及的学科

领域较为集中"对观赏草的生理生化研究是目前的

主要方向"文献量为
3LP

篇"占到总文献量的

4K/32_

"其次是栽培养护研究"文献量为
K0

篇"占

总文献量的
02/ML_

!图
0

#*说明这
0

个研究领域

是当前观赏草研究的热点"而对于种质资源)园林应

用等方面研究的文献量相对较少*

?

!

结语

?/9

观赏草研究呈现活跃与多元化合作态势

!

在
3K1K^0232

年"关于观赏草方面研究文献共

计
PPO

篇"其中
022Ô 0232

年是观赏草研究文献高

速增长期*合著文献所占比重较大"作者的合作度

与合著率较高*这些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活跃性(

也说明我国观赏草研究正朝着跨学科多元化合作方

向发展*

图
:

!

观赏草研究文献各研究领域分布

?/:

观赏草研究地区和作者相对集中!研究

整体水平较弱
!

我国观赏草研究的作者主要分

布在江苏)山东)北京地区*高等院校和科研设计单

位是我国观赏草研究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北京草业

与环境研究发展中心在观赏草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

人才优势与科研力量*

在核心作者方面"发表文献量最多的作者是武

菊英"其次是张树仁)孙健)韩志萍)柯文山*统计结

果说明我国观赏草研究相对集中在一定地区与单

位*但从文献总体数量来看"也反映出我国观赏草

研究还不够系统与深入*

?/?

观赏草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

目前"观赏草

研究的热点集中在生理生化方面"其文献量为
3LP

篇"占到总文献量的
4K/32_

*但是随着研究面的

拓展与研究水平的提高"探讨观赏草园林应用以及

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将日益

受到重视*

在统计研究中"观赏草研究文献所载期刊的影

响因子普遍偏低"这也反映出了我国在观赏草研究

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方

面可以进一步的扩展与加强"观赏草研究的影响力

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

3

&

!

赵岩"戚海峰"张志国
/

山东省主要野生观赏草资源及

其评价%

5

&

/

中国农学通报"

022M

"

00

!

33

#'

0M4N0MO/

%

0

&

!

a7ACD+5/

观赏草及其景观配置%

T

&

/

刘建秀"译
/

北

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022P

'

3N30/

%

4

&

!

刘建秀
/

草坪地被植物观赏草%

T

&

/

南京'东南大学出

L4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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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1

"

+-/21

#

21

$

0233

版社"

022P

'

3N32/

%

P

&

!

高鹤"刘建秀
/

南京地区观赏草的种类)观赏价值及其

造景配置%

5

&

/

草原与草坪"

022O

!

4

#'

34N3M/

%

O

&

!

李秀玲"刘君"宋海鹏"等
/34

种观赏草在南京地区夏

秋两季观赏价值的灰色关联分析%

5

&

/

草业科学"

0232

"

0L

!

0

#'

4KNPP/

%

M

&

!

武菊英
/

观赏草及其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

T

&

/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022L

'

3N0/

%

L

&

!

林政
/

我国木麻黄研究文献分析%

5

&

/

农业图书情报学

刊"

022L

!

3

#'

3PLN3O0/

B&6%&/'$,#&1)()%

*

+&+/0/#()'$(,)%

3

#)++$+&(C2&()

%Q*+W;7

B

!

%-..>

B

>-E'D7A8<D

@

>#C<6;?><?JC>

"

bJ

Y

;D7#

B

C;<J.?JC>D7Ab-C>8?C

G

&7;H>C8;?

G

"

bJ

Y

;D7bJS6-J4O2220

"

%6;7D

#

!6+,#)1,

'

#8D<.D88-E?

G@

;<D.-C7DI>7?D.

@

.D7?8;7

B

DCA>78

(

-C7DI>7?D.

B

CD88>8DC>;7<C>D8;7

B

.

G

F>;7

B

E-N

<J8>A-7F

G

?6>.D7A8<D

@

>;7AJ8?C

G

D?6-I>D7ADFC-DA/cD8>A-7-C7DI>7?D.

B

CD88C>8>DC<6

@

D

@

>C8

@

JFN

.;86>AEC-I3K1K?-0232

"

?6>

@

JF.;86;7

B

?;I>

@

>C;-A

"

DJ?6-C8D7A-C7DI>7?D.

B

CD88C>8>DC<66;

B

6.;

B

6?8

Z>C>8JIIDC;S>AD7AD7D.

G

S>AJ8;7

B

?6>F;F.;-I>?C;<I>?6-A;7?6;8

@

D

@

>C/$6>C>8J.?886-Z>A?6D??6>C>N

8>DC<6-E-C7DI>7?D.

B

CD88>8ID;7.

G

E-<J8>A-7

@

6

G

8;-.-

BG

D7AF;-<6>I;8?C

G

(

-<<J

@G

;7

B

4K/32_-ED..?6>

@

D

@

>C8;7H-.H>A/$6>C>8>DC<6Z>C>>X?>78;H>D7AA;H>C8;E;>AZ;?6

[

J;?>DE>Z

@

D

@

>C8

@

JF.;86>A;7?6>.D8?

8;X

G

>DC8

!

M3/12_;7D..?6>

@

D

@

>C8;7H-.H>A;7?6>

@

D8?03

G

>DC8

#

/$6>8

@

><;E;<C>8>DC<6DC>D8D7ADJ?6-C8

-E-C7DI>7?D.

B

CD88>8DC>I-C><-7<>7?CD?>AFJ??6>C>8>DC<6

[

JD.;?

G

7>>A8?-F>;I

@

C-H>A/$6;88?JA

G

<-J.A

@

C-H;A>C>E>C>7<>.;?>CD?JC>E-CC>8>DC<6>C8?-;A>7?;E

G

C>8>DC<6?-

@

;<8D7AA;8<J88-C7DI>7?D.

B

CD88

C>8>DC<6D8Z>..D8E-C.;FCDC;D78?-<-..><?D7AE;.>?6>C>.>HD7?

Y

-JC7D.8/

7$

*

8/#.+

'

-C7DI>7?D.

B

CD88>8

(

F;F.;-

B

CD

@

6;<D7D.

G

8;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7D

:>99

年
D

月国内市场主要畜产品与饲料价格分析

猪肉批发价中部分别高于东)西部
4/0_

)

2/0_

(牛肉批发价西部分别高于东)中部
O/4_

)

M/K_

(羊肉

批发价西部分别高于东)中部
0/K_

)

32/3_

(鸡肉批发价西部分别高于东)中部
3L/3_

)

0/P_

(鸡蛋批发价

中部高于东)西部
2/K_

)

0/K_

*进入
L

月"猪肉批发价格继续保持了高速上涨的趋势"环比上涨了

32/O_

(牛肉)羊肉和鸡肉的批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了
3/0_

)

3/M_

和
4/3_

"鸡蛋涨幅并不明显*

玉米价格东部分别高于中)西部
4/2_

)

P/P_

(大豆价格西部分别高于东)中部
0/M_

)

L/M_

(豆粕

价格西部分别高于东)中部
4/0_

)

4/M_

*全国猪肉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牵动饲料价格继续提升*玉米

和豆粕价格环比分别上涨了
K/0_

和
4/M_

(而大豆和棉粕批发价格未有明显波动*

!!

表
9

!

D

月国内市场主要畜产品批发价格
!!

元$
=

B

畜产品
东部

地区

中部

地区

西部

地区
平均

猪肉
0O/M2 0M/P0 0M/4M 0M/34

牛肉
44/34 40/MM 4P/K2 44/OM

羊肉
4L/KK 4O/O2 4K/32 4L/O4

鸡肉
34/M4 3O/O1 3O/KM 3O/2M

鸡蛋
1/11 1/KM 1/L3 1/1O

!!!!

表
:

!

D

月国内市场主要饲料价格
!!!

元$
?

饲料
东部

地区

中部

地区

西部

地区
平均

玉米
0023 034M 0321 03P1

大豆
P23L 4142 P302 4K1K

豆粕
4313 43MK 401P 4033

棉粕
0OLO 0122 00ML 0OPL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

杨林杰#

14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