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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收录的核心期刊文献题录为数据基础，借助文献计量学理论方法，以信息分析软件 ＳＰＳＳ 为工具，定量分析
了农业领域的 ８３９ １０８ 篇学术论文，绘制了国内农业数据的知识图谱，揭示了农业领域研究的学科领军人物、核心研究机构、研究热
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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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产业，作为农业

大国的我国一直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１］。 ２１ 世纪是农业发

展的重要阶段，生命科学和其他最新科学技术相结合，将使

世界农业发生根本性变化。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生物基

因库的建成，遗传工程的崛起，克隆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业面

貌将焕然一新［２］。
国内农业领域的学者专家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

量的研究论文，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农业研究数据。 笔者借

助 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 软件，对这些海量的农业研究数据进行定量统

计分析，找出农业领域的研究热点、发展轨迹、学科领军机构

及人物等特征，为该领域相关研究人员追踪学科发展方向提

供参考。
１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学是对文献和文献工作进行定量研究的方法，
它采用数学语言进行定量分析，以数学公式或图形来表现规

律，对问题的陈述及计算都采用简明的数学符号，从而简化

和加速思维过程，具有深刻的描述性能和高度的概括能

力［３］。 文献计量方法在学科发展分析、研究范式的演化等方

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能够帮助探索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主

题、研究热点及其演变发展规律［４］。
笔者利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及方法，借助 ＳＰＳＳ 统计软

件对农业领域的海量数据进行了定量统计分析。
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２．１　 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是全球最大的知识门户网

站，收录文献范围全，是集期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报纸、会
议论文、年鉴、图书、多媒体教育教学素材为一体的知识服务

网站。 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期刊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目前收录 ７ ６００ 多

种重要期刊，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
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

该研究统计分析的原始数据源自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
对中国知网收录的农业相关文献 ８３９ １０８ 篇核心期刊文献进

行统计分析，这些数据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是有价

值的研究数据。 核心期刊是指某学科（或某领域）的核心期

刊，是指那些发表该学科（或该领域）论文较多、使用率（含被

引率、摘转率和流通率）较高、学术影响较大的期刊［５］。 由于

核心期刊是期刊中学术水平较高的刊物，对核心期刊中收录

的农业领域研究文献进行检索分析，可以更准确地获得农业

领域的研究热点。
２．２　 数据获取及预处理

２．２．１　 数据检索。 进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期刊数据库，在学

科专辑导航中选择“农业科技”，来源类别选择“核心期刊”，
共检索到农业领域的相关核心文献 ８３９ １０８ 篇。
２．２．２　 数据预处理。 通过数据检索，检索出农业领域的核心

期刊文献之后，利用知网的文献题录导出功能，把文献的题

名、作者、单位、关键词等题录数据导出，将所有的题录数据

进行汇总，共得到 ８３９ １０８ 条题录数据，对导出的原始数据进

行整合，便于之后对数据分析。
３　 数据统计与分析

３．１　 文献年度分布　 科技论文的主要功能是记录、总结科研

成果，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 作为科学研究成果的科技论

文通常在专业刊物上发表，科技论文数量与质量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状况［６］。
从图 １ 可以看出，２０００ 年以前的 １０ 年，农业方面的文献

数量波动不大，说明我国农业研究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

期，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农业文献呈现急剧上升的态势，说明我国

农业研究在这 １０ 年内极其活跃，处于农业活动的爆发期，
２０１０ 年以后，农业活动又逐渐进入平稳发展期。
３．２　 基于作者单位统计的机构科研能力排名分析　 机构的

科研能力可以从所发学术论文，特别是核心论文这一角度来

进行测评［７］。 该研究将导出的题录信息按作者单位进行分

安徽农业科学，Ｊ．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Ｓｃｉ． ２０１８，４６（２０）：１９３－１９５ 　 　 　



类汇总，进而统计每个科研机构的发文数量，将作者单位按

发文数量从多到少进行排序，此排序结果能够从一定程度上

反映农业领域各科研机构的科研能力。 从图 ２ 可以看出，排
在前面的科研单位基本上是我国以农学为特色的全国重点

高校。 前 １０ 名科研机构依次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

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东北

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北
京林业大学。

图 １　 文献年度分布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图 ２　 机构发文数量

Ｆｉｇ．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ｂｙ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３　 基于作者统计的农业领域领军人物分析　 统计农业领

域作者的发文量，可以分析得出文献作者相对于农学领域的

研究贡献，发文量较高的作者一般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８］。
使用获取到的 ８３９ １０８ 条题录数据，选取每篇文献中的作者，
利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对文献作者进行排列，按作者汇总统计，进而

统计每位作者的出现频次，排序前 １０ 名的作者依次为张福

锁、李生秀、沈志强、陈国宏、刘秀梵、曹卫星、张玉龙、沈其

荣、鲁剑巍、陈新军（表 １）。
　 　 排名前 ３ 位的作者简介如下：张福锁，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环境与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民
盟中央委员、民盟中央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委

员会主任、农业部科技委委员、教育部科技委农林学部副主

任、全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专家组组长、国家环境特约检察

员、北京市人大代表、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创新群体和国家科技部 ９７３ 项目首席科学家；李生

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

师；沈志强，山东省滨州畜牧兽医研究院院长兼书记、山东省

畜禽蜂胶疫苗研究开发推广中心主任、中国科技开发与人才

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和山东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

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表 １　 农业领域高产作者发文数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ｙｉｅｌｄ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序号
Ｎｏ．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发文数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序号
Ｎｏ．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发文数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１ 张福锁 ３３６ ６ 曹卫星 ２４８
２ 李生秀 ２７９ ７ 张玉龙 ２２５
３ 沈志强 ２６７ ８ 沈其荣 ２２４
４ 陈国宏 ２６６ ９ 鲁剑巍 ２１３
５ 刘秀梵 ２５４ １０ 陈新军 ２１３

３．４　 基于单项关键词的热点研究领域分析　 每篇文献都有

能够概括文献内容的关键词。 关键词通常是著者构思论文

内容时经过高度概括产生的［９］。 每篇文献的关键词虽然仅

有几个，但可以较充分且较恰当反映出论文的主要内容，通
过文献标引的关键词可以较集中地了解到论文的整体概

况［１０］。 笔者对农业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关键词统计分析，
进一步得出我国农业热点研究领域。

从图 ３ 可以看出，农业热点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产量、
水稻、玉米、小麦、品质、生长、遗传多样性等方面。 文献中关

键词出现频次最高的是“产量”，表明农业研究热点还是集中

在农作物产量方面；关键词“水稻”“玉米”“小麦”出现频次

仅次于“产量”，表明水稻、玉米、小麦这 ３ 种主要农作物依然

是农业领域的关注点；“品质”“遗传多样性”出现频次也较

高，表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农业领域开始关注农作

物的品质及其改良。

图 ３　 关键词对应文献数量

Ｆｉｇ．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３．５　 基于关键词共现矩阵的农业领域研究热点分析　 学术论

文的关键词是论文内容的提示符，是作者学术思想及学术观点

的凝结［１１］。 ２个或更多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同时出现称为

关键词共现［１２］。 共现矩阵可反映研究领域的某些方向，进行

关键词共现矩阵统计分析可得出农业领域的研究热点。
　 　 对“３．４”中所统计的前 ２０ 个高频关键词进行共词分析，

４９１ 　 　 　 　 　 　 　 　 　 　 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８ 年



列出了关键词共现矩阵，进一步绘制出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图 ４ 为统计所得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图 ４　 关键词共现网络

Ｆｉｇ．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通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可以获得农学领域的热点研究

方向：关键词共现次数较高的有“水稻”与“产量”、“玉米”与
“产量”、“小麦”与“产量”、“克隆”与“序列分析”等，由此可

推出：水稻、玉米、小麦这 ３ 种传统主农作物的产量问题一直

是农业的关注热点，并且由图 ４ 可知，冬小麦的产量也是小

麦产量问题中的重点研究方向；如何将克隆技术更好地应用

在农业中，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克隆技术的序列分析上。 由

关键词共现矩阵还可得出：农业领域除了关注三大主农作物

产量外，大豆、棉花、番茄等农作物产量问题、小麦品质问题、
番茄品质问题、品种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等也成为农业领域

的关注点。
４　 小结

通过对农业领域的 ８３９ １０８ 篇学术文献的计量学实证研

究得出：我国农业发展呈现 １０ 年一个阶段的特点；农业领域

的主要研究机构集中于我国的重点本科院校；研究领域围绕

农作物产量展开，研究方向包括水稻、玉米、小麦这 ３ 种传统

主农作物产量问题，大豆、棉花、番茄等农作物产量问题、小
麦品质问题、番茄品质问题、品种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如何

将克隆技术更好地应用在农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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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讨论

着重于研究中新的发现和重要方面，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 不必重复在结果中已评述过的资料，也不要用模棱两可的

语言，或随意扩大范围，讨论与文中无多大关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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