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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科睿唯安（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的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核心数据库中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ＳＣＩＥ）子库数据，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发文量、篇均被引频次、重点国家、高发文机构和高发文期刊等指标进行

分析，结果显示，植物保护学科发文量１０年间大体呈现平稳增长趋势，平均增长率为６．４２％。中国是发文Ｔｏｐ１０

国家之一，中国农业科学院也跻身Ｔｏｐ１０重要机构之一，但发文影响力均显不足。在Ｔｏｐ１０高发文期刊中美国占

据５席，英国占据３席，瑞士２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Ｔｏｐ１０发文资助机构中资助发文量最多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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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启动实施科技创新工

程，以“服务产业重大科技需求、跃居世界农业科技

高端”为使命，着力打造“世界一流农业科研团队和

科研院所”为目标，突出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提高

了科技创新活力和创新效率［１］。在创新工程带动

下，植物保护学科进一步调整优化，建立了植物保护

学科集群，明确了重点研究方向和目标定位，在全院

范围内组建了２８个科技创新团队，协同开展科技创

新，强力推动了植物保护学科快速发展。植物保护

学是研究植物病害、虫害、杂草、鼠害等有害生物的

生物学特性和发生危害规律及其与环境因子的互作

机制，以及监测预警和防控技术的一门综合性学

科［２］。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发展，国民对农产

品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社会

对植物保护学科及植保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关注［３］。

“十三五”以来，我国植物保护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高

新技术研究与应用以及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等方面

均取得了一批重大研究成果和突破性研究进展，提升

了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有效控制了农作物主要有害

生物危害，为保障我国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

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理论和技术保障［４］。

文献计量学能够基于真实数据，全面解读该学

科领域研究热点及科研产出情况，并且能够预测学

科的发展趋势［５］。目前，利用文献计量学对国际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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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护学科中的发文量、重点国家、高发文机构和高

发文期刊等相关研究未见报道。本文通过科睿唯安

（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的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核心

数据库中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ＣＩＥ）

子库数据，对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国际植物保护学科

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

ｐｏｒｔｓ（简称ＪＣＲ）、ＥＳＩ等文献计量分析指标，利用

Ｄｅｒｗ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ＤＤＡ）、ＳＷＯＴ等分析工

具，分析重点国家和高发文机构的研究产出和影响

力，评估发文机构优势、劣势及核心竞争力，为发文

机构提供参考和借鉴，促进植物保护学科持续发展。

１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科睿唯安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Ｓ）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ＣＩＥ）字库数据。按照植物保护学科下

６大学科领域分别设置主要检索词进行检索，农作

物病害（７２个检索词），农作物虫害（１５２个检索词），

杂草鼠害（１０１个检索词），农业生物安全（８４个检索

词），生物防治（４０个检索词），化学防治（１０１个检索

词）。文献类型为所有文献类型。数据采集时间跨

度是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

１．２　研究方法

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期

间，国际植物保护学科发文量、重点国家、高发文机

构和高发文期刊等进行统计分析，利用Ｄｅｒｗｅｎｔ

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ＤＤＡ）分析工具，进行数据及机构的

清洗和筛选；利用ＳＷＯＴ软件分析工具，评估发文

机构优势、劣势及核心竞争力。

２　植物保护学科研究现状分析

２．１　植物保护学科总体发文分析

通过对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ＳＣＩ引文数据库检

索，国际植物保护学科年度发文分布情况见图１。

结果显示，该学科论文发文量２０１０年为２８２１５篇，

１０年间大体呈现平稳增长趋势，至２０１９年达到

４９２９２篇，增长了７４．７０％。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９年的年发

文量增长率分别为８．９７％、４．３８％、５．６１％、５．０７％、

５．０４％、６．５１％、４．６９％、６．４１％和１１．０６％，平均增

长率为６．４２％。说明１０年间国际植物保护学科的

研究一直比较活跃，植物保护学科的研究受到各国

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

２．２　重点国家发文分析

通过对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ＳＣＩ引文数据库检

索，采用ＤＤＡ软件进行数据清洗和分析，筛选出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期间发文量Ｔｏｐ１０国家，包括美

国、中国、德国、巴西、英国、法国、印度、加拿大、澳大

利亚、西班牙。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植物保护学科

Ｔｏｐ１０国家发文量和篇均被引频次情况见图２。结

果显示，美国发文量排名第１，高达１０１４５９篇，中国

的发文量排名第２，为６７４１６篇，约占发文量Ｔｏｐ１０

国家发文总量的２０．８４％。中美两国的发文量之和

占Ｔｏｐ１０国家发文总量的５２．２１％，超过半数。说

明中美两国在植物保护学科领域研究活跃程度较

高。国家篇均被引频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科

学研究的影响水平。在发文量Ｔｏｐ１０国家中，英国

的篇均被引频次排名第１、德国第２、美国第５、中国

第９。由此可见，虽然中国在植物保护学科领域研

究活跃度较高，但发文整体影响力水平有待提升。

图１　植物保护学科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发文量趋势图

犉犻犵．１　犖狌犿犫犲狉狅犳狆犪狆犲狉狊狆狌犫犾犻狊犺犲犱犻狀狋犺犲狆犾犪狀狋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犱犻狊犮犻狆犾犻狀犲犱狌狉犻狀犵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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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犜狅狆１０国家发文量和篇均被引频次

犉犻犵．２　犖狌犿犫犲狉狊狅犳狆犪狆犲狉狊犪狀犱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犻犲狊狅犳犮犻狋犪狋犻狅狀狊狆犲狉狆犪狆犲狉犻狀犜狅狆１０犮狅狌狀狋狉犻犲狊犳狉狅犿２０１０狋狅２０１９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植物保护学科Ｔｏｐ１０国家

发文量趋势见图３。中国和美国的年均发文数量一

致保持较高的水平，尤其是中国年均发文数量增长

更为明显，并在２０１９年中国发文量反超美国，一跃

成为年度发文量第１名。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植物

保护学科发展异常活跃，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对

植物保护学科发展高度重视。

图３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犜狅狆１０国家年度发文量趋势图

犉犻犵．３　犖狌犿犫犲狉狊狅犳狆犪狆犲狉狊狆狌犫犾犻狊犺犲犱犻狀狋犺犲犜狅狆１０犮狅狌狀狋狉犻犲狊犳狉狅犿２０１０狋狅２０１９

　
　　采取二维图方式展示植物保护领域发文量

Ｔｏｐ１０国家论文生产力和影响力（发文量和篇均被

引频次）ＳＷＯＴ分析，直观了解不同国家大致类型

对比，从而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差距和

优势所在。ＳＷＯＴ分析基于内外部竞争态势的分

析，通过将研究对象的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劣势（ｗｅａｋ

ｎｅｓｓｅｓ），机遇（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和威胁（ｔｈｒｅａｔｓ）以矩

阵形式排列，再各自匹配分析，从而得出系列结论。

如图４所示，依据Ｔｏｐ１０发文量国家平均发文量和

篇均被引频次将Ｔｏｐ１０国家分到４个象限，即ＳＯ、

ＷＯ、ＳＴ、ＷＴ象限。美国处于ＳＯ象限，发文量和

篇均被引频次均高于平均水平，属于优势国家。中

国独处于ＳＴ象限，发文量高于平均水平，但是篇均

被引频次略低于平均水平。从生产力来看，中国植

物保护学科论文产量较高，但是从影响力角度来看，

在同行研究人员中的研究认可度不高。总体上，中

国植物保护学科发展需要发挥学科活跃程度高，发

文量高的优势，同时提高发文质量和影响力。

·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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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重点机构发文分析

采用 ＤＤＡ 软件进行数据清洗和分析，统计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期间国际植物保护学科发文量排

名在Ｔｏｐ１０的机构，见表１所示。发文量Ｔｏｐ１０机

构中有４家美国机构，２家中国机构，２家法国机构，

１家西班牙机构和１家阿根廷机构。美国农业部、

加利福尼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发文量排名前３位，

中国农业科学院发文量排名第６位；加利福尼亚大

学、法国农业科学院篇均被引次数排名前两位，中国

科学院篇均被引次数排名第６位，中国农业科学院

排名第９位。数据显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科

学院是国内植物保护学科重要研究机构，科研生产

力水平相对较高，但发文影响力水平相对较低，特别

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篇均被引次数仅略高于国内植物

保护学科篇均被引次数１１．７０，发文影响力水平有

待提高。

图４　犜狅狆１０国家论文生产力和影响力犛犠犗犜分析图（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

犉犻犵．４　犛犠犗犜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犪狀犱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狆犪狆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犜狅狆１０犮狅狌狀狋狉犻犲狊（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表１　犜狅狆１０机构科研生产力和科研影响力（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

犜犪犫犾犲１　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犪狀犱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犲犜狅狆１０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排序

Ｒａｎｋｉｎｇ

研究机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量／篇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ｐｅｒｓ

总被引次数／次

Ｔｏｔ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篇均被引次数／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ｐａｐｅｒ

１ 美国农业部 美国 １３１３４ ２０９８５３ １５．９８

２ 加利福尼亚大学 美国 １０８３１ ２８８９３７ ２６．６８

３ 中国科学院 中国 ９２３８ １６１９１７ １７．５３

４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法国 ８８３３ １９０７９８ ２１．６０

５ 法国农业科学院 法国 ６１３４ １３７５２３ ２２．４２

６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 ５８４４ ７３１１５ １２．５１

７ 西班牙高等科学研究理事会 西班牙 ５５８２ １１９０７０ ２１．３３

８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美国 ５３３９ ９６６４６ １８．１０

９ 佛罗里达大学 美国 ４０６３ ７０３６８ １７．３２

１０ 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 阿根廷 ４０４４ ４６３４０ １１．４６

　　针对发文量Ｔｏｐ１０发文机构进行ＳＷＯＴ分析，

结果见图５。结果显示，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处于ＳＯ象限，发文量和篇均被引

频次均高于平均水平，属于优势机构。中国科学院

和美国农业部处于ＳＴ象限，属于需要发挥优势，回

避风险和威胁的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处于 ＷＴ

象限，发文量和篇均被引频次均低于Ｔｏｐ１０发文机

构的平均水平，属于需要减少劣势，回避威胁的

机构。

２．４　重要来源期刊分析

通过对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ＳＣＩ引文数据库检

索，筛选出植物保护学科内发文量前Ｔｏｐ１０的期

刊，见表２。在Ｔｏｐ１０高发文期刊中美国占据５席，

英国占据３席，瑞士２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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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犜狅狆１０机构论文生产力和影响力犛犠犗犜分析图（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

犉犻犵．５　犛犠犗犜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犻狋狔犪狀犱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狆犪狆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犜狅狆１０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狊（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表２　植物保护学科发文犜狅狆１０期刊信息统计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

犜犪犫犾犲２　犜狅狆１０犺犻犵犺犾狔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狏犲犼狅狌狉狀犪犾狊狅犳狋犺犲狆犾犪狀狋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犱犻狊犮犻狆犾犻狀犲（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排序

Ｒａｎｋｉｎｇ

期刊名称

Ｊｏｕｒｎａｌ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影响因子（２０１９）

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２０１９）

发文量／篇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ｐｅｒｓ

１ ＰＬｏＳＯＮＥ 美国 ２．７７６ １１５１３

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 英国 ４．０１１ ４２４１

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Ｐｌａ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瑞士 ４．１０６ ２７８９

４ Ｐｈ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美国 ３．２６４ ２５２４

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 美国 １．７７９ ２１９２

６ Ｐｅｓ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 英国 ３．２５５ １９１３

７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瑞士 ４．２５９ １８０８

８ Ｃｒｏｐ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英国 ２．１７２ １７５２

９ Ｐｌ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 美国 ３．５８３ １７４０

１０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ＮＡＳ）
美国 ９．５８０ １６４７

２．５　重要发文资助机构分析

对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发文资助机构检索，根据

资助发文量排名，Ｔｏｐ１０发文资助机构信息见表３。

资助发文量Ｔｏｐ１０机构中美国４个，巴西２个，中

国、欧洲、日本和加拿大各１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资助发文量为３７０５８篇，是植物保护学科领

域Ｔｏｐ１０发文资助机构中资助发文量最多的单位。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国内植物保护领域发文６７４１６

篇，５４．９７％的科研论文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资助。由此可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对植物

保护学科基础研究方面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

作用。

表３　植物保护学科犜狅狆１０重要基金资助机构统计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

犜犪犫犾犲３　犜狅狆１０犿犪犼狅狉犳狌狀犱犻狀犵犪犵犲狀犮犻犲狊犳狅狉狋犺犲狆犾犪狀狋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犱犻狊犮犻狆犾犻狀犲（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排序

Ｒａｎｋｉｎｇ

发文资助机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ｏｎｓｏｒ

机构所属国家／地区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ｐｏｎｓｏｒ

资助发文量／篇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ｕｎｄｅｄｐａｐｅｒｓ

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 ３７０５８

２ 美国卫生部人类服务部 美国 １９６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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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犜犪犫犾犲３（犆狅狀狋犻狀狌犲犱）

排序

Ｒａｎｋｉｎｇ

发文资助机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ｐｏｎｓｏｒ

机构所属国家／地区

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ｐｏｎｓｏｒ

资助发文量／篇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ｕｎｄｅｄｐａｐｅｒｓ

３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美国 １９３１５

４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美国 １４７３９

５ 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 巴西 ９９２３

６ 欧盟 欧洲 ８５２６

７ 美国农业部 美国 ７３９１

８ 巴西高等教育人员促进会 巴西 ６７５９

９ 日本文部省体育科技厅 日本 ６６５１

１０ 加拿大自然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 加拿大 ６４８９

３　讨论

本文通过利用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核心数据

库中的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ＣＩＥ）子

库数据对国际植物保护学科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检

索，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发文量、重点国家、高发

文机构和高发文期刊等指标进行分析，总结了植物

保护学科近１０年科技论文发展态势。

从植物保护学科总体发文情况来看，近１０年，

植物保护学科发文量一直呈现上升势头，年均增长

率为６．４２％，科学研究一直比较活跃，植物保护学科

的研究受到各国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

从重点发文国家和机构分析来看，中国已跻身植物保

护学科领域Ｔｏｐ１０发文国家，发文量一直保持高速增

长态势，２０１９年发文量甚至超过美国；中国农业科学

院位列植物保护学科领域Ｔｏｐ１０发文重点机构，可见

中国农业科学院在中国植物保护学科领域研究异常

活跃，且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尽管中国已跻身植物

保护学科领域Ｔｏｐ１０发文国家，但ＳＷＯＴ分析显示，

中国处于ＳＴ象限，篇均被引频次低于平均水平，发文

整体影响力有待提升。中国农业科学院ＳＷＯＴ分析

显示，中国农业科学院处于 ＷＴ象限，发文量和篇均

被引频次均低于重要发文机构的平均水平，可见中国

农业科学院发文影响力和生产力水平都与高水平发

文机构还有不小差距。通过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９年植物保

护学科ＳＣＩ发文情况分析显示，不管是中国，还是中

国农业科学院等发文机构，发文量都跻身Ｔｏｐ１０重要

发文国家（机构），但发文影响力均显不足，存在发文

重数量和轻质量的现象。

相比较ＳＣＩ发文情况，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科学

研究的投入逐年增加，中文科技论文发文数量和质

量也逐年上升。如在科学基金资助下，２０１８年－

２０２０年中文科技论文发文数量逐年增加，与２０１８

年相比，２０２０年中文科技论文发文数量增长５．４％。

２０１８年－２０２０年我国中文科技期刊影响力也逐年

增加，与２０１８年相比，２０２０年我国中文科技期刊的

平均综合影响因子增长了２１．０％，平均综合总被引

频次增长了６．８％。我国部分中文科技期刊的国际

影响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其在同等条件下测算出

的影响力引证指标数值超过了部分进入国际知名数

据库的同类英文科技期刊［６］。

论文是衡量学术成就和科研成果的重要依据，

ＳＣＩ则是国内外广泛使用的科技文献索引系统，在

各国都被作为一项学术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７］。发

表文章是自然而然和水到渠成的，但是为了发表文

章而搞科研，把论文作为科研指挥棒就是本末倒置

了［８］。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８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

讲话中强调，“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

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并多次强调“广大科技

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

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２０１８年７月，中

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

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２０１９年６

月又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

学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破除唯论文、唯职称、

唯学历、唯奖项倾向”。科技部于２０２０年２月印发

《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

（试行）》，明确指出“对于基础研究类科技活动，注重

评价新发现、新观点、新原理、新机制等标志性成果的

质量、贡献和影响”。中国农业科学院积极响应习近

平总书记和中央关于“破四唯”指示精神，在人才评价

和机构评估中取消“唯论文”评价方式，积极倡导注重

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并在“十四五”科技

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必须要求依靠关键核心技术突

破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科技创新方向由注

重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转变。

（下转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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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理论基础。此外，由于本研究抗性菌株群体

数量的局限性，上海市草莓灰霉病病菌抗氟吡菌酰

胺的菌群是否还存在其他基因突变类型，以及氟吡

菌酰胺与其他药剂交互抗性关联性等方面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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