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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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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盘菌是当今世界上最难防治的农业植物病原真菌之一&对植物生产危害极大&核盘菌的致病性研究备受国

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统计
'--':'-$.

年间
I*3)

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核盘菌研究文献

$#.'

篇&通过对论文产出数量和被引次数进行数据分析&综合考量论文的学术影响力&全面反映目前世界核盘菌研

究现状及发展态势%核盘菌研究领域科研论文数量呈上升趋势&美国$中国$加拿大是核盘菌研究领域的主要发文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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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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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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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核盘菌研究领域发文的主要刊源&我国核盘菌相

关研究文献数量近年来增长迅速&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等是我国核盘菌研究领域科研实

力较强的机构%把握时机&加强科研国际合作与交流&增加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是我国今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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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世界性死体营养型植物病原真菌"可以危害多

种农作物和蔬菜"寄主范围广泛"能侵染
."

个科

!"-

种植物*

$

+

"引起多种作物的菌核病"导致作物产

量下降和品质降低"每年给全世界的农业生产带来

严重损失'核盘菌在生物学上的分类地位属于真菌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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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囊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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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盘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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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盘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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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盘菌对植物生产危害极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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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北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都造成过重大的

经济损失'在我国每年造成
$-

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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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的经济

损失"发病严重区域作物减产近
"-(

*

!

+

'由核盘菌

引起的作物菌核病危害范围广#防治难"目前主要依

靠化学防治"随着生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生物防治

因其绿色安全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随着现代

分子生物学技术在核盘菌研究中的应用"人们对其

致病机理等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特别是

'--"

年核盘菌全基因组序列的公布"为研究这一真

菌病害开启了新的篇章*

"

+

'在我国"杨新美
$#"#

年

已记载核盘菌的寄主植物达
%0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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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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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盘

菌
5=&6%/30<0'?=&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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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

最早发现的核盘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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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仁和吴友三发现寄

生于细辛和人参上的两个种*

/

+

"李国庆#姜道宏研究

发现核盘菌有
'

个近缘种"三叶草核盘菌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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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核盘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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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核盘菌研究

方面有一定基础"近年来相关核盘菌研究发展迅速"

备受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关于菌核病防治的相

关研究一直在不断进行'因此"很有必要对世界核

盘菌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探讨我国核盘菌研

究的国际地位'文献计量学是以文献体系和文献计

量特征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统计学等计量研究方

法"研究文献情报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

和定量管理"并进而探讨科学技术的某些结构#特征

和规律的一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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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

年
:'-$.

年核盘菌

研究领域公开发表的国际文献被
I*3)

收录情况进

行文献统计与分析"从科研文献产出的角度揭示有

关核盘菌研究领域世界论文的生产规律#分布情况

和研究发展态势"探究核盘菌研究领域学术发展"为

学者深入进行核盘菌研究提供可借鉴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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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根据核盘菌的学名"检索策略采用检索式为!主

题
G

,

I6C5?<7818B46C5?<78<?AL

-

TP,

文献类型
G

T?786C5<??5K85Y

'时间范围
'--'

年
:'-$.

年"检

索时间为
'-$/

年
%

月
/

日'通过检索显示
I*3)

库

$0

年中相关核盘菌研究文献有
$#.'

篇"采用
I*3)

检索工具"使用
V<I

平台中的分析功能"利用
)=65C

软件在对所得检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合并#去

重处理后统计分析)借助陈超美博士研发的

*875I

J

B65

为工具"

*875I

J

B65

是一款可视化文献分

析软件"是目前最流行的知识图谱绘制工具之一"应

用于科学文献中识别并显示科学发展新趋势和新动

态"能够显示一个学科或知识域在一定时期发展的

趋势与动向"形成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演进历

程*

$'

+

'采用版本为
"&%&R!

"对检索到的相关核盘

菌研究文献进行多层次可视化分析处理'对相关核

盘菌研究文献进行发文年代#国家&地区分布#发文

机构#作者#刊物#研究方向#关键词及
)I3

高被引论

文等变量多方位的统计与分析"采用定量和定性的

方法"进行指标对比分析"揭示近年来世界相关核盘

菌研究论文的分布情况及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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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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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国家$地区分布

由于核盘菌寄主范围广泛"致病机理复杂"危害

范围广"又难以发现抗性品种"因此菌核病的控制是

农业生产中的世界性难题"各国学者都很关注'

$#.'

篇文献来自
/'

个国家&地区"排名前
$-

位的

国家&地区其论文共计
$/'"

篇"占总数的
#'&""(

"

排名前
$-

$

7<

J

$-

%的国家文献数量比较集中'

核盘菌研究领域论文数量排名前
$-

位的国家&

地区如表
$

所示"美国总被引频次#

>

指数最高"说

明其研究实力强大)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的平均

引用次数都大于
'-

"并且他引率都超过
#-(

"说明

其文献质量高"是核盘菌研究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国

家)从
>

指数上看"美国#中国#加拿大是核盘菌研究

领域的主要发文国家'中国的发文量#高被引文献

数最多"说明我国目前在此领域具有相当的研究实

力"并且研究前景好'但我国论文他引率较低"仅

."&/!(

"位列
7<

J

$-

中最后"说明我国的核盘菌研

究文献影响力较低'我国核盘菌研究的文献总量虽

然是加拿大的
'

倍以上"但
>

指数相当"平均引用次

数较低"仅为
$-&.%

"因此加强国际间交流"增加论

文的学术影响力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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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发文年代分布及发展趋势

为进一步了解核盘菌研究国家&地区近年来的

研究状况"对核盘菌研究的主力前
%

位国家进行详

细的年代发展变化统计分析'文献数量的增长变

化"反映学科发展的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详

细分析世界核盘菌研究领域论文发表时间"

'--'

年
:

'-$.

年期间
I*3)

论文的总数不断增长$图
$

%"文献

数量变化显示核盘菌研究领域学术研究论文量总体

上保持稳定增长"呈现上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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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共收录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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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核盘菌的研究论文
$#.'

篇"年均论文约
$'%&'"

篇'

'-$0

年达到峰值"从
'--'

年的文献
".

篇增至

'-$0

年的
''0

篇"文献数量达到
'--'

年的
%&#0

倍'

但在
'-$.

年文献量有所下降"显示今后的文献量将

处于一段相对平稳发展状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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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盘菌研究国家$地区排名前
$A

位文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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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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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核盘菌领域发文量前
%

位国家年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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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献数量发展经历了
%

个阶段"

'--'

年

:'--0

年发展缓慢"

'--0

年
:'-$'

年发展较快"在

'--#

年文献的数量跃居世界第一"此后始终保持第

一位置"

'-$'

年后处于快速发展期"文献的数量飞

速增长'我国核盘菌研究与美国#加拿大相比起步

较迟"但后劲足"发展势头猛'

$0

年间美国呈现稳

步缓慢增长态势)加拿大处于发展平稳状态"在此研

究领域保持相对稳定状态'

核盘菌的研究历程始于化学防治研究"然而化

学防治不仅成本高#污染环境"而且防效也不理想)

同时"食品的安全性也受到严重影响'随着世界学

者对于核盘菌研究的不断深入"陆续开展了深入解

析核盘菌的致病机理"开发和利用植物自身的抗病

相关基因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些工作有助于发展

菌核病绿色防控新策略)深入解析核盘菌的分子致

病机理"则有助于在植物中发现更多的抗病相关蛋

白"有望获得具有一定抗性的品种应用于菌核病的

安全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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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机构分析

核盘菌研究领域
$#.'

篇科研论文来源于
$'00

个

研究机构"排名前
$-

位的研究机构共发表论文
0##

篇"占总数的
%"&!"(

"文献量相对比较集中"占
$

&

%

还多'中国华中农业大学#美国农业部#加拿大农业

及农业食品部的发文量位列前
%

位"发文量#总被引

频次#

>

指数较高"是这些国家核盘菌研究领域的主

要机构'表
'

显示我国在全球核盘菌研究学术领域

处于领先地位"在此领域具有强大的科研实力"排名

前
$-

位$

7<

J

$-

%的研究机构中
%

个来自我国"华中

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在世界核

盘菌研究领域科研实力较强"进入了前
$-

位"排名

分别为第
$

#第
!

和第
"

"是我国此研究领域的佼佼

者)

7<

J

$-

研究机构中
0

个机构的他引率大于
#-(

"其

中我国的
%

个机构都低于
#-(

"说明我国发表论文的

学术影响力较低'我国研究机构所发表的论文虽然数

量骄人"但他引率#平均引用次数都偏低"值得思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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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孙颉等!基于文献计量学核盘菌研究现状及趋势分析

表
!

!

核盘菌研究领域排名前
$A

位论文发文机构分布

'()*+!

!

'7+0,

@

$A.340.0C0.,34.307+2.+*5,2561.07')+),-61.07')708*

排序

RB1O

机构名称

Q?

2

B18[B78<1

文献数&高被

引文献数&篇

MAZC86B78<14

&

_8

2

FC

>

68759

J

B

J

5?4

占比&
(

RB78<

总被引频次

IAL<D7F5

687B78<14

他引率&
(

M5?6517B

2

5<D7F5

687B78<14Y87F<A7

45CDE687B78<14

平均引用次数

TK5?B

2

5

687B78<14

>

指数

>E8195=

$

华中农业大学
$'#

&

% 0&"! '$.0 .#&"" .#&"" '.

'

美国农业部
$$/

&

- "&#/ $.!' #-&-$ #-&-$ '%

%

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
$$0

&

- "&// '-$! #%&"" #%&"" '%

!

中国农业科学院
.0

&

$ %&/" #'. /#&/0 /#&/0 $/

"

南京农业大学
"#

&

- '&## ."0 /"&-" /"&-" $.

0

法国国家农业研究所
!/

&

$ '&!% $%#$ #0&$' #0&$' $.

.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

&

$ $&#/ ### #"&%- #"&%- $"

/

巴西农牧研究院
%#

&

- $&#/ %/! #'&#. #'&#. $$

#

西澳大学
%#

&

- $&#/ !.- "/&-# "/&-# $!

$-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0

&

$ $&/% #0/ #%&%# '0&/# $"

!!

分析核心作者通过
*875I

J

B65

软件生成共被引

作者的知识网络来进行'图
'

中的节点表示的是作

者姓名"越大的节点代表着共被引用次数越多"同时

链接不同节点之间的线条代表作者共同被引用'作

者的共被引频次可以展现出作者在该领域的中心

度"频次高代表中心度高"也就意味着在该领域的研

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奠定了

一定的基础"可以视为领域内的关键作者*

$!

+

'

图
!

!

核盘菌研究论文核心作者知识图谱

=.

6

"!

!

L3(*

1

4.4,2(C07,9/,8/.0(0.,34.307+2.+*5,2

561.07')+),-61.07')708*

核盘菌研究论文
$#.'

篇共有
"0%'

位作者"

7<

J

$-

作者文献量有
%0.

篇"占
$/&0$(

#华中农业

大学的
"

名作者姜道宏#李国庆#付艳苹#谢甲涛#程

家森进入
7<

J

$-

作者"显示了该校在此领域的科研

水平"是我国此领域较强的学科研究团队'在植物

病原真菌核盘菌致病机理研究领域"以姜道宏教授

领衔的湖北省,作物真菌病害及其安全控制研究-创

新团队多年来致力于核盘菌致病和菌核发育的分子

机理研究"采用真菌病毒防治菌核病的生物防治技

术"取得了一系列研究突破"显示了我国核盘菌研究

的勃勃生机*

$"

+

'

!"&

!

论文来源出版物分析

学术期刊是科学知识的主要载体"统计核盘菌

研究文献相关的期刊$表
%

%"载文量
7<

J

$-

期刊显示

核盘菌领域的研究文献来源出版物分布比较分散"

又相对集中'

$#.'

篇论文分散于
!!#

种刊物中"期

刊平均载文量为
!&%#

篇)文献数量排名前
'

位杂志

#&'<3D0?6'?6

和
:7%/

@

6'<H/7%<'&/

A

#&'<3#'3>/&/B

2+

的文献数量多达
"-

篇以上"是核盘菌研究领域

发文的主要刊源'

7<

J

$-

文献的影响因子$

'-$0

年%

范围在
$&-/"

!

!&0#.

之间'按期刊载文数量的多

少对期刊进行统计"并按降序排列"用布拉德福定律

$

+BY<D]?B9D<?9

%进行分析"将期刊按其刊载学科

专业论文的数量多少"以递减顺序排列*

$0

+

"

7<

J

$-

出

版物累计载文量
!'-

篇"论文总数累计占比
'$&%$(

"

是该学科的核心期刊'

7<

J

$-

刊源出版国较集中"

美国占
.-(

#荷兰占
'-(

#英国占
$-(

'

!";

!

论文学科方向分析

核盘菌论文研究范围涉及
!/

个学科"研究领域

广泛"是多学科全面发展的'统计显示核盘菌研究

领域
7<

J

$-

文献数均大于
."

篇"且学科分布占比均

大于
%&/-(

$表
!

%'学科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植物

科学#农业#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

(

$$$

(



'-$#

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等研究领域)研究文献量较

多"是此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其总被引频次#

>

指

数均达到了较高水平'植物科学作为基础学科"是

核盘菌的主要研究方向)引人关注的是遗传学科方

向虽然文献数仅有
$-.

篇"排在第
/

位"但平均引用

次数最高"总被引频次#

>

指数都相对较高"是核盘

菌研究新兴的发展方向'随着核盘菌抗药性的增

强以及人们对食品安全意识的增强"学者目前希望

通过生物防治的途径来解决菌核病"从核盘菌致病

机理入手"筛选抗性材料"进行无花瓣育种)利用

高通量测序技术"挖掘真菌病毒资源)通过微生物

防治#基因工程等"从生理#生化#分子机制等多角

度阐明菌核病的病理机制是攻克菌核病需要解决

的问题*

$.

+

'

表
%

!

核盘菌研究论文
',

@

$A

期刊

'()*+%

!

'7+0,

@

$A

P

,C93(*4,3561.07')+),-61.07')708*

排序

RB1O

来源出版物名称

I<A?65787C54

出版国

MAZC84F81

2

6<A17?854

影响因子

3L

J

B67DB67<?

$

'-$0

%

文献数&篇

MAZC86B78<14

占比&
(

RB78<

累计占比&
(

T66ALACB759?B78<

$ #&'<3D0?6'?6

美国
%&$.% 0" %&%- %&%-

' :7%/

@

6'<H/7%<'&/

A

#&'<3#'3>/&/

2+

荷兰
$&!./ "" '&.# 0&-#

% #1/5EI:

美国
'&/-0 !# '&!# /&"/

! #&'<3#'3>/&/

2+

美国
'&!'" !' '&$% $-&.$

" #>

+

3/

@

'3>/&/

2+

美国
'&/#0 !$ '&-/ $'&.#

0 -0/&/

2

0='&!/<3%/&

美国
'&%-. %# $&#/ $!&..

. ;/&6=7&'%#&'<3#'3>/&/

2+

美国
!&0#. %/ $&#% $0&.-

/ ;/&6=7&'%#&'<3B;0=%/)6J<36%'=30/<?

美国
!&%%' %% $&0. $/&%.

# !%/

@

#%/36=30/<

英国
$&/%! %- $&"' $#&/#

$- $7?3%'&'?0'<#&'<3#'3>/&/

2+

荷兰
$&-/" '/ $&!' '$&%$

表
&

!

排名前
$A

位论文学科分布

'()*+&

!

'7+0,

@

$AB/.+3/+/(0+

6

,9.+4.307+2.+*5,2561.07')+),-61.07')708*

排序

RB1O

学科研究方向

I6851656B75

2

<?854

文献数&篇

MAZC86B78<14

占比&
(

RB78<

总被引频次

IAL<D7F5

687B78<14

平均引用次数

TK5?B

2

5

687B78<14

>

指数

>E8195=

高被引数

_8

2

FC

>

68759

J

B

J

5?4

$

植物科学
MCB1746851654 .!$ %.&"/ $'%"' $0&0# !/ $-

'

农业
T

2

?86AC7A?5 "%0 '.&$/ "0/0 $-&0$ %" -

%

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

]8<756F1<C<

2>

\B

JJ

C859L86?<Z8<C<

2>

'#. $"&-0 !.%' $"&#% %! '

!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8<6F5L847?

>

\L<C56ACB?Z8<C<

2>

''% $$&%$ !#$% ''&-% %/ !

"

微生物学
U86?<Z8<C<

2>

'-. $-&"- %!-. $0&!0 %' -

0

化学
*F5L847?

>

$%. 0&#" $%". #&#$ $# -

.

昆虫学
)17<L<C<

2>

$$$ "&0% $$$# $-&-/ $/ -

/

基因遗传
5̂157864F5?5987

>

$-. "&!% '%#- ''&%! '/ $

#

科学技术其他主题

Q7F5?7<

J

864<D4685165756F1<C<

2>

/0 !&%0 $--/ $$&.' $. '

$-

真菌学
U

>

6<C<

2>

." %&/- $%0" $/&'- '% -

!"E

!

核盘菌研究关键词分析

对核盘菌研究领域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

析"有助于挖掘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按照齐普夫

的词频分布规律"关键词是对一篇文献研究内容的

提炼"是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一篇文献的

核心"是文献的精髓"如果某一关键词在其所属领域

反复出现"即为高频次关键词"可反映出该关键词所

表征的研究主题是当前研究热点领域*

$/$#

+

'运用

*875I

J

B65

软件"采用高频关键词的共现分析对核

盘菌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国内外

核盘菌领域的研究主题和热点'

从
'--'

年
:'-$.

年发表的
$#.'

篇核盘菌主

题
I*3)

文献中统计分析得到高频关键词"使用频

次超过
$--

的
$0

个高频关键词见表
"

'比较发现核

盘菌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生物防治#灰葡萄

孢#草酸#抗真菌活性#病原菌鉴定等'明确核盘菌

的致病特性"明确病原菌的致病机理"有助于病害的

控制'灰葡萄孢是引起作物灰霉病的病原菌"和核

盘菌同属子囊菌门核盘菌科"是亲缘关系比较近的

两种病原真菌"灰葡萄孢大量分泌物可以引起植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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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胞死亡和抑制幼苗生长*

'-

+

'研究表明草酸在

核盘菌的致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草酸是核盘菌

的必需致病因子"可以对菌核病进行生物防治*

'$

+

'

表
;

!

核盘菌研究文献高频关键词列表前
$E

位%

=9+

Q

$

$AA

!

'()*+;

!

'7+0,

@

$ER+

1

M,9549(3R+5)

1

/,C302,9

561.07')+),-61.07')708*

排序

RB1O

关键词

S5

>

Y<?94

频次

a?5

@

A516854

中心度

*517?BC87

>

$

核盘菌
5=&6%/30<0'?=&6%/30/%7( #.. -&-#

'

生物防治
]8<C<

2

86BC6<17?<C '"0 -&-/

%

抗性
R54847B165 '%# -&$#

!

灰葡萄孢
-/3%

+

30?=0<6%6' ''. -&-#

"

病害
,845B45 ''" -&-0

0

草酸
Q=BC86B689 $./ -&$!

.

生防
]8<6<17?<C $0# -&$!

/

抗真菌活性
T178DA1

2

BCB678K87

>

$%0 -&$-

#

茎腐
I75L?<7 $'$ -&-0

$-

侵染
31D5678<1 $$# -&$$

$$

白色霉菌
VF875L<C9 $$! -&$%

$'

鉴定
395178D86B78<1 $-/ -&-0

$%

病原菌
MB7F<

2

51 $-/ -&-0

$!

甘蓝型油菜
-%'??0='<'

@

7? $-0 -&$-

$"

基因
5̂15 $-$ -&-"

$0

真菌
aA1

2

8 $-$ -&-#

!"O

!

>BH

高被引论文分析 %

7.

6

7*

1

/.0+5

@

(

@

+94

!

对核盘菌研究领域
)I3

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

有助于把握学术动态"揭示学科发展前沿'核盘菌

研究文献
$#.'

篇中有
$%

篇高被引论文"其中
/

篇

论文和
"

篇综述"说明综述性文献所引起的关注较

多)出版年在
'--/

年
:'-$0

年间"其中
'-$"

年最

多"达
"

篇"占
%/&!0(

)国家地区分析显示!中国

0

篇"占
!0&$"(

"美国
!

篇"占
%-&..(

"德国
%

篇"占

'%&-/(

"其余
%

'

篇的分散于
$%

个国家&地区"说明

越是影响力高的文献国际合作越高)在机构分布中"

华中农业大学和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各有
%

篇文献"

各占
'%&-/(

"其余
%

'

篇的分散于
!$

个机构中)作

者的分布中"姜道宏等
/

人有
'

篇文献"各占
$"&%#(

"

其余
$'%

人均有
$

篇文献)

$%

篇分散发表于
$%

种刊

物中)

$%

篇文献中
$$

篇有基金资助"并且每篇文献

有多项基金资助"说明核盘菌的研究受到多方面的重

视'研究方向属于植物科学有
$-

篇"占
.0&#'(

"属

于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有
!

篇"占
%-&..(

"属于

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科技及其他专题有
'

篇"

各占
$"&%#(

'来自
)I3

的数据显示"根据对应领

域和出版年中的高引用阈值"到
'-$.

年
$'

月为止"

高被引论文受到引用的次数归入植物与动物科学

$'

篇#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

篇"在学术领域同一

出版年最优秀的前
$(

之列$表
0

%'

表
E

!

核盘菌研究高被引频次文献分析

'()*+E

!

L3(*

1

4.4,207+7.

6

7*

1

/.0+5

@

C)*./(0.,34.307+2.+*5,2561.07')+),-61.07')708*

排序

RB1O

文献名称

;87C5

通信作者&国家

*<??54

J

<195165

BA7F<?

&

*<A17?

>

刊物名称

I<A?65787C54

影响因子

3L

J

B67DB67<?

$

'-$0

%

发表年度

MAZC86B78<1

>

5B?4

$

5̂1<L5EY895B44<68B78<1B1BC

>

484B1998DD5?5178BC5=

J

?54E

48<1B1BC

>

484<D?54847B1657<5=&6%/30<0'475L?<781-%'?B

?0='<'

@

7?

+8X8B1B

&

中国

MCB17]8<756F1<C<

2>

X<A?1BC

.&!!% '-$0

'

*<L

J

B?B78K57?B146?8

J

7<L86B1BC

>

484A16<K5?47F56<L

J

C5=

2

515786157Y<?OD<??54847B1657<5=&6%/30<0'?=&6%/30/%7(

81-%'??0='<'

@

7?

cF<AN<1

2

L81

2

&

中国
I685178D86R5

J

<?74 !&'"# '-$0

%

T1R+M'%EIQ]3R$E]TS$6<L

J

C5=L598B754P+ME7?8

22

5?598LE

LA187

>

PA?1Z5?

2

5?;

&

德国
PB7A?5MCB174 $-&%-- '-$"

!

R5B678K5<=

>2

514

J

56854B19

J

CB17?54847B1657<DA1

2

BC

J

B7F<E

2

514

U57?BA=XM

&

瑞士
MF

>

7<6F5L847?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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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应领域和出版年中的高引用阈值&到

!"#F

年
#!

月为止&在
.?Z

中学科分类比较集中&高

被引论文归入植物与动物科学
#!

篇'分子生物学与

遗传学有
#

篇$

.?Z

高被引论文质量高&现时学术

影响力强&刊物的影响因子!

!"#%

年"其范围在
=;#!#

$

#";$)#

&相对较高$通信作者中国
+

名&分别为华

中农业大学姜道宏'周永明&中国农业科学院邱丽

娟'西南大学李加纳&美国'德国'瑞士各
!

名&印度'

法国各
#

名$

.?Z

高被引论文显示&植物抗病基因

的研究是目前植物遗传学和病理学科的热点及难点

之一$目前的研究前沿是结合多种生化分析技术'

质谱分析技术'蛋白质组学'转录组学'代谢组学等

技术手段用于转录因子的鉴定和体外相关分析&运

用转基因手段研究转录组的调控机制&以期为菌核

病防治及抗病育种提供新的思路(

!!!+

)

$

*

!

结论

!""!

年
*!"#F

年核盘菌相关研究共发表
?GZ.

研究论文
#$F!

篇&其中有
#=

篇高被引论文&包括
)

篇研究论文&

&

篇综述#归入植物与动物科学
#!

篇'

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
#

篇$美国'中国'加拿大是核

盘菌研究领域的主要发文国家$美国总被引频次'

5

指数最高&说明其研究实力强大#中国华中农业大

学'美国农业部'加拿大农业及农业食品部的发文量

位列前三位&发文量'总被引频次'

5

指数较高&是这

些国家核盘菌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文献数量

排名前
!

位的刊物是
!"#$%6*0(#0(

和
71&'

.

(#$

8'1&$#"'

9

!"#$%!#%5'"'

:4

&其文献数量多达
&"

篇以

上&是核盘菌研究领域发文的主要刊源$核盘菌论

文研究范围涉及
+)

个学科&学科研究方向主要集中

在植物科学'农业'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等研究领域#植物抗病

基因的研究是目前植物遗传学和病理学科的热点及

难点之一$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

业大学是我国核盘菌研究领域科研实力较强的机

构&成为进入世界
85

K

#"

的研究机构$我国核盘菌

相关研究文献数量近年来增长迅速&在
!"#!

年文献

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华中农业大学
&

位

作者进入了
85

K

#"

作者行列&占到
#

*

!

&形成实力较

强的学科研究团队&在全球核盘菌研究学术领域有

一定地位$目前我国处于核盘菌研究领域的最佳发

展时期&

.?Z

高被引论文有
%

篇说明我国在该领域

的良好发展前景$分析显示我国目前仅在文献数量

上显示骄人成绩&但文献的学术影响力有待提高&科

研合作关系是机构国际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把握时

机&加强科研国际合作与交流&增加论文的学术影响

力是今后我国在该领域的发展方向$

全面了解核盘菌的生物学特性&特别是核盘菌

菌核发育和致病的分子机制&对研发新的菌核病防

控技术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核盘菌功能基因的研究

日渐深入&越来越多的核盘菌致病因子被发现&为了

解核盘菌致病的分子机理以及其与寄主植物的互作

机理奠定了基础&从而为认识和防控菌核病害提供

可靠的理论基础$深入解析核盘菌的致病机理&开

发和利用植物自身的抗病相关基因&将有助于发展

菌核病绿色防控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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