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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针对 ２０１７ 年发表的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和拟南芥等模式植物育种研究相关的论文进行了分析，梳理了各

物种主要发文国家和发文机构。 结果表明，水稻和小麦的研究论文数量位居前 ２ 位，中国及其主要研究机构在作物育种领域

表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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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据和分析方法

通过关键词在 ＳＣＩＥ 数据库中检索作物育种

领域相关研究论文。 其中作物包括水稻、小麦、
玉米、棉花、油菜、大豆、大白菜、马铃薯、番茄和

黄瓜；模式植物包括拟南芥、苜蓿和短柄草［１］ 。 筛

选的文献类型包括 Ａｒｔｉｃｌｅ、Ｌｅｔｔｅｒ、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和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数据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至 １２ 月 １３ 日。 目前文献计量学在学科领域的

态势分析中应用较为广泛，有多位学者采用该方

法对生物、农业、医学等领域的研究态势进行了

分析 ［２⁃７］ 。 本研究利用 ＴＤＡ（Ｔｈｏｍｓｏ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
ｚｅｒ）软件对主要作物和模式植物相关发文的通

信作者所在国家和机构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梳
理上述植物育种领域的主要发文国家和发文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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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各物种育种相关论文分析

２ １　 水稻育种论文分析

在 ＳＣＩＥ 数据库共获得水稻育种相关的研究论

文 ６１８ 篇。 其中中国发文量最多，为 ２７２ 篇，占该领

域发文总量的 ４４％ ；印度发文数量为 ７９ 篇，排名第

２；美国发文 ５１ 篇，排名第 ３；日本和韩国发文量为

４６ 篇，排名并列第 ４（表 １）。
发文数量在 ９ 篇及以上的机构有 １０ 个，其中有

７ 个机构来自中国。 中国科学院发文 ２４ 篇，排名第

１；华中农业大学发文 ２３ 篇，排名第 ２；印度农业研

究理事会发文 ２２ 篇，排名第 ３；南京农业大学发文

１７ 篇，排名第 ４（图 １）。

表 １　 水稻育种领域主要发文国家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ｉｃ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排序

Ｒａｎｋ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数量

Ｎｏ．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２７２

２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７９

３ 美国　 ＵＳＡ ５１

４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４６

４ 韩国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４６

５ 菲律宾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２２

６ 马来西亚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１１

７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１０

８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８

８ 巴基斯坦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８

图 １　 水稻育种领域主要发文机构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ｉｃ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 ２　 小麦育种论文分析

在 ＳＣＩＥ 数据库共获得小麦育种相关的研究论

文 ５５４ 篇。 中国发文量最多，为 １５１ 篇；美国发文

８９ 篇，排名第 ２；澳大利亚发文 ３８ 篇，排名第 ３
（表 ２）。

发文数量在 ９ 篇及以上的机构有 １０ 个，其中有

５ 个机构来自中国。 四川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各发文 １７ 篇，排名并列第 １；华盛顿州立大学、
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和莱布尼茨植物遗传与作物

研究中心各发文 １４ 篇，排名并列第 ２；印度农业研

究理事会发文 １２ 篇，排名第 ３；中国农业科学院发

文 １１ 篇，排名第 ４（图 ２）。
２ ３　 大豆育种论文分析

在 ＳＣＩＥ 数据库共获得大豆育种相关的研究论

文 ２７４ 篇。 中国发文量最多，为 １０８ 篇，占该领域总

表 ２　 小麦育种领域主要发文国家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排序

Ｒａｎｋ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数量

Ｎｏ．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１５１

２ 美国　 ＵＳＡ ８９

３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３８

４ 德国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２７

５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２５

６ 加拿大　 Ｃａｎａｄａ ２２

７ 英国　 ＵＫ １９

８ 伊朗　 Ｉｒａｎ １５

９ 巴基斯坦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１４

１０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ｙ １３

发文量的 ３９％ ；美国发文 ６４ 篇，排名第 ２；韩国发文

１８ 篇，排名第 ３（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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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小麦育种领域主要发文机构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表 ３　 大豆育种领域主要发文国家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排序

Ｒａｎｋ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数量

Ｎｏ．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１０８

２ 美国　 ＵＳＡ ６４

３ 韩国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１８

４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１７

５ 加拿大　 Ｃａｎａｄａ １２

６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１０

７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５

发文数量在 ５ 篇及以上的机构有 １０ 个，其中有

４ 个机构来自中国。 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和南京

农业大学各发文 １１ 篇，排名并列第 １；伊利诺伊大

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各发文 １０ 篇，排名并列第

２；中国农业科学院发文 ８ 篇，排名第 ３（图 ３）。
２ ４　 棉花育种论文分析

在 ＳＣＩＥ 数据库共获得 １８２ 篇棉花育种相关的研

究论文。 中国发文量最多，为 ９５ 篇，占总发文量的

５２％；美国发文 ４９ 篇，排名第２；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发文

９ 篇，排名并列第３；澳大利亚发文４ 篇，排名第４（表４）。

图 ３　 大豆育种领域主要发文机构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表 ４　 棉花育种领域主要发文国家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ｔｔｏｎ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排序

Ｒａｎｋ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数量

Ｎｏ．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９５
２ 美国　 ＵＳＡ ４９
３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９
３ 巴基斯坦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９
４ 澳大利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４

发文数量在 ５ 篇及以上的机构有 ６ 个，其中有

４ 个机构来自中国。 中国农业科学院发文 １８ 篇，排
名第 １；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局发文 １３ 篇，排名第

２；中国农业大学发文 ９ 篇，排名第 ３（图 ４）。
２ ５　 油菜育种论文分析

在 ＳＣＩＥ 数据库共获得油菜育种相关的研究论

文 １０２ 篇。 中国发文量最多，为 ６２ 篇，占总发文量

的 ６１％ ；加拿大和法国各发文 ５ 篇，排名并列第 ２；

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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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棉花育种领域主要发文机构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ｔｔｏｎ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澳大利亚、波兰和英国各发文 ４ 篇，排名并列第 ３。
排名前 ５ 位的主要发文机构均来自我国，包括华中

农业大学（１７ 篇）、西南大学（６ 篇）、中国农业科学

院（５ 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５ 篇）和华中科技大

学（４ 篇）。
２ ６　 玉米育种论文分析

在 ＳＣＩＥ 数据库共获得 ３４６ 篇玉米育种相关

的研究论文。 中国发文量最多，为 １１０ 篇；美国

发文 ７３ 篇，排名第 ２；巴西发文 ２３ 篇，排名第 ３
（表 ５） 。

发文数量在 ５ 篇及以上的机构有 ９ 个，其中有 ５
个机构来自中国。 中国农业大学发文 ２２ 篇，排名第

１；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各发文 ８
篇，排名并列第 ２；四川农业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和

华中农业大学各发文 ６ 篇，排名并列第 ３（图 ５）。

表 ５　 玉米育种领域主要发文国家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排序

Ｒａｎｋ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数量

Ｎｏ．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１１０

２ 美国　 ＵＳＡ ７３

３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２３

４ 墨西哥　 Ｍｅｘｉｃｏ １６

５ 德国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１５

５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１５

６ 法国　 Ｆｒａｎｃｅ ８

７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ｙ ６

８ 肯尼亚　 Ｋｅｎｙａ ５

８ 南非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５

８ 西班牙　 Ｓｐａｉｎ ５

图 ５　 玉米育种领域主要发文机构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ｉｚｅ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 ７　 马铃薯育种论文分析

在 ＳＣＩＥ 数据库共获得马铃薯育种相关的研究

论文 １４２ 篇。 中国发文量最多，为 ２３ 篇；美国发文

２２ 篇，排名第 ２；荷兰发文 ９ 篇，排名第 ３；印度和韩

国各发文 ８ 篇，排名并列第 ４（表 ６）。 在发文机构

中，瓦赫宁根大学发文 ８ 篇，数量最多；甘肃农业大

学发文 ３ 篇，排名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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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马铃薯育种领域主要发文国家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ｔａｔｏ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排序

Ｒａｎｋ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数量

Ｎｏ．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２３

２ 美国　 ＵＳＡ ２２

３ 荷兰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９

４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８

４ 韩国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８

５ 德国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７

６ 波兰　 Ｐｏｌａｎｄ ５

２ ８　 番茄育种论文分析

在 ＳＣＩＥ 数据库共获得番茄育种相关的研究论

文 １７４ 篇。 美国发文量最多，为 ２５ 篇；中国发文 ２３
篇，排名第 ２；印度发文 １５ 篇，排名第 ３（表 ７）。

发文数量在 ３ 篇及以上的机构有 ９ 个，瓦赫宁

根大学发文 ６ 篇，排名第 １，瓦伦西亚理工大学发文

５ 篇，排名第 ２，乌干达国家农业研究组织和俄罗斯

科学院各发文 ４ 篇，排名并列第 ３（图 ６）。

表 ７　 番茄育种领域主要发文国家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ｏｍａｔｏ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排序

Ｒａｎｋ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数量

Ｎｏ． ｆｏ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 美国　 ＵＳＡ ２５

２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２３

３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１５

４ 西班牙　 Ｓｐａｉｎ １４

５ 意大利　 Ｉｔａｌｙ １２

６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１０

７ 巴西　 Ｂｒａｚｉｌ ８

７ 荷兰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８

８ 墨西哥　 Ｍｅｘｉｃｏ ５

２ ９　 大白菜育种论文分析

在 ＳＣＩＥ 数据库共获得大白菜育种相关的研究

论文 ２４ 篇，其中中国发文 １６ 篇，占发文总量的

６７％ ；韩国发文 ４ 篇。 排名前 ４ 位的机构均来自我

国，包括西北农林大学 （ ３ 篇）、 沈阳农业大学

（３ 篇）、广州大学（２ 篇）和浙江大学（２ 篇）。

图 ６　 番茄育种领域主要发文机构

Ｆｉｇ ６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ｏｍａｔｏ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 １０　 黄瓜育种论文分析

在 ＳＣＩＥ 数据库共获得黄瓜育种相关的研究论

文 ５０ 篇。 其中中国发文最多，为 ２２ 篇；美国发文 ７
篇，排名第 ２；印度发文 ５ 篇，排名第 ３；韩国发文 ４
篇，排名第 ４。 主要发文机构包括印度农业研究委

员会、密西根州立大学、西北农林大学和山东农业大

学，各发表论文 ２ 篇。
２ １１　 模式植物相关论文分析

在 ＳＣＩＥ 数据库共获得模式植物育种相关的研究

论文 ３５６ 篇。 中国发文量最多，为 １３２ 篇；美国发文

３８ 篇，排名第 ２；德国发文 ２６ 篇，排名第 ３（表 ８）。

表 ８　 模式植物育种领域主要发文国家

Ｔａｂｌｅ ８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排序

Ｒａｎｋ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数量

Ｎｏ．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 中国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２
２ 美国　 ＵＳＡ ３８
３ 德国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２６
４ 日本　 Ｊａｐａｎ １９
５ 荷兰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１２
５ 英国　 ＵＫ １２
６ 韩国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１１
７ 印度　 Ｉｎｄｉａ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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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数量在 ４ 篇及以上的机构有 １１ 个，其中有 ７
个机构来自中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马普学会各

发文 １１ 篇，排名并列第 １；中国农业科学院发文 １０ 篇，
排名第 ２；中国农业大学发文 ９ 篇，排名第 ３（图 ７）。

图 ７　 模式植物育种领域主要发文国家

Ｆｉｇ ７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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