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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 刊载论文的计量分析

蒋巧媛 李振乾

(广西植物研究所
,

桂林 541 0 06)

摘 要 本文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
,

统计了 《广西植物 》 创刊以来刊行的 巧 卷共 60 期的论文
,

并对刊载论文来源的数量分布
、

论文内容的学科分布
、

科研项 目的基金资助情况及核心著者进行

了统计分析
,

以了解 《广西植物 》 发表论文的学科范围及学术水平
,

确定其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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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植物 》 的前身为内部刊物 《植物研究通讯》
,

创刊于 197 5 年
,

最初为不定期出版

刊物
,

1975 ~ 1976 年每年各出 2 期
,

1977 年起改为年出 4 期
。

1980 年更名为 《 广西植

物》
,

试刊一年 ; 1981 年为正式定期出版刊物
,

国内发行 (取得国内统一刊号 C N )
,

为季

刊
,

每季度第二个月出刊 ; 19 84 年 4 卷 2 期起为国内
、

外公开发行刊物 (取得国际标准刊

号 IS S N )
.

创刊至今已历经 15 个春秋
,

出版了 15 卷 60 期 (其中 6 卷 1一 2 期合刊 )
,

增刊

4 本 (为专题集 )
,

对 《广西植物 》 刊载论文的数量
、

质量
、

著者以及学科内容作一剖析
,

以了解 《广西植物》 发表论文所涉及的学科内容及学术水平
,

方便读者了解本刊在学术研究

上的参考价值
.

1 方法

采用常规方法
,

通过总目录
、

总著者和每篇文章的题目
、

注释等索引途径
,

对 《 广西植

物 》 巧 卷 60 期的论文数量
、

著者构成
、

各类基金资助项 目的档次和发表的新属
、 .

新种等进

行了统计
,

并对论文的学科构成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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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

1 统计结果

《广西植物 》 创刊以来
,

共出版了 巧 卷 60 期
,

增刊 4 本
,

累计页码 5 4 12 页
,

字数约

10 91 万字
,

照片图版 1科 幅 (不包括插 图 )
,

彩图 40 幅
。

共刊载论文 9 26 篇
,

其中
,

获奖

科研项 目的论文 1 14 篇 (限于资料
,

只统计广西植物研究所科技人员的获奖项 目的论文 )
。

在本刊发表的植物新种 4 53 个
,

新拟名 99 个
,

新组合 24 个
,

新变型 19 个
,

新名称 16 个
,

新属 5 个
,

新组 5 个
,

新等级 5 个
,

新亚种 3 个
,

新杂交种 2 个
,

新族 1 个
,

新记录属 1

个
,

新分布记录 1个
,

所有发表的新属和新种
,

都已 收录于记载全世界种子植物种名及其文

献的 《邱园索引》 ( nI d ex K e w e ns is) 中
。

目前直接与本刊交换的有国外 14 个国家的 33 个

著名的研究单位 ; 区外 40 个研究单位 ; 区内 6 个研究单位
。

2
.

2 统计分析

2
.

2
.

1 论文来源的数量分布

《广西植物 》 刊载的 926 篇论文中
,

涉及区内
、

外科研院 (所 ) 共有 67 个科研单位
,

发

表有 630 篇科技论文
,

占 68 .0 4% ; 区内
、

外大中专院校共有 69 个单位
,

发表有 239 篇论

文
,

占 25 .8 2% ; 其它共有 22 个单位发表的论文共计 48 篇
,

占 5
.

18 % ; 国外及港
、

澳地区

共有 7 个单位
,

发表有 9 篇论文
,

占 0 .9 7% (表 l)
。

753581314二9165

从表 1 可见
,

区外科研院 (所 ) 共有

53 个 单位
,

发 表 3 10 篇科技 论 文
,

占

33
.

48 %
,

其中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

研究所 122 篇
,

占 13
.

18 % ; 其次有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 64 篇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 24 篇 ;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

所 6 篇等
.

区内科研院 (所 ) 共有 14 个单

位
,

发表有 3 20 篇科技论文
,

占 3 4
.

56%
,

其中主 要有广西植物研究所 2 52 篇
,

占

27 .2 1% ; 其次有广西中医药研究所 27 篇 ;

广西药品检验所 12 篇 ; 广西林业科学研究

所 9 篇 ; 广西药用植物园 8 篇 ; 广西林业勘

测设计院 8 篇 ; 广西中医学院 8 篇等
.

由此

表 1 《广西植物 》 的论文分布情况 , )

单位数 论文数

(个 ) (篇 )

占总论文数的

百分比 (% )

.097.348.696.302..456886.216100
9

310157283208220926国外及港
、

澳地区

区外科研院 (所 )

区外大中专院校

区外其它

区内科研院(所 )

区内大中专院校

区内其它

合 计

l) 此表只统计第一著者所在的工作单位

可知
,

《 广西植物 》 发表的论文主要来源于植物研究机构和医药研究机构
。

区外大中专院校共有 58 个单位
,

发表有 157 篇论文
,

占 16 .9 6%
,

其中主要有中山大

学生物系 22 篇
,

占 2
.

38% ; 其次有复旦大学生物系 16 篇 ; 北京师范大学 7 篇 ; 华南农业大

学 7 篇 ; 四川农业大学 7 篇等
。

区内大中专院校共有 11 个单位
,

发表有 82 篇论文
,

占

.8 86 %
,

其中主要有广西农业大学 26 篇
,

占 .2 81 % ; 其次有广西农业大学林学院 18 篇 ; 广

西师范大学生物系 14 篇等
。

论文来源比例较高的高等院校主要为农
、

林方面的院校和综合

性大学的生物系
。

以上结果表明
,

《广西植物 》 刊载论文 的学科专业性较强
,

是植物学 的综合性学术刊

物
,

主要包括植物学各领域的论文
,

其论文的来源范围较广
,

表明其论文研究的范围不仅涉

及广西区内
,

而且涉及全国以及国外及港
、

澳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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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2 论文内容的学科分布

《 广西植物 》 自创刊以来
,

报道的范围和 内容主要包括植物分类学
、

植物形态解剖

学
、

植物化学
、

植物生态学
、

植物生理学
、

植物引种与驯化 植物区系与地理
、

植物细胞

学
、

园林等
。

内容多而广
,

但又有所侧重 (表 2)
。

表 2 各学科
.

的论文分布表

合 占总论文

数的百分

二3141228297拓75615134咒

年 份
学 科

—
19 8 1 19 8 2 19 8 3 19 8 4 1 9 8 5 19 8 6 198 7 1 98 8 19 8 9 1 9 9 0 19 9 1 19 9 2 19 9 3 19 9 4 19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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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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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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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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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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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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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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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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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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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833632

,山ōj
.1.

no凡j
`1.

4265

31152

,̀,̀,二
汽j,̀ ,1

品 旦
7 l 7 4 9 2 6

26l568l56357067164

l
内j,乙

植物分类

植物形态解剖

植物化学

植物生态

植物生理

植物引种与驯化

植物区系与地理

植物细胞

园林

其它

合 计

3

5 2

从论文 的研究范围和 内容来看
,

植物分类学的论文最多
,

计 3 14 篇
,

占论文总数的

33
.

91 % ; 其次是植物形态解剖学的论文计 122 篇
,

占 13
.

18 %
。

值得注意的是
,

近几年研究

植物区系的论文有所上升
,

1991 年以前 n 年中共发表 27 篇
,

而最近 4 年发表论文达 34

篇
,

这与世界性的研究生物多样性有较大关系
。

最少的是园林学的论文计 犯 篇
,

占

3
.

46 %
,

说明园林学基础理论及应用研究较少
,

这与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极大的关系
,

相信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

园林艺术研究的论文会相对增多
。

2
.

2
.

3 各类基金资助项 目论文的学科分布

据不完全统计
,

《广西植物 》 从 1986 ~ 19 95 年受各类基金资助项 目的论文总计 201 篇
,

占总论文数的 21
.

71 %
.

其中
,

国外资助项 目的论文计 7 篇
,

国家级各类基金和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 目的论文计 84 篇
,

省 (部 ) 级各类基金和省 (部 ) 级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的论文计 57 篇
,

地 (厅 ) 级各类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计 53 篇
。

从各植物学科获资助的论文

所占的百分比来看
,

植物分类学论文的比例最高
,

占 22
.

39 % ; 其次是植物引种与驯化论文

占 巧
.

4 2% ; 植物形态解剖学论文占 12 .9 4% ; 植物化学论文占 11
.

94 % ; 园林学论文的 比例

最低
,

占 4
.

9 6% (表 3 )
.

表 3 19 86 一 1 , 95 年植物学科各类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统计表 , )

学 科
植物 植物形 植物

分类 态解剖 生态

植物

生理

植物

化学

植物引

种驯化

植物

细胞

植物区

系地理
园林 合计

787652
,且
0,
I

0 x
气、ùn,4

553201100
I

称
l

乞

,̀,、0成U

11005114

1
0八月呼l11, IÙ

石U

48[9

O八

国外资助项 目

国家级各类基金资助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省 (部 ) 级各类基金资助项目

省 (部 ) 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地 (厅 ) 级各类基金资助项目

合 计

占总数百分比 (% )

4

l

2 3

l 0

0

7

4 5

2 2
.

3 9

2

0

l 4

2

2

6

2 6

1 2
.

9 4

l7

8
.

4 6

0

0

l

l l

1

l l

2 4

1 1
.

9 4

3 1

15
一

4 2

l3
_

6
一

4 7 8
.

4 6 4
.

9 6

l) 限于资料
,

只统计著者已提供说明的论文和广西植物研究所的科技人员所发表的论文的基金资助情况 ( 19 86 年以前
,

不划分基金

资助项 目类型
,

故不作统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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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可以看出
,

国家级各类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基础理论学科资助项目发表的

论文较多
,

如资助植物分类
、

植物形态解剖等
,

而省 (部 ) 级各类基金和地 (厅 ) 级各类基

金则在应用学科资助项 目发表的论文较多
,

如资助植物化学
、

植物引种与驯化等
。

2
.

2
.

4 核心著者

在 926 篇论文中
,

著者总数计 8 32 人
,

第一著者总数 4 35 人
。

其中发表 4 篇 以上论文的

第一著者总数计 60 人
,

发表文章总数计 428 篇
,

包括正高级职称的著者 37 人
,

283 篇 ; 副

高级职称的著者 18 人
,

110 篇 ; 中级职称的著者 5 人
,

35 篇
。

在 《广西植物 》 的著者中
,

有不少著名的老专家
、

老教授 (研究员 )
,

如李树刚
、

王文

采
、

黄成就
、

林有润
、

徐炳声
、

梁畴芬
、

林荣
、

苏宗明
、

程菊英
、

黄正福
、

成桂仁
、

王献溥

等 ; 有中青年的专家和教授 (研究员 )
,

如金代钧
、

徐位坤
、

韦发南
、

李瑞高
、

文和群
、

李

锋
、

廖文波
、

苏志尧
、

仲铭锦
、

许兆然
、

陈涛
、

朱华
、

尹擎
、

邵宏波
、

张文驹等
。

此外
,

还

有不少论文是在老一辈著名的专家
、

学者如张宏达
、

吴征锰
、

吴德邻
、

罗献瑞等教授 (研究

员 ) 的指导下完成的
。

以上表明
,

《广西植物 》 有一批主要的撰稿人
,

有一支稳定的著者队

伍
,

而且是具有较高素质的从事植物学研究的专家队伍
,

这对提高 《 广西植物 》 的学术质量

是十分重要的
。

一方面为植物学会和研究院 (所 )
、

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提供了学术交流的

园地 ; 另一方面
,

为促进植物学研究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3 讨论和建议

3
.

1 综上所述
,

《 广西植物 》 是一个面 向国内
、

外公开发行的植物学综合性学术刊

物
,

专业性很强
。

它刊载的内容主要包括植物分类学
、

植物形态解剖学
、

植物化学
、

植物生

态学
、

植物生理学
、

植物引种与驯化 植物区系与地理
、

植物细胞学
、

园林等领域的试验研

究论文和报告
。

报道的内容丰富
、

范围广
,

论文学术水平较高
,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

对促

进植物学发展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

3
.

2 几点建议
,

仅供参考 : 1
.

建议进一步扩大对外联系和交换
,

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国

外植物学研究的发展动态
,

引进国外植物学研究的技术
、

手段和方法
,

扩大对外的影响
。

.2

建议加强对内的学术交流
,

增加国内相关刊物的交换
,

以更多地了解和掌握边缘学科
、

交叉

学科新的发展动向
。

3
.

建议进一步丰富专题小栏目
,

如报道经济植物的技术
、

经济信息
、

花

卉
、

观赏
、

绿化植物等方面的文章
。

4
.

建议标明文章所属的学科栏目
,

方便读者浏览所需参

考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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