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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对森林生态学研究热点的响应特征

章晓光　周莉花　吴伟根
（浙江林学院学报编辑部，３１１３００，浙江临安）

摘　要　为了探索科技期刊对森林生态学研究热点的响应特
征，利用“森林生态学＋碳循环”和“恢复生态学＋森林”２个专
题的检索词，对截止到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的《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进行全文检索，并对检索出的论文分成试验研究类、业务

指导类和综述类等３类。检索结果表明，这２个专题的论文分
布可分为３个阶段：１９９３年以前，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０１年以
后。在这３个阶段，试验研究类论文与业务指导类论文之比分
别为０，＞０～１和 ＞１；在报道这 ２个专题的期刊中，大约有
１０％的期刊发表了５０％的论文；随着研究热点的形成，参与报
道的期刊逐渐增多。根据这些结果，提出了研究热点论文的组

织和报道中的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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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及其编辑工作者对学科发展起着导向作

用［１２］。科技期刊应特别注意组织学术质量较高的热

点课题的论文，以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扩大

知名度［３］。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森林生态系统

碳循环和恢复生态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４］。

科技期刊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载体之一，对学科研究热

点必然会有所响应，那么，探索并掌握期刊在这些热点

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响应特征和规律，对于科技期刊

编辑工作者来说就显得十分必要。笔者通过检索并分

析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和恢复生态学这２个专题的文
献，试图得到有益的结果，为研究热点论文的组织和报

道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分析材料取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截止日期为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２　方法　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对维护全
球碳平衡，提供适合全人类生存的良好生态环境，保障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森林生

态系统是当前国内外的研究热点之一。以“森林生态

学＋碳循环”和“恢复生态学＋森林”这２个专题对数
据库进行全文检索，逐条查看检索出的条目，剔除不属

于分析范围的文章，如工业设备碳循环、中小学教学资

料、期刊目次表、文摘资料等，而对保留下来的论文做

如下处理。

１）分类。共分为３类：试验研究类，包括实验室、
试验地以及对数据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的论文；业务指

导类，包括相关领域的基本概念、方法、手段的介绍，针

对相关问题的分析和对策探讨，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经

验等；综述类：对上述２个专题的现状和进展进行综合
述评的论文。

２）统计期刊在检索期间内对上述２个专题的发
文数，并根据期刊发文数进行排序。

３）计算试验研究类论文数量与业务指导类论文
数量的比值。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２个专题论文的年度分布特征　表１列出了各
年份符合检索条件的２个专题的论文数。可以看出，２
个专题的论文分布具有以下共同特征：１）论文总数、
试验研究类论文数和业务指导类论文数随年份有逐渐

增加的趋势，而且在２０００年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综述类论文数增加到一定数量后，似渐趋稳定。２）试
验研究类论文数和业务指导类论文数之比逐渐增加。

期刊对２个专题的报道，大致经历了３个阶段：第
１阶段为１９９３年以前。在这一阶段，“恢复生态学 ＋
森林”专题只发表了３篇论文，最早的是１９８８年发表
的。“森林生态学 ＋碳循环”专题的论文数相对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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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年份森林生态学２个专题的论文分布特征

年份

恢复生态学＋森林

总篇数
试验研

究类（Ⅰ）
业务指

导类（Ⅱ）
（Ⅰ）／（Ⅱ） 综述类

１９９３年前 ３ ０ ２ ０．００ １
１９９４ ５ １ ４ ０．２５ ０
１９９５ ７ ２ ３ ０．６７ ２
１９９６ ７ ３ ３ １．００ １
１９９７ １１ ２ ８ ０．２５ １
１９９８ ２０ １１ ９ １．２２ ０
１９９９ ２３ ８ ９ ０．８９ ６
２０００ ４３ １６ ２５ ０．６４ ２
２００１ ５８ ３７ １７ ２．１８ ４
２００２ ８８ ５５ ２２ ２．５０ １１
２００３ １２４ ７７ ３５ ２．２０ １２
２００４ １５９ ８１ ５７ １．４２ ２１
２００５ １３８ ８６ ３５ ２．４５ １７
２００６ １５１ １０８ ３３ ３．２７ １０
合计 ８３７ ４８７ ２６２ ８８

森林生态学＋碳循环

总篇数
试验研

究类（Ⅰ）
业务指

导类（Ⅱ）
（Ⅰ）／（Ⅱ） 综述类

２１ ０ １９ ０．００ ２
９ １ ６ ０．１７ ２
７ １ ６ ０．１７ ０
１２ ２ ７ ０．２９ ３
１２ ３ ９ ０．３３ ０
２２ １１ ８ １．３８ ３
２６ １１ １４ ０．７９ １
２９ ８ １８ ０．４４ ３
４９ ２１ ２４ ０．８８ ４
５８ ３０ １４ ２．１４ １４
７６ ３９ １８ ２．１７ １９
９１ ６０ １４ ４．２９ １７
１２２ ８１ ２４ ３．３８ １７
１３７ ９６ ２１ ４．５７ ２０
６７１ ３６４ ２０２ １０５

有２１篇，最早的是１９７９年发表的，比“恢复生态学 ＋
森林”专题早１０ａ。２个专题每年的论文数很少，并且
以介绍相关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情况、研究进展、研究方

法以及研究动态为主，试验研究类与业务指导类的论

文数之比为０，表明相关概念和理论刚被引入国内，处
于起步阶段，缺乏试验研究。第２阶段为１９９４—２０００
年。试验研究论文数和业务指导论文数均呈增加趋

势，其比值大于０且小于１，表明此时期刊已经开始注
意积累我国在这２个专题上的实证研究成果。第３阶
段为２０００年以后，试验研究论文数超过业务指导论文
数，其比值大于１，这一特征以“森林生态学＋碳循环”
专题表现得更加突出，２００６年的比值达到４．５７，表明
试验研究论文的比重越来越大。

２２　２个专题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特征　经统计，参
与“恢复生态学 ＋森林”专题报道的期刊总数为 ２９０
种，“森林生态学 ＋碳循环”专题报道的期刊总数为
２１９种。如果以刊发１０篇以上论文的期刊计，“恢复
生态学＋森林”专题共有１４种期刊，发文２７９篇，分别
占参与报道的期刊总数的４．８％，所有论文的３２．５％；
“森林生态学 ＋碳循环”专题共有９种期刊，发文２３０
篇，分别占参与报道期刊总数的 ４．１％，所有论文的
３５３％：因此，大约有不到５％的期刊报道了大约１／３的
论文。如果以刊发６篇以上的期刊计，“恢复生态学＋
森林”专题共有３４种期刊，发文４２２篇，分别占参与报
道的期刊总数的１１．１％，所有论文的４９．２％；“森林生
态学＋碳循环”专题共有２４种期刊，发文３３４篇，分别
占参与报道期刊总数的１１．５％，所有论文的５１３％：因
此，大约有１０％的期刊报道了大约１／２的论文。

在参与报道的期刊中，生态学类期刊表现突出，在

２个专题中都位居前３位。对于“恢复生态学＋森林”
专题，其研究内容涉及森林生态系统在遭受破坏后的

恢复和重建，与植被破坏后的水土流失关系密切，因

此，水土保持类期刊扮演第２梯队的角色。林业类科
技期刊和生物科学类期刊都在报道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由《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０４年版）》［５］可
知，发表６篇以上论文的期刊中，对于“恢复生态学＋森
林”，有７６．５％为核心期刊，对于“森林生态学 ＋碳循
环”，有９１．７％的期刊为核心期刊。由此可见，相应的
专业期刊和核心期刊是报道这２个专题论文的主力。
２３　发表２个专题论文的期刊数的年度分布特征　
表２为各年发表２个专题论文的期刊数。由于１９９３
年以前“恢复生态学 ＋森林”专题只有３种期刊分别
在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２年发表过３篇文章，“森林生态学＋
碳循环”专题在此期间每年也只发表一两篇文章，所

以，为了节省篇幅，表２仅从１９９４年列起。可以看出，
从１９９６年开始，报道“森林生态学 ＋碳循环”专题的

表２　各年发表２个专题论文的期刊数

年份 恢复生态学＋森林 森林生态学＋碳循环

１９９４ ８ ６
１９９５ ８ ５
１９９６ ７ １０
１９９７ ９ １０
１９９８ １１ ２３
１９９９ ２３ ２３
２０００ ３９ ２５
２００１ ４０ ３４
２００２ ５８ ４４
２００３ ７７ ５６
２００４ １０１ ５１
２００５ ９６ ６２
２００６ １０５ ７５

９２１



编　辑　学　报 第２０卷

期刊快速增加，而报道“恢复生态学 ＋森林”专题的期
刊则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有较快的增加。表明随着２个专
题研究的兴起，有越来越多的期刊加入到报道队伍

中来。

３　讨论和启示

３１　期刊引导科学研究从感性直觉向理性研究的转
变　从检索和分析结果可知，论文数量年度分布的最
显著特征是，论文总数及各类论文的数量逐年增加。

在研究热点形成的初期，期刊主要报道业务指导类论

文。这时，人们对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和恢复生态学

的认识处于感性认识阶段。随着对相关问题认识的深

化及对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试验研究类论文

随之增加，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并

逐渐转向理性认识。认识作为一个过程，从意识或观

念的方面来说，总是表现为由感性直观向理性思维的

运动和两者的统一［６］。由此看来，编辑可以从论文的

数量变化，以及由此可知的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根

据学科特点，来判断热点的方向，指导组稿，引导科研

人员从感性思考转向理性研究。这也是科技期刊及其

编辑的导向意识的一种体现。由于编辑人员需要了解

和掌握多个学科的研究动向和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

上说，对编辑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７］。只有

这样，科技期刊的内容创新才有可能实现［８］，科技期

刊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得以提高［９］。

３２　专业期刊和核心期刊在热点报道中大有作为　
从检索结果看，相关的专业期刊在２个专题的报道中
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这与这些期刊的学科属性是密

不可分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多学科交叉的核心期

刊在报道中有重要的作用。在发表 ６篇以上的期刊
中，对于“恢复生态学＋森林”，７６．５％为核心期刊，对
于“森林生态学 ＋碳循环”，９１．７％为核心期刊，而且
都有近５０％的论文是这些期刊发表的。这充分说明
这些期刊对森林生态学研究热点的高度重视，同时说

明这些期刊对于研究热点所产生的研究论文具有较强

的吸引力。陆国强等［１０］曾指出，多学科交叉是我国科

技期刊的常见现象，而且较常见的交叉关系有多主题

叠加、理论与应用关系、从属关系、横向学科和边缘学

科等。这提示我们，多学科交叉的核心期刊充分具备

吸引研究热点科研论文的客观条件，编辑工作者应当

在主观上高度重视具有交叉关系的相关学科、横向学

科和边缘学科等的研究热点，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比

较的思维方式［１１］，从学科体系及各领域发展进程来指

导组稿。

３３　应重视论文关键词的标引　在检索和分析过程

中，笔者注意到，目前我国大部分科技期刊没有在关键

词中标引论文的学科属性，导致一部分属于恢复生态

学和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研究论文未能检索到，实

际发表的这２个专题的论文数和报道这２个专题的期
刊数可能大于检索结果。这是本次研究的不足，同时

说明学术论文关键词标引的重要性。

为了规范学术论文，２００２年中国科协颁布的《关
于在学术论文中规范关键词选择的规定（试行）》［１２］

中明确了学术论文关键词的选择和排序规则：论文所

属二级学科名称；成果总类别名称；研究方法名称；研

究对象名称；有利于检索和文献利用的其他关键词；等

等。这一方面有利于多层面提高文献的检索水平，使

更多的论文进入科技工作者的引用范围，另一方面对

科技期刊编辑从多学科、多角度了解相关学科的研究

进展和水平，指导组织和评审论文等都会产生积极的

作用，值得应用和推广。建议期刊编辑工作者标引关

键词时，对于论文所属的新兴学科名称和交叉学科名

称等予以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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