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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自交不亲和·I生{8[f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杨小华 

(广西 j 乐．桂林5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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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摘 要 运用文献引量学原理和方法，对 1991～1995年问有关植物 自交不亲和性研究的文献进行 

计量分析，揭示了其中的动态规律和此项研究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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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of bibliometrics on the research of 

plant self-in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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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bibliometrics，the metrological analyses on the research 

documents of plant self-incompatibility from 1991 to 1995 wm  carried out．so that the dynamic 

laws and developing trends ofthe research were revea]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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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自交不亲和性 (亦称种内不亲和性，self-ncompat bi ty)是显花植物的一种常见现象，指 

能够产生具有正常功能且同期成熟的雌雄配子的雌雄同体植物在 自花授粉或相 同基因型异花授粉时无 

法受精。此现象作为一种因自花授粉障碍形成的遗传屏障，既保持种内的遗传变异性，又有利于杂交 

育种。为了弄清此现象的发生机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1995年和 1998年分别资助了 

沙 田柚配子体自交不亲和识别的细胞学基础 和 沙田柚配子体 自交不亲和花柱 s一糖蛋白研究 两项 

课题。笔者在为这两项研究提供情报支持的基础上，运用文献计量原理和方法，对植物 自交不米和性 

研究的文献进行了计量分析，以揭示其中的动态规律和此项研究的发 展趋势 

1 材 料 与 方 法 

选用 1991～1995年间的 ((BiolclgicalAbstract~(简称 BA，由美国的生物学文摘生物科学情报服 

务社 (简称 BIOSIS)编辑出版)和 《中国生物学文摘》 (中国科学院上悔文献情报中心出版 )为研 

究对象 对 BA，借助其中的“主题索引 (Subject Index)中的关键词 Self-incompatibility 进行检 

氯 对 《中国生物学文摘》，则从植物学、细胞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5个类目进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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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依据文献计量学中的三大定律 (洛特卡定律、齐普夫定律和布拉德福定律)的基本原理，对两种 

文摘摘录的相关文献进行统计，统计内容包括相关文献年代和区域分布特征，以及相关文献的作者特 

征等，并对统计数据进行归纳分折。 

2 结果与分析 

五 1 BA 

据统计，5年间 BA共摘录相关文献 211篇， 

其中年代分布特征见表 1 

一 种权威文摘对某项研究相关文献的年摘录量 

是反映此项研究在特定时期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之 

寝 1 BA 

Table 1 The yearly d Js+ibuting-fm tums of 

the documents being extracted by BA 

年代 Years 199】 1992 1993 1994 1995 合计 Total 

一

。 表 1所示的结果：1994年 BA摘录相关文献 59篇，占总文献量的 27．96％，达到了5年中的最高 

峰 尽管从每年 BA摘录相关文献量看，此项研究的力度在增大，但是，1993年和 1995年的文献摘录 

量分别较前一年略有下降，这表明此研究的某些方面此时 已进入成熟阶段，期待着新理论和新技 

术的介入，在其它研究方面形成新热点 

2．2 BA 

5年来，BA摘录的 211篇相关文献分 

别来 自42个国家，其中被摘录文献较多的 

国家是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和 日本． 

对一种权威性文摘摘录的某项研究相关 

文献的区域分布进行统计分折，可以了解此 

项研究水平的区域性差异，以利于明确此项 

研究的核心区域 表 2所示结果：美、英、 

澳和 日4国被 BA摘录的相关文献共计 126 

篇，占总文献量的59．71％。其中美、英两国 

被摘录文献为85篇，占总文献量的 40．28％ 

寝2 BA摘录相关文靛在美 英 奥和日四国的分布状况 

Table2 Thedistrbutionofthedocuments bc咄 extmctod 

by BAamong UŜ U． ，Australia and Japan 

每年文献 Doottment n perannum(rln~l 占总文献量 

国籍 三 !：竺! 
N tjo l’ y 】99】 1992 】993 1994 1995 

T

音
ot

计
al 

21】篇 的％ 

％ ofthet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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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4国被摘录文献量的67．46％ 这表明美、英、澳和 

目4国，尤其是美，英两国是此项研究的核心区域，研究水平居国际领先水平 此外，被 BA摘录的 

相关文献来 自不同的国家的59种杂志，其中被摘录文献量最多的杂志是美国的 ((SexPkantReport))和 

英国 ((Heredity))，两种杂志共被摘录相关文献 32篇，占总文献量的 15．17％，这亦从一个侧面说明 

了美 英两国在此项研究上的领先地位， 

五3 BA摘录相关文献的作者特征 

BA摘录相关文献的作者群来自不同国家，其中被摘录文献量居多的是美国的 Teh-Hui Kao 英 

国的Lawrence,M．L． 澳大利亚的 Clarke,A．E．和瑞典的 Ltmdgrist,A．(均以通讯作者统计) 

对一种权威性文摘摘录的某项研究相关文献的作者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确定此项研究的核心 

作者和了解此疆研究的最新动态 表 3所示结果：5年来，4位作者共有 32篇文献被 BA摘录，占总 

文献量的 l5．17％：其中3位作者来自此项研究优势明显的国家 4位作者的研究内容如下： 

· Teh-HuiKao：研究茄科植物自交不亲和蛋白作用并进行激酶基因克隆。 

· Lawrence，M．L．：研究虞美人、小黑麦 自交不亲和基因的表达 
· Clarke，A．E．：研究烟草 自交不亲和基因的克隆 

· Lundgrist,A．：研究抑制百脉根属和繁缨属植物自交不亲和的基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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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4位作者的研究方向各有侧重，但是，他们都将研究重点放在探讨 自交不亲和性的分子基础 

上，他们借助生物化学、分子遗传学和基因工程等当代生命科学的最新理论和技术，对与 自交不亲和 

性相关的基因表达和克隆、基因编码蛋白质作用等问题进行连续深人的研究，基本代表了此项研究的 

最新水准。因此，笔者将此 4位作者视为此项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和核心作者。 

2．4 《中国生物学文摘》摘录相关文献的分析 

五年来， 《中国生物学文摘》共摘录 

植物 自交不亲和性研究文献 9篇 (1991 

年、1992年和 1994年各 2篇，1995年 3 

篇)．文献摘录量如此之少，表明国内对 

此项研究开展较少，或是该文摘对此项研 

究的相关文献缺乏重视．这 9篇文献仅有 

1篇 同时被 BA摘录，表明国内此项研究 

水平较低。这 9篇文献作者各异，表明国 

表 3 被 BA 

Table3 Thefeatures ofauthorsoftheirdocuments beLⅡg 

Ext~ctecl largely by BA 

内尚未形成此项研究的学术核心．令人欣慰的是：这9篇文献的研究方向各异，既有基础性的理论研 

究 (王晓佳：借助等电聚焦电泳分析甘蓝花粉和柱头蛋白质)，又有实际应用性研究 (吴建华：运用 

群体套帐自交或远缘杂交克服蓝花子 自交不亲和 确立了蓝花子育种的最佳途径是集团选育 ) 这说 

明国内已具备了深人开展此项研究的广泛基础． 

3 结 论 

【1)植物自交不亲和性研究是一项世界性的热点课题，如今已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重视．本文统 

计结果及其分析使文献计量学的三大定律得以印证：英、美等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科技力量和 

经济实力，在此项研究的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而这些国家的少数优秀科学家 

和少数学术期刊，对推动此项研究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2)随着当代生命科学的日新月异，尤其是分子生物学理论的不断突破和生物工程拄术的日益创 

新，植物雌蕊内控制 自交不亲和性基因的分离和鉴定已经完成，而对花粉中与 自交不亲和性相关基因 

编码产物认识甚微，分离和克隆此类基因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基于这一点，笔者参与的研究项 目 

符合植物 自交不亲和性研究的发展趋势，在完成沙田柚花柱 s一糖蛋白研究后，应及时将研究重点转向 

探讨沙田柚花粉中与 自交不亲和性相关基础编码产物作用。 

(3)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两次资助植物自交不亲和性研究，表明该委员会追踪世界科学 

发展潮流的慧眼和胆识。这两项研究的主持人瞄准生命科学研究前沿，突出项目选题的地方性和实用 

性 (以当地名优特产水果沙田柚为研究材料)，并在研究中注重情报收集和分析．这符合当今世界科 

拄界注重将基础理论上的突破迅速扩展到实际应用领域的发展战略，同时给今后科研项 目的申报立项 

以及科研工作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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