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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大蟾蜍蝌蚪群———大蟾蜍别名癞蛤蟆，体长达 １０ｃｍ 以上，身体肥胖，四肢短，步态及齐足跳的姿势具特征性。 其背

部皮肤厚而干燥，通常有疣，呈黑绿色，常有褐色花斑，趾间具蹼。 毒腺在背部的疣内，受惊后毒腺分泌或射出毒液。

大蟾蜍早春在水中繁殖，可迁移至 １．５ｋｍ 外或更远的适合繁殖的池塘，产卵量很大，产卵数天后蝌蚪即可孵出，１—３

个月后发育为蟾。 大蟾蜍常作为实验动物或药用动物，其耳后腺和皮肤腺的白色分泌物可制成“蟾酥”，可治疗多种

疾病。 研究表明，大蟾蜍蝌蚪最高逃避温度和最高致死温度比最适温度产生的影响要大。

彩图及图说提供： 陈建伟教授　 北京林业大学　 Ｅ⁃ｍａｉｌ： ｃｉｔｅｓ．ｃｈｅｎｊｗ＠ 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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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物土壤结皮研究发展态势文献计量分析

贺郝钰*,侯春梅,迟秀丽,黄爱华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兰州摇 730000)

摘要:生物土壤结皮是荒漠生态系统组成和地表景观的重要特征。 近年来,各国和各相关研究机构对生物土壤结皮的研究力度

不断加大。 利用 Bibexcel 和 NetDraw 等文献计量工具,对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国际生物土壤结皮研究相关文献进行了分

析。 在对主要国家和机构的发文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美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的生物土壤结皮研究论文的综合影响力较高;
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和美国地质调查局等机构的论文影响力较大;中国生物土壤结皮研究论文在总量上优势明显,但高质量

论文不多;国际生物土壤结皮研究的主要研究热点集中在腾格里沙漠等沙漠地区,氮循环研究和微生物群落研究是研究的

重点。
关键词:生物土壤结皮;文献计量;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摇 摇 生物土壤结皮(Biological Soil Crust,BSC)是由

土壤微生物、藻类、地衣和苔藓植物等孢子植物类群

与土壤形成的有机复合体,它的形成使土壤表面在

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性上均明显不同于松散沙土,
具有较强的抗风蚀、水蚀功能,也是干旱荒漠地区植

被演替的重要基础[1鄄3]。 生物土壤结皮是荒漠生态

系统组成和地表景观的重要特征,其在干旱半干旱

地区生态修复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生物土壤结皮在荒漠生态

恢复中的作用受到了重视[4鄄6],科研人员对其的研究

越来越多,文献数量不断增长。 本文采用内容挖掘

技术,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对生物土壤结皮研究进行

统计分析和内容挖掘,分析该领域的发展现状和态

势,捕捉世界范围内该领域的前沿和研究热点。
文献计量方法作为一个成熟的工具已经广泛应

用于各个学科,近几年开始有国外学者将此方法应

用于生态系统研究领域[7鄄8]。
本文采用的分析工具包括 Bibexcel 和 NetDraw

专利分析平台。 Bibexcel 是瑞典科学家佩尔松

(persson)开发的文献计量学研究软件,用于帮助用

户分析文献数据或者是文本类型格式的数据,实现

引文分析。 NetDraw 软件是由美国肯塔基州立大学

Steve Borgatti 教授开发的一款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它
具有直观的图形化显示功能和优秀的开放兼容性,
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中[9]。

1摇 生物土壤结皮研究文献总体情况

1.1摇 年代变化分析

科学文献是记录科研成果的重要形式,对某一

学科论文发表年份进行统计就可以从时间上了解该

学科的发展历程。 在对近 30 年来生态系统研究相

关文献进行统计后发现,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检索,
在 1990—2013 年的 33 年中,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

中发表的生物土壤结皮研究论文数量除个别年份略

有波动之外,整体呈稳步增长趋势。 其中,1990 年、
1991 年、 1993 年和 1995 年没有相关文章发表

(图 1)。
本文主要以 Web of Science 中检索到的 2010—

2013 年的 275 篇生物土壤结皮研究文献为分析重

点。 检索式为:主题词 = (“ biological soil crust冶 or
“biological soil crusts冶),文献类型为 ARTICLE。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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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12 日,下载引文数据,并保存

为文本文档,将其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图 1摇 1990—2013 年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的生物土壤结皮

研究论文的数量变化

Fig.1摇 The change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on biological soil
crust research based on the Web of Science during 1990—2013

1.2摇 来源期刊分析

通过对某领域研究论文所在期刊的分布进行分

析可以确定该领域的核心期刊,为读者提供相关指

导,指导作者投稿,并为该领域研究者对该领域相关

文献的搜集和管理提供一定的依据[10]。
2010—2013 年中,在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收

录土壤生物结皮研究相关研究论文较多的 10 个期

刊 为: 《 干 旱 环 境 杂 志 》 (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土壤生物学和土壤生物化学》 (Soil
Biology Biochemistry)、 《连锁: 土壤科学鄄水文学》
(Catena)、《植物和土壤》 (Plant and Soil)、《国际土

壤科学杂志》(Geoderma)、《欧洲土壤生物学杂志》

(European Journal of Soil Biology)、《应用土壤生态》
(Applied Soil Ecology)、《干旱区研究和管理》 (Arid
Land Research amd Management)、《联合会微生物生

态学》 (FEMS Microbiology Ogy Ecology)和《生态系

统》(Ecosystems),如图 2 所示。

图 2摇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发表国际生物土壤结皮研究相

关论文最多的期刊

Fig.2摇 Jouranl that have the most pubilcations in the biological
soil crust research on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2摇 生物土壤结皮国际研究力量分析

2.1摇 主要研究国家

2.1.1摇 主要研究国家发文情况

按照全部作者统计,在 2010—2013 年 4 年中,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生物土壤结皮研究文献发

文量前 10 位的国家是:美国、中国、西班牙、德国、澳
大利亚、以色列、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南非,如图 3。
美国发文量居全球之首,总计有 106 篇生物土壤结

皮研究论文有美国的参与, 大约占全部论文的

38郾 54%,在该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图 3摇 2010—1013 年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各主要国家生物土壤结皮研究发文量变化(发文量前 10 位的国家)
Fig.3摇 The change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of major countries on biological soil crust research based on the Web of Science batabases
during 2010—2013 (top 10 countrie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apers)

6301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4 卷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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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在发文量前 10 的国家中,美国、中国、西班牙和

德国的论文总被引频次较高,均超过 100 次,其中美

国和西班牙的论文总被引频次都超过了 200 次;西
班牙、南非、德国、英国、美国和以色列的篇均被引频

次较高,篇均被引均大于 3.00 次 /篇;西班牙高被引

论文(被引频次逸10)最多,为 10 篇;从高被引论文

所占比例来看,高被引论文占其发文总量超过 10%
的国家有西班牙、德国、以色列和南非(表 1)。 从总

被引次数、篇均被引频次和高被引论文等指标综合

来看,美国、德国和西班牙的生物土壤结皮研究论文

的综合影响力较高。

中国虽在发文量指标上有一定的优势:发文量

70 篇,排在第 2 位。 但在总被引频次、篇均被引频次

和高被引论文等重要指标上均处于劣势:总被引频

次 138 次,在 10 个国家中排在第 4 位;篇均被引频

次为 1.97 次 /篇,在 10 个国家中仅位列第 9 位;高被

引论文数量 2 篇,与以色列并列第 4 位;高被引论文

所占比例为 2.87%,排在第 7 位。 总体相对来看,我
国在 2010—2013 年被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收录的

土壤生物结皮研究论文的相对平均质量不高,综合

影响力不足。

表 1摇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各主要国家生物土壤结皮研究发文量变化(发文量前 10 位的国家)(按发文量排序)

Table 1摇 The top 10 countries based on the number fo papers on Biological Soil Crust research in Web of Science batabases (sequence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apers)

序号
No

国家
Country

发文量
Document number

总被因次数
Total of cited
(number)

篇均被引频次
Average citations

per paper
(number / paper)

被引频次逸10 的论文
Citation frequency逸10

(number)

被引频次逸10 的论文
所占比例

Citation frequency逸
10(%)

1 美国 100 364 3.64 9 9.00

2 中国 70 138 1.97 2 2.87

3 西班牙 47 289 6.15 10 21.28

4 德国 39 172 4.41 8 20.51

5 澳大利亚 22 49 2.23 1 4.50

6 以色列 16 54 3.38 2 12.5

7 加拿大 13 31 2.38 0 0

8 意大利 9 12 1.33 0 0

9 英国 6 23 3.83 0 0

10 南非 6 30 5.00 1 16.67

2.1.2摇 主要研究机构发文情况

按照 全 部 作 者 统 计, 2010—2013 年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生物土壤结皮研究论文发文量较

多的 10 个机构依次是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 Universidad
Rey Juan Carlos)、 西班牙国家科学研究理事会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s)、美国

地质调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加州大

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德阿尔梅里亚大

学( Universidad de Almeria )、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 美 国 能 源 部

(United States Deparement of Energy DOE)、加州大学

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图 4)。
在这些发文量较多的机构中,胡安·卡洛斯国

王大学、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加州大学等机构的篇均

被引频次较高,这些机构发表的论文篇均被引均超

过 6 次 /篇;发表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逸10 次)最

多的机构是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有 9 篇高被引

论文;从高被引论文所占比例来看,胡安·卡洛斯国

王大学和美国地质调查局的高被引论文所占比例较

高,在所发表的论文中,均有超过 20%的高被引论文

(表 2)。
2.1.3摇 主要国家、机构和作者的合作情况

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各个科研领域的国际

间合作越来越多,生物土壤结皮研究也不例外,呈现

出较强的国际合作态势。 在研究科学合作时,最常

用的指标是合作度。 本文从机构层面和国家层面进

行分析。 它们分别指某领域中文章的机构或国家的

平均个数,具体定义如下[11]:

7301摇 4 期 摇 摇 摇 贺郝钰摇 等:国际生物土壤结皮研究发展态势文献计量分析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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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摇 2010—2013 年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主要研究机构生物土壤结皮研究发文量变化(按发文量排序)
Fig.4摇 The change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of major research institutes on biological soil crust research based on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during 2010—2013 (sequence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apers)

表 2摇 2010—2013 年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生物土壤结皮研究论文发文量前 10 个机构的论文被引情况(按发文量排序)

Table 2摇 The number of cited times of papers of major institutes on biological soil crust research based on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during

2010—2013 (sequence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apers)

序号
No

机构
Institution

发文量
Document
number

总被引次数
Total of cited
(number)

篇均被引频次
Average citations

per paper
(number / paper)

被引频次逸10
的论文
Citation

frequency逸10
(number)

被引频次逸5 的论文
所占比例

Citation frequency逸
5(%)

1 中国科学院 55 121 2.2 2 3.63
2 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 26 219 8.42 9 34.62
3 西班牙国家科学研究理事会 21 102 4.86 3 14.29
4 美国地质调查局 20 132 6.60 4 20.00
5 加州大学系统 15 90 6.00 2 13.33
6 德阿尔梅里亚大学 13 61 4.69 1 7.69
7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1 45 4.09 1 9.09
8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11 34 3.09 1 9.09
9 美国能源部 9 22 2.44 0 0
10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9 24 2.67 0 0

摇 摇 机构合作度:摇 CI =
移
N

i = 1
茁i

N
(1)

国家合作度:摇 CC =
移
N

i = 1
酌i

N
(2)

式中:CI,CC 分别表示机构合作度、国家合作度;
茁i,酌i 分别表示每篇文章的机构数和国家数;N 表示

该领域的文章总数。 根据公式(1)和(2)的定义,分
别计算气候政策建模领域 2 个层面的合作度(图

5)。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2 个层面的合作度都呈现上

升趋势,这表明此领域的研究规模不断扩大,合作关

图 5摇 生物土壤结皮研究领域合作度

Fig.5摇 Collaboration degree in biological soil crus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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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更加密切。 总体上看,2 个层面的平均合作度为

2郾 55 和 1.16;即生物土壤结皮研究领域中,平均每篇

文献有 2.55 个机构和 1.16 个国家。

3摇 国际生物土壤结皮研究热点分析

3.1摇 学科分布

从学科分布角度看,生物土壤结皮研究是一个

多学科交叉的领域,主要涉及生态学、环境科学、土
壤科学、植物学、地球科学、微生物学、水资源、地球

物理、淡水生物学、林学、农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表
3)。 生物土壤结皮研究论文涉及学科所占的比重见

图 6。

表 3摇 2010—2013 年生态系统研究主要涉及的研究领域

Table 3摇 The major research areas of biological soil crust research in 2010—2013

序号
No

学科领域
Subject area

文献数量
Document number

序号
No

学科领域
Subject area

文献数量
Document number

1 生态学 181 7 水资源 36

2 环境科学 138 8 地球物理 27

3 土壤科学 128 9 淡水生物学 21

4 植物学 82 10 林学 19

5 地球科学 68 11 农学 18

6 微生物学 52 12 生物多样性保护 15

图 6摇 2010—2013 年生物土壤结皮研究领域涉及的学科领域

Fig.6摇 The major research areas of biological soil crust research
in 2010—2013

3.2摇 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制作使用索引时,所用到的词汇,通过

分析关键词的变化可以全面把握该学科发展的动态

过程、特点和规律。 通过对某一研究领域高频关键

词的分析,可以很好地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

未来的发展趋势。 可以通过分析关键词之间的亲疏

关系,进而分析这些词所代表的学科或主体的研究

重点[10]。
通过对关键词出现频率的分析,发现出现频次

最高的前 15 个关键词依次是: 生 物 土 壤 结 皮

(biological soil crusts)、蓝藻细菌(cyanobacteria)、地衣

(Lichens)、腾格里沙漠(Tengger Desert)、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径流(Runoff)、干扰(disturbance)、

固氮作用(nitrogen fixation)、沙漠(desert)、光合作用

(photosynthesis)、苔藓(Moss)、渗透( infiltration)、科
罗拉多高原(Colorado Plateau)、沙丘(sand dune)、旱
地(drylands)(图 7)。

图 7摇 国际生物土壤结皮研究前 15 个关键词及出现频次

Fig.7摇 The frequency of the top 15 keywords on 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soil crust research

为了获得国际生物土壤结皮研究关键词之间的

关系及其研究热点,先用 excel 生成关键词共现矩

阵,然后用 Ucinet 和 Netdraw 可视化软件进行可视化

分析,展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8),节点代表关键词

及共现关系。 利用关键词可视化图可以直观地反映

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从近 4 年来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发表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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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土壤结皮研究论文的可视化图来看,生物土壤结

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腾格里沙漠等沙漠地区,氮循

环研究、碳固定研究、初级生产力研究、微生物群落

研究等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图 8摇 国际生物土壤结皮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8摇 The Network co鄄occurrence graph of the keywords on 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soil crust research

4摇 主要结论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我们发现:
(1)生物土壤结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

此领域的文献学科分布广泛,主要涉及生态学、环境

科学、土壤科学、植物学、地球科学等。
生物土壤结皮研究在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才

开始受到重视,论文量逐年增多,处于稳步发展阶

段,该研究领域最高产的期刊是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发达国家在生物土壤结皮研究领域的实力明显

强于发展中国家;从总被引频次和高被引论文等指

标综合来看,美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的生物土壤结

皮研究论文的综合影响力较高。 排名前 10 的高产

机构中,首先,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和美国地质调

查局等机构的论文发文量较多,影响力较大;其次,
只有中国科学院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2)通过对生物土壤结皮文献关键词的词频分

析,发现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腾格里沙漠等沙漠

地区,氮循环研究、碳固定研究和、微生物群落研究

等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中国在生物土壤结皮研究领域有了一定的发

展,但要进一步扩大影响要做到:(1)在提升科研成

果数量的同时,要注重质量的提升;(2)培养一批长

期从事该领域的科研人员、机构,提高在该领域的影

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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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ｉｄ ｖａｌｌｅｙ ｏｆ Ｍｉ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ｘｉａ， ＬＵＯ Ｄａ， ＳＨＩ Ｚｕｏ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８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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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Ｏ Ｂｅｎ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ｅｎ， ＤＡＩ Ｘｉａｏｙａｎ， ｅｔ ａｌ （９０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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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ｈｕａ， ＷＵ Ｘｉａｏｆｕ， ＨＡＯ 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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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 Ｈｏｎｇｑｉｎ， ＬＩ Ｙｉｎｇｎ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Ｆａ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９２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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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ｅｓ ｉｎ ａｇｅ ｌａｙｅｒｓ ｏｆ Ｔａｍａｒｉｘ ｓａｎｄ⁃ｈｉｌｌｏｃｋｓ ｉｎ Ｋｕｍｔａｇ ｄｅｓｅ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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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ｃｒｏｐｓ

ＦＡＮＧ Ｂｉｎ， ＷＵ Ｊｉｎｆｅｎｇ （９８３）

…………………………………

………………………………………………………………………………………………………

Ｕｒｂ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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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ｏ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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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ａｌ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ｗｏ ｏａｋ ｓｅｅｄｌｉｎ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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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 Ｌｉｚｈｉ （１０３０）

…

…………………………………………………………………………………………………………………

２４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４ 卷　



叶生态学报曳圆园员源年征订启事
叶生态学报曳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袁中国生态学学会尧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办的生态学

高级专业学术期刊袁创刊于 员怨愿员 年袁报道生态学领域前沿理论和原始创新性研究成果遥 坚持野百花齐放袁百家

争鸣冶的方针袁依靠和团结广大生态学科研工作者袁探索生态学奥秘袁为生态学基础理论研究搭建交流平台袁
促进生态学研究深入发展袁为我国培养和造就生态学科研人才和知识创新服务尧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服务遥

叶生态学报曳主要报道生态学及各分支学科的重要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原始创新性科研成果遥 特别欢

迎能反映现代生态学发展方向的优秀综述性文章曰研究简报曰生态学新理论尧新方法尧新技术介绍曰新书评价和

学术尧科研动态及开放实验室介绍等遥
叶生态学报曳为半月刊袁大 员远 开本袁圆愿园 页袁国内定价 怨园 元 辕册袁全年定价 圆员远园 元遥
国内邮发代号院愿圆鄄苑袁国外邮发代号院酝远苑园
标准刊号院陨杂杂晕 员园园园鄄园怨猿猿摇 摇 悦晕 员员鄄圆园猿员 辕 匝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袁也可直接与编辑部联系购买遥 欢迎广大科技工作者尧科研单位尧高等院校尧图书

馆等订阅遥
通讯地址院 员园园园愿缘 北京海淀区双清路 员愿 号摇 电摇 摇 话院 渊园员园冤远圆怨源员园怨怨曰 远圆愿源猿猿远圆
耘鄄皂葬蚤造院 泽澡藻灶早贼葬蚤曾怎藻遭葬燥岳 则糟藻藻泽援葬糟援糟灶摇 网摇 摇 址院 憎憎憎援藻糟燥造燥早蚤糟葬援糟灶

本期责任副主编摇 董摇 鸣摇 摇 摇 编辑部主任摇 孔红梅摇 摇 摇 执行编辑摇 刘天星摇 段摇 靖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
渊杂匀耘晕郧栽粤陨摇 载哉耘月粤韵冤

渊半月刊摇 员怨愿员 年 猿 月创刊冤
第 猿源 卷摇 第 源 期摇 渊圆园员源 年 圆 月冤

粤悦栽粤 耘悦韵蕴韵郧陨悦粤 杂陨晕陨悦粤
摇

渊杂藻皂蚤皂燥灶贼澡造赠袁杂贼葬则贼藻凿 蚤灶 员怨愿员冤
摇

灾燥造郾 猿源摇 晕燥郾 源 渊云藻遭则怎葬则赠袁 圆园员源冤

编摇 摇 辑摇 叶生态学报曳编辑部
地址院北京海淀区双清路 员愿 号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园愿缘
电话院渊园员园冤远圆怨源员园怨怨
憎憎憎援藻糟燥造燥早蚤糟葬援糟灶
泽澡藻灶早贼葬蚤曾怎藻遭葬燥岳 则糟藻藻泽援葬糟援糟灶

主摇 摇 编摇 王如松
主摇 摇 管摇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主摇 摇 办摇 中国生态学学会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地址院北京海淀区双清路 员愿 号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园愿缘

出摇 摇 版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地址院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员远 号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苑员苑
印摇 摇 刷摇 北京北林印刷厂
发 行摇

地址院东黄城根北街 员远 号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苑员苑
电话院渊园员园冤远源园猿源缘远猿
耘鄄皂葬蚤造院躁燥怎则灶葬造岳 糟泽责早援灶藻贼

订摇 摇 购摇 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摇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地址院北京 猿怨怨 信箱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园源源

广告经营
许 可 证

摇 京海工商广字第 愿园员猿 号

耘凿蚤贼藻凿 遭赠摇 耘凿蚤贼燥则蚤葬造 遭燥葬则凿 燥枣
粤悦栽粤 耘悦韵蕴韵郧陨悦粤 杂陨晕陨悦粤
粤凿凿院员愿袁杂澡怎葬灶早择蚤灶早 杂贼则藻藻贼袁匀葬蚤凿蚤葬灶袁月藻蚤躁蚤灶早 员园园园愿缘袁悦澡蚤灶葬
栽藻造院渊园员园冤远圆怨源员园怨怨
憎憎憎援藻糟燥造燥早蚤糟葬援糟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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