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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荒漠草原的研究态势与热点分析＃

———基于文献计量研究

陈　 林１，２，３，曹萌豪１，２，３，宋乃平１，２，３，∗，李学斌２，３，邱开阳４，庞丹波１，２，３

１ 宁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２ 西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宁夏大学），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３ 西北土地退化与生态恢复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宁夏大学），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４ 宁夏大学农学院，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摘要：荒漠草原是我国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解中国该领域研究态势，运
用文献计量方法，基于 ３６ 年间国内外发表的 ３６５１ 篇论文，分析了发文量、发文来源、被引频次、主要作者、研究机构和研究热点

等。 结果表明：（１）２０００ 年后关于荒漠草原的论文数量增幅较大，年均发表超 １６０ 篇，但篇均被引频次、高质量学术期刊发文量

和创新性研究成果较少，整体发文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２）具有创新性的评价方法和理论研究一直备受关注，而利用荟萃

分析方法对某一研究领域进展的分析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可；（３）韩国栋、宋乃平、卫智军、周广胜等是荒漠草原研究的主要贡献

者，内蒙古农业大学和宁夏大学等单位在发文机构合作间的节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荒漠草原研究的网络核心，但中

文论文研究机构间的合作较英文论文离散程度高，特别是与国外机构的合作相对较少；（４）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人类活动和

气候变化对荒漠草原植被⁃土壤系统的影响、荒漠草原植被生产力及其影响因素、利用孢粉研究植被和环境变迁等方面。 未来

荒漠草原的研究应加强国内外机构和人员间的合作创新，从多尺度、多维度应用多学科知识、多技术手段，加强人类活动和气候

条件相互作用对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结构进化过程、地上与地下生态过程耦联关系、不同营养级之间内在机理的分析和探讨。 通

过深度挖掘荒漠草原基础数据，以促进高影响力、高质量成果的产出，实现科研成果量变与质变并举、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并

重，期望能给荒漠草原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新方向，为中国草地建设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荒漠草原；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中国知网；数据分析；研究热点；文献计量方法

全球草地面积为 ３．５０—５．２５×１０９ ｈｍ２，覆盖约 ２６．０％—４０．５％的陆地面积［１］，是陆地上分布最广的生态系

统类型之一［２］，占干旱⁃半干旱区总面积的 ８８％，养育了 ２５％的世界人口［３］。 草地不仅提供饲草饲料支撑畜

牧业生产，在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水源涵养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１］，还对全球碳循环和

气候调节起着重要作用［４］。
我国草地主要分布在干旱⁃半干旱地区［５］，从东北平原经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直达青藏

高原的南缘，绵延 ４５００ 多公里，南北跨越 ２３ 个纬度，是欧亚中高纬度草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６］。 其中

天然草地总面积为 ４．０×１０８ ｈｍ２，占国土面积的 ４１．７％［７］，是耕地面积的 ３．２ 倍、森地面积的 ２．５ 倍［８］。 北方草

地总面积约 ３．０×１０８ ｈｍ２ ［９］，是我国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也是黄河、长江、澜沧江、滦河等江河的发源地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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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涵养区，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生态保护、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系统稳定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３， １０］。
荒漠草原是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 ８．１％［１］，地处典型草原向荒漠的过渡带，物种多

样性和潜在生产力最低［１， １１］，被认为是草原的极限状态。 根据中国草地分类系统，我国荒漠草原主要分布于

温性草原和高寒草原两个类型中，分别为温性荒漠草原和高寒荒漠草原［１２］。 其中温性荒漠草原在内蒙古中

西部、宁夏中北部相对集中分布，在甘肃西部和新疆全境零星分布，高寒荒漠草原则主要在西藏北部、青海东

部分布（图 １）。 荒漠草原生态系统脆弱，无论是植物生长，还是土壤生态学过程，都受到水分条件的限制［１３］，
其生产力具有很大的季节和年际变化［１４］，因此气候变化对荒漠草原生态系统的影响尤为突出［１５⁃１６］。

图 １　 中国草地类型及其分布［３］

Ｆｉｇ．１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文献计量学是图书情报学的分支学科［１７］，借助文献的各种数量特征，采用数学与统计学的方法来描述、
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或研究领域现状与发展趋势，可以测度科学规模和科学生产力等方面的差异［１８］，已在多

个领域得到了很好应用［１９⁃２３］，因其客观性、试用广泛性、定量化研究、宏观性等优势，成为了国内外学者青睐

的文献分析方法和期刊特定信息获取途径［２４］。
目前，关于我国荒漠草原的研究，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科技文献，然而尚未有应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来全

面分析其研究态势与热点的报道。 因此，本文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核心合集中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ＳＣＩＥ）数据库和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为数据源，检索了 １９８５—２０２０ 年间有关荒漠草原的研究论文，并
对其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以期揭示 ３６ 年来荒漠草原的研究领域及其发展态势，旨在推动相关学者开展深入

研究，为荒漠草原的生态恢复和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科学论文是科学研究成果最主要的载体之一，因其时效性、专业性等特点能够及时全面反映各个学科的

前言与进展，是最具普遍意义的科学产出形式［２０］ 和研究视角［２５］。 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是收录文献数量

最多、学科覆盖面最全的中文数据库［２６］。 本文以“荒漠草原”为“主题”进行“精确”检索中文文献，检索时间

跨度设置为 １９８５—２０２０ 年，文献类型为：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不包括会议、报纸、年鉴、图书等其他类型。 逐

条对检索结果进行检查，取消无效或重复类的记录，共检索文献 ３１４７ 篇，其中期刊发表 ２３５１ 篇、博士学位论

文 １８８ 篇、硕士学位论文 ６０８ 篇。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的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ＳＣＩＥ）数据库收录了世界各学科领域内最优秀的科技期

１９９９　 ２４ 期 　 　 　 陈林　 等：中国荒漠草原的研究态势与热点分析———基于文献计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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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其收录引文能及时反映科学前沿的发展动态［２１］。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中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ＳＣＩＥ）数据库（ＷｏＳ），采用高级检索方式（ＴＳ ＝ ＂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 ， ＡＮＤ ＡＬＬ ＝ Ｃｈｉｎａ）对 １９８５—２０２０
年间发表的研究论文进行检索，文献类型为：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Ｒｅｖｉｅｗｓ，不包括 Ｅａｒｌｙ Ａｃｃｅｓ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Ｐａｐｅｒ，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等类型。 共检索出 ５０４ 篇。

以上数据的检索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３ 日。 经细致筛选后，将 ＣＮＫＩ 和 ＷｏＳ 数据库中所获得研究成果的

题目、作者、关键词、出版期刊、研究机构、被引用次数、机构发文量等信息为数据源进行相关分析。
１．２　 数据分析与制图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软件是荷兰莱顿大学 Ｅｃｋ 等基于 ＶＯＳ 可视化技术，专门开发的一款分析文献知识单元的可视

化工具［２７］，其突出的优点是图形展示能力强，非常适合分析大规模样本数据［２８］，可绘制作者及其合作关系、
关键词（本文采用作者写明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可视图。

共词分析是用来统计一对关键词同时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的次数，用于反映词组之间的关联程度。
ＢｉｂＥｘｃｅｌ 软件是一款用于数据清洗与文献计量的软件，具有强大的知识单元共现分析能力［２９］。 本文将研究

机构及其合作关系提取、去重得到共现次数、关系矩阵后，采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绘制共现网络图。
年度发文量、高被引论文、高发文量作者、高发文量期刊等统计和绘图均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９ 中进行。

２　 结果

２．１　 发文量分析

１９８５—２０２０ 年间，围绕中国荒漠草原共发表论文 ３６５１ 篇，年均发表 １０１．４２ 篇。 其中，中文论文 ３１４７ 篇，
ＳＣＩ 收录论文 ５０４ 篇（图 ２）。 ２０００ 年前，发文量相对较少，其中检索到的 ＳＣＩ 仅收录了 ５ 篇，年均发表 ２２．８１
篇，呈缓慢增长的趋势。 ２０００ 年后发文量开始大幅增加，年均发表 １６４．４０ 篇，虽然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中文论

文出现了减少（发文量分别为 ２２９ 篇和 ２２５ 篇），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这一期间 ＳＣＩ 收录的论文数据是逐年递

增的，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有较大的增幅，年平均发 ＳＣＩ 收录论文 ７１ 篇（图 ３）。

图 ２　 主题为荒漠草原的中、英文论文发表量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２　 发文来源分析

３１４７ 篇中文论文来源于 ４５１ 种期刊 ／大学，出版量前 １０ 位的期刊 ／大学发文量之和为 １０３８ 篇，占中文论

文总数的 ３２．９８％。 出版论文数量较多的大学是内蒙古农业大学（２０３ 篇），其次是宁夏大学（８９ 篇）和内蒙古

大学（８８ 篇），占中文论文总数的 １２．０７％；期刊发表中文量较多的是《中国草地学报》、《生态学报》和《草原与

２９９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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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主题为荒漠草原的中、英文论文年发表量

Ｆｉｇ．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ｐｅｒ ｙｅａｒ

草业》（表 １），占中文论文总数的 １０．５５％，要高于其他期刊的刊出量，是荒漠草原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
５０４ 篇英文论文刊出在 １８９ 种期刊。 出版量前 １０ 位的期刊发文量之和为 １２８ 篇，占英文论文总数的

２５．４０％。 在专业性较强的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和综合性期刊 ＰＬｏＳ Ｏｎｅ 发文量相对较多。

表 １　 主题为荒漠草原中、英文论文发表量 Ｔｏｐ １０ 来源及其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ｏｐ １０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 ｔｈｅｓｉｓｅｓ

序号
Ｎｏ．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中文论文
数量 ／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ｐｅｒｓ

占中文论
文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ｐｅｒｓ ／ ％

类型
Ｔｙｐｅ

序号
Ｎｏ．

来源
Ｓｏｕｒｃｅ

英文论文
数量 ／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占英文论
文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 ％

类型
Ｔｙｐｅ

１ 内蒙古农业大学 ２０３ ６．４５ 硕 ／博士毕业论文 １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１ ４．１７ 期刊论文

２ 中国草地学报 １３４ ４．２６ 期刊论文 ２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１８ ３．５７ 期刊论文

３ 生态学报 １０１ ３．２１ 期刊论文 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４ ２．７８ 期刊论文

４ 草原与草业 ９７ ３．０８ 期刊论文 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 １２ ２．３８ 期刊论文

５ 宁夏大学 ８９ ２．８３ 硕 ／博士毕业论文 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１１ ２．１８ 期刊论文

６ 内蒙古大学 ８８ ２．８０ 硕 ／博士毕业论文 ６ Ｐａｌｅｏｇｅｏｇｒ． 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ｏｌ．
Ｐａｌｅｏｅｃｏｌ １１ ２．１８ 期刊论文

７ 畜牧与饲料科学 ８８ ２．８０ 期刊论文 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１ ２．１８ 期刊论文

８ 草业科学 ８７ ２．７６ 期刊论文 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０ １．９８ 期刊论文

９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７６ ２．４１ 期刊论文 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０ １．９８ 期刊论文

１０ 草业学报 ７５ ２．３８ 期刊论文 １０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１０ １．９８ 期刊论文

２．３　 发文被引分析

从被引频次来看，３６５１ 篇论文共被引频次为 ５０７９３ 次，篇均被引 １３．９１。 其中，中文论文共被引频次为

４０８９６ 次，篇均被引频次为 １３．００；英文论文共被引频次为 ９８９７ 次，篇均被引频次 １９．６４。 中文论文被引频次

最高的是谢高地等 ２００１ 年在《自然资源学报》发表的“中国自然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被引频次高达 １５７１
次；而英文论文被引频次最高的是 Ｃａｏ 等 ２００９ 年在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发表的“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ａｉｎ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ａｒ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被引频次为 ２４６ 次（表 ２）。 中、英文论文被引频次 Ｔｏｐ １０ 的论文发表时间最早的是张新时

院士于 １９９４ 年发表在《植物生态学报》的“毛乌素沙地的生态背景及其草地建设的原则与优化模式”；最迟的

是 Ｚｈｏｕ 等 ２０１７ 年发表在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上利用 Ｍｅｔａ 分析研究放牧强度影响草地生态系统地下碳氮

３９９９　 ２４ 期 　 　 　 陈林　 等：中国荒漠草原的研究态势与热点分析———基于文献计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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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的论文。 可以看出，基于实际调查的评价方法和理论创新研究一直备受关注；而近些年利用荟萃分析方

法开展相关领域研究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

表 ２　 主题为荒漠草原中、英文论文中被引频次 Ｔｏｐ １０ 的论文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ｐ １０ ｃｉ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序号
Ｎｏ．

题目
Ｔｉｔｌｅ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发表年份
Ｙｅａｒ

被引频次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１ 中国自然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谢高地，张钇锂，鲁春霞，郑度，成升魁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０１ １５７１

２ 中国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间接价值评价 赵同谦，欧阳志云，贾良清，郑华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４ ６７５

３ 毛乌素沙地的生态背景及其草地建设的原则与
优化模式

张新时 植物生态学报 １９９４ ４２１

４ １９８２—２００３ 年内蒙古植被带和植被覆盖度的时
空变化

陈效逑，王恒 地理学报 ２００９ ３３６

５ 内蒙古草原退化与恢复演替机理的探讨 刘钟龄，王炜，郝敦元，梁存柱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２００２ ３１７

６ 中国东北样带草地群落放牧干扰植物多样性的
变化

杨利民，韩梅，李建东 植物生态学报 ２００１ ２３１

７ 阿拉善主要草地类型土壤有机碳特征及其影响
因素

傅华，陈亚明，王彦荣，万长贵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４ ２３０

８ 气候变化对中国北方荒漠草原植被的影响
李晓兵，陈云浩，张云霞，范一大，周涛，
谢锋

地球科学进展 ２００２ ２２５

９ 蒙古高原草原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特征 李香真，曲秋皓 土壤学报 ２００２ ２２１

１０ 新疆北部早春短命植物区系纲要 毛祖美，张佃民 干旱区研究 １９９４ ２１６

１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Ｇｒａｉｎ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ａｒ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ａｏ， Ｓｈｉｘｉ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Ｌｉ； Ｙｕ， Ｘｉｎｘｉａ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２４６

２
Ｐｈｙｌ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Ｊｕｎｉｐｅｒｕｓ ｐｒｚｅｗａｌｓｋｉｉ （ Ｃｕｐｒｅｓｓａｃｅａｅ ）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ｌｏｒｏｐｌａｓｔ ＤＮ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 Ｃｈｉａｎｇ， Ｔｚｅｎｙｕｈ；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ｉｅｈｅ；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ｑｕａｎ；
Ａｂｂｏｔ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 ２０９

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Ｙｕ， Ｆａｎｇｆａｎｇ； Ｐｒｉｃｅ， Ｋｅｖｉｎ； Ｅｌｌｉｓ，
Ｊａｍｅｓ； Ｓｈｉ， Ｐｅｉｊｕ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３ ２０２

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Ａｌｘａ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ｉ， Ｓｈｉｆａｎｇ； Ｆｕ， Ｈｕａ； Ｗａｎ， Ｃｈａｎｇｇｕ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１６４

５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ｔ Ｈｕｒｌｅｇ
Ｌａ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Ｑａｉｄａｍ Ｂａ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ｏ， Ｙａｎ； Ｙｕ， Ｚｉｃｈｅｎｇ； Ｃｈｅｎ， Ｆａｈｕ；
Ｉｔｏ， Ｅｍｉ； Ｚｈａｏ， Ｃｈｅ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ａｌａｅｏｂｏｔａｎｙ
ａｎｄ Ｐａｌｙ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１５１

６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ａｌｔｅｒ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Ｎ： Ｐ
ｓｔｏｉｃｈｉ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ａｌｏｎｇ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Ｂａｉ， Ｙｏｎｇｆｅｉ； Ｗｕ， Ｊｉａｎｇｕｏ； Ｃｌａｒｋ，
Ｃｈｒｉｓ Ｍ．； Ｐａｎ， Ｑｉｎｇｍ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ｘｉａ；
Ｃｈｅｎ，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Ｑｉｂｉｎｇ；
Ｈａｎ， Ｘｉｎｇｇｕｏ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１３２

７
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ｕｌｕｎｇｕ Ｌａｋ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ｕ， Ｘｉｎｇｑｉ； Ｈｅｒｚｓｃｈｕｈ， Ｕｌｒｉｋｅ； Ｓｈｅｎ，
Ｊｉ； Ｊｉａｎｇ， Ｑｉｎｇｆｅｎ； Ｘｉａｏ， Ｘｉａｙｕｎ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１２９

８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２—２００６

Ｍａ ＷｅｎＨｏｎｇ； Ｆａｎｇ ＪｉｎｇＹｕｎ；
Ｙａｎｇ ＹｕａｎＨｅ； Ｍｏｈａｍｍａｔ， Ａｎｗ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０ １２５

９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ｙ 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Ｒｏｓｔ， Ｋａｒｌ Ｔｉｌｍａｎ；
Ｌｅｈｍｋｕｈｌ， Ｆｒａｎｋ； Ｚｈｕ， Ｚｈｅｎｄａ；
Ｄｏｄｓｏｎ， Ｊｏｈｎ

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４ １２０

１０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ｂｅｌｏｗｇｒｏｕ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Ｚｈｏｕ， Ｇｕｉｙａｏ； Ｚｈｏｕ， Ｘｕｈｕｉ；
Ｈｅ， Ｙａｎｇｈｕｉ； Ｓｈａｏ， Ｊｕｎｊｉｏｎｇ；
Ｈｕ， Ｚｈｅｎｈｏｎｇ； Ｌｉｕ， Ｒｕｉｑ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Ｈｕｉｍｉｎ； Ｈｏｓｓｅｉｎｉｂａｉ， Ｓｈａｈｌ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 １１８

２．４　 主要作者及其合作关系

３１４７ 篇中文论文共有 ４７７０ 名作者参与，篇均作者 １．５２ 名；５０４ 篇英文论文共有 ２１１０ 名作者参与，篇均作

４９９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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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４．１９ 名。 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是韩国栋，共发文 １４９ 篇，其中中文论文 １２３ 篇，占中文发文量的 ３．９１％，英
文论文 ２６ 篇，占英文发文量的 ５．１６％；其次是宋乃平，共发文 ８０ 篇，其中发表中文论文 ７４ 篇，占中文发文量

的 ２．３５％，发表英文论文 ６ 篇，占英文发文量的 １．１９％（表 ３）。
由作者合作关系网络图可以看出（图 ４），作者间的发文合作离散程度较高，主要以同一单位的研究团队

为主，不同单位、不同团队交流合作都较少，甚至出现了同一单位不同团队间的完全离散。 其中，韩国栋和周

广胜位于英文论文作者合作网络密集区域的中心；韩国栋、宋乃平和卫智军则位于中文论文作者合作网络密

集区域的中心。
２．５　 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合作关系

３１４７ 篇中文论文由 ６３４ 个机构发表，５０４ 篇英文论文则来自 ４３２ 个相关研究机构。 中文发文量最多的是

内蒙古农业大学，共发表 ５８７ 篇，其次是宁夏大学（４１４ 篇），两所单位合计贡献了中文总发文量的 ３１．８１％。
而中国科学院则贡献了英文总发文量的 ５１．３９％（２５９ 篇），远高于其他机构的英文发文量。 从总发文量（中文

和英文发文量之和）来看，内蒙古农业大学以 ６３６ 篇居于榜首，占发文总量的 １７．４２％，其次是宁夏大学和兰州

大学，分别发表了 ４４１ 篇和 １８９ 篇，占发文总量的 １２．０８％和 ５．１８％（表 ４）。

表 ３　 主题为荒漠草原中、英文论文发表量 Ｔｏｐ １０ 作者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ｏｐ １０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序号
Ｎｏ．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中文论文数量 ／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ｐｅｒｓ

占中文论文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ｐｅｒｓ ／ ％

序号
Ｎｏ．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英文论文数量 ／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占英文论文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 ％

１ 韩国栋 １２３ ３．９１ １ Ｈａｎ ｇｕｏｄｏｎｇ ２６ ５．１６

２ 宋乃平 ７４ ２．３５ ２ 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ｓｈｅｎｇ ２５ ４．９６

３ 卫智军 ７１ ２．２６ ３ Ｗ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ｗｕ １４ ２．７８

４ 杨新国 ６４ ２．０３ ４ Ｚｈａｏ ｍｅｎｇｌｉ １２ ２．３８

５ 陈林　 ６１ １．９４ ５ Ｃｈｅｎ ｊｉｑｕａｎ １２ ２．３８

６ 赵萌莉 ５３ １．６８ ６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ｚｈｏｕ １１ ２．１８

７ 王忠武 ５１ １．６２ ７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 ９ １．７９

８ 吕世杰 ４６ １．４６ ８ Ｓｈａｎｇｇｕａｎ ｚｈｏｕｐｉｎｇ ９ １．７９

９ 王磊　 ３１ ０．９９ ９ Ｄｅｎｇ ｌｅｉ ９ １．７９

１０ 许冬梅 ２９ ０．９２ １０ Ｗｕ ｊｉａｎｓｈｕａｎｇ ９ １．７９

表 ４　 主题为荒漠草原中、英文论文发表量 Ｔｏｐ １０ 研究机构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ｏｐ １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序号
Ｎｏ．

中文发文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ｐｅｒｓ

中文论文
数量 ／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ｐｅｒｓ

占中文论
文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ｐｅｒｓ ／ ％

序号
Ｎｏ．

英文发文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英文论文
数量 ／篇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占英文论
文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 ％

１ 内蒙古农业大学 ５８７ １８．６５ 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５９ ５１．３９

２ 宁夏大学 ４１４ １３．１６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９１ １８．０６

３ 内蒙古大学 １５７ ４．９９ ３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５０ ９．９２

４ 兰州大学 １３９ ４．４２ ４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９ ９．７２

５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 １１０ ３．５０ ５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４１ ８．１３

６ 内蒙古师范大学 ９３ ２．９６ ６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９ ５．７５

７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７６ ２．４１ ７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７ ５．３６

８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６４ ２．０３ 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６ ５．１６

９ 新疆农业大学 ５８ １．８４ ９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５ ４．９６

１０ 甘肃农业大学 ５７ １．８１ １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 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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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主题为荒漠草原中、英文论文作者合作关系网络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ｏｆ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从主要发文机构间的合作关系图（图 ５）可知，中文论文中，与其他机构开展合作较多的是宁夏大学（西北

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农学院）、其次是内蒙古农业大学生态环境学院、中国农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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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草原研究所。 而发表英文论文机构中，中国科学院的英文发文量最高，与其他机构开展合作研究的数量

也是最多的，居于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密集区域的中心，主要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与其他机构的合作较多；其次是内蒙古农业大学、兰州大学与相关机构的合作较为密切。 国外

与国内机构合作排名前三的是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Ｆｏｏｄ Ｃａｎａｄａ（加拿大农业与农业食品部）、Ｂａｙｌ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美国贝勒大学）和 Ｆｒｅ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ｒｌｉ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总体来看，中文论文研究机构的离散程度较高，多呈单线合作（两个机构间合作），且很少有国外机构的

图 ５　 主题为荒漠草原中、英文论文主要研究机构间合作关系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合作；英文论文的发文机构间合作呈现网络化，说明多机构间的合作较多，且国外机构间的参与合作关系较

密切。
２．６　 关键词分析

根据关键词共现网络关系（图 ６）可知，中文论文中出现频次最多的前 １０ 个关键词分别是：荒漠草原、气
候变化、生物量、放牧强度、内蒙古、载畜率、草地类型、短花针茅、群落特征、植被指数。 英文论文中出现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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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前 １０ 个关键词分别是：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ｚｉｎｇ、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Ｈｏｌｏｃｅｎｅ、Ｐｏｌｌｅｎ。 这些高频的关键词可以反映出荒漠草原的研究态势与热点领域，从
不同颜色的聚类结果可以看出，中文论文中荒漠草原的研究内容可分为四个主要聚类：以放牧为主要影响因

素的植被⁃土壤对干扰的响应、以大尺度遥感为主要研究手段的植被指数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以孢粉记录为研

究方法的历史时期植被变化特征和以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环境影响因素分析；英文论文的聚类结果相对较

多，但和中文论文关注的研究内容相似，主要聚焦于人类活动（主要是放牧活动）和气候变化（降雨和温度）对
荒漠草原植被⁃土壤系统的影响、荒漠草原植被生产力及其影响因素、利用孢粉研究植被和环境变迁等方面。
此外，从研究的区域来看，中文论文研究焦点区域是内蒙古和宁夏的温性荒漠草原，而英文论文对青藏高原高

寒荒漠草原的研究相对较多。

３　 讨论及展望

科研产出是科学发展的体现形式之一，而科研产出又可以从数量规模和学术影响 ２ 个方面加以测度和分

析［３０］。 ２０００ 年为界可以划分出缓慢增长（２０００ 年前）和快速增长（２０００ 年后）两个阶段，可能与我国为了有

效治理退化草地，从 ２０００ 年起实施了一系列退化草地治理工程［３１］，如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退牧还草、退耕

还林、草原生态保护奖励补助政策等，相关学者们开始关注并持续开展相关研究有关。 而且荒漠草原的研究

主要发表在中文期刊上，中文论文的数量是英文论文的 ６ 倍多。 以高寒和温性荒漠草原两个大的分区为主题

的研究，年均论文发表量达到了 １０１．４２ 篇，数量已不算少。 但从学术影响方面来看，中文论文的被引频次不

高与发文期刊质量偏低有关，虽然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生态学报》等国内较好的专业期刊上有相关

论文，但发文比重还较小，而发表的英文论文同样在高质量、高影响力、高认可度的顶级期刊上发声较少，论文

的整体质量偏低，甚至部分成果是重复性研究，创新性的成果偏少。 目前判定基础科研水平的焦点早已不是

论文数量，而是以突破性、原创性、具有科学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论文的影响力。 因此，提高论文质量，增加高

质量期刊和高质量论文的数量和比例，是扩大研究成果影响力的途径之一。
在学科紧密相关、信息资源相融、科技创新驱动、科研项目日趋复杂的大背景下，科研合作成为一种符合

主流的发展趋势，促进了不同学科知识的流动和融合［３２］。 现代科学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大科学的增长不仅

表现在科研规模的扩大，还体现在越来越多来自不同研究机构间科学合作关系的建立［３３］。 科学合作可让不

同的知识实现集成，通过科学合作可以提高研究的质量，这也是加快知识扩散的一种重要方式。 随着交流方

式的改进，信息沟通的流畅，研究机构之间的科研合作逐渐频繁，研究机构“孤岛”现象几乎没有了。 从主要

作者及其合作关系网络图（图 ４）可以发现，代表性高产学者发挥了“领头羊”作用，其学术成就和科研队伍对

荒漠草原研究贡献量较大，也为青年骨干的快速成长和培养年轻研究人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产生了“滚雪

球”效应。 从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合作关系可以看出，中文论文机构合作网络的内蒙古农业大学和宁夏大学，
英文论文中的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农业大学、兰州大学等具有中心性，均在网络中起到核心作用，说明这些研

究机构在荒漠草原的研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作用。 虽然不同机构间的合作对荒漠草原研究领域的发展有推

动作用，但高产机构与低产机构的“贫富”差距逐年增大，分散程度较高，主要集中在荒漠草原所属或临近的

地区，除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少数几个单位开展了相关研究外，其他地区的研究机构很少涉及，这
也体现了荒漠草原研究的地域性特征，与地理距离会阻碍创新合作［３４］ 和科研主导力扩散［３２］ 的结论相一致。
因此，研究机构间的相互合作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后期应注重建立研究院间、研究院⁃高校、研究院⁃地方、高
校⁃地方、国内⁃国外、跨学科等的多元化合作互惠机制。 本文揭示了研究荒漠草原的科研机构网络拓扑特征，
但未能涉及到系统地探讨研究机构间相互合作的多维邻近性及其影响因素，这将是下一步分析工作的重点。

过去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小草，其在草牧业乃至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逐渐被认识和重视［１０］。 荒

漠草原为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活动（主要是放牧活动）和气候变化（降雨和温度）对植被⁃土壤的影响、
植被生产力及其影响因素、利用孢粉研究植被和环境变迁等方面，可以看出这些研究热点是荒漠草原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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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主题为荒漠草原中、英文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Ｆｉｇ．６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ｐ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ｓｅｒｔ ｓｔｅｐｐ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ａｐｅｒｓ

关键问题，学者们围绕当地生态、生产、生计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开展了众多的研究，也得到了很多好的成

果和结论［３］。 但很少涉及到大尺度的历史及区域因素对植被和土壤的影响，特别是荒漠草原具有典型的空

间过渡性和时间脆弱性，后续研究应加强人类活动和气候条件相互作用对荒漠草原植物群落结构进化过程以

及地上与地下生态过程耦联关系等方面的分析和探讨。 此外，除了持续关注荒漠草原植物基础生物学的研

究，还可以从多尺度、多维度应用多学科知识、多技术手段，进一步完善和扩展研究微生物多样性、动物多样性

以及与植物多样性间的相互反馈作用，加强不同营养级之间的内在机理探索。 未来还应进一步推动国内外研

９９９９　 ２４ 期 　 　 　 陈林　 等：中国荒漠草原的研究态势与热点分析———基于文献计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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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机构和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深度挖掘荒漠草原基础数据，以促进高影响力、高质量成果的产出，实现科

研成果量变与质变并举、基础研究与实际应用并重，从而为该地区科学布局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

程，提高生产供给能力和保障生态功能发挥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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