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科学视野

我国虾类疾病研究情报源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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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及发表论文数最多的前 10 个研究机构

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地区 机构数

发表论文数最多的前 个研究机构

地区 机构名称 论文数量

山东 山东 青岛海洋大学

广东 山东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所

辽宁 福建 厦门大学

浙江 山东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江苏 浙江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台湾 辽宁 辽宁海洋水产研究所

福建 福建 厦门水产研究所

上海 山东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河北 广东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所

北京 台湾 台湾大学

合计 合计
收稿日期 2 2

修回日期 2 2

虾类疾病学情报作为一种情

报资源 , 与水产科学研究的发展息

息相关 , 它是虾类疾病研究人员进

行创造性劳动的结果 ∀同时也是虾

病研究工作者借鉴利用并进行再

研究工作的源泉 ∀ 来 我国虾

病研究已开始从发病以后再研究

防治方法的传统时代 转变为多方

面提高养殖群体的免疫力和抵抗

力的研究与管理阶段 以达到预防

和减少疾病及降低所造成的危害

与损失的目的 ∀诊断方法已由看 !

摸 !触发展为使用现代生物技术检

测虾病 使其传统的学科界线不断

被打破 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 学

科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 ∀这

样对虾类疾病学研究情报的要求

越来越多 涉及面越来越广 要求

搜集更加准确及时 ∀为了解决这个

问题 本文利用5中国水产文摘6和

5全国报刊索引6 自然科学版 对

我国虾类疾病学研究工作者在

∗ 年间所发表的虾类疾

病学论文 篇 进行了研究机

构 ! 专家队伍 ! 期刊出版以及发表

论文的地区分布情报源研究 , 以期

为我国虾类疾病学工作者和情报

人员提供参考 ∀

1 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据统计 , 来具虾病学研究

能力的机构有 个 包括 中国科

学院 !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 高等

院校 ! 国家海洋局 ! 各省市海洋水

产研究所和与水产养殖有关的单

位 ∀如按这些相关研究机构与发

文总数排列 位于前 名的省市

与研究机构如下 见表 ∀

由表 1可以看出 ,山东 !广东 !

辽宁 ! 浙江 ! 江苏和台湾六省有较

强的实力 ∀尤其是山东省 , 地处沿

海 , 又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

水产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和

青岛海洋大学的所在地 ∀因此说

山东是我国虾病研究的中心 ∀ 在

个研究机构中 发表论文数在

前 名的研究机构发文量占

来发文总数的 这表明上述

单位已成为我国虾类疾病学研究

领域的重要情报源 ∀

2 研究人员的地区分布

通过对 篇论文进行统计分

析 除 篇论文研究人员所属地区

不明外 篇论文的第一著者有

位 若将这些研究人员按所属

省市分布情况排列 排在前 名

的为山东 !福建 !辽宁 !广东 !台湾 !

浙江 !江苏 !上海 !湖北和河北 ∀这

些地区大多均为沿海省市 经济较

发达 人才较密集 因而有较强的

虾类疾病学研究能力 ∀在这些研究

人员中 发表论文最多的前 名

著 者 占 撰 写 论 文 著 者 总 数 的

而发表论文却占发表论文

总数的 ∀因此 这些研究人

员是我国虾类疾病学研究情报的

主要产出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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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出版期刊的地区分布及刊载论文在前 10 名的重要期刊

期刊的地区分布

地区 期刊数

刊载论文在前 名的重要期刊

期刊名称 刊载论文篇数 收录年代 平均每年百分比

北京 海洋科学 ∗
山东 中国水产 ∗
辽宁 水产科学 ∗
上海 齐鲁渔业 ∗
福建 养鱼世界 ∗
广东 水产养殖 ∗
浙江 水产学报 ∗
湖北 海洋水产研究 ∗
台湾 福建水产 ∗
广西 东海海洋 ∗
合计 合计 合计

表 3  虾病研究论文的地域分布

序号 省市名称 发文量 篇 百分比

山东

福建

辽宁

广东

江苏

台湾

上海

浙江

湖北

河北

天津

广西

北京

合计

出版期刊的地区分布

来我国虾类疾病学研究人

员共发表论文 篇 除 篇为会

议论文外 其余均发表在期刊上 ∀

现对这些期刊的出版地进行统计

发现出版 种以上期刊的省市区

有 个 见表 ∀

来我国虾病研究工作者在

种期刊上发表虾病研究论文共

计 篇 平均每种期刊发表

篇 但发表 ∗ 篇的期刊有 种

占期刊总数的 其中 种

期刊只发表 篇 ∀这说明大多数期

刊发表虾病研究论文很少 ∀而发表

篇以上论文的期刊只有 种

发表论文合计却高达 篇 占期

刊论文总数的 这 种期

刊仅占期刊总数的 ∀也就是

说 的论文集中在 的期

刊上 而 的论文却分散于

的期刊中 这充分说明这

种期刊是我国虾病研究核心期刊

的主要部分 ∀

研究论文的地区分布

篇论文中 除 篇论文著

者地区不明外 篇论文的第一

著者所在省市分布情况见表 ∀我

国虾病研究论文分布于全国 个

省 ! 市 ! 自治区 即主要是沿海地

区 但分布极不均匀 ∀在 个省 !

市 !自治区中 又主要集中于山东 !

福建 !辽宁 !广东 !江苏 省 其论

文达总数的 以上 仅山东省就

占了 这说明这些地区是我

国虾病研究文献的主要产出源 山

东是产源中心 ∀

结论

如前所述 虾类疾病学情报的

生产与水产学研究的发展息息相

关 虾类疾病学情报的收集 ! 利用

都要适应虾病研究的特点 ∀经过对

虾类疾病学情报产生布局的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 虾类疾病学情

报的生产具有一定的区域性 要有

意识地加强对山东 !福建 !辽宁 !广

东 !江苏 !台湾 !上海等地区虾类疾

病学情报的收集 ∀ 山东 !广东 !

辽宁和浙江都是虾类疾病学研究

机构密集度较高的地区 江苏 ! 台

湾 ! 福建 ! 上海等地也是虾类疾病

学情报生产的重要基地 ∀因此 今

后有必要加强与这些地区的研究

机构进行文献资料交换与资源共

享 ∀ 高等学校在虾病研究领域

的总体实力明显占优势 其论文数

所占比例高达 ∀高等学校已

成为虾病研究的一支重要方面

军 ∀为此 应大力加强与有关高校

研究人员的交流与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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