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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向本刊读者在科研论文的选题策划、稿件的组织与撰写方面提供借鉴,对《西北农业学报》

1992-2021年科研报道的变化进行分析。通过CNKI数据库检索30年间发表的全部论文,系统地分析每篇

论文标题、作者、机构、基金项目、出版年、被引频次和下载量。结果表明:30年间《西北农业学报》共发表学术

论文7470篇,基金项目资助论文共6143篇,占总发文量的82.24%;总被引频次101150次,篇均被引频次

为14次,总下载量为1781364次,篇均下载量为238次;近3年篇均版数达到每篇文章平均8.6版;近15年

学科分布前24名分布为农作物、园艺、畜牧与动物医学、植物保护、生物学、农业基础科学等;经过30年的变

迁,本刊现报道方向主要有动植物重要性状的表型分析、基因型分析及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调控重要性状的基

因的克隆,功能鉴定与遗传改良,新型栽培、植保和耕作措施研究,新型养殖、防疫技术研究,农业生态环境研

究。总的来说,本刊的报道方向与时俱进,紧跟农业科学发展前沿,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同时学术质量和影响

力持续提升,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农业科研和高等院校综合性农业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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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农业学报》创刊于1992年,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部主管,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甘肃、
宁夏、青海、新疆农(林)业科学院,青海、新疆畜牧

(兽医)科学院及新疆农垦科学院联合主办的综合

性农业期刊。2002至2021年连续被评为“中国

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4
至2021年一直作为“综合性农业科学类核心期

刊”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2005年成

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2017年至

2021年被纳入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C
库),2010年至今被评为“中国农林核心期刊(中
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2019年7月,
在中国科协等部门确定的农林领域期刊分级目录

中,《西北农业学报》入选T3类农林期刊;2021年

8月,世界期刊影响力指数(WJCI)报告表明,《西
北农业学报》在其所选的全球918种农业期刊里

名列第42位,WJCI指数为2.148,属于Q2期刊;
同年,中国知网公布《2020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

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版)》,《西北农业学

报》在102种“农业科学综合”类期刊排名第9位,

被分在Q1区。

30年来《西北农业学报》的投稿量逐渐增加、
出版周期逐渐缩短,在编委会和主编的领导下,全
体编辑人员时刻谨遵首届编委会制定的办刊宗旨

“面向国内外,报道有关农业各个学科领域在基础

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方面具有创见的学术论

文、研究成果报告及国内外农业科学发展动态的

综述等,服务于科研、教学、生产管理人员”,扎实

细致地做好《西北农业学报》每一期的编辑出版工

作[1-2]。多年来在全国和陕西省各类期刊协会开

展的期刊评比中,《西北农业学报》多次被评为“百
佳期刊”“优秀期刊”和“精品期刊”。

本研究对《西北农业学报》1992-2021年科

研报道之变化进行分析,旨在为本刊读者在科研

论文的选题策划、稿件的组织与撰写等方面提供

借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数据获

取日期为2022-01-20,共搜索到7840条论文信

息。采用人工手动方法对7840条论文信息进行

整理:没有作者或(和)机构署名的文献一律剔除;
消息、书讯、新品种报道、常用信息等非论文条目



一律剔除;有两个以上的通信作者的只统计排名

靠前者[3]。统计结果表明,30年间《西北农业学

报》共发表学术论文7470篇,总被引频次101
150次,篇均被引频次为14次,总下载量为1781
364次,篇均下载量为238次。

1 《西北农业学报》科研报道周期

之变化
从创刊至今,《西北农业学报》经历了季刊、双

月刊、月刊3个阶段:1992-2004年为季刊,于每

季末月的10日出版;2005-2009年为双月刊,于
单月的16日出版;2010年至今为月刊,每月25
日出版。

《西北农业学报》的创办缘于“西北五省(区)
首届农林牧业科学院协作会议”。为了加强西北

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农林牧业科

学院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各院的技术优势,共同

为开发大西北,振兴西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做出贡

献,经五省区农林牧业科学院院长反复磋商,在自

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行科研业务、技术开

发、人员培训、信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遂于1988
年9月6日至10日在宁夏农林科学院召开了首

届协作会议。在会上共同决定积极筹办《西北农

业学报》,创刊申报工作由陕西省农业科学院负

责,几经努力,当时的国家科委终在1991年7月

12日给予批复。之后,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新疆农(林)业科学院,青海、新疆畜牧(兽医)科学

院7家单位协商,成立《西北农业学报》首届编委

会,明确各单位对《西北农业学报》的经费资助额

度,决定将《西北农业学报》编辑部常设于陕西省

农业科学院,确立了办刊宗旨,并于1992年3月

10日出版发行《西北农业学报》第1卷第1期。

2 《西北农业学报》30年发文量之

变化
由表1可知,本刊1992-2021年共发表学术

论文7470篇。1992-2004年为季刊,总发文量

为1524篇,期均发文量29.32篇;2005-2009年

为双月刊,总发文 量 为1911篇,期 均 发 文 量

63.67篇;2010-2021为月刊,总发文量为4035
篇,期均发文量28.01篇。由图1可知,30年间

年发文量呈现先增后降的曲线,峰值出现在2010
年,2010年后呈现下降趋势,近5年的年度发文量

趋于稳定,维持在创刊以来年发文量的平均水平。
基金资助项目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影

响力。因此,期刊刊发文章有基金项目或受资助

课题的论文数量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刊物的学术质

量,同时也是刊物在其学术领域保持优势、不断创

新的基础[4-7]。由图1可知,1992-2021年基金

资助论文和基金论文比都呈递增的趋势,说明《西
北农业学报》稿件质量在不断提高,30年间基金

项目 资 助 论 文 共 6143 篇,占 总 发 文 量 的

82.24%。

3 《西北农业学报》论文信息容量之

变化
论文信息容量反映在单篇论文的版数上,在

一定程度上,论文版数的多少说明了试验研究的

复杂性[8-10]。由图2可以看出,2010年以来发文

量下降主要是论文篇均版数增加引起的,年度总

版数基本保持稳定。单篇论文版数在1992-
1997年处于下降趋势,1997-2003年处于平稳趋

势,从2006年以后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近3年篇

均版数达到每篇文章平均8.6版,论文篇均版数

增加,反映了单篇论文信息容量增大,内容越来越

丰富。
总的来看,30年来,《西北农业学报》的论文

篇均版数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并且多数学者认

为论文篇均版数与其被引频次呈正相关。《西北

农业学报》2009年以来论文篇均版数明显增加,
其复合总被引频次从2009年的3769增加到

2020年 的4765,复 合 影 响 因 子 从2009年 的

1.177增加到2020年的1.526。

4 《西北农业学报》近15年文献的

学科分布之变化
30年来《西北农业学报》得到突飞猛进的发

展,为了说明本刊报道的学科领域,统计了近15
年发表论文的学科分布。由图3和表2看出,近

15年学科分布前24名分布为农作物、园艺、畜牧

与动物医学、植物保护、生物学、农业基础科学、农
艺学、轻工业手工业、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林业、
中药学、有机化工、农业工程、蚕蜂与野生动物保

护、自然地理学和测绘学、一般化学工业、基础医

学、水产和渔业、新能源、化学、农业经济、气象学、
药学、预防医学与卫生学。其中,农作物论文的总

被引频次达到17437次,篇 均 被 引 频 次 达 到

11.3;园艺方面论文总被引频次19509次,篇均

被引频次达到13.1;畜牧与动物医学方面论文总

被引频次5408次,篇均被引频次达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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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92-2021年《西北农业学报》的发文量

Table1 Thenumberofpaperspublishedin“ActaAgriculturaeBoreali-occidentalisSinica”from1992to2021

年份
Year

发文量/篇
Numberof
articles

基金资助论文量/篇
Numberof
fundedpapers

基金论文比/%
Funded
paperratio

期数/期
Number
ofissue

每期载文量/篇
Numberofarticles

perissue

期均发文量/篇
Averagenumber
ofpostsperperiod

1992 83 20 24.10 4 20、22、20、21 20.75
1993 89 28 31.46 4 22、21、23、23 22.25
1994 87 39 44.83 4 22、22、22、21 21.75
1995 86 21 24.42 4 23、20、24、19 21.50
1996 96 26 26.80 4 23、25、21、25 24.25
1997 113 47 41.59 4 28、30、25、30 28.25
1998 112 45 40.18 4 28、27、28、29 28.00
1999 129 47 36.43 4 32、33、33、31 32.25
2000 129 82 63.57 4 30、36、34、29 32.25
2001 121 85 70.25 4 27、30、33、31 30.25
2002 137 97 70.80 4 35、31、33、38 34.25
2003 169 115 68.05 4 39、42、47、41 42.25
2004 173 124 71.68 4 34、46、45、48 43.25
2005 277 196 70.76 6 40、43、46、50、46、52 46.17
2006 336 257 76.49 6 48、48、54、54、64、68 56.00
2007 401 321 80.05 6 61、60、70、70、71、69 66.83
2008 438 357 81.51 6 71、71、75、74、73、73 72.83
2009 459 394 85.84 6 70、69、74、80、79、87 76.50
2010 504 448 88.89 12 44、42、43、45、44、42、43、41、40、41、40、39 42.00
2011 485 449 92.58 12 39、41、39、41、40、43、39、41、41、40、40、40 40.33
2012 459 436 94.99 12 39、40、39、40、38、39、36、37、37、37、37、40 38.25
2013 425 399 93.88 12 34、36、38、35、34、36、34、36、34、37、36、35 35.42
2014 410 397 96.83 12 37、35、36、33、32、32、34、35、36、33、36、31 34.17
2015 322 315 97.83 12 30、28、26、27、27、27、26、28、26、25、26、26 26.83
2016 265 259 97.74 12 22、23、21、20、21、23、23、22、21、24、23、22 22.08
2017 245 235 95.92 12 19、23、21、21、20、21、20、21、19、21、20、19 20.42
2018 237 229 96.62 12 20、18、19、19、19、21、20、18、21、20、19、23 19.75
2019 253 251 99.21 12 19、20、23、19、23、20、21、22、22、20、20、24 21.08
2020 217 215 99.08 12 19、18、19、18、19、18、17、18、17、17、18、19 18.08
2021 213 209 98.12 12 18、18、16、18、19、17、19、18、18、17、18、17 17.75

图1 1992-2021年《西北农业学报》的发文量、基金论文和基金论文比

Fig.1 Thenumberofpapers,funddissertationandfunddissertationratiopublishedin
“ActaAgriculturaeBoreali-occidentalisSinica”from1992to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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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2-2021年《西北农业学报》年度总版数和篇均版数的变化

Fig.2 Changesintheannualtotalnumberofeditionsandtheaveragenumberofeditionsof
“ActaAgriculturaeBoreali-occidentalisSinica”from1992to2021

图3 近15年《西北农业学报》文献的学科分布所占比例

Fig.3 Theproportionofthedisciplinedistributionofthe“ActaAgriculturae
Boreali-occidentalisSinica”literatureinthepast15years

5 《西北农业学报》发文主题之变迁

为了反映《西北农业学报》研究热点的分布,
统计出前40位发文主题,由图4看出,本刊发文

的主要关键词排序分别为:光合特性、生长发育、
甘蓝型油菜、冬小麦、农艺性状、陕西省、DNA、序
列分析、水分利用效率、初步研究、遗传多样性、小
麦品种、马铃薯、种子萌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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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近15年《西北农业学报》学科分布前24名发文量、总被引频次和总下载频次

Table2 Top24publications,totalcitationfrequencyandtotaldownloadfrequencyof
“ActaAgriculturaeBoreali-occidentalisSinica”inthepast15years

排序
Rank
order

学科
Subject

发文量/篇
Number
ofarticles

总被引频次
Total
citations

总下载频次
Total

download
frequency

排序
Rank
order

学科
Subject

发文量/篇
Numberof
articles

总被引频次
Total
citations

总下载频次
Total

download
frequency

1 农作物
Crop 1542 17437 342185 13 农业工程

Agriculturalengineering 41 470 8433

2 园艺
Gardening 1491 19509 361172 14

蚕蜂与野生动物保护
Silkwormbeesandwildlife
protection

39 329 8321

3
畜牧与动物医学
Animalhusbandryandvet-
erinarymedicine

837 5408 143616 15
自然地理学和测绘学
Physical geography and
surveying

38 442 11151

4 植物保护
Plantprotection 755 6667 155091 16 一般化学工业

Generalchemicalindustry 32 333 9787

5 生物学
Biology 466 2562 105847 17 基础医学

Basicmedicine 30 120 4990

6 农业基础科学
Agriculturalbasicscience 344 3328 86297 18 水产和渔业

Aquacultureandfisheries 29 248 5422

7 农艺学
Agronomy 247 2848 69080 19 新能源

Newenergy 19 270 4190

8 轻工业手工业
Lightindustryhandicraft 126 1349 43421 20 化学

Chemical 11 53 2858

9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Environmentalscienceand
resourceutilization

123 1259 33696 21 农业经济
Agriculturaleconomy 11 64 2205

10 林业
Forestry 95 858 17669 22 气象学

Meteorology 9 55 1724

11 中药学
Pharmacy 80 823 28482 23 药学

Pharmacy 9 37 1425

12 有机化工
Organicchemicals 59 571 19389 24

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hygiene

8 107 2057

6 《西北农业学报》报道方向之变化

以10年为一个报道周期,系统分析《西北农

业学报》创刊30年以来报道方向的变迁。由表3
可知,2000年以前,我国农业研究稳步发展,动物

科学、植物科学、微生物科学及动植物新品种等研

究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西北农业学报》报道方

向多集中于表型性状的遗传分析、栽培措施研究

或关键化学成分提取等,尚未深入至分子生物学

领域。2001-2010年,我国农业科学发展迅速,
发文量逐步增加,本刊报道方向也逐渐发生变化,
由应用研究向应用基础研究过度,这个时期报道

内容主要集中在农作物、园艺作物、家畜等重要经

济性状、生理生化性状的解析与生产应用,并开始

增多对植物无土栽培、离体培养、重要性状PCR
分子检测等,这也和我国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规

律相符。2011年至今,我国和世界农业研究发展

迅速,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涌现,尤其是分子生物

学快速发展,推动农业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此时

期本刊报道内容主要有动植物重要性状的表型分

析、基因型分析及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调控重要性

状的基因的克隆、功能鉴定与遗传改良;新型栽

培、植保和耕作措施研究;新型养殖、防疫技术研

究;农业生态环境研究等。
总之,本刊的报道方向与时俱进,紧跟农业科

学发展前沿,符合科学发展规律,起到了很好的宣

传、推广最新学术成果的作用[11-13]。

7 结 语

《西北农业学报》为西北地区科研工作者与全

国甚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科研工作者构建学术交

流园地,在推动我国作物、畜牧等研究领域高质量

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30年历程,经历了

几代编辑人的拼搏与传承,见证了我国农业科技

的快速发展和璀璨的科研成果,建成了稳定高效

的科研成果传播平台。期待《西北农业学报》越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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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西北农业学报》发文前40位主题所占的比例

Fig.4 Theproportionofthetop40topicspublishedin“ActaAgriculturaeBoreali-occidentalisSinica”
表3 《西北农业学报》1992-2021年报道方向的变迁

Table3 Changesinthereportingdirectionof“ActaAgriculturaeBoreali-occidentalisSinica”from1992to2021
年份 Year 主要报道方向 Mainreportingdirection

1992-2000 应用研究:作物农艺性状、生理生化性状等表型性状的遗传学分析和栽培措施研究。家畜、昆虫、微生物等重
要表型性状的鉴定与分析。动植物新品种简介等。
Appliedresearch:geneticanalysisandcultivationmeasuresresearchofcropagronomictraits,physiologicaland
biochemicaltraitsandotherphenotypictraits.Identificationandanalysisofimportantphenotypictraitsinlive-
stock,insects,andmicroorganisms.Introductionofnewspeciesofanimalsandplants,etc.

2001-2010 应用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作物重要农艺性状、生理生化性状的解析与生产应用;家畜经济性状及抗病性状的
鉴定与改良;植物无土栽培、离体培养、重要性状的PCR分子检测和遗传多样性分析;细菌病毒等致病因子分
类及分子检测等。
Appliedresearchandappliedbasicresearch:analysisandproductionapplicationofimportantagronomictraits,
physiologicalandbiochemicaltraitsofcrops;identificationandimprovementoflivestockeconomictraitsand
diseaseresistancetraits;plantsoillesscultivation,invitroculture,PCRmoleculardetectionandinheritanceof
importanttraitsdiversityanalysis;classificationandmoleculardetectionofpathogenicfactorssuchasbacteria
andviruses.

2011-2021 应用基础研究与基础研究:动植物高产、优质、抗病抗逆等重要性状的表型分析、基因型分析及全基因组关联
分析;调控重要性状的基因的克隆、功能鉴定与遗传改良;新型栽培、植保和耕作措施研究;新型养殖、防疫技
术研究;耕地质量等农业生态研究。
Appliedbasicresearchandbasicresearch:phenotypeanalysis,genotypeanalysisandgenome-wideassociation
analysisofimportanttraitssuchashighyield,highquality,diseaseresistanceandstressresistanceinanimals
andplants;cloning,functionalidentificationandgeneticimprovementofgenesregulatinginimportanttraits;
newcultivation,researchonplantprotectionandfarmingmeasures;researchonnewbreedingandepidemic
preventiontechnologies;agro-ecologicalresearchoncultivatedland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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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好,成为精品农业学术期刊和中国一流学术期

刊。助力我国高等院校双一流建设和“十四五”农
业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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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inScientificResearchReportsof“ActaAgriculturae
Boreali-occidentalisSinica”inthePast30Years

CHENGMin,PANXueyan,SHIYage,GUYulan,
DINGXiumeiandCHENLifang

(CollegeofAgronomy,NorthwestA&FUniversity,EditorialDepartmentofActaAgriculturae

Boreali-occidentalisSinica,YanglingShaanxi 712100,China)

Abstract 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forthereadersofthisjournalinthetopicselectionandplan-
ningofscientificresearchpapers,theorganizationandwritingofmanuscripts,thispaperanalyzesthe
changesinscientificresearchreportsof“ActaAgriculturaeBoreali-occidentalisSinica”from1992to
2021.WesearchedallthepublicationspublishedinActaAgriculturaeBoreali-occidentalisSinicabased
onCNKIdatabase,andcollectedthetitles,authors,affiliations,fundprojects,publicationyear,cita-
tions,anddownloads.Theresultsshowed:overthe30years,therehavebeen7470academicarticles
publishedin“ActaAgriculturaeBoreali-occidentalisSinica”,6143articleswithfundprofect,occup-
ying82.24%inallacticles;therehavebeenatotalof101150citations,anaverageof14citationsfor
eachpaper,atotalof1781364downloads,andanaverageof238downloadsforeacharticle;theaver-
agenumberofeditionsperarticleinthepast3yearshasreachedanaverageof8.6editionsforeachar-
ticle;thetop24disciplinesinthepast15yearswerecrops,horticulture,animalhusbandryandanimal
medicine,plantprotection,biology,agriculturalbasicscience,etc.;after30yearsofchanges,thisjour-
nalnowreportsonphenotypicanalysis,genotypeanalysisandgenome-wideassociationanalysisofim-
portanttraitsinanimalsandplants,cloningofgenesregulatingimportanttraits,functionalidentifica-
tionandgeneticimprovement,newcultivation,plantprotectionandresearchonfarmingmeasures,re-
searchonnewbreedingandepidemicpreventiontechnologies,andresearchonagriculturalecological
environment.Ingeneral,thereportingdirectionofthisjournalkeepspacewiththetimes,closelyfol-
lowsthefrontiersofagriculturalsciencedevelopment,andconformstothelawsofscientificdevelop-
ment.Atthesametime,thecontinuousimprovementofacademicqualityandinfluencehasmadeim-
portantcontributionstoth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scientificresearchandcom-
prehensiveagriculturaldiscipline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thenorthwestregionandeventhe
wholecountry.
Keywords ActaAgriculturaeBoreali-occidentalisSinica;Subjectdistribution;Reporting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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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溯本探源:发布本刊及他刊论文背后的故事,深层次解读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过

程。亦可发布就农业科研或生产上的疑难问题,透过表象探寻本源的过程,以便更好地服

务读者和作者。

院士之声:发布农业和生物学领域的院士关于行业发展、存在问题、未来的研究方向

等方面的讲话,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选题思路和线索,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科学普及:发布农学、林学、植(森)保、园艺、土壤化学、畜牧、兽医等方面的科普性文

章,力求生动趣味,浅显易懂,服务大众,服务社会。

(大师风采)学者风采:发布涉农领域专家学者的治学轶事或教书育人的事迹。

区域特色:发布西北五省(区)乃至国内其他地区及国外各具特色动植物资源、农业生

态环境、耕作技术、农产品及加工、涉农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知识。

丝路农业:发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合作的前景、成功范例、存在问题及解决相

关问题的技术方案等方面的文章,助力“一带一路”农业合作迈向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

深层次。

名作点评:对国内和国外涉农顶级期刊发表的最新科研论文进行解读和点评,为年轻

科研人员提供借鉴,促进学术繁荣和学术交流。

农史荟萃:刊登农史知识及农业考古信息,拓展读者的知识面。

创新思维:发布有关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研究上的新观点、新思路、学术商榷、假说等

文章,只求逻辑自洽,不求完整的试验验证。

采编撷语:发布科技期刊从业者在论文编校及出版发行工作中的感悟、发现及对编辑

实务的探索性文章。

本刊微信公众平台愿做农业科研工作者与广大手机用户之间交流与联系的纽带,旨

在实现科研工作者用大众化的语言讲述专业故事的构想。恳请各位专家学人惠赐佳作,

稿件一经审核通过,不收取任何费用,并按有关规定支付稿酬。来稿请投西北农业学报官

方网站http://xbnyxb.alljournals.cn/ch/index.aspx或1330659401@qq.com,并注明微

信公众平台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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