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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4―2017 年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对《中国水产科

学》2013―2016 年发文和文献引证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2013―2016 年, 165 家机构在《中国水产科学》上发

表论文 605 篇, 其中 390 篇论文在该段时间内被引 881 次, 论文引用率为 64.46%, 篇均被引用频次为 1.46 次。有

4221 篇论文在统计截止时间(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获得过引用, 总被引频次 7458 次。核心他引率一直保持在 90%

的较高水平, 核心即年指标基本保持在 13%左右, 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论文占比保持在 80%左右。通过发文的关

键词分布, 发现热点研究主题为“生长”, 其次是“基因克隆”, 第 3 位是“凡纳滨对虾”。2013―2016 年, 本刊被引第

一作者总人数为 1463 人, 高被引论文分别属于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渔业生态与环境、水产遗传育种、水产营

养与饲料、渔业病害研究、水产养殖技术、水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 7 个学科。此外, 筛选出了 20 位高发文作者、

20 家高发文机构和 20 位高被引作者, 为期刊提供了专家信息储备。通过对本刊文献计量分析, 探究 2013―2016

年水产科学研究热点、核心作者和机构, 可为期刊的发展提供支撑, 并为科研人员了解学科发展状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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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展示的重要媒介, 在推

动学术传播、学科建设, 促进科技进步方面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随着国家对科研的重视程

度不断提高、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我国的科研实

力稳步增长, 优秀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信息资

源量的爆炸式增长, 对信息资源的有效利用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文献计量分析从另一个角

度开创了信息资源利用的途径[2-3]。对学术期刊进

行文献计量学分析, 不仅能够从多角度、多层次

反映期刊办刊现状及趋势, 揭示期刊真实影响力[4], 

同时也能为期刊优化选题、寻找作者及审稿人[5], 

以及为科研人员进行科研立项及绩效评价[6]提供

重要参考。颜廷梅等[7]认为,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生

成的期刊选题, 是对论文阅读者及引用者偏好的

精准化测量和预测。同时, 对于高被引论文的分

析,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学科建设和发展的状

况[8]。对于科技期刊而言, 选题策划与组稿是一项

重要工作 , 关乎期刊学术质量及期刊影响力 [9], 

而做好选题策划的前提就是对学科发展动态及前

沿有准确的把握, 从文献中挖掘信息, 提取研究

热点, 筛选核心作者, 可以为选题策划提供参考。 

《中国水产科学》是我国水产科技领域重要

的核心期刊之一, 以反映水产科学领域的最新进

展、最新成果、最新技术和方法为办刊宗旨, 其

刊载论文涉及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渔业生态

与环境、生物技术、水产遗传育种、水产营养与

饲料、渔业病害研究、水产养殖技术、渔业装备

与工程、水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学科, 基本涵盖

了除渔业经济之外的水产学各个研究领域, 对于

开展水产学科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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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研究以《中国水产科学》为研究对象, 对

其 2013―2016 年的发文及引证数据进行统计, 对

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 旨在总结办刊经验, 追踪

热点学科的变化规律, 为指导办刊以及科研人员

从文献角度了解学科发展状况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报告统计的论文信息来自于本刊 2013― 

2016 年刊发论文。在统计发文信息时, 统计全部

作者和机构信息。引证数据(如引用刊物名称、被

引作者姓名、被引年份、卷(期)、页码、被引题

名等信息 )来源于 “中国科技论文引文数据库 ” 

(Chinese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apers and Citations 

Database, CSTPCD)[10-13]。总被引频次、核心影响

因子、核心他引率、即年指标、基金论文比等统

计数据来自《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在统计被引作者时, 只著录论文第一作者, 统计

年份为 2013―2016 年, 学科分类标准参照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十大学科分类体系。 

1.2  期刊评价指标 

CSTPCD 借鉴国际通用评价体系, 在此基础

上结合我国期刊的实际情况, 设计了多项学术计

量指标。本研究选取了其中几项具有重要指向性

的指标进行描述。这些指标包括:  

(1)核心总被引频次: 期刊论文在统计当年被

引用的总次数。 

(2)核心影响因子: 期刊评价前 2 年发表论文

的篇均被引用的次数。 

影响因子

期刊前两年发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

期刊前两年发表论文总数

 

(3)核心他引率: 期刊总被引频次中, 被其他

刊引用次数所占的比例。 


被其他刊引用的次数

他引率
期刊被引用的次数

 

(4)核心即年指标: 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在当

年被引用的情况。 


期刊当年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

即年指标
期刊当年发表论文总数

 

(4)基金论文比: 期刊中国家、省部级以上及

其他各类重要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 

2  结果与分析 

2.1  《中国水产科学》发文及被引概况 

2013―2016 年, 共有来自 165 家机构的 1901

位作者在《中国水产科学》上发表了 605 篇文章(表

1)。其中有 390 篇论文在该段时间内获得 881 次

引用, 论文引用率为 64. 46%。篇均被引用频次为

1.46 次/篇。在 2013―2016 年, 有 4221 篇论文在

统计截止时间(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获得过引用, 

总被引频次 7458 次。核心影响力保持稳定, 核心

他引率一直保持在 90%的较高水平。核心即年指

标(为论文在发表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与期刊当

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量之比)基本保持在 13%

左右, 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论文占比基本保持在

80%以上。 
 

表 1  《中国水产科学》2013―2016 年发文及被引概况 
Tab. 1  Publishing and citation information of Journal of Fishery Sciences of China during 2013―2016 

年份 
year 

发文篇数 
number of pub-
lished papers 

总被引篇数 
total cited 

papers 

总被引频次
total citation 

frequency

核心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被引半衰期
cited 

half-life

核心他引率/% 

non-self-cite 
rate 

核心即年指标 
immediacy 

index 

基金论文比/%
funded  

paper ratio 

2013 159 994 1841 0.932 6.4 90 0.129 89 

2014 151 992 1780 0.895 7.0 91 0.148 70 

2015 149 1086 1899 0.948 7.3 91 0.087 86 

2016 146 1149 1938 0.911 7.2 91 0.132 85 

合计 total 605 4221 7458 ―  ― ― ― 

 
2.2  《中国水产科学》2013—2016 年发文分析 

2.2.1  《中国水产科学》2013―2016 年发文量 top20

作者  2013―2016 年, 在《中国水产科学》发表

论文数量居前 20 名的高产作者中, 有 5 位高产作

者来自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和中国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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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分别有 4 位高产作者(表 2)。水产遗传育种学

科高产作者有 7 位, 其次为水产养殖技术和渔业

资源与可持续发展学科, 分别有 4 位高产作者。

发文量最多(18 篇)的作者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的陈松林和李健, 分属生物技术

和水产养殖技术学科。其次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黄海水产研究所刘萍(14 篇, 水产遗传育种学科)

和中国海洋大学张秀梅(13 篇, 生物技术学科)。 

 
表 2  《中国水产科学》2013―2016 年发文量 top20 作者 

Tab. 2  Top 20 authors information of Journal of Fishery Sciences of China during 2013―2016 

编号 item 作者 author 机构 institute 发文量 number 所属学科 subject 

1 陈松林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18 生物技术 

2 李健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18 水产养殖技术 

3 刘萍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14 水产遗传育种 

4 张秀梅 中国海洋大学 13 生物技术 

5 高保全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10 水产遗传育种 

6 李琪 中国海洋大学 10 水产养殖技术 

7 危起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10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8 孔令锋 中国海洋大学 10 水产遗传育种 

9 刘海金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9 水产遗传育种 

10 于红 中国海洋大学 9 水产遗传育种 

11 李吉涛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8 水产遗传育种 

12 姜亚洲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8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13 徐兆礼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8 渔业生态与环境 

14 许柳雄 上海海洋大学 8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15 徐跑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7 水产养殖技术 

16 王桂兴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北戴河中心实验站 7 水产遗传育种 

17 林楠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7 渔业生态与环境 

18 程家骅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7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19 吴金明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7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20 鲁翠云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6 生物技术 

 
2.2.2  2013―2016 年《中国水产科学》发文量 top20

机构  2013―2016 年, 在《中国水产科学》发表

论文数量居前 3 名的机构分别为上海海洋大学

(188 篇),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94 篇), 中国海洋大学(80 篇)。这 20 个机构中, 有

4 家在青岛, 3 家在武汉, 厦门、上海、北京、广

州分别有 2 家(表 3)。 

2.2.3  2013―2016 年《中国水产科学》发文基金

资助情况  2013―2016 年《中国水产科学》发表

论文资助基金前 10 位的均为省部级基金, 这 11

项基金资助论文比例占发文总数的 77.19%(表 4)。

资助论文数量最多的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

论文 177 篇, 占所有发文数量的 29.3%; 其次是国

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 计划 ), 94 篇 , 占

15.5%; 第 3 位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81 篇, 占

13.4%。 

2.2.4  2013―2016 年《中国水产科学》发文主题

分布  2013―2016 年《中国水产科学》发表论文

数量最多的研究主题为生长, 共有 70 篇论文研究

主题与“生长”有关, 占 11.6%; 其次是“基因克隆”, 

有 44 篇论文, 占 7.3%; 第 3 位是“基因表达”, 共

有 35 篇相关论文, 占比为 5.8%(表 5)。除此以外, 

还涉及凡纳滨对虾、半滑舌鳎、中华绒螯蟹、牙

鲆、尼罗罗非鱼、三疣梭子蟹、草鱼、仿刺参等

热点研究物种, 以及遗传多样性、环境因子、微

卫星、组织表达、增殖放流等热点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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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3―2016 年《中国水产科学》发文 top20 机构 
Tab. 3  Top 20 post institutes information of Journal of Fishery Sciences of China during 2013―2016 

编号 item 机构 institute 地区 area 发文量 publication 占比/% percentage 

1 上海海洋大学 上海 188 31.1 

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青岛 94 15.5 

3 中国海洋大学 青岛 80 13.2 

4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上海 48 7.9 

5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无锡 38 6.3 

6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哈尔滨 38 6.3 

7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广州 38 6.3 

8 大连海洋大学 大连 35 5.8 

8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 武汉 29 4.8 

9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 23 3.8 

10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青岛 20 3.3 

1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北京 18 3.0 

13 华中农业大学 武汉 18 3.0 

14 广东海洋大学 湛江 17 2.8 

15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广州 17 2.8 

16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4 2.3 

17 集美大学 厦门 13 2.1 

17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12 2.0 

17 厦门大学 厦门 11 1.8 

20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11 1.8 

 
表 4  2013―2016 年《中国水产科学》资助基金 top10 

Tab. 4  Top 10 funds information of Journal of Fishery Sciences of China during 2013―2016 

编号 item 项目 fund 发文数目/篇 number of papers 占比/% percentage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77 29.3 

2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 94 15.5 

3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81 13.4 

4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 40 6.6 

5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17 2.8 

6 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14 2.3 

7 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 11 1.8 

8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基金 10 1.7 

8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 9 1.5 

10 山东省科委基金 7 1.2 

10 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计划 7 1.2 

合计 total   77.3 

 
2.2.5  2013―2016 年《中国水产科学》发文学科

分布  水产各学科 2013―2016 年在《中国水产科

学》发文情况详见表 6。2013―2016 年发表论文

数量最多的是生物技术学科, 共计 185 篇; 渔业

生态与环境学科列于第二, 共计 83 篇; 水产遗传

育种 74 篇, 位居第 3。其余各学科论文数量由高

到低依次为: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水产营养

与饲料、渔业病害研究、水产养殖技术、渔业装

备与工程、水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 

2.3  《中国水产科学》2013―2016 年被引情况分析 

2.3.1  高被引作者  2013―2016 年, 《中国水产

科学》被引第一作者总人数为 1463 人, 其中有

1092 名作者的发文获得了引用, 占发文作者总人

数的 74. 69%。在《中国水产科学》发文的第一作

者中, 其所发表论文在 2013―2016 年被引次数居

前 20 位的作者的被引情况如表 7 所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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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3―2016 年《中国水产科学》top20 关键词 
Tab. 5  Top 20 key words of the published papers of  

Journal of Fishery Sciences of China during 2013―2016 

编号 
item 

关键词 
key word 

文献数/篇 
number of papers 

占比/% 
percentage 

1 生长 70 11.6 

2 基因克隆 44 7.3 

3 基因表达 35 5.8 

4 凡纳滨对虾 23 3.8 

5 半滑舌鳎 22 3.6 

6 中华绒螯蟹 17 2.8 

7 生长性状 16 2.6 

8 牙鲆 15 2.5 

9 遗传多样性 15 2.5 

10 环境因子 15 2.5 

11 尼罗罗非鱼 14 2.3 

12 原核表达 14 2.3 

13 微卫星 11 1.8 

14 组织表达 11 1.8 

15 三疣梭子蟹 11 1.8 

16 草鱼 10 1.7 

17 嗜水气单胞菌 9 1.5 

18 遗传力 8 1.3 

19 增殖放流 8 1.3 

20 刺参 8 1.3 

 

表 6  2013―2016 年《中国水产科学》发文的学科分布 
Tab. 6  Subjects distribution of Journal of Fishery Sciences 

of China during 2013―2016 

编号 
item 

学科分类 
subject 

发文量/篇 
number of papers

占比/%
percentage

1 生物技术 185 30.6 

2 渔业生态与环境 83 13.7 

3 水产遗传育种 74 12.2 

4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70 11.6 

5 水产营养与饲料 69 11.4 

6 渔业病害研究 59 9.8 

7 水产养殖技术 46 7.6 

8 渔业装备与工程 14 2.3 

9 水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 5 0.8 

合计 total  605 100 

 
总被引频次较高的 3 位作者分别是徐兆礼(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118 次), 陈雪忠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60 次), 程

家骅(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54 次)。 

表 7  2013―2016 年《中国水产科学》高被引 top20 作者 
Tab. 7  Top 20 cited authors of Journal of Fishery Sciences of China during 2013―2016 

编号 item 作者 author 单位 institute 被引次数 citation frequency 所属学科 subject 

1 徐兆礼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118 渔业生态与环境 

2 陈雪忠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60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3 程家骅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54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4 邴旭文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43 水产养殖技术 

5 李建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41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6 孙效文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40 水产遗传育种 

7 陈亚瞿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39 渔业生态与环境 

8 贾晓平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38 渔业生态与环境 

9 王庆志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35 水产遗传育种 

10 楼允东 上海海洋大学渔业学院 32 水产遗传育种 

11 张波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30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12 徐伟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 30 水产养殖技术 

13 鲁双庆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30 水产营养与饲料 

14 刘志刚 广东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30 水产养殖技术 

15 王云龙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29 渔业生态与环境 

16 金显仕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29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17 丁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28 水产营养与饲料 

18 胡毅 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27 水产营养与饲料 

19 李思发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26 水产遗传育种 

20 薛莹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 25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21 施兆鸿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25 水产养殖技术 

22 区又君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 25 水产养殖技术 

23 钱云霞 宁波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25 水产养殖技术 

24 林龙山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 25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25 姜令绪 青岛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25 水产养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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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高被引论文  高被引论文定义为被引次数

排名前 1%的论文, 2013―2016 年共有 30 篇高被

引论文(表 8)。其中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

研究所陈雪忠题名为《南极磷虾资源利用现状与

中国的开发策略分析》的论文被引次数最高, 该

文刊发于 2009 年, 2013―2016 年总共被引用 49

次; 其次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

心邴旭文题名为《中华倒刺巴肌肉营养成分与品

质的评价》的论文, 被引 43 次; 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徐兆礼题名为《长江口最大

浑浊带区浮游动物的生态研究》的论文位列第三, 

被引 32 次; 上海水产大学楼允东的《中国鱼类远

缘杂交研究及其在水产养殖上的应用》论文, 刊

发于 2006 年, 2013―2016 年总共被引用 32 次。

这 30 篇高被引论文分别属于渔业资源与可持续

发展、渔业生态与环境、水产遗传育种、水产营

养与饲料、渔业病害研究、水产养殖技术、水产

品加工与质量安全这 7 个学科。 

3  讨论 

3.1  基于期刊引证数据的《中国水产科学》办刊

现状分析 

总被引篇次指刊物自创刊以来所发表的论文

在统计年被引用的总篇数。总被引频次指刊物自

创刊以来所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年被引用的总次

数。总被引频次是期刊学术水平评价的重要指标, 

是期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被引频次的提高

表示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提升, 而被引频次的下降

则预示着期刊学术影响力的下滑[14-15]。《中国水产

科学》总被引篇次和总被引频次在 2013―2016 年

均有逐渐增长的趋势, 表明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在

该阶段逐步提升。 

期刊影响因子(MS-JIF)是以期刊统计源文献

(CSTPCD, 共有 9000 余种期刊)为来源, 被评价

期刊前两年发表的可被引文献在统计年的被引用

总次数与该期刊在前两年内发表的可被引文献总

量之比。该指标综合了期刊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 

一般来说, 期刊影响因子越大, 论文的影响力和

学术价值也越大[5]。但仅用影响因子来评价期刊

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如不能很好地顾及学科

差异等因素。《中国水产科学》影响因子 2013― 

2016 年在载文量略有下降的情况下, 依然保持在

相对稳定的水平, 说明该段时间发表的论文在论

文发表 2 年内被引频次略有减少, 同时总被引次

数增加, 可以推测发表 3 年以上的论文获得了较

高的引用。由本刊被引半衰期来看, 本刊被引半

衰期为 6.4~7.2, 也就是说, 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

全部次数中, 较新的一半是在 6.4~7.2 年之内发表

的, 佐证了前面的观点, 即水产论文引用高峰并

不在论文发表的 3 年内, 与刘雪立[16]的研究结果

一致, 这说明用影响因子评价水产期刊影响力具

有局限性。造成论文被引延迟的原因有可能因为

《中国水产科学》所刊发论文多为具有前沿性的

基础研究型论文, 从理论基础到实际应用的转化

需要一定的时间[17]。不过这提醒本刊要加大信息

推广力度, 拓宽信息传播渠道, 使论文在发表后

更短的时间内获得引用[18]。 

本研究中的基金论文比是指受省部级以上基

金项目资助的论文, 由于基因资助项目在立题及

结题评审过程均严格把关, 其成果往往具有较高

创新性及学术水平, 以及较高的学术价值, 因此, 

基金论文比可以反映学术期刊的质量, 是衡量期

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19-20]。但是需要注意

的是, 基金论文并不必然等同于高质量论文, 尤

其在各种基金项目支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 许多

论文都挂上了基金的名头。本期刊编辑在来稿之

初就对论文的冠名基金进行审核, 在统计基金论

文比时, 排名第一位的基金为省部级以上的论文

才被认为是受省部级以上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 , 

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虚挂基金项目的情况。《中国水

产科学》2013―2016 年发表论文省部级基金支持

率高于 80%, 说明其保持着较高的学术质量。从

资助发文比例占发文总数的 77.19%的排名前 10

位的基金来看, 绝大多数都是资助创新性、前沿

性基础研究的, 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

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

展计划(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及省级的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反映出期刊发表论文多为基

础研究型论文。 

期刊学科布局是指期刊所发表文章的学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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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情况。通过统计分析发文的学科分布状况, 可

以验证期刊发展是否与其办刊宗旨或方向相一

致。学术管理机构也可以通过对期刊群的学科分

布情况进行分析, 了解某一领域或范围内学科发

展状况。《中国水产科学》发文分布于渔业资源与

可持续发展、渔业生态与环境学科、生物技术、

水产遗传育种、水产营养与饲料、渔业病害研究、

水产养殖技术、渔业装备与工程以及水产品加工

与质量安全这 9 个学科, 涵盖了除渔业经济之外

的水产学科各个研究领域, 与办刊宗旨和办刊方

向相一致。同时, 这些学科间分布不均衡, 从发文

数量来看, 生物技术学科居于主导地位, 其次为

渔业生态与环境学科 , 水产遗传育种位居第三 ,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紧随其后, 水产养殖技术

与渔业病害研究分别居第 7 位和第 6 位。该学科

布局与张晓琴等[4]2007 年的分析结果有较大出入, 

张晓琴等[4]的统计结果为水产遗传育种、水产病害

研究以及水产养殖技术分别居前 3位, 而资源环境

及生态则居水产营养与饲料之后, 从一个侧面反映

出 10 年来, 水产的重点研究领域已经由粗放式养

殖向能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渔业

转变, 此外, 水产营养与饲料学科、渔业装备与工程

以及水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的站位没有明显变化。 

3. 2  期刊引证数据辅助的期刊优化选题 

关键词是表达文献主题概念的自然语言词汇, 

对关键词词频进行统计, 可反映学科在某一时期

的研究热点[21], 帮助期刊编辑或学者有效把握学

科前沿和发展趋势。2013―2016 年, 《中国水产

科学》所刊发论文的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生

长, 与 2007―2012 年的笔者的调研结果一致(数

据未公开发表), 说明水产科学研究一直是围绕促

进水生生物的生长而进行的。从研究领域来看 , 

本研究筛选出的前 20 位关键词中, 属于生物技术 

领域的主题词有基因克隆、基因表达、原核表达、

微卫星和组织表达; 属于水产遗传育种领域的主

题词有生长性状、遗传多样性、遗传力; 属于资

源环境领域的有遗传多样性、环境因子、增殖放

流; 属于水产病害的主题词仅嗜水气单胞菌。从

研究的水产物种来看, 这些年主要集中在凡纳滨

对虾、中华绒螯蟹、半滑舌鳎、牙鲆、尼罗罗非

鱼、三疣梭子蟹、草鱼和刺参这些物种。 

高被引论文在此是指期刊发表的文献被统计

源期刊在统计年引用的总频次由高至低排序, 排

名前 1%的文献[22]。高被引论文意味着较高的学

术影响力, 分析高被引论文的研究主题, 可以较

为客观地反映相关学科领域的关注热点[22-23], 为

期刊的选题组稿和科研工作者把握研究方向提供

参考。这些高被引论文分布于除水产生物技术和渔

业装备与工程之外的水产 7 个学科, 相比于排第 1

位的发文量, 水产生物技术高被引论文的篇均被

引相对较低, 原因尚待进一步分析。对这 7 个学科

高被引论文进行主题识别及特征分析, 发现渔业

资源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热点主题为南极磷虾资

源以及黄海、东海、长江渔业资源状况, 渔业生态

与环境的热点主题为长江口浮游生物生态、生态环

境质量评价方法, 水产遗传育种的热点主题为杂

交育种和长牡蛎遗传育种, 水产养殖技术的热点主

题为环境胁迫因子对养殖生物的影响, 水产营养

与饲料的热点主题为饲料添加剂及饲料脂肪, 渔

业病害研究的热点主题为益生菌及免疫多糖, 水

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的热点主题为营养成分分析。 

在本研究筛选出的 30 篇高被引论文中, 平均

发表时间为 10.9 年, 最早的两篇文献发表于 1995

年, 说明高被引论文通常为经典文献, 具有较长

的被引半衰期。各学科高被引论文发表时间如表 9

所示。其中渔业生态与环境高被引论文发表时间

最久, 为 17.5年; 水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高被引论

文发表时间最短, 为 8.67 年。这些高被引论文特征及

导致其高被引的原因将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3. 3  基于期刊引证数据的作者分析 

论文作者是论文的生产者, 是新思想的创造

者和新理念的传播者。通过对本刊和整个学科的

作者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期刊发现优秀作者, 甚至

找合适的审稿专家[5, 24]。一般从数量和质量方面

对学者发文进行分析。数量主要通过学者的发文

总数来反映, 质量主要通过学者发文的被引等指

标来反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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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水产科学各学科高被引论文发表时间 
Tab. 9  Time after publication of highly cited papers for varies fishery subjects 

学科 subject 平均发表时间/a mean time after publication 

渔业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fishery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9.5(8–12) 

渔业生态与环境 fishery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17.5(12–22) 

水产遗传育种 aquaculture genetics and breeding 8.75(5–11) 

水产养殖技术 aquaculture technology 10.17(5–15) 

水产营养与饲料 aquaculture nutrition and feed 8.8(4–13) 

渔业病害研究 fishery disease 13.25(9–15) 

水产品加工与质量安全 aquatic product processing and quality safety 8.67(5–12) 

注: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范围.  
Note: Figures in the bracket represent ranges.  

 
由发文 top20 作者来看, 高产作者大致可分

为两类, 一类作者主要作为通信作者发文, 如陈

松林、李健、刘萍等作者, 这些作者为高产团队

的核心人物; 另有一部分作者主要是以参与者身

份发文, 这些高产作者反映出其所参与的团队具

有很强的科研竞争力。高产的背后一般来源于雄

厚的课题基金的支持, 因此高产作者的研究领域

一般代表了重点基金资助的方向, 值得期刊组稿

时关注。通过对比高产作者和高被引作者可以发

现, 除了徐兆礼和程家骅两位作者之外, 其他高

产作者和高被引作者没有重叠。高产作者主要来

自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东海

水产研究所、长江水产研究所, 以及中国海洋大

学和上海海洋大学, 与高发文机构相一致, 这些

机构仍然是今后期刊组稿应该关注的重点。 

学者被引是评价学者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

标。而且通过对高被引作者的发文进行分析, 可

以确定所属学科研究主题的变化趋势及研究前沿[26], 

帮助期刊选题组稿。本研究中高被引作者发文与

高被引论文的研究主题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对于

期刊来说, 统计学者被引、发现高被引学者, 即高

学术影响力学者, 可帮助期刊确定约稿对象以及

寻找合适的审稿专家。从高被引 top20 作者来看, 

这些作者目前均为水产行业学术带头人, 在水产

行业各研究领域做出过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贡献, 

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有的则是行业内的领军人

物, 期刊应重点关注这些作者的科研动向, 积极

约稿或请其作为审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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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itati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the citat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Journal of Fishery Sciences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citation data during 
2013―2016.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605 articles published by Journal of Fishery Sciences of China 
from 2013―2016, which were cited for 881 times, with a paper reference rate of 64.46% and an average cited 
frequency of 1.46 (times/article). A total of 4221 papers were cited before the deadline (December 31, 2016), and 
the total cited frequency was 7458 times. Among the core journals, other cited rate has maintained a high level of 
90%, the immediacy index is basically kept at 13%, and the funded paper ratio is about 80%. Through the distri-
bution of key words in the text, it is found that the hottest topic of research is “growth” (70 articles), following by 
“gene cloning” (44 articles) and “Litopenaeus vannamei” (23 articles). During 2013 to 2016, there were 1463 
first-authorscited on Journal of Fishery Sciences of China. Among those, the more highly cited papers respectively 
belong to the 7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fishery resource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shery ecology and en-
vironment, aquatic genetic breeding, aquatic nutrition and feed, fish disease research, aquaculture technology and 
quality&safety of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In addition, 20 senior authors, 20 institutions and 20 highly cited 
authors have been selected to provide the talent information reserve for periodicals.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analysis, fisheries science research hot spots, core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were efficiently explored, which pro-
vides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riodicals and references for researchers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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