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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 !%%, . (""( 年 !" 年出版的#玉米科学$论文作者群进行了发展状况%合作度%合作率%合作类

型%论文作者的系统分布%地区分布等进行了统计分析& 作者群分析对定量评估学科体系%建设高水平的核心作者队

伍"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均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 玉米科学’作者群’统计分析

中图分类号! /(,%0(! 文献标识码! 1

#玉米科学(是我国惟一的玉米学术期刊"是)中

国 科 技 论 文 统 计 源 期 刊 *% )万 方 数 据 资 源 系 统

+234564578-数字化期刊群全文上网期刊*%)中国学术

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期刊网(和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玉米科学(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主办"创刊于

!%%( 年"自 !%%, 年正式以季刊出版发行到 (""( 年

的 !" 年间共出版 )& 期& 本文以#玉米科学(这一时

期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研究报告等共 ! !%" 篇论文

为样本9 统计分析了论文作者群的发展状况% 合作

度%合作率%合作类型%论文作者单位的系统分布及

地区分布等情况&通过对作者群的研究"从中探讨我

国玉米科学研究者的基本情况" 分析与研究我国玉

米科学工作的现状与规律" 掌握我国玉米界研究队

伍的变化及发展状况&

! 论文作者群发展状况

#玉米科学(创刊 !" 年来"稿源充足"稿件质量

不断提高"刊物影响面迅速扩大"反响较好& 之所以

取得这些成效"关键是#玉米科学(已经形成连续%稳

定并不断发展壮大的论文作者队伍& #玉米科学(伴

随刊龄的增长"论文作者队伍不断扩大"作者的专业

素质及撰写论文水平不断提高" 这是保证刊物质量

的必要条件" 也是拥有大量的高质量稿源的根本保

证& #玉米科学(论文作者人数 !%%, . (""( 年的变

化情况如表 !&

年份 !%%, !%%) !%%# !%%& !%%: !%%; !%%% (""" (""! (""(

人次 (;& (#! ,%" ,!% (;; ,%) );( #)& #;) &;&

表 ! 论文作者数的年代分布

由表 ! 可见"#玉米科学(论文作者群从 !%%, 年

的 (;& 人次"发展壮大到 (""( 年的 &;& 人次"!" 年

累计 ) ((& 人次"年均 )(( 人次&

( 论文作者合作状况

随着科学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各学科相互

交叉%相互渗透"科研难度加大"许多研究项目必须

依靠多学科集体的力量%才能和智慧来完成"因而合

著的论文越来越多& 控制论创始人 <0维纳曾说过"
爱迪生个人发明创造的时代已经过去" 现在已经进

入科学合作的时代& 研究文献与著者之间的数量关

系及研究期刊论文的合著现象很有意义!一方面它

收稿日期! ("",$!"$";
作者简介! 张 瑛’!%#;$-"女"吉林省农科院副研究员"#玉米科学(

常务副主编"从事编审工作&

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通过研究

合著现象有助于弄清楚科技合作的类型% 特点及影

响合作的主要因素"有助于组织实施科技合作"制定

科研及人才政策等&
"#! 论文作者的合作度与合作率

美国学者 =0>?@A6B65C6B 认为" 一个学科的合

作程度可以用下式表达!2D EB
EB$EF

式中 2 为一个学科的合作程度"EB 为一个学

科在一年内出版的多作者论文数"EF 为一个学科在

一年内出版的单作者论文数&
论文作者合作度是一种期刊在一定时期内每篇

论文的平均作者数&一篇论文有适量的合作者"可以

充分发挥群体智慧" 可以在知识结构等方面相互取

长补短"提高研究成果水平&#玉米科学(的作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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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合作率见表 !!
从表 ! 中可见""##$ % !&&! 年作者合作度及合

作率基本呈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 "##$ 年#玉米科

学$论文作者合作度为 $’&("合作率为 )*’!+,%!&&!
年的论文作者合作度为 -.&)"合作率为 (-.$$,& #玉

米 科 学$"& 年 平 均 论 文 合 作 度 为 $.**/ 合 作 率 为

(&.&0&汪水资料表明’#物理学报$合作率为 ().+0"
#化学学报$合作率为 #(."0"#动物学报$合作率为

)#.)0"#植物学报$合作率为 (-.(0%"& 种情报学期

刊合作率只有 "&.*0 % !(.*0&合作率出现差异原因

在于学科性质(科研方向(实施条件及规模等差异&

论文总数 合作率

1篇2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 人 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平均

$.**
平均

(&.&&

合作度
不同合作者发表的文章数1篇3

年份

表 ! "##$ % !&&! 年论文作者数及合作状况

!’! 合作类型分析

表 $ 统计分析表明" 在我国玉米科学研究群体

中" 同一研究机构( 同一院校作者合作的论文 +$(
篇"占 +).&","这是因为同一单位的几位同事共同

从事某项科研课题"然后共同发表论文%同一省1市3
合作的论文 !-- 篇"占 !*.+$,%跨省1市3合著的论文

+* 篇"占 +.(!,%跨国合著的论文 * 篇"占 &.&*,&由

表 $ 可见"从 "##( 年之后"同一单位合著的论文数

量一直在下降"而跨省1市3合著的论文数量在增加&
这说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研人员(科学家对共

同感兴趣的研究课题进行合作"不受单位(地区等因

素的限制& 说明玉米学术界的合作研究越来越向纵

深方面发展&

$ 论文作者的系统分布

了解论文作者在各单位的系统分布" 可以掌握

篇

年份 同单位合著 同省合著 跨省合著 跨国合著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 !-- +* * #*!

占总数1,3 +).&" !*.+$ +.(! &.&*

表 $ 不同年份论文合作类型统计

#玉米科学$的主要稿源和稿源序"作者群的系统分

布可以揭示该刊物的学术水平(办刊宗旨"了解各类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学术水平和科研动态"了解基

层技术推广部门和农业管理部门对科学技术的需求

情况 & 统计 "##$ 4 !&&! 年 "& 年间各系统发表的

论文数量可见"农业科学院和科研所是#玉米科学$
的主要作者群& "& 年来农业科研院所共发表论文

)-- 篇"占#玉米科学$发表论文总数的 +!.*!0%农

业 大 专 院 校 发 表 论 文 $"! 篇 " 占 论 文 总 数 的

!+.!"0% 技术推广部门发表论文 )* 篇" 占总数的

+.$&0%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发表论文 !# 篇"占 !.--0
1表 -3& 由此可见"各省1市3科研院所是#玉米科学$的

主要撰稿群"大专院校次之"这两个系统撰写的论文

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0& 这充分说明了#玉米科

学$是我国目前惟一的玉米界学术刊物"其论文撰写

者学术水平较高"稿件质量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部

门和种子公司撰写的论文总数为 $! 篇"占发表论文

总数的 !.+#0"这个结果正符合#玉米科学$的办刊

宗旨&因为#玉米科学$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

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刊物&近年来"我国玉米种业有了

长足的发展"一些种子公司的老总们纷纷发表文章&
"##$ 年全年种子公司系统只发表 " 篇文章" 而到

!&&! 年种子公司发表了 "! 篇文章" 另外"#玉米科

学$刊物既要探讨学术问题和基础理论问题"又要为

生产实践服务& )* 篇推广部门的文章都是密切联系

实际的实用技术" 对广大生产者起到很好的指导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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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论文的地区分布

统计 "# 个省$自治区%和北京市发表论文的数

量表明$表 &%!各地区发表论文数很不平衡" ’(() *
"++" 年间! 发表论文数量在前 , 名的省市依次为#
吉林省发表论文 ’,, 篇$ 山东省 ’!# 篇$ 黑龙江省

’"( 篇$北京市 ’+" 篇$辽宁省 (, 篇$河北省 ,# 篇$
河南省 ,’ 篇" 全国除台湾$海南和青海三个省没有

发表论文外!其他各省都有论文发表"而广东$福建$
湖北$湖南等省是从 ’((, 年之后发表的论文逐渐多

起来" 这种论文地区分布趋势与我国的玉米生产发

展趋势完全吻合"吉林省是玉米总产量最多$单产水

占总数

’(() ’((! ’((& ’((- ’((, ’((# ’((( "+++ "++’ "++" 合计 $.%
科研院所 &, !# ,! -’ -’ #( #& (" #, (+ ,!! -"/&"
大专院校 "! "" )+ "! "! ") "# !" !" &) )’" "-/"’
技术推广 ( # & ! - , ’’ ( ’+ - ,& -/)+
管理部门 " " ’ + " ) - ’ , & "( "/!!
种子公司 ’ + ’ ’ " ’ " & , ’" )" "/-(

不同年份各系统发表的文章数$篇%
系 统

表 ! 不同年份作者的系统分布状况

平最高的玉米主产省!因此发表的论文最多"其次象

山东$黑龙江$辽宁$河北$河南都是我国的重要玉米

产区!有关玉米科研和教学队伍庞大!玉米学术水平

较高!研究领域广泛!玉米科技新成果$新方法$新技

术$新经验较多!故发表的论文较多" 在一些玉米非

主产区的省份!因为玉米生产规模不大!限制了玉米

的科研规模也不大! 从事玉米研究的科技人员队伍

小!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稍有欠缺! 故发表论文较

少"北京市发表论文 ’+" 篇!这主要因为北京有中国

农业科学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

国遗传研究所等单位! 在这里荟萃了一大批玉米界

教育和科研人才!为此!发表的论文较多"

’(() ’((! ’((& ’((- ’((, ’((# ’((( "+++ "++’ "++" 合计

北京 - , ’+ # ’) ( ( ’! # ’# ’+" !
河北 ’ ) ’! - ( - , # ’+ ’! ,# -
山西 - " " & ) ( & ’" , ’’ -" #

内蒙古 + + + ) ’ " " " ’ - ’, ’&
辽宁 ( ’’ ’’ ’’ ) , # # ’" ’, (, &
吉林 ") ’- "( ’+ ’+ "+ ’’ ’# ’( "’ ",, ’

黑龙江 , ( ( ’) ’" ’’ ’, ’! "" ’& ’"( )
江苏 ! ! ! ! , , ( ’+ & & &( (
浙江 ’ + ’ ’ + ’ ’ ! " ’ ’" ’#
安徽 ’ ’ ’ + ’ + ’ + + ! ( "’
福建 + + + ’ + ) ! " " + ’" ’#
江西 + + + + + + + ’ ’ + " "&
山东 ’# ’- ’- ’! ’" ’+ ’& "’ ’, ( ’!# "
河南 ! " ) & ! ’) ’) # ’+ ( ,’ ,
湖北 ’ + + + ) ) + ) ! ) ’, ’&
湖南 + + ’ ’ + + ’ ’ " ’ , ")
广东 + + + + + " ) ) + ’ ( "’
广西 ’ ’ ’ + + " ’ ’ ! ’ ’" ’#
四川 ) " ) ) ( " ’+ , , # &! ’+
贵州 + ’ ) ’ ’ ’ ) + , ) "+ ’)
云南 + + + " " " ! " ’ ) ’- ’,
西藏 + + + + + + + ’ + ’ " "&
陕西 ) " ’ ’ " " ’ ! & # "( ’’
甘肃 ’ ’ " ’ ’ & ) ’ ) " "+ ’)
宁夏 ’ ’ + + ’ + + + + + ) "!
新疆 ) ’ + + ’ ! ! ! ! & "- ’"

排序
不同年份发表的论文数$篇%

省份

表 " 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及排序

& 作者基本情况分析

"#$ 核心作者群已形成

%玉米科学&办刊 ’+ 年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主要

归功于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作者群及精干的核心

作者!众多的玉米界知名专家$教授为其撰稿!保证

了%玉米科学&稿源充足!稿件质量好" ’(() * "++"
年 间 发 表 ’ 篇 论 文 的 有 #!" 人!" 篇 论 文 的 有 !#

’+# 玉 米 科 学 ’" 卷



人!! 篇的有 "# 人!$ 篇的有 "% 人!& 篇的有 "& 人!
’ 篇的有 ! 人!( 篇的有 & 人!) 篇的有 * 人!发表论

文最多的李芳贤先生共发表论文 "" 篇 +表 ’," 我

们把发表 & 篇及 & 篇以上的作者称为核心作者!#玉

米科学$"##! - *%%* 年间共有 *’ 位核心作者!核心

作者共发表论文 "&& 篇% 核心作者占同期第一作者

总数的 *.(’/! 而核心作者发表论文占同期论文总

数的 "!.%*/!核心作者人均发表论文 &.#’ 篇" 核心

作者不仅发表的论文数量多! 而且质量也好!*’ 位

核心作者有 "% 位是教授或研究员职称! 有 "’ 位是

副教授&副研究员或高级农艺师职称"可见核心作者

之称是名副其实!他们已成为’玉米科学$作者群的

中坚力量"

合计

"##! "##$ "##& "##’ "##( "##) "### *%%% *%%" *%%* +篇,
李芳贤 " " " " " " " * " " ""
史桂荣 " " " " ! " )
王振华 " ! * * )
陈 刚 " " * " " " (
庄铁成 " " " " " " " (
史振声 " " " " ! (
刘治先 " " " " " " " (
张凤路 " " " " * " (
陈国平 " " * " " ’
孙月轩 * * " " ’
庞淑萍 " " " " * ’
赵克明 " " " * &
秦泰辰 " " " " " &
霍仕平 " " " " " &
曹靖生 " * " " &
李春霞 " " " " " &
东先旺 " " " " " &
王建革 " * * &
周洪生 * * " &
史新海 " " " " " &
周柱华 " " " " " &
陈举林 * " " " &
王立秋 * " * &
赵桂东 " " * " &
晋齐鸣 " " * " &
姜晶春 " ! " &

各年份发表的论文数+篇,
作者姓名

表 ! 核心论文作者及各年发表的论文数

"#$ 作者年龄!职称及性别情况

’玉米科学$第一作者的基本情况表明(发表文

章最多的是 !% - $# 岁年龄段作者!&% 岁以上的老

年学者&专家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发挥余热!在培养年

轻一代新人的同时!自己仍在勤奋耕耘! *# 岁以下

作者多是刚毕业的年轻人!知识结构尚未完善!实践

经验少!撰写论文较少% 由此可见!!% - $# 岁年龄段

的人是科研 &教学工作的主力军!亦是撰写论文的

中坚力量+表 (,%

0*# !% - !# $% - $# 1&% 正高 副高 中级 初级 男 女

人数 *& "#& "’$ )$ )% ")) "(! *( !’# ##
占+/, &.$ $".( !&.% "(.# "(." $%.* !’.# &.) ().) *".*

注(因以前’玉米科学$这方面的资料不全!无法统计!本表资料是 *%%% - *%%* 年的统计结果%

性别职称+级,年龄+岁,
项目

表 % $&&& ’ (&&( 年作者基本情况分析

从表 ( 可以看出( !从年龄段上看!!% - !# 岁

作者共发表论文 "#& 篇!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
其次是 $% - $# 岁年龄段作者!共发表论文 "’$ 篇!
占发表论文总数的 !&.%/)&% 岁以上的作者发表论

文 )$ 篇!占总数的 "(.#/)*# 岁以下的作者共发表

论文 *& 篇!占总数的 &.$/% "从知识结构上看!高

层次人员发表文章最多! 具有正高级职称作者发表

论文 )% 篇!占论文总数的 "(."/!副高级职称作者

发表论文 ")) 篇!占论文总数的 $%.*/% 因此!具有

高级职称的作者发表的文章共计 *’) 篇! 占总数的

" 期 "%#张 瑛等(’玉米科学$论文作者群浅析



!"#$%!中级职称的作者共发表论文 &"’ 篇"占总数

的 ’()*+!初级职称的作者发表论文 ," 篇"占总数

的 !#-%# 上述情况说明$&. 年来%玉米科学&已经吸

引了一批高层次’高学位’高水平的作者"形成了一

支数量多’水平高的作者队伍"为进一步提高办刊质

量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作者男女比例上看"男性作

者发表论文 ’(* 篇"占总数的 "-)-+"女性作者发表

论文 ** 篇"占总数的 ,/),+"可见女性作者覆盖面

较小#

( 几点思考

当历史跨入新的世纪" 作为国内惟一的玉米界

学术期刊"%玉米科学& 担负着连接作者和读者的桥

梁与纽带作用#而作为%玉米科学&的编辑者们"我们

感到任重而道远" 但我们有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作

者队伍作后盾" 我们有决心和信心不断提高刊物质

量"把最好的精品奉献给多年来一贯支持和关心%玉

米科学&的各级领导’广大的作者和读者"使%玉米科

学& 成为了解当代玉米研究进展和生产形势的重要

渠道"成为宣传玉米新成果’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

的园地"成为从事玉米研究’管理’技术推广人员展

示才华’采撷科研成果的窗口# 为此"今后%玉米科

学&应该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0&1继续扩大核心作者队伍"建设一支知识层面

高’学术水平高’年龄结构合理的核心作者群体# 尤

其要注重吸收更多的玉米界知名专家’学者为%玉米

科学&撰稿#
0,2在保证刊物学术质量的前提下"适当考虑作

者的地区分布" 适当照顾发表边远落后地区及新兴

玉米产区的稿件" 以便全方位地推动我国玉米产业

及科研事业的发展#
0’2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注意吸引国外科技

人员撰写的稿件"扩大合作领域"更多地介绍国外的

科研动态’先进技术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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