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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金花茶研究领域的文献信息进行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ꎬ可以为研究者准确把握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提供理论参考ꎮ 该文利用引文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 １９７９ 年—２０１８ 年金花茶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计量学

和可视化分析ꎬ绘制知识图谱ꎬ揭示金花茶研究的发展和知识结构ꎮ 结果表明:(１)金花茶的研究逐渐被重视ꎬ
年均研究文献逐渐增多ꎻ载文期刊的所在地主要为广西ꎮ (２)虽已形成核心作者群ꎬ但核心作者团队之间合作

并不紧密ꎻ研究机构集中在广西ꎬ已形成“研究机构－高校－企业”的合作方式ꎮ (３)研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ꎬ
即起步探索期(１９７９ 年—１９８５ 年)、平稳发展期(１９８６ 年—２００６ 年)和快速增长期(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８ 年)ꎮ (４)
金花茶化学成分、繁殖技术以及产品研发的研究正在发展为新前沿ꎮ 金花茶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ꎬ
建议加强对金花茶研究的重视ꎬ围绕现实需求深入开展金花茶研究ꎬ以实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ꎮ
关键词: 金花茶ꎬ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ꎬ 知识图谱ꎬ 演化发展ꎬ 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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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花茶(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ｎｉ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是国家一级保护

植物ꎬ受到各级研究机构及产品研发者的广泛关

注ꎮ 在金花茶研究领域的众多文献信息中ꎬ准确

梳理其研究脉络、充分掌握其研究演进路径ꎬ对金

花茶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保护措施的制定具有重

要意义ꎮ 金花茶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在广西被首

次发现ꎬ属于山茶科山茶属茶亚属金花茶组ꎬ为常

绿灌木至小乔木ꎻ其花外观美轮美奂ꎬ花瓣为蜡质

金黄色ꎻ拥有药用、观赏价值ꎬ并且其潜在的养生

性能也使它极具科研价值(张丽君等ꎬ２０１６)ꎮ 金

花茶的繁殖能力较弱ꎬ生长区域很小ꎬ曾面临过濒

临灭绝的情况ꎬ享誉“植物界大熊猫” “茶族皇后”
等称号(张丽君等ꎬ２０１６)ꎮ 近年来ꎬ随着金花茶的

药理和保健功效被发掘ꎬ其花、叶、芽被制作成茶

品和饮料冲剂等系列产品ꎬ市场对它的需求量不

断增加ꎮ 目前ꎬ关于金花茶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新

物种的鉴定及化学成分的检测ꎬ系统性的科学研

究略有缺乏ꎬ因此梳理金花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ꎬ
分析研究的热点与演进ꎬ对全面了解并持续推进

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基于国家知识基础设施(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ＣＮＫＩ)论文数据库的文献

源ꎬ借助于文献计量学和知识图谱方法进行信息

挖掘ꎬ并立足于多元时空的动态视角ꎬ对金花茶相

关文献进行图谱分析ꎬ梳理我国关于金花茶研究

的现状与发展历程ꎬ归纳金花茶研究的核心与热

点前沿方向ꎬ从而完整呈现我国金花茶研究的总

体样貌ꎬ以期为研究者准确把握该领域的研究进

展提供理论参考ꎮ

１　 数据来源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金花茶的研究成果展现以中文居多ꎬ英文较

少ꎻ截止检索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 日)仅有 ５８ 篇相

关的英文文献ꎬ数据量较小ꎬ因此暂不考虑英文文

献ꎮ ＣＮＫＩ 拥有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

“ＣＮＫＩ 数字图书馆”ꎬ文中数据样本取自该数据库

可以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ꎮ 以 ＣＮＫＩ
为样本框ꎬ以“金花茶”为主题词进行检索ꎬ得到

１ ２３３个检索结果ꎻ对检索结果逐条筛选ꎬ剔除不相

关的文章以及书评、报纸文章、卷首语等非学术性

文章ꎬ删除重复文献ꎬ得到 ７８０ 篇相关有效文献ꎮ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信息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进行分析ꎬ通
过在软件中分别选择 Ａｕｔｈｏｒ(作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机
构)、 Ｋｅｙｗｏｒｄ (关键词) 等选项ꎬ节点强度默认

Ｃｏｓｉｎｅ(余弦函数)和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ｌｉｃｅｓ(时间切片内)ꎬ
阈值选择 ＴＯＰ ５０ꎬ网络裁剪功能区参数选择 Ｍｉｎｉ￣
ｍｕｍ 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Ｔｒｅｅ(最小生成树ꎬＭＳＴ)进行图谱分

析ꎬ得到金花茶研究领域的研究作者和机构合作

图谱和共现图谱等ꎮ 对知识图谱内容进行详细的

归纳总结ꎬ分析其研究现状、热点与前沿ꎮ
在知识图谱中ꎬＤｅｎｓｉｔｙ(网络密度)表示节点

之间的联系强度ꎻ节点(字体)大小表示作者 /机
构 /关键词的频次差异ꎬ节点(字体)越大ꎬ出现的

频次越高ꎻ节点的圆圈层代表年轮ꎬ年轮宽度可以

指代中心性的大小ꎬ中心性越大对其他节点的影

响越强ꎬ中介作用也越强ꎻ节点(字体)的颜色从紫

色到淡黄色的变化代表研究的时间由远及近ꎻ节
点连线表示共现频次ꎬ连线越粗合作越多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文献计量学分析

２.１.１ 发文数量、时间分布 　 发文数量是衡量一个

研究领域发展态势的重要指标ꎬ梳理检索到的有

３９５４ 期 曹梦等: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金花茶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效文献ꎬ以年份为横坐标ꎬ年度发文量为纵坐标绘

制发文量趋势图(图 １)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最早的

相关文献始于 １９７９ 年ꎬ之后关于金花茶的研究文

献数量不是随年代变化呈现线性发展ꎬ而是类似

折线形上升趋势ꎬ经历了起步探索阶段(１９７９ 年—
１９８５ 年)、平稳发展期(１９８６ 年—２００６ 年)和快速

增长期(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８ 年)三个显著阶段ꎬ研究体

系稳步构建ꎮ 第一阶段共发文 ３１ 篇ꎬ占总发文量

的 ３.９７％ꎬ其中 １９８３ 年无相关文献见刊ꎻ第二阶段

共发文 ３０１ 篇ꎬ占总发文量的 ３８.５９％ꎻ第三阶段共

发文 ４４８ 篇ꎬ占发文量的 ５７.４４％ꎬ这一阶段的年发

文量虽有起伏ꎬ但仍保持年平均量 ４５.９５ 篇的较高

水平(２０１８ 年按 ０.７５ 整年计算)ꎮ 从四十年来的

变化趋势来看ꎬ金花茶的研究仍处于较高增长期ꎮ

图 １　 金花茶研究发文量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ｖｉ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ｎｉ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１.２ 期刊来源情况 　 通过分析已发文章的来源

期刊(表 １)ꎬ可以发现载文期刊的所在地主要为

广西ꎬ发表量前三的期刊分别为广西植物 ( ５８
篇)、广西林业科学(５８ 篇)和广西林业(４７ 篇)ꎬ
分别占总量的 ７.４４％、７.４４％和 ６.０３％ꎬ远高于其

他载文期刊ꎬ说明金花茶研究的地域性特征较为

显著ꎻ此外ꎬ该研究所涉科目丰富ꎬ主要包括园艺

学( ３７. ４３％)、 生 物 学 ( １３. ２４％)、 农 业 经 济 学

(１０.５６％)、中药学(８.０４％)和林学(６.８６％)等多

个学科ꎬ但其分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较低ꎻ从期刊

发文的主要情况来看ꎬ跨学科交叉研究是学者们

的重要内容与主要突破点ꎮ

２.２ 主要研究力量分析

２.２.１ 研究作者共现分析　 作者共现分析可以反映

某一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及其合作强度与互引关

系(胡泽文等ꎬ２０１３)ꎬ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生成金花茶的

研究作者共现图谱(图 ２)ꎬ以科学地评价研究学者

的学术影响力ꎮ 经过数据统计ꎬ发现共有 ２３０ 名学

者进行了金花茶的研究 (图 ２: ａ)ꎬ作者密度为

０.０１８ ６ꎬ合作关系结构较为松散ꎬ但在不同时期也

形成了以梁盛业、吴儒华和韦霄为中心的研究团队ꎮ
依据普莱斯定律来确定核心作者ꎬ计算公式

为 Ｍ ＝ ０.７４９(Ｎｍａｘ) １ / ２ꎮ 式中ꎬＮｍａｘ为统计时间段内

最高产作者的发文数量ꎬＭ 为核心作者的最低发

文数量ꎮ 经统计ꎬ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的梁盛业

高级工程师是较早进行金花茶研究并且发文量最

多的学者(３９ 篇)ꎬ发文 ５ 篇以上(Ｍ ＝ ４.６８)的学

者可以认为是金花茶研究的核心作者ꎮ 对核心作

者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适当聚类ꎬ可以得到模块

值(Ｑ)为０.９１２ ３ꎬ平均轮廓值( Ｓ)为０.６０６ ９的可

视化共现图谱(图 ２:ｂ)ꎮ 一般而言ꎬＱ>０.３ 就意味

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ꎬＳ>０.５ 时ꎬ聚类

是合理的(陈悦等ꎬ２０１５)ꎮ 根据图 ２:ｂ 分析可知ꎬ
梁盛业、韦霄、吴儒华和秦小明对金花茶领域的研

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ꎬ并聚集了柴胜丰、陈宗游、
杨泉光、蒋运生、杨海娟、宁恩创、黄连冬和潘子平

等相对稳定的核心团队ꎻ从节点圆环颜色来看ꎬ以
梁盛业及其团队率先开展金花茶的鉴定研究ꎬ随
后秦小明及其团队就金花茶的化学成分及功效进

行了长期探索ꎬ近年来ꎬ韦霄、吴儒华及他们的团

队对金花茶这一濒危植物进行了大量的生境及管

理措施研究ꎻ在核心团队之外还分布着若干合作

关系较弱的外围圈层ꎬ研究方向较为零散ꎬ尚未形

成紧密的合作体系ꎮ
对全部文献进行统计分析ꎬ结果表明ꎬ核心作

者有 ４７ 位ꎬ占作者总数的 ２０.４３％ꎻ核心作者发表

论文的数量为 ４５４ 篇ꎬ占金花茶研究总文献的

５８.２１％ꎬ达到普莱斯提出的 ５０％的指标ꎬ表明金花

茶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已形成ꎬ研究进入较为

成熟的阶段ꎮ
２.２.２ 研究机构共现分析 　 机构共现分析可以反

映某一研究领域的核心机构及其合作强度ꎬ 利用

４９５ 广　 西　 植　 物 ４０ 卷



表 １　 金花茶研究文献的主要来源期刊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ｎｉ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ｉｔｉｃｌｅｓ

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广西植物 Ｇｕｉｈａｉａ ５８ 云南植物研究
Ａｃｔａ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 Ｙｕｎｎａｎｉｃａ

１４ 食品科技
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７

广西林业科学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８ 福建林业科技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４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ｅ

６

广西林业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４７ 时珍国医国药
Ｌｉｓｈｉｚｈｅ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３ 林业实用技术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６

中国花卉园艺
Ｃｈｉｎａ Ｆｌｏｗｅｒｓ ＆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２ 广西农业科学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２ 广东园林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６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１ 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１ 中国茶叶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ａ

６

中国花卉盆景
Ｃｈｉｎａ Ｆｌｏｗｅｒ ＆ Ｐｅｎｊｉｎｇ

２０ 花木盆景
Ｆｌ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 Ｐｅｎｊｉｎｇ

１０ 植物研究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６

农业研究与应用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 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Ａｃｔ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ｒｕ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ｕ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 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ｉ

９ 贵州林业科技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５

安徽农业科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 企业科技与发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８ 武汉植物学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５

植物杂志
Ｐｌａｎｔｓ

１８ 广西科学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８ 西北植物学报
Ａｃｔａ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 Ｂｏｒｅａｌｉ￣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５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生成金花茶研究机构共现图谱(图
３)ꎮ 合并二级机构及名称变更单位ꎬ得到发表论

文 ５ 次及以上的机构 ２２ 个(表 ２)ꎬ共发表论文

３０５ 篇ꎬ占金花茶研究总论文数量的 ３９.１０％ꎬ充分

体现了这些机构在金花茶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ꎮ
结合图 ３ 和表 ２ 可知ꎬ进行金花茶研究的机构主要

集中在广西ꎬ但所属单位相对分散ꎬ主要为中国科

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等相关科研机构ꎬ且远远领

先于高校在本方面的研究ꎬ值得注意的是广西富

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文量为 ７)和广西桂人堂

金花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文量为 ５)两个

公司对金花茶的研究也颇为重视ꎻ综合来看ꎬ研究

机构、高校、企业的合作是一个良好的探索途径ꎬ
但是目前各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力度还较小ꎬ不
同机构间的科研能力差距悬殊ꎬ也可能从侧面说

明了金花茶研究经费的投入不均衡ꎻ从研究机构

的区域分布来看ꎬ广西以绝对性的优势取胜ꎬ某种

程度上也反映了金花茶研究的地域局限性ꎮ
２.３ 金花茶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主题的高度概况ꎬ因此为确

定金花茶研究领域的热点ꎬ需借助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来

确定高频次、高中心性的关键词ꎮ 通过软件分析ꎬ
共得到 １６５ 个关键词节点和由其组成的 ２１６ 条连

线ꎬ网络整体密度为 ０.０１６ꎬ并对关键词进行适当

聚类( ｔｆ ∗ ｉｄｆ 结果显示分 １２ 类)ꎬ绘制出可视化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知识图谱(图 ４)ꎮ 由图 ４ 分析可得ꎬ关键

词共现图谱的 Ｑ ＝ ０.６６６ ８ꎬＳ ＝ ０.８７６ ８ꎬ该聚类是

显著且具有可信度的ꎬ关键词的整体网络结构较

为松散ꎮ
根据多诺霍提出的公式来划分高、低频词(魏

宏君和唐保庆ꎬ ２０１６)ꎬ公式为 Ｔ ＝ [ － １ ＋ ( １ ＋

８１) １ / ２] / ２ꎮ 式中ꎬＴ 为高频词出现的最低次数ꎬ Ｉ
为关键词的个数ꎮ 计算得到金花茶研究领域中的

Ｔ 为 １７.６７ꎬ因此出现 １８ 次及以上的关键词是该领

域的高频关键词ꎬ分别为金花茶(６３８ 次)、遗传多

样性(９３ 次)、山茶属(４３ 次)、广西(３４ 次)、金花

茶组(３０ 次)和茶花(２５ 次)ꎻ高频关键词占总数

的 ３.６４％ꎬ可以看出金花茶研究的广泛性ꎬ同时在

研究的深度方面可能有些欠缺ꎻ中介中心性不小于

０.１ 的节点关键词为金花茶(１.４８)、 山茶属(０.３２)、

５９５４ 期 曹梦等: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金花茶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表 ２　 金花茶研究机构发表论文统计 (发表论文≥５)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ｎｉ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５)

发文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机构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发文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机构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５４ 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７ 玉林师范学院
Ｙｕｌ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０ 广西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ｃｈｒｙｓａｎｔｈａ (Ｈｕ) Ｔｕｙａｍ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７ 中山大学
Ｓｕｎ 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３ 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６ 佛山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Ｆｏｓｈ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３０ 广西师范大学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 广西壮族自治区分析测试研究中心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Ｚｈｕａｎｇ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８ 广西大学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 广西中医学院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３ 广东海洋大学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Ｏｃｅ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 华南农业大学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１ 南宁市金花茶公园
Ｎａｎｎｉｎｇ Ｇｏｌｄｅｎ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Ｐａｒｋ

６ 广西医科大学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０ 广西农学院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 西南林业大学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７ 福建农林大学
Ｆｕｊｉ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５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ｕｂ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７ 广西富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Ｆｕｘ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５ 广西桂人堂金花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Ｇｕｉｒｅｎｔａｎｇ Ｇｏｌｄｅｎ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ｒｏｕｐ

７ 大连大学
Ｄａｌ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５ 福建中医药大学
Ｆｕｊ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金花茶组(０.２５)、林下种植(０.１６)、广西(０.１５)、
离体培养(０. １５)、观花树木(０. １４)、遗传多样性

(０.１２)、子叶(０.１１)和茎段(０.１)ꎮ
综合高频次和高中心性关键词ꎬ可以基本确

定金花茶的研究热点为其遗传多样性、具体属种

的鉴定以及用途等ꎮ 涉及“遗传多样性”研究热点

的内容较多ꎬ主要包括对金花茶的遗传分化、空间

遗传结构以及基因资源的分析ꎬ构建金花茶信息

库ꎻ金花茶种类的鉴定也一度成为研究的热点ꎬ离
蕊金花茶、毛瓣金花茶、显脉金花茶等详细属种信

息的确定为金花茶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

础ꎮ 金花茶因其独特的花瓣外观ꎬ一直被植于庭

院观赏ꎬ随着其药理和保健功效的发掘ꎬ市场对它

的需求量不断增加ꎬ嫁接育苗、扦插育苗、林下种

植等繁殖方法以及茎尖培养、体细胞培养等离体

培养良种选育技术的探索对于繁殖能力较弱的珍

稀物种金花茶显得极为重要ꎮ
２.４ 金花茶研究的路径演进

借助关键词时区图谱(图 ５)所呈现的文章更

新和相互影响情况ꎬ来揭示金花茶研究的演变过

程ꎮ 图中关键词所处的时间区间表示该研究首次

出现的时间ꎬ字体大小代表其出现的频次多少ꎮ
由图 ５ 可以直观地看出研究热点的迁移过程ꎬ同
时也发现对金花茶的研究呈现出从集中聚焦到多

样关注的演变特点ꎬ并且研究的时间断面和依靠

发文量划分的阶段基本吻合ꎮ
起步探索期(１９７９ 年—１９８５ 年)ꎬ热点关键词

主要集中在金花茶组、山茶花 /茶花、观花树木、广
西等ꎬ重点关注金花茶的属种、用途及地域等基本

特征研究ꎮ 卞珍( １９７９)和张宏达( １９７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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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研究作者共现知识图谱
Ｆｉｇ. ２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ｕｔｈｏｒｓ

图 ３　 金花茶研究机构共现知识图谱
Ｆｉｇ. ３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ｎｉ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ｓ

使这个只自然分布在广西、未经记载的新种进入

了各位学者的视野ꎬ随后各位学者就山茶花 /茶
花、金花茶组植物的染色体组型、新物种的鉴定

(梁健英和苏宗明ꎬ１９８５)及其生长区域(邹琦丽和

梁盛业ꎬ１９８４)等方面进行了探索ꎮ
平稳发展期(１９８６ 年—２００６ 年)ꎬ在这段时期

金花茶的研究逐渐冷静ꎬ并没有形成多个新关键

词ꎬ主要的研究工作围绕核型、 毛瓣金花茶、 显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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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金花茶研究时间轴知识图谱
Ｆｉｇ. ４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ｎｉ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图 ５　 金花茶研究的路径演化图
Ｆｉｇ. ５　 Ｐａｔｈ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ａｍｅｌｌｉａ ｎｉｔｉｄｉｓｓｉｍ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金花茶、珍稀濒危植物、茶族皇后、防城和遗传多

样性等关键词开展ꎬ属种探索与区分的延续性工

作以及濒危植物的确定与保护是这一阶段的重

点ꎮ 对金花茶遗传性状的研究(陈维新等ꎬ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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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服务了金花茶的保护工作ꎮ 在这一阶段ꎬ
新关键词的密度随着时间进程逐渐稀疏ꎬ特别是

在 １９９８ 年—２００３ 年更为明显ꎬ也可以说明在这段

时间内ꎬ关于金花茶的研究有些许放缓ꎮ
快速增长期(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８ 年)ꎬ在这一阶段

文献数量以及热点关键词快速增加ꎬ突现了抗氧

化性能、多糖、总黄酮、矿质元素等一批化学成分

热点关键词ꎬ以及扦插、嫁接、成活率、林下种植等

一批繁殖方法热点关键词ꎬ不再停留在物种辨析

或简单的遗传性状探索上ꎬ而是将科学研究与市

场相结合ꎬ重视产品功能的发掘ꎮ 经过 ４０ ａ 的研

究发现ꎬ金花茶组已具有多种植物ꎬ表现出不同的

元素含量(莫昭展等ꎬ２０１６)、富集性(秦玉燕等ꎬ
２０１６)及抗寒特性(李吉涛等ꎬ２０１６)等ꎻ诸多学者

对金花茶抗氧化活性的分析更丰富了金花茶的研

究体系ꎻ同时ꎬ对金花茶繁殖方式 (邓荫伟等ꎬ
２０１５ꎬ２０１７ꎻ唐文秀等ꎬ２００９)、管理措施(张帅等ꎬ
２０１６ꎬ２０１７)的探索ꎬ表明已形成改进金花茶种植

技术的意识ꎮ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突显词(ｂｕｒｓｔ)探测算法来探

测在某一时间段内被引频次或共现频次突显度增

加的节点(突显值的大小表现了其研究方向的重

要性)ꎬ以此来预测领域内的研究方向ꎮ 经探测得

到 ７ 个突显词ꎬ由强到弱分别为金花茶组(９.３３)、
广西(４.９９)、茶花(４.５６)、观花树木(３.９３)、山茶

花(３.９３)、核型(３.７５)、山茶属(３.３３)ꎻ分析可得ꎬ
金花茶的研究热点历经新物种的发现鉴定和遗传

多样性的研究ꎬ起始时间均分布在平稳发展期

(１９８６ 年—２００６ 年)ꎻ２０１０ 年后未出现突显词ꎬ这
与市场对金花茶产品的大量需求现状不太一致ꎻ
通过对 ２０１０ 年左右兴起、并持续保持热度的非突

显关键词进行分析ꎬ可以发现关于金花茶的化学

成分、繁殖技术以及产品研发的研究还正在发展ꎬ
尚未形成新前沿ꎮ

３　 结论

本研究借助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ꎬ对金花茶研究

领域的文献进行了计量学和可视化分析ꎬ梳理了

我国关于金花茶研究的现状与发展历程ꎬ归纳了

金花茶研究的核心与热点前沿方向ꎬ从整体上描

绘了我国金花茶研究的总体样貌ꎮ 结果发现ꎬ金
花茶的研究逐渐被重视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ꎬ为
金花茶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保护措施的制定提供

了重要保障ꎬ但在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ꎮ 一是

研究力量较局限ꎮ 研究机构主要限于广西ꎬ且各

机构之间合作力度不大ꎻ同样ꎬ核心作者团队之间

合作不紧密ꎮ 二是研究过程不连贯ꎮ 金花茶的研

究演进虽然有明显的时代特征ꎬ但其热点研究过

程并不连贯ꎬ很长一段时间侧重于对其遗传多样

性、具体属种确定等方面的探索ꎬ对濒危植物的保

护、养植方式以及产品合理利用等方面的现实问

题研究刚起步ꎮ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１)加强对金花茶研究的

重视ꎮ 形成“政府支持ꎬ研究机构探索ꎬ企业研发

推广”的研究链ꎬ提高学者对金花茶研究的关注度

以及合作力度ꎬ以进一步发展金花茶的研究力量ꎻ
(２)围绕现实需求深入开展金花茶研究ꎮ 兼顾生

态保护与经济发展ꎬ开展针对性的探索ꎬ提出可实

施的保护措施ꎬ优化产品开发技术ꎬ以解决“保护

植物”与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ꎮ
致谢　 感谢“百名博士防城港行”给予我们接

触金花茶的机会ꎬ感谢广西桂人堂金花茶产业集

团股份 有 限 公 司 在 科 技 调 研 中 提 供 的 支 持 与

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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