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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利用Ｈｉｓｔｃｉｔｅ、Ｂｉｂｅｘｃｅｌ和Ｎｅｔｄｒａｗ对国际植被物候研究文献进

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１　０６０篇相关文献刊载于２８８种期刊，平均载文３．６８篇；共分３３个研究方向；３　３８０位

作者 （第一作者９０４位）、６９个国家或地区、１　１７２个组织参与；国际合作发文３１０篇，占比２９．２５％；其中中美

合作居第一 （１９次）。分析还表明：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是该领域重要发展期；国际植被物候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基于

气候 （ｃｌｉｍａｔｅ）－物候的田间局地观测和基于遥感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的大尺度物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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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物候变化在确定植物如何响应区域气候和

气候变化方面，被公认是最敏感、最易于观测和理

想的重要感应器，是全球变化最好的指示剂 （Ａｈ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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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ｒｋｓ，１９９９；Ｐａｒｍｅｓ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Ｔｈｏｍａｓ
＆Ｌｅｎｎｏｎ，１９９９）。植被 物 候 研 究 不 仅 有 助 于 增 进

植被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理解，对提高气候－植被之间

物质与能量交换的模拟精读、准确评估植被生产力

与全球碳收支亦具有重要意义 （李荣平等，２００６）。
以 地 面 观 测 为 主 的 植 物 个 体 水 平 （Ｃａｆｆａｒｒａ　＆
Ｄｏｎｎｅｌｌｙ，２０１１；Ｓ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遥 感 技 术 支

持下的生态系统尺度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Ｂｕｔ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以 及 进 行 未 来 预 测 为 目 的 的 物 候 模 型

（Ｋａｄｕｋ　＆Ｌｏｓ，２０１１）等研究表明近几十年里植被

物候发生了变化。植被物候研究正在成为全球变化

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领域，并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裴 顺 祥 等，２００９；方 修 琦 等，２００２；刘 景 利 等，

２００７；李荣平等，２００６）。近年来，虽然相关领域已

有不少总结性文献发表 （武永峰等，２００８；裴顺祥

等，２００９；李明等，２０１１；符瑜等，２０１１），但从文

献计量角度对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里与植被物候相

关的文献还没有一个整体的脉络认识。为此，笔者

利用文 献 计 量 学 的 原 理 （邢 颖 等，２０１０），借 助 于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Ｂｉｂｅｘｃｅｌ和 Ｎｅｔｄｒａｗ分 析 工 具，对 植 被 物

候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

植被物候研究的发展规律进行探究，以期为相关研

究者提供参考指导。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 据 库 为 数 据 来 源。在

数据库的 高 级 检 索 中 输 入 检 索 式 “ＴＳ＝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文献类 型 设 定 为 “Ａｒｔｉｃｌｅ”，数 据 库 范

围＝ “ＳＣＩ－ＥＸＰＡＮＤＥＤ”，检 索 年 限 设 定 为 “２００２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共得到１　０６０条

符合条件的记录。以 “全记录＋摘要”下载保存为

Ｅｘｃｅｌ文档。关 键 词 数 据 的 来 源：有 关 键 词 的 文 献

以关键词作统计，对没有关键词的文献通过查看摘

要和原文内容选出关键词作统计，并根据含义手工

清理同义词得出所有关键词数据。研究方向数据的

来源：Ｗｅｂ数据 库 分 析 软 件 并 结 合 原 文 内 容 手 工

总结得出研究方向数据。
本文的研究方法为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定量

统计国际植被物候研究在ＳＣＩ－ＥＸＰＡＮＤＥＤ数据库的

出版年份、发文期刊、发文作者等信息。利用引文

编年可视化软件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绘制引文编年图，揭示出

该研究的发展历程与引文规律。通过Ｂｉｂｅｘｃｅｌ软件

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得出其研究热点，进而探析

国际植被物候研究在近１０年的发展趋势。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植被物候研究的发文时间和期刊

统计表明，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 据 库 中 收 录 的

植被物候论文数量上整体呈稳步增长趋势 （图１），
从图１可看出，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的增长较快，年增

长率分别为５１．１％和３６．７％。近４年来的发文量

占总发文量的５６．７％，显示出国际植被物候研究

发展迅速。

图１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国际植被物候研究论文的年代分布

Ｆｉｇ．１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２ｔｏ　２０１１

　　本研究检索的１　０６０篇国际植被物候研究文献

刊载于２８８种期刊，平均每种期刊载文３．６８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遥 感 技 术 与 应

用）期刊 载 文９７篇 高 居 第 一，占 比９．１５％；载

文 最 多 的 前 １０ 种 期 刊 共 发 文 ３２７ 篇，占

比３２．５７％，且其影响因子普遍较高 （表１）。

２．２载文作者、国家／地区以及国际合作

检索到的１　０６０篇文献中，共有３　３８０位作者

（第一作者９０４位），平均每篇论文的作者是３．１９
位。对发文量前１０位 的 作 者 （高 产 作 者）及 其 所

属机构的 统 计 表 明 （表２），这 些 作 者 主 要 来 自 法

国气候与 环 境 科 学 实 验 室、美 国 弗 吉 尼 亚 州 立 大

学、挪威极地环境自然资源研究所、美国斯达科塔

州州立大学、美国蒙大拿州州立大学、美国地球资

源与技术公司、挪威特隆赫姆挪威研究所、美国航

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所、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大

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地理系。
共有６９个国家或地区、１　１７２个组织参与国际植

被物候研究 （表３）。发文前１０位的国家中，美国以

４１９篇遥遥领先于其它国家 （占比３９．５３％），中国以

６８篇列第五 （占比６．４２％）；从组织参与发文的角度

来看，中国以４４篇排在第一 （占比４．１５％）。在众

８１７ 广　西　植　物　　　 　　　　　　　　　　　　　　３３卷



表１　发文数前１０位期刊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ｏｐ　１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期　刊Ｊｏｕｒａｌ

名称 Ｎａｍｅ
影响因子

ＩＦ
篇均被引频次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ｐａｐｅｒ

载文数

Ｎｏ．ｏｆ　ｌｏａｄｅｄ　ｐａｐｅｒ
（篇）

占总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ｏｔａｌ
（％）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４．５７４　 ５９．１３　 ９７　 ９．１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１１７　 ２０．３１　 ６４　 ６．０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６．８６２　 ５５．８７　 ４８　 ４．５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３．３８９　 ５１．５９　 ２０　 １．８９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８２９　 ２６．０２　 １９　 １．７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２．２５４　 ２４．４６　 １８　 １．７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０２１　 ５５．６６　 １６　 １．５１
Ｆｏｒｅ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４８７　 ４１．０４　 １４　 １．３２
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８９５　 ３８．４０　 １４　 １．３２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０．７０４　 ０．８４２１　 １４　 １．３２

表２　发文前１０位的论文作者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ｏｐ　１０ａｕｔｈ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排序

Ｎｏ．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机构

Ａｇｅｎｃｙ
发文数 （篇）

Ｎｏ．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
占总比 （％）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１ Ｃｉａｉｓ　Ｐ 法国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室 １３　 １．２３
２ Ｄｅ　Ｂｅｕｒｓ　ＫＭ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 １２　 １．１３
３ Ｈｏｇｄａ　ＫＡ 挪威极地环境自然资源研究所 １１　 １．０４
４ Ｈｅｎｅｂｒｙ　ＧＭ 美国斯达科塔州州立大学 １０　 ０．９４
５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ＳＷ 美国蒙大拿州州立大学 １０　 ０．９４
６ Ｚｈａｎｇ　ＸＹ 美国地球资源与技术公司 １０　 ０．９４
７ Ｍｙｓｔｅｒｕｄ　Ａ 挪威特隆赫姆挪威研究所 ９　 ０．８５
８ Ｎｅｍａｎｉ　ＲＲ 美国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所 ９　 ０．８５
９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Ｔ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大学 ９　 ０．８５
１０ Ｃｈｗａｒｔｚｍｄ 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地理系 ９　 ０．８５

表３　发文数前１０位国家或地区及组织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ｏｐ　１０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排序

Ｎｏ．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发文数 （篇）
Ｌｏａｄｅｄ　ｐａｐｅｒ

占总比 （％）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ｏｔａｌ

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发文数 （篇）

Ｎｏ．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
占总比 （％）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１ ＵＳＡ　 ４１９　 ３９．５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４４　 ４．１５
２ Ｆｒａｎｃｅ　 ８２　 ７．７４ ＮＡＳＡ　 ４１　 ３．８７
３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８１　 ７．６４ Ｕｎｉｖ　Ａｒｉｚｏｎａ　 ３９　 ３．６８
４ Ｅｎｇｌａｎｄ　 ７１　 ６．７０ Ｕｎｉｖ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２８　 ２．６４
５ Ｃｈｉｎａ　 ６８　 ６．４２ Ｕｎｉｖ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２５　 ２．３６
６ Ｓｐａｉｎ　 ６２　 ５．８５ Ｕｎｉｖ　Ｍｏｎｔａｎａ　 ２４　 ２．２６
７ Ｊａｐａｎ　 ５９　 ５．５７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　 ２３　 ２．１７
８ Ｂｒａｚｉｌ　 ５４　 ５．０９ Ｕｎｉｖ　Ｃａｌｉｆ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２１　 １．９８
９ Ｃａｎａｄａ　 ５４　 ５．０９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　 ２０　 １．８９
１０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４８　 ４．５３ Ｕｎｉｖ　Ｎｅｂｒａｓｋａ　 １９　 １．７９

多国家与组织中，大学研究机构占主体。中国科学

院居组织发文榜首，说明中国近年的植被物候研究

发展迅速，且参与国际合作研究较多。
国 际 合 作 研 究 植 物 物 候 发 文 ３１０ 篇，占

比２９．２５％。两 两 合 作 共６８６次 （表４，图２）。
美国在国际间合作表现尤为突出，是全球植被物候

研究合作 网 的 中 心 （图２）；其 主 要 合 作 对 象 依 次

是中 国、巴 西、瑞 士、法 国、加 拿 大 等 （表４）。

形成了以美国、中国、麦等国家组成的集团中心网

络，并向外辐射的庞大合作网络。

２．３国际植被物候研究被引用频次的可视化分析

将检索到的１　０６０篇文献导入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生成国

际植被物候研究文献及其引用信息 （本文仅用前６
篇文献及其 引 用 信 息 生 成 表５）。取 当 前 数 据 库 中

ＬＣＳ最高的３０篇文献进行引证分析 （图３）。图中

圆圈越大表示该文献被引频次越高，带箭头的连线

９１７５期　　　　　　　　　杨华等：近十年的国际植被物候研究文献发展态势分析



表４　前１０位国际合作频次表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ｏｐ　１０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１ ＵＳＡ　 ＵＳＡ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ＵＳＡ　 ＵＳＡ　 ＵＳＡ　 ＵＳＡ　 ＵＳＡ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ＵＳ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２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ａｚｉｌ　 ＵＳＡ　 Ｆｒａｎｃｅ　 Ｃａｎａｄａ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Ｓｐａ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ｔａｌｙ
Ｃ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１９　 １４　 １３　 １３　 １２　 １１　 １０　 ９　 ８　 ８

图２　国际植被物候研究国际合作情况图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表５　国际植被物候研究前６篇文献的记录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５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ｐ　６ｐａｐｅ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序号

Ｎｏ．
作者姓名．题目 ［Ｊ］．期刊名称，年，卷 （期）：页码－页码 （起止页码） ＬＣＳ　ＧＣＳ　ＬＣＲ　 ＣＲ

１ Ｈｕｅｔｅ　Ａ，Ｄｉｄａｎ　Ｋ，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ＥＰ，ｅｔ　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Ｊ］．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２，８３ （１－２）：１９５－２１３ （Ｈｕｅｔ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１２８　 ８９５　 ０　 ４０

２ Ｚｈａｎｇ　ＸＹ，Ｆｒｉｅｄｌ　ＭＡ，Ｓｃｈａａｆ　ＣＢ，ｅｔ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ＤＩＳ ［Ｊ］．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３，８４ （３）：４７１－４７５（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１２０　 ３０６　 １　 １９

３ Ｊｏｎｓｓｏｎ　Ｐ，Ｅｋｌｕｎｄｈ　Ｌ．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ｓｅｎｓｏｒ　ｄａｔａ［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２，４０ （８）：１　８２４－１　８３２ （Ｊｏｎｓｓｏｎ　＆Ｅｋｌｕｎｄｈ，２００２）

５５　 １３５　 ０　 ４２

４ Ｓｔｏｃｋｌｉ　Ｒ，Ｖｉｄａｌｅ　Ｐ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ｌａｎｔ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ｓ　ｓｅｅｎ　ｉｎ　ａ　２０－ｙｅａｒ　ＡＶＨＲＲ　ｌ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ａｔａｓｅｔ［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４，２５ （１７）：３　３０３－３　３３０ （Ｓｔｏｃｋｌｉ　＆ Ｖｉｄａｌｅ，
２００４）

４７　 １１８　 ０　 ５０

５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ＭＤ，Ｒｅｅｄ　ＢＣ，Ｗｈｉｔｅ　ＭＡ．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ｄｅｒｉｖｅｄ　ｓｔａｒｔ－ｏｆ－ｓｅａｓ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ｒｍｉｎｏｕｓ　ＵＳＡ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３０，２２ （１４）：１　７９３－１　８０５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４５　 ７７　 １　 ３０

６ Ｚｈａｎｇ　ＸＹ，Ｆｒｉｅｄｌ　ＭＡ，Ｓｃｈａａｆ　ＣＢ，ｅｔ　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ｍｉｄ－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ＯＤＩＳ　ｄａｔｅ［Ｊ］．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１０ （７）：１　１３３－１　１４５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４１　 １０２　 ３　 ５３

　注：表中ＬＣＳ、ＧＣＳ、ＣＲ和ＬＣＲ分别表示本地引用次数、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中总被引次数、文章引用的参考文献数量和某篇的引用文献中有多少篇在当前数据库中。

　Ｎｏｔｅ：ＬＣＳ．Ｌｏｃａｌ　ｃｉｔｅｄ　ｓｃｏｒｅ；ＧＣＳ．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ｔｅｄ　ｓｃｏｒｅ；ＣＲ．Ｃｉｔ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　ＬＣＲ．Ｌｏｃａｌ　ｃｉｔ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代表文献之间的引用关系，箭头指向的文献是被引

文献。图３表明，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是国际植被物候研究

近１０年中的重要发展期，平均每年有４～５篇重要文

献发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相关研究较少或引用频次

少。表５和图３还可看 出，文 献３６ （Ｈｕｅｔ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和文献６３（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在当前数据库

中被引次数最多，前者的ＧＣＳ远高于后者而ＬＣＳ略

高于后者；这表明文献３６更受其它领域的学者关注，

而文献６３更受本专业学者的关注。

２．４国际植被物候研究的方向

检索到的１　０６０篇文献国际植被物候研究共分

为３３个研究方向 （表６），主要集中于环境科学－生
态学、遥感、影像科学－摄影技术、植物科学、气象

学、林业科学、地质学、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地理

学、农 学。其 中 环 境 科 学－生 态 学 发 文５５５篇，占

比５２．３６％，显示出环境科学－生态学是当前国际植被

０２７ 广　西　植　物　　　 　　　　　　　　　　　　　　３３卷



图３　基于当前数据库被引用次数 （ＬＣＳ）最好的３０篇文献引文关系图

Ｆｉｇ．３　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ｏｐ　３０ｐａｐ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ｃｉｔｅｄ　ｓｃｏｒｅ（ＬＣＳ）

表６　发文数排前１０位的植被物候研究方向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ｏｐ　１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排序

Ｎｏ．
研究方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发文数 （篇）
Ｎｏ．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

占总比 （％）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１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５５５　 ５２．３６
２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２３３　 ２１．９８
３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８６　 １７．５５
４ Ｐｌ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４９　 １４．０６
５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２１　 １１．４２
６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９５　 ８．９６
７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８８　 ８．３０
８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７７　 ７．２６
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６３　 ５．９４
１０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５８　 ５．４７

物候研究的热点和方向。
将１　０６０篇文献的５　０４３个关键词全部导入Ｂｉ－

ｂｅｘｃｅｌ，得到相应的关键词频率分布表 （表７）表明，
国际植被物候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遥感 （ＮＤＶＩ，

１０２篇；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７２篇；ＭＯＤＩＳ，６６篇）和

气候变化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８６篇）等方面。
从表７中选取高频关键词 （被引频次≥１１）导出高频

关键词共现矩阵，将矩阵导入网络可视化工具Ｎｅｔｄｒａｗ，
得到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图４）。从网络结构看，关

键词共现整体网络主要由代表当前研究热点的两个子网构

成。左侧的子网以基于气候－物候的田间局地观测为主，由

关键词干旱 （ｄｒｏｕｇｈｔ）、火灾 （ｆｉｒｅ）、开花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生

长季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等所构成，其核心关键词是气候

（ｃｌｉｍａｔｅ）。右侧的子网以基于遥感的大尺度物候研究为主，
由关键词ＮＤＶＩ、ＭＯＤＩＳ、ＥＶＩ、ＡＶＨＲＲ、

表７　国际植被物候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Ｔａｂｌｅ　７　Ｈｏ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
词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２９３

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
词频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１３

ＮＤＶＩ　 １０２ Ｓａｖａｎｎａ　 １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８６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１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７２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１２
ＭＯＤＩＳ　 ６６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２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２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 ＡＶＨＲＲ　 １２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２０ ＥＶＩ　 １２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１９ Ｌｅａｆ　ａｒｅａ　ｉｎｄｅｘ　 １２
Ｄｒｏｕｇｈｔ　 １６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１１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１６ Ｆｉｒｅ　 １１

ＬＡＮＤＳＡＴ 等 构 成，其 核 心 关 键 词 是 遥 感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３　结论

纵观国际 植 被 物 候 研 究 近１０年 的 历 史 轨 迹，
结合编年图分析得出：植被物候研究呈稳步增长趋

势；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 是 其 重 要 发 展 期；植 被 物 候 研

究的文献 主 要 发 表 在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ｉｏｌｏｇｙ 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等主流ＳＣＩ期刊。

通过载文作者、国家／地区及其国际合作分析可

知，大学研究机构是植被物候研究的主体，美国大学

机构的表现尤其突出。植被物候研究的国际合作程度

较高、且合作广泛，几乎是全球性的参与研究。中

１２７５期　　　　　　　　　杨华等：近十年的国际植被物候研究文献发展态势分析



图４　国际植被物候研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Ｆｉｇ．４　Ｈｏ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国科学院排 名 组 织 发 文 榜 首，且 中 美 合 作 频 次１９
次成国际合作第一，这说明中国近年的植被物候研

究发展迅速，广泛地参与到国际合作中。
文献 被 引 频 次 分 析 表 明 文 献 Ｈｕｅｔ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和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为近１０年来植被

物候研究的经典文献。
热点方向和研究趋势分析表明，国际植被物候

研究主要集 中 于 两 个 方 面，即 基 于 气 候－物 候 的 田

间局地观测和基于遥感的大尺度物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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