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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水体富营养化引起的蓝藻水华暴发已经成为我国众多湖泊污染的

主要形态，蓝藻水华的爆发给人们生活以及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

害，预防、控制和减少蓝藻水华的发生及其危害是我国环境问题研究的重要工作

内容，因此我国政府不断加大投入，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通过对我国

湖泊富营养化和蓝藻水华爆发研究相关领域的科研产出进行分析，旨在帮助相关

领域科研人员掌握我国在湖泊富营养化和蓝藻水华科研领域的现状及布局，为进

一步开展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库来源 

本文全部数据来源与 CNKI 中国期刊网。CNKI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

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中国国内 8，200 多种综合期刊与专业特色

期刊的全文，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

等各个领域，全文文献总量 2200 多万篇，是我国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工作重要

期刊信息来源和发布研究成果的重要数据库。 

检索时间范围：1979-2008 年，检索时间为 2008 年 6 月。 

1.2 检索策略 

采用关键词构建检索式：“主题=藻 and (主题=水华 or 主题=富营养化 or 

主题=污染 or 主题=有毒 or 主题=有害 or 主题=危害) and (主题=水生生态 or 

主题=水体生态 or 主题=湖 or 主题=池 or 主题=河 or 主题=水体) ”进行专家

检索，对所获得的检索结果进行规范和清洗得到有效记录 2，192 条。 

1.3 数据分析方法 

将所获得数据导入 Access 软件工具形成专题数据库，再运用 Excel 工具对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针对我国历年来发表湖泊富营养化与蓝藻水华爆发研究

相关论文的年代分布及增长趋势、核心作者、重要科研机构、基金支持情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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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期刊进行了分析。 

2. 结果分析 

2.1 论文年代分布及增长趋势分析 

检索结果显示，1979 年-2008 年 6 月，CNKI 收录湖泊富营养化与水华爆发

研究相关论文 2，192 篇。1997 年之前的 18 年时间内，论文数量为 415 篇，平

均每年发表相关论文 23 篇，表明这一时段相关问题研究在我国并不热门，而在

1997-2007 年的 10 年期间，相关研究论文数量每年成指数形式增长趋势，论文总

数达到 1，651 篇，年均发表论文 165 篇，是 1997 年以前年平均发表论文的 7

倍多。2007 年当年的论文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 387 篇，接近 1997 年之前 18

年的论文总和；在 2008 年头 4 个月（由于 CNKI 数据库上载数据时差），已经发

表论文 123 篇。这种态势反映出我国在湖泊富营养化与水华爆发机理研究领域成

果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折射出伴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由环境污染因素对国民经

济发展造成的制约状况已经引起我过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科研机构的高度重视。

相关研究论文年代分布及趋势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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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79-2008 年间我国湖泊富营养化与水华爆发研究论文数量年代分布 

 

2.2 领域核心作者分析 

对所有发表相关论文进行作者分析，按照第一作者统计发表文章 16 篇的有

1 人，12 篇 3 人，11 篇 1 人，8 篇 2 人，7 篇 6 人，6 篇 3 人，5 篇 5 人，发表

文章 4-2 篇为 250 人，发表 1 篇论文作者 1,406 人。表 1 是发表论文 5 篇以上的



第一作者及其所在机构。 

表 1  发表 5 篇以上论文的第一作者及其所在机构 

排序 第一作者 发表论文 所在机构 地区 

1 王朝晖  16 暨南大学水生生物研究所 广州 

2 胡章立  12 深圳大学生态环境研究所, 深圳 

2 胡春香  12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2 李敦海  12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3 秦伯强  11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南京 

4 杜桂森  8 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  北京 

4 刘永定  8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5 林毅雄  7 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 北京 

5 李文朝  7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南京 

5 王丽珍  7 云南大学生物系 昆明 

5 徐永健  7 厦门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 厦门 

5 沈银武  7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5 吴天福  7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6 陈德辉  6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6 李效宇  6 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郑州 

6 王高鸿  6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7 况琪军  5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7 王翠红  5 山西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太原 

7 宋立荣  5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武汉 

7 赵以军  5 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武汉 

7 朱广伟  5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

所 

南京 

 

合作者统计：检索结果显示，参与论文的作者共计 6，690 人次，实际作者

人数为 4，114 人，论文数量最多的是国家“‘973 项目’湖泊富营养化过程与蓝

藻水华机理研究”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刘永定研究员，所指

导和参与的研究论文数量达到 186 篇；作为同一项目组成员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宋立荣研究员的论文数量排行第二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李

敦海和沈银武研究员的论文数量分别排在第 3和第 4位；排在第 5位的是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秦伯强研究员；第 6位的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胡

春香研究员；第 7位是暨南大学水生生物研究所王朝晖教授；第 8位是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高光研究员；第 9位是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齐雨

藻教授；第 10 位是暨南大学水生生物研究所韩博平教授。排名前 20 位的作者及



其论文数量见表 3。 

 

表 3 合作者及其论文数量排名 

 

排序 

作者 

姓名 

参与论文 

数量（篇） 

 

排序 

作者 

姓名 

参与论文 

数量（篇）

 

排序

作者 

姓名 

参与论文 

数量（篇） 

1 刘永定  186 15 俞顺章 12 19 刘丽萍 8 

2 宋立荣  74 16 程凯  11 19 王国祥 8 

3 李敦海  49 16 胡征宇 11 19 王丽珍 8 

4 沈银武  34 16 李文朝 11 19 徐小清 8 

5 秦伯强  30 16 陆开宏 11 19 羊向东 8 

6 胡春香  26 16 吴振斌 11 19 章宗涉 8 

7 王朝晖  22 16 周名江 11 19 朱广伟 8 

8 高光  21 17 陈菊芳 10 20 陈艳  7 

9 齐雨藻  21 17 林秋奇 10 20 戴树桂 7 

10 韩博平  20 17 林毅雄 10 20 何振荣 7 

11 王高鸿  18 17 王晓蓉 10 20 胡维平 7 

11 赵以军  18 17 徐宁  10 20 江天久 7 

12 胡章立  16 17 张德禄 10 20 孔海南 7 

13 杜桂森  14 17 庄源益 10 20 丘昌强 7 

13 况琪军  14 18 陈伟民 9 20 孙珮石 7 

13 刘剑彤  14 18 方涛  9 20 王翠红 7 

13 朱惠刚  14 18 吕锡武 9 20 谢平  7 

14 陈德辉  13 18 濮培民 9 20 徐永健 7 

14 金相灿  13 18 杨柳燕 9 20 颜天  7 

14 李根保  13 18 张维昊 9 20 俞敏娟 7 

14 肖邦定  13 19 孔繁翔 8 20 郑丰  7 

15 严国安  12       

 

2．3 论文产出科研机构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2，192 篇论文涉及作者机构总频次为 6，414 个，平均每篇

论文涉及作者大约 3 人，即相对应作者机构 3 个。按照大学和科研机构整体划分，

出现频次最多的机构是中国科学院，出现频次为 1，689 次，占所有机构出现频

次总数的 26.34%；其次是南京大学，出现频次 197 次，占 3.07%；排行第 3 位

是暨南大学，出现频次为 186 次，占 2.90%。所有论文中出现频次排名前 50 位

机构见表 4。 

 

表 4 科研产出机构分布 



排

序 

 

机构名称 

投稿频

次 

所占比例 

（%） 

排序  

机构名称 

投稿频

次 

所占比例

（%） 

1 中国科学院   1689 26.34  26 南京师范大学   35 0.55  

2 南京大学  197 3.07  27 宁波大学   35 0.55  

3 暨南大学   186 2.90  28 哈尔滨工业大学  34 0.53  

4 华中师范大学  127 1.98  29 首都师范大学   34 0.53  

5 厦门大学  114 1.78  30 青岛海洋大学  33 0.51  

6 南开大学  95 1.48  31 中国海洋大学  32 0.50  

7 武汉大学  79 1.23  32 重庆大学   31 0.48  

8 云南大学   74 1.15  33 山东大学   29 0.45  

9 浙江大学  69 1.08  34 北京大学  27 0.42  

10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61 0.95  35 华中农业大学  26 0.41  

1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60 0.94  36 山西大学  25 0.39  

12 上海师范大学  58 0.90  37 同济大学  25 0.39  

13 清华大学   55 0.86  38 中国地质大学   25 0.39  

14 上海交通大学   53 0.83  39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24 0.37  

15 复旦大学   49 0.76  40 上海水产大学  24 0.37  

16 河海大学  49 0.76  41 苏州大学  24 0.37  

17 华东师范大学   45 0.70  42 天津大学   24 0.37  

18 上海医科大学  44 0.69  43 西北师范大学   23 0.36  

19 昆明理工大学  43 0.67  44 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23 0.36  

20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所  42 0.65  45 北京师范大学  22 0.34  

21 东南大学   40 0.62  46 华中科技大学  21 0.33  

22 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  40 0.62  47 江南大学   20 0.31  

23 大连海事大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  

37 0.58  48 山西医科大学   20 0.31  

24 中山大学   37 0.58  49 郑州大学   19 0.30  

25 华南理工大学   35 0.55  5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食品安全所  

18 0.28  

 

表 5 给出了所发表论文中按照研究所、院、系为研究单元出现的频次。结果

显示，发表论文最多的研究单元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论文数量为 850

篇；其次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论文数量为 305 篇；第三位是暨

南大学水生生物研究所，论文数量为 163 篇。排名前 10 位的研究单元中，中国

科学院占有 5 席。由此可见，中国科学院在湖泊富营养化和水华爆发机理研究领

域发表论文数量处于优势地位，也反映其研究能力在国内的领先地位。 

 

表 5 按照研究单元划分科研机构发表论文情况 

排  发文 排  发文 



序 机构名称 频次 序 机构名称 频次 

1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850 19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36 

2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305 20 哈尔滨工业大学市政环境工程学院  34 

3 暨南大学水生生物研究所 163 21 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  34 

4 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08 22 上海师范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32 

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108 23 云南大学生物系  32 

6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90 24 宁波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学院  30 

7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83 25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8 

8 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81 26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8 

9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66 27 大连海事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  27 

10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59 28 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7 

1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55 29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7 

12 同济大学、南京大学污染控制和资源化研

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45 3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7 

13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42 31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24 

14 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42 32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22 

15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42 33 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22 

16 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所  40 34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21 

17 武汉大学环境科学系  38 35 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 

18 河海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37 36 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教研室  20 

 

2.5 基金支持项目产出分析 

基金是项目研究的重要支持。在 2，192 篇论文中表明得到基金支持的项目

研究相关论文共计 923 篇，占全部论文的 42.1%。图 2 反映了各级基金支持分布

情况，其中，国家支持的项目占 54%，各部委基金支持项目 20%，两项支持占

到全部基金支持的 74%，可见，国家在湖泊富营养化和水华爆发机理研究领域的

支持力度很大。同时各省、市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所支持的项目占 21%，另外

大学基金占到 3%，国际合作基金支持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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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级基金项目支持研究情况分布 

 

调查结果显示，同一篇论文最多可获得 5 项不同的基金支持。按照论文作者

所列第一项基金统计排名，前 10 位（含并列第 10 位）的基金品种分布情况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排名第一，所支持项目论文达到 213 篇；其次是中国科学院各

项基金，所支持的研究论文数量达到 122 篇；第三是国家科技部的攻关项目、重

点项目、支撑项目、西部引导项目、成果转化基金等，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项目）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项目”）也是湖泊富营养化

和水华爆发机理研究的重要经济支撑。国家及各级基金支持最多的前 10 位基金

情况见表 6。 

 

表 6 基金支持项目研究论文分布 

序号 基金名称 支持论文数量（篇） 所占比例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13 23% 

2 中国科学院  122 13% 

3 国家科技部其它项目 100 11% 

4 国家“973 项目” 98 11% 

5 国家“863 项目” 74 8% 

6 广东省   27 0.30% 

7 上海市   25 0.30% 

8 教育部  24 0.30% 

9 浙江   20 0.20% 

10 福建省   17 0.20% 

11 江苏省  17 0.20% 



  前 10 项基金支持项目合计 737 80% 

 

2.6 来源期刊统计： 

结果显示，发表相关论文的来源期刊共计 668 种，其中，刊载 10 篇以上的

期刊有 47 种，其中包括刊载论文 111 篇的期刊有 1 种，《水生生物学报》；刊载

90 篇论文的期刊 1 种，《湖泊科学》；刊载 20-35 篇论文的期刊 16 种，刊载 10-19

篇论文的期刊 28 种，刊载论文 10 篇以上的 47 种期刊仅占全部刊载相关论文期

刊的 7%，所载论文达到 1，020 篇，占全部论文的 47%，接近总数的 50%，反

映刊载相关论文的期刊集中与分散。 

 

表 7 发表 10 篇以上相关论文来源期刊排序 

排

序 

 

期刊名 

发 文 数

量（篇）

 

排序 

 

期刊名 

发文数量

（篇） 

1 水生生物学报  111 25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16 

2 湖泊科学  90 26 环境污染与防治  16 

3 中国环境科学  35 27 生态科学  16 

4 环境科学  34 28 卫生研究  16 

5 生态学报  32 29 中国给水排水  16 

6 环境科学学报  30 30 齐鲁渔业  15 

7 渔业致富指南  30 31 海洋科学  14 

8 云南环境科学  29 32 河北渔业  14 

9 水利渔业  28 33 应用生态学报  14 

10 海洋环境科学  24 34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4 

11 海洋与湖沼  22 35 中国公共卫生  14 

12 环境科学研究  22 36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13 

13 中国水产  22 37 给水排水  13 

14 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设备  21 38 环境保护  13 

15 环境科学文摘  20 39 工业水处理  12 

16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 40 贵州环保科技  12 

17 环境与健康杂志  20 41 科学通报  12 

18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 42 中国科学 D辑  12 

19 上海环境科学  19 43 海洋湖沼通报  11 

20 海洋学报(中文版)  18 44 武汉植物学研究  11 

21 科学养鱼  18 45 安徽农业科学  10 

22 环境化学  17 46 空间科学学报  10 

23 生态环境  17 47 水资源保护  10 

24 污染防治技术  17 48 其它 1172 

 



讨论： 

文献数量近年来的快速增长态势，一方面反映了在湖泊富营养化和蓝藻水华

研究领域的科研成果产出加快，同时也反映了我国目前面临的水环境问题十分严

重，这不仅需要引起我国政府及相关管理和科研部门的高度重视，更需要不断加

强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在影响水环境的机理研究、治理技术等方面寻求更加

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以解决社会面临的严重水环境问题。 

在我国湖泊富营养化和蓝藻水华爆发机理研究领域，无论是科研机构、还是

核心专家及其影响力，都反映了中国科学院是该领域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最具

影响力的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另

外南京大学、暨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在相关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些机构与中国科学院在解决我国面临的水环境污染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引领

作用。 

基金是支持湖泊富营养化和蓝藻水华爆发机理研究的重要支撑，其中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为主，包括各部委的各项基金占全部基金支持项目发表论文的

74%，表明我过政府在水生态环境治理和水生态恢复上给予的高度重视和和支

持，是本领域研究可期待的科研经费重要来源。中国科学院项目支持发表了大量

相关论文，有力支持了本领域的科研产出。 

相关科学研究成果的发布呈现高度集中和发散。占所有品种 7%的期刊登载

了接近相关领域 50%的论文，其余 50%左右的期刊发表在 621 种期刊上，该领

域最重要的期刊是《水生生物学报》、《湖泊科学》、《中国环境科学》、《环境科学》、

《生态学报》等。 

2008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