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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客观地揭示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的研究态势及研究热点，促进我国大洋性鱿钓渔业的可持续发
展，基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数据，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其文献的增长趋势及期刊分布进行分析，并
基于作者和机构合作网络、关键词共现的知识图谱及突变检测等方法，探究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的研究热点

及其研究前沿，结果表明：研究文献总体上呈递增趋势，且文献的科研影响力及国际关注度非常高；作者、机构

间均形成了频繁而稳定的合作关系，作者合作方面形成了以陈新军、陈勇等作者为核心及以ＲＯＤＨＯＵＳＥ等为
核心的两大作者合作群，机构合作方面分别以上海海洋大学和英国南极调查局为核心的机构间建立了广泛

的合作关系；海洋淡水生物学、渔业、海洋学和生态学等为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的优势学科领域。当前世界大

洋性鱿钓渔业的研究前沿有４个方向：（１）开展重要大洋性经济鱿鱼种类的基础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２）研
究大洋性鱿鱼资源评估及其资源对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响应机理；（３）结合海洋遥感信息研究渔业栖息地
及跨学科交叉融合；（４）开展基于生态系统的大洋性鱿钓渔业资源综合管理研究。
关键词：头足类；大洋性鱿钓渔业；文献计量学；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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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足类是重要的海洋经济种类，广泛分布于
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及南极等海域，其资源丰

富，在世界海洋渔业资源中被誉为三大未被充分

利用的资源之一［１］。由于头足类具有生命周期

短、生长快等特点，世界头足类渔业资源开发较

快，以鱿钓为主要作业方式，且开发的目标种类

主要为大洋性经济鱿鱼类［２］。大洋性经济鱿鱼

类主要分布在世界各大洋的陆坡渔场，也有种类

分布在大洋中，由于其具有表层集群习性，为远

洋渔业的重要捕捞对象，是头足类渔业中最重要

的渔业资源［３］。近年来世界头足类总产量约４００
万ｔ，其中７０％以上为大洋性鱿鱼类［４５］，其中以

柔鱼科、枪乌贼科、乌贼科及章鱼科为主要目标

种类［１］。

国内外学者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世界大洋性

鱿钓渔业，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资源开发利

用［６９］、渔业基础生物学［１０１３］、鱿鱼渔场形成机

制［１４１７］以及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１８１９］等方面。

在调研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数据时，共检索
到５２篇该研究主题的综述文献，综述文献可以
对该主题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归纳和评述，

并预测其发展趋势［２０］。但是，学者在归纳和总结

过程中，对文献的选择存在较强的局限性和主观

性，尤其是在研究成果较多时，易出现文献遗漏

情况，也没有一篇综述文献能够完全概括世界大

洋性鱿钓渔业主题所涉及的学科内容，几乎都是

归纳总结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结果［２１］，并提出相

关建议。然而，这些研究都不能全面把握世界大

洋性鱿钓渔业研究的整体知识构架、研究热点随

着时间的动态变化，以及其研究前沿所涉及的内

容。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方法［１２，２１２３］，利用文献计量

软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２４２６］对该主题文献的增长趋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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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并运用基于关键词共现

知识图谱和突变检测探究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

的研究热点，以期能够客观地揭示世界大洋性鱿

钓渔业的研究状况及其发展态势，为促进我国大

洋性鱿钓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研究的文献数据来源于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Ｓ）核心合集数据库，选用科学引文索引扩展
版（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ＣＩＥ）、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ＳＳＣＩ）、会议论文录索引库 （自然科学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ＰＣＩＳ）及会议论文录索引库（社会科学与人文
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ＣＰＣＩＳＳＨ）等 ４个子库为
数据源，以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及其相关主题词

进行检索，时间范围为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检索时间
为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获取 ＷＯＳ核心合集中几
乎所有涉及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研究的文献数

据为样本，并下载该主题文献的年度发表量、发

表期刊、关键词、作者分布以及国际科研合作等

数据。

１．２　分析方法
利用文献计量软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５．３Ｒ４，基于关

键词共现的知识图谱和突变检测等分析方法，描

述统计大洋性鱿钓渔业主题文献的年度变化、期

刊分布，探究其作者合作、机构合作网络及其研

究热点与前沿。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各年度文献量及其被引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各年度发表的文献数量是衡量科学研究成

果的重要指标之一，年度文献量的动态变化可以

直接反映研究领域科学研究的量变过程，在一定

程度上也能反映研究规模的大小。截至２０１８年
１１月，ＷＯＳ核心合集数据库中，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以
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共计为

１２１５篇，对这些文献按年度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如图１所示。由图１可知，２４年间，各年度文献
量总体呈现递增趋势，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２年，各年度
文献量快速增长，但在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１年，各年度

文献量呈现动态波动状态，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７年，各
年度文献量呈现激增态势，２０１７年达到极大值，
为９７篇。根据近几年增长趋势，可以预测世界
大洋性鱿钓渔业主题的研究文献在今后一段时

间内仍然会持续增长。

在ＷＯＳ核心合集中，研究世界大洋性鱿钓
渔业的文献总计被引用２０９９０余次，篇均被引频
次达到１７次，单篇最高被引频次为２６２次，施引
文献达到 １０２５０余篇，ｈ指数达到 ６０，其中，
ＡＲＫＨＩＰＫＩＮ等［２７］以及 ＡＬＥＭＡＮ等［２８］撰写的 ２
篇论文进入领域中的全球高被引论文序列。被

引频次指标是衡量科研论文发表之后产生的学

术影响力的重要标准之一［２３］，根据上述分析可

知，该领域研究文献的科研影响力及国际关注度

都是非常高的。各年度文献的被引频次变化趋

势见图２。

图１　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研究
历年文献量的年度变化趋势图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ｗｏｒｌｄｏｃｅａｎｉｃｓｑｕｉｄｊｉｇｇｉｎｇｆｉｓｈｅｒｙ

图２　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文献
被引情况的年度变化趋势图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ｔｅ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ｗｏｒｌｄｏｃｅａｎｉｃｓｑｕｉｄｊｉｇｇｉｎｇｆｉｓｈｅｒｙ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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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文献作者的统计与分析
２．２．１　作者机构及其国际合作分析

通过分析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研究文献的

作者机构，可以了解该研究领域主要科研力量的

机构分布情况。这些研究文献共涉及１０９１所机

构，文献发表量不少于２０篇的机构共有１５所，其
累计文献发表量占总文献量的４７．７４％，表１统
计了上述机构发表的文献量及其研究的主要学

科领域等信息。

表１　作者机构统计表（文献量≥２０篇）
Ｔａｂ．１　Ａｕｔｈｏｒ’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２０）

序号

Ｎｏ．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文献量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篇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主要涉及的学科领域

Ｍａｉｎ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ｆｉｅｌｄ

１ 上海海洋大学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 ８８ ７．２４ 中国 海洋学；海洋淡水生物学；渔业；遥感

２ 缅因大学ＵｎｉｖＭａｉｎｅ ５６ ４．６１ 美国 海洋淡水生物学；海洋学；渔业

３ 英国南极调查局 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Ｓｕｒｖｅｙ ５５ ４．５３ 英国 海洋淡水生物学；海洋学；渔业；生态学

４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ＮＯＡＡ ４９ ４．０３ 美国 海洋淡水生物学；生态学；海洋学；渔业

５ 阿伯丁大学 ＵｎｉｖＡｂｅｒｄｅｅｎ ４２ ３．４６ 英国 渔业；海洋淡水生物学；海洋学

６ 塔斯马尼亚大学 ＵｎｉｖＴａｓｍａｎｉａ ４０ ３．２９ 澳大利亚 海洋淡水生物学；生态学；海洋学；渔业

７ 墨西哥国立理工学院 ＩｎｓｔＰｏｌｉｔｅｃｎＮａｃｌ ３６ ２．９６ 墨西哥 海洋淡水生物学；渔业；生态学；海洋学

８ 马德里材料科学研究所 ＣＳＩＣ ３４ ２．８０ 西班牙
食品科技；海洋淡水生物学；

化学应用；工程化学

９ 日本文部科学省 ＭｉｎｉｓｔＥｄｕｃ ３１ ２．５５ 日本 海洋淡水生物学；海洋学；渔业

１０ 斯坦福大学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 ２９ ２．３９ 美国 海洋学；生态学；海洋淡水生物学；渔业

１１
远洋渔业协同创新中心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ＤｉｓｔａｎｔＷａｔｅｒ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２６ ２．１４ 中国 海洋学；海洋淡水生物学；渔业；遥感

１２ 北海道大学 ＨｏｋｋａｉｄｏＵｎｉｖ ２６ ２．１４ 日本 渔业；海洋淡水生物学；海洋学

１３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ＵｎｉｖＮａｃ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ａＭｅｘｉｃｏ ２５ ２．０６ 墨西哥 海洋淡水生物学；渔业

１４ 罗德大学ＲｈｏｄｅｓＵｎｉｖ ２３ １．８９ 南非 海洋淡水生物学

１５ 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

ＮａｔｌＭａｒｉｎｅ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ｅｒｖ ２０ １．６５ 美国 渔业；海洋淡水生物学；海洋学

　　发文量不少于 ２０篇的机构主要分布在中
国、美国、英国、日本等 ８个国家中，其中美国 ４
所，中国、英国、日本和墨西哥各２所，澳大利亚、
西班牙和南非各 １所，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
校、调查局和科研院所。中国上海海洋大学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发表的文献量最多，
比排名第二的美国缅因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ｉｎｅ）
多出３２篇，文献量排名第三的机构为英国南极
调查局（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Ｓｕｒｖｅｙ）。通过对各机构
涉及的主要研究学科进行分析，各国机构在研究

大洋性鱿钓渔业方向中，主要涉及的学科为海洋

淡水生物学、海洋学、渔业、生态学及遥感等，但

马德里材料科学研究所（ＣＳＩＣ）在该方向研究中
涉及的学科主要为食品科技、海洋淡水生物学、

化学应用及工程化学等。

在机构间国际合作方面，图３为机构间国际
合作网络分析图谱，图谱中节点的大小反映机构

发文量的多少，连线的粗细及密度反映机构间合

作的紧密程度。科研文献高产机构上海海洋大

学（包括远洋渔业协同创新中心）与缅因大学形

成了较为稳定的国际合作关系，合作产出的文献

比例较高。经过进一步调研发现，上海海洋大学

与国内外７０余所机构有合作关系，除了与美国
缅因大学外，还与日本文部科学省（ＭｉｎｉｓｔＥｄｕｃ）
有较为紧密的合作关系。由此可见，上海海洋大

学在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研究中占据着非常重

要的地位，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海洋淡水生物

学、海洋学、渔业及遥感等。国际间合作最多且

形成紧密合作关系的机构是英国南极调查局，与

全球７０多所机构建立合作，其中与阿伯丁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ｂｅｒｄｅｅ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
理局（ＮＯＡＡ）、塔斯马尼亚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Ｔａｓｍａｎｉａ）及罗德大学（Ｒｈｏｄ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等机构
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海洋

淡水生物学、生态学、海洋学及渔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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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机构合作网络分析图谱
Ｆｉｇ．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ａｐ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２．２　作者合作情况分析
研究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文献共涉及作者

２９４０人次。图４为选择发文量不少于５篇的作
者绘制合作网络分析图谱：图中的圆点表示作者

节点，圆点的大小表示其中介中心度与文献发表

数量，即若一个作者的合作者越多，该作者就越

处在中心地位，作者节点也越大；连线表示其两

端的作者节点出现在同一文献中，连线粗细表示

合作文献量多少，即作者合作次数的多少，连线

越粗表示合作的文献量越多。

由图４可知，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研究文献
的作者间合作关系较为紧密，并形成上下两个显

著的合作阵营，各作者间均有一定的合作关系，

但在作者节点上存在明显差异。下边阵营中，以

上海海洋大学的陈新军、刘必林以及缅因大学的

陈勇等为核心的作者群的合作，其节点很大，连

线较粗，表明他们的合作关系非常集中紧密，并

形成了稳定、频繁的合作关系；上边阵营中，主要

以英国南极调查局的ＲＯＤＨＯＵＳＥＰＧ、西班牙马
德里材料科学研究所的 ＰＩＥＲＣＥＧＪ、墨西哥学者
ＭＯＲＡＬＥＳＢＯＪＯＲＱＵＥＺＥ以及日本学者 ＳＡＫＡＩＭ
等为核心的作者群合作，各自间的合作较为紧

密，但节点偏小、连线稍细，表明其合作关系较为

分散。结合文献量排名前１０的作者发文量统计
来分析（表２），无论在合作的紧密程度还是在文
献发表数量上，下边合作阵营均大于上边的合作

阵营。

综上所述，文献量在５篇及以上的作者之间
基本上有着广泛的合作与交流，表明世界大洋性

鱿钓渔业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并逐渐成为各国

学者研究的热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涌现出

更多的核心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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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图谱
Ｆｉｇ．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ａｐｏｆｃｏａｕｔｈ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

表２　文献量排名前１０作者发文量统计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ｔｏｐ１０）

序号

Ｎｏ．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文献量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篇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国家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１ ＣＨＥＮＸＪ ８３ ６．８３ 中国

２ ＣＨＥＮＹ ５３ ４．３６ 美国

３ ＬＩＵＢＬ ３９ ３．２１ 中国

４ ＰＩＥＲＣＥＧＪ ３４ ２．８０ 西班牙

５ ＲＯＤＨＯＵＳＥＰＧ ２５ ２．０６ 英国

６ ＳＡＫＡＩＭ ２４ １．９８ 日本

７ ＧＩＬＬＹＷＦ ２２ １．８１ 美国

８ ＭＯＲＡＬＥＳ
ＢＯＪＯＲＱＵＥＺＥ ２１ １．７３ 墨西哥

９ ＲＯＢＩＮＪＰ ２０ １．６５ 法国

１０ ＴＩＡＮＳＱ ２０ １．６５ 中国

２．３　期刊分布规律分析
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的研究文献发表在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Ｓｅｒｉｅｓ、
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等２７０余种期刊上，表３统计了发表该领
域研究文献最多的前２０种期刊，在这些期刊上
共发表论文 ６３０篇，占该研究领域文献总量的
５１％，其分布符合布拉德福提出的文献离散规
律，即大多数专业文献均集中在少量的专业核心

期刊上［２９］。对前２０种期刊类型进行分析，文献
主要集中在：（１）渔业科学方向的期刊上，如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及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ｎ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等，其中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刊载了１４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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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献；（２）海洋科学方向，如 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等；（３）生
态学方向，如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ＭａｒｉｎｅＢｉ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Ｂｉｏｌｏｇｙ等；（４）海
洋学方向，如 ＤｅｅｐＳｅ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ｔⅡ：Ｔｏｐ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等。这些期刊的 ＪＣＲ分
区绝大多数为Ｑ１和 Ｑ２，在各个学科分类中的影
响因子均很高，从期刊的影响因子和分区来看，

文献量排名前２０名的期刊在学术上的影响力是
非常大的。

表３　文献量排名前２０的期刊统计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ｗｏｒｌｄｏｃｅａｎｉｃｓｑｕｉｄｊｉｇｇｉｎｇｆｉｓｈｅｒｙ（ｔｏｐ２０）

期刊名称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
文献量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ｑｕａｎｔｉｔｙ／篇
影响因子（２０１７年）
Ｉｍｐａｃｔｆａｃｔｏｒ

ＪＣＲ分区
ＪＣＲｑｕａｒｔｉｌｅ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４７ １．８７４ Ｑ２
Ｍａｒｉｎ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Ｓｅｒｉｅｓ ７３ ２．２７６ Ｑ２
ＩＣ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６ ２．９０６ Ｑ１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０ １．８７４ Ｑ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 ３６ １．４０３ Ｑ３
ＭａｒｉｎｅＢｉｏｌｏｇｙ ３３ ２．２１５ Ｑ２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Ｏｃｅａｎ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７ １．２３１ Ｑ３
Ｆｉｓｈｅｒ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４ １．２１６ Ｑ３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３ ０．７９４ Ｑ３
ＤｅｅｐＳｅ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ｒｔⅠ Ｔｏｐ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 ２．４５１ Ｑ１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８ １．７９４ Ｑ２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１８ ２．１６５ Ｑ２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ｑｕａｔ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６ ２．６３１ Ｑ１
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６ １．６７４ Ｑ２
Ｐｏ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６ １．９５４ Ｑ２
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Ｆｉｓｈ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１６ ３．２９９ Ｑ１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Ｍａｒｉｎａ １６ １．１８３ Ｑ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ｉｓｈ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５ １．７０２ Ｑ２
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ｑｕａｔ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５ ０．４８２ Ｑ４
ＰＬＯＳＯＮＥ １５ ２．７６６ Ｑ１

２．４　研究内容的统计与分析
２．４．１　优势学科领域分析

从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学科类别的角度对世界大
洋性鱿钓渔业主题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共涉及

到８８个相关学科领域，主要包括海洋淡水生物
学、渔业、海洋学、生态学、动物学、食品科学与技

术、环境科学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从文献计量

学角度而言，优势学科是指研究文献涉及最多的

学科领域，表４统计了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主题
研究文献大于２０篇的学科领域合计１３个，其中
优势较为明显的学科领域为海洋淡水生物学、渔

业、海洋学和生态学，各学科发表的文献量都超

过１５０篇，之后的各个学科领域发表的研究文献
数量与这４个学科领域相差较大。由此可知，世
界大洋性鱿钓渔业主题研究的优势学科领域主

要集中在海洋淡水生物学、渔业、海洋学和生态

学等领域。

由表４可知，优势学科领域开展研究的机构
中，上海海洋大学的表现最为突出，优势明显的４
个学科领域中涉及了３个，且在这３个学科领域
的发文量也最多，其次为缅因大学和英国南极调

查局。

２．４．２　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研究基础及其热点
分析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研究
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发现该研究领域

内不同研究议题的组成及关联情况［３０］。对关键

词共现图谱生成之后进行聚类分析，并利用网络

模块化 Ｑ值（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Ｑ）和 ＭｅａｎＳｉｈｏｕｅｔｔｅ值
来判断聚类分析结果的优劣，Ｑ值取值区间为
［０，１］，当 Ｑ值大于 ０．３时，网络聚类效果显
著［３１］；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值是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的指
标，越接近１，反映网络的同质性越高［３２］，当该值

大于０．４时，其聚类是合理的［３３３５］。聚类分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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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模块度值为 ０．５４３，ＭｅａｎＳｉｈｏｕｅｔｔｅ值为
０．４３４１，因此该聚类效果良好。通过聚类分析，
共生成４２个聚类，其中规模较大并具有关联的
聚类有１１个。这些研究议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
了当前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研究领域的研究基

础，结合聚类后的同类词，并分析相关文献的研

究内容可知，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主题的研究文

献主要是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研究大洋性鱿鱼

渔场、资源开发，如渔场形成机制及其与环境关

系，以及渔情预报等［６，１５］；二是研究鱿鱼基础生物

学，如柔鱼种群组成、日龄与生长、摄食等，并结

合鱿鱼资源调查与监测数据为基础，对其渔业生

物学年间差异及生活史过程的研究等［１０，３６３７］；三

是研究大洋性柔鱼类栖息地，并分析渔场分布与

非生物、生物环境因子的关系等［３８３９］；四是研究

柔鱼类渔业资源评估与管理评价，以及资源补充

量影响机制等［４０４１］，如利用基于贝叶斯统计的

Ｓｃｈａｅｆｅｒ模型、基于分层次贝叶斯统计的 ＤｅＬｕｒｙ
模型等，评估柔鱼类资源量及生物学参考点，并

对不同管理策略进行评价等。

通过统计研究文献的关键词频次及中心性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来分析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主题的研
究热点，需除去无意义、指向不明的关键词。同

时对关键词进行合并与统计，共获得 ３９６个，其
中词频不小于３０的关键词有３６个（表５）。

在关键词共现分析中，中心性用来发现和衡

量文献的重要性，若关键词的中心性越高、出现

频次越大，则表明它在整个研究领域中处于非常

重要的地位。对关键词进行突变检测，可发现研

究领域的前沿进展，突现强度（ｓｔｒｅｎｇｔｈ）越高的关
键词表明其所受的关注度越高，借助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分析，共获得 ６０个检测突变的关键词（表
６）。结合表５和表６中的关键词并分析相关文
献后，可归纳出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主题的四大

研究热点：（１）开展重要大洋性鱿鱼渔业生物学
和生态学基础研究，研究头足类硬组织微结构和

微化学等，构建世界头足类的分类系统；（２）研究
大洋性鱿鱼资源评估，并深入研究大洋性鱿鱼资

源对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响应机理；（３）结合
海洋遥感信息研究大洋性鱿鱼的渔业栖息地及多

表４　研究文献的优势学科统计表（文献量＞２０篇）
Ｔａｂ．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２０）

序号

Ｎｏ．
学科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文献量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篇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主要研究机构

Ｍａ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１ 海洋淡水生物学 Ｍａｒｉｎｅ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Ｂｉｏｌｏｇｙ ５２９ ４３．５４ 上海海洋大学、缅因大学、英国南极调查局

２ 渔业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４５２ ３７．２０ 上海海洋大学、英国南极调查局、缅因大学

３ 海洋学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３１ ２７．２４ 上海海洋大学、ＮＯＡＡ、缅因大学
４ 生态学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５８ １３．００ 斯坦福大学、ＮＯＡＡ、塔斯马尼亚大学
５ 动物学Ｚｏｏｌｏｇｙ ６９ ５．６８ 罗德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达尔豪西大学

６ 食品科学与技术 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４７ ３．８７ 索诺拉大学、马德里材料科学研究所、

迪萨罗洛食品研究中心

７ 环境科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４２ ３．４６ 斯坦福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

英国南极调查局

８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４０ ３．２９ 塔斯马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

蒙特利湾水产研究所

９ 湖沼学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２９ ２．３９ 上海海洋大学、缅因大学、日本文部科学省

１０ 交叉学科科学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７ ２．２２ 北海道大学、缅因大学、蒙特利湾水产研究所

１１ 生物学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４ １．９８ 罗德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南极调查局

１２ 地球及交叉学科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２３ １．８９ 希腊海事研究中心、亚里士多德大学、

马德里材料科学研究所

１３ 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 ２１ １．７３ 南洋理工大学、上海海洋大学、

中国水产研究所

注：各学科研究文献存在交叉现象

Ｎｏｔ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ｅｘｉｓｔ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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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高频关键词列表
Ｔａｂ．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ｉｎｗｏｒｌｄｏｃｅａｎｉｃｓｑｕｉｄｊｉｇｇｉｎｇｆｉｓｈｅｒｙ

序号

Ｎｏ．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中文翻译

Ｃｈｉｎｅｓｅ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次
中心性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１ Ｄｏｓｉｄｉｃｕｓｇｉｇａｓ 茎柔鱼 ２０６ ０．０８
２ 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ａ 头足类 １７６ ０．０８
３ ｓｑｕｉｄ 鱿鱼 １６１ ０．２
４ Ｇｕｌｆ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加利福尼亚湾 １５８ ０．０５
５ ｆｉｓｈｅｒｙ 渔业 １３６ ０．０７
６ ｇｒｏｗｔｈ 生长 １３４ ０．１
７ 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ｉｄａｅ 柔鱼科 １２２ ０．０６
８ Ｊｕｍｂｏｆｌｙｉｎｇｓｑｕｉｄ 茎柔鱼 １１７ ０．１２
９ Ｉｌｌｅｘ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ｕｓ 阿根廷滑柔鱼 １０９ ０．１２
１０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丰度 ８０ ０．０９
１１ 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 头足类 ７７ ０．０９
１２ 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ｅｓ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ｉ 柔鱼 ６２ ０．０２
１３ ｆｉｓｈ 鱼类 ６０ ０．０９
１４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大西洋 ５９ ０．０６
１５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种群结构 ５３ ０．０２
１６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可变性 ５２ ０．０４
１７ ｓｑｕｉｄＤｏｓｉｄｉｃｕｓｇｉｇａｓ 茎柔鱼 ５０ ０．０７
１８ ｌｉｆ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生活史 ５０ ０．０２
１９ ｏｃｅａｎ 海洋 ４９ ０．０６
２０ ＥｌＮｉｎｏ 厄尔尼诺 ４９ ０．０４
２１ ｄｉｅｔ 食性 ４９ ０．０５
２２ Ｍｅｘｉｃｏ 墨西哥 ４７ ０．０１
２３ ａｇｅ 年龄 ４６ ０．０４
２４ 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资源评估 ４３ ０．０２
２５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性成熟 ４２ ０．０５
２６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补充量 ３９ ０．０２
２７ ｎｅｏｎｆｌｙｉｎｇｓｑｕｉｄ 柔鱼 ３７ ０．０２
２８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温度 ３６ ０．０５
２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管理 ３５ ０．０２
３０ Ｆａｌｋｌａｎｄｉｓｌａｎｄ 福克兰岛 ３５ ０．０３
３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 蛋白质 ３３ ０．０６
３２ ｂｉｏｌｏｇｙ 生物学 ３２ ０．０６
３３ ｆｏｏｄ 食物 ３２ ０．０３
３４ Ｉｌｌｅｘ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ｕｓ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ａ 阿根廷滑柔鱼 ３１ ０．０１
３５ ｓｅａ 海洋 ３１ ０．０２
３６ ｆｅｅｄｉｎｇｈａｂｉｔ 食性 ３０ ０．０２

学科交叉融合；（４）开展基于生态系统的大洋性
鱿钓渔业资源综合管理理念的研究，且该研究方

向已获得全球研究人员较多的关注。总体来说，

各研究热点之间均呈现出相互交叉和融合的现

象，并产出大量的交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文献。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通过对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收

录的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主题研究文献的统计

分析，可以获得该主题研究的相关特征。

（１）从研究文献的年度动态分布及其被引情
况来看，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的研究文献总体呈

递增趋势，其中，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呈现动态波动状
态，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文献量呈现激增态势，且在今
后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其研究

文献的篇均被引频次及 ｈ指数均较高，表明该主
题的研究文献的科研影响力及国际关注度也非

常高。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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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基于突变检测获得的热点关注关键词
Ｔａｂ．６　Ｔｏｐ６０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ｓｔｓ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年份

Ｙｅａｒ
突变强度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起始

Ｂｅｇｉｎ
结束

Ｅｎｄ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ｓｑｕｉｄ １９９５ １２．１６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３
"""""""""###############

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ｅｓｂａｒｔｒａｍｉｉ １９９５ １１．１８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

ｇｒｏｗｔｈ １９９５ １０．７６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５
##"""""""""#############

Ｉｌｅｘ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ｕｓ １９９５ ８．８５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５
#""""""""""#############

ｆａｌｋｌａｎｄｉｓｌａｎｄ １９９５ ８．５６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

Ｉｌｅｘ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ｅｓ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ａ １９９５ ７．０４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０
#########"""""""########

ｓｔｏｃｋ １９９５ ６．８６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
####"""""""""###########

ｌｏｌｉｇｉｎｉｄａｅ １９９５ ６．４５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４
###"""""""##############

ｗｉｎｔｅｒｓｐｒｉｎｇｃｏｈｏｒｔ １９９５ ６．０９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

ｒａｎｇ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１９９５ ５．７１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８
################""""""""

ｓｑｕｉｄｆｉｓｈｅｒｙ １９９５ ５．４２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５ ５．１７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８
###"""""""""""##########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５ ５．０６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
##############""""######

ｓｔａｂｌｅｉｓｏｔｏｐｅ １９９５ ５．０３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５ ５．０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

ｓｑｕｉｄＤｏｓｉｄｉｃｕｓｇｉｇａｓ １９９５ ４．９０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

ｍａｎｔｌｅｍｕｓｃｌｅ １９９５ ４．８７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４
#"""""""""##############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１９９５ ４．８４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８
#######"""""""##########

ｆｅｅｄｉｎｇｈａｂｉｔ １９９５ ４．６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
##############""""""####

ｎｅｏｎｆｌｙｉｎｇｓｑｕｉｄ １９９５ ４．６１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１９９５ ４．５９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

ｇｏｎａｄ １９９５ ４．５５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９
"""""###################

Ｌｏｌｉｇｏｇａｈｉ １９９５ ４．３８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

ｓｔｏｃ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１９９５ ４．３４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３
##"""""""###############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ｗａｔｅｒ １９９５ ４．３１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
#############""""""#####

ｈｙｐｏｘｉａ １９９５ ４．３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

ｐａｒａｌａｒｖａｅ １９９５ ４．２５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

ｍｏｄｅｌ １９９５ ４．２０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

Ｄｏｓｉｄｉｃｕｓｇｉｇａｓ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ｏｄａ １９９５ ４．１８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

Ｓｔｈｅｎｏｔｅｕｔｈｉｓｏｕａｌａｎｉｅｎｓｉｓ １９９５ ４．１４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８
#################"""""""

ｓｏｕｔｈ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１９９５ ４．１４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７
######"""""""###########

ｏｍｍａｓｔｒｅｐｈｉｄａｅ １９９５ ４．０９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７
##########"""###########

ｂｒａｚｉｌ １９９５ ４．０２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９９５ ３．９５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９９５ ３．９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
#########"""""##########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ｇｌａｎｄ １９９５ ３．９２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 １９９５ ３．８９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９９５ ３．８５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１９９５ ３．７８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８
#################"""""""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９５ ３．６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
##############""""""####

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ｗａｔｅｒ １９９５ ３．５９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

Ｌｏｌｉｇｏｆｏｒｂｅｓｉ １９９５ ３．５８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
######""""""############

ｃａｔｃｈｒａｔｅ １９９５ ３．５７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１９９５ ３．５５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ｓｑｕｉｄ １９９５ ３．５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

Ｓｅａ １９９５ ３．５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
####################""""

ｃｈｉｌｅ １９９５ ３．４７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

Ｘｉｐｈｉａｓｇｌａｄｉｕｓ １９９５ ３．４７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
############"""""#######

ｏｘｙｇｅｎｍｉｎｉｍｕｍｚｏｎｅ １９９５ ３．４６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

ｍｅｘｉｃｏ １９９５ ３．４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

ｐｒｅｙ １９９５ ３．４４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９９５ ３．４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

ｃｏａｓｔ １９９５ ３．３８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６
###"""""""""############

Ｌｏｌｉｇｏｖｕｌｇａｒｉ １９９５ ３．３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

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 １９９５ ３．３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

ｇｅｌ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５ ３．２９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

ｃａｔｃｈ １９９５ ３．２９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

Ｉｌｅｘｃｏｉｎｄｅｔｉｉ １９９５ ３．２５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８
##################""""""

ｌｉｆ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９９５ ３．２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ｃｕｒｒｅｎｔ １９９５ ３．２３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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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从作者机构分布及其合作关系来看：世
界大洋性鱿钓渔业主题的研究机构主要为高校、

调查局和科研院所，上海海洋大学在该研究主题

的发文量最多，其次为美国缅因大学，排名第三

为英国南极调查局；在国际合作方面，上海海洋

大学与国内外７０余所机构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合
作关系，其中与美国缅因大学建立了非常稳定且

密切的合作关系，合作领域主要为海洋淡水生物

学、海洋学、渔业及遥感等；英国南极调查局是国

际间合作最多且形成紧密合作关系的机构，与全

球７０多所机构建立了合作，合作领域主要为海
洋淡水生物学、生态学、海洋学及渔业等。同时，

各机构间仍然在积极寻求开展国际间的合作来

进行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主题的研究。

（３）从作者间的合作关系来看，世界大洋性
鱿钓渔业主题的作者间合作关系较为紧密，并分

别形成以陈新军、刘必林以及陈勇等学者为核心

的合作作者群，以及以 ＲＯＤＨＯＵＳＥＰＧ、ＰＩＥＲＣＥ
ＧＪ、ＭＯＲＡＬＥＳＢＯＪＯＲＱＵＥＺＥ以及 ＳＡＫＡＩＭ等
学者为核心的合作作者群，文献量在５篇及以上
的作者之间均有着广泛的合作与交流，说明世界

大洋性鱿钓渔业主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并逐

渐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随着时间的推移，

将会涌现出更多的核心作者。

（４）从载文期刊的分布规律来看，世界大洋
性鱿钓渔业主题的研究文献主要发表在渔业科

学、海洋科学、生态学以及海洋学等领域的期刊

上，在各个学科中的 ＪＣＲ分区大多为 Ｑ１和 Ｑ２，
且期刊影响因子均较高，表明该主题的主要发文

期刊在学术上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５）从优势学科领域分布的角度来看，世界
大洋性鱿钓渔业主题研究的优势学科领域主要

为海洋淡水生物学、渔业科学，其次为海洋学和

生态学等，经过长期的发展，各学科领域间形成

了多学科交叉融合并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６）从研究热点来看，通过关键词共现及其
突变检测分析，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主题的研究

热点及前沿共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开展重要大洋

性经济鱿鱼种类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等的基础研

究；二是研究大洋性鱿鱼资源评估及其资源对全

球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响应机理；三是结合海洋遥

感信息研究大洋性鱿鱼的渔业栖息地及多学科

交叉融合；四是开展基于生态系统的大洋性鱿钓

渔业资源综合管理理念的研究；各研究热点之间

均呈现出相互交叉和融合的现象，并产出大量基

于交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文献。

３．２　讨论
文献计量学方法旨在利用文献本身的内在

联系客观地进行统计与描述，相对于文献综述，

在分析研究现状和趋势时，该方法可以避免对文

献选择的主观性［４２］，因而被广泛应用于科研绩效

评价及学术评价［４３］等研究。利用文献计量学方

法对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主题的文献增长、期刊

分布规律、作者及其机构合作等方面进行分析，

得到了该主题研究文献数量总体呈现递增趋势，

作者及机构合作的呈现、优势学科领域呈现等都

能获得较好的结果。对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知识

图谱进行聚类时，虽然能够展现其研究的热点，

由于高频词数量过多，最终聚类类群过多，不能

准确提炼出其研究热点及研究前沿，需要通过阅

读突变分析得到的热点关注文献内容，才能清晰

地判断其研究前沿。

利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通过分析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中世界大洋性鱿钓渔业主题的
文献，对不同文献量的年度动态分布、作者机构

及其合作、研究热点与前沿等方面进行了评述。

在文献数据完整性方面，由于各国都有不同语言

或类型的文献数据库，本研究采用的是 ＷＯＳ核
心合集的文献样本为数据源，可能会存在文献数

据的不完整，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结合不同国家

不同类型数据库的文献数据进行分析。针对世

界大洋性鱿钓渔业的研究通常需要多个学科的

支持及交叉融合，例如在研究渔业资源变动与预

测时，需要渔业遥感数据支撑，也需要辅以生物

学和生态学理论等。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若要

进一步提高我国大洋性鱿钓渔业的竞争力，建

议：（１）必须客观认识到我国鱿钓渔业研究在世
界所处的地位，密切关注国内外相关机构的研究

现状；（２）动态跟踪全球鱿钓渔业主题领域的研
究热点及前沿，把握该领域的发展趋势；（３）根据
我国鱿钓渔业研究的交叉学科竞争优势制定发

展策略、合理分配科研资源并进一步开拓国内外

的科研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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