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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沙漠蝗研究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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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植物病虫害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3）

摘要：为深入了解沙漠蝗在全球范围的研究动态和趋势，该文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知网、万方、

维普、Web of Science和CAB Abstracts为数据源，对1910—2021年国内外发表的3 006篇沙漠蝗文

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沙漠蝗的文献数量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其暴发式

增长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和《植物保护学报》是发文量最多的外

文期刊和中文期刊，分别为99篇和6篇。在外文发文量方面，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研究机构

和作者名列前茅；发文量分别为331、270和234篇。在中文发文量方面，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为发表沙漠蝗相关中文文献最多的研究机构，为6篇。沙漠蝗的研究热点与其可持续防控

高度相关，尤其侧重生物防治和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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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es in the desert locust

Schistocerca gregaria

Liu Lulu Tu Xiongbing* Zhang Zehua*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Biology of 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obtai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research progresses and trend in the desert

locust, Schistocerca gregaria, a bibliometric study was conducted by screening and analyzing 3 006 lit‐

eratures published during 1910—2021 and recorded in the databases such as CNKI, Wanfang, VIP, Web

of Science and CAB Abstra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S.

gregaria kept increasing, and an explosive increase occurred during the 1970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 and Journal of Plant Protection publish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articles in foreign languages

and in Chinese, respectively, and the numbers of published papers was 99 and 6, respectively.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researchers from Britain, Germany and USA were ranked highest in the number of publi‐

cations in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was 331, 270 and 234, respectively. In‐

stitute of Plant Protec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was ranked top 1 in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numbers of published papers was six. Research hotspots on S.

gregaria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its sustainabl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articularly including a great

number of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biological control and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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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漠 蝗 Schistocerca gregaria，异 名 Gryllus gregarius、Acridium peregrinum 和 Gryllus rufescens，



480 植 物 保 护 学 报 50卷

英文名称desert locust，属蝗总科刺胸蝗亚科沙漠蝗

属，是一种重要的世界级迁飞性农业害虫（李晶和张

煜，2006）。沙漠蝗寄主范围广泛，已记载约400余种

（陈永林，2002），包括蒺藜科、十字花科、禾本科、紫

草科、豆科和苋科等（李霜等，2021a），尤其偏好取食

狼尾草、龙葵、向日葵和蒺藜等植物（赵紫华等，

2021），但某些苦味的植物会被沙漠蝗拒食，如水仙

花和常春藤等（Williams，2009）。在寄主作物花期、

果期、苗期和营养生长期，沙漠蝗均可通过切割茎、

叶和枝等对其进行为害，严重影响作物产量，并造成

一定的经济损失。迁飞扩散为害是沙漠蝗造成重大

经济损失的重要原因。1967年沙漠蝗在阿拉伯半

岛西南部大暴发，扩散为害至红海沿岸国家，至

1969年年中结束，3年间成功繁衍了7代，大规模发生

了 5次，仅第5代沙漠蝗为害面积就达10万km2（Ben‐

nett，1976）。1986—1989年沙漠蝗蝗灾使毛里塔尼

亚近300万hm2农田和草原受害，政府耗资约2亿美

元用于防治工作（Skaf et al.，1990）。2003—2005年

全球大规模暴发沙漠蝗，严重影响西非、北非及非洲

中东部多个国家，引起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

tions，FAO）高度重视（Ceccato et al.，2007），这次蝗

灾使整个萨赫勒地区 800多万人陷入粮食危机，除

直接经济损失外，蝗灾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据

调查 2004年马里受灾地区出生儿童的身高较未受

灾地区出生儿童的身高明显降低（My，2021）。2019年

5月开始的沙漠蝗灾害至今仍未停息，为害区域遍

布非洲和亚洲，巴基斯坦、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肯

尼亚等国家和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FAO 呼吁全

球高度重视此次蝗灾，并计划筹集约 7 600万美元

来阻止蝗灾进一步扩散蔓延（Devi，2020）。随着沙

漠蝗在全球范围的进一步扩散和定殖，沙漠蝗对于

全球农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将不可估量。

文献计量学是以文献本身的信息为基础，运用

统计学等计量方法，客观、透明地评估研究绩效的优

势和劣势以及监测跨学科科学的发展，是发现科学

领域结构模式、确定知识传播过程的独特工具，是将

科学发展的动态形象化的学科（van Raan，2003）。

沙漠蝗在全球肆虐为害，全球粮食安全面临前所未

有的威胁。为深入了解沙漠蝗在全球范围的研究动

态和发展趋势，本研究利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

Web of Science 和 CAB Abstracts 数据库，对 1910—

2021年已发表的沙漠蝗相关文献的数量、期刊、国

家、科研机构、作者的发文量和引用情况及高频关键

词等进行统计分析，确定沙漠蝗的研究热点，通过文

献计量学对国内外有关沙漠蝗的文献进行较全面的

分析和总结，从而为沙漠蝗研究提供数据支持，以期

为科学防控沙漠蝗提供理论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数据来源：中文文献数据库主要包括中国知网、

维普和万方数据库；外文数据库主要包括CAB Ab‐

stracts和Web of Science。

1.2 方法

1.2.1 沙漠蝗相关文献的检索方法

采用高级检索中的主题词检索。在 CAB Ab‐

stracts 叙词表中搜索 Schistocerca gregaria，获得所

有相关的异名和英文名，并对这些名称进行审查核

实 ，最 后 确 定 英 文 主 题 词 分 别 为 Schistocerca

gregaria、desert locust、Gryllus gregarius、Acridium

peregrinum 和 Acridium flaviventre。 在 CAB Ab‐

stracts所有数据库中，利用确定的英文主题词进行

检索，检索时段为1910年1月1日—2021年3月23日；

在Web of ScienceTM平台的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利用

确定的英文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时段为1995年1月

1日—2021年3月23日。在中国知网叙词表中搜索

沙漠蝗，获得所有相关的别名，并对这些名称进行审

查核实，最终确定中文主题词为沙漠蝗。在中国知

网、万方和维普数据库中，均利用确定的中文主题词

进行检索，检索时段均为1910年1月1日—2021年3月

23日。

1.2.2 沙漠蝗的研究动态分析

将获取的所有参考文献导出到 Endnote X9 软

件中进行筛选，剔除不符合主题要求或重复的参考

文献。用Excel 2016软件统计分析已发表的沙漠蝗

相关文献数量和发表的期刊。使用 Vosviewer

1.6.11 软件对 Web of Science 中获得的国外文献发

表的期刊、国家、研究机构、作者和高频关键词进行

分析，并选出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发表沙漠蝗相

关论文数量排名前8位的期刊、排名前6位的国家、

排名前10位的研究机构和排名前10位的作者；并对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国际期刊进行

分析，文章数阈值设为13，从774个国际期刊中选出

发表论文10篇以上的8个国际期刊，即国际期刊数

量排名前8的期刊。通过h指数来评估研究人员的

学术产出数量和学术水平，h指数越高，则表明其科

研论文影响力越大。对中文数据库获得的中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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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进行了相同的分析。

1.2.3 沙漠蝗研究热点分析

文献中的关键词是作者用简单的词语对论文主

要内容的总结，高频关键词共现强度的聚类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基于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使用Vosviewer 1.6.11软件对国内外

发表的沙漠蝗相关论文的高频关键词进行网络聚类

分析，频率阈值设为10。

2 结果与分析

2.1 沙漠蝗相关文献数量分析

1910年 1月 1日—2021年 3月 23日，共检索到

符合条件的沙漠蝗文献3 006篇，其中中文文献117篇，

外文文献2 889篇。随着时间的推移，沙漠蝗文献数

量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图 1），其中关于沙漠蝗的首

篇学术论文发表于 1929年，距今已有 92年，1910—

1949年，关于沙漠蝗的文献较少，仅发表2篇关于沙

漠蝗的论文，直至20世纪60年代年均发文量才达到

10篇以上，到20世纪70年代，年均发文量呈井喷式

增长，达到500篇以上（图1）。

2.2 沙漠蝗相关文献的发表期刊分析

对已发表的沙漠蝗文献类型进行分析发现，其

中主要以期刊和图书上发表的文献为主，发文量分

别为 2 955 篇和 33 篇，分别占总文献的 98.43%和

1.10%。对期刊上发表的沙漠蝗论文进一步分析发

现，共有774个国际期刊以及81个国内期刊发表了

有关沙漠蝗的论文。在外文期刊中，Journal of Ex‐

perimental Biology 发文量最多，为 99 篇，占总发文

量的3.4%，在中文期刊中，《植物保护学报》和《世界

农业》是中文发文量最多的期刊，均为 6篇，分别占

中文总发文量的5.1%。

利用Vosviewer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

库的国际载文期刊进行分析，将期刊的文章数量阈

值设置为 13，从 774个国际期刊中筛选出国际载文

量排名前8位的期刊。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

ogy是外文载文量最多的期刊，载文量为99篇，总被

引次数亦最高，为 3 267次，在排名前 8位的国际期

刊中，除 PLoS ONE 和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

ogy外，其他6种皆为与昆虫主题相关的期刊（表1）。

图1 1910－2021年收录在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中的

沙漠蝗相关文献数量

Fig. 1 Numbers of publications related to Schistocerca

gregaria during 1910—2021 covered by Web of Science

and other databases

表1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发表沙漠蝗相关论文数量排名前8位的期刊

Table 1 Top eight journals publishing papers related to Schistocerca gregaria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期刊
Journa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

Journal of Insect Physiology

Journal of Conparative Neurology

Insect Biochemistar and Mmolecular Biology

Scientific Reports

Peptides

Physiological Entomology

PLoS ONE

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3.070

2.614

3.147

3.669

4.044

2.784

1.393

2.761

发文量
No. of papers

99

73

60

40

18

18

17

17

总被引次数
Total citations

3 267

1 892

1 791

1 340

186

456

336

215

每篇被引次数
Mean citations per paper

33.00

25.92

29.85

33.50

10.33

25.33

19.76

12.65

h指数
h index

175

94

203

109

179

117

55

300

2.3 沙漠蝗相关文献发表国家、机构和作者分析

2.3.1 沙漠蝗相关文献发表国家分析

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有 78 个国家或地

区发表了关于沙漠蝗研究的论文。其中，发文量排

名前 5位的国家分别为英国、德国、美国、比利时和

日本，发文量分别为 331、270、234、146和 117篇，加

拿大和中国并列第6位，发文量均为87篇。

2.3.2 沙漠蝗相关文献发表机构分析

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沙漠蝗相关英文文

献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研究机构分别为鲁汶大学、



马尔堡菲利普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多伦多大

学、法国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开罗大学、以色列特拉

维夫大学、中国科学院和慕尼黑大学（表2），在这10所

研究机构中，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发文量最多，为129篇

（表2）。沙漠蝗相关中文文献发文量最高的研究机

构为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为6篇，主要

研究领域包括沙漠蝗入侵我国的风险分析、监测以

及防控等相关的研究。

表2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发表沙漠蝗相关论文数量排名前10位的研究机构

Table 2 Top ten research institutions publishing papers related to Schistocerca gregaria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机构
Institution

鲁汶大学Universitas Catholica Lovaniensis

马尔堡菲利普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xford

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法国农业国际合作研究发展中心
Centre de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e en Recherche
Agronomique pour le Development-CIRAD
开罗大学 Cairo University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Tel Aviv University

中国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慕尼黑大学University Munich

论文总数量/篇
Total no. of papers

129

65

60

57

31
23

16

15

15

14

总被引次数
Total citations

4 340

3 616

2 020

4 046

873
227

101

130

277

262

每篇被引次数
Mean citations per paper

33.64

55.63

33.67

70.98

28.16
9.87

6.31

8.67

18.47

18.71

2.3.3 沙漠蝗相关文献发表作者分析

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发表沙漠蝗相关文

献的作者共有 1 515名，排名前 10位的作者分别为

Tanaka S、Homberg U、Schoofs I、Simpson SJ、De

Loof A、Vanden Broeck J、Maeno K、Baggerman G、

Breuer M和Clynen E（表3）。其中，Tanaka S的发文

量最多，为58篇，h指数为16；其次为Homberg U，发

文量为55篇，h指数为51；而Simpson SJ的发文量为

42篇，排名第 4位，但 h指数最高，为 85，表明Simp‐

son SJ虽然发文量不是最高，但论文在沙漠蝗领域

影响较大。

表3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发表沙漠蝗相关文献排名前10位的作者

Table 3 Top ten authors publishing papers related to Schistocerca gregaria based on Web of Science

作者
Author

Tanaka S

Homberg U

Schoofs I

Simpson SJ

De Loof A

Vanden Broeck J

Maeno K

Baggerman G

Breuer M

Clynen E

发文量
Total no. of papers

58

55

52

42

41

35

17

17

16

15

总被引次数
Total citations

1 239

2 761

2 397

353

1 527

970

267

1 001

366

566

每篇被引次数
Mean citations per paper

21.36

50.20

46.10

8.40

37.24

27.71

15.71

58.88

22.88

37.73

h指数
h index

16

51

60

85

10

2

14

6

29

28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仅有5位作者发表了5篇

以上关于沙漠蝗的相关论文，分别是张泽华、涂雄

兵、李霜、王加亭和潘凡，分别占国内发表论文总数

的10.99%、10.99%、6.59%、5.49%和5.49%，且这5位

学者的论文均集中在2021年发表，主要研究方向为

沙漠蝗的研究现状、发展动态和趋势以及防控等。

表明国内从事沙漠蝗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我国科

研人员对沙漠蝗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为今后沙

漠蝗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科学基础。

2.4 沙漠蝗研究热点分析

从 3 296 个关键词中共筛选出 79 个高频关键

词，这79个高频关键词经网络聚类分析共得到4个

482 植 物 保 护 学 报 50卷



类，即4个研究热点，分别为生物多样性、昆虫天敌、

害虫防治和病原体，各研究热点之间紧密相连（图

2），利用生态调控和生物防治技术对其进行综合治

理是当前研究热点。

图2 沙漠蝗相关论文主题关键词的共现关系图

Fig. 2 Keywords co-occurrence network map of Schistocerca gregaria related papers

3 讨论

通过Vosviewer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

库中关于沙漠蝗的研究论文进行了高频词分析，发

现其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生态和防控2个方面。一

是生态预警和监测。蝗虫多发生在比较偏远的地

区，其种群动态和发生区的监测一直是困扰各国的

难题。监测沙漠蝗暴发地的降雨和植被等环境条件

变化有助于评估沙漠蝗暴发的风险水平，及早发现

和掌握沙漠蝗种群动态变化对预防和控制蝗灾暴发

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化学防治。目前，化学防治是

用于防治沙漠蝗的主要方法。在沙漠蝗新发生地可

广泛采用拟除虫菊酯和新烟碱类广谱性杀虫剂（李

霜等，2021b）。田间可根据防治需要单独使用一种

杀虫剂（如溴氰菊酯、新型苯基吡唑和氟苯脲等）或

者2种及2种以上杀虫剂混用，以延缓沙漠蝗抗药性

的产生，快速降低其虫口密度（涂雄兵等，2020）。三

是生物防治。除化学防治外，生物防治是防治沙漠

蝗的重要手段，其具有环境友好、控效持久和防治成

本低廉等优点。四是综合防控。生物防治、生态防

治与化学防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控能营造一个不利于

沙漠蝗生长和繁殖的生态环境。该综合防控的具体

方法是在以监测和预警为重点的前提下，根据沙漠

蝗迁飞和虫情发生状况确定防治指标和防治适期

（Mbodj & Lecoq，1997），在低密度发生区可以采用

生态治理、天敌控制等措施。通过生态控制、生物防

治和联防统治等措施，对沙漠蝗的防治效果可达

85%，化学农药使用量可减少 10%左右（张泽华等，

2019）。

尽管文献计量学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文

献数据库的选择、个别文献的遗漏或者重复、人工筛

选文献时的主观因素、关键词的覆盖面窄等，但其仍

能较客观、全面、科学合理地分析和反映研究对象的

现状和发展趋势（蔡普默等，2018）。虽然目前尚无

沙漠蝗入侵我国的报道，但通过多位学者研究发现，

沙漠蝗有通过自身迁飞和人类活动传入我国的可能

性；随着气候不断变化，沙漠蝗也有随季风迁徙度过

恶劣环境越过高山进入我国云南、西藏和新疆等省

区的可能性。目前，文献数据库中可查阅的沙漠蝗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沙漠蝗生物学特性、迁飞以及

2期 刘路路等：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沙漠蝗研究动态分析 483



防治方面，重复度极高，内容浅显，对沙漠蝗的研究

既不全面，也不系统。国内关于沙漠蝗研究的发文

量少，影响力不足，科研机构分布少，主题内容零散，

从这些都可以看出我国关于沙漠蝗的研究仍然处于

初级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上的发文量呈暴

发式增长，迅速赶超我国。其中，英国发文量位于首

位，并且研究成果影响力较大，研究机构较多，主题

内容较系统，表明英国对沙漠蝗的科研活动维持在

一个较高的水平及强度，亦可见英国对沙漠蝗的重

视程度。建议应加强气候变化对沙漠蝗种群动态演

变规律研究，从生态系统角度分析环境和气象因素

对沙漠蝗种群的影响。建立长效监测机制，转变灾

害防控方式，提高信息化水平，组织联防联控，确保

沙漠蝗的发生密度持续控制在较低水平。同时，应

加快构建新型、高效沙漠蝗防控技术体系，针对不同

区域沙漠蝗为害，筛选适合不同区域防控药剂和施

药方式；加快研制一批真菌、细菌、病毒等高效、新型

防蝗产品，建立区域性、层次性防治战略，实现沙漠

蝗的可持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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