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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充分了解国内、外山羊产羔数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为我国山羊繁殖领域提供新思路,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山羊产羔数”为检索词,在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1992-2022
年)和CNKI数据库(1958-2022年)中进行主题精准检索,并运用Excel

 

2019、GraphPad
 

Prism
 

v5.01和VOS
 

viewer等软件分别对1958-1991年、1992-2001年、2002-2011年和2012-2022
年四个时间段的年度发表文献数量、各国家发表论文情况、机构、作者、期刊、关键词、研究方向等方

面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对结果进行总结和概述。研究发现:我国在“山羊产羔数”方面的研究呈整体

上升趋势,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正逐渐走向世界领先地位,但我国发表论文篇均被引频次仍与法

国等国家存在差距;我国学者在注重发表论文数量的同时,还应注重研究的创新性和实践性,从而

使得所发表论文在国际上展现更深远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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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research
 

i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goat
 

litter
 

size
 

at
 

home
 

and
 

a-
broad,

 

and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field
 

of
 

goat
 

breeding
 

in
 

our
 

country.
 

Using
 

bibliometric
 

methods,
 

we
 

used
 

"
 

goat
 

little
 

size"
 

as
 

the
 

search
 

term
 

to
 

carry
 

out
 

subject-specific
 

precise
 

searches
 

in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1992-
2022)

 

and
 

CNKI
 

database
 

(1958-2022).
 

This
 

article
 

uses
 

software
 

such
 

as
 

Excel
 

2019,
 

GraphPad
 

Prism
 

v5.01
 

and
 

VOS
 

vie-
wer.

 

We
 

respectively
 

analyzed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documents
 

in
 

the
 

four
 

time
 

periods
 

of
 

1958-1991,
 

1992-2001,
 

2002
-2011

 

and
 

2012-2022,
 

the
 

situation
 

of
 

papers
 

published
 

by
 

each
 

country,
 

institutions,
 

authors,
 

journals,
 

keywords,
 

re-
search

 

directions
 

and
 

other
 

aspects
 

of
 

visual
 

analysis.
 

We
 

provide
 

a
 

summary
 

and
 

overview
 

of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The
 

study
 

found
 

that
 

China's
 

research
 

on
 

"goat
 

little
 

size"
 

is
 

on
 

the
 

rise
 

as
 

a
 

whole,
 

has
 

great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is
 

gradual-
ly

 

moving
 

towards
 

a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
 

average
 

number
 

of
 

citations
 

per
 

paper
 

published
 

in
 

my
 

country
 

still
 

lags
 

behind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ity
 

of
 

research.
 

This
 

makes
 

the
 

published
 

papers
 

show
 

more
 

far-reaching
 

in-
fluenc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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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羊是中新世一种古羊的后代,也是人类最早

驯化养殖的家畜之一。因其适应性强、饲养简单、管
理粗放、产品多样而被广泛养殖,后逐步形成规模养

殖。由于我国国民消费水平的整体提升,与山羊相

关的畜产品供不应求,因此,提高山羊产羔数以满足

人们的需求成为必要措施。山羊产羔数受多种因素

影响,包括产羔相关基因、胎次、气温、卵巢中黄体

数、卵泡发育、母羊胎盘性能、母羊体型结构、早期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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娠诊断以及规模化养殖模式等。此外,山羊产羔数

与山羊泌乳量和山羊奶品质也有一定相关性。基于

此,山羊产羔数一直是我国农业农村部以及畜牧研

究所关注的重点,但目前关于国内外山羊产羔数的

研究现状以及研究趋势尚不清楚。
  文献计量学是由美国目录学家于1969年首次

提出的,是基于文献数据库和文献计量特征的信息,
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某一学科的所有知识载体进行

定量分析。它不仅可以帮助学者把握具体研究领域

的发展趋势,还可以评价期刊、机构、国家在具体研

究领域的贡献。其中,引文分析和关键词共现是文

献计量分析主要分析内容,其反映了论文的质量和

主题内容特征。
基于 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和CNKI数

据库,运用文献计量学和统计学对国内外文献进行

可视化分析已被广泛应用在医药卫生领域、人类护

理研究、渔业资源研究、化工方向研究、中国蚁科昆

虫研究、牦牛研究以及奶绵羊等多个研究领域。但

是,到目前为止,还未出现关于山羊产羔数研究方面

论文发表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报道。
本文以1958-2022年为时间范围,对山羊产羔

数相关文献的年度发表数量,各国家、机构、作者、期
刊论文发表情况,以及关键词、研究方向等方面进行

可视化分析,并对结果进行总结和概述,旨在为我国

山羊产羔数研究的领域提供新思路,为国内外学者

提供最新山羊产羔数文献分析,为今后的研究方向

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国际研究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检索时间范围为1992~2022年,检索式为 TS

 

=
 

(reproduction
 

OR
 

reproductivity
 

OR
 

fertility
 

OR
 

fecundity
 

OR
 

"little
 

size")
 

AND
 

TS
 

=
 

(goat*
 

OR
 

"capra
 

hircus"),检索索引为SCI-Expanded,检

索日期为2023年1月15日,共检索到全球范围内

与山羊产羔数相关SCI论文2
 

166篇。将1992~
2021年间的检索结果分为1992~2001年、2002~
2011年和2012~2022年三个时间段,运用Excel

 

2019、GraphPad
 

Prism
 

v7.00和 VOS
 

viewer等软

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分析。
1.2 中文研究相关数据

对CNKI数据库进行了以“山羊产羔
 

+
 

山羊

繁殖
 

+
 

山羊产仔
 

+
 

山羊多胎”为主题词的精准检

索,检索时间范围为1958~2022,检索日期为2023
年1月15日,检索到1

 

269条学术期刊文献记录。
此外,将1958~2022年间的筛选结果,分为1958~
1991年、1992~2001年、2002~2011年和2012~
2022年四个时间段,运 用 Excel

 

2019、GraphPad
 

Prism
 

v7.00和 VOS
 

viewer等软件对结果进行可

视化分析。

2 国际“山羊产羔数”可视化结果分析

2.1 论文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在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检索到

1992-2022年间全球发表关于山羊产羔数的相关

文献共有2166篇。从全球年度发文总量来看,2007
年、2012年和2018年发文总量突然增加,与前一年

相比,其分别增长53.2%、35.2%和30.0%。从

2010年开始,年发表论文的数量都在90篇以上,此
后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尤其在近三年中,年发表论文

的数量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数值,均在130篇以上。
国外作者在2012年到达顶峰之后,在之后三年呈现

下降态势;且在近三年中,国外作者发文量同样呈下

降趋势。国内作者在 WOS中发文量自2007年开

始呈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2017至2019年发文量

显著增加,近三年发文量较2017~2019年相比有所

下降,但仍呈增加趋势(图1)。综上所述,WOS中

整体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

图1 1992~2022国际“山羊产羔数”年度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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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山羊产羔数研究国家/地区论文发表情况

引文分析指参考文献被引用的时间和地点的检

查,代表了该领域中最常见的分析方法之一。对1992
~2022年各国家发表论文数量进行了筛选,并对

1992~2001年、2002~2011年以及2012~2022年三

个阶段分别进行了统计,此外,还对各国家发表论文

篇均被引频次进行汇总,最终将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

十的国家列入表1。其中,中国总发文量为286篇,排
名第一;美国紧随其后排名第二,总发文量为206篇,
接着是印度、巴西和法国。从三个时间段中各国发文

量来看,美国和法国在三个阶段均保持着较高的发文

数量。其余国家的发文量与前一阶段相比,论文发表

数量成倍增加,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从第一阶段的4
篇增长到了第三阶段的252篇,成63倍增长,说明中

国在近二十年中增加了对山羊产羔数研究的关注度,
研究进展也在加速进行。从各国发表论文的篇均被

引频次来看,被引用率最高的是法国,达到27.65,其
次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因此,中国在注重论文发表数

量的同时,也应该提升所发表论文的质量,这样才能

在国际山羊产羔数研究方面具有更高的地位。
表1 国际上国家/地区论文发表情况

排名 国家
发文量(篇)

1992~2001 2002~2011 2012~2022 总

篇均被引

频次
被引排名 H-index

1 中国 4 30 252 286 11.32 7 28
2 美国 50 60 96 206 25.99 3 37
3 印度 15 61 119 195 7.86 10 20
4 巴西 15 53 125 193 8.65 9 21
5 法国 50 66 62 178 27.65 1 40
6 西班牙 10 47 114 171 16.09 5 28
7 墨西哥 14 43 86 143 12.26 6 23
9 土耳其 3 34 56 93 10.04 8 16
8 澳大利亚 20 20 47 87 26.48 2 28
10 伊朗 0 13 65 78 16.68 4 19

2.3 研究机构分析

采用相同的分析方法,笔者共统计出1980所山

羊产羔数方面的研究机构,并分析了1992~2022年

期间全球发文量排名前十的机构,并对1992~2001
年、2002~2011年和2012~2022年每一个阶段的发

文量进行了统计(表2)。在排名前十的机构中,法国

和中国的机构各有三所,印度、墨西哥、巴西、埃及各

一所。从各阶段发文量上看,2001年之后,所有机构

以“山羊产羔数”为主题的论文发表数量均增加,其中

表现最突出的分别是位于印度的印度农业研究委员

会(ICAR)、位于中国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NWAFU)
和中国农业科学院(CAAS)三所机构。然而位居首位

的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INRA)在近十年中较之前相

比发文量有所下降,这也从侧面体现出,虽然国外在

山羊产羔数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早,但在之后的研究

中,将可能被中国的研究机构所替代,在未来十几年

或几十年中,关于山羊产羔数方面的研究,中国的研

究机构将逐渐趋于领先地位。从篇均被引频次来看,
法国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篇均被引频次为

28.21,所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率最高,其次是法国国家

农业研究院(INRA),篇均被引频次为27.17,位于第

三的是法国图尔大学(Université
 

de
 

Tours)篇均被引

频次为24.27,该信息直接反映出各机构发表论文的

质量,这也提示各个机构,在增加山羊产羔数相关论

文数量的同时,也要提高论文的质量。

表2 1992~2022年国际排名前十机构发文量

排

名
机构 国家

发文量(篇)

1992-20012002-20112012-2022 总

篇均被

引频次

被引

排名
H-index

1 INRAE 法国 42 57 52 151 27.17 2 37
2 Indian

 

Counci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CAR) 印度 3 25 78 106 8.03 8 15
3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NWAFU) 中国 0 4 92 96 13.09 4 21
4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 法国 12 30 38 80 28.21 1 25
5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CAAS) 中国 1 8 47 56 10.43 6 16
6 Universidad

 

Autónoma
 

Agraria
 

Antonio
 

Narro
 

(UAAAN)墨西哥 3 13 36 52 12.46 5 14
7 Université

 

de
 

Tours 法国 0 20 31 51 24.27 3 18
8Empresa

 

Brasileira
 

de
 

Pesquisa
 

Agropecuaria
 

(EMBRAPA)巴西 5 10 35 50 8.44 9 12
9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ural
 

Affairs、 中国 0 5 41 46 9.85 7 12
10 Egyptian

 

Knowledge
 

Bank
 

(EKB) 埃及 4 4 36 44 7.55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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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作者发文量分析

以1992~2022年山羊产羔数研究学者为统计

源,共统计到了7685位国内外该方面的研究作者,
将所有作者按照发文量排序,笔者优先选取了发文

量前十的作者(表3),在发文量前十的作者中,有5
位来自中国,法国和墨西哥各有2位,美国、西班牙

和巴西各有1位。其中,来自中国的作者中有1位

来自中国农科院,2位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位

来自榆林学院。可见中国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榆

林学院在山羊产羔数方面所做研究较多。在排名前

十的作者中,来自墨西哥安东尼奥·纳罗自治农业

大学(UAAAN)的Delgadillo
 

JA发文量最多,达到

40篇;其次是来自法国图 尔 大 学(Université
 

de
 

Tours)的Chemineau
 

P和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

储明星。

表3 1992~2021年国际发文量前十作者

排

名
作者

发文

量(篇)
机构 国家

篇均被

引频次

被引

排名
H-index

1 DELGADILLO
 

JA 40 Universidad
 

Autónoma
 

Agraria
 

Antonio
 

Narro
 

(UAAAN) 墨西哥 20.75 7 14

2 CHEMINEAU
 

P 39 Université
 

de
 

Tours 法国 25.33 3 15

3 CHU
 

MX(储明星) 38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 7.35 11 9

4 LAN
 

XY(蓝贤勇) 35 Northwest
 

A&F
 

University(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 18.63 8 14

5 PAN
 

CY(潘传英) 32 Northwest
 

A&F
 

University(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 21.22 5 16

6 ZHU
 

HJ(朱海鲸) 29 Yulin
 

University(榆林学院) 中国 20.93 6 15

7 QU
 

L(屈雷) 26 Yulin
 

University(榆林学院) 中国 22.12 4 13

8 MALPAUX
 

B 24
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Food
 

&
 

Environment
 

(INRAE)
法国 34.79 2 12

9 Leboeuf
 

B 2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美国 39.57 1 14

10MEZA-HERRERA
 

CA22 Chapingo
 

Autonomous
 

University 墨西哥 8.36 10 8

11 Zarazaga
 

LA 22 Universidad
 

de
 

Huelva 西班牙 10.73 9 8

12 Fonseca
 

JF 22 Empresa
 

Brasileira
 

de
 

Pesquisa
 

Agropecuaria
 

(EMBRAPA) 巴西 6.41 12 8

2.5 国际期刊分析

基于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在1992
-2022年间共统计到504本全球期刊,从中筛选出

排名前十的热门期刊,分别是《Small
 

Ruminant
 

Re-
search》《Theriogenology》《Animal

 

Reproduction
 

Science》《Reproduction
 

in
 

Domestic
 

Animals》《In-
dian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s》《Tropical
 

Animal
 

Health
 

and
 

Production》《Animals》《Animal》《Jour-
nal

 

of
 

Animal
 

Science》《Asian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s》。其中,排名前四的期刊来自

荷兰和英国这两个国家,这也从侧面看出荷兰和英

国在山羊产羔数方面研究的期刊具有较高的影响

力。除此之外,在排名前十的期刊中,有3本期刊位

于荷兰,有2本期刊位于英国。

2.6 研究方向分析

基于 Web
 

of
 

Science数据库,对1992~2022年

山羊产羔数研究领域进行分析(图2)。关于山羊产

羔数的研究,在农学、兽医学、生殖生物学这三个大

的方向发文量较多,这三个方向的发文量是其它研

究方向的发文量总数的4倍。其中,农学研究方向

的总发文量遥遥领先于其他研究方向。从三个时间

段分析,各阶段的发文量较前一阶段相比都显著增

加,这也说明,在农学、兽医学、生殖生物学以及动物

学等研究方向中,山羊产羔数的研究在近十年中被

大家所关注。

2.7 关键词聚类共现

运用可视化软件VOS
 

viewer,设置引用频次在

30次以上,分析了1992-2022年国际上2166篇关

于山羊产羔数方面的研究文献,绘制出关键词共现

和聚类分析(图3)。通过统计分析,在6097个关键

词中,频次在30次以上的关键词有25个,其中,
“goat/goats(山羊)”“reproduction(繁殖)”“fertility
(繁殖力)”“litter

 

size(产羔数)”“progesterone(孕
酮)”等词汇出现频率较高,说明他们是核心研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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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由可视化分析结果可知,“male
 

effect(雄性影

响)”“prolificacy(多 产)”“heritability(遗 传 力)”
“small

 

ruminant(小反刍动物)”“semen(精子)”是
近五年出现的高频关键词。

图2 国际上1992~2022年“山羊产羔数”研究方向

图3 
 

国际“山羊产羔数”文献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

3 国内“山羊产羔数”可视化结果分析

3.1 论文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在CNKI数据库进行精准检索后,从1958年第

一篇关于“山羊产羔数”的论文开始统计,除1961~
1979年没有相关文章发表外,共检索到1

 

269条国

内相关学术期刊文献记录(图4)。从国内年度发文

量来看,期刊论文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03年之

后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较多,但是在2005年、2008
年、2011年、2017年和2019年期刊论文出现较大幅

度的减少。从可视化结果可知,2015年发文量最

高,达到63篇。但在近七年内,国内相关论文数量

与前一阶段相比有所下降。
3.2 研究机构分析

以1958~2022年为时间段,国内关于山羊产羔

数的研究涌现出了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首的十所

研究机构(图5),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研究机构是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达到了58篇。其余包括中国农

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院、云南省畜牧兽医科

学院、贵州大学、扬州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云南农业

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

在内的九所机构也为国内山羊产羔数的研究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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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贡献。在2012~2022年间,发表与“山羊产羔

数”相关的期刊论文最多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院和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贵州大

学位居第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位居第四。

图4 1958~2022年国内论文数量年度变化趋势

图5 1958~2022年国内排名前十机构发文量

3.3 作者发文量分析

以1958~2022年期间研究山羊产羔数的学者

为统计源,将国内所有作者按照发文量排序,优先选

取排名前五的作者,其中,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院的储明星主要从事肉羊遗传育种研

究工作,来自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的洪琼花从事

山羊的育种和高效繁殖新技术研究,这两位作者在

国内期刊发表较多关于山羊产羔数的文章。此外,
国内排名前五的作者中,有2位作者来自中国农业

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院,有2位作者来自云南

省畜牧兽医科学院,有1位作者来自贵州大学,说明

这三所机构为推动国内山羊产羔数的研究做了很多

工作。

3.4 热门期刊分析

基于CNKI数据库,对1958~2022年国内发表

山羊产羔数的论文进行统计筛选,共筛选出十个在

山羊产羔数方面发表论文较多的国内出版物(图

6)。在十个出版物中,发表论文最多的是国家级核

心期刊《中国草食动物科学》,发文量高达116篇。
其次是发文量为55篇的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畜牧杂

志》和发文量为52篇的中文核心期刊《黑龙江畜牧

兽医》,以上三本出版物的总发文量超过其他出版物

的总和。在2012~2022年间,《中国草食动物科学》
发文量仍居首位,为44篇;《黑龙江畜牧兽医》和《中
国畜牧杂志》位居第二和第三。

3.5 关键词聚类共现

运用可视化软件 VOS
 

viewer,设置引用频次

在30次以上,分析了1958~2022年国内1
 

269篇

关于“山羊产羔数”的研究文献,绘制出关键词共现

和聚类分析(图7)。通过统计分析,在1
 

809个

关键词中,频次在30次以上的关键词有19个,其
中,“波尔山羊”、“产羔率”、“山羊”、“绒山羊”、“繁殖

性能”、“产羔数”等词汇出现频率较高,说明他们是

核心研究词汇。由可视化分析结果可知,“产羔数”、
“繁殖力”、“PCR-SSCP”是近十年出现的高频关

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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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958~2022年国内前十出版物

图7 国内“山羊产羔数”文献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

4 讨论

本文基于 WOS核心合集数据库和CNKI数据

库,以1958~2022年为时间范围,分为1958~1991
年、1992~2001年、2002~2011年和2012~2022年

四个时间段(WOS检索时间范围为1992~2022
年),运用文献计量学和统计学分别对国内外关于

“山羊产羔数”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动态可视化分

析,并对结果进行总结和概述。
从全球年度发文总量来看,“山羊产羔数”相关

文章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在2007年、2012年和

2018年表现尤为突出,年度发文总量与前一年相比

增长较多,分析其原因,可能是(1)2001年“人类基

因组计划”的完成,使研究内容从结构基因组学转向

功能基因组学。这标志着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进程

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也标志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

展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2)二代测序技术的开发

和应用,大量的软件和算法被开发,功能精细化,基
于各种物种的数据库开始建立起来,促进了“山羊产

羔数”相关研究的发展;(3)Open
 

Access(OA)期刊

的普及,增加了文章发表的速度和被发表的可能性,
这使得年度发表论文数量快速增长。从上世纪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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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到现在,中国、美国和印度在“山羊产羔数”科
学研究领域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表现尤为突出的是

美国,不论是各阶段发表论文的数量,还是发表论文

的质量,都位于世界前列。
中国在近十年的山羊产羔数研究中发表论文数

量较多,达到252篇。一方面,可能是近几年国家颁

布一系列的政策,加大了对山羊养殖的扶持力度,山
羊养殖更加普遍,使得更多的学者投入到“山羊产羔

数”的相关研究中;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十年国家高

度重视“产、学、研”相结合,加大了对科技研发、推广

和应用的重视,各个高校和研究院充分发挥自己的

优势,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在畜牧方面的研究更

加广泛和深入。然而,我国所发表论文的质量与排

名前列的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国在注重论

文发表的数量的同时,还应提高论文的质量。进一

步对各个阶段的发文量进行分析后发现,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NWAFU)和中国农业科学院(CAAS)等
研究机构在近十年发文量增长迅速,分析其原因,可
能是因为涌现出了储明星、洪琼花、蓝贤勇、潘传英、
屈雷、朱海鲸等研究者,大力推进“山羊产羔数”的研

究进展。深入思考我国“山羊产羔数”研究在第二阶

段开始发展,第三阶段快速发展的原因发现,2005
年中法两国进行技术合作,增强了我国“山羊产羔

数”研究的科技创新实力。2013年农业科技创新能

力条件建设工程被列入“十二五”时期的重大建设工

程。随后,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全国农业科技创新能

力条件建设规划(2016—2020年)》文件。同时,国
家科研经费的大力支持也使得“山羊产羔数”相关研

究取得进展,其中,国内作者在 WOS上发表的51.
40%论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其次是中国农

业科技创新计划,资助论文占比为8.93%;和中央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占比为5.94%。除此之外,
陕西省重点项目、国家基础研究基础项目、国家高技

术研究发展计划、中国农业科研系统专项基金、云南

省基础研究基金重点项目、云南省重大科技项目对

“山羊产羔数”相关论文的发表也做出较多的支持。
基于此,我国“山羊产羔数”相关研究飞速发展。

纵观国内“山羊产羔数”相关研究的发文数量,
统计1958~2022年期间我国34个省份对山羊产羔

数的研究,自1958年对“山羊产羔数”发表第一篇文

章开始,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是1960~1979年间

并未有相关文章被发表,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该时期

国内政治、经济处于低迷时期,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

社会层面,对科技文化的投入都较少。此后文章呈

增长趋势,追其原因是国家加大了农林项目的支持

力度,国内的研究机构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促进

“山羊产羔数”研究进程,在国内的科研机构中,表现

最为突出的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做出的相关研究

较多,分析其原因,可能是该学校位于山羊养殖较多

的省份———陕西省,其位于中国中部黄河中游地区,
属于北半球暖温带、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地理位置优

越,山羊养殖较为广泛;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出台了

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山羊养殖产业,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陕北绒山羊生产优势区、关中西府肉用山羊

生产优势区、陕南肉用山羊生产优势区等8个养羊

产业优势区,产业链的发展使得更多的学者投入到

山羊产羔数的研究中,依托此优势,该学校成为“山
羊产羔数”发表论文最多的机构。

对比国内外“山羊产羔数”的研究,我国学者在

2007年之前发文量基本为零,此后呈上升趋势。国

外学者在2020年到达一个高峰之后,此后两年可能

因为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一些研究被迫中止,所
发论文数量有所下降。国内学者所发论文在近五年

虽在逐渐上升,但在总量中所占比重仍较少,追究其

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科研基础薄弱,且起步较晚。
由此得出,关于山羊产羔数的研究,不仅学者自身的

研究进展会影响发文量,环境对基础科学研究也有

很大影响。虽然国内外在论文发表数量有较大的差

异,但是“山羊产羔数”研究方向和关键词基本一致,
研究方向都以“农业”“兽医学”“生殖生物学”为主,
关 键 词 都 以 “山 羊/goat/goats” “繁 殖/

reproduction”“多产/fertility”“产羔数/litter
 

size”
等为主,说明不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山羊

产羔数”相关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中国关于“山羊产羔数”的研究在全

球范围内名列前茅,且不缺乏科研实力雄厚的科研

院所和知识体系完备的科研学者。但在论文质量和

影响力方面,中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仍需根据国

内外形势以及国家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推动

“山羊产羔数”的研究进展,以达到提高国民经济的

目的。除此之外,学者可以通过论文国际化这条途

径来提升论文的影响力,从而在国际山羊产羔数研

究方面具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话语权。对于目前

国内山羊养殖存在的畜群结构不合理、优良品种占

比偏低、性别比例不合适等问题,国家应加大资金的

投入,以加快品种改良速度,同时改善饲养管理条件

达到现代化养殖的要求。最重要的是,要加强科研

投入力度,将新技术推广使用,依靠科技技术提高生

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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