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7卷 第3期 西 南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 2022年3月

Vol.47 No.3  JournalofSouthwestChina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 Mar. 2022

DOI:10.13718/j.cnki.xsxb.2022.03.012

基于 WOS和CiteSpace的自生植物研究进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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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 WebofScience数据库中2002-2020年自生植物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Excle分析工具对其作者、地

区、时间和发文机构进行分析,运用CiteSpace文献分析工具对其关键词进行共现和突现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在

数据库中共检索出958条有关的文献信息,发文数量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calcareousgrassland”“mine”
“growth”“system”“spontaneousvegetation”“humandisturbedhabitat”这几个关键词的突现时间均超过5年,说明在

此期间对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是持续的热点.“land”“biodiversityconservation”“habitat”“functionaltrait”是近5年新

出现的突现词,说明近年来这些方面已成为自生植物新的研究前沿和热点,自生植物的研究重点开始更多地关注

城市环境中自生植物的物种组成以及对于生态多样性的影响,并且更多地开始探讨自生植物在城市景观中的应用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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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ibliometricanalysiswastakenontheresearchliteratureofspontaneousvegetationinorderto
understandtheresearchstatusinthisfield.Theauthors,regions,timeandinstitutionsofspontaneous
vegetationinWebofsciencedatabasefrom2002to2020wereanalyzedbyExcel,andCiteSpaceusedtoan-
alyzetheco-occurrenceandemergenceofkeywords.Atotalof958relatedliteratureinformationwerere-
trievedintheWebofSciencedatabase.Thenumberofpublishedpapersshowedafluctuatingupward
trend.Thekeywordsofcalcareousgrassland,mine,growth,system,spontaneousvegetationandhuman
disturbedhabitathavebeenemergingformorethanfiveyears,whichindicatesthattheresearchon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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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sisacontinuoushotspotduringthisperiod.Land,biodiversityconservation,habitatandfunctional
traitarethenewemergingwordsinrecentfiveyears,whichindicatesthattheseaspectshavebecomethe
newresearchfrontierandhotspotsofplantsinrecentyears.Itisconcludedthat,intherecentyears,in
theresearchfocusedonspontaneousvegetation,moreattentionbegantobepaidtothespeciescomposition
ofspontaneousvegetationinurbanenvironment,andtheimpactofspontaneousvegetationonecological
diversity,andmorebegantoexploretheapplicationstrategiesofspontaneousvegetationinurbanland-
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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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植物是指未经人工栽培就能够自然生长演替的植物群体[1-2].它们的生长范围可以从较大的空地

到很小的微生境,例如地面裂缝或人行道上.研究表明,自生植物可以为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并作出重要

贡献,比如为昆虫和其他节肢动物提供栖息地[3].这些植物长期生长在城市,适应了城市生态环境,污染抗

性强,能在无人为管理的情况下自然地生长繁衍,并形成一定的自然景观[4].有研究发现城市公园中植物

物种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这对城市植物的物种多样性产生了影响[4].而自生植物不仅能在城市形成

稳定的植物群落,强化城市植物的地域性特色,最重要的是这些植物群落可以在低人工管理强度的条件下

自我更新演替,极大地节省人力物力,增加城市生态多样性.对城市自生植物进行调查研究,选择能够忍受

稀薄、贫瘠的土壤和能够抗严重干扰的物种进行应用,对于丰富城市植物多样性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CiteSpace是一款用于分析科学文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并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和信息可视化背景下发

展起来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5].利用CiteSpace进行共词分析可以研究一个特定领域的知识基础和研究

前沿.共词分析是一种通过测量关键词或主题词的频次来探测特定领域中研究热点变化的研究方法[6].
为明确近年来国际范围内自生植物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本研究根据 WebofScience(WOS)数

据库信息,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国际自生植物的相关关文献进行了分析.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美国 ThomsonReuters公司 WebofScience(本文简称“WOS”)平台的

WOS核心合集.分别以“spontaneousplant(自生植物)”或“spontaneousvegetation(自生植物)”为标题和主

题进行搜索,文献类型选择“Article”或“Review”.时间跨度为1980-2020年,最终共检索出958条文献题

录.但由于数据显示有关自生植物的论文在2002年才第一次出现,因此本研究最终将搜索时间定为2002-
2020年.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以数量统计为基础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利用 WOS的分析检索功能结合 Excel对所得

的958条文献数据进行初步的年度、文献主题类别、研究论文的作者、发表时间和地区进行统计分析,形

成对自生植物研究领域的初步认知.
借助CiteSpacev.5.6R4分析工具,主要参数设置为TimeSlicing:2002-2020;NodeTypes:分次选

取Author,Institution,Country,Keyword;时间切片:TopN50;Pruning:pathfinder&pruningslicednet-
works.其余参数按照默认参数设置.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文数量的时间分布

图1为2002-2020年 WOS自生植物发文数量的分布情况.从图1中可以看出,发文数量整体上呈现

波动上升的趋势.在2002-2009年期间,自生植物的发文数量占总发文数量的21.3%,处于缓慢发展的阶

段;在2010-2014年期间,自生植物的发文数量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占总发文数量的31.8%,并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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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文数量即将突破80篇;在2015-2020年期间,发文数量出现较大的波动情况,但是总体还是呈现上

升趋势,这6年的发文数量占总发文数量的46.9%,将近一半.可以看出自生植物的研究热度和受重视程

度正在不断上升.

图1 2002-2020年自生植物发文数量时间分布

2.2 发文的主题类别统计

表1列出2002-2020年 WOS自生植物相关文献的前10个发文主题类别,可以看出生态学(ECOLO-
GY)是最大的主题类别,发文数量278篇,占总发文数量的29.02%,其次是环境科学(ENVIRONMEN-
TALSCIENCES)和植物科学(PLANTSCIENCES),分别占26.20%和17.54%,排名前2名的主题类别

的发文数量占总发文数量的55.22%,超过半数,可以看出自生植物与这两个领域关系最为密切.同时自生

植物还涉及林学(FORESTRY)、土壤科学(SOILSCIENCE)、生物多样性保护(BIODIVERSITYCON-
SERVATION)等方面,由此可知自生植物研究受到多个领域和学科的广泛关注.

表1 2002-2020年 WOS自生植物研究文献的主题类别统计

排名 WOS主题类别 中文主题名 发文数量/篇 所占比例/%

1 ECOLOGY 生态学 278 29.02

2 ENVIRONMENTALSCIENCES 环境科学 251 26.20

3 PLANTSCIENCES 植物科学 168 17.54

4 FORESTRY 林学 109 11.38

5 SOILSCIENCE 土壤科学 101 10.54

6 AGRICULTUREMULTIDISCIPLINARY 农业多学科 68 7.10

7 AGRONOMY 农艺学 65 6.79

8 BIODIVERSITYCONSERVATION 生物多样性保护 54 5.64

9 ENGINEERINGENVIRONMENTAL 工程环境学 54 5.64

10 ENVIRONMENTALSTUDIES 环境研究 54 5.64

2.3 发文的国家/地区统计

共有74个国家/地区发表了有关自生植物的论文.本研究选取发文数量最多的前10位国家/地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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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进行分析比较(表2).表2中的“H-index”代表高引用次数,指一个国家、机构或学者最多有h 篇论文分

别被引了至少h 次.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机构或学者的研究成果H-index越高,那它的研究成果影

响力就越大[7-8],但总被引频次与H-index一般与他们在该领域的研究时间相关.此外被引频次也是衡量研

究成果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从表2中可以看出巴西的发文数量最多,为143篇,占总发文数量的14.93%,捷克共和国和西班牙分

别以117篇和90篇的发文数量紧随其后.同时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发文数量高的国家H-index和被引频次

不一定也高,例如巴西的发文数量虽然是最多的,但是巴西的 H-index值只排到第7名.中国的发文数量

和H-index指标排名都比较靠后,可以推测中国在自生植物领域的研究可能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
表2 自生植物文献发文数量居前10的国家/地区发文统计

排名 国家/地区 发文数量/篇 所占比例/% H-index 被引频次/次

1 巴西 143 14.93 18 1679

2 捷克共和国 117 12.21 28 2491

3 西班牙 90 9.40 25 2486

4 法国 89 9.29 21 1441

5 意大利 74 7.72 19 1147

6 德国 71 7.41 25 1846

7 美国 63 6.58 23 1588

8 波兰 61 6.37 16 660

9 中华人民共和国 54 5.64 14 633

10 加拿大 39 4.07 15 673

所有国家/地区合计 958 100  58 16059

2.4 出版物统计

从出版物统计来看,958篇自生植物相关论文出版在364种期刊杂志上.其中出版文献数量最多的10
个出版物见表3.这10个期刊刊登论文数量一共为247篇,占论文总数的25.78%.其中,《ECOLOGICAL
ENGINEERING》《RESTORATIONECOLOGY》和《REVISTABRASILEIRADECIENCIADOSOLO》
刊文量分别为143,117,90篇.通过查找期刊的大类学科可以发现,排名前10的期刊中,有6家期刊属于环

境科学与生态学,4家属于农林科学.
表3 刊载自生植物论文数量排名前10的出版物统计

排名 出版物 中文译名
刊文数量

/篇

所占比例

/%
大类学科

1 ECOLOGICALENGINEERING 生态工程 47 4.906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2 RESTORATIONECOLOGY 恢复生态学 34 3.549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3 REVISTABRASILEIRADECIENCIADO
SOLO

巴西土壤科学 32 3.340 农林科学

4 APPLIEDVEGETATIONSCIENCE 应用植物科学 29 3.027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5 AGRICULTURE ECOSYSTEMS ENVIRON-
MENT

农业生态系统环境 22 2.296 农林科学

6 ENVIRONMENTALSCIENCEANDPOL-
LUTIONRESEARCH

环境科学与污染研究 21 2.192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7 URBANFORESTRY&URBANGREENING 城市林业城市绿化 19 1.983 农林科学

8 LANDSCAPEANDURBANPLANNING 景观和城市规划 17 1.775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9 PESQUISAAGROPECUARIABRASILEIRA 巴西农业研究 14 1.461 农林科学

10 POLISHJOURNALOFECOLOGY 波兰生态学期刊 12 1.253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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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主要研究机构的分布和合作情况

自生植物研究机构的分布和合作情况可通过对自生植物相关领域的发文作者所在机构进行分析而获

得.2002-2020年中,共有1139个机构发表了有关自生植物的文章.发文数量排名前3的机构分别是:捷

克共和国科学院(AcadSciCzechRepublic),共有78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NationaldelaRe-

chercheScientifique)排名第2,共有52篇;捷克科学院植物研究所(InstituteofBotanyoftheCzechAcade-

myofSciences)排名第3.发文数量为50篇.中国机构排名最前的是发文数量为18篇的中国科学院(Chi-

neseAcadSci),仅排第12名.可以看出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落后于其他国家.在CiteSpace中,设置

节点类型Institution,选择每一时间切片发文量排名前50的机构,生成机构合作共现图谱(图2),图2中

的节点代表机构,节点越大则发文频次越高.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合作关系越多,连

线越粗[9].

Citespace生成的机构合作图谱中共有节点127个,连线142条,从图2中可以看出各个机构间的合作

还是比较分散的,可能因为自生植物的研究还处在探索发展的阶段,尚未进入研究成熟期.但其中捷克共

和国科学院(AcadSciCzechRepublic),捷克布拉格查尔斯大学(CharlesUnivPrague)、捷克南波希米亚大

学(UnivSouthBohemia)、捷克布拉格生命科学大学(CzechUnivLifeSciPrague)的合作研究关系比较的

密切,而且这4个机构的发文数量排名均在前10名内,可以看出捷克共和国在自生植物领域的研究领先于

其他国家.

图2 2002-2020年 WOS自生植物研究机构合作共现图谱

2.6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最核心的概括,通过对某一领域研究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共性分析,能够确定当前研

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及热点演变[10].
利用CiteSpace进行分析时,将NodeType设置为“Keyword”,阈值设置为T50,其余设置默认,生成

关键词聚类视图(图3).图3中的节点代表关键词,节点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多少,节点颜色代表着不

同时间,节点内色环越厚,表示该关键词在该颜色对应时间出现的频次越高.连线的多少说明关键词共线

的系数,连线越多代表关键词间的相互联系越密切.
最终生成由327个节点和1519条连接线组成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共有11大聚类,聚类的具体信息见

表4,顺序是从0到8,数字越小,表示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越多,每个聚类是多个紧密相关的词组成的.
一般认为:Modularity:聚类模块值Q>0.3,表示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S>0.5,表示聚类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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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S>0.7表示聚类是令人信服的[11].图3中的Q=0.4151,S=0.6382,可以认为图3中的关键词聚

类图谱的聚类结构是显著且合理的.
聚类的大小代表着聚类中所含的文献数量,如聚类0生物多样性保护(biodiversityconservation)的聚

类大小为60,表示该聚类中包含了60条文献信息;同质性为衡量整个聚类成员同质性指标,该数值越大,

则代表该聚类成员的相似性越高,如聚类7中的同质性为0.879,为所有聚类种中同质性最大的聚类,该聚

类中文献信息相似性最高,具有较高的统一性;平均引用时间能够用来判断聚类中引用文献的远近,时间

距今近的文章为当前的研究前沿,从表4可知,平均引用时间为2014年的聚类2城市生态学(urbanecolo-

gy)、2012年的聚类4废弃(abandonment)、2014年的聚类5植物修复(phytoremediation)、2012年的聚类

6维管植物群(vascularflora)、2013年的聚类8农业生态系统(agroecsystem),时间较为靠前,是近几年自

生植物的研究热点方向.

图3 2002-2020年自生植物研究关键词聚类视图

表4 自生植物关键词聚类信息表

聚类编号和名称 中文名称 大小 同质性 平均引用时间/年

0biodiversityconservation 生物多样性保护 60 0.773 2008

1sustainableagriculture 可持续农业 48 0.763 2009

2urbanecology 城市生态学 45 0.697 2014

3disturbance 干扰 44 0.776 2009

4abandonment 废弃 28 0.745 2012

5phytoremediation 植物修复 27 0.864 2014

6vascularflora 维管植物群 27 0.715 2012

7greenmanure 绿肥 24 0.879 2008

8agroecsystem 农业生态系统 22 0.808 2013

  按照节点大小顺序选择前20个关键词列表所示(表5).从表5中可以看出,关键词“vegetation(植被)”

“restoration(恢复)”是贡献网络图谱中的节点较大的两个关键词,说明“vegetation(植被)”和“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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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的出现频次很高,是该领域研究的前沿和热点.“spontaneoussuccession(自然演潜)”“conservation
(保护)”“habitat(栖息地)”这3个关键词的首次出现年份处于2008或2009年,是排名前20中时间较为靠

后的,说明这些关键词成为了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表5 自生植物节点排名前20的关键词

节点 中心性 时间 关键词 中文翻译

210 0.05 2002 vegetation 植被

186 0.03 2002 restoration 恢复

117 0.07 2008 spontaneoussuccession 自然演替

114 0.04 2007 diversity 多样性

102 0.04 2007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

84 0.11 2004 soil 土壤

74 0.07 2003 succession 演替

72 0.1 2003 plant 植物

72 0.04 2004 community 社区

70 0.06 2003 management 管理

61 0.09 2006 forest 森林

61 0.04 2009 conservation 保护

59 0.08 2006 dynamics 动力学

59 0.05 2003 pattern 模式

47 0.08 2002 speciesrichness 物种丰富度

46 0.02 2008 habitat 栖息地

43 0.03 2006 landscape 景观

41 0.12 2004 growth 生长

39 0.12 2002 system 系统

39 0.11 2006 nitrogen 氮

2.7 关键词突现分析

通过关键词突现分析可以对某个领域的研究前沿和最新动态进行识别和探索.关键词突现在关键词出

现频率的基础上,依据关键词出现次数的增长率确定热点词汇,这些热点词汇与时间的关联特点通常被视

为某个领域的研究前沿[12].
图4是2002-2020年自生植物相关文献排名前20的关键词突现图谱.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排名前

20的突现关键词出现最早的是“restoration(恢复)”“regeneration(再生)”“growth(生长)”.说明自生植物在

研究初期更倾向关注这几个方面的研究.“calcareousgrassland(石灰性草原)”“mine(矿)”“growth(生长)”

“system(系统)”“spontaneousvegetation(自生植物)”“humandisturbedhabitat(人类干扰)”这6个关键词

的突现时间均超过5年,说明在此期间对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是持续的热点.“dynamics(动力学)”“habitat
(栖息地)”“spontaneousvegetation(自生植物)”“growth(生长)”“system(系统)”“biodiversityconservation
(生物多样性)”这6个关键词的突现强度均超过了4,表明在此期间,更多的学者关注于自生植物在这些方

面的研究.“land(土地)”“biodiversityconservation(生物多样性保护)”“habitat(栖息地)”“functionaltrait
(功能特性)”都是近5年来出现的突现词,说明这些方面成为近年来自生植物新的研究前沿和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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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2-2020年排名前20的自生植物关键词突现图谱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软件对2002-2020年 WebofScience数据库发表的自生植物的相关文献进行计

量统计和分析,对自生植物相关文献的发文数量年变化、发文主题类别、发文地区、作者、研究机构、出版

物、关键词共现和关键词突现等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2002-2020年自生植物的发文数量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近6年的发文数量占总发文

量的46.9%,可以看出自生植物的研究热度和受重视程度正在不断上升.生态学、环境科学、植物科学是

与 WOS自生植物关系最为密切的3个发文主题类别.自生植物相关论文发文量最多的3个国家分别是巴

西、捷克和西班牙.中国的发文量和H-index指标排名都比较靠后,可以推测中国在自生植物领域的研究

可能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ECOLOGICALENGINEERING》《RESTORATIONECOLOGY》和《REVIS-

TABRASILEIRADECIENCIADOSOLO》是刊载自生植物相关论文最多的3个刊物.发表自生植物相关

论文最多的3个机构分别是捷克共和国科学院(AcadSciCzechRepublic)、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delaRechercheScientifique)和捷克科学院植物研究所(InstituteofBotanyoftheCzechAcademy
ofSciences).但是中国排名最前的机构是排在第12名的中国科学院(ChineseAcadSci),可以看出中国在

这方面的研究还是落后于其他国家.因此,后续中国关于自生植物的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可加大对

此方面的研究与探索.

701第3期       潘王韵,等:基于 WOS和CiteSpace的自生植物研究进展



2)从关键词节点大小和突现分析可以看出,出现较早的关键词是“vegetation(植被)”“restoration(恢

复)”“regeneration(再生)”“growth(生长)”等.说明自生植物在研究初期更倾向关注这几个方面的研究.
“calcareousgrassland(石灰性草原)”“mine(矿)”“growth(生长)”“system(系统)”“spontaneousvegetation
(自生植物)”“humandisturbedhabitat(人类干扰)”这6个关键词的突现时间均超过5年,说明在此期间对

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是持续的热点.“dynamics(动力学)”“habitat(栖息地)”“spontaneousvegetation(自生植

物)”“growth(生长)”“system(系统)”“biodiversityconservation(生物多样性保护)”这6个关键词的突现强

度均超过了4,表明在此期间,更多的学者关注于自生植物在这些方面的研究.“land(土地)”“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生物多样性保护)”“habitat(栖息地)”“functionaltrait(功能特性)”都是近5年来新出现的突

现词,说明这些方面成为近年来自生植物新的研究前沿和热点.因此,未来中国关于自生植物领域的调查

研究可从这几个角度去切入,以得到更新的成果.

3)从关键词共现图谱来看,生物多样性保护(biodiversityconservation)、可持续农业(sustainableag-

riculture)和城市生态学(urbanecology)是大小排名前3的聚类.其中聚类0生物多样性保护(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的平均引用时间为2008年.随着城市进程化的加快,城市中的自然生境不断减少,同时城市

园林在人为建设下,园林植物种类单一,城市中的生物多样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自生植物多为城市乡

土物种,最重要的是这些植物群落可以在低人工管理强度的条件下自我更新演替,极大地节省人力物力,

增加城市生态多样性.MadreF等[13]对法国的115个绿色屋顶进行自生植物调查,共发现176种维管植物,

其中86%是乡土物种.作者表明如果可以在城市中大规模的发展绿色屋顶,这将在城市生物多样性中发挥

一定的作用.此外该聚类中也有许多关于自然恢复废弃采矿场生态的文章[14-16],比如BaaschA等[14]在一

个为期9年的实验中,评估了德国一个矿区的自发演替和辅助场地恢复(通过干草转移和播种引入物种)的

效果.
聚类1可持续农业(sustainableagriculture)的平均引用时间为2009年.在该聚类中的关键词多是与土

壤相关的土壤有机质、土壤质量、干物质和土壤有机碳等.其中最高被引文献是BochetE等[17]对高速公路

边坡的坡度特征对植被和水蚀的影响研究,该研究结果表明坡度大于45度的路段几乎没有植被生长.相对

于土壤水势而言,土壤中可用水的持续时间短是限制植物在道路路堑和朝南斜坡上定居的一个因素.其次

BonthouxS等[18]在关于荒地如何促进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综述文章中指出荒地是被定义为具有自生植被(即

野生植物)的废弃地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荒地比其他城市绿地拥有更多的物种,在推动城市地区生物多样

性保护方面具有真正的潜力.
聚类2城市生态学(urbanecology)的平均引用时间为2014年.城市栖息地的特点是干扰程度高、大面

积的不透水的铺装.在大多数城市地区,各地的自发植物提供了重要的生态服务,TrediciPD[19]认为学习

如何管理自发的城市植被以增加其生态和社会价值,可能是一个比尝试恢复城市建成之前生态系统更具可

持续的战略.Jim等[20]则对香港城市中的垂直人工栖息地———砖石挡土墙上的自生植物进行了多项调查研

究.他们发现香港旧城区中大约270处有明显的植物定植的墙体.其中树木主要由桑科榕属特别是榕树组

成.并且乡土物种大大多于外来物种.草本植物、灌木和乔木幼苗,受水分养分和生境连通性的双重影响.
一些鸟类和蝙蝠食用了植物的果实,促进了植物种子的传播和发芽,而太阳能通道、垃圾坑、潮湿的表面

和排水管的渗漏为植物发芽和发育提供水分.风化的基质可促进植物定植,从而提高了建筑材料和维护质

量较差的旧建筑物的生物接受度[21].

4)从 WOS中搜索到的有关自生植物的最高频次引用文献来看,其中大多数文献是研究开采过后的采

矿场、采石场的遗址修复中植被的自发演替过程情况[22-23],或是与农田的土壤恢复有关[24-27],这些文章的

发表时间都较早,大多集中于自生植物研究的初期阶段.可以看出在这个阶段,学者们比较关注自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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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开发利用后的场所的自然演替的情况.但是近年来,自生植物的研究重点开始更多地关注城市环境

中自生植物的物种组成,以及自生植物对于生态多样性,尤其是对于城市生态多样性的影响[2,28-30],并且更

多地开始探讨自生植物在城市景观中的应用策略[31-34].
本研究通过采用以数量统计为基础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利用 WOS的分析检索功能结合 Excel对

所得文献数据进行客观的统计分析,形成对自生植物研究领域的初步认知.由于该数据库以外文论文为主,

因此后续研究可针对国内数据库中的自生植物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并系统地分析国内关于自生植物的发展

方向以及热点.目前国内关于自生植物的发文数量相对于其他国家还较少,建议未来可加强在此方面的研

究以及对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农业和城市生态学方向进行创新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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