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３６（６）：３３～３５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１１
基金项目：昆明学院大学生科学研究资助项目（ＤＸＳ１４０７５）．
作者简介：赵海（１９９３—），男，云南昆明人，昆明学院农学院２０１１级园艺专业学生，主要从事果树学研究．

　　通讯作者：陈泽斌（１９８５—），男，云南昆明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植物组织培养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ｂｃｈｅｎｋｍｕ＠１６３．ｃｏｍ．

从文献分析看我国蓝莓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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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检索工具，经过整理去重，检索到有关蓝莓研究的文献３６９３篇，采用文献
计量法，对我国１９８９～２０１４年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蓝莓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年发文量、期刊分布、研究单
位和基金资助情况等指标和内容，定量分析出我国蓝莓的主要研究领域、研究单位和现状，明确各年蓝莓研究的

重点、热点、主要机构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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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莓，属杜鹃花科，越橘属（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物种名
称为越桔（英文名称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ｙ），是多年生灌木小浆
果果树，因果实呈蓝色而得名［１］．蓝莓具有丰富的营
养价值，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多糖类化合物、

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成分，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含量

也相当可观［２－３］．蓝莓具有其他果蔬所不具有的物
质—花青素，蓝莓中的花青苷色素对人体的眼睛具

有很好的保养作用，其不仅可以缓解眼睛疲劳、改善

视力，还可以加速视网膜、视紫质的合成与再生能

力［４－７］．蓝莓还具有很好的膳食保健价值，被国际粮
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另有研究表
明［８－９］，蓝莓可以有效降低胆固醇，防止动脉粥样硬

化，促进心血管健康；增强心脏功能、预防癌症和心

脏病的功效，还能防止脑神经衰老、增强脑力．此外，
蓝莓还可以治疗一般的伤风感冒、咽喉疼痛以及腹

泻等症，具有良好的药用价值．随着蓝莓的作用日渐
被开发，市场上对蓝莓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本文对
我国近 ２５ａ出版的有关蓝莓研究文献的类型、主
题、期刊分布、作者单位、基金资助、国内研究成果等

进行分析，希望能为我国蓝莓的进一步研究和学科

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利用下表１的检索工具和检索年代，检索有关

文献题录数据，并用统计学分析所录全部字段内容．
表１　检索的数据库

检索工具 检索年代／年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１９８９～２０１４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中国重要会议全文数据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中国报纸全文数据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中国专利数据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１２　方法和数据处理
分析方法和数据处理参照文献［１０］．

１３　分析指标和内容
分析指标和内容参照文献［１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研究领域和年度发文量
从所利用的数据库中共检测出有关蓝莓研究文

献４８０５篇，经过整理去重，实际检索到文献３６９３
篇，各领域的发文量（前６名）由多到少依次为农学
经济、园艺、轻工业手工业、预防医学与卫生学、工业

经济、林业（见下表２和表３）．
表２　数据库检索结果

检索工具 文献／篇 检索年代／年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２１４１ １９８９～２０１４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２４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１３０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中国重要会议全文数据库 ５５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中国报纸全文数据库 １４７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中国专利数据库 ９８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总计 ４８０５ １９８９～２０１４

去重合计 ３６９３ １９８９～２０１４

表３　研究领域检索结果

排名 文献量／篇 领域名称

１ １３９３ 农学经济

２ １１５６ 园艺

３ ５３８ 轻工业手工业

４ ２７７ 预防医学与卫生学

５ １７４ 工业经济

６ １５５ 林业

总计 ３６９３ 各领域

去重合计 ３６９３ 各领域

２２　期刊分布
３６９３篇有关蓝莓研究的论文分别刊登在多种

期刊上，下表４仅列出刊登蓝莓研究论文数量最多
的６种期刊，从下表４可知，载文量最多的是《北方
园艺》７４篇；其次为《安徽农业》５４篇；《食品工业科
技》４９篇；《现代农业科技》４９篇；《食品科学》４１
篇；《中国林副特产》３６篇．

表４　发文期刊情况

排名 文献量／篇 期刊名称

１ ７４ 《北方园艺》

２ ５４ 《安徽农业》

３ ４９ 《食品工业科技》

４ ４９ 《现代农业科技》

５ ４１ 《食品科学》

６ ３６ 《中国林副特产》

２３　发文单位情况
３６９３篇有关蓝莓研究的论文分别涉及多个单

位，下表５仅列出发文数量最多的前５个单位，从下
表５可看出，发表论文最多的是吉林农业大学；排名
第２是沈阳农业大学；第３是东北林业大学；第４是
贵州省麻江县果品办公室；第５是北京林业大学．

表５　论文发文单位情况

排名 文献量／篇 单位名称

１ ７２ 吉林农业大学

２ ６４ 沈阳农业大学

３ ４９ 东北林业大学

４ ４３ 贵州省麻江县果品办公室

５ ３９ 北京林业大学

２４　论文基金资助情况
３６９３篇有关蓝莓研究的论文，其中有的获得

了国家或其他基金的资金支持．资助最多的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４９篇；其次是吉林省科技发
展计划基金，共资助２５篇；第３是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２２篇；第４是水利部“９４８”项目１５篇；第５是辽
宁省科技攻关计划１３篇（见表６）．

表６　论文基金资助情况

排名 文献量／篇 基金单位

１ ４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 ２５ 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基金

３ ２２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４ １５ 水利部＂９４８＂项目

５ １３ 辽宁省科技攻关计划

２５　蓝莓研究成果
从查阅的资料来看，目前我国的蓝莓研究成果

主要涉及蓝莓的栽培技术、蓝莓的组织培养以及产

业技术的研究等领域（见下表７）．

３　小结与讨论

３１　结论
１）研究领域和发文量．从文献检索统计分析得

出，在１９８９年以前没有关于蓝莓的研究和报道，从
２１世纪以来每年都有关于蓝莓的报道，其中最多的
是２０１３年共有９１３篇，其次是２０１２年有７２８篇．在
研究蓝莓的４０个领域３６９３篇文献中，大部分出自
农业研究类领域，虽然在２５ａ内发文量达到了３６９３
篇，但文章的质量尚不够高，还有待于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研究成果尽快问世．
２）期刊分布．有关蓝莓研究的论文主要发表在

农学类刊物，其刊物的影响力相对偏低，而且论文多

是蓝莓的产业技术和栽培技术的报道，其他的报道

属于空白．《北方园艺》发文最多为７２篇．由于蓝莓
果实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非

常可观，因此其研究前景广阔．
３）发文单位．有关蓝莓研究发文单位多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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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吉林农业大学发文最多，有７２篇，主要是关于
蓝莓产业的发展、栽培等方面的研究，且侧重于蓝莓

中含量非常高的花青苷色素对人体的眼睛具有很好

的保养作用．而关于蓝莓中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
质和微量元素的研究尚缺．此外，蓝莓中含有酚酸、
超氧化物歧化酶、果胶、紫檀芪、云彬单宁醇等特殊

的营养成分，还有待于对其作用进行深入系统的

研究．
４）基金资助情况．３６９３篇有关蓝莓研究的论

文，有的获得了国家或其他基金的资助，其中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最多，有４９篇．目前蓝莓的经济价
值、观赏价值日益凸显，但对蓝莓的相关研究还需要

更加深入，不断挖掘其价值，因此仍需要大量科研资

金的支持．

表７　蓝莓研究成果的文献年代及研究领域

年份／年 种质资源 组织培养 栽培技术 保鲜及储藏加工 病虫害 产业技术研究

２００３ ２

２００４ １

２００５ ３ １

２００６ ２

２００７ １ １ １

２００８ １ ３ ４

２００９ ３ １

２０１０ １ ３ ７ ２

２０１１ １ １ ７ １ １ ８

２０１２ ２ １ ６ １４

２０１３ １ １ ３

总篇数 ５ ９ ３２ ２ １ ３５

３２　讨论
目前，国内学者有关蓝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蓝莓

资源的评价、蓝莓栽培技术、蓝莓果实产业技术综述

等方面，我国学者对蓝莓各方面的研究尚不够深入，

如对蓝莓花青素的提取、纯化以及利用等方面的研究

还处于探索试验阶段，还有蓝莓采后贮藏与加工的技

术也落后于国外．此外，我国蓝莓繁殖主要采用组培
和扦插，但由于当地人的过度开采，中国东北地区的

野生笃斯越橘资源正在萎缩，并且蓝莓的种植有一定

的条件限制，比如改良土壤的 ｐＨ值、组培苗的驯化
技术等，而且国内学者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定

差距．随着人们对健康养生的追求，必然会促进蓝莓
研究者逐步深入探究其潜在的功效并不断开发和利

用，进而也可以推动蓝莓产业的快速和持续发展．
国外蓝莓产业发展迅速，研究领域涉及范围较

广，除一般植物生长的栽培、肥料、病虫害、疾病防御

等［１１］技术外，在蓝莓鲜果及其加工产品的营养成分

分析、贮藏运输技术等［１２］均己经达到很高的标准，

而国内学者在前述领域的研究尚存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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