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编号"

""%$""$)

$%安徽省高

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重点项目!编号"

)#"%

>O

W5%&#

$%安徽

省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编号"

eE)#"(*)%.

$

作者简介!吴松飞!

"&$&

&$#男#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

士'

4/5678

"

9NK@7&'

!

N7:6?BD5

收稿日期!

)#"(3")3")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 " # $ %

!!"#$%&'()*+,

CD8?!!

#

1D?"

E6: ?)#"$

!"#

"

$%&$'()*

(

+

&,--.&$%%'/)011&*%$0&%$&%>)

中国转基因食品研究文献统计与分析
:'%'(+'(,+%./%.%2

6

+(+"0&*+*%&,-2('*&%'1&*"0

8

*.*'(,%22

6

#"/(0(*/0""/(.!-(.%

吴松飞"

!9>A'

(

0

B

&/

"

!

范金华)

%"#5/'0,23

)

!

"=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外语系#安徽 芜湖
!

)."##)

%

)=

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江苏 南京
!

)"##&.

$

!

"=X&

O

3H?8&'?A

B

*283'/?/&I3'C%AH&/

(

'M3'

(

23

(

&I

#

"',2/K2I/'&II)AFF&

(

&A

B

PAD3?/A'3FE&D,'AFA

(@

#

!2,2

#

"',2/)."##)

#

),/'3

%

)=>D,AAFA

B

>D/&'D&

#

#3'

R

/'

(

9'/G&HI/?

@

A

B

>D/&'D&3'CE&D,'AFA

(@

#

#3'

R

/'

(

#

5/3'

(

I2)"##&.

#

),/'3

$

摘要!基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理论"选取
+1eV

收录的
"&&$

"

)#"(

年发表的中国转基因食品研究文献
!."

篇"通过统计和

计量分析"指出载文期刊具有一定的集中度"核心作者研究

较为深入"研究方向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外延性#研究表明$

国内学者对转基因食品领域的研究呈动态上升趋势"自然科

学研究文献偏少"应致力于转基因工程技术的研究%社会科

学研究文献中"学者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方面的关注度越来

越高"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是风险交流#转基因食

品的风险交流研究将成为创新研究的主流#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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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基因工程技术在农业+食品

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基因工程技术带来较大的经济效

益#转基因食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有的学者)

"

*认为#

转基因在农业中的应用#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增加效

益'有的学者)

)3!

*认为#转基因食品对社会经济+动植物和

人类健康等存在一定的危害性'转基因食品在学术界的争

论不止#学者们)

.3$

*分别从风险交流+安全监管+食品标识+

法律思辨+公众认知+食品安全+技术检测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和研究'

为了计量分析现有文献中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研究#本研

究拟以
"&&$

"

)#"(

年!

)#"(

年为部分数据$中国知网

!

+1eV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
0+V

+

4V

+

+00+V

和中文

核心期刊为检索标准#检索条件为"1转基因
Y

食品21转基

因
Y

食品
Y

安全21转基因
Y

食品
Y

监管21转基因
Y

食品
Y

风险21转基因
Y

食品
Y

标识21转基因
Y

食品
Y

检测21转基

因
Y

食品
Y

技术21转基因
Y

食品
Y

制度2#共梳理出研究文

献
!."

篇'本文运用
4WB@8

和
4S7@9N

软件对检索数据进行

计量分析)

'

*

'

"

!

核心期刊文献趋势分析
在中国现有的文献中#学术界最早开展1转基因食品2相

关研究的文献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贾士荣教授在
"&&$

年发表

的,转基因植物食品中标记基因的安全性评价-和,转基因植

物的环境及食品安全性-#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进入
)"

世纪#众多学者)

.3$

*开展转基因食品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

风险交流+安全监管+食品标识+法律思辨+政府政策+法律制

度+公众认知+食品安全+安全评价+技术检测等方面'在检

索
0+V

+

4V

+

+00+V

和中文核心类期刊研究文献中#发现在

)##!

+

)##$

+

)#"%

年出现三次研究高峰#在
)#")

年有一次研

究低谷#研究趋势呈波动式上升#见表
"

'由于
+1eV

数据库

更新存在滞后性#

)#"(

年实际刊文数据应大于
))

篇'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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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
"&&$

"

)#"(

年刊载文献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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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7NLM7Q<L7D:J6Q8@DK 7̂L@M6L<M@H<Q87N;@AD:+DM@

ED<M:68NA<M7:

=

"&&$6:A)#"(

年份 文献数 年份 文献数 年份 文献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章借鉴普赖斯文献增长的科学计量理论)

%

*

#对食品安

全检测研究文献增长曲线进行拟合#为验证拟合的准确性#

运用
4WB@8

软件初步拟合趋势图#见图
"

'从图形变化趋势

看#文献刊载量增长趋势呈周期性缓慢增长态势'趋势图表

明#转基因食品研究文献刊载量与年度对应序号不存在指数

关系#因此不能使用指数增长函数进行拟合'分别采用

!

次+

.

次+

%

次多项式曲线模型对文献增长曲线进行拟合#

发现达到
%

次多项式时拟合优度较好#散点图均匀分布在趋

势线的两侧#运用
4S7@9N

软件进行回归#可以建立
%

次多项

式模型'回归系数及统计量见表
)

'

;

)为
#?')$

#模型拟合度

较好#

%

统计量为
"!?!''

#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

!

多项式模型统计量及参数估计结果[

J6Q8@)

!

HD8

O

:D5768FDA@80L6L7NL7B6:AH6M65@L@M4NL756L7D:T@N<8L

模型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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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系数

+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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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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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献数为因变量
-

#年份序数为自变量
j

'

图
"

!

文献增长拟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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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期刊载文量分析
统计

!."

篇研究文献#分别被
"%.

种核心期刊发表'借

鉴英国著名文献学家布拉德福!

0?+?,M6AKDMA

$的研究结论#将

核心期刊中刊载转基因食品研究领域的文章按递减顺序排

列#统计分析得出
"&&$

"

)#"(

年居前
"#

名的期刊载文数量占

!."

篇的
.!?$#I

#见表
!

'可以确定这
"#

种核心期刊是转基

因食品研究领域的专业核心期刊'从期刊所属的学科领域

看#其中有
'

种期刊属于食品领域+有
"

种期刊属于农业科学

领域+有
"

种期刊属于管理学领域'此外#转基因食品在法学

领域的研究也较为深入#如,自然辩证法研究-刊文
%

篇#,河

北法学-刊文
.

篇等'各类期刊统计分析表明#学术界关于转

基因食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食品+农业和法学领域'

!!

在统计出
"%.

中期刊中#农业领域的期刊有
)(

种#食品

领域的期刊有
"!

种#医学卫生领域的有
"!

种#农业领域文

献分布最多的是,华中农业大学学报-#刊文
")

篇'食品领

域的
"!

种期刊载文量均在
!

篇以上#以文献分布最多的,食

品科学-为例#该期刊由北京食品科学研究院主办#刊文

)$

篇'该刊文献集中反映了中国食品科学各领域的科研与

实践活动#代表了中国食品科技的研究和管理水平'核心期

刊关于1转基因食品2研究文献自
)###

年开始#年均发文量

表
!

!

核心期刊载文量分析

J6Q8@!

!

*:68

O

N7NDK*ML7B8@H<Q87B6L7D:l<6:L7L

O

DK+DM@H@M7DA7B68N

期刊名称 载文数量
占全部核心期刊

载文量的百分比(
I

食品科学
)$ $?&)

食品工业科技
)% $?!!

食品研究与开发
)) (?.%

食品科技
"& %?%$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 !?)!

中国食品学报
"# )?&!

食品与机械
' )?!%

食品与发酵工业
' )?!%

科技管理研究
$ )?#%

约
)#

篇#且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在学术界具有重点价

值的期刊逐步形成'

!

!

核心作者分析
本研究仅以第一作者为统计分析对象#对

!."

篇文献进

行分类梳理#曾发表
)

篇以上文章的作者有
!'

人#研究领域

广度不断延伸#特别是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风险交流+转基因

食品标识+转基因食品公众认知+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转基

因食品监管等正成为近年来研究的重点方向'一批有影响

力的学者一直致力于转基因食品领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有

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结论#将这
!'

人界定为核心作者#见表
.

'

!!

从核心作者来源单位看#来自专业研究机构的有
'

人#

来自高等院校的有
)&

人#有
"

人来自专业期刊杂志社'专

业研究机构中#中国农业科学院贾士荣+中国科学院微生物

研究所陈乃用都是转基因研究的专家#在国内外有较强的影

.#)

基础研究
!

)#"$

年第
"

期



表
.

!

核心作者发文量统计

J6Q8@.

!

0L6L7NL7BNDKH<Q87B6L7D:DK+DM@*<L;DMN

作者 篇数 单位 作者 篇数 单位

毛新志
"%

武汉理工大学 郭桂环
)

河北师范大学

张忠民
")

重庆工商大学 李响
)

中国政法大学

马琳
(

上海交通大学 励建荣
)

浙江工商大学

徐茂军
%

浙江工商大学 刘利丹
)

大连医科大学杂志社

邓郁琼
.

广州检验检疫局 刘旭霞
)

华中农业大学

刘光明
.

集美大学 邱伟芬
)

南京财经大学

王广印
.

河南科技学院 陈乃用
)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姚琼
!

暨南大学 张玲
)

南京医科大学

管开明
!

武汉科技大学 陈超
)

南京农业大学

胡加祥
!

上海交通大学 王虎
)

华中农业大学

侯守礼
!

上海交通大学 燕春蓉
)

上海财经大学

邱彩红
!

华中农业大学 杨晓光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迁
!

华东政法大学 朱俊林
)

湖南师范大学

王扬
!

东北师范大学 周超
)

中国农业大学

徐俊锋
!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周建嫦
)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昌举
.

中国人民大学 赵艳
)

浙江工商大学

贾士荣
)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邓平建
)

深圳市卫生防疫站

Z@QDM6;Z@85@M )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付文佚
)

昆明理工大学

赵国志
)

西安油脂科学研究设计院 张振霞
)

内蒙古财经大学

响力'高等院校中#华中农业大学有
!

人#中国农业大学有

"

人#南京农业大学有
"

人#这
!

所农业大学是转基因食品安

全监管+风险交流和食品标识等方面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余

都是来自一些综合类+法学类+财经类大学'从统计分析看#

专业研究机构是转基因食品技术+检测研究重要力量#高等

院校研究方向的多元化是转基因食品跨学科+交叉研究的

主体'

.

!

研究领域分析
现有文献中#对转基因食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性研

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等#如对转基因食品技术+检测等研究的

文献
%)

篇#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探讨的文献
$"

篇#对转

基因食品公众认知+社会评价的研究文献
.!

篇#政府+行业

对转基因食品监管的研究文献
)$

篇#建立转基因食品标识

制度的研究文献
.(

篇#对转基因食品行业发展指导研究文

献
!"

篇#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研究文献
)$

篇#转基因食品

风险交流研究文献
"&

篇#转基因食品政策研究文献
&

篇#其

余研究文献
"(

篇'从统计数据看#学术界对转基因食品的

安全性探讨较多'

%

!

研究文献被引频次分析
特定文献被引频次可以评价文献在学术界的推广应用

价值及影响力)

&

*

#经过统计分析#被引频次在
!#

次以上的文

献有
)!

篇#见表
%

'其中引用最多的是,转基因植物食品中

标记基因的安全性评价-#被引
!#'

次#文章发表于
"&&$

年#

是中国学术界开展转基因食品研究的初始阶段#后来的学者

均借鉴此研究成果开展相关研究'从这
)!

篇文章的研究领

域看#借鉴欧盟+美国在转基因食品领域的研究文献
$

篇#包

括法律规制+标识制度等#文献平均被引频次
%)

次#表明中

国学者在开展转基因食品法律规制+标识制度方面研究中#

较多地借鉴欧盟+美国在转基因食品管制方面的实践成果'

纵观被引频次较多的文献#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探讨+法律

规制+国内外比较研究+检测技术+食品标签和公众认知等方

面的文献被引频次较高#这与中国学术界对转基因食品研究

的领域+方向趋于一致'有关具体某一食品中转基因的检测

技术这类论文由于针对性很强#被引用的并不多'反而#被

引用较多的基本上属于综述性论文+政策法规性或制度性研

究论文'

(

!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中国转基因食品研究文献的计量统计分析#系统

定量描述了研究文献的时间趋势分布+核心期刊分布+核心

作者分布+研究领域和被引频次等问题'定性分析了近年来

中国转基因食品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指出载文期刊具有一定

的集中度#核心作者研究较为深入#研究方向具有一定的规

律性+外延性'综合计量统计结果#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

"

$研究趋势呈均衡动态上升'从统计数据看#

)###

年

以前#中国学者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研究较少#但随着国外学

者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学者从
)###

年开始陆续展开研究#

且研究数量+研究层次不断提升'从拟合曲线看#虽然在某

些年份出现研究低谷#但曲线总体变化趋势呈动态上升#说

明中国转基因食品领域的研究在不断发展+成熟'

!!

!

)

$社会科学研究文献较多#自然科学研究文献偏少'

系统分析现有文献的研究领域#多集中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

究#特别是更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标识与法律规制+

公众对转基因食品认知和评价等方面'与社会科学研究文

献比较#自然科学研究文献偏少'

!!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转基因食品流入普通家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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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研究文献被引频次统计

J6Q8@%

!

0L6L7NL7BNDK+7L@AGM@

U

<@:B

O

DK

T@N@6MB; 7̂L@M6L<M@

文献名 发表年份 被引频次

转基因植物食品中标记基因的安全性评价
"&&$ !#'

转基因植物的环境及食品安全性
"&&$ )).

欧盟转基因食品法律管制制度研究
)##. $(

欧盟转基因食品立法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借

鉴意义
)##' %&

美国+欧盟有关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法律法

规对我国的启示
)##% %&

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
)### %&

标明特殊身份&&&转基因食品安全隐患与

标签论争
)### %!

欧美转基因食品法律管制制度比较研究
)##% %)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的研究进展
)##" %"

生物技术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
)##" .(

转基因食品的发展现状及安全性评价
)##! .%

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法律剖析
)##$ ."

转基因植物食品的检测策略
)##" ."

美国转基因食品管制制度研究
)##( .#

转基因食品的标签与知情选择的伦理分析
)##. !$

转基因食品的利与弊
)##" !$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检验的核酸检测技术

研究
)##) !(

欧盟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浅析
)##$ !%

实质等同性"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估的基本

原则
)##" !%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与标识管理
)##' !.

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核心法律概念解析
)#"# !!

转基因植物的食品安全性问题及评价策略
)#"" !)

转基因食品的食用安全性评价
)##% !#

庭#公众希望通过转基因食品工程技术的创新#来保障转基

因食品的安全性#特别是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学

术界还没有明确的界定结论'希望更多的学者从事转基因

工程技术的研究#促进转基因食品行业的发展#在给社会带

来效益的同时#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形成绿色可持续发展'

!

!

$转基因食品风险交流研究须进一步创新'在统计

的
"&

篇关于转基因食品风险交流的文献中#研究方法+原因

剖析均借鉴国外研究结论#特别是面对1互联网
Y

2时代#公

众易受网络信息的冲击和影响#风险交流尤为重要#转基因

食品公众认知问题归根结底是风险交流问题#学者们对转基

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探讨#解决的途径仍然是风险交流#中国

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说#

风险交流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

"#

*

'中国学者应

致力于风险交流领域的研究#通过风险交流体制机制的创

新#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

*刘光明#苏文金
?

植物性转基因食品的发展与安全管理)

E

*

?

集美

大学学报#

)##"

!

!

$"

)"./)"'?

)

)

*关海宁#徐桂花
?

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及展望)

E

*

?

食品研究与开

发#

)##(

!

.

$"

"$)/"$%?

)

!

*齐振宏#王瑞懂
?

中外转基因食品消费者认知与态度问题研究综

述)

E

*

?

国际贸易问题#

)#"#

!

")

$"

""%/""&?

)

.

*张忠民
?

转基因食品标识阈值问题研究)

E

*

?

食品科学#

)#"%

!

&

$"

)%./)%&?

)

%

*于川#徐飞
?

现代农业生物科技的认知困境及反思"从当前关于

转基因食品的争议谈起)

E

*

?

自然辩证法研究#

)#"%

!

"

$"

"#'/"".?

)

(

*刘鹏
?

中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基于监管成本
/

收益视角的分

析)

E

*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

)

$"

"/$?

)

$

*张振霞
?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综合评价与监管优化路径)

E

*

?

食品

与机械#

)#"(

#

!)

!

)

$"

)))/))%?

)

'

*张明杨#章棋
?

消费者转基因食品态度研究的调查方法荟萃分

析"基于
0+V

+

00+V

+

+00+V

等索引的统计)

E

*

?

统计与信息论坛#

)#"(

!

(

$"

&'/"#%?

)

&

*佘硕#张聪丛
?

中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E

*

?

食品工业#

)#"(

!

!

$"

)!&/).!?

)

"#

*王薇
?

补齐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短板#加强立法#透明互动是关

键)

1

*

?

中国食品报#

)#"%/!/"!

!

*!

$

?

&上接第
&(

页'

)

(

*

GV2V4̂ *?ZM

O

7:

=

R7:@L7BN6:A

U

<687L

O

DKQ@@LMDDLNA@;

O

AM6L@AQ

O

BD5Q7:6L7D:DKBD:S@BL7S@6:AS6B<<5 57BMD/96S@5@L;DAN

)

E

*

?

ED<M:68DKGDDA4:

=

7:@@M7:

=

#

)#"#

#

&'

!

.

$"

.("/.$#?

)

$

*

V̂-<?+;6M6BL@M7NL7BNDK57BMD@:B6

P

N<86L@A

=

6M87B

P

D9A@MAM7@A

Q

O

57BMD96S@/S6B<<5BD5Q7:@A97L;S6B<<5AM

O

7:

=

)

E

*

?GDDA

0B7@:B@

#

)##'

#

)&

!

'

$"

)#'/)"!?

)

'

*

+cVh;@:

=

/9@7

#

jc0;7/

O

7:

=

#

0c1Z6/9@:

#

@L68?F7BMD96S@/

S6B<<5AM

O

7:

=

R7:@L7BNDKB6MMDLN87B@N

)

E

*

?ED<M:68DKGDDA4:

=

7/

:@@M7:

=

#

)##.

#

(%

!

)

$"

"%$/"(.?

)

&

*胡庆国#卜召辉#陆宁
?

金针菇真空微波干燥动力学模型的研究

)

E

*

?

食品与机械#

)#"#

#

)(

!

%

$"

.'/%#?

)

"#

*孙丽娟#崔政伟
?

微波真空干燥高粘度的灵芝浓缩液)

E

*

?

干燥

技术与设备#

)##(

#

.

!

"

$"

!(/!'?

)

""

*张永萍#徐剑#黄燕琼
?

微波真空干燥对中药有效成分的影响

)

E

*

?

中成药#

)##$

#

)&

!

!

$"

.!&/..#?

)

")

*李树军#曹有福#杨炳南#等
?

一种微波真空干燥设备"中国#

)#"#"#"!%!#(?j

)

H

*

?)#""/#&/)'?

)

"!

*吴琦
?

对开门微波真空干燥机"中国#

)#"!"#"'.#'#?(

)

H

*

?

)#"./""/)(?

)

".

*

JX*V^C?F7BMD96S@KM@@a@AM

O

7:

=

5@L;DA6:A6

PP

6M6L<N

"

c/

:7L@A0L6L@N

#

.)#.!!(

)

H

*

?"&'#/#%/)$?

)

"%

*

e*410cHd

#

+bcJVF*0

#

dX12dV0400?4W

P

@M75@:L68

NL<A

O

D:AM

O

7:

=

DKB;78877:6BD5Q7:@A 57BMD96S@/S6B<<5

MDL6M

O

AM<5 AM

O

@M

)

E

*

?ZM

O

7:

=

J@B;:D8D

=O

#

)##)

#

)#

!

"#

$"

)#($/)#$&?

)

"(

*闫跃华
?

微波真空干燥设备"中国#

)#"""#!(")($?j

)

H

*

?)#")/

#./#.?

(#)

基础研究
!

)#"$

年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