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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点蜂缘蝽(Riptortuspedestris)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重要的大豆害虫,严重影响大豆的产量和质量。为

明确点蜂缘蝽在国内外研究动态,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中国知网和 WebofScience为数据源,整理出1989-
2024年发表的与点蜂缘蝽相关的期刊文献,分析点蜂缘蝽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国内外共有

443篇文献,国内外发文量集中在2017-2024年。发文量排名前两位的国家是韩国和日本。中国在近五年

发文量快速 增 长,正 在 缩 小 与 前 者 的 差 距。发 文 量 最 多 的 中 外 研 究 机 构 是 NationalAgricultureFood
ResearchOrganization和吉林农业大学。《大豆科学》和KoreanJournalofAppliedEntomology 是发表相关

研究的重要学术期刊。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大豆症青及点蜂缘蝽的生物学特性、共生关系、行为与生态和

防治技术等方面。进一步分析了该害虫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为该领域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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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蜂缘蝽(Riptortuspedestris)隶属半翅目

(Hemiptera)蛛缘蝽科(Alydidae),是一种极具破

坏性的多食性害虫[1-2]。该虫广泛分布于东亚和

东南亚地区,寄主植物包括以大豆等豆科作物为

主的30余种[3-5]。成虫和若虫以刺吸式口器吸食

大豆汁液,使大豆的蕾、花凋落,形成瘪粒畸形,危
害豆荚,使豆荚不能正常生长发育;还可在刺吸时

传播病原菌,致使大豆籽粒污斑或霉烂,进一步加

重危害,严重影响大豆的产量和品质,甚至减

产[1]。现有研究证实点蜂缘蝽是导致大豆“荚而

不实”型“症青”发生的主要诱因之一[6],加强对点

蜂缘蝽等刺吸类害虫防治,是目前遏制大豆“症
青”发生最有效的措施[7]。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

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点蜂缘蝽逐渐成为大豆害

虫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由于点蜂缘蝽研究发文

量迅速上升,相关研究进展和趋势不够明确,暂未

见对点蜂缘蝽文献计量分析的报道。采用文献计

量学的方法,能够较为系统地反映某一学科或某

一研究领域的文献数量、质量和影响力等[8],对国

内外点蜂缘蝽相关的研究内容进行统计分析,有
助于明确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态势、研究机构、领
域热点问题和研究趋势,以期为该领域后续研究

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中文数据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外文

数据源于 WebofScience(SCI)所有数据库,包括

WebofScience核 心 合 集、BIOSISPreviews、

KCI-KoreanJournalDatabase、MEDLINE、Sci-
ELOCitationIndex5个数据库,中外文数据源均

不设定检索时间,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国内

文献数据采用高级检索以“点蜂缘蝽”为主题词在

CNKI上进行文献检索,文献类型设定为期刊。
利用 WebofScience(SCI)所有数据库进行检索,
设置主题词为“Riptortuspedestris”or“Riptortus
clavatus”检索范围文献,文献类型设定为论文后

再排除“Meeting”和“volume”。对获得的所有参

考文献导出至Excel2024中进行筛选,剔除不符

合主题要求或重复的科学文献。通过使用文献计

量分析方法,利用Origin(2024)对国内点蜂缘蝽

相关文献的发文趋势、来源机构、期刊、作者、来源

基金等分别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发文量相同时,以
被引频数作为次级比较因素。利用 VOSviewer
(version1.6.20)软件对CNKI和WebofScience
上获得的文献构建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

分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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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国内外发文数量

在CNKI和 WebofScience共检索到443篇

文献,其中中文文献61篇,外文文献382篇。国

内外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在2020年以来发文

量迅速上升;2024年发文量最高,共有50篇。根

据CNKI检索结果,1998-2016年发文量仅有

5篇文献,第一篇关于点蜂缘蝽的文献是1998年

对该害虫为害莲子和桑树及化学防治的初步报

道,2017年之前发文量较少,甚至连续多年没有

相关文献。根据 WebofScience检索结果,1989-
2004年关于点蜂缘蝽的发文量相对较少,每年最

多不超过5篇,2005年之后发文量呈快速增加趋

势且每年大于7篇(图1)。

图1 1989-2024年CNKI和 WebofScience数据库刊载点蜂缘蝽文献年度发文量趋势

2.2 基于CNKI数据库国内文献计量分析

2.2.1 文 献 期 刊 来 源 1989-2024年,共有

29个期刊发表过关于点蜂缘蝽相关文献,发文量

最高的期刊是《大豆科学》刊文7篇,《中国油料作

物学报》刊文5篇,《应用昆虫学报》《中国植保导

刊》及《昆虫学报》刊文4篇(表1)。
2.2.2 高被引文献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被引用

最高的前10篇文献引用次数均大于19次。高频

引用文献代表文章在该研究领域的被认可程度,
研究内容大多围绕点蜂缘蝽为害对大豆“症青”发
生及产量的影响,深入探讨了点蜂缘蝽等蝽类害

虫为害是造成大豆“症青”现象的关键因素。还有

围绕点蜂缘蝽的生物学特性、嗅觉感受相关基因

进行研究;着重分析了不同蝽类为害的差异,还涉

及害虫防治技术(表2)。

表1 CNKI数据库刊载点蜂缘蝽高被引文献排名Top5
排名 期刊 发文量/篇 占比/% 影响因子

1 大豆科学 7 11.48 1.826

2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5 8.20 2.355

3 应用昆虫学报 4 6.56 1.230

4 中国植保导刊 4 6.56 1.235

5 昆虫学报 4 6.56 1.416

表2 CNKI数据库刊载点蜂缘蝽高被引文献排名Top10
排名 论文题目 发表期刊 年份 总被引频次

1 大豆害虫点蜂缘蝽研究进展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2019 49

2 黄淮海夏大豆症青发生原因探讨与防治技术 大豆科技 2019 42

3 黄淮海夏大豆田“症青”的成因探析及预防 大豆科学 2019 38

4 点蜂缘蝽(Riptortuspedestris)为害对大豆植株“症青”发生及产量损失的影响 大豆科学 2020 35

5 大豆害虫点蜂缘蝽的危害特点与防治方法 大豆科技 2016 32

6 大豆“荚而不实”型“症青”与蝽类害虫为害的相关性及防控策略 大豆科学 2019 31

7 温度对点蜂缘蝽生长发育和繁殖的影响 中国油料作物学报 2018 31

8 大豆症青综合防治与高产栽培技术 大豆科技 2017 29

9 点蜂缘蝽触角转录组及化学感受相关基因的分析 昆虫学报 2017 25

10 不同蝽类为害对大豆生长发育及产量影响的差异性分析 大豆科学 20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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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文献机构来源、作者及资助基金分布 国

内文献反映出发表过点蜂缘蝽领域相关文献的研

究机构有78个,主要是涉农高校、科研院所、农技

推广部门。根据发文量排序,排名前五的分别是

吉林农业大学(16篇)、黑 龙 江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6篇)、南京农业大学(5篇)、宁波大学和中国农

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分别为(4篇)(表3)。
国内各家机构从多个角度推动点蜂缘蝽研究与防

控实践,关于点蜂缘蝽相关研究发文量最多的是

吉林农业大学的史树森团队,探讨了点蜂缘蝽等

蝽类害虫为害的关键时期及其对大豆“症青”及产

量损失的影响,侧重点蜂缘蝽对大豆的致害相关

生物学、影响种群发生的因素和综合防治技术等

研究。资助点蜂缘蝽相关研究的基金项目共88项,
包括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及其他项目资助,发
文量排名前三的资助项目分别为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21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8
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篇。其中,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支持的研究发文量占总发

文量的34.43%。

表3 CNKI数据库刊载点蜂缘蝽文献来源机构排名Top5
排名 机构名称 发文量/篇 比例/% 排名 机构名称 发文量/篇 比例/%

1 吉林农业大学 16 26.23 4 宁波大学 4 6.56

2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6 9.84 5 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4 6.56

3 南京农业大学 5 8.20

2.2.4 关键词及作者共现网络 通过分析从

1998-2024年文献关键词数据,对点蜂缘蝽的关

键词进行关键词网络聚类分析,将频次阈值设定

为1,对127个关键词和210个作者构建共现网

络,从127个关键词来看,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生物学特性、种群生态学、防治技术等方面(图2)。
围绕点蜂缘蝽从探究点蜂缘蝽诱发大豆症青的发

生原因、发生规律,到制定综合防治策略展开。在

寄主植物方面,明确点蜂缘蝽涉及大豆、玉米、四
季豆等,其中大豆因受侵害程度与经济价值成为

核心研究对象;生物学特性领域,温度影响、种群

趋势指数、呼吸代谢、天敌寄生率以及产卵介质选

择等均有涉及;既有杀虫剂的筛选和应用,也有深

入研究化学感受相关基因等方向,为绿色防控提

供理论依据。
国内期刊文献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发生与

防治”,即遵循我国的植保方针“预防为主,综合防

治”,针对点蜂缘蝽对大豆造成的“症青”现象,利
用生物学特性、环境适应性和化学农药的毒性所

采取的一系列综合防治。

图2 CNKI数据库刊载1998-2024年点蜂缘蝽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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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10个作者来看,高频作者凭借丰富的成

果与广泛的合作,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紧密相

连的线条,彰显着作者间活跃的合作关系,共同推

动着学术研究的前行(图3)。

图3 CNKI数据库刊载1998—2024年点蜂缘蝽作者共现网络

2.3 基于 WebofScience数据库文献计量

2.3.1 文献期刊来源 在 WebofScience上检

索到的点蜂缘蝽文献共发表在189个期刊上,发
文量排名前五的期刊占发文总量的21.46%,发文量

最高的期刊是 KoreanJournalofAppliedEnto-
mology,发文量为39篇,总被引次数为426次

(表4)。

表4 WebofScience数据库刊载点蜂缘蝽文献来源期刊排名Top5
排名 发表期刊 发文量/篇 总被引频次 平均被引次数

1 KoreanJournalofAppliedEntomology 39 426 10.92
2 JournalofAsiaPacificEntomology 32 351 10.97
3 AppliedEntomologyandZoology 18 298 16.56
4 DevelopmentalandComparativeImmunology 13 399 30.69
5 Insects 12 111 9.25

2.3.2 高被引文献 被引次数较高的5篇文献

均由日本学者完成,研究内容主要是点蜂缘蝽与

微生物互作关系运用基因编辑、蛋白质组学等多

种技术,从分子和生理层面研究共生体在点蜂缘

蝽的营养消化、抵御病原体、对杀虫剂抗药性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还有关于点蜂缘蝽的光周期性

滞育现象以及生物钟基因的调控作用(表5)。

表5 WebofScience数据库刊载点蜂缘蝽高被引文献排名Top5
排名 论文题目 作者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 总被引频次

1 Symbiont-mediatedinsecticideresistance KikuchiY,etal ProceedingsoftheNational
AcademyofSciencesofthe
UnitedStatesofAmerica

2012 684

2 Insect-microbemutualismwithoutverticaltrans-
mission:astinkbugacquiresabeneficialguts-
ymbiontfromtheenvironmenteverygeneration

KikuchiY,etal Appliedand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07 453

3 GutsymbioticbacteriaofthegenusBurkholderia
inthebroad-headedbugsRiptortusclavatusand
Leptocorisachinensis(Heteroptera:Alydidae)

KikuchiY,etal Appliedand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05 188

4 Photoperiodicdiapauseunderthecontrolof
circadianclockgenesinaninsect

IkenoT,etal BMCBiology 2010 171

5 Insect’sintestinalorganforsymbiontsorting OhbayashiT,etal ProceedingsoftheNational
AcademyofSciencesofthe
UnitedStatesofAmerica

2015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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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所收集的文献进

行客观评价,尽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还是能够

比较客观、全面、科学合理地反映被研究对象的研

究现状和发展趋势[8]。可以清晰地看到点蜂缘蝽

在国内外的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存在一定差异。
国内外发表文献数量和质量差距较大,韩国和日

本发文量遥遥领先。可喜的是,我国科研人员发

表在PNAS期刊上的最新研究揭示了点蜂缘蝽

唾液蛋白RpSP1在激活植物免疫与促进害虫取

食中的双重作用(RpSP1是点蜂缘蝽高效取食的

关键因素,RpSP1被植物识别并激活植物的防御

反应),这为点蜂缘蝽防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9]。
这表明,我国与日韩研究水平之间的差距正在缩

小。今后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点蜂缘蝽的研究,
重点是利用其生物学特性和发生规律等,制定有

效的防治策略防治点蜂缘蝽,减少其对农业生产

的损失。深入研究生理生化机制,探究滞育、繁殖

等生理现象及其分子机制,为精准防控提供理论

基础[10-12];加强互作关系研究,明晰其与寄主植

物、伯克氏菌、天敌等的互作模式,挖掘生物防治

新途径[13-15];深入了解其行为习性,拓展嗅觉行为

学及机制研究[16-18],创新绿色防控技术产品[19];加
强品种抗虫性和抗虫机制研究[11,20],以及点蜂缘

蝽对农药和天敌的抗性机制研究,探索指导科学

用药与天敌保护利用[21-22];加快揭示种植结构调

整和气候条件变化下点蜂缘蝽的暴发成灾机

制[23];还需结合运用信息技术实时监测其种群动

态,实现精准预警与防控[24]。这些研究方向不仅

有助于深入了解点蜂缘蝽的生物学特性,还能为

农业生产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防治措施,减少其

对农作物的危害,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25]。
同时,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学习借鉴国外先

进的研究经验和方法,也能进一步提升我国在点

蜂缘蝽研究领域的水平和影响力。

4 结论

本研究整理分析了1989-2024年国内外共

有443篇文献,包括中文文献61篇,外文文献

382篇,点蜂缘蝽的发文量多集中在2017-2024年,
韩国和日本是发表论文数量前两位的国家。国内

发文量最多的是史树森团队,国内第一篇关于点

蜂缘蝽的文献是1998年对该害虫为害莲子和桑

树及化学防治的初步报道,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

是大豆害虫点蜂缘蝽研究进展。国外发文量超过

30篇的作者是KikuchiY和LimUT,被引频次

最 高 的 文 献 是 《Symbiont-mediatedinsecticide
resistance》。发文量最多的研究机构是吉林农业

大学和日本农业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大
豆科学》和KoreanJournalofAppliedEntomology
是相关文献发文量最高的中英文学术期刊。国内

关键词主要集中在大豆症青及点蜂缘蝽的生物学

特性、发生规律、防治等方面,国外关键词主要聚

焦在点蜂缘蝽的生理现象、共生关系、行为与生

态、生物防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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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metricsAnalysisofResearchStatusofRiptortuspedestris
CHENSimeng1,CUIXin1,DINGNing1,DUXiaoli2,YU Wei2,LIXiaofeng1,SHIShusen1,
GAOYu1
(1.CollegeofPlantProtection,JilinAgriculturalUniversity/KeyLaboratoryofSoybeanDiseaseandPest
Control,MinistryofAgricultureandRuralAffairs,Changchun130118,China;2.FuyangAcademyofAgricultural
Sciences,Fuyang236065,China)

Abstract:Thesoybeanstinkbug(Riptortuspedestris)isanimportantpestinEastandSouth-EastAsia,which
seriouslyimpactthesoybeanyieldandquality.Inordertoelucidatetheresearchdynamicsofthispestboth
domesticallyandinternationally,andtocompilerelevantpublicationsonR.pedestris,thisstudyemployed
bibliometricmethodstoanalyzethecurrentresearchstatusanddevelopmenttrends.Datawerecollectedfrom
journalarticlespublishedbetween1989and2024,sourcedfromtheChinaKnowledgeNetworkandWebof
Science.Theresultsrevealedatotalof443domesticandinternationaldocuments,comprising61Chinese-
languagepublicationsand382foreign-languagepublications.KoreaandJapanemergedasthetoptwocountries
intermsofpublicationnumbers.Chinaisclosingthegapwiththeformer,withrapidgrowthinthenumberof
articlesoverthepastfiveyears.TheNationalAgricultureFoodResearchOrganization (Japan)andJilin
AgriculturalUniversity(China)wereidentifiedastheleadingresearchinstitutionsinChinaandabroadin
termsofpublicationoutput.TheKoreanJournalofAppliedEntomologyandSoybeanSciencewerefoundto
betheprimaryjournalspublishingresearchrelatedtoR.pedestris.Researchbothdomesticallyandinternationally
hasprimarilyfocusedonsoybeanstay-greenphenomena,thebiologicalcharacteristics,symbioticrelationships,
behaviorandecology,andcontroltechniquesofR.pedestris.Thispaperanalyzedthecurrentstateofresearch
anddevelopmentofthispest,whichcanserveasareferenceforrelatedresearch.
Keywords:Riptortuspedestris;soybean;bibliometrics;CNKI;Webof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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