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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 章 基 于 Web of Science（WoS）核 心 数 据 库 中 2709 篇 和 中 国 知 网（CNKI）数 据 库 中 2012 篇 土 壤 动 物 领 域 文 献 ，统 计

2003—2023 年该领域发文数量、发文国家合作情况、研究机构、高频关键词等，分析对比土壤动物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运用 VOSviewer 和

CiteSpace 两种可视化软件，旨在探讨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和发展趋势。结果显示，我国在土壤动物领域的研究能力不断提高；国际合作研究在

该领域存在不平衡的特点，中国研究机构与德、美等国的合作较为密切；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高校，中国的研究机构在发表论文方

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文献质量有待提升；国内文献多从生物多样性、群落结构功能与土壤理化性质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展开，在凋落物降

解、碳循环等方面的研究较少。二十多年来，土壤动物方面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和广泛关注，对该领域生态学问题的研究也逐步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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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由不同比例的矿物质、有机物质、水和空气组成的自然资源层［1］，是地球表面上最重要的生态系

统之一，其为各种类型的土壤生物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些生物同样对土壤的质地、结构和养分循环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2］。土壤动物是地下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生物群体［3］，它们几乎参与所有土壤生态过程，并与

植物和土壤微生物一起构成复杂的土壤生态系统，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4］。土壤动物群落的变化与环境

密切相关，对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进行研究可以揭示水文、气候、污染等问题，并且群落多样性可以抑制土

壤中的致病生物，提供清洁的空气、水和食物，从而维护人类健康［5］。土壤动物体型差异较大，其食性和功

能也各不相同。土壤动物按照躯体大小可分为小型土壤动物（体宽＜0.2 mm，如线虫）、中型土壤动物（体宽

0.2～2.0 mm，如跳虫）和大型土壤动物（体宽> 2.0 mm，如甲虫和蚯蚓）等［6-7］。土壤动物在维持陆地生态系统

的碳、氮循环等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们通过取食、消化和呼吸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土壤的理化

性质，并与植物和微生物交互作用，促进土壤有机质的稳定及转化［8-9］。正因如此，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

下，土壤动物在森林、农田、草地等多种生态系统的功能发挥和稳定性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10］。作为生态系

统中重要的分解者，土壤动物在凋落物分解、植物演替过程、土壤生物群落的维护以及土壤发育等方面都十

分重要［11］。此外，土壤动物对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特别是土壤微节肢动物以及线虫在生态系统中经常被

用作衡量能流通道和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从而为土壤健康状况提供指示作用［12-14］。

文献计量分析是通过数理统计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15-16］，该方法主要用于专业学科文

献，通过揭示文献的区域分布、数量关系以及变化规律等，对该领域研究的结构、特征和规律进行多维度呈

现、评价和预测［17］。CiteSpace 是陈超梅博士开发的一款应用广泛、使用 java 程序编写的软件，通常是研究者

提取网络关系、研究重点以及研究趋势的有效工具［18］；VOSviewer 是 Van 等人开发的一种有效的可视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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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呈现关于文献大规模数据的详细信息，如热门研究主题［19-20］。两个软件相互结合能更直观、清晰地展示

文献样本的知识图谱［21］。文章利用 VOSviewer 和 CiteSpace 对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土壤动物研究领域的相关文

献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国内外该领域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以期为我国该领域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

依据。

1 数据收集与分析

为确保检索出高质量且与土壤动物研究相关的文献，本研究选择使用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作为英文

文献数据的来源，获取经过严格筛选和评审的学术期刊中的文献，从而保证其质量和可靠性。同时，在选择

文献时，综合考虑文献中对土壤动物的描述，确保其与研究主题的相关性和有效性。设置检索式为

（（（（TS = （“soil fauna”）OR TS = （“soil faunas”）OR TS = （“soil animal”）OR TS = （“soil animals”）OR TS = 
（“edaphic fauna”），文献类型为 Article，语言设置为 English，时间设置为 2002-01-01 至 2023-12-31，检索时

间为 2024 年 4 月 4 日，检索后共筛选出 2709 篇文献。本研究选择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获

取在中国学术界广泛发表的研究成果，以补充和丰富调研结果。设置检索范围为“学术期刊”，文献来源限定为

“中文”，来源类别设置为“全部”，检索条件为“主题∶土壤动物”，词频限定为“精确”，时间设置为2002—2023年，

检索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4 日，检索后共筛选出 2012 篇文献。

2 结果与分析

2.1 基于 Web of Science 的结果分析

2.1.1 国家发文数量分析

2002－2023 年土壤动物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图 1），2023 年全世界发文量约为

2002 年的 3.64 倍。在研究过程中，根据 WoS 数据的历年发文量增长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

（2002－2012 年）：土壤动物领域的论文数量较少，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在 100 篇以下；波动增长阶段

（2012－2017年）：2014 年和 2017 年的发文量较上一年均有所下降；第三阶段（2017 年至今）：发文量呈稳步增

加态势。这是因为国际机构之间人才交流逐渐增多，促使各地专业性科研人员数量递增。这些科研人员通

过合作研究、学术交流等方式，共同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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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2—2023 年土壤动物领域全球发表文献数量变化情况

文献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对科研活动和成果的重视程度的指标之一，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某研究领域的科研活动和成果状况［22］。根据 WoS 核心集分析可知，在 2002—2023 年间，在土壤动物领域有

111 个国家（地区）参与了研究，表明该领域受到全球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从全球发文量前十的国家来看，中

国的发文量最高，占比 21.73%，排名第一；德国排名第二，发文量占 16.28%（表 1）。尽管中国的发文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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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篇均被引次数相对较低，这表明中国在土壤动物领域的发文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表 1 基于 WoS 数据的发文量前 10 名国家排序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国家

中国

德国

美国

法国

巴西

英国

西班牙

荷兰

俄罗斯

瑞典

发表数（篇）

510
428
388
245
239
169
155
149
143
121

占全领域比例（%）

21.73
16.28
14.45

9.77
9.11
6.35
6.31
5.84
5.61
4.56

被引总次数（次）

30137
28539
24391
15025
13465

9232
10467

7275
4406
7865

篇均被引次数/（次·篇-1）

54.01
68.28
65.74
59.86
57.54
56.64
67.53
48.50
30.60
67.22

由图 2 可知，在土壤动物研究领域，排名前五的国家发文量逐年稳步增长。在 2013 年之前，中国的年发

文量远低于德国和美国，与法国、巴西几乎持平。然而，在 2013 年至 2018 年之间，中国的年发文量逐步增

长。自 2018 年开始，中国的发文量超过其他国家并呈快速增长趋势。近六年来，中国每年发表文献数量增

速为 71.9%，远超其他国家。我国自签署《巴黎协定》后，对生态问题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成果与日俱增，这或

许是其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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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2—2023 年土壤动物领域各国（前五）发表文献数量变化情况

2.1.2 发文国家合作情况分析

使用 VOSviewer 软件绘制出各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图谱（图 3），图中显示有 64 个节点，表示发文量有六篇

及更多的国家合作发表的文献分布于 64 个不同的国家。其中，中国与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合作比较密切。这

表明我国在开放的全球合作中展现出强大的科研实力，不仅为我国科技创新提供广阔的平台，也彰显了我

国与各国之间展开更深度和广度合作的决心和信心。由图 3 可知，中国、巴西和波兰等国家在该领域的研究

紧扣时代进程，而德国、美国和英国等国家近几年在该领域的研究较少。未来，我国将继续加大科研投入，

推动国际科研合作的深入发展，为全球科技创新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1.3 研究机构实力分析

在土壤动物研究领域共有 199 家研究机构发表文献（表 2）。由表 1 可知，从篇均被引频次来看，中国科

学院的篇均被引频次为 38.65 次/篇，远低于排名前十的其他机构的平均被引频次。但从发文数量来看，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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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机构中有两家来自中国，其余机构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且中国科学院的发文量远超其他机构。这表明

中国的研究机构对土壤动物研究非常重视，文献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但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赫尔辛

基大学、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相比，在被引频次方面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的研究机

构在文献质量和推广方面仍需加倍努力。

图 3 基于 WoS 数据的文献国家合作关系图谱

表 2 基于 WoS 数据的研究机构实力排序（前 10 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院

哥廷根大学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大学

俄罗斯科学院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

法国发展研究所

瑞典农业科学大学

赫尔辛基大学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文献数（篇）

260
136
134
117
112
103
102
80
76
66

总被引次数（次）

10049
4846
7716
4449
2746
6063
5020
5193
4862
4318

篇均被引频次（次·篇-1）

38.65
35.63
57.58
38.45
24.52
58.86
49.21
64.91
63.97
65.42

通过 VOSviewer 软件绘制土壤动物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共现网络图谱（图 4）可以看出，各高校的研究机

构是该领域发文量的主力军。样本文章献被聚类为 4 个主要的合作团簇，分别以中国科学院、哥廷根大学、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和赫尔辛基大学为中心。在合作密切程度方面，瑞典农业科学大学与哥廷根大学之间的

联系比较密切，国内的中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大学之间的联系频率也较高。由此可见，实力较强的研究

机构倾向于与实力相当的机构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一结果表明，在土壤动物研究领域，实力强大的机

构在合作关系中起到主导作用，其通过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土壤动物研究的进展。

2.1.4 高频关键词及研究热点分析

高频关键词可以精练地概括文献的主题和内容，通过关键词可以快速地定位和筛选相关文献，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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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便捷的方法来获取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23］。根据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度，对该领域排名前十五的

关键词进行排序（表 3）。其中，蚯蚓等大型无脊椎动物以及中小型土壤动物弹尾目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土

壤动物和群体只能代表该领域的底层概念，进一步分析关键词的中心度排名发现生物多样性、凋落物降解、

微生物生物量、气候变化、森林等具有较高中心度。根据频次和中心度分析可知，当前土壤动物领域的主要

热点方向和关注领域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凋落物降解、土壤动物群落与微生物以及土壤理化性质（如

碳、氮、有机质等）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表 3 基于 WoS 数据的关键词频次排序（前 15 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关键词

土壤动物

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

群体

降解

碳

氮

凋落物降解

弹尾目

动态

有机质

森林

响应

丰富度

凋落叶

中心性

0.19
0.14
0.13
0.09
0.09
0.08
0.08
0.08
0.08
0.07
0.07
0.06
0.06
0.06
0.05

频次（次）

482
997
189
127
532
208
149
161
369
151

88
214
283

62
375

通过使用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V 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可以深入了解土壤动物领域的研究方向［24］。如

土壤动物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热点关键词共现图（图 4）所示，共包含 215 个节点和 350 个网络，密度为 0.0152，

表明整体网络结构较为松散。共现程度较高的关键词包括生物多样性、凋落物降解、气候变化等。这些关

键词的共现程度反映了学术界对于生物多样性、凋落物降解、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关注和研究深度，为该领域

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图 4 基于 WoS 数据的文献研究机构合作共现网络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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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CiteSpace V 进行关键词时间聚类分析，采用 LLR 算法对土壤动物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根据参数设置，最终的聚类参数为 Q = 0.7106，S = 0.8737，整体网络结构密度为 0.054，这表明该聚类具有很

强的可信度，排名前五的关键词时间聚类结果如图 6 所示。聚类包括#0 体型大小、#1 碳循环、#2 生态风险评

估、#3 土壤营养、#4 气候变化等。体型是土壤动物一个基本的生物体特征，与生物体的生理和生态密切相

关［25］。例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降水量显著改变了土壤线虫的个体大小分布。降水减少导致小型

线虫增多，从而大型线虫减少［26］。土壤动物的体型大小对生态系统内养分循环、有机质分解和土壤结构形

成具有重要作用。不同大小的生物在土壤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生态位，有助于保持土壤的整体健

康和肥力［27］。土壤动物在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的活动影响碳输入（如植物凋落

物）和输出（如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平衡，最终影响土壤中储存和释放到大气中的碳量［28］。

图 5 基于 WoS 数据的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 6 基于 WoS 数据的文献关键词时间线图

2.2 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结果分析

2.2.1 发文数量分析

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数据，2002 年至 2023 年的土壤动物研究领域总发文量为 2012 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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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图 7 显示的历年发文量趋势，土壤动物研究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步探索阶段（2002—2004 年）：发

文量较少，每年发表的文献都在 50 篇以下，共计 127 篇，占样本总量的 6.31%；爆发增长阶段（2004—2010 年）：

发文量呈现高速增长趋势，特别是在 2010 年，发文量首次超过 100 篇；缓和阶段（2010—2023 年）：总发文量

为 1444 篇，相较于爆发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年发文量呈波动下降趋势。这些发展阶段的变化趋势可以反

映出土壤动物研究的发展历程和学术关注的变化。该领域的研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取得了显著的增长和

进展，对在 WoS 核心数据库中我国研究者的发文量对比情况可以看出，自 2017 年之后，国内学者更加倾向于

在国际领域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这表明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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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2—2023 年土壤动物领域中国发表文献数量变化情况

2.2.2 研究机构实力分析

我国 4330 位土壤动物研究者中超过 90% 来自高校。自 2022 年以来，发表土壤动物研究文献排名前十

的研究机构如表 4 所示。由表 4 可知，四川农业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在该领域的发文量名列前茅，但

从被引频次来看，哈尔滨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的发文质量更高。

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对于了解土壤动物的生态学功能、土壤健康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综

合来看，高校为该研究领域的主要力量，应继续加强土壤动物研究的深入探索，并与其他研究机构、企业和

政府部门合作，共同推动土壤动物研究的发展，为我国的土壤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表 4 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的研究机构实力排序（前 10 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研究机构

四川农业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宁夏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

吉林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文献数（篇）

108
92
92
86
70
65
46
45
40
40

总被引次数（次）

2353
1467
3634
2863

853
2003

723
1266

856
1570

篇被引频次（次·篇-1）

21.79
15.95
39.50
33.29
12.19
30.82
20.07
28.13
21.40
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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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高频关键词及研究热点分析

使用 VOSviewer 对我国土壤动物领域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得到共现网络图谱（图 8），其中包括较为

清晰的三大聚类中心和 124 个节点。由图 8 可知，土壤动物、群落结构以及多样性是三个大聚类的中心关键

词。在以土壤动物为中心的聚类中，其与土壤微生物之间的相关研究最多，这主要体现了研究领域的交叉

现象；其次在生态层面围绕土壤质量和土壤酶活性等展开研究；在以多样性为中心的聚类中，荒漠草原、指

示生物、季节变化等相关研究较多；在以群落结构为中心的聚类中，研究主要围绕动态变化和大型土壤动物

以及中小型土壤动物群落多样性等方面展开。大型土壤动物通过掘穴、采食和排泄等行为积极调节土壤结

构，从而起到通气保水、调节 pH 值、调控温室气体排放等作用［29］；中小型土壤动物改造土壤物理结构的能力

较弱，其通过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组成产生影响而改变土壤的养分循环［30-31］。

图 8 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的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使用CiteSpace软件的Kleimberg突现检测算法绘制2002—2023年排名前二十五的关键词突变列表（表5），

归纳中国土壤动物研究热点的演化路径。由表 5 可知，突现强度排名前五的关键词分别是：微塑料、环境因

子、季节动态、氮沉降和林窗。微塑料突现的起始年份为 2020 年，其作为一类新兴污染物广泛存在于全球环

境中，但针对土壤微塑料污染及其对土壤动植物毒性效应方面的研究近几年才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32-33］。

氮沉降是影响全球变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目前已有研究表明氮沉降背景下，大型土壤动物对土壤温室气

体的排放具有一定的调控作用［34］。2015 年首次突现“林窗”这一词汇，它将“林”（森林）和“窗”（窗户）两个元

素结合在一起，指的是由小尺度的干扰引起的树木死亡形成森林中的小面积隙地［35］。“林窗”的形成会对土

壤产生多方面影响，包括土壤侵蚀增加、土壤水分蒸发增加、土壤肥力下降等，进而影响土壤动物多样性［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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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的关键词突变列表（前 25 名）

关键词

生态学

松嫩草原

凋落物

土地利用

生态分布

分解

植被恢复

群落

大兴安岭

季节动态

垂直分布

农田

林窗

氮沉降

节肢动物

功能群

秸秆还田

土壤环境

荒漠草原

气候变化

环境因子

高寒草甸

微塑料

生态效应

土壤污染

突现强度

4.29
3.89
3.51
4.49
4.65
3.63
4.08
4.01
4.45
6.76
3.64
4.30
5.46
5.91
3.47
4.66
5.03
4.25
3.73
3.40
8.54
4.00

10.93
5.31
3.70

起始年份（年）

2002
2003
2003
2005
2005
2006
2007
2007
2008
2011
2012
2014
2015
2015
2016
2017
2017
2017
2018
2018
2018
2019
2021
2021
2021

结束年份（年）

2005
2008
2009
2006
2008
2010
2010
2011
2013
2016
2016
2017
2016
2021
2017
2019
2020
2023
2020
2023
2023
2023
2023
2023
2023

2002—2023 年

3 讨论

3.1 国内外发文量趋势

2002—2023 年间，国内外有关土壤动物的相关研究发文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可以预测，后期有关

土壤动物研究的文章数量将会持续增长。2017 年之前，在土壤动物的国际研究领域中，美国和德国占据主

导地位，参与该研究的机构和作者数量庞大，研究成果数量较多，且影响力强，科研水平与研究深入程度都

领先于其他国家（地区）。自 2017 年起，中国在该领域的国外期刊发文量暴增，在国际土壤动物研究中取得

了显著成就，但与篇均被引次数最高的德国相比，差距约为 2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在发文质量方面

还有待提高。在对 WoS 核心数据库中我国研究者的发文量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自 2017 年之后，国内学者更

倾向于在国际领域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的积极参与和贡献［37］。

提升科研水平，提升文章质量并增强合作是我国土壤动物研究方面期待努力的方向。同时，建议加强对国

内期刊的关注，鼓励在中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的研究论文。

3.2 发文国家合作情况与国内外发文机构分析

2014—2018 年间，中国与德国、美国之间的合作显示出较高的紧密度。这表明我国在开放的全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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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科研实力，这不仅为我国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也彰显了我国与其他各国之间展

开密切合作的决心。中国、巴西和波兰等国家在该领域的研究紧扣时代进程，而德国、美国和英国等国家近

几年在该领域的研究比较少。未来，我国将继续加大科研投入，推动国际科研合作的深入发展，为全球科技

创新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在土壤动物方面，国内外均以高校作为研究的主要力量。综合发文量与被引频次方面，国外的科罗拉

多州立大学、赫尔辛基大学、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和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等在该领域具有较强的实力。中

国科学院虽然在发文量方面位居第一，被引频次却与以上机构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内在该领域具有较强实

力的机构为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各机构应继续加强土壤动

物深入研究，并与企业和政府部门合作，共同推动土壤动物研究的发展，为土壤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

贡献。中国的研究机构在文献质量、影响力和推广方面仍需加倍努力。

3.3 国内外研究热点及趋势

国际上，土壤动物研究的热点方向和关注领域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凋落物降解、气候变化、土壤动

物群落与土壤微生物以及土壤理化性质（如碳、氮、有机质等）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国内在土壤动物领域的

研究热点包括：（1）以土壤动物作为指示性生物，检测重金属、微塑料以及农药等对土壤动物生态特征的影

响；（2）“林窗”、季节动态、气候变化以及不同生境等对土壤动物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组成的影响；（3）在人类

活动干扰下，农田管理措施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尤其是农田土壤动物对土壤健康的指示作用等内容；（4）土

壤动物群落对氮沉降、草原荒漠化等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变化的响应；（5）土壤生物中土壤动物和微生物之

间的相互关系。

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土壤动物生态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未来通过运用分子生物

学、遥感等手段更加全面、精确地开展相关领域研究，以期为我国土地利用和农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38-39］。

4 结论

（1）从时间尺度上看，自 2017 年起，各国土壤动物研究文献发表量逐渐增加，中国的发文量增长最快，这

与中国对生态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关。

（2）土壤动物领域的国际合作较为集中，中国、德国和美国在合作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国家之间

的合作相对不平衡，合作强度与国家的发展水平直接相关。

（3）国内外发表土壤动物相关文献数量较多的研究机构大多属于高校。中国的科研机构在文献数量方

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四川农业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在该领域的发文量名列前茅，证实了

高校是推动土壤动物研究的主要力量。但我国在被引频次方面却与国际领先机构存在一定差距。

（4）与国际领域研究态势相比，我国土壤动物研究的重点方向与国际前沿基本一致，主要集中在生物多

样性、群落结构功能和土壤动物群落与土壤微生物以及土壤理化性质（如碳、氮、有机质等）之间的关系等方

面。然而，在凋落物降解、碳循环和土壤生态服务等方面的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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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oil Fauna 
based 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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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2709 literatures in the core database of Web of Science （WoS）and 2012 literatures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 related to soil fauna，this paper make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n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is field，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ountr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high-frequency keywords，and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rends in 

this field at home and abroada from 2003 to 2023 with VOSviewer and CiteSpace，aiming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foc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this fiel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na's research ability is constantly improving，there is 

an imbalanc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Chinese research institutions build close cooperation 

with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leva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universities，and China's 

research institutions lead the world in publishing papers，but the quality of the literature needs to be improved. 

Domestic literatures mainly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diversity，community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d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but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litter degradation，carbon cycle and so on.In the 

past 20 years，the research of soil fauna has been paid more attention and widely concerned，and the research of 

ecological problems in this field has also gradually attracted attention. 

Keywords：Soil fauna；Web of Science；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Bibliometr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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