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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国际上关于生态安全研究的文献大量涌现。 随着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加剧，生态安全研究正发生着深刻变

化，呈现出多目标、多层次、多学科交叉综合的复杂特点，研究主题日益丰富，但模糊性和争议性问题一直存在，对已有文献成果

进行系统分析非常有必要。 本文利用引文网络分析可视化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通过绘制科学知识图谱，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可

视化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对各国学者发表的生态安全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分析梳理，展示了研究主题的演进轨迹和发展趋势，总
结了其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 研究表明：生态安全的研究主题可分为持续性和阶段性两类，主题演化轨迹符合 Ｇａｒｔｎｅｒ 光环曲

线理论，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学科研究水平是决定生态安全研究阶段和主题演变的主要因素，该领域经历了

问题提出与概念形成期、奠基拓展期、纵深发展期三个阶段，各阶段都有一些关键文献出现，这些引领学科发展的经典文献以自

然科学研究为主；全球化、生物多样性、生态农业与农业集约化、恢复力、脆弱性是当前生态安全领域的研究热点；保障人类生存

发展基本需要和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与响应将是 ２１ 世纪生态安全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生态安全；主题漂移；科学知识图谱；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Ｕ Ｘｉｕｆａｎｇ１，２， ＺＨＡＯ Ｊｕｎ１，∗， ＺＨＡ Ｓｈｕｐｉｎｇ２， ＬＵ Ｆｅｎｇ２，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３，４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ｎｚｈｏｕ ７３００７０，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Ｎａｎ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ｔｏｎｇ ２２６００７， Ｃｈｉｎａ

３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５４， Ｃｈｉｎａ

４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 ｓｕｒｇ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 ｍｕｌｔｉ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ｕｚｚ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ｈａｖ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ｗｈｅ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ｌａｒｇ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ｎｏｎ⁃ｖｉｓ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ａｌ．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Ｗｅ ｕｓｅｄ ｔｈｉｓ ｔｏｏｌ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ｏ⁃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ｒｓ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ｕ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Ｗ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３）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ｍｅｓ． 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ｐｈ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ｓｋ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ｍｉ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ｙｐｅ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ｕｒ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ｌｌ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ｈ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ａ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ｌｅｓｓ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ｎｅ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ｍｅｓ ｃｏｎｆｏｒｍ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ｙｐｅ Ｃｙｃ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ｉｎｇ ｂａｓｉｃ ｈｕｍａ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ｓ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ｏｌｉｆｉｃ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ｕｓ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ｏｒ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ｎｄ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ｈｉｄｄｅｎ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ｓ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国际上关于生态安全研究的文献大量涌现，涉及的学科和内涵非常广泛［１⁃４］。 目

前，随着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加剧，生态安全研究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呈现出多目标、多层次、多学科交叉

综合的复杂特点；对生态安全内涵认识的不断加深和新的环境问题、环境理念出现，使其研究主题也在不断变

化并日益丰富，但是模糊性、争议性问题一直存在。
近年来，针对生态安全相关文献的分析综述已有不少成果。 国外多为对生态安全研究领域中某一专题的

进展评述，比如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安全影响研究的分析总结［５］，对城市生态安全研究进展［６］、可持续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进展［７］等的综述；国内以生态安全整个研究领域的综述为主，比如对国内外生态安全研究［１， ８］、
生态安全评价研究［３， ９⁃１１］、土地生态安全研究［１２，１３］的进展分析等。 这些综述分析对国内学者了解生态安全研

究状况和指导开展生态安全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面对成千上万的庞杂文献群，以文献阅读、总结归纳、
定性探讨方法为主的传统文献综述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生态安全研究领域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比如发展

动力、主题演化轨迹及其规律、前沿趋势等还需采用科学方法进一步分析探讨。
目前，处理分析学术性信息的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技术发展迅速，弥补了传统文献综述方法的不足。

由陈超美博士于 ２００４ 年首次推出的引文网络分析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通过绘制知识图谱，可以定量化、可视化的

方法，对一定时期相关主题的全部文献进行梳理分析［１４⁃１６］。 本文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Ⅱ（３．５．Ｒ６），通过定量分析近

３０ 余年来生态安全领域中的关键文献和研究热点，对全球生态安全研究的主题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其演变规

律并进行研究阶段划分；通过对突现词的检测和归纳，发现生态安全研究的前沿趋势，将为未来生态安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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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１　 思路、方法与数据

１．１　 研究思路与方法

主题指文献探讨和解决的中心问题，表征方式有题目、摘要、关键词等。 本文所谓主题漂移，是指在生态

安全研究领域中，文献主题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能够揭示生态安全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

对象和解决方法等随时间推移发生标志性变化的节点，进而折射出不同阶段所关注的热点和发展的方向。
研究思路和主要方法见图 １： 通过文献共被引、关键词共现分析分别发现生态安全研究领域中的经典文

献和研究热点，再结合关键词词频分析、文献聚类分析，展现研究主题的演化漂移。 通过突变检测算法发现未

来的研究趋势［１６］。 在每幅图的左上角有图谱绘制的参数信息，阈值选择采用（ｃ，ｃｃ，ｃｃｖ）方式（ｃ 为被引频次，
ｃｃ 为共被引频次，ｃｃｖ 为共被引系数），分别设定前、中、后 ３ 个时间分区的（ ｃ，ｃｃ，ｃｃｖ），其他时间分区的阈值由

线性插值决定。

图 １　 研究思路和主要方法

Ｆｉｇ．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２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数据库（ＳＣＩ⁃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ＳＳＣＩ， Ａ＆ＨＣＩ， ＣＰＣＩ⁃Ｓ， ＣＰＣＩ⁃
ＳＳＨ， ＣＣＲ⁃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ＩＣ）。 数据采集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检索条件是：主题 （ ｔｏｐｉｃａｌ ｔｅｒｍｓ）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时间段为“１９８０—２０１３”。 共检索出 １３３１ 条记录，每个记录包括了一篇引文的标题、作者、
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题录信息。

２　 生态安全研究的主题漂移

经典文献通常是一个研究领域中提出重大理论或者具有概念创新的关键文献，反映了该文献发表时期社

会关注的焦点主题；而研究热点是在一定时期，一组数量较多的相关文献共同关注的研究主题。 所以本文以

关键文献和研究热点的计量分析为基础，分析归纳研究主题的漂移变化，并根据主题演化的轨迹进行研究阶

段的划分。

３　 ２１ 期 　 　 　 胡秀芳　 等：生态安全研究的主题漂移与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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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关键文献

以 １ 年为时间切片，节点类型为参考文献，阈值设置（ ２，３，１５），（３，３，２０），（３，２，２０）绘制文献共被引时

区视图。 引文年轮代表着某篇文章的引文历史，年轮颜色代表相应的引文时间，年轮厚度和与相应时间分区

内引文数量成正比。 中心度在 ０．１ 以上的节点是图谱中的关键节点，可能成为网络中由一个时间段向另外一

个时间段过渡的关键点，是具有理论和研究创新的文献，很有可能形成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前沿［１５］。 有 ３１
篇中心度在 ０．１ 以上且被引频次和突现性较大的文献（图 ２、表 １－２），它们是生态安全研究文献群中起到关键

作用或具有转折意义的文献，是不同时期的基础性、奠基性经典文献，对该领域学术演进发挥着重要作用，影
响深远。 在图 ２ 中，共被引频次较高、中心度较大的节点年轮较大，且有紫色外圈，是引发大量学者关注或发

生研究转向的文献。

图 ２　 文献共被引时区视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ｚｏｎ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ｃｉｔ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从表 １—２ 可见，首先，从文献半衰期来看，最大的 ２ 篇文献分别是 ＷＣＥＤ（半衰期 ２２） ［１７］首次采纳“可持

续发展”概念，定义了“环境安全”；Ｏｓｔｒｏｍ（半衰期 ２０） ［１８］引发了人们对稀缺公共资源管理的关注。 半衰期反

映了文献的老化程度，半衰期越大，影响力越久远。 以上文献发表较早，处于环境意识、资源意识、可持续发展

等广义生态意识觉醒的时期，提出生态安全中的基本概念与基本问题，所以成为该领域的奠基性文献，在随后

的相关研究中被持续不断地引用。
其次，具有红色年轮、突现性较大的文献有 ２ 篇。 突现性反映文献在一定时期被引频次的增长情况，突现

性越大，说明被引频次增长越快。 Ｈｏｍｅｒ－Ｄｉｘｏｎ（突现性 ５．２２） ［１９］ 研究了环境问题与地区冲突之间的关系。
Ｂｒｏｗｎ（突现性 ５．０７） ［２０］提出全球粮食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问题。 这两篇文献都发表在第一研究阶

段概念形成期，当时国际形势动荡、地区冲突不断，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所以这些主题成为当时的研究

热点；进入 ２１ 世纪，高强度的人类活动使地球环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范围和

强度急剧增大；全球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以及新的农业生产理念和生产方式的出现，再次引发人们对

“老主题”的新思考，所以这些文献在发表一段时间之后，再次成为关注焦点而使被引频次急剧增加。
最后，从共被引频次来看，有 ２ 篇文献的共被引频次最高，为 ２７。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中心度 ０．４６） ［２１］ 将全球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划分为 １７ 种类型，该研究明确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原理及方法，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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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评估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肖笃宁等（中心度 ０．０４） ［２２］定义了生态安全的概念和研究内容，提出了区域

生态安全研究的特点、评价标准，在中国区域生态安全评价实例研究中被大量引用。 这 ２ 篇文献处于研究内

容扩展的第二阶段拓展期，由于提出了创新性理论，引发了新的研究增长点。 共被引频率为 ２６ 的文献：
Ｔｉｌｍａｎ 等（中心度 ０．４１） ［２３］和Ｇｏｄｆｒａｙ 等（中心度 ０．２８） ［２４］都与粮食安全有关，这是人类关注的永恒主题。

表 １　 关键文献基本信息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序号 年份 标题 来源

１ １９８７ 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１７］ ＯＵＲ ＣＯＭＭ ＦＵＴ

２ １９９０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１８］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ＥＶ

３ １９９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ａｒ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ａｓｅｓ［１９］ Ｉ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４ １９９５
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Ｆｅ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ｋｅ⁃Ｕｐ Ｃａｌｌ ｆｏｒ ａ Ｓｍａｌｌ Ｐｌａｎｅｔ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ｔｃｈ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ｌｅ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 ［２０］ 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ＦＥＥＤ ＣＨＩＮＡ

５ １９９６ Ｏｕ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２５］ ＯＵ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６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抯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２１］ ＮＡＴＵＲＥ

７ １９９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２６］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８ １９９７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７］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ＯＣ

９ １９９７ Ｈｕｍａｎ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８］ 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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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关键文献指标信息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年份 Ｙｅａｒ １９８７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ＷＣＥＤ Ｏｓｔｒｏｍ ＨｏｍｅｒＤｉｘｏｎ Ｂｒｏｗｎ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Ｍａｔｓｏｎ Ｄａｉｌｙ Ｖｉｔｏｕｓｅｋ Ｃｏｌｄｉｎｇ Ｔｉｌｍａｎ

半衰期Ｈａｌｆ⁃ｌｉｆｅ ２２ ２０ ５ ９ １４ １２ １１ １４ １３ １１ １０

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０．０５ ０．３３ ０ ０ ０．２５ ０．４６ ０．１８ ０．２４ ０．３７ ０．１３ ０．１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１０ １６ １１ １４ １７ ２７ １６ １６ １３ １３ １３

突现性 Ｂｕｒｓｔ ４．５２ ５．２２ ５．０７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年份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作者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Ｘｉａｏ Ｄ．Ｎ． Ｔｉｌｍａｎ Ｚｕｏ Ｗｅｉ Ｐａｕｌｙ Ｆｏｌｋｅ Ｆｏｌｅｙ Ｔｓｃｈａｒｎｔｋｅ Ｂｒｏｏｋｓ Ｚｈａｏ ＹＺ Ａｄｇｅｒ

半衰期Ｈａｌｆ⁃ｌｉｆｅ ９ ３ ７ ３ ８ ９ ５ ５ ７ ４ ５

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０．１ ０．０４ ０．４１ ０ ０．１１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２１ ０．１２ ０．０９ ０．１４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１０ ２７ ２６ １６ ４ ５ １８ １２ ４ １５ １０

突现性 Ｂｕｒｓｔ

序号 Ｎｕｍｂｅ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年份 Ｙｅａｒ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作者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Ｓｍｉｔ Ｇａｌｌｏｐｉｎ Ｈｕａｎｇ Ｑ Ｌｏｂｅｌｌ Ｒｏｃｋｓｔｒｏｍ Ｐｉｔｃｈｅｒ Ｇｏｄｆｒａｙ ＭｃＣｌａｎａｈａｎ Ｔｓｃｈａｒｎｔｋｅ

半衰期Ｈａｌｆ⁃ｌｉｆｅ ６ ３ ３ ３ １ ３ １ ３ １

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０．１３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１７ ０．１ ０．１４ ０．２８ ０．１２ ０．２６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９ ６ ７ １５ １１ ５ ２６ ５ ３

突现性 Ｂｕｒｓｔ

　

经典文献都密切关注了文献发表时期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因其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创新性和系统性，从
而引发了其他学者大量、持续的引用。 这些文献都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上，也反映出它们较高的文献质量和

学术影响力。 从研究内容来看，经典文献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主，社会科学研究文献较少。 近期经典文献与当

前学科发展需求的关联更为紧密，２００５ 年之后，研究焦点集中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脆弱性、适应性、生物多

样性、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 从 ３１ 篇经典文献的关注点来看，人类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变化是生态安全研究领

域永恒的主题。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Ｔｉｌｍａｎ 、Ｇｏｄｆｒａｙ 和 Ｌｏｂｅｌｌ 等都因其重要贡献而成为这一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２．２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论文内容的提示符，是一篇文章的核心和精髓，也是对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和集中描述。 关键

词共现知识图谱（ＫＣＡ，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ｏ－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用频次高的关键词确定研究领域热点的一种途

径［４８］。 以 １ 年为时间切片，节点类型为关键词，阈值设置（ ２，３，１５），（３，３，２０），（３，３，２０）绘制 ＫＣＡ。
从图 ３ 可以看出，按时间先后出现的高频热点词有：早期有粮食安全 （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生态） 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中期有气候变化（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生态安全（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可持续性（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保
护（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生物多样性（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中国（ｃｈｉｎａ）、农业（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系统（ｓｙｓｔｅｍ），新近涌现生态系

统服务（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恢复力（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脆弱性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政策（ｐｏｌｉｃｙ）等。 图 ３ 中字体越大表

示该词出现频率越高，频率最高的 ３ 个热点词分别是：粮食安全、生态管理、可持续性。 气候变化、保护、生态

安全、全球化 ４ 个热点词突现性最大，是出现频次急剧增长的热点。 当前，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成因、表现、影
响、趋势、和适应等，科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２］。 另外，研究早期出现的 ３ 个热点词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生物

多样性在 ２００５ 年之后再次出现，说明这是该领域经久不衰的主题。
根据 Ｇａｒｔｎｅｒ 光环曲线（Ｈｙｐｅ Ｃｙｃｌｅ）理论［４９］，生态安全相关研究在经历萌芽期之后，研究内容逐渐泛化，

文献数量激增，进入过热期；随后基于经验借鉴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是受理论、技术等因素局限，较少出现新的

研究热点和突破，文献数量增长平缓，进入瓶颈期；随着研究的细化与深入，一些新理论、新技术出现，使得瓶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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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研究热点词汇的时区视图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ｚｏｎ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ｈｏｔ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颈问题有了突破，这些主题就进入成熟期，研究体系形成并不断完善，研究价值被普遍接受，再次成为热点。
生态安全研究的文献数量从 １９８８ 年开始呈增长趋势，在 １９９３ 年达到一个小高峰，此后逐年下降。 １９９７ 年之

后又开始平稳上升，在 ２００７ 年之后急剧增加，并在 ２０１１ 年达到目前的最高峰。 从图 ５ 上能清晰地看到这种

规律变化。 以“生物多样性”举例说明，该词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首次出现，《生物多样性公约》（１９９２）和《全球

生物多样性评估》 （１９９５）对其进行了定义，引发了全球的持续关注和探讨。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
（２００５）发表之后，生物多样性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成为该领域的重点内容，生物多样性再次成为研究

热点。 随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生物多样性信息学应运而生，全球生物物种名录（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ＯＬ）、全球

生物多样性网络（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ＧＢＩＦ）等旨在实现生物多样性知识共享的世界性项

目出现，成为该领域新的研究热点［５０］。
２．３　 研究主题的时间演进

通过对关键文献摘要和关键词的综合归纳整理，并结合标题中出现的专业术语对其研究内容进行概括，
在 Ｖｉｓｉｏ 中绘制出关键文献的研究主题演变简图（图 ４），按照关键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从下到上排列其主题，
粗实线表示主题出现的年份。 另外，以 ２ 年为时间切片，以参考文献作为节点类型，阈值设置为（ ２，２，２０），
（３，３，２０），（３，３，２０）做文献共被引分析并进行聚类，以时间线图展示 ２５ 个研究主题聚类，图中每个圆代表一

个高被引文献（图 ５）。 图 ４—５ 表明，１９９６ 年之后研究主题日渐丰富，研究内容不断深入，从早期关于人类发

展（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７， ４４］、环境变化（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７， ３０， ４４］等宏大战略主题探讨阶段，逐渐细化到

对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实质性研究，比如生态系统管理（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９， ３４］、生态服务（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１， ３６］、 区 域 生 态 安 全 评 价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３２， ３８， ４２］、 粮 食 安 全 （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２０， ４３， ２４， ４７］、社会生态系统（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９］等。 ２００５ 年以来，分支越来越细，粮食安全中

的生 态 农 业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农 业 集 约 化 （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２６， ３０， ２３， ４６］， 脆 弱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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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７， ３９， ４０］与可恢复性问题（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３４］及生物多样性（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４， ３６， ４７］，与粮食安全和生态

系统都相关的海洋渔业问题（ ｆｉｓｈｅｒｙ） ［３１， ４５， ４６］、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３７， ４０， ４１， ４３］、全球变

化中气候变化的影响效应（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４３］等更为具体、实用的内容成为关注的研究主题。

图 ４　 研究主题演变简图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ｏｐｉｃｓ

上述主题演进的原因，一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动态性和阶段性，不同社会文明阶段具有不同的生产力水平，
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等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不同，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尽相同，因而对生态安全的关注程度、方
式和内涵理解也有所不同；二是上世纪 ９０ 年代初，随着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加剧，可持续发展成为众多

学科研究的主题。 同时，由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从以对抗为主

转向以合作为主，大国角逐也转向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国际社会将关注焦点更多地投向了可持续

发展和生态安全；三是经过此后近 １０ 年的发展，其他学科的专家［８］，比如政策与管理专家、经济学家等，也从

各自的视角来研究生态安全中的相关问题，使得生态安全问题的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科学问题不断深入、研究

分支不断细化。
２．４　 研究阶段的划分

每一阶段的经典文献是对前一阶段研究的科学总结，也指明了下一阶段的重大课题和研究方向，具有里

程碑意义。 笔者以经典文献为依据，参考表 ２ 和图 ４、５，将生态安全研究划分为 ３ 个阶段：
第一阶段，问题提出与概念形成期。 报告决议居多，学术性不强。 认识到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以及所面

临的生态危机，环境意识、资源意识、可持续发展等广义生态意识觉醒。 生态（环境）安全概念形成并展开了

内涵探讨。 环境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
《寂静的春天》 ［５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 １９７７ 年，布朗［５２］ 提出要重新定义“国家安全”，对“安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５　 文献共被引聚类时间线图

Ｆｉｇ． ５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ｃｉｔ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全”内涵进行了扩展［５３］；Ｗｅｓｔｉｎｇ 将国家主权安全上升到“全球安全”、“全面安全” ［５４］。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

究所给出了广义“生态安全”定义［２２］，之后《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２１ 世纪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都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对全球环境恶化与人类发展的担忧，激发了对人类发展与生

态环境关系的思考，是生态安全研究的重要推动力。 Ｈｏｍｅｒ Ｄｉｘｏｎ［１９］是环境问题与暴力冲突关系研究的经典

文献，该问题以讨论水资源引发冲突可能性的研究居多［５５］，项目主要有环境变化和剧烈冲突项目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ＡＣＰ ） ［１９，５６，５７］、环境与冲突项目 （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ＮＣＯＰ） ［５８，５９］。 由于过分强调环境变化对地区冲突的影响，忽视了制度缺陷、不平等、贫穷等社会原

因，这些研究受到一些批评［８， ６０⁃６２］，该主题渐渐淡出。
第二阶段，奠基与拓展期。 在广度上，随着对生态安全概念与内涵的逐渐明晰，生态安全研究领域进一步

扩展；在深度上，从宏大战略主题探讨向相关实质性领域发展。 研究内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出现了一批代表

性研究报告和著述。 很多研究主题从这一时期兴起后，一直延续至今。
１９９６ 年生态安全最终得到国际认可［６３］，生态安全研究日渐增多。 大量的研究集中在生态系统自身安全

性研究上，可以概括为：健康、完整性、可持续性三个方面［１］。 所涉及的生态系统健康［６４］、生物多样性、生态足

迹［２５］等，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后一直延续至今。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也在这一时期日益成熟。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 ［２１］

引发了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的热潮，２００３ 年以后进入深入与多元化研究阶段，其理论和方法得到广泛的认识与

应用，一些评价模型出现，并开始探讨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与方法与其他研究方向的融合［６５］。 生态安全评价概

念模型及指标体系研究也在这一阶段出现。 比较有影响的有：压力⁃状态⁃响应模型（ＰＳＲ 模型） ［６６，６７］，驱动力⁃
状态⁃响应框架（ＤＳＲ 模型） ［６８］，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ＤＰＳＩＲ 模型）等。 评价指标体系有 ２ 类［３］，一是

生态风险与生态健康评价系统；二是环境、生物与生态综合评价系统。 目前尚未出现较完善并被普遍采纳的

指标系统［１，３，６９］。
第三阶段：纵深发展期。 ２００５ 年之后，研究主题日益丰富，环境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内在关系成为这一时

期的研究焦点，开始深入研究影响生态安全的具体因素。 对宏大主题的再审视和全新角度的解读也颇受

关注。
脆弱性研究是生态安全的核心问题和重要的分析工具。 在 ３１ 篇关键文献中，４ 篇与脆弱性［３７，３９⁃４１］ 研究

相关。 脆弱性研究的发展需要建立一个通用概念框架及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法，《评价全球环境风险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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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７０］、环境监测和评价计划（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ＭＡＰ） ［７１］以及《全球环

境变化与脆弱性的国际研讨》 ［７２］提出了脆弱性评价的框架和指标、方法。 研究早期偏重对自然系统的脆弱性

评价研究。 对耦合系统、多重扰动下的脆弱性评价以及脆弱性评价的不确定性和尺度问题是未来研究的重要

内容［７３］。
近年来，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效应问题成为全球讨论的热点，集中于气候变化对农业自然要素

时空分布、农作物育种改良适应和种植制度、农业灾害的影响研究上。 气候变化与粮食生产之间的相互影响

与作用复杂而多样，未来要着重于研究它们之间的影响机理与适应机制。
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早期以采用不同模型、不同方法进行不同尺度的区域实例评价

为主［１０］。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始强调生态安全的动态演变研究［１１，７４，７５］。 另外，生态安全涉及的多数因素

的量度与研究尺度密切相关。 所以，突破过去对生态安全状态的描述与评价，尺度⁃结构⁃过程的相互作用研

究将是未来的重要趋势。
同时，对生态安全内涵、环境压力与安全关系的再认识，衍生出新问题，如定量化评价环境变化对人类安

全的威胁？ 如何平衡生态安全与人类生计安全［８］？ 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能力及策略［３７，４０，４１］。 认识和管

理人类活动和全球变化双重作用下生态环境的变化，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协调持续发展，将是未来生态安全

研究的重大主题。

３　 生态安全的研究趋势

通过突变检测算法，根据词频变化，而不仅仅是频次的高低，从大量主题词中探测到某个时间段内频次变

化率高的词，即突现词，可以反映某一领域的研究趋势［１６］。 时间切片选择 ２ 年，节点类型选择 Ｔｅｒｍ（主题

词），设置阈值为（２，２，２０），（３，３，２０），（４，３，２０）。 检测到的突现词包括：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自然资源、可
持续发展、社会⁃生态系统、人为驱动力、生态破坏中预防与修复、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利用、经济发展、政策制定

等。 将检测到的突现词根据主题归纳，可以发现生态安全的研究趋势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３．１　 保障人类生存与发展基本需要

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资源安全的相互关系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领域。 世界正面临着气候变化、粮食不安

全、能源需求的三难困境［７６］。 粮食生产是粮食安全的重要环节，如何提高提高农业产量、实现农业可持续发

展是核心问题。 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２０５０ 年世界能源需求预计将增加 ８４％［７６］。 为了减少对政治不稳定地区进口

石油的依赖和化石燃料对气候的影响，生物能源被大量推广。 但许多学者认为生物能源作物会与粮食作物及

自然界竞争土地、水、养分，扩大生物能源使用会对人类健康、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自然环境产生不利影

响［７６，７７］，尤其是导致食品价格上涨［ ７８ ］和水资源消耗［７９］。
自然资源中，土地资源、水资源和海洋渔业资源是目前关注的热点。 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的驱动力、对生

态系统的影响机理及模型建立是研究重点。 目前世界上大约有 １ ／ ３ 的人口处于缺水状态［８０］。 随着人口压力

和水密集型生物燃料生产的增加，这个问题在未来将更加突出。 海洋生态系统具有脆弱性和不可恢复性，若
继续过度捕捞，将导致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退化，海洋生物多样性降低，全球渔业也会走上灭绝之路，进一步影

响全球粮食安全。 在目前对自然资源高强度利用的背景下，如何应对生态服务功能的下降和急剧增长的消费

需求将是未来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
３．２　 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与响应

２０１１ 年《认识变化的行星：地理科学的战略方向》提出的 ４ 大主题之一即是“怎样理解和响应环境变

化？” ［８１］。 人类不断地创新、改变以应对全球环境变化，通过政治、文化、经济、技术以及道德准则综合体来应

对环境变化造成的影响。 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提高了社会适应能力。 人类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和改变又会成

为其新变化的驱动力。 近年来，对生态政策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越来越高。 政策和法律对生态安全具有很强

的导向性。 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会干预和引导经济活动的发展方向，从而影响生态安全的实现。 比如，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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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变暖的担忧使生物燃料生产方面的补贴与政策增加，生物能源大量生产又导致全球食品价格飙升；由于全

球变暖开支的增加，农业投资有所下降，进而又影响到粮食安全［２］。 生态系统服务的形式与能力受人类活动

强烈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又影响着相关政策制定。 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与协同（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是
未来重要研究方向之一［８２］。

４　 结论

生态安全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 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学科研究水平是决定生态安全研究阶段和主题演变的主要因素。 生态安全研究经历了问题提出与概念形成

期、奠基与拓展期、纵深发展期三个阶段，各阶段都涌现出一些标志性的经典文献，引发了大量学者关注和新

的研究生长点。 随着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加剧，学科交叉融合，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生态安全的关注

程度提升，引发了生态安全研究主题变化和瓶颈突破。
依据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理论和分析结果，国际组织的环境与发展报告引发了全球对各类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是

生态安全研究的重要推动力。 欧美等国学者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奠定了生态安全研究的基

础，一直引领全球生态安全研究的趋势，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Ｔｉｌｍａｎ 、Ｇｏｄｆｒａｙ 和 Ｌｏｂｅｌｌ 等是这一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之

一。 生态安全研究经典文献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主，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较少，反映出生态安全研究中注重生

态环境变化，而从社会经济角度的研究不足，今后应加强人类适应与管理、政策与消费变化等方面的研究。 当

前研究热点主要有全球化、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生态农业与农业集约化、恢复力、脆弱性等。 研究主题

演化轨迹符合 Ｇａｒｔｎｅｒ 光环曲线理论，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较为稳定，延续到所有研究阶段，如粮食安全、
环境变化、可持续发展等；另一类是阶段性热点，如过分强调环境问题引发地区冲突的观点已经淡化，以统计

数据和指标体系建立为主的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转向采用遥感和监测数据的生态安全格局、过程、尺度

研究。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生态安全研究目前呈现出 ４ 个方面的特征：①合作性，人与生物圈计划（Ｍａ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ｓｐｈｅｒｅ， ＭＡＢ）、全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ＨＤＰ）等正是这一理念的产物［７５］；②过程性，着重于对生态系统变化过程的监控、建立以微观样本数

据与宏观监测信息支持的综合模型；③创新性，吸引了社会经济与政策管理等各学科专家，努力实现战略决

策、政策法规、发展方式、经济产业的生态创新；④学科性，由于生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模糊性、争议性问题阻

碍了该领域进一步发展，探讨界定学科范围和基本概念、建立学科理论是当前首要问题。 从研究趋势看，保障

人类生存发展基本需要和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与响应将是 ２１ 世纪生态安全研究的方向，前者集中在粮食安

全、气候变化、资源安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后者以生态预防与修复、政策管理与权衡、技术发展等

为主。
引文分析可视化通过处理海量引文数据，能更容易地观察、浏览和理解文献信息，发现数据中隐藏的规律

和模式。 目前知识图谱的绘制日益便利，并取得了其他方法难以得到的成果［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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