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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以 ＣＮＫＩ 与 ＷＯＳ 数据库中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 ６４５ 篇城市群生态安全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对国内外城

市群生态安全研究现状及发展态势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近 １５ 年来国内外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呈波动上升态势，２００８ 年后国

内学者在国外期刊发文量、文献及作者被引频次逐年增高；国外历年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网络离散，关键词中心度较低，突现词

单一；国内研究网络完整，前沿分支较少，且尚未构建完整的研究体系框架，其中“可持续发展”突现频率最高、“生态安全”突现

时间持续性久、“ＰＳＲ 模型”是最新突现词频；国内“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与国外“污染与增长”等是城市群生态安全的研究热点。
总体来看，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更加强调多学科与多角度开展理论基础研究，注重内部机理与外部构建协同作用，静态与动态

测度相结合进行生系统安全评价与分析，不断趋向网络化治理和生态安全治理等研究将成为未来重点关注的方向与角度。
关键词：城市群生态安全；生态安全格局；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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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极大促进了地区经济与社会等的快速发展，但绿色

环境、饮用水与食物、空气质量等生态安全问题日益显现。 现今，传统的省域经济与行政区经济正不断向城市

群经济过渡，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底，国家先后批复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七大城市群，“城市群经济”效应得

以形成，伴随不断产生的城市群生态安全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国外学者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

可以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国内学者关于城市群的研究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其研究主要体现在城市群

相关概念界定、城市群形成动力机制、城市群发展效率测度等方向与内容。 早期“生态安全”研究常以城市为

研究对象，测度地区生物、环境、资源安全状况等。 城市群生态安全是基于城市化发展进程、城市群集聚效应

与日渐突出的生态安全问题演化而来的新兴研究方向，具有复杂性与学科交叉性等。 近年来，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学者对区域城市群生态安全方面研究呈现了显著增长的

趋势。 因此，对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成果展开阶段性的研究梳理，识别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的理论及知识聚

类，探究国内外研究的前沿热点与演进脉络，有利于完善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的理论研究，为城市群生态安全

的持续研究，及新的研究方向与角度的开拓等提供借鉴或思考。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 ＣＮＫＩ（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核心论文数

据库与 ＷＯＳ（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科学网）数据库中的文献源，运用文献数据可视化的应用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结合图形

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理论与计量学引文、共线分析等研究方法，以可视化图谱方式展现城市群生态安全领域的现

状与发展脉络。 立足于多元时空的动态视角，对城市群生态安全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图谱分析，对城市群生态安

全的学科基础、研究核心及研究热点前沿等进行归纳，阐述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的演化路径与发展态势。

１　 数据来源与总体情况分析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视角，样本选取于 ＣＮＫＩ 核心论文数据库与 ＷＯＳ 数据库中的文献源。 由

于 ＣＮＫＩ 中数据来源期刊众多，且层次不一，为了更有质量的归纳与反应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进展，将期刊范

围缩小至北大核心期刊与南大 ＣＳＳＣＩ 来源期刊，以“关键词 ｏｒ 篇名＝∗城市群∗生态安全∗ｏｒ∗生态∗”，时
间选取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精确检索结果 ４５３ 个；对检索结果中会议征稿、卷首语、个人学术成果介绍进行整

理、删除，对重复文献进行筛选，最终确定 ４３４ 篇相关文献。 同时，由于在 ＷＯＳ 中输入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检索相关文献，结果显示为 ２，因此选用模糊词汇，通过 ＷＯＳ 高级搜索将其设定为 ＴＳ ＝ （“ｕｒｂａｎ ＯＲ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Ｔｉｍｅ Ｅｘｐａｎ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经过筛选，最终

确定 ２１１ 篇相关文献。
１．２　 研究方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大数据分析软件被广泛应用至学科研究领域。 常见的数据分析软件有

文献索引分析（ＨｉｓｔＳｉｔｅ） ［１］、数据关系挖掘（ＰａｐｅｒＬｅｎｓ） ［２］、社会网络分析（ＮｅｔＤｒａｗ）与可视化工具（Ｕｃｉｎｅｔ） ［３］

等。 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计量分析软件［４］结合了社会网络分析、关联规则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侧重于探析

学科研究的主题演变趋势、研究前沿热点与其相关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时期研究热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国内外诸多学者运用该软件针对学科研究前沿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如 Ｓｙｎｎｅｓｔｖｅｄｔ Ｍ Ｂ［５］用于研究医学信息学

领域发展进程；张波［６］对国际生态学发展态势进行回顾分析，秦晓楠等［７］对国内生态安全研究进行知识图谱

分析等。 本文以城市群生态安全的 ６４５ 篇文献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计量分析软件对其进行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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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对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前沿热点、演化路径、发展态势等进行归纳与分析，为未来研究提

供借鉴与思考。

图 １　 ＣＮＫＩ和 ＷＯＳ 数据库中城市群生态安全发文量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ＮＫＩ ａｎｄ ＷＯ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ＮＫＩ： 中 国 知 识 基 础 设 施 工 程，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ＯＳ：科学网，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３　 发文量与学科分布分析

本文对国内外城市群生态安全的研究文献共计

６４５ 篇，图 １ 中显示国内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相关文献的分

布情况。 总体来看，国内外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文

献数量整体呈上升态势，研究体系构建稳步推进，研究

论文年浮动变化率约 １２％；但是整体发文数量相对较

少，国内发文数量高于国外发文数量。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与

２０１７ 等 ３ 个年份是国内学者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

成果的小高峰，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的发文量增幅 ５８．９％，呈
显著增长，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呈波动式增长；２０１３ 年是国外

学者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的高频年份，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国外发文量增幅 ５５％，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降幅 ６０％，２０１４
年后呈直线式上升，整体上涨幅不定。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国家先后批复了七大城市群，各大城市群呈现

规模型发展趋势。 近年来，国内城市群发展规划不断提出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城市群中生态安全状况

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 基于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未来几年国内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将会出现一个至

高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数量也会呈现不断上升态势。
国外学者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发文量相对较低，基于已有文献，对其学科属性进行聚类，结果如表 １ 与

图 ２所示。

表 １　 ＷＯＳ 数据库中城市群生态环境安全学科频次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ＷＯ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年份
Ｙｅａｒ

学科
Ｓｕｂｊｅｃｔ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 ％

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２００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ＣＯＬＯＧＹ ８７ １１．１３ ０．１
２００５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８０ １０．２３ ０．３９
２００５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７４ ９．４６ ０．１９
２００７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ＩＶＩＬ ２９ ３．７１ ０．２２
２００７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２７ ３．４５ ０．２７
２００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６ ３．３２ ０
２０１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ＵＬＴＩ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２５ ３．２０ ０．１４
２００５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１ ２．６９ ０．０３
２００７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１ ２．６９ ０．０６
２００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１ ２．６９ ０．２７
２００５ ＷＡＴＥＲ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９ ２．４３ ０．２７
２００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ＴＨＥＲ ＴＯＰＩＣＳ １８ ２．３０ ０．０４
２００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７ ２．１７ ０．０１
２０１１ ＥＮＥＲＧＹ＆ＦＵＥＬＳ １６ ２．０５ ０．１５
２００８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１６ ２．０５ ０．２１
２００８ ＧＲＥＥ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５ １．９２ ０
２００８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４ １．７９ ０．０７
２００９ ＵＲＢ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３ １．６６ ０．２３
２００８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０ １．２８ ０．０８
２００５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ＵＬＴＩ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９ １．１５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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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ＷＯＳ 数据库中城市群生态安全学科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ＷＯ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表 １ 中展现了 ＷＯＳ 数据库中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学科出现频率，其中环境科学 ＆ 生态学与工程学占比

最高，分别为 ２８．４％与 ２０．０４％；此外，该研究还涉及涵盖计算机科学、地质学土木和材料科学等学科，优势在

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所涉科目较为丰富，不局限于环境、生态学类；不足之处在于所分布学科中心度较低、
各学科的交叉性不足。 早在 １９２６ 年 Ｒ．Ｓ． Ｗｏｏｄｗｏｒｔｈ 使用了跨学科（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一词，跨学科是进行的涉

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交叉研究［８］；杨永福［９］ 等认为交叉学科研究有助于补充单一学科的局限性。 具体

而言，地理科学弥补研究过程中微观要素动态变化问题，趋向于自然要素的变化；公共管理学科的引入反应出

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制度与技术缺陷；计算机科学进行仿真模拟实验有助于构建出新城市群发展初期的雏形，
具有预测性作用等。 因此，未来城市群生态安全涉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是科研行为中较为适用的行为模式

之一。
１．４　 作者发文量与作者共被引分析

国内外学者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发文量、共被引聚类结果如表 ２、表 ３ 所示。 从表 ２ ＣＮＫＩ 与 ＷＯＳ 数据

库中作者发文数量可知，ＣＮＫＩ 数据库中检索出频次最高的为任志远，被引 １０ 次，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献是陕西

省生态安全及空间差异定量分析，其中被引用次数排列前三的均是涉及价值测评的文献；可见有关生态安全

的研究，学者们侧重于构建评价模型进行定量测度。 在 ＣＮＫＩ 与 ＷＯＳ 数据库中发文数量排名中，靠前的作者

均是国内学者。 从表 ３ 的 ＷＯＳ 数据库中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作者共被引频率聚类结果可知，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 是

被引频次最高的作者，有 １ 名中国学者排名在高被引学者第二位，有 １２ 名中国学者在排名前 ２０ 位中，本研究

在 ＷＯＳ 数据库中检索时发现国外学者较少提到城市群这一概念，更多提的是都市圈概念；同时有关生态安全

概念也较少提及，但是以生态系统安全研究较多，如食物安全、水资源安全等。 由此可见，不同国情与面临的

困境不同，致使学者们研究宏微观方向有所不同，但从期刊发文体现来看，国内外学者均认为当前城市生态环

境问题是极具重要的研究议题，并致力于不断突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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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作者发文数量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年份
Ｙｅａｒ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 ％

年份
Ｙｅａｒ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 ％

２０１１ Ｌｉｕ ＧＣ ６ ０．８３ ２００４ 任志远 １０ ０．８６
２０１３ Ｘｕ Ｊ ６ ０．８３ ２００４ 赵军 ６ ０．５２
２０１０ Ｘｕ ＬＹ ６ ０．８３ ２０１３ 张智光 ５ ０．４３
２０１３ Ｓｕ ＬＸ ６ ０．８３ ２００４ 胡秀芳 ５ ０．４３
２００９ Ｔａｏ ＸＹ ５ ０．６９ ２００８ 赵运林 ５ ０．４３
２００６ Ｗａｎｇ Ｈ ５ ０．６９ ２００８ 傅晓华 ４ ０．３４
２００８ Ｗａｎｇ Ｊ ５ ０．６９ ２００４ 刘友兆 ４ ０．３４
２００７ Ｗａｎｇ Ｙ ５ ０．６９ ２０１４ 秦晓楠 ４ ０．３４
２００８ Ｌｉｕ ＹＬ ４ ０．５６ ２０１２ 陶晓燕 ４ ０．３４
２００８ Ｌｉ Ｈ ４ ０．５６ ２０１５ 张大红 ３ ０．２６
２０１１ Ｗａｎｇ ＸＭ ３ ０．４２
２００８ Ｌｉｕ Ｙ ３ ０．４２
２０１４ Ｙａｏ ＧＲ ２ ０．２８

表 ３　 ＷＯＳ 数据库中城市群生态安全作者共被引频次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Ｏ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序号
Ｃｏｄｅ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序号
Ｃｏｄｅ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１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 １５ １１ Ｓｕ ＳＬ ８
２ Ｌｉ ＹＦ １３ １２ Ｚｕｏ Ｗ ６
３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Ｍ １２ １３ Ｘｉｅ ＨＬ ６
４ Ｙｕ ＫＪ １２ １４ Ｈｕａｎｇ Ｑ ６
５ Ｈｏｄｓｏｎ Ｍ １１ １５ Ｖｅｒｂｕｒｇ ＰＨ ５
６ Ｅｚｅｏｎｕ ＩＣ １１ １６ Ｒｏｈａｃｅｋ Ｊ ５
７ Ｘｉａｏ ＤＮ １１ １７ Ａｄｒｉａｅｎｓｅｎ Ｆ ５
８ Ｇｏｎｇ ＪＺ １１ １８ Ｌｉｕ ＪＹ ５
９ Ｚｈａｏ ＹＺ ９ １９ Ｄｕ ＰＪ ４
１０ Ｌｉ ＸＢ ８ ２０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 ４

图 ３　 各国发文频次图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１．５　 各国家发文量与期刊共被引分析

ＣＮＫＩ 数据库作者发文所属国家聚类结果以中国为

主，因而不对其进行国家聚类分析。 在 ＷＯＳ 数据库中，
时间 区 域 选 择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 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 设 置 为

“Ｃｏｕｎｔｒｙ”，阈值设置为 Ｔｏｐ１００％，选择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 算法，
最后得到 ２０ 个节点、１４ 条连线的国家合作图谱。 从聚

类结果看，发文最多的是中国达到 １８８ 篇，其他国家发

文均相对较低。 将各国发文结果进行归类统计，如图 ３
显示，其中中国占比 ７８． ９９％， ＵＳＡ 与 ＲＵＳＳＩＡ 占比

６．７２％与３．３６％，其余国家总计比重不足 １０％。 针对

ＷＯＳ数据库中各国期刊共被引（如图 ４ 所示），时间区

域选取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 设置“ｃｉｔ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ｔｏｐ ５０，ＭＳＴ 精简网络算法，共出现节点 ３８７，连线 ４８７
条。 由表 ４ 结果可知， 期刊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是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共被引达到 ５１ 次，该期刊涉及方向是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影响因子为 ４．５６３。 国内刊

物“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ＡＰＰＬ ＥＣＯＬＯ（应用生态学报）”被引达到 ２４，排名在第 ７ 位，影响因子为 ２．１６６，可见国内生态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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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 从期刊共被引结果可知，有 １５ 个期刊与生态、环境相关，其中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与

ＮＡＴＵＲＥ 分别被引 ２６ 次与 ２０ 次；地理科学、管理学等方向期刊被引频率较低。 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的研究

成果发布在环境科学类期刊上居多，其他期刊对此收录相对较少，由此反映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的重要文献

主要体现了环境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也体现了城市群生态安全建设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发展的重要

性。 随着国家、公众等越来越重视与认识到生态安全治理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将生态安全作为城市群建设

与治理的重要内容与落脚点。

图 ４　 期刊共被引图谱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　 研究热点与趋势文献计量分析

２．１　 文献共被引频率分析

研究者们通过 ＣＮＫＩ、ＷＯＳ 等数据进行主题检索获取文献并予以引用，被引用的文章称为被引文献，被引

文献的第一作者称被引作者，被引用的频次很高的论文或机构称为“高被引作者或机构”。 高频被引文献通

常为该学科的知识基础来源，高被引作者或机构在其所研究的领域里具有较大及深远的影响力，其研究成果

对该学科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较大作用与贡献。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可视化分析具体操作中，文献时间区间选择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Ｎｏｄｅ Ｔｙｐｅ 选择“Ｃｉｔ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阈值设置为 Ｔｏｐ １００ ｐｅｒ ｓｌｉｃｅ，选取最小生成树（ＭＳＴ）算法精

简网络，最后得到 １０４３ 个节点、１０００ 条连线的文献共被引，年轮的厚度与该年的文献被引频次成正比，ＷＯＳ
数据库中城市群生态安全文献共被引高频次情况如表 ５ 显示。

结果显示，位居最前列是国内学者 Ｇｏｎｇ ＪＺ 与 Ｌｉ ＹＦ，来源期刊是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排名前十位被引文

献中，有 ６ 篇文献来源期刊是生态环境类，３ 篇文献来源于城市规划类，１ 篇文献来源于海洋管理。 国内城市

群生态安全高频引用文献具体内容如下：Ｇｏｎｇ ＪＺ［１０］认为城市生态安全的变化对城市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

具有重要意义，并以广州市生态安全评价的初步空间数据为基础，建立了基于元胞自动机的生态安全预测模

型；Ｌｉ ＹＦ［１１］认为在生态网络理论中，网络产生的效率与复原力是网络结构中基本互补属性，网络中各因素间

９３２８　 ２２ 期 　 　 　 施生旭　 等：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发展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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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衡对于生态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根据 ＣＮＫＩ 数据库显示，国内学者对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推

陈出新，如黄国和等［１２］提出了珠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技术体系；王祥荣等［１３］ 则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进

行生态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杨天荣［１４］运用 ＧＩＳ 与 ＲＳ 技术并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了区

域生态安全格局，从而进行生态安全空间结构优化与布局；胡志仁［１５］ 从资源、环境、人口、经济与社会角度对

珠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进行评价与预测分析；刘菁华等［１６］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认为城市群中极增长作用一

定程度上破坏了区域生态系统安全，因此科学预测具有前瞻性。

表 ４　 各国期刊共被引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序号
Ｃｏｄｅ

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序号
Ｃｏｄｅ

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１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 ５１ １１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ＯＧＲ ２１

２ Ｅｃｏｌ ＭＯＤＥＬ ３９ １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 ２１

３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 ３７ １３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ＯＮＩＴ ＡＳＳＥＳＳ ２１

４ Ｅｃｏｌ ＥＣＯＮ ３２ １４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

５ Ｅｃｏｌ ＩＮＤＩＣ ２６ １５ Ａｇ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６

６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６ １６ Ｓｃｉ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６

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ＡＰＰＬ ＥＣＯＬＯ ２４ １７ Ｏｃｅａｎ ＣＯＡ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 １５

８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 ２３ １８ Ｉｎｔ Ｊ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 １５

９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２ １９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 １４

１０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 ２２ ２０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 ９

表 ５　 ＷＯＳ 数据库中城市群生态安全文献共被引频次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Ｏ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年份
Ｙｅａｒ

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文献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１ ０．０１ Ｇｏｎｇ ＪＺ ２００９ ＥＣＯＬ ＭＯＤＥＬ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１１ ０．０６ Ｌｉ ＹＦ ２０１０ ＥＣＯＬ ＭＯＤＥＬ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ｕ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１１ ０．０４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Ｒ １９９７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１ ０．０６ Ｅｚｅｏｎｕ Ｉ Ｃ ２００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９ ０．１７ Ｚｈａｏ ＹＺ ２００６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Ｌｈａｚｅ Ｃｏｕｎｔｙ

９ ０．０４ Ａ Ｐａｐｐａｒｅｌｌｉ １９９６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ａｎ
ａｒｉｄ ｚｏｎｅ： Ｓａｎ Ｊｕａｎ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８ ０．０４ Ｘｉａｏ ＤＮ ２００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ＡＰＰＬ ＥＣＯＬＯ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７ ０．０４ Ｈｏｄｓｏｎ Ｍ ２００９ ＩＮＴ Ｊ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６ ０．０５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Ｍ １９９９ ＥＣＯＬ ＥＣ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ＦＯＲＵＭ： Ｗｈ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ｍｕｓ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６ ０．０３ Ａｄｒｉａｅｎｓｅｎ Ｆ ２００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ｌｅａｓｔ⁃ｃｏｓｔ’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ｏｄｅｌ

６ ０．０２ Ｈｕａｎｇ Ｑ ２００７ ＲＥＳＯＵ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 ＲＥＣ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ｔｏｃｋ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５ ０．０１ Ｋｕｌｌｅｎｂｅｒｇ Ｇ ２００２ ＯＣＥＡＮ ＣＯＡＳＴ ＭＡＮＡ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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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发生频率反应出一段时间研究主题的前沿热点及整个关键词在共现网络中的核心力度，即关键词

中心度。 本文依照中心度对共现网络分析中的关键词进行排序（表 ６），从而总结各时期城市群生态安全的研

究热点主题。 总体来看，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间国内生态安全作为研究主题呈现出较高的中心度。 具体上，２００３ 年

国内学者研究的相关关键词数量最多，包括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城市群、指标体系及区域生态安全，体现学

者对生态安全研究逐渐转为微观、特性的区域及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评价研究作为其研究范式之一；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年研究关键词包括生态安全评价、土地资源、生态承载力、土地生态安全、生态环境与生态足迹，学者们

关于生态安全研究侧重于环境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研究重点转向生态资源要素研究；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研究

关键词主要包括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土地生态，城市群生态安全逐渐向宏观方向转变。

表 ６　 关键词频次及中心度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ｅｒ

年份
Ｙｅａｒ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年份
Ｙｅａｒ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２００３ 生态安全 １８６ １．２１ ２００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４３ ０

２００３ 可持续发展 ２７ ０．１３ ２００８ Ｃｈｉｎａ ２７ ０．０２

２００４ 生态安全评价 ２２ ０．１０ ２０１２ Ｍｏｄｅｌ １７ ０

２００５ 土地生态安全 ２１ ０．１１ ２０１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１６ ０

２００６ 生态环境 ２１ ０．０９ ２００７ ＧＩ １５ ０．０５

２００９ ＰＳＲ 模型 １９ ０．１４ ２００９ Ｃｉｔｙ １３ ０．０３

２００３ 城市群 １９ ０．０９ ２００８ Ａｒｅａ １２ ０．０３

２００６ 生态足迹 １８ ０．１２ ２０１０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２ ０．０３

２００３ 指标体系 １７ ０．０９ ２０１０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１ ０．０２

２００３ 区域生态安全 １４ ０．０３ ２０１０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１１ ０．０２

２００４ 土地资源 １４ ０．０６

２００８ 长株潭城市群 １３ ０．０４

２００９ 生态安全格局 １３ ０．０４

２００９ 土地生态 １２ ０．０８

２００４ 生态承载力 １０ ０．０７

从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的研究在 ２００３ 年处于起步阶段，生态安全内涵、可持续发展、
区域生态安全等研究领域是该阶段生态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 其中“生态安全”关键词的四周共现网络节点

密集，中心度最强，是整个研究领域的核心节点，也是研究热点；“区域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指标体

系”等关键词体现出生态安全研究的思路与方向。 基于网络共现聚类结果显示，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间城市群生态

安全相关研究发展处于快速发展期，出现了较多关键词数目，产生了多样化的研究主题及复合的研究网络，并
具有相对均衡的中心度。 这一时期，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生态安全评价”与“土地生态安全”与“生态足

迹”等特色的生态类型进行研究与评价。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间，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进入稳定发展期，城市群生

态安全的研究成果文献出现一些模糊词频，如长株潭城市群等。 城市群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中，“生态安全评

价”与“指标体系”等呈现出较高的中心度，“ＰＳＲ 模型”成为生态安全系统评价的主要方法；“可持续发展”与
“生态承载力”等是城市群生态安全的评价指标，“生态文明”是城市群生态安全起步发展的背景。 ２０１０ 年

后，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还未出现具体关键词频。
相较于国内，国外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起步于 ２００３ 年，但该年份研究文献稀少，主频关键词是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安全），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 ＷＯＳ 数据库中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置于短暂停滞期，２００７ 年出现 “ＧＩ”
（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Ｉｎｄｅｘ），该词所指构建相应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是 ＷＯＳ 数据库中关于城市群生态

安全研究的发展阶段，其中，２００９ 年中心词频是“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生态安全），２００８ 年“Ｃｈｉｎａ” （中国）与

１４２８　 ２２ 期 　 　 　 施生旭　 等：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发展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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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ｔｙ”（城市）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 ２０１０ 年出现的中心词频“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城市化）、“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陆
地使用变化）及“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景观），可见 ２０１０ 年出现少量有关城市集群的土地用地及景观研究。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间出现的中心词频“Ｍｏｄｅｌ” （模型）与“Ｐａｔｔｅｒｎ” （模式）是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的主要思路。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 ＷＯＳ 数据库中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成果较少，进程较缓慢。

图 ５　 ＣＮＫＩ数据库中城市群生态安全关键词聚类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ＮＫＩ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２．３　 关键词聚类分析

国内关键词聚类如图 ５、表 ７ 所示，国内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研

究涉及了多学科、理论基础与主题多样化，逐渐形成较为一致的研究理念。 具体来看，国内城市群生态安全研

究领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研究网络，主要体现在表现研究发展脉络的共引线与研究基础的关键节点文献等方

面，但理论基础与研究体系框架尚不足，前沿分支较少。 ＃０ 聚类“生态安全”研究是该研究领域最早达到阈值

的聚类团，开始于 ２００３ 年，关键年份出现在 ２０１０ 年，聚类大小 １１３，聚类效率 ０．９５８，其中包括绿洲、产业发展、
全球化、人居环境科学、中国犯罪学六大关键词。 ＃１ 聚类是“生态足迹”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被引用次数较多，节
点与其他相关研究有着密集的连结线，呈现聚类中心性高的特征，形成了具有较强凝聚力的研究网络。 该阶

段扩展了生态安全概念的认知，多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同性；通过构建

综合评价模型测算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具体关键词包括基尼系数、重心模型、最
优规模、人均水资源生态承载力与平衡性。 ＃２ 聚类是“城市群”，关键词包括生态环境、长江三角洲，研究主题

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 随着生态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产业结构面临优化与升级，因此学者立足生态视角研

究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文献较丰富。 ＃８ 聚类中耦合协调度、沿海城市、城市空间管制是高频词汇，学者

们基于 ＤＰＳＩＲ 模型构建城市生态环境评价指标或基于耦合度模型测算城镇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

关系。 ＃３、＃４ 聚类结果分别是“土地安全”与“土地生态安全”，关键词有长株潭城市群、安全评价、评价方法，
关于土地生态安全的研究以综述为主要形式。 ＃５、６ 聚类结果分别是“生态安全评价”与“生态效率”，其中包

括土地资源、层次分析法、旅游生态安全与长江中游城市群。 ＃７ 是“生态安全格局”，＃１８ 聚类是“城市生态安

２４２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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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格局”，可见时隔五年，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得以细化，其关键词体现了安全格局、生物多样性与关中城市群，
相较于其他研究主题，＃１８、＃１１ 聚类较为新颖，聚类效率均高于 ０．８，是城市群生态安全的研究热点。 ＃１１ 聚类

结果是生态系统服务，关键词频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外来入侵物种、国土空间。 《地球生命力报告 ２０１２》指出

自然环境与生物物种的重要性，维系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的共存关系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表 ７　 关键词聚类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序号
Ｃｏｄｅ

聚类大小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ｉｚｅ

聚类效率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关键年份
Ｋｅｙ ｙｅａｒ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

０ １１３ ０．９５８ ２０１０ 生态安全；经济；全球化

１ ６７ ０．９２ ２０１０ 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可持续发展

２ ６３ ０．９４６ ２０１０ 城市群；生态环境；长江三角洲

３ ５０ ０．９１７ ２０１０ 土地生态；长株潭城市群；安全评价

４ ４９ ０．９２３ ２０１１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方法；土地利用

５ ４４ ０．８７８ ２００９ 生态安全评价；土地资源；层次分析法

６ ４４ ０．９８ ２０１３ 生态效率；旅游生态安全；长江中游城市群

７ ４３ ０．９２６ ２０１２ 生态安全格局；ＧＩ；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８ ４１ ０．９１ ２０１１ 城镇化；沿海城市；耦合协调度

９ ４０ ０．９２８ ２００９ 喀斯特；评价模型；旅游开发

１０ ４０ ０．９４５ ２０１２ ＰＳＲ 模型；耕地生态安全；灰色关联

１１ ４４ ０．９８２ ２０１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１２ ４０ ０．８９３ ２０１０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ａｕｓｔｒｉａ

１３ ４０ ０．９１４ ２０１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４ ３９ ０．９７２ ２０１２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１５ ３９ ０．９０９ ２０１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６ ３７ ０．９２６ ２０１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ｅｃｏ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１７ ３２ ０．９６６ ２０１５ ｄｕ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８ ３２ ０．９５７ ２０１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１９ ３１ ０．９５１ ２０１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２０ ３１ ０．９７６ ２０１３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１ ３１ ０．９７９ ２０１１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国外关键词聚类如图 ６、表 ７ 所示，国外研究起源早于国内。 国外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网络较为离散，关
键词中心度低。 国外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最早出现的聚类词频是＃１６“生态”，发生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研究中

心关键词包括天气、空气污染，其节点中心性不强，周边连接线稀疏，后续相关研究较少。 处于关键年份 ２０１２
年的聚类词频有＃３ ５ ８ １４，分别是植物、环境保护、质量与逻辑回归。 其中＃３ 内含的关键词有城市遥感与算

法，＃５ 包含关键词有 ＰＳＲ、湿地、省会与生态安全，＃８ 包含有水环境质量、社区等，＃１４ 内含评价方法。 ２０１２ 年

出现的四个关键词聚类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该阶段注重对环境的探讨研究、包括自然环境中的植物、水、生物

等微观生态系统，以城市或农村中环境质量为调研对象。 ＃２、４、０、７、９、１７ 均为 ２０１３ 年出现的聚类词频，分别

是决策支持、框架、生态环境、生态安全模式、水环境质量、压力—响应模式。 ＃２ 中具体包含森林、合理化发

展，＃４ 中有仿真预测、地理学加权回归，＃０ 中含驱动因素与城市扩张，＃７ 中含城市景观联系，＃９ 中主要侧重于

生态安全评价，＃１７ 包括可使用土地与综合评价方法。 综上提到的聚类词频中，定量模型占据较大比重，具体

研究学科偏向于环境科学。 可见，ＷＯＳ 数据库中高频关键词所属的文章以构建数量模型为主要范式，通过测

量探究地区生态安全状况。 ２０１５ 年出现的聚类词仅有＃６ 与 １３，所指“污染”与“增长”，研究题材较为新颖，聚
类效率分别是 ０．９６６ 与 ０．９４２。 ＃６ 所含的关键词有策略与生态恢复，＃１３ 包含的关键词是城市增长与安全用

地规划。 从 ２０１５ 年始，以“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为代表的治理恢复产业兴起，生态恢复有助于保障区域生

３４２８　 ２２ 期 　 　 　 施生旭　 等：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发展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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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ＷＯＳ 数据库中城市群生态安全关键词聚类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ＷＯ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生态恢复的关键在于提高生态恢复功能，即增强生态产品能力建立科学决策机制等。
随着经济增长与城市人口的快速集聚，城市扩张效应显著，快速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与资源集约带来了挑战。
因此，合理规划城市增长边界，以质量增长代替效率增长是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 国内外研究成果体现了

“生态优先”原则，广泛应用“精明增长”方式，对城市空间进行科学管理，提升城市内部空间绩效。
２．４　 主题演化对比分析

通过对文献主题词或关键词进行突变词分析，来探索目前在城市群研究领域的研究趋势及研究的新兴领

域，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中 Ｔｉｍｅ Ｚｏｎｅ 功能找寻突发性词汇来反映该领域的研究方向。 某个聚类所包含的突发

节点越多，该领域就越活跃或是研究的新兴趋势。
从表 ８ 中关于 ＣＮＫＩ 与 ＷＯＳ 数据库城市群生态安全突变词可见，国内外关于其研究的突变词数量均较

少；相比而言，国内突变词数量高于国外。 基于前文中国外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数量较少问题分析来看，
国内出现突变词数量有理可依，而从自身情况来看，１５ 年间仅出现五个突变词，说明国内学者关于城市群生

态安全问题研究视角相对比较集中。 从突变词强度来看，国内城市群生态安全突变词强度最高为“可持续发

展”，频率强度为 ６．９９３６，产生于 ２００３ 年，结束于 ２００５ 年，发生周期十分短。 其次为“生态安全”，突现频率仅

次于可持续发展，频率达 ６．１０９，产生于 ２００３ 年，结束于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高频词是 ＰＳＲ 模型，ＰＳＲ 模

型是经济联合与发展组织（ＯＣＥＤ）和联合国环境发展署（ＵＮＥＰ）构建出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多运用于

构建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频率为 ３．５５４６。 广义的生态安全是人类生存条件或生态系统所达到的一种

状态，它是一种动态的概念，包括区域生态安全与城市生态安全等角度；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突现词是区域生态安

全，频率为 ３．１０１。 最后，出现频率最低是土壤资源，频次为 ２．９３０１，开始于 ２００６ 年，结束于 ２００８ 年。 城市耕

地生态安全与农业生态安全逐渐成为城市群生态安全的研究热点；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是城市群生态安全领域

高度系统化的研究前沿。 相比而言，国外研究起源早于国内，但突现词频单一，未突破已有的研究范式。 国外

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的高频词仅有 Ｍｏｄｅｌ（模型），频率为 ３．０８９４，开始于 ２０１４ 年，结束于 ２０１７ 年；可见

国外学者们擅于通过相关模型测算城市群生态安全系统中各要素的安全系数，从而了解其安全状况。 近 １５
年间，国外学者对其相关研究进入了停滞期，最早数据追踪至 １９９６ 年，研究对象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及处

于贫困和边缘化的地区或国家。 具体来看，ＷＯＳ 数据库收录城市群生态安全文献多来源于国内学者，被引学

４４２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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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被引文献以国内学者及其成果居多，但在论文被引比重上，国外学者占据相当的优势。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间

词频共现以中国、城市化及安全为主；Ｄｕｓｔ（污染）与 Ｇｒｏｗｔｈ（增长）是国外城市群生态安全高频研究热点。

表 ８　 ＣＮＫＩ和 ＷＯＳ 数据库中突变词表

Ｔａｂｌｅ ８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ｒｓｔ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ＣＮＫＩ ａｎｄ ＷＯ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突现词
Ｂｕｒｓｔ ｗｏｒｄ

突现频率
Ｂｕｒｓ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开始年份
Ｂｅｇｉｎ ｙｅａｒ

结束年份
Ｏｖｅｒ ｙｅａｒ

可持续发展 ６．９９３６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生态安全 ６．１０９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８

ＰＳＲ 模型 ３．５５４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区域生态安全 ３．１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

土壤资源 ２．９３０１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Ｍｏｄｅｌ（模型） ３．０８９４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３　 研究结论与发展态势

本文利用信息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Ⅲ，通过作者发文量、发文量与作者共被引网络、各国发文量与期刊

共被引网络分析、文献与高频关键词共被引网络分析、及关键词聚类分析等，绘制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国内外城

市群生态安全的研究主题及其主题演化路径。 研究发现国内外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具有如下结论。
总体来看，１５ 年来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逐渐将城市生态系统格局与城市生态演化过程相结合进行分析

与评价，不断关注社会、经济等维度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城市群生态系统评价成为架构城市群生态安全关键

词聚类网络、研究主题演化路径的重要核心。 整体上，国内外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趋势从早期的生态安全转

向区域生态安全，现趋向于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然而不足之处在于，首先是研究视角不够新颖，较少立足

于内部机理研究，未能把握城市群生态安全的来源、演进及发展趋势等；其次是现有研究多是“拿来主义”，缺
乏与城市群生态安全的系统性、城市群的特征等相结合，简单的把城市生态安全的相关观点套用在城市群生

态安全研究；第三，研究前沿缺乏多层次探索，虽然注重外部框架构建，但是忽视内部基本生态要素的安全性；
最后，研究学科范式与理论视角局限，研究方法集中于概念辨析等理论探讨或实验及实证分析，如只立足于某

城市进行生态安全测度。
综上，现有的国内外城市群生态安全缺乏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延伸，对城市群生态安全没有成型的概念界

定，研究节点缺乏连续性与可持续性。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城市群构建大势所趋，传统城市的“先污染后治

理”发展模式已不符合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把握城市群外部生态安全格局与内部生态系统安全性则显了十

分重要。 狭义上的生态系统安全是指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平反映，广义上的生态系统安全是指避

免因为资源环境的缺乏与承载力降低等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引发社会动荡等问题。 生态安全

格局是一种空间格局，也称生态安全框架，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非常强调城市群所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稳定

性；不同城市群由于所在区域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与状态、社会文化理念、环境资源优势以及技术等各类

因素的不同，在设计城市群发展战略规划时需要重点与整体性考虑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 因此，立足于多角

度、通过多方式记录和研究城市群空间格局变化情况与生态演绎过程是避免信息不对称的方式之一。 要素是

构成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系统对要素起到决定与支配作用，要素与系统二者之间互相影响。 生态系统中的

空气、水、土等绿色资源环境和食物等基本要素，其安全与稳定作用于生态系统的循环发展，生态系统的安全

与完整性对这些要素的安全起到保障作用。 城市群生态系统中各要素决定了生态系统的属性，并建构了城市

群生态安全格局，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保证系统中各要素的稳定与持续发展。 城市群通过整合城市中各类优

势资源，实现地区经济、社会及生态等效益最大化。 关于如何保障城市群生态安全问题，本研究认为在城市群

起步发展阶段平衡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保持生态关系的平衡尤为重要。
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城市群的“极”增长作用，同时维持自然系统稳定安全与改善区域生态脆弱性，未来

５４２８　 ２２ 期 　 　 　 施生旭　 等：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发展态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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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生态发展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途径。 其一，以区域整体视角，摈弃以往城市生态安全的局限性，展开城市

群多维度研究，强化城市群生态安全理论基础研究，立足于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如何实现人与生态的平衡发展

及复合人工生态系统的建构等。 其二，当前已构建的城市群有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等，应从外部结构

与内部资源配置等角度对以成型城市群进行解剖分析，在构建其他城市群时，注重内部机理与外部制度的作

用性。 第三，应将数字治理与大数据引入维护城市群生态安全之中，城市群生态安全网络化治理将成为未来

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从经验来看，足以构建为城市群的城市一般具有共性与互补性。 城市中的环境与资源

要素是城市的各个分支，缺一不可，城市中生态安全是保障城市群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会出现城市群的原因

是由于城市发展不足以实现高质量、高效益且可持续性的稳定发展。 城市与城市的联合在一定程度上足以解

决单一的城市发展困境，然而城市群在未来发展中也会面临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问题，因此防患于未然，做
好城市群的评价与预测、掌控城市群的资源量与消耗量、从宏观格局上把握城市群的构建格局，从微观上把握

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相同及不同要素间的关系。 优先解决城市群中发展与治理之间的关系，追求经济发展与生

态的平衡与协调是未来各大城市群发展中普通需要完成的任务。 同时，关于城市群生态安全研究回归城市群

生态安全的本原性也十分重要，构建系统评价指标是维护安全的关键，评价城市群生态安全状况一方面可以

通过 ＲＳ、ＧＩＳ 等进行遥感动态监测；另一方面也可以结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各指标的静态测度。 总

之，城市群生态安全离不开城市生态安全，整体与部分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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