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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区域生态安全研究热点与趋势

王耕∗，周腾禹
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大连　 １１０６２９

摘要：生态安全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议题，近年来国内外对生态安全领域相关研究力度不断增大。 文章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中期刊论文为数据源，从文献计量的角度，利用 Ｅｘｃｅｌ 统计论文年度发文量，通过

Ｂｉｂｅｘｃｅｌ 得到高频词共词矩阵，导入 Ｕｃｉｎｅｔ 和 Ｎｅｔｄｒａｗ 得出共现网络可视图，最后利用 ＳＰＳＳ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以探究区

域生态安全研究热点和趋势。 研究表明：（１）区域生态安全研究发文数量基本逐年递增，自 ２０１２ 年起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２）
国内外区域生态安全的研究内容具有较大差异。 国外更注重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国内更加

关注生态安全空间规划、生态文明建设等基本理论与生态安全实证检验。 （３）共现网络可视中的关键词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与生态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保护红线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４）国内外区域生态安全研究

对象和研究尺度均存在较大的差异。 国外主要以极端贫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尺度涉及地区、国家甚至全球；
国内主要以区域为研究对象，研究尺度集中于中尺度。 综上，目前区域生态安全研究的热点是区域生态安全评价及其影响因

素、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未来生态安全的研究趋势将集中于生态安全空间演变、国际与区际间安全关联和

安全对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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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生态安全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与国防安全、经济安

全和金融安全等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的基本内涵。 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全球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和经济规模

的快速扩张，各国各地区均面临生态空间缩减、生态系统退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诸多威胁，生态安全已经成

为全球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维护全球生态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际间可持续发

展的必由之路。 近 ２０ 年来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１⁃１１］ 都从不同角度对生态安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大都集

中于现状评价和案例研究方面，鲜有基于文献计量的生态安全回顾与趋势综述研究。 文献计量最早提出于

２０ 世纪初期，是一种基于数理统计的成熟的文献分析和信息挖掘方法［１２］，具有显著的客观性、定量化和模型

化的宏观研究趋势［１３⁃１５］，已被多次应用到生态恢复和生态环境等领域［１６⁃１８］。 ２０１４ 年秦晓楠［１９］等虽利用文献

计量方法对生态安全进行了分析，但研究对象仅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 ＣＳＳＣＩ 期刊中 ２９９ 篇国内文献，对系统梳理

全球生态安全研究的现状和探索新的热点主题尚显不足。 本文以生态安全为主题，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了

国内外生态安全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并从发文数量、高频关键词等层面剖析国内外生态安全研究的热点主

题，旨在了解生态安全研究的最新发展动态，为后续生态安全研究和探索新的热点主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中的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核心集为数据源，高级检索国外文献“ＴＳ ＝
（ｅｃｏｌｏｇ∗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Ｒ ＴＳ＝（ｅｃｏｌｏｇ∗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文献类型为 “ＡＲＴＩＣＬＥ”，搜索年份限制在 ２０１８ 年

之前（包含 ２０１８ 年），并在检索结果筛选出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文献，最终选择出 ６２８４ 条符合条件的结果。 以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中主题为“生态安全”并与生态环境相关的论文为数据源，搜索年份限制在 ２０１８
年之前（包括 ２０１８ 年），筛选出 ６０００ 篇生态安全相关文献。

分别将已选的 ６２８４ 篇国外文献和 ６０００ 篇国内文献导入 Ｂｉｂｅｘｃｅｌ 中，导出文献的高频关键词，合并近义

词和同义词。 国外文献筛选出词频大于 ２０ 的关键词 ５０ 个，国内文献筛选出词频大于 １０ 的关键词 ６１ 个。 利

用 Ｂｉｂｅｘｃｅｌ 将国外文献导出的 ５０ 个关键词生成 ５０×５０ 的共词矩阵与国内文献导出的 ６１ 个关键词生成 ６１×
６１ 的共词矩阵，分别导入到 Ｕｃｉｎｅｔ 中生成 ＃＃ｈ 文件，再用 Ｎｅｔｄｒａｗ 做出生态安全研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可

视图完成共现分析。 分别将两个共词矩阵导入到 ＳＰＳＳ，分析得出系统聚类分析树状图，对关键词进行聚类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相关文献数量分析

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中检索以“（ｅｃｏｌｏｇ∗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为主题词的

年度发文量如图 １ 所示。 由图 １ 可以看出，尽管个别年份发文数量有所下降，但文献数量总体上呈逐年递增

的趋势，研究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１）初始阶段（１９６４—１９８７ 年）：生态安全的研究处于萌芽阶段，最早文

献发表于 １９６４ 年，数量较少，不到百篇。 （２）波动增长阶段（１９８８—２０１１ 年）：文献数量开始波动增长。 国外

针对生态安全的研究大致开始于此时期，推测是由于 １９８７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ＷＥＣＤ）发表报告《我们

共同的未来》正式使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做出比较系统的阐释，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导致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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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安全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 （３）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１２ 年—至今）：文献数量快速增加。 随着可持续发

展理论日益深入人心，国外对生态安全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表明人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关注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

图 １　 国外有关生态安全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年度发文量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ｃｈ ｙｅａｒ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在 ＣＮＫＩ 中检索的 ６０００ 篇主题为“生态安全”并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文献年度发文数量如图 ２ 所示。 由图

２ 可以看出，国内关于生态安全最早文献可追溯到 １９９９ 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献的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并

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１）初始阶段（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文献发文时间较晚，数量偏低，不足 １０ 篇，生态安全问

题还未引起大多数专家学者的重视。 （２）波动发展阶段（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相对于第一阶段文献数量有所增

加并呈波动增长的趋势。 （３）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１２ 年—至今）：自我国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和

生态红线规划的提出，区域生态安全相关文献发文数量持续增加，２０１７ 年达到 ２３１８ 篇。 ２０１８ 年文献数量较

低，推测是由于统计文献时差造成的。 对比图 １ 和图 ２，国内外对生态安全研究日益重视，发文数量趋势变化

大体相同，国外研究时间要早于国内，而国内年均发文量明显高于国外。

图 ２　 国内有关生态安全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年度发文量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ｃｈ ｙｅａｒ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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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的高度概括和精炼，提炼出多篇文章中的高频关键词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该领域的研究

热点［１７］。 利用 Ｂｉｂｅｘｃｅｌ 分别提取国内外文献高频关键词如表 １ 和表 ２。

表 １　 国外关键词及其频次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３７４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４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６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１８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４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６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２６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４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２６ ｐｏｖｅｒｔｙ

１０８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４１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２５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

ｔ９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８ ｌａｎｄｕｓｅ ２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９２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３５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２３ 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８９ Ｃｈｉｎａ ３５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２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８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３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２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７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１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２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７３ ｓａｆｅｔｙ ３１ ＧＩＳ ２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７１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３１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２２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６７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１ ｒｉｓｋ ２１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５８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１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１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５２ ｆｉｓｈ ３０ Ｉｎｄｉａ ２１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５１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３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４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７ ｄｒｏｕｇｈｔ ２０ ｏｃｅａｎ

４５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７ ｇｅｎｄｅｒ

表 ２　 国内关键词及其出现频次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１１３ 生态安全 ３２ 生态补偿 ２２ 对策

６９ 生态文明 ３２ 生态足迹 ２１ 土地资源

６６ ＰＳＲ 模型 ３１ 林业 ２１ 主成分分析

６４ 生态文明建设 ３１ 绿色发展 ２０ 城市生态安全

５８ 生态安全屏障 ２９ 绿水青山 ２０ 景观格局

５１ 生态保护红线 ２８ 生态环境保护 ２０ 自治区

４８ 生态安全格局 ２７ 层次分析法 １９ 国有林场

４８ 生态红线 ２７ 生态空间 １９ 森林生态安全

４６ 生态安全评价 ２７ 生物多样性 １９ 生态风险

４５ 可持续发展 ２６ 美丽中国 １９ 土地生态

４４ 评价 ２６ 自然保护区 １８ 安全评价

４４ 生态环境 ２５ 熵权法 １８ 水土保持

４２ 土地生态安全 ２４ 耕地 １７ 区域生态安全

４１ 指标体系 ２４ 青海 １６ 生态功能

３９ 生态保护 ２４ 三峡库区 １６ 生态建设

３９ 长江经济带 ２４ 生态系统 １６ 生态修复

３７ 土地利用 ２３ ＧＩＳ １３ 海绵城市

３６ 预警 ２３ 内蒙古 １２ 生态廊道

３６ 中国 ２３ 生态承载力 １２ 水生态安全

３４ 生态系统服务 ２３ 综合评价 １１ 耕地生态安全

３３ 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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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表 １ 看出，食物安全（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气候变化（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持续性（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和生态安全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等是国外生态安全研究中频次较高的关键词。 由此可见，国外生态安全研究主要集中在人

口承载力、外部环境影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空间尺度大多在国家和全球层面，研究对象主要针对极端贫困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根据表 ２ 可以看出，生态安全、生态文明和 ＰＳＲ 模型是我国生态安全研究中频次较高的关键词。 由此可

见，国内主要是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基于 ＰＳＲ 框架生态安全评价与生态安全红线空间规划等领域。
２．３　 高频关键词的共现分析

共现分析是通过对某个领域的研究主题或关键词共同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的情况，分析该领域中各个方

向或主题间的联系［２０⁃２２］。 本文利用 Ｂｉｂｅｘｃｅｌ 软件将国外文献中提取的 ５０ 个关键词和国内文献提取的 ６１ 个

关键词及其出现频次分别生成 ５０×５０ 和 ６１×６１ 共词矩阵，分别导入到 Ｕｃｉｎｅｔ 软件中生成＃＃ｈ 文件，再用

Ｎｅｔｄｒａｗ 绘制高频词共现网络可视图如图 ３ 和图 ４。 在网络可视图中，每一个节点均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越

大，表示该关键词与其他词共现的次数越多；节点越小，表示该关键词与其他词共现的次数越少。 节点间线条

的粗细程度代表两个节点（关键词）的共现次数，线条越粗代表这两个关键词之间共现次数越多。 节点小、线
条较细并不代表研究次数少，只能表示此节点在网络可视图中与其他节点共现次数较少。

图 ３　 国外生态安全研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可视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ｏｃｃｕｒａｎｃｅ ｎｅｔｖｉｅｗ ｏ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ｒｏ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从图 ３ 可以看出气候变化（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生态系统服务（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环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和食物

安全（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等关键词在生态安全相关文献中与其他关键词共现的次数较多，代表了国际社会当前该领

域的研究热点。 气候变化（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和适应（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环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与食物安全（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生态风险评估（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与杀虫剂（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等，这些关键词之间的连线较粗，说明这些关键

词两两之间共现次数较多，两词在相关研究领域较为紧密。
从图 ４ 可以看出，生态安全、生态安全格局、生态文明和生态安全屏障等关键词在生态安全文献与其他关

键词共现的次数较多，能够代表目前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图 ４ 中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服务和

生态安全格局、区域生态安全和生态足迹、指标体系和生态安全评价等，这些关键词之间的连线较粗，说明这

些关键词两两之间的共现次数较多，以这些关键词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多，在研究领域中的关系较为紧密。
２．４　 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能够定量研究事物分类和分区问题，是文献计量中常用的方法［２３］。 聚类分析的基本原理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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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国内生态安全研究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可视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ｏｃｃｕｒａｎｃｅ ｎｅｔｖｉｅｗ ｏ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ｒｏ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据样本自身属性，用数学方法按照某种相似性或差异性指标，定量的确定样本之间的亲疏关系，并按照这种亲

疏关系程度对样本进行聚类［２４］。 在聚类分析谱系图中，聚类标准不同，聚类结果也不同。 同一类别内部的样

本相似性较高，而不同类别的样本之间差异性较大。 本文使用 ＳＰＳＳ 分别对国外文献提取的 ５０ 个关键词和国

内文献提取的 ６１ 个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高频关键词分成 ３ 个群集如表 ３ 和表 ４，系统聚类树状图如图 ５ 和

图 ６。

表 ３　 国外生态安全研究关键词聚类群体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群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群集 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１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ｒｏｕｇｈ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ｉｓｈ，
ｇｅｎｄｅｒ，ＧＩ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ｄｉ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ｌａｎｄｕｓｅ，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ａｔｅ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ｃｅａｎ

群集 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群集 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３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表 ４　 国内生态安全研究关键词聚类群体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集群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群集 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１

ＧＩＳ、ＰＳＲ 模型、城市生态安全、层次分析法、对策、耕地生态安全、耕地、海绵城市、国有林场、景观格局、可持续发展、
绿色发展、美丽中国、评价、青海、区域生态安全、三峡库区、森林生态安全、熵权法、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生态安全格
局、生态保护、生态承载力、生态风险、生态补偿、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生态廊道、生态文明、生态系统、
生态修复、生态系统服务、生态足迹、生物多样性、水生态安全、水土保持、土地利用、土地生态、土地生态安全、土地资
源、长江经济带、指标体系、中国、自然保护区、主成分分析

群集 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２ 绿水青山、生态安全屏障、生态功能、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空间、生态文明建设、预警、自治区

群集 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３ 生态保护红线

通过对国外生态安全研究关键词的聚类群体分析，从表 ３ 可以看出：群集 １ 包括生态安全、生态风险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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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服务功能评价等，研究尺度大多是针对一些极端贫困地区或者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研究内容为某些特定生

态问题，如能源安全（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和贫困 （ｐｏｖｅｒｔｙ）等。 群集 ２ 主要关注的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生态安

全动态以及可持续发展研究。 气候变化会导致生态致灾因子的变化从而危害生态安全。 群集 ３ 主要是从食

物安全的角度研究生态安全。 世界人口迅速增加给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如何在人口不断增加

的大背景下保证食物安全进而维系生态安全一直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热点话题。

图 ５　 国外关键词系统聚类分析树状图

　 Ｆｉｇ．５　 Ｔｒｅ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ｃｈ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图 ６　 国内关键词系统聚类分析树状图

　 Ｆｉｇ． ６ 　 Ｔｒｅ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ｃｈｉｃ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ｋｅｙ ｉｎ

ｗｏｒｄ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７　 １８ 期 　 　 　 王耕　 等：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区域生态安全研究热点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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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国内生态安全研究关键词的聚类群体划分，由表 ４ 可以看出：群集 １ 主要研究不同地域下生态安

全状态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和生态补偿等。 研究内容包括生态安全指标体系、生态安全评价和生态安全

格局等，研究案例集中于森林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和自然保护区等［２５⁃２７］。 群集 ２ 主要研究生态空间规划

等。 生态空间是一个包括时间、空间、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功能的综合载体［２８⁃２９］。 随着生态文

明建设的实施，自然资本测算和生态空间规划的研究日益加强。 群集 ３ 主要研究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 生态

保护红线是指依法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是国家和区域

生态安全的底线［３０⁃３１］。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环保部印发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
行）》，自此生态保护红线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热点。

３　 结论

生态安全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涉及多门学科和领域。 本文基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和 ＣＮＫＩ 数
据库检索生态安全领域的相关文献，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了生态安全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１）国内外生态安全研究发文数量不断增加，并大体可分为初始阶段、波动增长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三

个时期。 国外对生态安全研究从 １９６４ 年的不足百篇增加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８１５ 篇，国内从 １９９９ 年的不足 １０ 篇增

加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３１８ 篇。 国外研究时间要早于国内，但国内年均发文量明显高于国外。
（２）国外上有关生态安全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主要有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等，国内有

关生态安全研究的高频关键词有生态安全、生态文明建设和 ＰＳＲ 模型等，说明国外更关注研究在气候变化背

景下的生态安全动态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而国内主要是围绕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基于 ＰＳＲ 框架生态安全评

价与生态安全红线空间规划研究等。
（３）根据国内外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的三个群集分析，国内外生态安全在研究方向和空间尺度上具有较

大的差异性。 国外主要以极端贫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尺度较大，涉及地区、国家甚至是全球

层面，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环境变化和人文社会经济系统对于生态安全的影响等方面。 国内则主要集中

于生态安全基本理论与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尺度主要集中在中小尺度。 今后国内有望在生态安全的自然与

人文因素的结合、安全空间的理论与方法上可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生态安全概念提出近三十年以来，一直是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和热门领域，国内外的研究各有侧

重，研究对象和研究尺度都有较大差异，这也反映出在各种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相互作用下区域生态安全具

有时空动态性和差异性。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国际间和区际间生态安全是当前全球生态安全研

究的热点，未来生态安全研究应重点在生态安全的时空演变、区际生态安全关联和安全与风险管理等领域展

开合作与交流。 我国生态安全研究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将集中于生态文明与生态红线空间规划等领域，与此同

时，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我国生态安全应在经济与社会、能源与资源、文化与信息等领域开展专题生态安全

的研究。 由于资源有限，文献时间起点为 １９００ 年，尚未收集到 １９００ 年之前的文献，导致分析不够全面。 另外

在人工手动筛选文献的时候，也可能存在漏选或者错选，导致分析结果不够准确，存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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