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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的牡蛎礁研究现状与热点分析

姜　 璐１，余　 静１，２，∗

１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２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牡蛎礁作为重要的海岸带生态系统，具备水质净化、提供栖息地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为了解国内外牡蛎礁研究的

现状与热点，分别以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通过国内外发文趋势分析、高频关键词分

析、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及主题时间演变分析等，分析牡蛎礁研究热点与趋势。 研究结果表明：（１）国际与国内牡蛎礁研究

发文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国内研究增长速率低于国际研究；（２）牡蛎礁生态恢复研究是国内外研究的共同关注点，但国内

相关研究起步较晚；（３）以外，国际上对牡蛎礁的研究更加关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气候变化等，而国内主要倾向于从地质学角

度进行研究；（４）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牡蛎礁研究新的热点，但国内对此关注较少。 本研究将为了解当前国内外牡蛎礁

研究现状及发展态势提供借鉴，并为我国牡蛎礁保护与修复方面的政策制定、科学研究等工作的开展提供情报参考。
关键词：牡蛎礁；文献计量；研究热点；聚类分析；主题时间演变

牡蛎礁是一种分布于河口和沿海地区，由牡蛎固着生长于硬底物表面的生物礁，具有净化水质、提供栖息

地、海岸防护和固碳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较高的经济价值［１⁃２］。 但是，由于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及气候

变化的影响，全球范围内牡蛎礁生态系统严重破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３⁃４］。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损失超

过 ８５％的牡蛎礁栖息地，是最受威胁的海岸带生态系统之一［３，５］。 自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美国率先开展牡

蛎礁恢复项目及相关学术研究［６］，目前，牡蛎礁生态恢复已经成为国际海洋生态恢复研究的热点［７］。
我国已知的牡蛎礁栖息地广泛分布于天津大神堂［８］、江苏小庙洪［９］、福建深沪湾［１０］、江苏海门蛎岈

山［１］、浙江徐闻［１１］等区域。 虽然，我国已在江苏蛎岈山和天津市大神堂设置海洋特别保护区以保护牡蛎礁资

源，并将牡蛎礁现状调查与评估、生态修复的相关技术要求纳入《海岸带生态系统现状调查与评估技术导则》
和《海岸带生态减灾修复技术导则》系列团体标准中，以支持、规范相关生态修复活动，但近年来我国牡蛎礁

生境仍面临威胁［１２⁃１３］。 在学术研究方面，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牡蛎礁相关文献资料有限，严重制约了牡蛎

礁资源保护、修复等工作。
文献计量是一种对于科学研究的定量评价方法，旨在评价特定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１４］。 目前，文献

计量分析已广泛应用于海草、珊瑚礁等海岸带生态系统［１５⁃１６］以及海洋生态修复、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等研究领

域［７，１７］，以帮助识别研究热点，分析主题演变过程，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本文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国际、国内牡蛎礁研究的发文趋势、研究热点和主题演变进行分析与

比较，旨在了解我国牡蛎礁研究现状的同时，辨明国际牡蛎礁研究热点和主题演变趋势，为我国牡蛎礁学术研

究和生态修复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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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文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数据源， 检索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间发表的以“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为主题

的牡蛎礁研究国际文献，经过筛选，共得到 ６６７ 条符合条件的文献信息。 同时，本文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ＣＮＫＩ）为数据源，检索将“牡蛎礁”作为主题的文献，获取国内研究数据源。 由于 ＣＮＫＩ 中包含学术期刊、年
鉴、学术报纸、专利等体裁，为保证分析质量，仅选择期刊论文作为数据来源，时间跨度与国际研究数据保持一

致，共筛选出 １２１ 篇文献。 国际研究数据与国内研究数据检索时间均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１．２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是一种以文献的外部特征为研究对象，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客观反映某一研究领

域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分析方法。 通过分析国内外发文趋势和关键词，可以探明牡蛎礁研究领域的研究热

点和主题演变规律。 本研究借助 ＢｉｂＥｘｃｅｌ 和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两个软件，分析国际、国内牡蛎礁研究现状和热点。
其中，ＢｉｂＥｘｃｅｌ 主要用于发文趋势的统计和高频关键词分析；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用于关键词共现分析和聚类分析。

２　 结果分析

　 图 １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数据库和 ＣＮＫＩ 数据库中牡蛎礁

研究年度文献分布及发表趋势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

ｉ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ＮＫＩ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２．１　 牡蛎礁研究文献发表趋势分析

为了准确、清晰地认识国际、国内牡蛎礁相关文献

的发表情况，绘制国内外牡蛎礁研究年度文献分布及发

表趋势图（图 １）。 由图 １ 可以看出，国际上对于该主题

的逐年文献数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研究可以大致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２０００ 年以前），文献数量较

少，年度发文量不超过 １０ 篇，牡蛎礁研究处于萌芽时

期；第二阶段（２０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随着牡蛎礁生态经济

价值被逐渐认可，学术界对牡蛎礁研究兴趣增长，牡蛎

礁研究文献发表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年发文量增长至

２０ 篇左右，个别年份超过 ３０ 篇；第三阶段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９ 年），牡蛎礁相关文献骤增，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工

作。 而由文献发表趋势可以看出，国内对于牡蛎礁的关

注相对不足。 从年度文献发表数量来看大致可分为两

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９０—２００２ 年）为萌芽期，年度

发文量较少，某些年份甚至没有相关文献发表；第二阶

段（２００３—２０１９ 年）为缓慢增长期，自 ２００３ 年起，文献发表数量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增长幅度较小，年文献发

表数量不超过 １０ 篇。 为进一步明确国际、国内牡蛎礁研究领域的文献发表趋势，通过线性拟合的方式，添加

趋势线，结果发现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文献发表增速明显高于 ＣＮＫＩ。 这说明，近年来国内牡蛎礁研究虽然

有一定的发展，但文献发表增速明显低于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力度，提升科研实力。
２．２　 牡蛎礁研究高频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分析能够把握牡蛎礁研究领域的主要内

容。 ＢｉｂＥｘｃｅｌ 软件被应用于关键词频次分析。
国际高频关键词如表 １ 所示，“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牡蛎礁）”、“Ｃｒａｓｓｏｓｔｒｅａ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ａ（美洲牡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恢

复）”、“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恢复健康）”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生态系统服务）”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较多。 国际牡蛎礁

研究涉及了生态恢复、生态系统服务等多方面；研究较多的区域包括墨西哥湾（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切萨皮克湾

５８４７　 １８ 期 　 　 　 姜璐　 等：基于文献计量的牡蛎礁研究现状与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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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 Ｂａｙ）以及一些河口地区（ ｅｓｔｕａｒｉｅｓ）等；研究的牡蛎品种涉及美洲牡蛎（Ｃｒａｓｓｏｓｔｒｅａ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ａ ／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ｏｙｓｔｅｒ）和太平洋牡蛎（Ｃｒａｓｓｏｓｔｒｅａ ｇｉｇａｓ）等。 国内高频关键词如表 １ 所示，“牡蛎礁”、“渤海湾”、“深沪

湾”、“海面变化”和“生态修复”等出现频次较高。 国内牡蛎礁研究涉及生态修复、生态保护和海洋地质等多

个方面，研究区域主要涉及渤海湾和深沪湾。
根据高频关键词分析结果，国际、国内牡蛎礁研究内容有一些共同点，具体表现为国际、国内均对牡蛎礁

生态修复有较大的研究兴趣，这可能是因为牡蛎礁的生态经济价值得到广泛认可，且全球范围内牡蛎礁生态

功能受损严重，生态系统服务质量下降［２⁃３］；在研究区域方面，国内外研究重点均在海湾、河口等牡蛎礁分布

区。 但是，国际牡蛎礁研究主题明显更加丰富，如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牡蛎礁生态系统服务、气候变化等研究

热点均值得国内研究者借鉴并进行深入探讨。

表 １　 高频关键词及出现频次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国际 Ｇｌｏｂａｌ 国内 Ｄｏｍｅｓｔｅ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１２７ 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 １５ Ｓｅａｇｒａｓｓ ５４ 牡蛎礁 ４ 古环境

１１３ Ｃｒａｓｓｏｓｔｒｅａ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ａ １５ Ｃｈｅｓａｐｅａｋｅ Ｂａｙ １４ 渤海湾 ４ 海面变化

７０ Ｏｙｓｔｅｒ １４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１０ 天津 ４ 生态修复

５３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９ 深沪湾 ３ 地质遗迹

２６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１３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７ 渤海湾西北岸 ３ 生境

２５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１２ Ｃｒａｓｓｏｓｔｒｅａ ｇｉｇａｓ ６ 海底古森林 ３ 海洋特别保护区

２５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Ｏｙｓｔｅｒ １２ Ｎｅｋｔｏｎ ５ 潮间带 ３ 高密度电法

２１ 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 １２ Ｅｓｔｕａｒｉｅｓ ５ 海岸带 ３ 牡蛎

２０ Ｈａｂｉｔａｔ １２ Ｓｈｅｌｌｆｉｓｈ ５ 全新世 ３ 埋藏牡蛎礁

２０ Ｅｓｔｕａｒｙ １１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５ 人工鱼礁 ３ 生态恢复

１８ 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 １１ Ｇｒｏｗｔｈ ５ 沉积环境 ３ 硅藻分析

１７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１ Ｉｎｔｅｒｔｉｄａｌ ４ 贝壳堤 ３ 海洋保护区

１６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１０ 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４ 长江口 ３ 地质环境变化

１５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 七里海

２．３　 牡蛎礁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共现分析是文献计量学中常用的分析方法，可以体现研究主题与研究热点［１７］。 为识别牡蛎礁研

究热点，本研究运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软件进行国际、国内牡蛎礁研究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分析。
为了更加清晰地显示国际牡蛎礁研究关键词共现关系，将关键词阈值设置为 ６，可视化结果如图 ２ 所示。

图中节点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频次，节点越大代表出现频次越高；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关键词之间共现频次，
连线越粗代表关键词共现频次越高；节点之间以颜色区分不同聚类，各聚类可反映牡蛎礁研究的热点。

图 ２ 中，节点较大的关键词有“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牡蛎礁）”、“Ｃｒａｓｓｏｓｔｒｅａ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ａ（美洲牡蛎）”、“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恢
复）”、“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生态系统服务）”、“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恢复健康）”以及“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水质）”等。 其中

“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牡蛎礁）”和 “Ｃｒａｓｓｏｓｔｒｅａ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ａ（美洲牡蛎）”是两个最大的节点，连线最粗，表示目前牡蛎礁研

究中，美洲牡蛎是研究的热点。 “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牡蛎礁）”和“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恢复）”之间的连线强度位于第二位，表
明对于牡蛎礁的恢复是国际牡蛎礁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根据聚类结果，国际牡蛎礁研究关键词被划分为 ６ 个

研究主题，各主题包含的关键词见表 ２。 总结、归纳得到近 ３０ 年来国际社会关于牡蛎礁研究的 ６ 个热点主

题：（１）牡蛎礁渔业资源及生物栖息地研究；（２）牡蛎礁生态恢复研究；（３）气候变化背景下牡蛎礁生境研究；
（４）牡蛎礁水质净化功能研究；（５）牡蛎礁栖息地监测研究；（６）锯缘青蟹栖息地研究。 国内牡蛎礁关键词共

现及聚类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国内关于牡蛎礁研究文献较少，因此将关键词阈值设为 ３。 根据聚类结果，国内

牡蛎礁研究关键词被划分为 ６ 部分，各聚类包含的关键词见表 ３。 聚类 １、聚类 ２、聚类 ３ 主要从地质学的角度

对牡蛎礁进行研究。 聚类 ４ 和聚类 ５ 主要为牡蛎礁生态恢复研究，聚类 ６ 主要为牡蛎礁海洋保护区研究。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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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国际牡蛎礁研究的主要关键词及其共现关系

Ｆｉｇ．２　 Ｍ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９

图 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国内牡蛎礁研究的主要关键词及其共现关系

Ｆｉｇ．３　 Ｍ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９

体的，根据各集群主要关键词及相关研究内容，总结得到国内牡蛎礁 ６ 个热点主题：（１）深沪湾等区域的牡蛎

礁地质研究；（２）渤海湾埋藏牡蛎礁研究；（３）气候变化背景下牡蛎礁生境研究；（４）牡蛎礁生境恢复研究；
（５）以人工鱼礁为手段的牡蛎礁生态修复研究；（６）牡蛎礁海洋保护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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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国际牡蛎礁研究主要关键词聚类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聚类 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１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ｉｓｈ ｈａｂｉｔａｔ，ｆｉｓｈ，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ｆｏｏｄ ｗｅｂ，ｇｕｌｆ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ｈａｂｉｔａｔ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ｈｏｒｅｌｉｎ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ｅｋｔｏｎ，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ｐｒｅｄａｔｏｒ⁃ｐｒｅ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聚类 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２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ｒａｓｓｏｓｔｒｅａ ｖｉｒｇｉｎｉｃａ，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ｏｙｓｔ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ｌａｒｖａ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ｙｓｔｅｒ， 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ｒｅｅｆｓ

聚类 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３ ａｐａｌａｃｈｉｃｏｌａ ｂａｙ，ｂｉｖａｌｖｅ，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ｅｓｔｕａｒｙ，ｆｌｏｒｉｄａ，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ｉｎｆｌｏｗ，ｓａｌｉｎｉｔｙ，ｓｈｅｌｌｆｉｓｈ

聚类 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４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聚类 ５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５ Ｃｒａｓｓｏｓｔｒｅａ ｇｉｇａｓ，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ｎｔｅｒｔｉｄａｌ，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聚类 ６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６ Ｃａｌｌｉｎｅｃｔｅｓ ｓａｐｉｄｕｓ，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Ｐａｎｏｐｅｕｓ ｈｅｒｂｓｔｉｉ

表 ３　 国内牡蛎礁研究主要关键词聚类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聚类 Ｃｌｕｓｔｅｒ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聚类 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１ 七里海、地质环境变化、地质遗迹、深沪湾、海岸
带、海底古森林

聚类 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４ 牡蛎礁、生境、生态恢复、长江口

聚类 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２ 古环境 埋藏牡蛎礁 渤海湾、潮间带、硅藻分析 聚类 ５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５ 人工鱼礁、牡蛎、生态修复

聚类 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３ 全新世、沉积环境、海面变化、贝壳堤 聚类 ６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６ 天津、高密度电法、海洋特别保护区

如图 ４ 所示，牡蛎礁生态恢复研究（聚类 ２、聚类 ４）是国际牡蛎礁研究早期的研究热点，也是国际牡蛎礁

研究始终关注的热点问题，在 ２００８ 年以前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研究成果。 其中，美国切萨皮克湾是较早开展牡

蛎礁生态恢复实践工作的地区，在早期进行了较多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１８⁃１９］。 牡蛎礁生态恢复研究呈现逐

渐深入的趋势，至今仍为牡蛎礁研究的热点［４⁃５，２０］。

图 ４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国际牡蛎礁研究主要关键词时间演变趋势

Ｆｉｇ．４　 Ｔｉｍ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ｍ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９

２．４　 牡蛎礁研究主题演变分析

为明晰牡蛎礁研究主题演变趋势，运用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分别绘制国际、国内牡蛎礁研究关键词时间演变图（图
４、图 ５），分析牡蛎礁研究主题演变特征。 图中节点颜色代表关键词出现的平均时间，关键词节点越趋近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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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表示出现时间越早，越趋近于黄色表示出现时间越晚。
牡蛎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聚类 １、聚类 ４、聚类 ６）也是国际牡蛎礁研究的热点［２１⁃２２］，２０１０ 年以后，牡蛎

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到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更加丰富，水质净化和提供生物栖息地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

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兴趣［２３⁃２５］。
近年来，在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牡蛎礁研究趋向复杂化、多元化。 除了之前备受关注的牡

蛎礁的水质净化、提供生物栖息地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和生态恢复研究外，大量研究关注全球气候变化

对牡蛎礁的影响［２６⁃２７］以及牡蛎礁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２８］。 牡蛎礁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成为该领域的研究兴趣点，如牡蛎礁的碳汇价值和海岸防护价值等［２９⁃３１］。
由时间演变趋势可以看出，牡蛎礁生态恢复和生态系统服务一直是国际牡蛎礁研究重点，随着牡蛎礁生

境面临问题日益复杂，如气候变化的影响，牡蛎礁的固碳、海岸防护的功能在近年来也受到较多的关注，相关

研究逐渐增多。
由图 ５ 可知，国内牡蛎礁研究在早期多为地质学研究，将牡蛎礁作为一种重要的地质现象［３２⁃３３］。 深沪湾

是国内早期牡蛎礁研究的重点区域。 随后，研究区域的不断拓展，关于牡蛎礁地质学方面的研究不断深

入［３４⁃３５］。 与此同时，逐步开展牡蛎礁发育环境及群落特征等方面的基础研究［３６⁃３７］，研究范围也逐渐拓展到长

江口、渤海湾等区域。
随着牡蛎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学者也开展了牡蛎礁生态系统服务［３８］、生态评价［９］、

生态系统恢复［３９］及管理与保护［１２，４０］等相关研究，但文献数量较少。 其中，牡蛎礁生态系统恢复为重点研究

内容。

图 ５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国内牡蛎礁研究高频关键词时间演变趋势

Ｆｉｇ．５　 Ｔｉｍ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ｍ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ｏｙｓｔｅｒ ｒｅｅ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９

３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文献计量为分析方法，结合 ＢｉｂＥｘｃｅｌ 和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 软件对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的国内外牡蛎礁相关

文献发表趋势，研究热点及主题演变趋势进行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１）１９９０—２０１９ 年间，国内外牡蛎礁研究发文量均呈现线性增长趋势，表明牡蛎礁研究关注度不断提升。

９８４７　 １８ 期 　 　 　 姜璐　 等：基于文献计量的牡蛎礁研究现状与热点分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国际牡蛎礁研究热点包括生态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牡蛎礁生境变化及响应等

方面；国内牡蛎礁研究热点包括牡蛎礁地质学研究、生态恢复等方面。 其中，牡蛎礁生态恢复是国内外学者的

共同关注点。
（３）目前，国内牡蛎礁研究主要从地质学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对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水质净化、提供生

物栖息地、固碳、海岸防护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及气候变化背景下牡蛎礁生境变化及适应性等问题的研究

尚不深入。
（４）在时间维度，随着人类开发利用活动强度的增加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国内牡蛎礁研究主题均呈

现多元化趋势。
当前，国内牡蛎礁研究虽然呈现多元化趋势，但仍存在以下几点问题，仍需进一步加强。 首先，我国牡蛎

礁分布情况尚不清晰，这对牡蛎礁生境恢复、保护与管理均造成较大难度，应开展专门性研究，明确我国牡蛎

礁分布情况；其次，我国虽然已经开展了一些牡蛎礁生态修复项目，但是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却很少，难以将

实践经验转化成系统、科学的指导。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对已经实施且具有良好效果的项目进行研究，
形成经验总结，指导后续实践。 再者，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牡蛎礁生境所受到的影响及其在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海岸带生态系统，如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等已被确认为可靠的

碳汇，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未来，牡蛎礁在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

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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