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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热点和趋势
———基于文献计量研究

毛江涛１，２，徐文婷１，葛结林１，熊高明１，谢宗强１，２，∗

１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被与环境变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３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北京　 １０１４０８

摘要：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景观构建、评价和乡村宜居发展的重要保障。 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中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 ５２２ 篇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计量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绘制文献共被引和关键词共现网络

知识图谱，重点考察转折点、高突现及高被引文献，理清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发展脉络、热点与趋势。 研究发现：

（１）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发展可分 ３ 阶段，即萌芽期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 年），该期为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指引

了方向，提出了城市化对乡村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蓄势期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该期以 Ｈａｎｓｅｎ 在 ２００５ 年发表的探究生物多样性对

景观变化的响应机制文章为节点，重点研究如何可持续地进行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与保护；发展期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突现性文献为 ２０１４ 年 Ｂｅｉｌｉｎ 发表的文章，研究重点转向社会生态系统，即从生态、经济和社会多维度出发研究乡村生态景

观生物多样性；（２）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主线变化从大量的案例研究，到城市化对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理

论归纳，再到将理论用于实践并持续保护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３）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热点变化从城市化对乡

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到乡村可持续发展，再到保证人类可持续生计。 未来应加强以下工作：（１） 研究和建立适用于

不同乡村生态景观建设的规划体系；（２） 研究和创新乡村生态景观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维护技术；（３） 研究和构建乡村生态景观

生物多样性的监控预警机制。 最终的研究目标均指向如何将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关键词：计量；进展；热点期刊；热点国家；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知识图谱；展望

乡村景观是聚落形态由分散的农舍到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集镇代表的地区［１］，具有特定形态和景观

类型，包含自然的田园风光、不同土地单元镶嵌形成的复合镶嵌体和乡村地域性及景观类型［２］，乡村生态景

观是形成乡村景观的自然基础，从生态发展的角度出发，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结合。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是指在各类乡村景观要素下生物⁃景观⁃文化复合体以及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

强调人类与土地相互作用下的生物⁃景观⁃文化的聚合［３］，与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 三种功能息息相关，是重

要的自然资源，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例如乡村生态景观中的林地可

以提供食物、燃料、药材、生物质等能源；农林兼作方式，相比单作，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和土壤微生物；乔灌混合

的农田林地具有更强的碳储存能力，养分利用效率更高；消遣娱乐、景观美学享受等方面的文化服务又可以让

人消除疲劳、愉悦身心［４—６］。 然而目前乡村生态景观建设中存在一个严峻问题，即生物多样性的逐渐丧失，乡
村生态景观建设导致生物栖息地丧失从而引发生物多样性下降的现象日益频发［７］。 如景观均质化愈发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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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８］，生物栖息地有损无益；越来越多建筑设施的出现，导致生物栖息地孤立［９］；以及林地结构的破坏，威胁

植物的生存［１０—１１］。 乡村生态景观建设是一种时代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广大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乡村中生

物生存的原有栖息地面临新的变化，生物多样性受到极大威胁，因此对于乡村生态景观建设中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研究刻不容缓。 如今，城市和乡村建设作为当前社会发展中的两项最重要的土地建设，前者为学者早期

研究的重点［１２］，而后者的研究相对不足［１３］。 目前关于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体系尚不明确，使相

关研究结果不能很好地对生产实践产生指示效果。
当前关于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多注重于乡村生态景观建设、规划及实施，对乡村生态景观生

物多样性的研究脉落、热点及趋势不清晰，无法从整体把握该领域的研究方向。 本文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工具，通
过分析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Ｓ） 中选出的 ５２２ 篇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文献，提炼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

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分析其研究前沿、热点、演化路径和未来趋势，为未来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指明方向。

１　 数据源与研究方法

ＷＯＳ 是国际公认权威的综合性学术信息资源数据库，收录了世界权威、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１４］。 鉴于

其收录刊物的权威性和广泛性，本研究以“ （关键词：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语种：
Ｅｎｇｌｉｓｈ； 文献类型：Ａｒｔｉｃｌｅ）”为检索条件，在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科学引文索引扩展 （ＳＣＩ⁃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和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 （ＳＳＣＩ） 中检索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文献，获得文献 ５２２ 篇。
本研究运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５．７．Ｒ５） 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信息可视化来呈现乡村生态景观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结构、分布和规律的图谱。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计量

论文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动态。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最早始于

１９９３ 年，从论文发表数量来看，年发文量自 ２００５ 年以后整体呈现上升趋势，２０１４ 年后涨幅明显，表明国内外

对该领域的关注度逐渐提高 （图 １）；中国最早的研究始于 ２００３ 年，２０１３ 年以后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到
２０２０ 年研究论文达到 ９ 篇。

图 １　 １９９３—２０２０ 年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文献数量年度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ｏｍａｉｎ （１９９３—２０２０）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覆盖多个领域，出版刊物 １５１ 种，而发文居于前 １０ 位的热点期刊多在生

态⁃环境领域 （图 ２）。 发文量位于榜首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与生态景观密切相关，其次为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这 ３ 个热点期刊的发文量占比为 １５． ７１％，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０７８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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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发文前 １０ 位刊物发文数量

Ｆｉｇ．２　 Ｔｏｐ 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ｎｄｓｃ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 Ｅｃｏ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Ｂｉｏ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
Ｅｃｏｓｙｓ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 Ｉｎｄｉｃ．：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Ｓｃｉ．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ｃｏｌ． Ｓｏｃ．：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等其他热点期刊发文量为 １９．３５％。
有 ６３ 个国家参与该领域的研究，其中发文前十位

的热点国家为 （图 ３）：美国（１２５）、西班牙（５８）、德国

（５０）、英国（４７）、澳大利亚（４４）、法国（４２）、意大利

（４１）、中国（４０）、荷兰（３４）、加拿大（３３）。 美国在乡村

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占据绝对的核心地位，尤以

加利福利亚大学（１８）和威斯康星大学（１０）最强。 西班

牙、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和意大利构成中部力量，
推动着该领域的发展。 中国虽在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

样性发文量位于第 ８ 位，仅领先荷兰与加拿大，但拥有

全球最大发文量机构中国科学院（２３）。
２．２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脉络

纵观各个领域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都会存在一些

具有重大意义的拐点，这些拐点的出现，对我们掌握相

关领域的研究脉络至关重要，高中心性论文就扮演着这

样的角色［１５］。 它们在结构上占据着关键位置，是连接

其他节点的中心枢纽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 究

成果［１６］。

　 图 ３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发文前 １０ 位国家发文数量

Ｆｉｇ．３　 Ｔｏｐ １０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通过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 （图 ４），探测到 ６ 篇中

心性大于 ０．１０ 的热点文献 （表 １）。 第一篇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论文是 ２００５ 年 Ｈａｎｓｅｎ （０．１７） ［１７］，既有较高的

中心性，又有较高的被引频次，是该领域中较为关键的

文献，实现了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从表面到深

层的转变。 下一个转折节点为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年 Ｔｒａｔａｌｏｓ
（０．１８） 和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 （０．１８），重点关注城市化程度对生

物多样性影响［１８—１９］，归纳出生物体响应城市化梯度的

方法，为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重要理论

基础。 同期，Ｋａｒｅｉｖａ （０．１８） 对乡村生态景观多样性的

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２０］，拓宽了该领域的研究思路。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迎来新的里程碑， Ｍｅｎｄｅｚ （ ０． １８） 和

Ｐｈａｌａｎ （０．１８） 前后发表了围绕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

性对生计与粮食安全影响的文章［２１—２２］，展示出乡村生态景观对社会、经济、生态的多维影响。 自此，乡村生态

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受到更广泛的关注，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突现检测用于探索研究方向［２３］，分析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 （图 ４），有 ５ 篇引用突现的热点文

献 （表 ２），它们在所对应的时间区域里具有特别的意义，被认为是相关时间界限的痕迹［２４］，以此探明乡村生

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跨越的 ３ 个时期。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 年是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的萌芽期，Ｍｉｌｌｅｒ、ＭｃＫｉｎｎｅｙ、Ｈａｎｓｅｎ 分别于 ２００２ 年发表

的三篇文献，提出了城市化对乡村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为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指引了方向，并引导乡

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向蓄势期的过渡。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是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的蓄势期，蓄势期的高突现性文献为 Ｈａｎｓｅｎ 在 ２００５ 年发

表的探究生物多样性对景观变化的响应机制的文章。

１７８３　 ９ 期 　 　 　 毛江涛　 等：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热点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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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ｃｏ⁃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ｍａｐ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１ 年至今是该研究的发展期，突现性文献由 Ｂｅｉｌｉｎ 于 ２０１４ 年发表，首次提出乡村生态景观的保护与社

会、经济、生态三者的效益密不可分；２０１４ 年关于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论文激增，达 ３７ 篇。

表 １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高中心性文献

Ｔａｂｌｅ １　 Ｈｉｇｈ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文献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第一作者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ｓ

出版年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中心性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被引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１ Ａｇｒｏ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ｄｅ ｃｏｆｆｅｅ ｓｍａｌｌｈｏｌｄｅｒ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ｅｎｄｅｚ ＶＥ ２０１０ ０．１８ ２

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Ｋａｒｅｉｖａ Ｐ ２００７ ０．１８ ２

３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ｍ，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ｔａｌｏｓ Ｊ ２００７ ０．１８ ２

４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ｓｐａ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Ｐｈａｌａｎ Ｂ ２０１１ ０．１８ ４

５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 ＭＪ ２００８ ０．１８ ６

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ｅｄｓ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Ｊ ２００５ ０．１７ ８

２．３　 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关键词来源于论文的研究内容与主题，是论文核心内容的提炼，可以用来分析研究的热点问题［２５］。 通过

关键词共现性分析 （图 ５），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三个词的频次和中介中心性均较高，表明它

们在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知识网络中具有重要意义，影响着该领域的发展与演变。
本文按萌芽期、蓄势期和发展期 ３ 个时段，以高频词汇兼顾高中心性词汇的方法筛选关键词，根据每个时

段的关键词数量分别选取前 １０、１５ 和 ２０ 位，被引频次在 ６ 次以上的进行分析。 结合重要关键词，对乡村生态

２７８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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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物多样性的 ３ 个阶段研究热点问题阐释如下 （表 ３）：

表 ２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高突现性文献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ｉｇｈ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ｓｔ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文献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第一作者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ｓ

出版年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突现性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ｓｔｓ

被引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１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ｖ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Ｍｉｌｌｅｒ ＪＲ ２００２ ４．５７ ８

２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ｃＫｉｎｎｅｙ ＭＬ ２００２ ４．５７ ８

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ｅｓｔ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Ｊ ２００２ ３．４２ ６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ｅｄｓ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Ｊ ２００５ ４．５５ ８

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ｈｏｗ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 Ｉｂ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ｉａ

Ｂｅｉｌｉｎ Ｒ ２０１４ ４．２１ ８

表 ３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分阶段重要关键词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被引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被引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中心度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被引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０．１５ ２７４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０．０８ ５７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０．０６ ９０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０．１９ １６６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０．０６ ４１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０．０２ ２７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０．１ １２７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０．０３ ３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０．０２ １６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０．１３ ８７ Ｓｙｓｔｅｍ ０．０４ ２８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０．０１ １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０．１１ ７８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０．０４ ２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０．０１ １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０．０９ ６８ Ｉｍｐａｃｔ ０．０４ ２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０ １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０．０７ ５２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０．０３ ２１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０．０２ １２

Ｆｏｒｅｓｔ ０．０７ ５２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０．０６ １８ Ｔｒａｄｅ ｏｆｆ ０．０１ １２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０６ ４６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０．０２ １８ Ｕｒｂａｎ ０．０１ １１

Ｈａｂｉｔａｔ ０．０９ ４３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０．０４ １７ Ｍｏｄｅｌ ０．０１ ９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０．０１ １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０．０１ 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０．０１ １５ Ｖａｌｕｅ ０ 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０．０３ １４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０ ８

Ｆａｒｍｅｒ ０．０３ １４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０ ８

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 ０．０２ １３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０．０１ ７

Ｒｕｒａｌ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０ ７

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０ ７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０．０１ ６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０．０１ ６

Ｆｕｔｕｒｅ ０ ６

第 １ 阶段 （１９９３—２００２ 年，１２９ 个关键词），该阶段的热点问题是“城市化对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有

何影响”。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三个核心词汇在此阶段出

现，说明景观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密切相关；城市化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和土地利用 （ ｌａｎｄ ｕｓｅ） 如何造成生境

３７８３　 ９ 期 　 　 　 毛江涛　 等：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热点和趋势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５　 关键词共现图谱

Ｆｉｇ．５　 Ｍａｐ ｏｆ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ａｂｉｔａｔ） 破坏并严重影响生物多样性是该阶段研究的

重要内容；２００２ 年 ＭｃＫｉｎｎｅｙ 发表的《城市化、生物多样

性和保护》贯穿该阶段的 ３ 个核心词汇［２６］，积极探寻城

市化对生物多样性研究，并激励人们培养该方面的理念

从而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作用。 如何进行有效的景

观保 护 规 划， 找 到 乡 村 与 城 市 之 间 的 配 合 模 式

（ｐａｔｔｅｒｎ） 是基于 ＭｃＫｉｎｎｅｙ 理念的研究主线，Ｍｉｌｌｅｒ 希

望具有重要生物价值的地区能够远离人类活动区［２７］，
积极保护和恢复人类活动区的生境，增加保护区之间的

景观连通性，进行合理的保护规划，来解决城市化对景

观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第 ２ 阶段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２０２ 个关键词），本阶段

关注的热点问题是“如何可持续性进行乡村生态景观

生物多样性的恢复与保护”。 相较于上个时期对大量案例的研究，本阶段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不

再停于表面，开始对响应机制进行探索。 在此基础上对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进行恢复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与保

护，保证农民 （ｆａｒｍｅｒ） 的利益 （ｂｅｎｅｆｉｔ），达到乡村可持续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发展，研究主线开始从经验转向初

步的理论归纳，体现在框架 （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指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等关键词上。 研究开始关注乡村发展 （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与农民利益。 在本阶段的研究后期，为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乡村发展迎来新的挑战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Ｋａｒｅｉｖａ 以驯化自然进行景观塑造的视角对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提出新的挑战，要想

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必须权衡人类利益与生态系统服务［２０］。
第 ３ 阶段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２４７ 个关键词），本阶段在乡村发展的基础上对人类的生活给予充分的关心，

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着手研究生态环境如何服务于人类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的问题，２０１２ 年 Ｇａｒｃｉａ 对生态

系统如何服务社会进行探究［２８］，发现了为更好的发挥生态系统的多功能，需深入了解景观背后的生态成分和

生态过程的必要性，以及当地居民对乡村生态景观的保护作用，为该阶段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之后

Ｈａｒｔｅｌ 也以罗马尼亚景观为例［２９］，强调了生态系统服务对农村居民的重要性；该阶段的热点问题变成“乡村

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是否有利于人类的生活？”，价值 （ ｖａｌｕｅ）、生计 （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粮食安全 （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等关键词均与热点问题息息相关，Ｊａｃｋｓｏｎ 利用生计价值指标划分研究区域［３０］，每个区域都有一套

基于生物多样性的农业和生态集约化的干预措施，而这些干预措施在不同的景观中存在很大差异；土地利用

变化 （ｌａｎｄ ｕｓｅ） 和保护区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如何影响生态景观也是本阶段的重点研究方向，在保护区如何影

响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上，Ｓｃｈｍｉｔｚ 进行了深入研究［３１］，确定了建立保护区之后，景观变化和社会

经济之间相互依存； 生态恢复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 权衡 （ ｔｒａｄｅ ｏｆｆ ） 和可持续发展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的研究角度得以延续，政府治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开始参与其中，使研究对象转向社会生态系统，即
从生态、经济和社会多维度出发的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３　 结论

通过对所选文献的深入分析，归纳出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趋势：
（１）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主线变化从大量的案例研究，到城市化对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影

响的理论归纳，再到将理论用于实践并持续保护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 Ｃｌｅｒｇｅａｕ 等比较了加拿大魁北克

和法国雷恩两个城市沿城乡梯度的生物多样性［３２］，被引频次高达 ３０４ 次，开启案例研究的篇章。 基于此，
Ｎｉｅｍｅｌａ 和 Ｌｉｎｎｅｌｌ 继续探究了物种对城市化的响应［３３—３４］。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Ｈａｎｓｅｎ 等首先探索了生

物多样性对景观变化的响应机制与模式［１７］，探究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３５］，建立相关生态模型应对高度发展

４７８３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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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化［３６］，从经验积累转向理论归纳。 从 Ｆｉｓｃｈｅｒ 等建立新的、直接与自然联系的景观保护策略，使乡村有

能力接受可持续发展［３７］，到 Ｄｗｙｅｒ 等总结各种保护策略，构建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和持续性

方面的潜在互补和协同作用［３８］，再到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Ｗｉｌｅｙ 等设计一种综合社会感知的方法多角度理解土地利

用［３９］，皆为理论实践化的证明。
（２） 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热点变化从城市化对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到乡村可持续

发展，再到保证人类可持续生计。 城市化导致传统放牧活动减少，Ｖｅｒｄｕ 等针对该现象探讨了放牧对生物多

样性的影响［４０］，土地利用变化是造成乡村生态景观格局变化重要原因，Ｆｕｋａｍａｃｈｉ 等通过追溯 ２５ 年人类活动

与土地利用模式关系，研究土地利用对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４１］，在此基础上，Ｎｉｅｍｅｌａ 等从全球范

围评估了城市化对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影响［４２］；城市化严重影响乡村生态景观的稳定性，破坏生境物

种损失惨重［４３］，而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对乡村发展至关重要，Ｃｒｏｓｓｍａｎ 等通过协调平衡多种利益冲突和

对土地的竞争性需求，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恢复乡村生态景观，促进乡村建设的开展［４４］，Ｅｌｂａｋｉｄｚｅ 等也从维持

社会文化价值和生物多样性两方面保证乡村生态景观的完整性，推动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４５］；要想实现乡村

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利益就要得到保障，Ｄａｗｓｏｎ 等开始探索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之间复杂联系［４６］，乡村

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也开始注重人们对生态系统服务和各种土地利用的看法，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带来的

价值［４７］，将乡村发展与人类生计结合，实现可持续的乡村未来。
尽管在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进程中，以上各部分不断演化，研究内容不断创新，但最终的研究

目标均围绕着如何将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

４　 展望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乡村发展问题面临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等多维度的制约，对中国整体发展水平至

关重要［４８］。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十四五”时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提至 ６５％，这无疑对乡村生

态景观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重要挑战。 虽然，目前中国对于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仍远远

落后于美国和西班牙等国家，但是自 ２０２０ 年起，中国对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实践进行了积极响应，使中

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迅速发展，未来无疑将成为研究主力。 通过对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趋势的探讨，
对未来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重点给予以下建议：

（１） 研究和建立适用于不同乡村生态景观建设的规划体系，支撑生态、经济、社会多功能的实现。 乡村生

态景观类型多样，需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参照以往的成功案例汲取经验，维持和提升三生功能，走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适用于不同乡村生态景观建设的规划

体系。
（２） 研究和创新乡村生态景观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维护技术。 在未来乡村生态景观建设过程中，不仅要保

护物种多样性，也要维护生态系统多样性，从而保证生态系统服务的可持续性。 通过调研与收集乡村生态系

统分布数据与结构功能数据，构建乡村生态系统多样性数据库，再经过实地勘察，综合乡村自然⁃人文景观因

素，构建乡村景观要素数据库，将两者结合进行指标筛选与统计分析，研究乡村生态系统多样性影响机制，挖
掘乡村生态景观生态系统多样性的维护技术。

（３） 研究和构建乡村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监控预警机制。 在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的同时，也应该

构建生物多样性的监控预警机制，尽可能避免生物多样性损失给乡村建设带来的不利影响。 通过将乡村生态

景观生物多样性数据与景观、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整合，进行模型开发与驱动力分析，形成查询、输出、监控预

警等一系列完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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