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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国家湿地公园研究

张振煜１，汤镇霖１，张朝晖２，张绪良１，∗

１ 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

２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

摘要：分析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主要内容、现状特征和发展趋势，可以为我国保护与合理利用湿地、建设国家湿地公园提供理论

依据。 作者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从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数据库检索到的发表于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２８５ 篇

国家湿地公园研究中文文献进行了关键词共现关系、关键词聚类、关键词时间线图、关键词突现分析，以及作者合作网络、研究

机构合作网络定量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湿地公园规划设计、湿地植被、水生植物和植

物区系、植物和鸟类物种多样性、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景观格局分析与评价、可持续发展模式、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
湿地保护的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人类活动对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湿地保护的生态措施和工程措施，促进国家湿地

公园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科普宣教、自然教育措施等。 湿地生物多样性、湿地景观格局分析、景观规划与管理优化、植物区

系、鸟类多样性及动态变化等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国家湿地公园；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生物多样性；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湿地是地球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能为人类提供物质产出、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

候、固碳、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治水土流失、文化支持服务等多种生态系统服务，有重要资源和生态价值［１—２］，
保护与合理利用湿地受到世界各国高度重视［３—４］。 保护湿地、恢复退化湿地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措

施，事关国家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子孙后代的生存福祉［５］。 中国湿地类型多，湿地总面积

５６３５×１０４ｈｍ２，政府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工作，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的《全国湿

地保护规划（２０２２—２０３０ 年）》提出到 ２０２５ 年全国湿地保护率达到 ５５％，到 ２０３０ 年初步建立湿地保护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的湿地保护目标。 建设国家湿地公园是我国保护湿地的重要措施［６］，２００５ 年我国建成了第一个

国家湿地公园———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到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全国已建成 ９０１ 处国家湿地公园（含试点），国家

湿地公园把湿地保护、湿地生态恢复与合理利用湿地有效地结合，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７—８］。
文献计量学以科学文献的内容、关键词、作者及所属机构、文献发表时间、引用文献等为研究对象，用数学

和统计学方法分析科学文献的学科分类、数量及变化、主要研究内容及演变等，是一门起源于信息科学、定量

化特征较强的交叉学科［９］。 目前文献计量学通常指通过检索、比较和分析科学文献的文本信息，根据文献的

文本信息分析某一研究领域或研究机构、学者研究发展的规律，研究机构学科布局、研究水平和研究优势等的

文献定量分析方法［１０—１１］。 随着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文献计量学已成为定量分析特定领域研究

发展演化的有效方法［１２］。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博士开发的定量分析科学文献知识网络软

件，该软件基于 ＪＡＶＡ 程序语言编写，利用可视化方法、文献计量方法和数据挖掘算法，通过绘制可视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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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定量分析科学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关系、聚类、含各关键词聚类文献的发表时间跨度、关键词突现时间、作
者和研究机构的共现关系、文献引用关系等［１３］，定量分析特定研究领域的热点和前沿、研究存在的问题、研究

特征及预测发展趋势等［１４—１５］。
近年来，我国学者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不同视角定量分析湿地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趋势，如小微湿

地、全球湖泊湿地、中国高原湿地、中国湿地公园研究［２， ６，１６—１７］，湿地生态恢复、城市湿地沉水植物生态恢

复［１８—１９］，人工湿地建设及其环境净化功能［２０］，中国湿地生态补偿等［２１］。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针对国

家湿地公园的生物多样性及保护、生态系统特征功能和动态变化、国家湿地公园规划管理等方面的文献计量

研究。 应用文献计量学理论及方法、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定量化分析中国国家湿地公园建设研究文献，探究国家湿

地公园建设研究的现状特征、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等，对中国国家湿地公园建设与管理实践及理论研究具有重

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在中国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数据库（ＣＮＫＩ）中利用高级检索工具以“国家湿地公园”为
篇名检索，得到 １７２２ 篇国家湿地公园研究文献。 选择检索文献中的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
剔除重复收录的论文、新闻、科普文章、政策介绍等类型文献，得到 １０１６ 篇期刊论文、３６ 篇国内会议论文、５ 篇

国际会议论文、２２５ 篇硕士论文、３ 篇博士论文，共 １２８５ 篇学术论文作为分析数据。
１．２　 研究方法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１．Ｒ３ 软件对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发表的 １２８５ 篇国家湿地公园研究文献的年发文数量、所属

学科、关键词共现关系、关键词聚类、含有各关键词聚类文献的发表时间跨度、关键词突现时间、作者合作关

系、作者所属机构合作关系、文献引用关系等进行定量分析，生成国家湿地公园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图、关
键词聚类图、关键词时间线图、关键词突现图、作者合作网络图、作者所属机构合作网络图等文献可视化网络

知识图谱。 根据国家湿地公园研究文献发表篇数的年际变化分析研究发展趋势，利用关键词共现图、关键词

聚类图分析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主题和主要研究内容，利用关键词时间线图和关键词突现时间图分析国家湿

地公园研究的现状特征、热点和发展趋势，利用作者合作网络图、作者所属机构合作网络图分析从事国家湿地

公园研究的学者及其所属机构开展合作研究情况［２２］。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国家湿地公园研究文献发表数量的年际变化及学科分布

文献年发表数量及年际变化是衡量某一研究主题研究热度变化趋势的重要指标。 ２００４ 年，我国学者发

表了第一篇关于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中文会议论文，对利用江苏盐城滨海湿地建设国家湿地公园发展湿地生

态旅游构想开展研究［２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２ 年我国国家湿地公园研究处于起步和初期发展阶段，年发文量处于缓

慢增长状态，年发文量由 １ 篇 ／年增加到 ３５ 篇 ／年，９ 年总发文量为 １４７ 篇，占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总发文量的

１１．４４％；此后国家湿地公园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年发文量迅速增长，２０２０ 年发文量达到 １６３ 篇 ／年（图
１），表明国家湿地公园研究日益受到我国学者重视。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我国学者发表的国家湿地公园研究文献主要隶属于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建筑科学与工

程、生物学、旅游、资源科学、园艺、林业、自然地理学和测绘学、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农业经济 １０ 个学

科，其中属于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建筑科学与工程、生物学和旅游 ４ 个学科的文献最多（表 １），这说明我国

国家湿地公园研究主要包括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特征、湿地资源利用、国家湿地公园的规划建设、湿地生

物多样性特征及保护和湿地生态旅游等内容。
２．２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体现学术论文核心研究内容的专业术语，在特定领域研究论文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反映该

６５５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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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国家湿地公园研究文献年发文量及变化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ｙｅａｒｌ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２２

领域的研究热点［２４］，进行论文共现关键词可视化网络分析，能确定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问题及其演变趋

势。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６．１．Ｒ３ 软件导入国家湿地公园研究文献分析数据，设置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时间切片

为 １ 年、节点类型为关键词，默认其它参数设置，得到节点数 ４８１、连线数 ９４６、密度为 ０．００８２ 的关键词共现图

谱。 图谱中节点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高低、标注节点关键词的文字字体大小表示节点中心性强度、节点

间的连线数代表关键词共现次数，节点间连线越多表示关键词间的共现性关系越强。

表 １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发表国家湿地公园研究文献最多的 １０ 个学科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ｔｏｐ １０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２２

排序
Ｎｏ．

论文所属学科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论文篇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排序
Ｎｏ．

论文所属学科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论文篇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 ５５１ ６ 园艺 ５４

２ 建筑科学与工程 ４７９ ７ 林业 ３９

３ 生物学 ２７２ ８ 自然地理学和测绘学 ２７

４ 旅游 １５４ ９ 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１７

５ 资源科学 ５４ １０ 农业经济 １３

图 ２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ｐ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２２

图中最大的 ２ 个节点代表湿地公园、湿地，２ 个关

键词位于核心位置、与其他关键词的连线最多，表明湿

地公园、湿地 ２ 个关键词在被分析的 １２８５ 篇文献中出

现频率最高、关系网络密集度最大，具有最显著的中心

性，是研究的主题。 其他较大节点表示的出现频率较高

关键词表明：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我国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

主要内容包括湿地保护、景观格局、生态旅游、生物多样

性、植物资源、水生植物、湿地资源、湿地调查、湿地景观

格局等，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是该研究领域具有代表

性的研究对象（图 ２）。
２．３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通过统计学的聚类方法将共现

关键词简化成数目相对较少的关键词聚类的过程［２５］。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１．Ｒ３ 软件的 ＬＬＲ 算法对筛选得到的

７５５９　 ２２ 期 　 　 　 张振煜　 等：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国家湿地公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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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国家湿地公园研究关键词聚类图

　 Ｆｉｇ．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ｍａｐ ｏ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２２

文献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生成关键词聚类图，图中关

键词聚类及标签序号、聚类大小、平均被引用年份等反

映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热点及时间变化。 关键词聚类大

小表示该聚类中关键词数量，标签序号越小表示该聚类

所包含的关键词数量越多，平均被引用年份越晚的聚类

则显示该聚类是新研究热点。
国家湿地公园研究关键词聚类图显示的 １４ 个主要

关键词聚类表明：我国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主要研究内

容包括湿地动植物多样性、湿地植物资源、湿地植物群

落结构特征、湿地景观、湿地生态旅游、湿地保护、国家

湿地公园功能分区、湿地资源利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以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的典型案例研究

等（图 ３）。 关键词聚类分析表明：我国国家湿地公园研

究经历了由理论到实践、由湿地生态系统特征及功能研

究到湿地保护和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实践探索的发展

过程。

根据国家湿地公园研究关键词聚类图与各关键词聚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５ 个共现标识关键词，国家湿地

公园研究分为国家湿地公园综合研究、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动植物研究、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研究和国家湿

地公园可持续管理研究 ４ 个研究领域（表 ２）。

表 ２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关键词聚类

Ｔａｂｌｅ ２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２２

排序
Ｎｏ．

聚类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

聚类大小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

平均引用年份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各关键词聚类中频率排序 １—５ 的共现关键词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ａｎｋｅｄ １—５ ｉ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ｅａｃ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０ 湿地公园 ８３ ２０１４ 湿地公园、总体规划、保护、国家湿地公园、鸟类

＃１ 湿地　 　 ４４ ２０１２ 湿地、生态保护、规划设计、风景园林、景观设计

＃２ 保护　 　 ４３ ２０１３ 保护、恢复、湿地资源、对策、现状

＃３ 多样性　 ４１ ２０１７ 多样性、植物区系、鸟类、调查、湿地公园

＃４ 湿地保护 ２９ ２０１４ 湿地保护、景观格局、措施、湿地恢复、时空动态

＃５ 生态旅游 ２８ ２０１２ 生态旅游、生态恢复、海珠湿地、旅游景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６ 西溪湿地 ２５ ２０１０ 西溪湿地、城市湿地、钉螺、植物景观、血吸虫病

＃７ 群落结构 １９ ２０１７ 群落结构、优势种、多样性指数、浮游动物、湿地植物

＃８ 植物资源 １７ ２００９ 植物资源、 水生植物、 植物配置、岭南、湿生植被

＃９ 杭州西溪 １１ ２００８ 杭州西溪、区系分析、绍兴镜湖、梅花、时空分布

＃１０ 景观　 　 １０ ２０１３ 景观、规划、保护与利用、和谐统一、方式

＃１１ 群落特征 ９ ２０１２ 群落特征、园林植物、景观应用、展望、地被植物

＃１２ 功能分区 ８ ２０１７ 功能分区、季节动态、鸟类多样性、周转 、嬉子湖

＃１３ 发展现状 ７ ２０１４ 发展现状、空间分布特征、发展模式、脊椎动物、中国

国家湿地公园综合研究。 该研究领域的文献关键词聚类包括＃０ 湿地公园、＃１ 湿地、＃６ 西溪湿地、＃９ 杭州

西溪，共现关键词包括湿地公园、总体规划、保护、国家湿地公园、鸟类、湿地、生态保护、规划设计、风景园林、
景观设计、西溪湿地、城市湿地、植物景观、杭州西溪、区系分析、时空分布等。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适应区域

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景观营造、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科普宣教、遥感技术应用等为主要目标的国家湿

地公园规划研究，以鸟类保护、涵养水源、生态旅游、生态驳岸建设等为目标的湿地景观设计、生态保护、动植

８５５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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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护研究等，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是我国建设的第一个地域特色鲜明、具有显著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国家湿地公园，因此成为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主要案例地。
国家湿地公园湿地动植物研究。 该研究领域的文献关键词聚类有＃３ 多样性、＃７ 群落植物、＃８ 植物资源、

＃１１ 群落特征，共现关键词包括多样性、植物区系、鸟类、调查、湿地公园、群落结构、优势种、多样性指数、浮游

动物、湿地植物、植物资源、水生植物、植物配置、湿生植被、群落特征、园林植物、展望、地被植物。 主要研究内

容包括对以鸟类、鱼类、昆虫、甲壳动物、浮游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兽类、草本植物、维管束植物为研究对

象的国家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特征，鸟类多样性动态变化，植被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植物群落类型、植物群

落的结构特征及时空变化、植物群落对土壤环境的影响，湿地植物区系成分特征、植物资源调查、植物资源保

护与利用等。
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研究。 该研究领域的文献关键词聚类有＃２ 保护和＃４ 湿地保护，共现关键词包括

保护、恢复、湿地资源、对策、现状、湿地保护、景观格局、措施、湿地恢复和时空动态。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国家

湿地公园鸟类、两栖动物、植物、植被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保护湿地及其生

物多样性的生态恢复措施等。
国家湿地公园可持续管理研究。 该研究领域的文献关键词聚类有＃５ 生态旅游、＃１０ 景观、＃１２ 功能分区

和＃１３ 发展现状，共现关键词包括生态旅游、生态恢复、旅游景区、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景观、规划、保护与利

用、和谐统一、功能分区、季节动态、鸟类多样性、发展现状等。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湿地生态旅游适宜性评价、
生态旅游发展策略和发展潜力、生态旅游与景观保护、生态旅游的市场营销策略、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生态

旅游的 ＳＷＯＴ 分析、社区参与生态旅游、游客的环境行为等湿地生态旅游研究，景观格局规划与评价、景观建

设与管理的优化策略，国家湿地公园功能分区对水环境质量和鸟类多样性的影响、国家湿地公园功能分区优

化，国家湿地公园科普宣教研究、区域国家湿地公园建设等。
２．４　 关键词时间线图分析

关键词时间线图反映各关键词聚类的关系和各关键词聚类对应的文献发表时间跨度，在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１．Ｒ３ 软件进行共现关键词分析基础上，选择排序＃０—＃１０ 位的关键词聚类按照 ５ 年时间片段生成关键词时

间线图，分析各关键词聚类反映的研究主题、研究起始时间和发展趋势（图 ４）。 根据各关键词聚类研究的起

始时间、持续时间和时间线上节点的密集程度，将国家湿地公园研究主题分 ５ 类：

图 ４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国家湿地公园研究关键词时间线图

Ｆｉｇ．４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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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开始早、持续时间长、产生关键词多的研究主题。 包括＃０ 湿地公园、＃１ 湿地、＃２ 保护 ３ 个关键词聚

类，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国家湿地公园景观设计及遥感技术应用、湿地公园水资源和水

环境保护、水鸟保护、植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教和退化湿地的生态恢复措施等。
开始较晚、持续时间较短、最近产生关键词较多的研究主题。 包括＃３ 多样性、＃７ 群落结构 ２ 个关键词聚

类，这 ２ 个研究主题研究大致开始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０ 年，是当前研究热点，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国家湿

地公园的生物多样性特征，鸟类多样性的动态变化，植被和景观格局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植物群落的类型、
结构特征及时空变化、植物群落对土壤环境的响应等。

研究开始较早、持续时间较长，产生关键词较少的研究主题。 包括＃４ 湿地保护和＃５ 生态旅游 ２ 个关键词

聚类，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国家湿地公园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立法、湿地生态恢复、湿地生态旅游适宜性

评价、发展潜力和发展策略，生态旅游与景观保护、生态旅游的市场营销策略、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生态旅游

的 ＳＷＯＴ 分析、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经营、游客的环境行为特征等。
研究开始较早、持续时间短，产生关键词较少的研究主题。 仅包括关键词聚类＃９ 杭州西溪，主要研究内

容包括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景观设计、湿地植物区系成分分析、历史文化、梅花调查、湿地植物和植

被的时空分布等。
研究开始较晚、持续时间短，产生关键词较少的研究主题。 包括＃６ 西溪湿地、＃８ 植物资源和＃１０ 景观 ３

个关键词聚类，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植物景观与湿地景观设计、水体富营养化、水生植

物、植物配置，湿地植物资源调查、保护与利用、旅游文化价值，国家湿地公园景观格局规划与评价、景观建设

与管理优化策略等。
２．５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关键词是某一时段被引频次突然增多的关键词，突现关键词反映某一阶段的研究热点，关键词突现

分析用于反映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２６］。 为分析我国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发展趋势，将筛选得到的

文献数据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１．Ｒ３ 软件，将分析参数设置为“Ｂｕｒｓｔ ｔｅｒｍｓ”得到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国家湿地公园研究

关键词突现图，图中“ｂｅｇｉｎ”和“ｅｎｄ”分别表示突现关键词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ｓｔｒｅｎｇｔｈ”是关键词突现强

度，强度越大表示文献被引次数越多、影响力越大［２７］。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国家湿地公园研究排名前 １０ 的突现关键词中，出现最早的突现关键词有西溪湿地、总体

规划、张掖，突现开始时间分别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１ 年，说明国家湿地公园初期研究主要以杭州西溪国家湿

地公园、张掖国家湿地公园为案例地，主要研究内容为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 此后，国家湿地公园研究开始

转向湿地资源、湿地调查、湿地生态恢复；２０１８ 年以来，湿地景观格局分析、湿地植物区系和生物多样性成为

持续至今的研究热点，景观设计研究持续时间较短（图 ５）。

图 ５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国家湿地公园研究引用最多的 １０ 个突现关键词

Ｆｉｇ．５　 Ｔｏｐ １０ ｂｕｒｓ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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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作者合作网络和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某一研究领域的论文核心作者对研究发展有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２８］，作者合作网络分析可以显示不同

学者在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贡献。 运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１．Ｒ３ 软件，设置节点类型为作者、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图 ６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国家湿地公园作者合作网络

　 Ｆｉｇ．６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时间切片为 １ 年，得到节点数为 ５６２、连线数为 ６２２、
密度为 ０．００３９ 的国家湿地公园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
图中节点强度最大的作者是发表 ２１ 篇论文的但新球，
其次是发表 １５ 篇论文的吴后建，发表 １０ 篇论文的马国

强、舒勇和黄琰，发表 ９ 篇论文的刘世好，发表 ８ 篇论文

的潘丽丽、马存世、苏秦等。 主要论文作者相互合作形

成了以但新球、吴后建、刘世好、黄琰、舒勇等为核心作

者的主要作者合作网络，以马存世、马述宏和李文华为

核心的较小规模作者合作网络，以及分别以刘红玉和李

玉凤、吴明、李丽、吴明为核心的小规模作者合作网络。
发表具有较高影响力国家湿地公园研究论文的作者还

包括安树青、洪剑明、李文华、潘丽丽、梁金花和杨利等

（图 ６）。
作者发表论文被引次数方面，但新球、吴后建是发

表论文篇数最多、被引用次数也最多的 ２ 位论文作者，其次是发表论文篇数较少、但被引次数较多的崔丽娟、
张曼胤，论文总被引用次数均为 ２８６ 次，再其次是被引次数分别为 ２８５ 次、２６１ 次和 ２３３ 次的舒勇、黄琰和刘世

好，３ 位分别发表了 １０、１０ 和 ９ 篇论文，相互有较紧密的合作发表论文关系。 商晓静、王义飞、李伟、俞青青、
吴明、吕咏、陈克林、李玉凤等的论文被引频次也较高，受到较大关注（表 ３）。

表 ３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国家湿地公园研究论文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及发表论文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２２

排序
Ｎｏ．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论文篇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被引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序号
Ｎｏ．

作者
Ａｕｔｈｏｒ

论文篇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被引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１ 但新球 ２１ ４２９ ９ 王义飞 ４ ２２９

２ 吴后建 １５ ３２０ １０ 李伟　 ２ ２２９

３ 崔丽娟 ５ ２８６ １１ 俞青青 ４ ２１９

４ 张曼胤 ４ ２８６ １２ 吴明　 ６ １５７

５ 舒勇　 １０ ２８５ １３ 吕咏　 １ １５３

６ 黄琰　 １０ ２６１ １４ 陈克林 １ １５３

７ 刘世好 ９ ２３３ １５ 李玉凤 ５ １４７

８ 商晓静 ３ ２３２

分析作者所属机构可以为了解当前参与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机构及相互合作关系，构建新型研究合作关

系和模式、推动研究持续深入发展提供参考。 运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６．１．Ｒ３ 软件，把节点类型设定为机构、时间跨度

设定为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时间切片设定为 １ 年，得到节点数 ４３２、连线数 ２２１、密度为 ０．００２４ 的国家湿地公园研

究机构共现图。 图中显示的开展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包括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

院（发表 ３４ 篇论文，以下相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３３ 篇）、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２５ 篇）、国家林业局

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２２ 篇）、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２０ 篇）、东北林业大学（１７ 篇）、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１７ 篇）、浙江工商大学（１５ 篇）、浙江农林大学（１０ 篇）等，上述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我国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

主力。 跨机构合作研究方面，发文数量最多的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相互

１６５９　 ２２ 期 　 　 　 张振煜　 等：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国家湿地公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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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国家湿地公园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Ｆｉｇ． ７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２２

合作紧密。 图中各节点连线数仅为 ２２１，只形成了几个

规模较小的机构合作网络，独立研究机构较多，说明研

究机构相互间的研究合作还不够紧密（图 ７）。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中国湿地类型齐全、湿地面积广阔，建设国家湿地

公园是我国保护与合理利用湿地的重要手段［２９］。 研究

国家湿地公园的论文发表数量年际变化表明：２００４—
２０１２ 年是我国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起步和发展阶段，
２０１３ 年以来进入研究快速发展阶段；２００４—２０２２ 年国

内学者在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建筑科学与工程、生物

学和旅游 ４ 个学科发表的国家湿地公园研究论文最多。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和聚类分析表明：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湿地公

园规划设计、湿地植被、水生植物和植物区系、植物和鸟类物种多样性特征、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景观

格局分析与评价、可持续发展模式、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旅游、湿地保护的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人类活动对

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湿地保护的生态措施和工程措施，促进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科

普宣教、自然教育措施等。
根据关键词聚类研究的起始时间、持续时间和时间线上节点密集程度和关键词突现时间，国家湿地公园

研究主题分 ５ 类，最初的研究是国家湿地公园案例研究，持续时间较长的研究主题有国家湿地公园规划、湿地

保护、湿地生态旅游，当前的研究热点问题包括国家湿地公园的湿地生物多样、湿地景观格局分析、景观规划

与管理优化策略、植物区系、鸟类多样性及动态变化等。
作者合作网络和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分析表明：但新球、吴后建、马国强等是发表国家湿地公园研究论文较

多作者，形成了以但新球、吴后建、黄琰、舒勇、刘世好等为核心的作者合作网络。 但新球、吴后建是论文被引

用频次最高的作者。 发表国家湿地公园研究论文的研究机构主要包括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东
北林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 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林业局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合作

关系比较密切，其他机构相互合作较少，只形成了几个规模较小的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３．２　 讨论

从文献计量分析得到的国家湿地公园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看，我国国家湿地公园研究主要围绕国家湿地

公园规划、湿地植物群落、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评价、退化湿地生态修复、湿地生态旅游发展等主题展

开，研究主要关注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和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实际问题，对需要研究的相关科学问题认识还

不够，还没有形成较成熟系统的研究体系。 应挖掘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科学问题，并加强跨学科研究，为国

家湿地公园建设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以往发表国家湿地公园研究论文的作者和研究机构虽然较多，但作

者、研究机构间互相合作较少、研究方向分散，各研究方向难以持续深入，未来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和研究

机构应加强合作，根据国家湿地公园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个人特长和所在机构的研究优势，确定国家湿地

公园生物多样性特征与保护、湿地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旅游发展、湿地资源合理利用、湿地科普宣教等稳

定、持续的研究方向，进一步深化国家湿地公园研究。
研究没有分析国家湿地公园研究外文文献，定量分析对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前沿问题把握不够全面。 以

标题中含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为检索条件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检索并人工筛选发现：２０１０—２０２２ 年国

内学者以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对象发表的外文学术论文仅 ２７ 篇、总被引 １２６ 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国家湿地

２６５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３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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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的生物多样性特征及保护、湿地生态恢复和景观建设对生物多样性和水质的影响［３０—３１］、生态旅游的游客

行为和环境影响［３２］、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和健康评价、国家湿地公园的小气候调节作用等［３３］。 这表

明我国针对国家湿地公园研究的国际传播文献较少、国际影响力还较低。 此外，研究对检索到的论文再次进

行人工筛选、剔除重复或不相关论文时，筛选判断难免存在个人主观因素，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文献

定量分析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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