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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公民科学数据应用研究进展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王瑞琳１，２，马克明１，２，∗

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区域与城市生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公民科学自诞生以来，逐渐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科学活动。 鸟类研究中，基于公民科学数据所做的科研成果不断增加，
但目前对本领域的研究现状尚无全面系统的分析。 本文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基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库中 １９８４—２０２４ 年

８ 月间的 ９２５ 篇文献，通过关键词时间线演化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和热点涌现分析等方式，对公民科学数据在鸟类研究中的

应用现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结果表明：（１）学科发展至今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发文量先后经过了匀速增加、呈指数型

增加和波动中有所下降的发展趋势。 （２）目前国外科研机构在本领域内比较活跃，这些机构的研究内容经历了从基础数据描

述性研究到算法升级、模型开发再到数据应用扩展和新技术引用的转变过程。 （３）研究主题聚类结果显示，本领域可被划分为

种群动态、物种分布、农业环境政策和鸟类繁殖调查等 ２０ 个聚类，鸟类种群研究、外界影响研究、鸟类医学研究和鸟类生理研究

四个大方向。 “公民科学”、“分布范围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影响”将是本领域未来的研究热点。
关键词：公民科学数据；鸟类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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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学数据正式诞生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公众的科学素养提升，公众参与公民科学

的热度逐渐提高，这使科学不再是有高门槛的专业人士准入领域，而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社会活动［１—３］。 公

民科学活动可以在很多领域展开，本文主要探讨公民科学数据在鸟类研究中的应用现状。 南非开普敦大学最

早启动了正式的公民观鸟项目、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首创了“公民科学”这一词汇，经过

四十余年的发展，公民科学活动由早期的基础观察数据收集，发展为数据分析和解读、基于数据的模型应用和

基于数据的引申研究等［４—６］。 研究者围绕鸟类繁殖调查、气候变化、种群丰度、群落生物多样性、栖息地选择

模式、物种对物候的响应和基因的表达等方面做了很多研究［７—９］，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公民科学数据可被有

效应用于科学研究和保护政策制定等领域。 公民科学项目在大范围的景观尺度上获得海量的物种分布、丰度

和它们随时间变化的信息，这些数据经过适当的分析后，可用来准确地捕捉广泛分布、高度流动的物种的景观

尺度年际和内部分布动态［１， １０］。 公民科学数据收集为履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监测的集体义务、参与环境

评估和促进国际生物多样性监测等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１１］。 然而目前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数据的收集情况

总结和数据的实际应用层面，对于数据的整体应用现状、研究方向的转变、研究热点演化等方面尚未有系统性

的研究。 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学统计和分析，基于关键词生成的时区演化图、关键词聚类网络和关

键词涌现性分析等，对研究发展约四十年的成果作进一步的梳理和总结，旨在揭示学科的发展过程和演变趋

势，以期为本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１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库中，以 ＡＬＬ＝（（“ＧＢＩＦ” ＯＲ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Ｒ ｍｏｖｅｂａｎｋ ＯＲ “ｅＢｉｒｄ” ＯＲ
“ＢＢＳ”）ＡＮＤ ｂｉｒｄ）为检索式，搜索文献类型为“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ｖｉｅｗ ａｒｔｉｃｌｅ”“ｂｏｏｋ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对文献检索结果进行

去重处理，最终得到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来源的检索文献 ９２５ 篇，时间跨度为 １９８４ 年至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该软件基于结构洞和觅食理论，自动分离出无用信息，在海量文献

中生成学科发展脉络，找到学科演化的关键节点，并对学科内的关键词、相关研究、合作机构或合作作者间的

网络图谱进行可视化展示［１２—１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文献发表趋势分析

对本领域文献发表趋势进行统计，图 １ 为年发文量变化趋势图，本领域的年发文量在 １９８４ 年到 ２００１ 年

之间缓慢稳定增加；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１３ 年之间显著增加；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２４ 年之间发文量稳中有降。 结合发文量变

化趋势和学科进化理论［１４］，将该领域的学科发展大致分为 ３ 个阶段。 第一阶段，相关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学
科发展处于探索期，在这一时期，南非开普敦大学启动了公民观鸟项目、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的研究

人员首创了“公民科学”这一词汇［２］。 学科发展的第二阶段，全世界范围内开始有更多的公民科学活动出现，
参与人数可达数百万，相关的研究也迅速增加。 在第三阶段，公民科学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数据积累

量已达到一定规模，基于公民科学数据的相关研究也有稳定增加，在数据的收集、筛选、清洗和计算方面，均取

得了一定的进展［１， １５］，然而在 ２０２０ 年，新冠这一流行病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爆发，降低了公众对公民科学活动

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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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度，影响了原始数据的积累，因而导致第三阶段后期，相关研究的发文量有显著下降［１６］。

图 １　 相关研究年度发文量走势图（１９８４—２０２４ 年）

Ｆｉｇ．１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４ ｔｏ ２０２４

２．２　 主要研究机构及合作情况分析

分析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和涌现性，可以快速了解本领域内权威机构间的合作情况，并找出最具影响力

的科研机构，便于研究者有针对性地查阅领域内相关文献。

图 ２　 研究机构聚类图谱

Ｆｉｇ．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ａｐ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如图 ２ 所示。 以研究机构发文的关键词为聚类依据，科研机构的合作网络被划分为

１２ 个聚类。 其中，有的科研机构重点研究特定物种，比如康奈尔大学和牛津大学主要研究加拿大威森莺，英
国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爱丁堡大学主要研究物种是鸡。 英国鸟类基金会、剑桥大学和皇家鸟类

３　 １０ 期 　 　 　 王瑞琳　 等：鸟类公民科学数据应用研究进展———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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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学会主要研究范围是埃塞俄比亚。 犹他州立大学则主要研究鸟类与昆虫间的物种互作关系。 全球生物

多样性信息网络（ＧＢＩＦ）、北美鸟类繁殖调查（ＢＢＳ）、移动银行（ＭＯＶＥＢＡＮＫ）和电子鸟（ｅＢｉｒｄ）是目前国际上

四大主流鸟类公民科学数据库。 但这里的聚类结果中，并未形成 ｅＢｉｒｄ 的聚类，这说明在物种分布数据使用

层面，ＧＢＩＦ 的影响力已超过 ｅＢｉｒｄ。 而在这里具有明确聚类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北美鸟类繁殖调查

和移动银行三大公民科学数据库聚类中，北美鸟类繁殖调查和移动银行都体现了数据库创建单位对各自数据

库数据使用的绝对统治力。 而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聚类下，各科研机构的发文量、单位间的联系紧密程

度都大致相当，说明该数据库真正做到了数据的开放性、公开性和公平性。
以发文机构的活跃起始时间为依据给研究机构的聚类结果排序，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具有高涌现性的研究

机构中，有三家机构来自加拿大，五家来自美国，六个来自英国。 其中，加拿大的科研单位在本领域早期脱颖

而出，他们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种群丰度，加拿大野生动物管理局使用欧洲和北美的鸟类调查数据，强调了非作

物栖息地对农田鸟类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１７］；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通过回顾北美鸟类繁殖情况调

查的历史，描述并总结被调查的所有物种的趋势结果，重点介绍了草地繁殖鸟类，旱地繁殖鸟类和空中食虫鸟

类 ３ 类保护问题［１８］。 随着时间推移，基于北美的鸟类调查数据的公民科学数据积累达到一定体量，以北美的

鸟类调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的科研单位，如美国内政部、美国地质调查所和美国农业部开始在本领域内具有

高涌现系数，这些单位的主攻方向都是基于北美鸟类调查数据估算物种丰富度、探究影响物种丰富度的因

素［１９—２０］。 而当本领域内的研究发展到第三阶段，各机构的研究方向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变。 英国鸟类基金会

和圣安德鲁斯大学分别从不同尺度上探讨鸟类群落组成随气候的年际变化［２１—２２］，而罗斯林研究所和爱丁堡

大学则另辟蹊径，从广泛收集到的物种数据中，选出在众多领域均具有代表性的指示物种，研究其基因和遗传

基础［２３］。 虽然加拿大野生动物管理局和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在学科发展的后期，与其他机构在同时期

内不具有高涌现性，但根据各机构的发文趋势来看，这两家单位在本领域一直有稳定成果输出。 在做本领域

内的研究时，可将这两家机构的成果作为学习重点。
２．３　 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

以关键词为基础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生成时区演化图，按关键词出现的时间顺序和引用关系对关键词节点进

行排序和连线，以反映本研究领域在不同时间段研究主题的发展变化趋势和领域内知识的内在联系，找出本

领域内重要研究阶段和热点演化趋势［１，３］。
结合图 ３、图 ４ 表 ２，各阶段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热点可总结如下：
１９８４—２００１ 年，学科发展处于起步阶段，通过查阅文献可知，北美鸟类繁殖情况调查始于 １９６６ 年，是一

项长期的、大尺度的、国际化的鸟类监测项目［２４］，在本文所提取到的文献信息中，其数据最早于 １９８４ 年应用

于相关研究，至今在本研究领域共出现过 ９２ 次，是整个关键词网络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节点［２５］。 此外，“鸟
类”、“保护区”、“丰度”、“多样性”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高频词，这一时期具有涌现性的关键词为“破碎

化”，结合以上两点，说明在此阶段，研究内容侧重于原始数据积累，而具有高涌现性的关键词“破碎化”，说明

在此阶段，鸟类公民科学数据被广泛应用于鸟类保护区现状、鸟类种群动态、种群丰度和鸟类栖息地质量等方

面的研究［１７， ２６—２７］。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随着学科的进步和发展，研究内容得到进一步细化和深入。 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基于公

民科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内容从丰度、多样性和变化趋势等单一现象的描述，转向鸟类群落、种群丰度、
生物多样性等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这些复合性研究［２８—３１］。 在上一研究阶段作为高频次出现的北美鸟类繁殖情

况调查、丰度和栖息等，在此阶段具有高涌现性，这反应了以北美鸟类繁殖情况调查数据为主的公民科学数据

积累到了一定的体量，并在种群丰度和栖息地方面有广泛应用。 在此阶段，“农场鸟类”和“分布”是涌现强度

仅次于“北美鸟类繁殖情况调查”的涌现关键词，“栖息地”和“农场鸟类”是本阶段涌现时间最长的关键词，
说明这一时期，农场是鸟类公民科学数据获取的主要场所，并且相关研究集中在鸟类栖息地分布、农场鸟类与

其他物种间的冲突等方面［３１—３４］。

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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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关键词时间线演化图（１９８４—２０２４ 年）

Ｆｉｇ．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４ ｔｏ ２０２４

图 ４　 关键词涌现图

Ｆｉｇ．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ｓｔｓ

　 　 ２０１５—２０２４ 年 ８ 月，随着数据的积累和研究方法的突破，基于公民科学数据的相关研究在传统的生态学

领域基础上产生了鸟类医学和鸟类生理学等新兴领域分枝。 “基因”的“表型”、“序列”、“系统发育分析”等
成为新的研究方向，公民科学数据集的应用范围已不再局限于田间调查、宏观尺度等层面，物种的免疫反应、
禽流感的传播、物种系统发育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公民科学数据集的参与［３５—３７］。 在传统生态学领域，“公民科

学”、“分布范围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影响”等得益于数据的积累、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改进，在实证研究和假设验证层面，有了新的扩展和突破［３８， ３９］，凭借着高涌现性，这些关键词无疑是本领域未

来几年的研究热点［４０—４２］。

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５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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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关键词频次和具有突现性的关键词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ｓｔｓ

年份
Ｙｅａｒ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涌现性 Ｂｕｒｓ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年份
Ｙｅａｒ

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频次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涌现性 Ｂｕｒｓｔ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１９８４—２００１ 年
北美鸟类繁殖情况
调查（９２） 破碎化（３．８２） 表型（３０） 生存率（４．０３）

鸟类 （９０） 响应（３０） 美国（４．３４）

保护区（８４） 物种丰度（２６） 分布（６．２）

丰度（８１） 影响（２６）

多样性（５３） 气候（２５）

模式（４４） ２０１５—２０２４ 年 传输（１３） 表型（４．５５）

栖息地（４３） 转换（１０） 传播（５．９６）

种群趋势（４３） 基因（８） 公民科学（４．９９）

衰退（３２） 北部（７） 转换（３．９７）

动态（２９） 序列（７） 生物多样性（４．７７）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 气候变化（８５） 北美鸟类繁殖情况
调查（８．１３） 黄体生成素（６） 影响（４）

生态多样性（７６） 丰度（４．３４） 免疫反应（６）

公民科学（３７） 栖息 （５．４２） 禽流感（６）

进化（３６） 农场鸟类（６．６２） 系统发育分析（６）

群落（３２） 种群变化（４．６７） 栖息地利用（６）

２．４　 研究主题聚类分析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使用聚类轮廓值来评判聚类效果，聚类轮廓值大于 ０．３，即可视为图谱结构显著［１２， １４］。 本文的

聚类轮廓值均大于 ０．８，可视为聚类结果具有高显著性，说明其结果主题明确，结论可靠。 综合图 ３ 和表 ３，可
将研究热点分为鸟类种群研究、外界影响研究、鸟类医学研究和鸟类生理研究四个方向。

鸟类种群研究是本领域自诞生起便有的最基础的研究方向。 起初，公民科学数据被用来记录、反应鸟类

迁徙这一自然现象，这一“监控”过程实时反应了物种的种群动态，随着数据的积累，逐渐被科研人员用来系

统地研究区域内多个物种整体种群动态、种群趋势、分布范围和迁徙模式等［２１， ４３—４４］。 从特定年份的鸟类调查

数据中，能明显看到个别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使用层次模型、线性模型等，对数据进行科学分析，并对结果进

行比较，找出物种数量的增减模式和影响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保护建议［１１， ４５］。 后来，数据的积累达到了

一定的程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都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研究方法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创新，研究者有足够体

量的数据去研究种群中个别群体或个别物种的迁徙模式，比如迁徙群体中个体的游离状态、特定物种比如燕

子的种群动态等［１０， ４６］。
外界影响研究这一方向又可细分为自然影响和人为影响。 物候期和橡果产量可视为自然影响。 随着越

来越多的国家、地区或组织积极开展鸟类调查项目，有多项研究基于大尺度、多源的公民科学数据，量化不同

物候期，气候变化对不同营养水平物种的相对影响；还有研究使用鸟类丰度的长期数据，检验当地物候与群落

指标时空趋势之间的关系［２２， ４７］。 “橡果产量”这一分类名称是根据研究的关键词自动生成的，可将其引申为

作物产量对物种的影响。 随着北美鸟类繁殖调查数据的数据量已经积累至一定规模，研究人员以该数据集为

基础，提出一些指数来测量多种常见物种的区域数量，确定橡树的桅杆作物是群落功能的重要决定因

素［４８—４９］。 农业环境政策属于人为影响。 英国的环境管理机构为解决农田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问题，利用欧洲

的繁殖鸟类调查数据，对农田鸟类种群变化的影响进行评估，证明了制定正确的农业环境政策，可以有效实现

环境管理计划目标、改善农田生物多样性下降的问题［５０］。 从图 ２ 可以看到，“农业环境政策”在整个关键词聚

类网络中，起到桥梁作用，物种分布和农场鸟类等关键词与其有密切联系，说明农业环境政策对物种分布、农
场鸟类有重要影响。

７　 １０ 期 　 　 　 王瑞琳　 等：鸟类公民科学数据应用研究进展———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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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医学和鸟类生理学是公民科学数据的新应用方向。 公民科学数据的采集方式具有简单、直接、快捷

和非专业等特点，而鸟类医学和鸟类生理学是两个专业性极强且对环境、手法有高标准和高要求的研究方向。
根据聚类结果，阅读相关节点下的代表性文献，发现公民科学数据在此起到“指示剂”或“风向标”的作用。 研

究人员在公民科学数据库中发现，某物种在不同数据库中均表现出某种现象，为研究其成因，研究人员转而采

用实验室手段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５１—５２］。 如利用 １９９４—２００６ 年英国种鸟调查数据，计算基因点特异性多样

性和群落专业化指数，探讨了物种多样性和鸟类群落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变化模式，为监测气候变化的影响提

供了强有力的指标［４７］。 随着数据的积累和学科的发展，这种数据使用方式展现了一种使用公民科学数据的

全新思路。 但结合图 ３ 的关键词时间线演化图和图 ４ 关键词涌现图可知，鸟类医学和鸟类生理学目前并不是

本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表 ３　 关键词频次和具有突现性的关键词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ｒｓｔｓ

主题集群
Ｔｏｐｉｃ ｃｌｕｓｔｅｒ

聚类编号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聚类大小
Ｓｉｚｅ

聚类轮廓值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平均年份
Ｍｅａｎ ｙｅａｒ

聚类名称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ｎａｍｅ

代表文献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鸟类种群 １ ５５ ０．８０９ ２００３ 北美鸟类调查 Ｔｕｌｌｏｃｈ （２０１３ 年）

Ｔｈｅ ａｖｉ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３ ４７ ０．８６１ ２００１ 种群趋势 Ｎｅｂｅｌ （２０１０ 年）

５ ３８ ０．８１ ２０１２ 模型 Ｂｌｅｄ （２０１１ 年）

６ ３６ ０．８５３ ２００２ 点位统计 Ｂｏｕｌｉｎｉｅｒ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２４ ０．８８９ ２００７ 种群动态 Ｄｅｖｉｃｔｏｒ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２２ ０．９９９ ２０２０ 燕子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２０１８ 年）

１５ ２１ ０．９０８ ２００５ 游离状态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 （２０１７ 年）

１７ １２ ０．９４９ ２０１２ 物种分布 Ｔｕａｎｍｕ （２０１４ 年）

外界影响 １０ ２８ ０．８８８ ２０１９ 物候期 Ｔｈａｃｋｅｒａｙ （２０１６ 年）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１４ ２２ ０．９０２ ２００６ 农业环境政策 Ｂａｋｅｒ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２１ ０．９５９ １９９９ 橡果产量 Ｍｃｓｈｅａ （２０００ 年）

鸟类免疫学 ０ ６７ ０．９ ２０１３ 禽类 Ｃｏｎｃｅｉｃａｏ （２０２０ 年）

Ａｖｉ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４ ４１ ０．９０５ ２００６ 禽流感组合 Ｔｕｌｌｏｃｈ （２０１３ 年）

７ ３２ ０．８９８ ２０１６ 剂量补偿 Ｈｏｗｅ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２５ ０．９７１ ２０１１ 先天免疫 Ｂａｓｓｅｔｔ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６ ０．９９４ ２０１９ 免疫逃离 Ｉｑｂａｌ （２０１２ 年）

鸟类生理学 ２ ５０ ０．８５２ ２０１３ 系统发育分析 Ｄａｖｅｙ （２０１２ 年）

Ａｖｉａ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８ ３０ ０．９６１ ２０１２ 细胞 Ｏｐｐｅｌ （２０１５ 年）

９ ２８ ０．８８９ ２０１２ 皮质脂酮 Ｎｅｂｌｅ（２０１０ 年）

３　 结论与展望

３．１　 结论

本文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以公民科学数据在鸟类研究中的应用为主题，对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库中的 ９２５ 篇文献进行文献计量研究，从年发文量、科研机构合作网络

和主题聚类与热点演变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公民科学数据在鸟类研究中的应用，相关研究大致可被划分为 １９８４—２００１ 年，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２０２４ 年三个发展阶段。 前两个阶段发文量增速明显，第三阶段发文量稳中有降。
（２）相关研究主要数据来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网络（ＧＢＩＦ）、北美鸟类繁殖调查（ＢＢＳ）和移动银行

（ＭＯＶＥＢＡＮＫ）这三个平台。 相关的研究机构主要来自欧美国家，共有 １４ 家高度活跃的科研机构。 其中，加
拿大野生动物管理局和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在本领域内有持续稳定的科研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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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本领域的研究方向经历了从鸟类种群丰度、多样性和栖息地等现状描述，到物种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种群变化、分布变化和外界环境对物种的多方面影响，再到产生鸟类系统发育和鸟类医学新分支的转变。
“公民科学”、“分布范围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影响”将是本领域未来的热点研究趋势。

（４）主题聚类结果表示，本领域可被划分为 ２０ 个聚类主题，鸟类种群研究、外界影响研究、鸟类医学研究

和鸟类生理研究四个方向。 其中，鸟类种群研究和外界影响研究是本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３．２　 展望

随着公民科学的普及，公民科学数据的积累取得重要进展，鸟类公民科学数据的应用范围也在迅速扩展，
应用领域不仅局限于传统生态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也有重大升级。 为推动本领域的研究发展，未来应该

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１）积极推动原始数据的积累。 数据积累是公民科学数据更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的基础。 目前国际上

重要国家或地区的公民科学数据积累已有一定成效，但全球数据积累程度并不一致，尤其是中国的相关研究

并未在各种聚类结果中有所显现。 公民科学数据是未来科学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应通过积极宣传，提高民

众对公民科学的参与度等方式，促进公民科学原始数据的积累。
（２）注重公民科学数据使用方法的开发。 随着数据积累、计算机性能的提高，一些过去无法实现的模型

或猜想都可以得到实现或验证。 探索新模型和新方法，可以提高数据使用效率，延展数据的应用面，验证更多

普适规律，为科学研究注入活力，促进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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