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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湿地是地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在抵御洪水、调节

气候、涵养水源、控制污染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4-6%[2]。

研究表明，湿地景观格局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当前的环境

变化。湿地中有多样的、复杂的湿地景观斑块，这些斑

块的布局受到自然、人类以及社会经济环境各种因素的

直接影响，并且表现出明显的景观异质性；对此进行分

析，从而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信息
[7]。20 世纪 80 年代初，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举行，使

得湿地的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得到重视；同一时期，景

观生态学的蓬勃发展，使得湿地景观局变化在区域尺度

上的研究得以更加全面、更加系统 [3]；这一研究可以更

好的帮助我们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实现可持续的湿地资

源利用。湿地研究成为国际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研究的热

点领域之一 [1]。本文运用 Cite Space 软件，对相关度高的

文献进行梳理，旨在生动、清晰、直观的展示该研究领

域的研究概况并分析预测热点趋势，为未来的湿地景观

格局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我国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的基础研究概况

1. 发文数量分析

文献发表的时间以及文献的数量可以反映湿地景观

格局演变这一主题的发展趋势以及发展速度。根据我国

国内的发文数量演变可以得知（图 1），我国对混地景

观格局的研究初步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2002 年至

2003 年，年发文量均在十篇以下。到 2005 年，发文量第

一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2006 年至 2012 年文献发表

量呈现了一个增长的趋势，且增幅较大。至 2013 年，年

发文量已经接近 60 篇；同年，年发文量到达了峰值，为

54 篇。2013 年我国国家林业局出版了《湿地保护管理规

定 2013 版》，因此关于湿地以及湿地景观格局的研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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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文献年度发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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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激增。2017 年，发文数量再一次增多；直至 2019 年年

发文量都接近 45 篇。究其原因，国家林业局在 2017 年对

《湿地保护管理规定 2013 版》进行了修改并发布新的管

理规定，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政策迅速做出反应，政策的

发布和调整也密切影响着发文数量。不难看出时至今日，

湿地景观格局的变化都是研究热点，在 2020 年至 2022 年

发文量也十分可观。这体现着湿地研究紧随时代以及政

策变革的特点。

2. 研究热点分析

（1）关键词共现分析及出现频次分析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的核心概括，对论文关键词进行

分析可对文章主题窥探一二。这些关键词之间通常存在

着某种关联，而不同文章间的这种关联可以用共现的频

次来表示。通常，词汇在同一篇文献中的重复次数越多，

就意味着它们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而关键词共现分析则

是一种更加精准的方法，它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文献中词

汇和名词短语的共同出现的频次，来推断出不同学科之

间各主题的联系。统计一组文献的主题词两者之间在同

一篇文献出现的频率，便可形成一个由这些词对关联所

组成的共词网络。

通过整理五百余篇文章，从中提取了出现量前十二

的关键词（图 3）：其中，景观格局出现次数最多，达到

了 366 次；其次是湿地，达到了 165 次；除此之外，驱动

力、景观指数、遥感以及滨海湿地出现频次紧随其后，

分别为 76 次、56 次、55 次以及 48 次；动态变化、土地

利用以及湿地景观分别出现了 42 次、34 次以及 22 次。

图2　关键词出现频次柱状图

（2）关键词突现分析

通过关键词突现图谱（图 3）可以看出不同的关键

词突现时序的前后，突现的强度代表了关键词与研究主

题的相关性大小。运用 Cite Space 对关键词进行突现分

析，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湿地景观格局变化这一

研究主题下突现的关键词、突现的时间段以及突现强度。

由此可以分析出领域内研究侧重点的变化，并推测出未

来的研究方向。

图3　关键词突现图谱

3. 主要研究热点分析

（1）景观格局变化驱动力研究

研究主要可以分为自然因素为主的景观格局演变驱

动力分析以及人为因素为主的景观格局演变驱动力分析。

自然驱动因子常常是在较大的时空尺度上作用于湿地景

观格局。它作用的时间长、范围大，可引起大规模的景

观格局变化。自然驱动力通常会对湿地景观产生重大影

响，这些影响通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并且影响范围

广阔。地壳的构造以及运动、风力以及流水的作用、气

候的作用、不同的植物的群落的演替等等关键因素都是

大范围改变湿地景观格局的因素。

（2）湿地时空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当前，我们的研究领域非常宽泛，不仅有对国家尺

度的湿地的分布以及演变的研究，更有对小区域的省域

以及典型湿地的时空变化驱动因素分析。为了进一步提

高湿地的解译精度，采用高清晰的卫星图像可以帮助我

们获得更加准确的数据，并且可以将这些数据与实际的

地形测量、气象观测等数据联系起来。因此，在可视化

软件的帮助下建立相关数据库，研究湿地时空变化的相

关驱动因素，能准确识别湿地的保护空缺以及潜在的湿

地恢复区，可以让我们更加有效的精准保护和修复湿地

满分区域实施不同的保护措施。

（3）景观格局演变动态化模型

湿地的景观格局演变一直以来是一个持续性的、动

态化的过程，因此借助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构造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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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模型也是研究的关键。目前的研究表明，湿地景

观格局的改变受到许多不同的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彼

此相互联系，而且受到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等外部条件

的限制，使得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变得模糊不清，存在

许多灰色区域；无法通过常规的数学模型来准确描述它

们的主次关系。且目前，由于无法完整收集到所有可能

对湿地景观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所以采用灰色关联度

分析方式来衡量和研究那些既有一定的可预测性，又有

一定不确定性的情况。

二、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 CNKI 的相关文献进行收集与分析，运

用 Cite Space 绘制图谱。从发文数量变化、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出现频率、核心作者及作者间关系网、文献来

源、湿地景观格局发展的时序进展以及中国国内与湿地

相关的事件进行分析和总结。我国对于湿地景观格局的

研究起步时间较晚，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推进以及国

家对于人居环境的逐渐重视，我国的相关研究呈现突

飞猛进的趋势，并且在不断地研究中取得了丰富的研

究成果。

未来的研究将更加注重多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的融合，

以更加全面的视角来探索河流、湖泊、河口等湿地系统

的结构、功能、格局及其相互作用的机理；充分揭示不

同类型组分间以及湿地系统整体与局部之间相互作用与

反馈机制，正确把握湿地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格局与过

程上的整体关联。通过综合考虑多个维度的相关理论以

及影响，建立完善的湿地科学理论体系，以及促进生态

水文、生态水利等多学科的深入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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