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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检索了1998-2018年间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收录的8
 

398篇与湖泊湿地研究相关的论文,
 

并利用和弦

图、
 

知识共被引聚类等方法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及可视性表达,
 

以期发现国际湖泊湿地研究的内容及热点.
 

研究显

示:
 

20年来,
 

《WETLANDS》
 

《HYDROBIOLOGIA》
 

《ECOLOGICAL
 

ENGINEERING》是最为活跃的期刊;
 

美国凭

借最多的独立及国际合作论文,
 

对湖泊湿地研究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大多数发文机构分布在美国和欧洲,
 

中国科学

院、
 

美国地质调查局和明尼苏达大学等是著名的湖泊湿地研究机构;
 

“水质”
 

“气候变化”
 

“生态环境”等关键词引起

了广泛关注,
 

湖泊湿地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碳循环与全球气候变化”
 

“湿地生态环境恢复”
 

“湿地信息提取”等方

面.
 

从中国目前湖泊湿地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上来看,
 

中国亟须基于长远视角制定相应的湿地保护与修复政策,
 

以保

护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及其生物多样性,
 

确保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湖泊湿地;

 

文献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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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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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陆地与海洋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综合体[1],
 

是富有高生产力、
 

高生物多

样性的环境资源之一,
 

也被称为“天然物种的基因库”.
 

20世纪中后期,
 

大量湖泊湿地被改造成农田、
 

养殖

池塘等用地类型,
 

湖泊湿地正面临面积萎缩、
 

结构破碎、
 

功能退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2].
 

由于湿地具有极

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及保护湿地的生态健康成为当代地理学、
 

环境生态学、
 

旅游学等

学科关注的研究热点[3].
 

在近二十年湖泊湿地的相关研究中,
 

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环境科学生态学、
 

淡水

生物学、
 

地质学、
 

地理学等方面,
 

包括湿地生态环境的监测与恢复、
 

湿地的固碳功能[5]、
 

湿地水质的检测、
 

湿地环境质量的检测与评价[7]等.
文献计量法是一种利用数学和统计方法来定量分析科学文献传播的工具[8],

 

可观察特定领域发展方

向,
 

并确定新兴学科领域和知识结构的新方法[9].
 

文献计量法不仅可以促进历史研究回顾,
 

而且可以帮助

大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客观地探索学科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10].
 

盛春蕾等[11]将1899-2010年间的湿地

研究划分为5个时间段,
 

利用Thomson
 

Data
 

Analyzer工具对SCI数据库中收录的国内外湿地研究论文进

行关键词、
 

共词关联度等分析,
 

研究近百年来国际湿地研究中关注的热点问题;
 

吴后建等[12]采用文献计量

法,
 

通过定量分析2003-2014年间中国学者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主题、
 

研究热点区域等信息,
 

研究

2003年以来中国湿地公园的研究发展状况;
 

李威威等[13]从作者、
 

研究机构等方面分析1957-2015年间我

国沿海湿地的相关研究文献,
 

研究沿海湿地研究的相关学科、
 

研究热点等,
 

为后续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张国飞等[14]利用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
 

从核心作者与科研机构分布、
 

关键节点文献以及各国研究实力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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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分析1997-2017年间高原湿地的研究热点及发展.
分析发现,

 

目前与湿地相关的文献计量研究主要针对论文的元信息进行分析,
 

较少分析湿地对象的

空间分布特征、
 

各研究论文间的国际合作关系等.
 

此外,
 

初步分析 Web
 

of
 

Science
 

(WOS)数据库的相关

文献发现,
 

自1998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湖泊湿地的相关研究.
 

因此,
 

本文分析了1998-
2018年间在 WOS数据库中收录的与湖泊湿地相关的8

 

398篇出版文献,
 

并从科研文献产出的角度,
 

揭

示全球湖泊湿地研究的热点及热点主题的迁移,
 

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方向提供参考支持.
 

首先分析湖泊湿

地研究的主要文献类型、
 

出版语言及期刊的分布特征;
 

评估各个国家、
 

研究机构及作者的发文量,
 

绘制

全球发文量前10个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和弦图,
 

分析研究机构的空间分布;
 

提取所有出版文献研究的

湖泊湿地,
 

分析出版文献大于20篇的湖泊湿地空间分布情况;
 

通过出版文献的关键词、
 

共被引次数等

信息,
 

讨论湖泊湿地各个时期的研究热点及主题,
 

及其随着时期变化而发生转移的情况,
 

拟为分析未来

的研究重点和方向提供数据支撑.

1 方法与数据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 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
 

检索时间为1998-2018年,
 

检索关键词为“wet-
land”和“lake”,

 

检索范围包括标题、
 

摘要和关键词,
 

共检索出8
 

398篇与湖泊湿地相关的文献.
 

本文涉及的

所有期刊数据来源于2017年期刊引文报告(JCR);
 

2017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

布的统计数据①;
 

英格兰、
 

苏格兰、
 

北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出版物均被视为来自英国的出版物.
本文主要利用Excel

 

2013对发文量前15名期刊的计量指标、
 

国家的发文量和GDP进行统计分析和排

序操作;
 

使用CiteSpace绘制知识领域图,
 

分析作者所属机构所在的空间分布,
 

统计各个国家论文数量的专

题图,
 

利用Echarts绘制前10个发文量最多的国家共同合作发文和弦图.

2 结果统计与分析

2.1 文献基本特征分析

本文从发表文献的数量、
 

文献类型、
 

出版语言及发表期刊的学科、
 

影响力等方面对20年来湖泊湿地文

献的基本特征开展分析.

图1 全球湖泊湿地研究每年发表的文献数量

2.1.1 文献数量变化特征

文献数量的年度变化情况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不同时期湖泊湿地相关研究的发展

水平.
 

图1为全球湖泊湿地研究20年来每年

的发文量.
 

从文献数量的趋势上看,
 

20年来

总体呈逐步上升的趋势,
 

从2005年(共有299
篇)开始湖泊湿地的相关出版文献明显增加,

 

发展较快.
 

2016年(共有771篇)前后迎来另

一阶段的高发文量,
 

出版文献总数较2015年

(共计640篇)增加了131篇,
 

随后2年都保持

在高发文量的阶段.
2.1.2 文献类型与出版语言统计

据统 计 发 现,
 

在1998-2018年 发 表 的

8
 

398篇文献中,
 

主要包含5种文献类型.
 

最常见的文献类型是论文,
 

包括期刊论文与书籍的部分章节

共有7
 

482篇(约占文献总数的89.09%),
 

其次会议论文共计1
 

105篇(占文献总数的13.16%),
 

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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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World
 

Bank
 

GDP
 

Data:
 

https:
 

//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评论共216篇(占文献总数的2.57%),
 

编辑材料
 

40篇(占文献总数的0.48%).
 

由于存在同一篇出版文

献同时属于不同文献类型的情况,
 

因此统计结果存在重复统计的情况.
另外,

 

文献的出版语言主要以英语为主(约占文献总数的98.65%),
 

其次为西班牙语(占文献总数的

0.51%)、
 

法语(占文献总数的0.26%)和中文(占文献总数的0.19%).
2.1.3 文献发表的期刊特征分析

在1998-2018年期间,
 

超过100个期刊都发表了与湖泊湿地研究相关的文献,
 

表
 

1显示的是发表

湖泊湿地相关文献数量排名前15位的期刊的基本信息,
 

包括学科类别、
 

文献数量、
 

占比、
 

影响因子等信

息.
 

统计发现,
 

排名前15位的期刊中,
 

大部分期刊主要来自美国与荷兰,
 

其中期刊所属学科类中,
 

来自

环境科学的最多,
 

共发表文献3
 

319篇,
 

约占文献总数的40%;
 

《WETLANDS》与《HYDROBIOLOGIA》
是发表湖泊湿地的论文数量最多的期刊,

 

分别有311篇和279篇,
 

约占文献总数的3.7%和3.32%;
 

总

被引频次最多的期刊是《HYDROBIOLOGIA》,
 

在该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被引用达到了3
 

074次;
 

来自

Slovakia的《JOURNAL
 

OF
 

HYDROLOGY》期刊是地理科学类别的期刊中发表文献最多,
 

共有105篇,
 

约占文献总数的1.25%.
表1 收录湖泊湿地相关文献数量前15位的期刊信息

期刊名称 学科类别 总的文章 占比/% 总的引用文章 影响因子 国家

WETLANDS ES&E 311 3.70 2
 

430 1.811 美国

HYDROBIOLOGIA MFB 279 3.32 3
 

074 2.169 荷兰

ECOLOGICAL
 

ENGINEERING ES&E;
 

EE 226 2.69 1
 

396 3.023 荷兰

JOURNAL
 

OF
 

GREAT
 

LAKES
 

RESEARCH ES 151 1.80 860 2.354 加拿大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ES 139 1.66 1
 

384 4.610 荷兰

JOURNAL
 

OF
 

HYDROLOGY MG;
 

WR 105 1.25 1
 

469 3.727 斯洛伐克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ES 103 1.23 798 1.804 荷兰

AQUATIC
 

BOTANY PS 87 1.04 1
 

330 1.787 荷兰

FRESHWATER
 

BIOLOGY MFB 80 0.95 2
 

002 3.769 英国

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GY
ES;

 

EE 75 0.89 1
 

401 6.653 美国

JOURNAL
 

OF
 

PALEOLIMNOLOGY ES 69 0.82 372 2.168 荷兰

PLOS
 

ONE B 64 0.76 531 2.766 美国

WETLANDS
 

ECOLOGY
 

AND
 

MANAGEMENT
ES;

 

WR 61 0.73 143 1.581 荷兰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ES 60 0.71 829 2.80 德国

WATERBIRDS Ornithology 60 0.71 786 0.669 美国

  注:
 

ES&E: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ES:
 

环境科学;
 

E:
 

生态学;
 

EE:
 

环境工程;
 

MFB:
 

海洋与淡水生物学;
 

MG:
 

多学科地

球科学;
 

WR:
 

水资源;
 

PS:
 

植物科学;
 

B:
 

生物学;
 

Ornithology:
 

鸟类学.

2.2 文献作者特征分析

2.2.1 文献作者分析

对国家、
 

机构、
 

作者进行分析,
 

有助于了解相关作者、
 

国家及研究机构对湖泊湿地领域的研究程度,
 

研

究发现,
 

发表文献数量前10位的作者如表
 

2所示.
 

从个人发文量情况来看,
 

20年来,
 

全球发表湿地论文前

列的作者分别是P
 

Chow-Fraser,F
 

Li,KR
 

Reddy,YH
 

Xie以及Y
 

Zhang.

221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3卷



表2 发表文献数量前10位的作者

序号 作 者 论文数量/篇 序号 作 者 论文数量/篇

1 P
 

Chow-Fraser 47 6 DG
 

Uzarski 33

2 F
 

Li 42 7 R
 

Perissinotto 32

3 KR
 

Reddy 39 8 L
 

Zhang 31

YH
 

Xie 39 9 XS
 

Chen 30

5 Y
 

Zhang 35 CA
 

Johnston 30

2.2.2 所属国家分析

本文按照发文研究机构所在的国家统计各个国家发表的论文问题,
 

调查了2017年各个国家的国内生

产总值(GDP)在全球的占比,
 

分析湖泊湿地相关研究的空间分布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发表文献数量前

10位的国家及其GDP占比如表
 

3所示.
 

结果表明,
 

已发表文献数量与国家的机构数量成正比,
 

其中发文

数量排名在前三位的国家为美国、
 

中国与加拿大,
 

共发表了文献5
 

181篇,
 

约占文献总数62%,
 

是开展湖

泊湿地相关研究的重要国家.
 

国家发表文献的数量也与其国家自身GDP大体上成正相关.
 

其中,
 

GDP最

高的美国和中国是发文量最多的2个国家,
 

也是湖泊湿地研究机构最多的国家.
 

欧洲是湖泊湿地研究最密

集的地区,
 

其国家机构和论文的数量覆盖了GDP超过一万亿元的国家.
表3 发表文献数量前10位的国家

序号 国家名称 论文数量/篇 GDP占比/% 序号 国家名称 论文数量/篇 GDP占比/%

1 美国 2
 

830 23.99 6 西班牙 363 1.62

2 中国 1
 

453 15.16 7 德国 360 4.51

3 加拿大 898 2.03 8 法国 281 3.19

4 澳大利亚 477 1.64 9 巴西 230 2.54

5 英国 388 3.28 10 印度 221 3.26

2.2.3 研究机构分析

统计发现,
 

共有513家研究机构发表了与湖泊湿地相关研究的文献,
 

发表文献数量前10位的研究机构

如表
 

4所示.
 

在这些机构当中,
 

7个来自美国,
 

3个来自中国,
 

另外1个来自加拿大.
 

其中,
 

中国科学院发

表论文530篇,
 

成为发表文章最多的研究机构,
 

其次是美国地质调查局和明尼苏达大学.
 

其他的研究机构

中,
 

共有286所机构(占总数的55.8%)只分别发表了不多于5篇的论文,
 

其中170所机构(占总数的33%)
分别只发表了2篇论文,

 

这说明这些机构在湖泊湿地的相关研究中缺乏一定的连续性.
此外,

 

大部分的机构院校主要分布在美国和西欧.
 

其中美国东海岸集中了大部分的研究机构;
 

西欧这

些机构主要位于德国、
 

荷兰、
 

法国以及英国等国家;
 

东亚科研机构主要分布在中国;
 

澳大利亚的东南部与

新西兰也有部分的湖泊湿地研究机构.
表4 发表文献数量前10位的研究机构

序号 研究机构 论文数量/篇 序号 研究机构 论文数量/篇

1 中国科学院 530 6 美国环境保护局 125

2 美国地质调查局 339 7 北京师范大学 120

3 明尼苏达大学 167 8 加拿大环境部 103

4 佛罗里达大学 163 9 中国科学院大学 98

5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157 10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94

2.3 国际合作强度分析

从国际合作情况来看,
 

国家之间合作出版的文献超过2
 

500篇(约占文献总数的30%),
 

总体上,
 

湖泊

湿地研究的国际合作程度一般.
 

发表文献数量前10位的国家间的国际合作和弦图如图2所示.
 

其中,
 

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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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区的颜色代表一个国家;
 

扇区面积大小与该国总发文量成正比;
 

每个扇区中心包括2部分:
 

①
 

连接2个

国家的条带表示二者间存在的作者合作研究关系,
 

条带宽度代表二者间合作研究强度;
 

②
 

未与其他国家连

接的条带表示文献作者仅是本国的作者,
 

条带宽度代表文献数量.
从图2可知,

 

国际合作最多的文献来自美国,
 

与美国合作发表文献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和加拿大;
 

另外,
 

美国也是其他几个国家的主要合作伙伴,
 

其次是中国和加拿大.
 

这表明美国、
 

中国、
 

加拿大属湖泊湿地研

究中国际合作水平较高的国家,
 

是湖泊湿地研究的核心国家.
 

英国、
 

德国、
 

法国等国发表的文献数量虽然

不多,
 

但其国际合作水平相对较高,
 

与多个不同的国家合作研究关系占比几乎超过了其总发文量一半.

图2 发文量前10个国家的国际合作和弦图

3 研究热点分析与讨论

3.1 基于关键词的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作为文献检索的重要

指标,
 

是文献研究内容的高度概

括,
 

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研究

热点[15].
 

本节基于高频和强中心

度的关键词共现分析,
 

研究湖泊湿

地的研究热点.
 

其中关键词的中心

度强度表征其中介功能及影响程

度,
 

若关键词的中心度超过0.1,
 

表明该关键词具有较强的中介属

性,
 

与该关键词相关的研究文献较

多,
 

影响力较大[16].
表5为筛选出的频次及中心度排名前10位的高频关键词及强中心度关键词.

 

在高频关键词中,
 

除了作

为搜索词的“湿地”
 

“湖泊”之外,
 

还包括“沉积物”
 

“植被”
 

“磷”
 

“气候变化”
 

“水质”等关键词.
 

这表明湿地的

生态环境退化、
 

保护与恢复重建、
 

生物多样性等研究方向引起众多研究人员的关注,
 

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人

类的活动频繁与工业的快速发展,
 

大量生活污水与工业废水被排入湖泊和河流后,
 

严重影响了湖泊湿地的

水质及生态环境.
 

另外,
 

强中心度关键词中出现的如“湿地”
 

“气候变化”
 

“磷”
 

“水质”等,
 

也表明近年来湖

泊湿地的研究热点集中在湖泊的“水质变化”
 

“湿地生态环境变化”等方面.
表5 出现频次及中心度排名前10位的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出现频次/次 中心度 出现频次/次 中心度 关键词 序号#

1 wetland 2
 

327 0.12 2
 

327 0.12 wetland 1

2 lake 1
 

573 0.1 507 0.12 climate
 

change 2

3 sediment 742 0.06 533 0.11 phosphorus 3

4 water 689 0.04 345 0.11 Macrophyte 4

5 vegetation 560 0.07 1
 

573 0.1 lake 5

6 phosphorus 533 0.11 372 0.09 community 6

7 climate
 

change 507 0.12 258 0.09 basin 7

8 dynamics 434 0.04 430 0.08 water
 

quality 8

9 river 433 0.03 560 0.07 vegetation 9

10 water
 

quality 430 0.08 349 0.07 constructed
 

wetland 10

  注:
 

*:
 

按出现次数排序;
 

#:
 

按中心度排序.

3.2 基于共被引的研究热点分析

面向参考文献的共被引分析,
 

可在海量被引参考文献中高效便捷地定位出湖泊湿地的知识结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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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及其关键文献的变化.
 

为了探究湖泊湿地研究论文中被引用文献之间的关系,
 

本文将研究时段划分为

5个时期,
 

对共同被引用的参考文献进行网络聚类分析,
 

并利用CiteSpace对其进行可视化表达制作文献共

被引分析聚类图,
 

如图3所示.
 

聚类图由若干个节点(出版文献)和链条组成,
 

节点中心的颜色表示文献最

早被引用的时间;
 

节点周围的环显示了文献被引用的历史,
 

其颜色与其时间分区的颜色相对应;
 

环的宽度

与环颜色所对应这一时期该文的被引用量成正比;
 

红紫色晕圈的节点其中心度较高.
 

此外,
 

节点之间的链

条表示2篇文献之间的共被引关系;
 

链条的宽度与2篇文献共被引次数成正比;
 

链条颜色与这2篇文献首

次共被引时的时区颜色相对应.
图3中,

 

MITSCH
 

WJ[19]是#0,#2,#3聚类组中被引次数较高的文章,
 

该文主要对比了中西方生

态工程系统的设计原则、
 

目标、
 

操纵等方面的不同点,
 

但都通过不同的湿地生境恢复技术、
 

湿地水质状

况恢复以及湿地管理对退化的湿地进行修复与重建.
 

#1,#4,#5聚类组中的高被引率的Tranvik等[20]

和David等[21]探讨了湖泊湿地在碳循环和全球气候中的作用,
 

研究了影响湖泊碳库及其转化的机制,
 

并

讨论了湿地的碳代谢随着气候变化而变化的可能性.
 

#6组关于水质的研究中的 Wright等[6]的被引率也

较高,
 

该文通过微生物群落的分解代谢来检测湿地环境的变化与营养物负荷情况.
 

另外,
 

也有学者利用藻

类、
 

水栖鸟类以及鱼类作为评价指标对湿地的环境质量进行检测与评价[22-23].
 

近些年来,
 

随着技术与方法

的创新,
 

GIS空间分析及遥感对地监测等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湿地信息提取、
 

湿地资源调查、
 

湿地动

态监测、
 

湿地保护研究等研究中,
 

已逐步成为湿地研究空间化、
 

定量化研究的重要手段[24-25].
 

利用决策树、
 

随机森林、
 

神经网络等方法,
 

利用遥感影像对湿地景观或土地信息进行提取;
 

还有利用高光谱、
 

多光谱遥

感技术和合成孔径雷达(SAR)技术实时地对湿地进行监测[26-27].

图3 湿地研究的共被引分析聚类图

3.3 不同时期研究热点变化分析

为进一步从时间维度的角度定量分析湖泊湿地研究热点的变化转移,
 

本文将1998-2018年被引用的

湖泊湿地论文分为1998-2002年、
 

2003-2007年、
 

2008-2012年、
 

2013-2018年4个时间段,
 

再分别针

对每个时间段的强中心度及高频的被引文献进行分析.
 

分析发现,
 

1998-2002年间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湖

泊的磷含量确定、
 

富营养化程度、
 

湖泊水质监测等问题[28-31],
 

这也与这几年间世界湿地日的主题相同.
 

与

上一阶段相比,
 

以湿地对全球碳循环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作用为研究的论文在2003-2007年间逐渐出

现[32-34].
 

2008年到2012年间,
 

随着全球变暖问题的加剧,
 

人们意识到湿地生态系统碳汇对大气CO2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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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类生存的重要性,
 

有关的研究论文显著增加[35-37];
 

另外,
 

湿地环境的动态监测与湿地地表信息的分类

和提取等的文献也逐渐增多[38-39].
 

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
 

湿地的动态监测、
 

湿地的恢复重建与管理以及湿

地生态系统服务都成为了近几年(2013-2018年)的研究热点[4,26,40-41].
 

近些年来,
 

尽管众多学者在湖泊湿

地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涉及其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还需要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探索.
3.4 主要研究湿地空间分布

为了探索湖泊湿地相关研究中各个湖泊湿地的研究热度,
 

本文提取了8
 

398篇文献的研究湿地对象,
 

并统计了发文量超过20篇的湖泊湿地.
 

结果表明,
 

北美五大湖(苏必利尔湖、
 

休伦湖、
 

伊利湖、
 

密歇根湖和

安大略湖)的研究文献最多,
 

共有419篇文献(占文献总数5%),
 

鉴于五大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地表淡水储

藏库的独特地位,
 

以及对这一宝贵资源构成威胁的众多压力因素,
 

因而对其进行生态环境与资源方面的研

究是有利的.
 

有关五大湖研究的文献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通过连接其他项目活动降低五大湖湿地磷

和沉积物的负荷率以改善当地的水质和生态系统健康[42];
 

对五大湖沿岸湿地的植被群落进行分类并利用

实测和计算的环境参数评价植被群落与环境的相关性[43];
 

研究五大湖沿岸浮游细菌群的群落组成和多样

性[44];
 

五大湖生态系统的分类、
 

保护与管理并对五大湖进行长期的动态监测以评估其生态系统的现状和相

关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趋势[45-46].
除五大湖之外,

 

很多学者也发表了与鄱阳湖湿地相关的文献,
 

共有176篇相关文献(占文献总数2%),
 

主要围绕评价鄱阳湖湿地健康状况[47],
 

对鄱阳湖湿地的土地利用变化、
 

自然湿地面积变化以及水位状态进

行动态监测[48-49]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研究.
 

另外,
 

其他湖泊湿地也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
 

如中国的洞庭

湖(共有91篇)、
 

地中海区域的泻湖(共有84篇)、
 

北潘塔纳尔湿地(共有67篇)、
 

中国太湖(共有69篇)、
 

亚

马逊洪泛区湖(共有56篇)、
 

维多利亚湖上游的马拉河流域湿地(共有54篇)以及英国北部的密西西比河下

游(共有52篇).
 

这些数据表明这些湖泊湿地是近二十几年来的热门研究区域和对象,
 

受到了众多学者们的

关注与探讨.

4 结 论

本文的分析均基于1998-2018年 WOS(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集的8
 

398篇与湖泊湿地相关的文

献,
 

主要以论文类型存在且出版语言以英语为主,
 

这些文献大多数发表在《WETLANDS》
 

《HYDROBIO-
LOGIA》

 

《ECOLOGICAL
 

ENGINEERING》上.
 

本文对参与湖泊湿地研究的国家机构及其论文的数量进行

了可视化表达.
 

结果表明,
 

已发表文献数量与国家的机构数量成正比,
 

国家发表文献的数量也与其国家自

身GDP大体上成正相关.
 

美国发表论文数最多,
 

不管是国家独立发表的,
 

还是国际合作出版的;
 

其次是中

国和加拿大.
 

在发文量前10个国家的国际合作和弦图中也可以看出美国和中国在全球湖泊湿地研究中处

于核心地位,
 

美国和西欧是湖泊湿地研究兴趣最高的地区.
 

中国科学院的发文数量最多,
 

其次是美国地质

调查局和明尼苏达大学.
 

本文还统计各文献的研究区,
 

分析出热门的湖泊湿地,
 

包括美国的五大湖区、
 

中

国的洞庭湖、
 

地中海区域的泻湖等.
经过CiteSpace的分析显示,

 

“磷”
 

“气候变化”
 

“富营养化”
 

“生态环境”是1998-2018年最活跃的研究主

题.
 

此外,
 

湿地的退化与恢复重建、
 

湿地温室气体与全球环境变化、
 

湿地评价与动态监测是湖泊湿地的几个主

要研究方向.
 

并进一步从时间维度的角度定量考察湖泊湿地研究领域热点主题是如何随时间发展变迁的.
 

最

后,
 

就全球湖泊湿地的现状上来看,
 

我们应进一步对湿地的恢复技术、
 

湿地保护与修复策略、
 

应对气候变化、
 

湿地的长期动态监测与数学模拟等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为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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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ibliometrical
 

Analysis
 

of
 

Researches
 

of
 

Global
 

Lake
 

Wetland
 

and
 

Its
 

Visualized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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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pp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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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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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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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8
 

398
 

papers
 

related
 

to
 

lake
 

wetland
 

study
 

collected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da-
tabase

 

between
 

1998
 

and
 

2018
 

areretrieved,
 

and
 

a
 

chord
 

diagram
 

and
 

a
 

knowledge
 

co-citation
 

network
 

are
 

used
 

for
 

bibliometric
 

and
 

visualized
 

analysis
 

so
 

as
 

to
 

disclose
 

potential
 

academic
 

communities
 

and
 

identify
 

key
 

points,
 

main
 

research
 

fields,
 

and
 

research
 

trends
 

in
 

futur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WETLANDS,
 

HYDROBIOLOGIA
 

and
 

ECOLOGICAL
 

ENGINEERING
 

are
 

three
 

most
 

active
 

journals.
 

USA
 

is
 

the
 

country
 

with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s
 

to
 

lake
 

wetland
 

researches
 

according
 

to
 

its
 

maximum
 

independent
 

and
 

collaborative
 

papers.
 

The
 

majority
 

of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are
 

located
 

in
 

USA
 

and
 

Western
 

Europ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an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re
 

three
 

most
 

notable
 

institutions.
 

Keywords,
 

such
 

as
 

“water
 

quality”,
 

“climate
 

change”
 

and
 

“ecosystems”,
 

have
 

attrac-
ted

 

many
 

researchers
 

attention.
 

Research
 

fields
 

of
 

lake
 

wetland
 

mainly
 

focus
 

on
 

“carbon
 

cycle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recovery
 

of
 

wetl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wetland
 

information
 

extraction”.
 

Currently,
 

China
 

has
 

an
 

urgent
 

need
 

to
 

adopt
 

corresponding
 

wetland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policies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to
 

protect
 

the
 

functions
 

and
 

biodiversity
 

of
 

the
 

wetland
 

ecosystem
 

and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ake
 

wetland
 

resources.
Key

 

words:
 

lake
 

wetland;
 

bibliometrics;
 

Co-Citation
 

Network;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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