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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理学研究的数据识别及应用特征
———基于地理类中文核心期刊文献分析视角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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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据是科学研究的基础,识别地理学研究领域数据来源及其特征对学科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都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以2000年以来5种地理学中文核心期刊所刊载的学术性论文为样本,采用文献内容分析、文献计量、

CiteSpace与编码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些论文使用的数据进行识别、归类,并探索这些数据的获取方式以及在地理学

中的应用特征.结果表明:高频使用数据主要有面板数据、遥感影像、调查数据、TM数据、空间数据、遥感数据、

Landsat数据、NDVI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和 MODIS数据等;使用高频数据的文献聚集主题主要为土地利用、时空

分异、青藏高原、长江经济带、旅游交通、位置定位、气温降水等;数据获取方式及渠道主要有 WoS等数据库、政

府部门官网、百度腾讯等企业、调研实测和卫星遥感;地理学研究数据的获取方式及载体形式呈现多样化现代化,

数据内容与人类社会活动密切相关、时代性特征明显,且人文地理类数据类型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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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ataisthemostbasicpartofscientificresearch,thusidentifyingthedatasourcesanddatafea-

turesofgeographyisofvitalimportanceforboththeoreticalstudyandpracticalapplication.Havingselect-

edacademicpaperswritteninthe21stcenturyfromfivegeographycorejournalsasexamples,thisstudy
hasadoptedthecombinationofcontentanalysis,bibliometric,CiteSpaceandencodingtoidentifyand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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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izethedatainthesepapers,andthenexploredtheacquiringapproachesandapplicationfeaturesinge-

ographyofthesedata.Theresultshowedthatthemostfrequentlyuseddataarepaneldata,remote-sens-

ingimages,surveydata,TMdata,spatialdata,Landsatdata,NDVIdata,censusdataandMODISdata.

Themaintopicsofliteratureaggregationusinghigh-frequencydatawerelanduse,temporalandspatial

differentiation,QinghaiTibetPlateau,YangtzeRivereconomicbelt,tourismandtransportation,location

positioning,temperatureandprecipitation,etc.Additionally,themainacquiringapproachesweredatabase

suchasWebofScience,officialwebsitesofgovernmentdepartments,Baidu,Tencentandotherenterpri-

ses,fieldinvestigationandsatelliteremotesensing.Meanwhile,thedataacquiringapproachandcarrier

formatwerediverseandmodern,datawerecloselyrelatedtohumansocietyactivitiesandalldatahaveob-

viouscontemporarycharacteristics,andhumangeographydatatypesweremoreabundant.

Keywords:geography;dataidentification;dataclassification;dataacquisition;literatureanalysis

大数据、云时代的到来为地理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1999年中国科学院联合19个部委主

持召开国际数字地球会议,2019年,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北京召开“首届中国数字地球大

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建立了多个国家级野外观测研究网络和科学数据中心[1].Good-

Child[2]于2012年发表论文“Next-generationDigitalEarth”,程昌秀等[3]指出大数据对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进展提供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王戈飞等[4]利用相关数据对大规划、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等领域进行了分析研究.综上,这些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数据在地理科学研究领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

1 相关研究

数据已被广泛应用于教学科研、管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合理地使用数据对提高科研水平、

推进创新等具有重要作用.如,在教育研究领域,张颖超[5]就大数据对高等教育发展影响进行了系统的分

析;任一明等[6]指出大数据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创新、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在哲学研究领域,黄欣荣[7]

研究发现,数据将成为科学研究的新对象,大数据可能带来科学研究范式的变革,数据解释将成为科学说

明的新模式;董艳丽[8]对大数据所涉及的哲学内涵进行挖掘.在经济学领域,麦肯锡研究机构肯定了大数

据对于提升各个商业领域价值创造力的巨大潜能,世界经济论坛甚至将大数据定义为类似于黄金或货币一

样的新经济资产,李国杰等[9]指出,在未来科技及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大数据将扮演重要角色.在地理学

科领域,杨振山等[10]与甄峰等[11]指出,大数据的发展对完善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思维和研究方法将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马振刚等[12]研究了自然地理学的大数据源及相关变革;裴韬等[13]揭示了地理大数据

的本质特点,对地理大数据挖掘方法进行了分类.
综上研究大多是从如何利用数据以及如何应对大数据对学科发展带来的机遇、挑战等方面进行研究,

而基于文献内容计量学分析视角,系统梳理某一学科领域内数据来源的识别、归类及应用特征的文献较少.
基于此,本文采用文献分析计量与编码相结合的方法对地理学研究领域中的数据名称进行识别、分类,探

索这些数据获取方式以及在地理学科领域中的应用特征,以期为地理学学科发展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采集

本文选取同时被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收录,且具有较好代表

性的《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和《经济地理》5种期刊2000年以来发表的所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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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为样本,采用人工编码与数据抽取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些论文所使用的数据进行标识、分类,探究地理学

科领域数据获取方式及应用特征.
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获取上文所述5种地理学核心期刊刊载的中文文献的题录信息,包括题名、

作者、关键词、摘要、发表时间等,采用高级检索方式进行检索,检索式为:文献来源= (地理学报 + 地理

科学 + 地理研究 + 地理科学进展 + 经济地理);检索时间跨度为200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共获取文献24974篇,剔除图书推介、刊物简介、会议纪要、讲话、通知、贺词等文章,共获取可编码文献

24903篇.

2.2 数据处理

第一步,因文献题录信息总数据量较大,由2名编码人员在充分熟悉编码方案后,采用人工编码和自

动抽取相结合的方式对数据名称进行编码,在参考地理科学研究常用数据相关文献的基础上[14-16],对所获

取的题录信息按照编码方案进行识别、统计分析,具体的编码方案见表1至表3,主要处理步骤如下.
由2名编码人员对选取的《地理学报》所载的6037篇论文进行人工编码,通过进一步讨论形成数据名

称词集合,编码完成后对编码结果进行信度检验,使用编码交互判别信度K 计算编码的一致性[17].

根据公式Tab=
2Nab

Ma+Mb
得到2位编码者之间的平均相互同意度,其中Nab表示2名编码人员结果一致

的编码数量;Ma 和Mb 分别表示a,b2名编码人员各自的编码数量;

利用公式K=
n×T

1+(n-1)×T
计算编码交互判别信度,其中n 表示编码人员数量;T 表示平均相互同

意度,最终得到编码交互判别信度K=0.82.编码人员对相同内容判断的一致性越高,内容分析的可信度

也越高[18].K 值高于0.8表明2位编码人员的编码结果一致性较好.
第二步,使用VisualBasic对数据名称词集合与题录信息内容进行自动识别匹配,若数据名称集合中

的词与题名、关键词及摘要等内容的词实现完全匹配,则对该文献自动编码,形成自动编码的数据名称数

据集.
第三步,对于利用数据名称集合无法自动识别编码的文献,采用人工编码的方式完成文献的编码.最

后,对每类数据名称的出现频次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数据识别及归类

3.1.1 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类数据来源主要类别有经济地理、人口地理、娱乐地理、城市地理、交通地理.统计发现,出

现频次前10的数据名称有就业类数据、产业企业类数据、贸易数据、交易消费数据、人口统计类数据、旅

游数据、房价地价类数据、快递物流数据、客运货运数据、经济状态类统计数据.从以上统计数据及表1可

知,人文地理类数据品目种类多、来源丰富,且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3.1.2 自然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数据来源类别主要有大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物地理,由于自然地理学本身更加注重

自然地理环境的组成、形成发展及空间分异规律研究,出现频次较高的数据有温度气温类数据、气候气象

类数据、水汽温度类数据、地表河流地形类数据、水土水沙类数据、水质水位数据、降水降雨类数据、森林

植被类数据.从以上统计数据及表2来看,自然地理环境要素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越密切,就越容易受到关

注,相关的研究及数据也会越多,如气温温度、气候气象、水位水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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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人文地理学数据识别及归类

一级主题 二级主题 数据名称

经济

地理

就业 劳动力数据、招聘类数据、前程无忧、就业数据、收入数据、CHIP数据

养老餐饮 养老机构数据、餐饮数据、食物消费数据

大金融 中国金融数据、银行网点数据、贷款数据、保险业数据

产业 产业普查、产业数据、行业数据、工业增加值、工业产值数据

制造业 制造业企业数据、制造业数据

贸易 中国海关数据、贸易数据、进出口数据、海关信息、航运贸易、产品贸易、出口数据

零售业 零售业大数据、零售业数据

投资产出 投资数据、OFDI数据、研发数据、投资数据、投入产出数据、成本收益数据

交易消费 交易数据、供应商数据、全球跨境并购交易记录数据、消费数据、支付数据

经济状态 经济发展、经济截面、经济面板、经济普查、经济统计、GDP数据、生产总值

企业店铺
企业数据、淘宝数据、天眼查、商业数据、上牌登记数据、企业大数据、企业年报、兴趣面

数据、合同数据、工商企业登记注册数据

人口

地理

人口统计
人口流量、常住人口、户籍人口、人口普查、人口调查、人口数据、人口统计、LandScan数

据、三普、四普、五普、六普、人口空间数据、人口分布数据、年龄数据

人口变化 人口变化、人口流动、流动人口数据

人口迁移 人口迁徙大数据、迁徙数据、人口迁移数据、省际迁移数据等

旅游地理 旅游
途牛、大众点评、UGC数据、景观生态数据、客源市场、旅游经济、旅游统计、旅游微博、旅

游政务网、民宿数据、穷游网、去哪儿网、游客量数据、客流数据、Airbnb、WTTC数据等

乡村

地理

农村经济 沟域经济数据、农村经济、农业保险数据

村庄农户 村落数据、村庄数据、农户数据、贫困村数据

科技文

化地理

专利科技
产业合作专利数据、发明专利、全球专利统计数据、专利合作、专利申请、专利交易、专利

权转移、专利转让记录

文化 文化贸易数据、文化企业数据

城市

地理

城市用地

住房建筑

居安客、城市建设用地、地价数据、地块数据、房产数据、房地产交易、居住用地、容积

率、房价、建设用地、建筑普查、建筑数据、租金数据、建成区比率数据

城市特征 城市化水平、城市面板数据、城市数据、城市特征、城市统计年鉴、城镇化发展数据

其他 城市边界解译数据、城市地表信息、城镇人口、舒适物指标数据

交通

地理

快递物流 货物运输、货流、货运、航运、快递、铁路、吞吐量、物流、运单数据、中国邮政

客运 客运流、客运数据、客运班列、客运量、时刻表数据、铁路班次数据

海陆空运

输及路网

出租车、道路网络、地铁系统、浮动车、高速公路、高铁、公交、公路网、航空、航线、交通

路网、路网、AIS数据

交通出行 O-D数据、出行数据、出行调查、交通流量、交通态据、居民出行、携程网

其他 交通事故数据、交通投资数据

社会

地理
社会社交

社会调查、国情普查、基础设施、民政数据、县域数据、社会发展、社会化网络、社交媒

体、社交网络大数据、CFPS、CGSS数据

历史地理 历史文献 历史地图、历史数据、历史水文资料、历史图件、历史文献、档案资料、考古资料、史志文献

其他
犯罪警情 犯罪案件、恐袭数据、扒窃报警、警情数据

其他 签到数据、乡镇数据、项目村数据、专业村数据、机构分布、行政边界、行政区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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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自然地理学数据识别及归类

一级主题 二级主题 数据名称

大气候

温度气温 气温、温度、气温空间插值、气温资料、温度数据、SST数据、积雪数据、太阳辐射

气候气象
古气候、气候变化、气候格点、气候观测、气候情景、气象观测、气象监测、气象灾情、气

象站点、气象资料、情景气候、NCEP/NCAR、PDSI、NCEP-CFSR、CMIP5、IPCC数据

水汽湿度 湿度、水汽通量、水文气象、蒸发皿数据、蒸散发、蒸散观测数据

其他 风力侵蚀、风向风速、辐射率、辐射数据、尘暴监测数据

地形

地貌

冰川 冰川编目、海冰、物质平衡观测、数字高程模型、雷达测厚数据

河流湖泊
含沙量、河道地形、河道普查、河道演变空间、湖底地形、泥沙数据、全球河流数据、输沙

量数据、水沙数据、悬沙浓度、高程测量

陆地 陆地、石漠化、水土流失、坡度数据

海洋海岸 海岸线、潮汐数据

综合类 地表参数、地貌、地面调查、地面观测、地面监测、地形数据

水文

水质 地下水质、水质监测、水质数据

降水降雨 ISLSCP降水、降水观测、降水量、雨强、降雨量、径流、水流数据

水位水深 水位、蓄水、地下水、水深测量、水深点、水尺记录

综合类 水文、水系、水利普查、监测井、淡水条约数据、水文观测

其他 土壤水、水化学、同位素数据

沉积 沉积 沉积测年、沉积年代、粒度测量数据

植物

地理

森林植被 GIMMSNDVI、产草量、NPP、林线、森林类型、植被类型、植被生态、植被指数

其他 开花始期、生物量、物候观测

生态 生态 生态环境要素、生态实测、生态系统

3.1.3 地理信息科学及其他

对识别出的地理信息科学数据名称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其数据来源主要类别有环境地理、农业地理、
人地关系、能源、卫星遥感、位置定位等,出现频次靠前的数据名称有空气质量类数据、气体排放类数据、
农作物类数据、土地利用变更类数据、能源资源类数据、卫星遥感类数据、位置定位类数据.从以上统计数

据及表3来看,地理信息科学数据品目种类多,与人类生产、生活相关的数据出现频次较高,数据获取的

方式有卫星遥感、图像摄像、数据库、网络平台.
表3 地理信息科学及其他数据识别及归类

一级主题 二级主题 数据名称

环境

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浓度观测、浓度数据、PM10、PM2.5、光学厚度

气体排放 排放历史、排放量、碳排放、有机碳、污染物排放、环境污染

其他 资源环境、地理环境、环境调查、环境数据

农业

农作物 播种面积、灌溉分布、粮食产量、粮食贸易、粮食生产、粮食种植

农田耕地 耕地、垦田、田亩、退耕还林

农业统计 农业调查、农业统计

土地
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土地覆盖、土地利用、用地数据、LUCC、LULC数据

土地变更 土地详查、土地变更、土地现状、地籍调查、二调、土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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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地理信息科学及其他数据识别及归类

一级主题 二级主题 数据名称

灾害 灾害灾情 涝点、泥石流、气象灾情普查、内涝损失、灾害灾情

资源
能源资源 煤炭、能源、能耗、天然气、原油、石油

其他资源 森林资源、水资源、资源数据

规划 规划 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区域规划、土地规划

土壤 土壤 土壤调查、土壤肥力、土壤类型、土壤普查、CRI、Noah、SOTER数据

地理信

息系统

卫星遥感

光谱、SRTM、环境星CCD、红外、卫星遥感、卫星影像、DMSP/OLS、GoogleEarth、GPS、
Landsat、QuickBird、SPOT、TM、灯光影像、SRTM、ASTER、AVHRR-NDVI、AVHRR、
ECV、ERA、ETM、MODIS、MSS、NOAAAVHRR、NOAA/AVHRR、EVI、遥感监测、遥感

数字图像、遥感影像、夜光/大气遥感、夜间灯光、DEM、Sentinel、IRS数据

图像摄影 海图、古地图、街景、军事地形图、电子地图、航片、时间序列影像、图像、照片数据

位置定位
定位、兴趣点、POI、百度地图、腾讯地图、高德地图、位置大数据、位置数据、LBS、分布

数据、移动轨迹、行为轨迹

综合类
GIS、空间分布、空间关系、空间观测、空间属性、时空变化、时空数据、基础地理、地理大

数据、地理空间、地理信息、地理行为、多源地学、多源空间数据、多源时空

教育

医疗

教育 留学生流动数据

医疗 病例数据、肺癌发病数据

其他

数据库
中 国 知 网、CNKI、CSCD、CSSCI、GDELT、JCR、Scopus、Springer、WebofScience
(WOS)、读秀、万据、维普、SSCI、CCND数据

网络平台 赶集网、百度、京东、网格模拟、网络点评、网络关注、网络文体、微博、新浪、阿里巴巴

文献分析 论文合著、论文、全文、文本、文献、引文数据

新闻 新媒体网络、新闻媒体、新闻事件、新闻数据

手机通信 手机供应商、手机基站、手机交易记录、手机网络、手机信令、通信数据

3.2 高频使用数据及聚焦主题

3.2.1 高频使用数据类型

对样本期刊所刊载的789种数据类型名称在论文中的分布情况进行统计发现,约33.2%的数据类型仅

被1篇论文使用,30.1%数据类型被5篇或5篇以上的论文使用.依据使用频次统计,地理学使用频次靠前

的数据名称有面板数据、遥感影像、调查数据、TM 数据、空间数据、遥感数据、Landsat数据、NDVI数

据、人口普查数据、MODIS数据、观测数据、土地利用数据、历史文献数据、POI数据、ETM数据、气象

数据、影像数据、降水数据、企业数据、DEM 数据、人口数据、统计年鉴、实测数据、监测数据、气温资

料、SPOT数据、百度数据、夜间灯光数据.
3.2.2 高频使用数据聚焦主题

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地理学高频使用数据的文献研究主题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地理学高频使用数据

的文献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土地利用、时空分异、青藏高原、长江经济带、房价、经济贸易、社会经济、旅

游、交通出行、快递物流、人口地理、能源资源、位置定位、气候气象、气温降水等.
3.3 数据获取方式

3.3.1 WOS与CNKI等数据库

地理科学研究常用的国内外商业数据库有CNKI、万方、维普、CSSCI、WOS、SSCI、JCR.有学者根据

研究需要,自建某专题类数据库/集,如中国科学院张生瑞等[19]构建了全国跨省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数据

库,中国旅游研究院蒋依依等[20]构建了2001-2015年中国出境游客与目的地入境游客规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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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政府职能部门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数据主要为政府各职能部门、各行业类官方统计数据,常见的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

村部、自然资源部、海关、气象局、企业类官方数据.例如,选取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分析中国常

年气候季节空间变化[21],利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数据分析中国小城镇镇区土地利用结构特征[22],
利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发布的数据构建能源消耗空间格局预测模型[23].
3.3.3 百度和腾讯等企业平台

常见的企业平台有百度、腾讯、美团、饿了么、中国移动、高德地图、携程.刘海洋等[24]基于腾讯人口

迁徙大数据研究了黄河流域城市联系网络格局;彭诗尧等[25]利用百度地图POI数据分析轨道交通客流的

空间特征;丁亮等[26]基于移动通信用户的个体移动轨迹数据,验证多中心城市引力模型.
3.3.4 调研实测

调研实测是获取地理学数据最重要的基本方法,可直接收集第一手资料.例如,宋昊泽等[27]根据野外

实测数据和小型无人机所摄地景影像,采用地形数字化方法提取地貌原始数据,分析描述罗布泊地区雅丹

形态特征及演化过程;李佳等[28]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分析了旅游社会—生态系统的内部运行机制;
王泽东等[29]基于山东省124个高校校区的调研数据,对高等教育用地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系统阐述.
3.3.5 卫星遥感

地域性、空间性是地理学科重要特征,卫星遥感技术是获取该类数据的重要方式.例如,刘纪远等[30]

基于遥感数据分析了中国城乡建设用地扩张时空特征;范科科等[31]基于卫星遥感数据对青藏高原土壤湿

度数据进行了评估;刘睿等[32]基于环境减灾卫星CCD数据对呼伦贝尔地区植被分类进行了研究.
3.4 数据特征分析

3.4.1 人文地理类数据更丰富

对识别出的数据名称进行统计发现,地理信息科学数据的种类较多,尤以人文地理类数据种类最丰

富、数量最多.人文地理、地理信息科学类数据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融合性更强,其所涉及的学科面更

广、更丰富.
3.4.2 数据获取方式及载体形式趋向多样化、现代化

数据信息的获取方式及载体形式更加多样化、现代化.统计发现,地理类数据主要获取方式有调研实

测、官方网站、商业数据库、卫星遥感、手机APP、企业平台等.近年,通过手机APP、卫星遥感、大数据

等现代化手段获取数据的方式越来越多.数据的载体形式主要有图书、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图

片影像、地图、古籍历史资料、报纸报告、专利、统计年鉴、遥感软件等,近年来,数据载体类型有由纸本

化向电子化、数字化转变的趋势.
3.4.3 与人类社会活动密切相关

对识别出的数据统计分析发现,数据内容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如天气预报(气候气象)、吃喝

欢乐(粮食、旅游等)、衣食住行(房价、交通等)、医疗教育等,这些事物的空间性、地域性都是地理学科研

究领域涉及的范围,也是由地理学学科特性的综合性、社会性所决定.
3.4.4 时代性特征明显

时代性特征明显.无论是数据内容的研究主题,还是数据获取方式、载体形式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

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数据研究主题与时俱进,如快递物流、空气质量、环境污染、城市房价、交

通出行、POI等;数据获取方式、载体形式亦是如此,数据获取远程化、现代化,数据载体电子化、现代化,
如无人机、遥感卫星、GIS软件、电子书刊等.

4 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地理学研究高频使用的数据有经济人口数据、遥感影像、空间数据、调查数据、城市及

旅游类数据等;高频数据文献聚焦主题于时空分异、经济贸易、青藏高原、长江经济带、旅游交通、位置定

位、气温降水等;数据获取方式主要有数据库、官方数据网站、企业、调研实测和卫星遥感;数据特征为人文

地理类数据更丰富,数据获取方式及载体形式现代化,数据内容与人类社会活动密切相关,时代性特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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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理学研究领域数据的识别及应用特征的分析,既有利于结合社会实践,解决实际问题,也利于推

动地理学理论与技术、方法的不断创新,对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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