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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旅游研究现状和展望 

―基于 CiteSpace 的计量分析― 
 

肖锟 1・ 龚昊然 2 
 

摘要 
地质旅游作为一门新生的学科，在近些年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以中国知网（CNKI）

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数据库中“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和“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中收录的关键词包含“地质旅游”的文献为研究对象，并采用 CiteSpace 软件绘制相应

的知识图谱，探究地质旅游的研究方向和演变趋势。 
结果显示:（1）中国地质旅游研究者较为分散，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多个研究团体，团体

与团体之间的联系不大；（2）论文发表的机构与地点分散于中国各地，由中国地质大学科学

与资源学院占主导研究地位，研究机构之间联系不大；（3）旅游地学、地质旅游资源、地质

公园等是经常被引用的关键词；（4）地质旅游在进入 2000 年来，研究成果的数量显著增多，

在 2007 年达到顶峰，随后研究的进度放缓。 
 
关键词: 地质旅游；知识图谱；CiteSpace；计量分

 
Ⅰ. 引言 

 
地质旅游是当今世界迅速发展的新兴旅游

形式之一。但由于对地质旅游概念及特征的界

定不清，使我国地质旅游发展面临诸多问题。

早在 1990 年，吴昭谦（1990）提出《面向世界  
开展地质旅游》，之后全国各个地方开始进行

对当地地质旅游的讨论。与之相呼应的有如地

质资源、地质遗迹、地质开发等方面的研究。

目前，与地质旅游密切相关的主题诸如地质公

园、地质遗迹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都有学者

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地质旅游至今依然缺乏一个统一定义。 
早期的地质旅游，特别是对于地质工作者

的野外旅游，是一种以旅游手段进行地质考察

的一项业务性活动，这一观点被大众所接受。

随着相关政策的推出，国内旅游业的迅速发展，

旅游在国家的倡导下逐渐常态化，国内的许多

学者对地质旅游及相关主题做出了大量的研究，

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部分学者如薛华菊等

（2010）运用 SWOT 分析法对当地地质旅游进

行分析。部分学者如孙东英等（2010）将地质

旅游的主体细化为地质公园与地质遗迹，再分

别讨论公园或遗迹的开发及保护。也有学者由

地质旅游联系到地质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等。通过以上的文献整理可以发现，国内学者

比较关注地质旅游与地质资源、地质遗迹结合

的课题，研究多集中于地质资源和地质遗迹的

开发、保护研究。 
 CiteSpace 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

（Chaomei Chen）博士开发的一款主要用于计

量和分析科学文献数据的信息可视化软件，可

用来绘制某个学科或知识域的知识图谱，能较

为直观地展现一个领域地知识特征，并预测研

究热点和前沿方向（陈越等，2014）。国内对

研究ノー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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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pace 软件应用的研究起步较晚，在旅游研

究领域，已经有学者运用 CiteSpace 展开探索。

比如沈苏彦（2013）的《国外弹性思维下旅游

研究领域文献的可视化分析 —— 基于

CiteSpace 的分析》，赵志峰与李志伟（2019）
的《旅游研究中的认同话题 —— 基于

CiteSpaceⅢ的知识图谱及可视化分析》，而尚

未有学者涉及地质旅游这一方面。基于这一原

因，本研究试图运用 CiteSpace 数据可视分析

工具绘制国内地质旅游研究的知识导图，探究

国内地质旅游的研究发展趋势以及今后的学科

走向，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有用的参考和借鉴 3。 

 
Ⅱ. 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

库和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时间截止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刊类别为全部期刊，检

索篇名或者关键词为“地质旅游”4。对检索到

的文献进行筛选整理，一共选取 342 篇文献作

为本文的分析样本，其中期刊论文 285 篇，硕

士学位论文 43 篇，博士学位论文 14 篇。利用

Excel 工具，得出文献的发表年限分布图（图 1）。 

 

 
图 1：文献发表年限分布图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使用工具：Exce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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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论文主要发表期刊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使用工具：Excel 2019 

 

通过图 1 和图 2，我们可以对国内地质旅

游研究文献的发展进程有一个大致的认知。可

以看到，第一篇发表于学术期刊上的有关地质

旅游的论文出现在 1987 年，但相对应的，第一

篇关于地质旅游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发表于

2003 年。随后在 2001 年，2003 年，2005 年，

在相关政策支持的大背景下，旅游业蓬勃发展，

发表的论文也随之增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

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呈阶梯形递增，表明国内

对地质旅游的研究热度在不断升温。在 2007 年，

国内发表于期刊的论文数量以及博硕士论文数

量均达到高峰，可以认为，2007 年是国内地质

旅游研究的黄金时期。随后，博硕士论文的研

究方向逐渐远离地质旅游理论开始转为实践应

用，但是论文在期刊的发表数量还是在 2011 年

与 2014 分别达到顶点。之后，期刊上每年发表

的论文数量下降，我们可以推测，国内对地质

旅游的研究速度在近些年逐渐放缓。但是截止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刊上每年依然会出

现大量的地质旅游相关的研究。本文所分析的

285 篇期刊文献发表于 165 种期刊，主要发表

于《资源导刊》《国土于自然资源研究》《新

疆地质》《国土资源科技管理》《旅游纵览（下

半月）》《资源环境于工程》《资源开发与市

场》等期刊。 
本研究试图运用 CiteSpace 数据可视分析

工具绘制国内地质旅游研究的知识导图。该软

件具有强大的知识图谱绘制功能，能通过构建

作者的合著网络，一目了然的展现所研究课题

在中国国内传播过程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以及

重要机构。对比其他类似软件，CiteSpace 具有

如下优势。 
从软件的图谱功能与分析技术上分析，

CiteSpace 注重以图形及连接关系表示信息地

关系强弱，并能有效地绘制基础信息于图形中

央并将其凸显。另外，CiteSpace 可直接使用

WOS（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的下载数据，

能提供包括网络中介中心度在内的更多分析参

数和更完整图示，还具有时序分析功能，能够

较好地用于文献信息可视化（张力等，2011）。 
从软件的界面与可操作性上看，CiteSpace

的操作界面相对于同样常用的软件 VOSviewer
计量分析软件而言更加人性化，在绘制图谱的

过程中有提示，更容易掌握。并且，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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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更为透明的聚类算法，对用户来说更容易

理解。在实际操作中，CiteSpace 绘制的图谱中，

项目颜色层次更加丰富，项目的位置能够移动，

可以通过颜色和位置来动态的展现学科项目的

激增和前沿（廖胜姣，2011）。总体来说，

CiteSpace 绘制的知识图谱视觉效果、可信度、

可读性都很好。 
从软件的数据导入与应用功能上分析，

CiteSpace 支持中文数据的导入，并切可以通过

调节阈值来控制和筛选数据量。CiteSpace 可以

把文献的作者、机构、国家、术语、关键词、

类别、共引文、共引作者、共引期刊、论文等

多个分析维度作为分析节点。节点类型可以进

行单选或复选，组配分析功能强大（司莉等，

2011）。并且，CiteSpace 具有分析 burst terms

的功能，能够凸显一段时间内高度被引用的关

键词，从而反映某一时段的研究热点。 
    截止 2019 年 9 月，CiteSpace 由 CiteSpace 
1.0 升级到 CiteSpace5.5，数据处理能力不断增

强，用户遍及全球 60 余个国家和地区，是近年

来信息分析种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信息可视化

软件。 
 

Ⅲ. 结果与分析 
 

知识图谱是通过可视化分析手段，来展现

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核心研究方向的图像。本文

运用 Citespace5.5 软件工具，对地质旅游研究

文献的关键词、机构、作者等进行了分析，并

绘制了相应的知识图谱，期望能梳理出国内地

质旅游的研究方向以及知识结构。 
 

 图 3：主要研究团体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使用工具：CiteSpace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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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旅游研究力量 
（1）研究者

通过图 3 可以发现，国内的地质旅游研究

形成了不少团体。主要团体分布在全国各地，

如江西的熊国保、何小芊为核心的研究团体，

湖北的朱文晶、赵壁团体，青海的陈建强、卢

茜团体等。通过关键词聚类，可以得知每个团

体都有自己的研究主题。如熊国保研究团体侧

重研究地质旅游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庞桂珍

研究团体侧重于研究地质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 
从图 3 中不难发现，地质旅游在全国各地都形

成了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研究团体，并且团体的

研究方向多为团体所在区域的旅游发展，这在

当前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是值得肯定的

一方面。但是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虽然全国

各地都有形成能影响当地区域的地质旅游研究

团体，但团体与团体之间的联系、合作不足，

国内始终没有出现占主导力量的研究团体。地

质旅游的研究缺乏一支主干力量，从全国旅游

的发展与研究角度来看，这是减缓地质旅游研

究的一个因素。 
（2）研究机构 

 

图 4：期刊发表主要机构分布图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使用工具：CiteSpace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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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软件对文献所

发表的机构进行可视化构图并聚类，得出图 4。
通过对图 4 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地

质旅游研究近年来已经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关注，

全国各地的高校或相关研究机构都有对当地的

地质旅游进行研究；二是论文发表的中心机构

都与当地专门的研究中心有着合作，如中国地

质大学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与中国地

质科学院，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与河南省

地质调查局（河南），吉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

理科学学院与吉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研究所

（吉林）等。还可以观察到，与当地专门的研

究机构相合作的高校所发表的文献相对较多。 
 

2. 地质旅游研究方向 
（1）关键词发表年份 
 

 

图 5：关键词出现时间表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使用工具：CiteSpace5.5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关键词进行聚类，选

择出年度前 50 被提及的关键词，从而分析出关

键词的中心度程度，对文献给出的关键词进行

有效的聚类，并且梳理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图

5）。如图 5 所示，在 1987～1992 年，地质旅

游的研究处于起步期，此时少有学者对这方面

由研究，在这一时期仅仅形成“旅游资源”这

一概念。进入 21 世纪后，在相关政策的引领下，

研究地质旅游的学者数量开始增多。在 2000～
2002 年期间，学者们开始研究地质遗迹，地质

公园，生态旅游等方面的问题，这在当时是全

新的研究方向。2004～2007 年期间，随着科学

发展观等政策的提出，在国家强调可持续发展

的大背景下，研究的主题也逐渐转为区域旅游，

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资源，旅游资源的保护

性开发等。2007～2016 年是地质旅游研究的成

熟期。这个时期学者们将地质旅游与当地的区

域旅游相结合，注重于研究当地的旅游资源开

发和建设，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2）地质旅游关键词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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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关键词聚类知识导图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使用工具：CiteSpace5.5  

 

分析文献的关键词，能有效把握文献的脉

络与知识结构。而将数据中学科的关键词汇总

并且聚类，能有效筛选出关键词中被多次提及

和引用的部分，并以此揭示关键词之间的关系

以及学科的热点研究方向。通过 Citespace 可视

化分析软件得出关键词聚类知识导图（图 6），
可以看出地质旅游处于最核心的位置，并且由

地质旅游所衍生出的诸如地质遗迹，国家地质

公园等关键词所组成的聚类占据主导地位。其

次是地质公园、旅游地学、生态旅游、地质景

观所组成的聚类位列第二，由地质旅游资源、

地质灾害防治、对策等关键词组成的聚类排第

三。 

结合文献资料可以分析出，国内地质旅游

的研究主要是以地质旅游、地质公园为核心，

以生态旅游、旅游资源、地质遗迹保护区、开

发策略、旅游地学等课题为主要研究方向，研

究热点为全国各地的国家地质公园的开发与保

护策略研究、区域地质旅游资源的特色前景与

开发思路、地质遗迹的管理、开发及保护等等。 
 

3. 地质旅游研究发展演变 
研究的热点随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变化。最

先于 1987 年提出的是“地质旅游资源”概念，

之后在 1993 年提出的“地质旅游”概念。从

2002 年开始，地质旅游的研究呈爆炸性增多，

几乎在 5 年之内衍生出国家地质公园、地质景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13(1) 2020 
 

 52 

观、地质遗迹保护区、生态旅游等多个研究课

题。通过 Citespace 软件生成的可视化图谱，结

合之前对研究方向时间轴的分析，我们可以探

索地质旅游的研究发展演变以及未来的走向。

整体来看，国内地质旅游的研究大致分为萌芽

期、生长期、成熟期、稳定期（图 7）。 
 

 

图 7：不同年度的热点关键词及引用 

数据来源：作者统计；使用工具：CiteSpace5.5 

 

（1）地质旅游研究在 1987～2000 年期间处于

萌芽期。在这个时期，学术界关于地质旅游的

研究较少，代表性论文如吴昭谦（1990）的《面

向世界 开展地质旅游》，冯天驷（1998）《地

质旅游产业发展方向及其对策建议》，黄载环

（2002）《地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

虽然这个时期国内关于地质旅游的研究才刚

刚起步，但这个时期学者们做出的成果为后

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地质旅游研究在 2001～2005 年期间处于

生长期。这个时期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以及确

切文件的指示下，各区域政府纷纷开始大力

发展当地旅游业。基于此，这一时期的论文发

表量大量增加，地质旅游的研究得以快速深

化。在当时最热的研究主题是“地质公园”，

此外，也有学者在地质遗迹、旅游地学、生态

旅游等研究方向做出了成果。理论研究有王

永生（2005）《地质遗迹、地质公园与地质旅

游》，申燕萍（2005）《区域地质旅游资源的

评价方法》等，但更多的是如穆桂松等（2005）
《河南地质旅游资源区划与开发研究》，康嘉

等（2005）《科学发展观与地质公园保护性开

发——以四川省华蓥山地质公园为例》，张广

胜等（2005）《申报巢湖平顶山国家地质公园

的可行性与对策研究》，周兆东（2005）《保

护地质遗迹建设地质公园》，孙振鲁等（2005）
《从欧洲地质公园建设看我国地质遗迹的开

发与保护》等结合特定区域的地质旅游研究，

十分贴合实际。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时期的学

者们开始有意识地辨析地质遗迹、地质旅游

与地质公园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且围绕学者

自己所在的区域思考开发、建设和等问题。 
（3）地质旅游研究在 2006～2008 年期间处于

成熟期，在这个时期论文的发表显著增多，是

地质旅游研究的黄金时期。不同于生长期的

学者们注重地质资源的开发，这个时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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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比其任何他时期都更看重地址资源的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如熊国保等（2008）《地质旅

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另外，台湾学者评

估了澎湖的地质旅游资源,说明了它的发展潜

力与限制,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澎湖推广地质

旅游活动的规划策略与建议（陈郁婷等，

2006）。可以认为，在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

当地质旅游的研究从生长期进入成熟期，学

者们的研究方向也逐渐从开发转向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 
（4）地质旅游研究在 2009 年至今进入稳定

期。在经历过 2005～2008 的成熟期之后，与

地质旅游相关的论文发表数量停止增长，甚

至有减少的迹象。在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

基本脱离了理论建设，而是与自身所在区域

结合，分析自身所在区域的保护和防治等问

题。如黄国华等（2014）《环鄱阳湖三大地质

旅游资源群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高燕等

（2016）《地质旅游对地质公园生态文化培育

作用机制初探——以神农架世界地质公园为

例》周颖（2016）《大理苍山世界地质公园旅

游发展及“公园再评估”研究》，等，研究地质

旅游在实践上的应用。可以推测，今后地质旅

游的研究方向也将与地质公园这个进行地质

旅游的主体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Ⅳ. 研究评价 
 

国内学术界对地质旅游的研究在不同的

时期的数量、方向上有很大的差别。结合上节

所划分的时间节点以及特定时期的中国国情，

试对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地质旅游萌芽期对应 1987～2002 年。

 

 

图 8：中国历年 GDP 变化（1987～2018）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使用工具：Excel2019 

 
由数据可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 GDP 在

1987～2000 年增长速度缓慢。此时，旅游尚未

成为常态，国家对旅游的发展也缺乏明确的指

导意见，这使得包括地质旅游在内的大部分旅

游研究都处于萌芽的状态。 
地质旅游生长期对应 2001～2005年。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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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第 16 届旅游地学年会暨漳州地区火山

旅游资源开发战略研讨会的开展，提出了“地

质公园”这一热点词，并且在 2002、2003、2005
的旅游地学年会上多次出现。这与研究地质旅

游学者们在此期间大量研究地质公园的现象相

吻合。 
地质旅游研究的成熟期对应 2006～2008

年。从图 8 可以看出，2006～2008 年中国 GDP
及人均 GDP 都有明显的增长，旅游逐渐成为

常态，关于旅游的各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增多。

早在 2001 年中旬，中国就取得了 2008 年奥运

会的举办权。而奥运会的筹办期和举办期可以

促进关联产业如交通、旅游、餐饮等行业的发

展，由于投资的大幅增加，引起了总需求的增

加和就业增长，从而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侧面促进了旅游的发展以及旅游研究的增多

（王坤，2012）。 
地质旅游稳定期对应 2009 年至今。2009

年，中国国务院下发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旅游业的意见》，希望深化旅游业改革开放，

放宽旅游市场准入，培育新的旅游消费热点，

推进旅游产品的多样化发展。在相关文件的指

导下，学者们开始减少理论上的地质旅游的研

究，转而增多对结合区域发展实际的旅游的研

究。因此，稳定期地质旅游的研究速度趋于平

稳，不再有大幅度的增加。 
  综上所述，起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地质

旅游研究，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证研

究上，三十年来学者们都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

果，但是也存在需要改善的问题。一，研究成

果开始减少。自 2011 和 2014 年论文发表达到

顶峰之后，近几年论文数量开始下滑，一定程

度上说明学者对地质旅游的研究在相对减弱。

二，研究团体过于分散。国内关于地质旅游的

研究学者分散于全国各地，最多只是形成了能

够影响当地地质旅游研究和发展的小型研究团

 

 

 

体，而能够带动全国地质旅游理论建设的核心

力量一直未能出现，这在某些程度上影响了地

质旅游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Ⅴ. 结语 
 

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国内学界地质

旅游研究领域的 285 篇研究论文（学术期刊论

文）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处理，并结合 Excel 等
工具对 342 篇文献（含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发

表年度和发表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了地

质旅游领域的研究团体、研究方向以及研究主

题的发展历史等，分析了地质旅游这一学科的

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 
研究得出结论，近年来三十年的发展在中

国各地形成了数十个小团体，但没有形成占主

导地位的研究力量。这些团体研究的对象多与

团体所在区域的开发、建设、保护有关。对比

发表论文机构可发现，中国地质大学科学与资

源学院发表的论文最多，其次是东华理工大学、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等。地质旅游的研究并没有

地理上的差异，在全国各地都有学术团体结合

理论进行实践应用。地质旅游的论文发表数量

在 2006～2008 年稳步增多，在 2011 和 2014 分

别达到论文发表数量的顶点，之后逐渐下滑。

与此对应的，国内地质旅游的研究分为萌芽期、

成长期、成熟期、稳定期。在萌芽期，更多的

学者选择拓展地质旅游的理论。而在成长期、

成熟期、稳定期时，单纯的研究地质旅游理论

的文献数量微乎其微，大量的学者以中国各地

地质公园为重点研究对象，研究旅游资源的开

发与保护，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本研

究仅仅利用 Citespace 这一软件对国内地质旅

游研究成果做了简要分析，期待今后的学者采

用更多不同的软件针对这一领域做出研究，得

出更加全面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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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旅游管

理系，博士，讲师；江西财经大学，生态文明

研究院，博士后。 
2 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旅游管

理系，本科生。 
3 本研究所使用软件为 citespace5.5 版本，下载地

址 http://cluster.cis.drexel.edu/～cchen/citespace/
download/ 

4 检索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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