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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 的国内外道路绿化对比

杨　超，孔龄尧，林世平，李　智
（海南大学 林学院，海口 570228）

摘    要： 以中国知网（CNKI）和 Web of Science（WOS）的核心期刊数据作为文献来源，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

利用 Citespace 图谱分析软件对 2000—2020 年有关道路绿化研究的中英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合文献内

容分析法，得出国内外关于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内容与前沿。结果表明：目前国内有关道路绿化的研究处于

衰减阶段，2010—2011 年为国内发展的高峰时期，而国外正处于一个良好发展阶段；研究内容方面，国内主要

关注规划设计与景观评价、植物配置模式及养护管理、植物多样性及生态效益，国外主要针对道路绿化植物

多样性与土壤理化性质、道路环境健康风险评估与研究、动植物入侵与扩散机制；研究前沿方面，国内外均倾

向于道路绿化生态服务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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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道路建设的快速发展，需要高水平、高质量的道路绿化与之相适应。近年来，道路绿化在保

护生态环境、引导交通、组织景观等方面具有显著成效，如何通过绿化方式处理道路建设与自然环境的

关系，使得人、车、路、环境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已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1]。因此，充分了解国内外

道路绿化的研究动态，对于未来指导道路绿化的建设、发展及完善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传统的检索方

式已经不能满足及时获取学科最新动态的需求，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具有客观性、科学性的方法来研究学

科的最新进展[2]。由陈超美教授开发的知识图谱分析软件 CiteSpace，使用操作简单、适用于各种数据库

格式的数据、可绘制多种图谱、可视化效果好、能够自动标识大量信息等众多功能吸引了各个专业学科

的研究人员[3]，目前已在医疗、金融、网络安全等科研领域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4 − 5]。基于文献计量学方

法，笔者应用 Citespace 软件分别对中国知网（CNKI）和 Web of Science （WOS）数据库中的相关中英文文

献进行梳理，将国内外道路绿化研究领域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通过可视化图谱的方式呈现，旨在为研

究学科知识领域的发展、研究热点、前沿及趋势等提供参考[6]。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中文文献数据来源于 CNKI，时间段为 2000—2020 年，期刊类别为核心期刊，以 SU=道
路 OR 街道 OR 公路 AND SU=绿化 OR 植物为检索式进行检索。除去与主题无关的文献，最终获得 260
篇中文文献。英文文献来源于 WOS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时间段为 2000—
2020 年，检索式为 TS=(road* OR street* OR highway) AND TS=(plant* OR greening* OR afforestation)。
除去与主题无关的文献，最终获得 224 篇英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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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将 CNKI 导出的 Refworks 格式文献以及 Web Of Science 中导出的纯文本格式文献进行格

式转化后导入 CiteSpace5.7.R2。软件参数设置中的时间段为 2000—2020 年，时间切片为 1 年，节点类型

选择关键词（Keyword）和国家（Country）、参考文献（Reference），每个切片阈值 TopN 设为 50，图谱修剪方

式选取 Pathf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 和 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综合运用 CiteSpace 中的关键

词共现、关键词聚类、关键词突变、合作分析等功能，分别对纳入的 260 篇中文文献、224 篇英文文献进

行数据处理，绘制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时空分布统计结果     

2.1.1   时间分布　 对处理的 484 篇中英文文献按发表时间进行统计分析（图 1），结果表明，目前国内对道

路绿化领域的研究总体呈下降态势，国外（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发文国家，下同）呈上升态势。其中，国内对

该领域的研究经历了初步探索、迅速发展、衰减 3 个阶段：2000—2005 年属于初步探索阶段，此阶段每年

的发文量少，且数量较为平均，在此期间，全国道路绿化基础普遍较为薄弱，研究主要围绕道路绿化树种

的选择、道路绿化规划设计方向展开；2005—2013 年为迅速发展阶段，此阶段论文发表量快速增加，研究

成果丰硕，自 1992 年建设部（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首次发起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活动后，又在 2004 年和

2010 年对园林城市和生态园林城市的评选标准进行了详细修订，强化了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

评价指标，突显出全面提升城市宜居性的重要性[7]。有效推进了城市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和相

关单位都积极开展国家园林县城和城镇创建，道路绿化研究领域的关注度得到迅速提升，此时期的研究

内容开始转向道路绿化生态服务功能、环境现状调查及植物配置模式等方面；2013 年后，文献的发表量

开始逐年下降，研究热度出现一定的衰减现象，该阶段的研究方向仍以道路绿化的滞尘降尘、净化空气等

生态效益研究为主线，同时，也出现了基于街景图像、3S 技术等新兴技术手段及低影响开发策略，对道路

绿化进行景观优化设计的研究。国外的发文量经历了平缓发展、快速增长两个阶段：2000—2012 年，呈

现出平缓增长的趋势，但每年的发文量较少，为 5～10 篇，研究领域以生态学为主；2012 年后，国外关于道

路绿化研究的文献开始大量涌现，并持续增长至今，研究领域以环境科学、生态学为主，研究热度有继续

上升的趋势。 

2.1.2   空间分布　 通过 CiteSpace 对 224 篇英文文献的发文国家进行合作关系分析，了解国家对研究领

域的贡献及合作情况，结果表明，文献数量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美国（42 篇）、中国（36 篇）、英国

（15 篇）、法国（13 篇）、西班牙（12 篇）。可以看出，文献来源主要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且以美国

与中国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在道路绿化研究领域最为活跃，发文量最大，在该领域起着明显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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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0—2020 年国内外发文量统计

Fig. 1    Statistics of publication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from 2000 to 2020
 

492 热 带 生 物 学 报 2021 年



美国与泰国、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连线较粗，表明在该领域合作较为紧密。中国与新加坡、巴

基斯坦、日本、英国、意大利等国的联系较为密切。中文文献发文量较多的单位主要是浙江农林大学、南

京林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农林类高等院校（图 2）。 

2.2    期刊分布及学科领域统计    对建立的期刊数据库进行期刊分布及学科分类整理，结果（图 3）表明，

国内期刊来源方面，以《安徽农业科学》所刊载的相关文献数量最多，达到 33 篇。其次，《北方园艺》《中国

园林》《公路》等杂志都十分关注道路绿化的发展情况。学科领域方面，以综合农业、运输学、环境科学与

资源利用为主，对道路沿线的土壤、气候、植物种类等资源进行清查与管理，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参与的特

征。英文文献中，期刊来源方面主要集中于《城市林业和城市绿化》（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 、 《整体环境科学》 （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 《保护生物学》

（CONSERVATION BIOLOGY）等刊物。在学科领域方面，分布于环境科学类别的文献最多，占比高达

41.96%，其次为生态学、植物学、生物多样性保护、林学等。由此可见，国际上对道路绿化的研究受到各

学科的高度重视，且研究侧重点主要集中于人类社会发展活动与环境演化规律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2.3    研究热点分析    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道路绿化研究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到中英文关键词共现图

谱（图 4，5）。基于关键词共现分析，可充分了解某一领域内不同研究热点的分布及发展状况。图中 1 个

节点（圆）代表 1 个关键词，节点大小即反映了关键词的频次大小，也表示为该领域的关注度。中介中心

性反映了图谱中关键词的重要性程度，中介中心性越大，表明该词对本网络图谱的形成产生的影响越

大，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起到了作为不同分支研究领域的“联结点”的作用，进而组合形成庞大的知识图

谱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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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内发文机构

Fig. 2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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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内期刊来源分布

Fig. 3    Source distribution of published journals in China
 

 

 
图 4    国内关键词共现图

Fig. 4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for China
 

 

 
图 5    国外关键词共现图

Fig. 5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for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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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文献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有道路绿化、城市道路、植物配置、城市道路绿化等，表明国内的研究领

域主要集中在城市道路，对乡村关注较少。国内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开始对城市道路等级进行研

究，并将其划分为主−次−干−支 4 大类[8]，各类别道路所发挥的功能不尽相同。通过对关键词中介中心性

的计算，得到 10 个高中心性关键词（表 1），结果表明，目前国内道路绿化研究领域中关注度高、影响力大

的热点问题主要集中在道路绿化的植物配置与植物选择、道路绿化种质资源调查及养护管理、绿化树种

与交通安全的相互作用关系、道路绿化对环境质量的改善程度等方面。

英文文献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有植被（vegetation）、入侵（invasion）、干扰（disturbance）、社区

（community）、土壤（soil）、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等（表 2）。结果表明，国外对该领域的研究注重综合环

境下产生的正、负效应影响，如 MORANI 等[9] 在 2011 年通过构建植物绿化的优先度指数，用来评估纽约

市潜在的空气质量和碳效益。SKULTETYD 等[10] 认为城市化和道路建设加剧了外来植物物种在芝加哥

的传播和建立。DABROWSKI 等[11] 研究了道路交通产生的铅、铬重金属元素对土壤和植物产生的影

响。对中介中心性而言，最高的为土壤（soil），达到了 0.52，表明土壤在国外道路绿化研究领域起着高联

结点的作用。土壤作为植物生长的介质和营养物质的供应者，其优良的特性是道路绿化良好发育的关

键[12 − 14]。中介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词还有社区（community）、城市树木（urban tree）、干扰（disturbance）、传

播（dispersal）等，表明国外对道路绿化的研究场域同样以城市道路为主，且主要集中在外来入侵种的传入

途径与扩散机制、重金属污染、植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 

 
表 1    国内高频关键词列表

Tab. 1    List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research in China

排名 Rank 频次 Frequency 关键词 Keyword 排名 Rank 中介中心性 Centrality 关键词 Keyword

1 51 道路绿化 1 0.77 道路绿化

2 18 城市道路 2 0.47 城市道路

3 15 植物配置 3 0.33 园林植物

4 13 城市道路绿化 4 0.28 调查

5 13 调查 5 0.28 养护管理

6 13 行道树 6 0.17 行道树

7 11 垂直绿化 7 0.16 交通安全

8 11 园林植物 8 0.14 定量化

9 8 植物多样性 9 0.14 树冠体量

10 6 交通安全 10 0.14 滞尘能力

 
表 2    国外高频关键词列表

Tab. 2    List of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of research in other countries

排名 Rank 频次 Frequency 关键词 Keyword 排名 Rank 中介中心性 Centrality 关键词 Keyword

1 59 vegetation/植被 1 0.52 soil/土壤

2 25 invasion/入侵 2 0.35 community/社区

3 24 disturbance/干扰 3 0.32 urban tree/城市树木

4 23 community/社区 4 0.31 disturbance/干扰

5 19 soil/土壤 5 0.24 dispersal/传播

6 17 dispersal/传播 6 0.23 heavy metal/重金属

7 16 landscape/景观 7 0.19 Impact/影响

8 14 air pollution/空气污染 8 0.18 growth/生长

9 14 Diversity/多样性 9 0.16 habitat/栖息地

10 13 conservation/保护 10 0.15 invasion/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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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究内容分析结果     

2.4.1   国内主要研究内容　 在关键词共现基础上

形成的聚类网络图谱，有利于对该研究领域作进一

步的划分与归类。选择 LLR 算法对中文文献进行

聚类，图中共呈现 10 个聚类（图 6）。结合研究领域

的热点方向和变化，对这 10 个聚类定性总结，结果

表明，国内近 20 年道路绿化的研究内容主要聚焦

于 3 方面：（1）规划设计与景观评价。目前，我国对

于道路绿化设计尚未有固定模式，多数采用人工模

拟自然植物群落种植设计的思路，在线性道路空间

中不断寻求创新的绿化模式。为使道路绿化规划

设计规范化，1998 年国内制定了《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明确了城市道路绿化各分车绿带及高

架绿地的建设标准[15]。李智博等[16] 认为在进行绿化设计前，应初步了解城市规划和道路两侧用地情况，

再根据用地的地形、地貌、道路的设计车速等情况，确定出道路的绿化形式。杨建虎等[17] 认为道路绿化

设计在满足基本交通功能的前提下，应注重艺术性与生态性的结合，使道路绿化成为改善城市环境，提升

群众生活品位和质量的重要载体。与道路绿化设计相对应的景观质量评价是由风景资源评价发展和演

变而来的。评价的方法和模型有很多，对于早期的景观评价，多采取调查问卷、深度访谈等措施进行定性

研究。后来也有学者基于视觉质量、生态效益、交通功能等方面构建了景观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

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数学模型进行评价。近年来，各类开源大数据因其自动化程度

高、数据量大、覆盖面广等优势，也被逐步运用到风景园林及各类城市研究中。刘晓天等[18] 通过城市街

景图像获取原始数据，并基于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语义分割对道路绿视率进行分析研究。徐晶园等[19]

采用无人机航拍和遥感影像技术获取道路绿地信息并建立数据库，以此对道路绿化带的植物景观特征进

行量化评价。与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大数据在评价方面表现出速度快、效率高的特征，但由于大数据自

身存在时效性的问题，获取的数据多为半年前的，无法综合考虑各时段景观质量的变化情况。其次，目前

关于大数据的获取与处理方式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明显不足，缺乏系统的方法对其进行完整总结。国

内学者虽已从多个角度对评价理论进行了探讨，但研究者对评价原理、机制和标准通常侧重单方面，尚未

建立成熟的评价指标理论体系，且大多属于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导致评价结果存在一定的主观

性、不确定性，很难实现客观的量化研究。（2）植物配置模式与养护管理。对于道路绿化，多数从植物种

类、特性和配置模式等方面进行研究。对于城市道路而言，其植物配置应以丰富的物种，多变的季相色彩

来构成城市特殊的景观空间和视线。通过不同生理、生态特性的植物组成复合混交群落，丰富的复合植

物群落结构也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实现，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及其空间。徐欢等[20] 基于道路植物配置模

式对 PM2.5 浓度分布与消散作用的影响机制研究，认为立体复层混交的植物群落最为稳定，生态效益最

佳，抵抗恶劣城市环境的能力也最好。对于公路而言，植物配置在缓解司机驾驶疲劳、诱导视线、遮光防

眩和保证行车安全等方面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因此，公路绿化植物的选择上应从安全性、景观性、

生态性等方面综合考虑乡土树种的应用，并根据具体情况和环境来配置新的公路绿化模式[21]。而在道路

绿化工程中，养护工作是一项持久性和长效性的任务，只有通过对植物高质量、高水平的养护管理，道路

绿化才能达到最终的理想效果。但目前，国内道路绿化养护管理体系发展较为缓慢，缺乏绿化养护规范

和标准，同时在计价收费标准方面也难以统一[22]。因此，无论在管理模式、技术标准、还是制度建设等方

面都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与投入，从而使绿化养护行业不断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智能管理化。（3）植物

多样性及生态效益。国内关于道路植物多样性的研究通常是基于一个地区或某个城市，采用系统取样和

典型样地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绿化资源调查，利用 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Pielou 均匀度指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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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son 多样性指数、相似性指数对乔木层、灌木层进行分析，并根据结果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23]。植物

多样性程度的高低对于生态功能的稳定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表明：道路绿化具有调节气温、净

化空气、滞尘降尘、减弱噪音等多种生态效益[24]。自 2014 年住建部发布《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后，我

国的海绵城市试点建设就一直在积极寻求因地制宜的新型雨洪管理措施。在海绵城市建设背景下，通过

对城市植被、湿地、溪流等采取保护与修复，明显增加了城市绿色空间，有效缓解了城市热岛效应及改善

了人居环境。同时，也为更多的生物提供了栖息地，提高了城市生物多样性水平。王俊岭等[25] 从经济、

环境和社会 3 方面进行多目标规划优化设计，为城市道路的低影响开发设计提供了借鉴。孙烨等[26] 通过

低影响开发及排水防涝系统与道路、景观相衔接，对城市道路进行了设计优化，为进一步推进海绵城市道

路的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随着城市化发展，国内关于海绵城市的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各

类雨洪模拟模型的研究也随之兴起。当前，关于城市雨洪模拟技术尽管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模型体系，但

对水文物理过程机理的认识和数据管理能力方面尚存在不足，缺乏城市面源除污等功能研究。因此，借

助 3S 技术强化城市暴雨洪水监测能力，提升数据的准确性，结合城市面源污染等多重影响因素的不确定

性的分析研究是今后的研究重点内容[27]。 

2.4.2   国外主要研究内容　 选择 LLR 算法对英文

文献进行聚类，共呈现了 6 个聚类（图 7），聚类分析

结果表明，国外研究内容主要呈现为 3 方面：（1）植
物多样性与土壤理化性质。开展道路绿化植物多

样性研究对于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生态系统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28]，目前国外学者主要从道

路绿化植物的生长情况和演替方向进行多样性研

究，大多选用样方取样法，围绕森林道路、高速公路

等地域收集数据，同样通过物种丰富度指数、

Simpson 多样性指数、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

等对其进行评价。此外，也有学者通过对植物多样性与土壤理化性质相关性的研究，为道路植被恢复提

供参考依据。但目前，由于绿化树种较多，各树种本身生长因子不同，且每个植株在不同生命周期对于土

壤的需求也不同，导致土壤的各项理化性质对植物生长的作用机制还没有明确的数理关系[29]。（2）道路

环境健康风险评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居民健康意识的逐步提升，由环境污染而引发的一系列健康

问题日益显现，因此，不断加强环境健康领域的调查与研究，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30]。环境健康

风险评估是定量描述和评价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的危害性及严重性的重要措施，可为处理各类

健康危害事件，制定政策标准，采取有效干预手段提供相应的科学支撑[31]。在道路环境下，研究的主要介

质通常为植被、土壤、空气等。如基于道路粉尘和绿化样本中潜在有毒金属 (类金属) 的监测定量化评估

致癌风险值[32]，基于道路绿化植物叶片对大气悬浮颗粒物的滞留量监测定量化评估地区的环境空气质

量[33 − 34]。此外，对于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新技术、新方法的科学研究，也相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

开发人工智能算法搭建空气污染预测系统，探索环境噪音（特别是交通噪音）对心理健康产生的影响等，

都为全面实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做出了相关储备[35]。（3）道路动植物入侵与扩散机制。近年来，伴随着

国际贸易的增加及全球环境的变化，物种与资源的分布区域被改变，越来越多的外来物种通过各种途径

进行传播、入侵与扩散。道路和道路两侧作为外来动植物的栖息地和扩散通道，被认为是外来动植物持

续传播与入侵的 1 个重要因素，其生态效应已得到广泛的研究[10]。外来种的传入扩散过程分为一般分为

传入、定植（殖）和扩散 3 个阶段[36]。传入期的时间通常很短，是防止外来物种威胁的最佳时机，此时立

即进行控制往往可以有效根除外来物种。而经过定植（殖）期的入侵物种逐渐适应本地气候和环境，种群

数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增积累，并开始归化为当地种。此时期内采取人工或化学方法仍然可以有效控制

外来物种的传播。当进入扩散期时，由于大量种子进入成熟阶段，很容易借助火车、汽车等外在扩散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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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路、公路进行大肆传播，甚至通过气流、水流达到自然传播，该阶段下很难在短期内取得理想的防控

效果，只能采取生物防治为主，辅以化学、机械控制的综合治理措施。生物入侵作为全球广泛关注的重大

问题，深入研究其入侵机制，预测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对于控制或减少入侵物种造成的危害具有重要

意义[37]。 

2.5    发展趋势分析    对文献之间进行关键词突现分析，结果（表 3，4）表明，目前国内外关于绿化植物滞

尘效应的研究均持续时间最长，这与城市工业化及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且国内学者多以绿

化植物叶功能性状为研究契入点对城市环境进行分析。空气中的颗粒物污染因其成分复杂、影响范围

广，现已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危害因素之一，直接关系到人类长期的生存及发展。因此，道路绿化生态服

务功能研究将有望持续作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同时，随着国内传感器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最新进展，

产生了基于百度街景地图、腾讯街景地图、遥感影像等新的数据采集方式，为道路环境研究提供了高分

辨率的实景图像大数据。其因数据来源成本低、覆盖范围广、收集效率高等明显优势，也将进一步用于

研究，引领道路绿化领域研究进展。 

3    总　结

（1）从时间分布来看，国内道路绿化研究领域目前整体处于一个较为明显的衰减期，而国外正处于一

个良好发展阶段，研究热度有持续上升的趋势。从研究国家和地区分布来看，农林类高院校是国内道路

绿化的研究主体，国外多集中于发达国家，以美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在该领域起着明显的主导作

用。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道路绿化规划设计与景观评价研究、植物配置模式及养护管

理研究、植物多样性及生态效益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主要为道路绿化植物多样性与土壤理化性质

研究、道路环境健康风险评估与研究、动植物入侵与扩散机制研究方面。推测其原因，相同时期内，由于

各城市发展所处的水平不同，导致学者们对该领域关注的热点也不尽相同。对于国内而言，该时段正值

新一轮城市建设高潮期，道路绿化发展处于植物生长保养期内。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属于城市使用维护

期，其道路绿化植物处于成熟演替更新期。显然，国内外道路绿化所处的生命周期段位不同，学者们对该

领域关注的侧重点自然不同，相关学科的研究课题也会随着社会关注的热点而转移。

（2）从研究地域来看，国内外的学者们都集中在城市道路绿化，对乡村关注较少。相比城市道路而

言，乡村道路普遍存在道路等级低、绿化宽度有限、绿地结构简单等特点，因此，学者大多围绕城市道路

 
表 3    国内研究关键词突现表

Tab. 3    Highlight keywords table for research in China

关键词 Keyword 突现强度 Strength 开始年 Begin 结束年 End 2000—2020年突现时间段 The period from 2000 to 2020

滞尘 1.65 2014 2019 ▂▂▂▂▂▂▂▂▂▂▂▂▂▂▃▃▃▃▃▃▂

园林植物 4.04 2015 2018 ▂▂▂▂▂▂▂▂▂▂▂▂▂▂▂▃▃▃▃▂▂

叶绿素 2.03 2017 2020 ▂▂▂▂▂▂▂▂▂▂▂▂▂▂▂▂▂▃▃▃▃

街景图像 1.24 2019 2020 ▂▂▂▂▂▂▂▂▂▂▂▂▂▂▂▂▂▂▂▃▃

 
表 4    国外研究关键词突现表

Tab. 4    Highlight keywords table for research in other countries

关键词 Keyword 突现强度 Strength 开始年 Begin 结束年 End 2000—2020年突现时间段 The period from 2000 to 2020

particulate matter 2.77 2016 2018 ▂▂▂▂▂▂▂▂▂▂▂▂▂▂▂▂▃▃▃▂▂

air pollution 1.45 2017 2019 ▂▂▂▂▂▂▂▂▂▂▂▂▂▂▂▂▂▃▃▃▂

management 1.77 2017 2018 ▂▂▂▂▂▂▂▂▂▂▂▂▂▂▂▂▂▃▃▂▂

quality 3.28 2018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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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相关调查研究，但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同样比较突出，其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有待加强。在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下，国内学者应相互交流，加强多学科理论融合，有效推动我国道路绿化的发展。

（3）从研究前沿来看，国内外均倾向于道路绿化生态服务功能研究。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土地利用类

型的转变导致自然生境的破碎化，进而引起一系列的环境问题，道路绿化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城市提供了一系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与重视，也使人们对道路环

境的管理与品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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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searches on Road, Street or Highway
Greening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Based on CiteSpace

YANG Chao,   KONG Lingyao,   LIN Shiping,   LI Zhi
（College of Forestry,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0228, 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fully grasp the progress of road greening research at domestic and overseas, core journal
data from CNKI and WOS were used as the source. A visual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on road,
street  or  highway  greening  research  from  2000  to  2020  were  made  by  using  CiteSpace  software,  based  on
which  the  hotspots,  interests  and  frontiers  of  research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were  concluded.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research on road, street or highway greening in China had a declining trend with its peak
period in between 2010 and 2011, while the research in other countries was at a good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research  interests  researchers  in  China  mainly  focused  on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landscape
evaluation,  plant  arrangement  patterns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and  plant  diversity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while  researchers  in  other  countries  were  mainly  aimed  at  the  diversity  of  plants,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of road environments, mechanism of plant and
animal  invasion  and  dispersal.  In  terms  of  research  frontiers  the  researchers  i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ll
tended to focus on the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of the road, street or highway greening.
Keywords：road, street or highway greening；mapping knowledge；bibliometrics；information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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