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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学国内研究统计与发展趋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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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 , 北京 100035 ;

21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 北京 100101)

摘　要 　以相关数据库收录的论文、科技成果和资助课题为基础 ,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土地资源学领域涉及的主

题、论文发表年代、期刊种类等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中国学位论文、期刊论

文在土地资源方面主要集中在资源评价和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这 2 个主题 ;土地资源学方面的论文、成果的数

量连年持续增加 ,表明土地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从土地资源领域论文期刊分布来看 ,影响因子较高的学报级期

刊比例较小 ,地区性学术期刊论文较多 ,说明土地科学研究的理论水平亟待提高 ;土地资源领域科技成果以应用研

究和工作项目成果为主 ,注重解决土地资源调查、监测、评价中的实际问题 ,科技成果注重向实用性和应用性方向

发展。综合以上分析 ,进一步对今后土地资源学各研究主题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提出未来土地资源学研究的

重点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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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 e d on s ome res earch p ap er and achievement data bas es , this p ap er makes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s electe d topic distribution , chronological distribution and p eriodical distribution. It is found that evaluation of land

res ources , land us e and land cover change have been becoming the focus of thos e project s upp orte 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 Chines e de gree p ap ers and p eriodical p ap ers . With much re gard to land

is s ues , the number of p eriodical p ap ers and res earch achievements concentrate d on land res ource res earch

increas e d gra dually , it s howe d that land is becoming the focus of s ocial attention. In view of p eriodical distribution ,

the prop ortion of p eriodical p ap ers which belong to trans action level is very low , s o land res ource res earch s hould be

improve d. Furthermore , s cientific res earch achievements p ay more attention to practica bility and application. As a

res ult , the res earch emp has es and directions of different topics in the future were p ut forward in this p ap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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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资源学是研究土地资源区域分异特征 ,及

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科学[1 ] 。土地资源学随着社

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成长 ,其中土地适宜性

评价、土地潜力评价、土地利用调查、土地利用类型

划分、土地退化评价、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等土地资

源调查、评价工作相继开展 ,使土地资源学迅速发展

成比较成熟的学科 ,反过来又为土地资源的调查、监

测、评价、规划和可持续利用与管理提供了重要技术

支撑[2 7 ] 。

本研究基于文献统计方法 ,对近年来我国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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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学研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 ,旨在全面分

析当前土地资源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阶段变化。

1 　数据来源及分类处理方法

本研究文献统计数据来源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 (清华同方) 、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万方) 、

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 (万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项目数据库。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上述数据库收

录的论文、科技成果和资助课题涉及的主题、发表年

代、期刊种类等进行统计分析。具体统计方法是 :利

用计算机在数据库输入篇名检索词 :土地 (耕地、农

用地、农地、林地、草地等 ) 进行查询 ,以写字板、

ACCESS 及 EXCEL 为数据处理工具对查询结果进行

人为筛选和分类。对于属土地资源学领域的文献和

成果 ,统计分类基于以下各研究方向 : 1) 土地分类

(包括理论、方法和技术的探讨等) ;2)土地资源调查

监测 (包括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调查监测、土地退化

调查监测、土地质量调查监测等) ;3) 土地资源评价

(具体包括土地适宜性评价、土地生产潜力及承载力

评价、土地退化评价、土地质量评价、土地集约利用

评价、土地生态安全及风险评价、土地分等定级与估

价、耕地后备资源评价、土地持续利用评价等) ;4) 土

　　　　　

地资源开发、复垦与整理 (包括土地整治、整理、复

垦、开发等工程设计与理论方法研究和模式等) ;

5)土地利用与优化配置 (包括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土

地利用优化模式、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等方面的研

究) ;6) 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 (LUCC) 研究 (具体

包括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动态变化驱动机制与模拟、

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环境效应评价、土地利用Π
土地覆被变化与可持续利用关系等) 。

2 　土地资源学研究发展趋势统计

211 　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统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999 —2005 年共资助土地

科学相关研究项目 134 项 ,属于土地资源学科领域

的项目有 98 项 (表 1) 。在此 6 年间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的项目多集中在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

(LUCC)和土地资源评价领域 ,分别占土地领域项目

总数的 42154 %和 22139 % ;而属于土地分类、土地

资源调查监测、土地资源开发复垦Π整理、土地利用

与优化配置的项目较少。在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

化和土地资源评价 2 个领域中 ,以土地利用Π土地覆

被变化环境效应评价以及土地退化评价的研究居

多 ,分别占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以及土地资源评

表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量统计

Table 1 　Number of project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项

年份

项 目 主 题 分 类

土地 (耕地) 土地分类
土地资源
调查监测

土地资
源评价

土地资源开发
复垦Π整理

土地利用与
优化配置

土地利用Π土地
覆被变化

其他

1999 4 0 0 1 0 1 2 0

2000 10 0 0 5 0 0 2 3

2001 13 0 1 1 0 2 6 3

2002 23 0 0 7 0 0 10 6

2003 26 0 2 6 0 1 12 5

2004 20 1 0 4 1 1 8 5

2005 38 0 0 6 0 1 17 14

合计 134 1 3 30 1 6 57 36

价研究项目总数的 54 %和 37 %。

200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资助土地科学相

关研究项目 38 项 ,其中属于土地资源学科领域的项

目 24 项 ,有 23 项属于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和土

地资源评价 2 个主题。其中 :土地资源评价领域的

项目注重土地退化、土壤侵蚀和生态风险评估 ;土地

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领域项目更加注重黄土高原、农

牧交错区等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

变化的环境效应评价以及我国大中城市、经济发达

地区、粮食主产区等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等研究。

从近年来资助项目数量比较 ,2005 年度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对土地资源领域资助力度有较大幅度提高 ,

较 2004 年增长了 90 % ,说明土地资源研究日益得到

重视。尤其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粮食主产区、经济

发达地区土地资源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

1999 —200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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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领域的依托单位主要是中国科学院各类研究所和

高等院校 ,反映出我国土地科技工作已经形成了较

为健全的研究体系和运行机制。其中 ,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突出表现了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领

域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项目最多 ,为 18 项 ,占总项目比例为 1814 %。值

得提出的是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和国土资源部土

地整理中心作为国土资源部直属的事业单位 ,在土

地资源领域起着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 ,1999 —200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上述 2 单位土地资源学领

域项目总数 5 项。

212 　基于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万方)的统计

基于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 (万方数据库) ,本研

究共查出近 5 年土地资源学领域的成果 335 项 ,占

土地科学领域项目总数的5815 %。由图1可见 ,土

图 1 　中国土地资源学科技成果统计情况

Fig. 1 　Number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different subjects

地资源学领域科技成果项目多集中在土地资源评价

和土地资源调查监测 2 个领域 ,分别占土地资源学

领域项目总数的 47 %和 36 %。其中 ,土地资源评价

领域以土地退化评价及其治理技术研究的成果居

多 ,占土地资源评价总数的 47 % ;其次是城市土地

定级估价和农用地分等定级估价研究成果 ,尚未见

属于土地分类研究项目成果。结果表明 ,土地资源

领域科技成果是以应用研究为主 ,注重解决土地资

源调查、监测、评价中的实际问题 ,为土地资源管理

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技术支撑 ,科技成果注重向实

用性和应用性方向发展。

213 　基于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的统计

基于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万方) ,本研究

检索出自 1993 年以来土地资源学领域的学位论文

共 925 篇。对检索结果进行归类分析 ,多集中在土

地资源评价和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研究方面 ,分

别占论文总数的 42 %和 31 % ,土地资源调查监测和

土地开发复垦Π整理方面分别是 102 篇和 89 篇 ,土

地利用与优化配置和土地分类领域的论文较少 (表

2) 。就论文收录数量年际变化趋势而言 ,1999 年以

前学位论文收录较少 ,且均为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自 1999 年以来 ,各领域学位论文收录数量均呈现增

加趋势。其中 ,硕士生论文所占比例最多 ,共 757

篇 ,占土地资源学领域学位论文总数的 82 % ;博士

论文 165 篇 ,占土地资源学领域学位论文总数的

18 % ;博士后报告最少 ,仅 3 篇。一方面说明与国家

扩招研究生政策的施行和研究生数量的增加存在着

　　　　　表 2 　中国学位论文统计情况

Table 2 　Number of Chinese degree papers in different subjects 项

年份

论 文 主 题 分 类

土地分类
土地资源调
查监测

土地资源评价
土地开发复
垦Π整理

土地利用与
优化配置

土地利用Π土地
覆被变化

1993 0 0 2 0 0 0

1994 0 0 1 0 0 0

1995 0 0 1 0 0 0

1996 0 0 0 0 0 0

1997 0 0 3 0 0 1

1998 0 0 5 1 0 1

1999 1 7 21 4 3 24

2000 1 10 51 4 2 16

2001 0 11 57 10 4 29

2002 4 14 42 9 13 37

2003 4 16 59 13 10 62

2004 4 22 95 30 10 72

2005 0 22 53 18 6 40

合计 14 102 390 89 48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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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联系 ,另一方面也说明土地资源学领域的研究

还有待于博士、博士后工作的开展和深化研究。总

的来看 ,2005 年土地资源学各领域学位论文收录数

量均有所回落。诚然 ,硕士、博士、博士后学位论文

(报告)的数量也可能受数据库源收录情况的限制。

214 　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清华同方)的统计

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本研究检索出属于

土地资源学科领域的论文共 7 180篇。

21411 　论文主题分析 　从我国科技论文研究内容

分析 ,可以说明我国土地资源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和

土地科研工作者所关注的热点。统计结果显示 ,近

年来 ,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土地退化和土地质

量评价、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研究 3 大方向是大家

关注的热点 ,这与实际情况完全一致。属于土地资

源评价主题的论文居优势地位 ,主要有土地退化和

土地质量评价、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 ,共有论文

3 044篇 ,占土地资源领域总论文的 4214 % ;其次是

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主题 ,主要是关于土地利用

Π土地覆被变化环境效应评价、动态变化特征及驱动

机制等研究 ,共有论文1 725篇 ,占土地资源领域总

论文的 24 % ;属于土地开发复垦Π整理和土地资源调

查监测主题的论文所占土地资源领域总论文的比例

分别为 14139 %和 12198 % ;而属于土地分类和土地

利用与优化配置主题的论文相对较少。

21412 　论文时间分布 　自 1980 年以来 ,土地资源

领域论文发表数量呈现逐年增加趋势 ,具体可分为

3 个阶段 (图 2) 。1) 1980 —1993 年为发展阶段。此

阶段论文发文量呈逐年稳定增长趋势 ,自 1980 年的

24 篇增长到 1993 年的 120 篇 ,年均增长率为 15 % ;

2) 1994 —1997 年为成熟阶段。此阶段论文数量较前

一阶段呈现一个小的跨越 ,1994 年发文量达 220 篇 ,

此阶段发文量年均增长率为 2518 % ;3) 1998 —2005

年为突破性发展阶段。与前 2 个阶段相比 ,本阶段

发文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但 2005 年发文量有所

回落 ,本阶段发文量年均增长率为 1519 %。同时可

以看出 ,近几年来土地资源学方面的论文数量连年

持续增加 ,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土地正成为社会和学

界关注的焦点 ,也表明探讨土地资源学学科建设是

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需要。

与此同时 ,不同研究方向论文分布特征有所不

同。作为土地资源评价基础的土地适宜性和土地生

产潜力及承载力评价的论文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分布较多[8 9 ]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应用领域 ,如

图 2 　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时序变化趋势

Fig. 2 　Variation of total periodical papers since 1980

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10 11 ] 、土地生态安全及风险评

价[12 13 ] 、土地分等、定级与估价等[14 ] 。土地资源调

查监测主题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

的调查监测 ,占土地资源调查监测主题论文总数的

90 % ,而土地退化监测和土地质量调查监测的论文

相对较少 ,且集中在近几年。目前国内的土地分类

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分类方法和分

类技术的研究。近年来 ,多时相、多源遥感数据复合

分类方法、人工神经网络分类方法、专家系统分类方

法、模糊数学分类方法等新方法得到广泛应用 ,数据

来源也更加丰富[15 17 ] 。

21413 　论文学术水平统计 　研究论文的来源期刊

是了解该研究领域学术水平和掌握核心期刊群的最

有效的方法。本研究检索的土地资源领域论文期刊

分布符合专业文献分布的集中 离散规律 ,即大量的

专业论文集中分布在少数专业期刊上。通过统计分

析可见 ,在土地资源学的7 180篇论文中 ,影响因子

较高的学报级期刊 (地理学报、自然资源学报、遥感

学报、生态学报、土壤学报和重点高校学报等) 所刊

登的论文仅占 721 篇 ,比例仅为 10104 %。载文数量

位于前 20 位的期刊 ,主要分布在资源环境领域 ,如

资源科学、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

境、自然资源学报、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等期刊 (表

3) 。2005 年资源环境类影响因子前 5 位中文核心期

刊仅刊登土地资源学领域的论文 385 篇 ,比例为

5136 % ;地理类期刊也占有优势地位 ,如地理学报、

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干旱区地理等。地理科学

类影响因子前 5 位中文核心期刊仅刊登土地资源学

领域的论文 299 篇 ,比例为 4116 %。此外 ,地区性学

术期刊也在该领域研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青海

草业、四川草原、内蒙古草业、云南地理环境、浙江国

土资源等载文数量均在 20 篇以上。这些数据在一

定程度上表明 ,土地资源学研究水平总体不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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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土地资源学领域载文数量位于前 20 位的期刊分布

Table 3 　Top 20 in all journals in which the related papers were published since 1980

期刊名称 论文数量Π篇 比重Π% 期刊名称 论文数量Π篇 比重Π%

资源科学 253 3152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87 1121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179 2149 山地学报 86 1120

水土保持学报 138 1192 水土保持通报 83 1116

中国沙漠 131 1182 地域研究与开发 81 1113

中国土地科学 125 1174 地理研究 74 1103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116 1162 中国草地 71 0199

自然资源学报 114 1159 地理科学进展 71 0199

水土保持研究 100 1139 中国水土保持 70 0197

地理学报 90 1125 中国土地 70 0197

草业科学 88 1123 干旱区地理 64 0189

于这些期刊刊登的主要是理论研究和理论应用研究

性论文 ,同时也说明土地科学研究的理论水平亟待

提高 ,这与张绍良等学者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18 ] 。

3 　土地资源学研究发展趋势展望

311 　土地分类

目前 ,国内在开展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分类体系

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如 2002 年以前一直运用“八

大类”分类体系 ,2002 年后开始执行新的土地利用

分类体系 ,而中国科学院采用 10 个一级类型、39 个

二级类型及若干个三级类型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 ,

还有通过遥感反演指标建立的全国土地覆盖分类系

统。上述分类体系均是全国尺度 ,其分类标准是土

地利用方式。此外 ,区域尺度的土地利用Π覆被分类

体系成果也较多。总的来看 ,土地分类主要集中在

基于遥感数据的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分类案例研究

及分类方法的研究。但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一套特别

适合遥感应用的、普遍接受的不同尺度 LULC 分类

体系 ,这严重影响了基础数据信息共享和应用的潜

力。因此 ,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分类的标准化研究仍

是未来的重点。同时 ,应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

立一套分类体系 ,其中高级别上的土地覆盖类别应

尽可能的与国际标准一致 ,低级别要结合中国特有

覆盖类型进行划分。这样既能满足数据的比较和为

建立全球土地覆盖资源数据库服务 ,又能满足中国

区域尺度上的研究。

312 　土地资源调查监测

国内在土地资源调查监测应用体系和土地资源

调查监测系统与数据库建设方面 ,取得了较大进展。

但是 ,与国际上相比 ,我国尚未建立系统的土地利

用Π土地覆被变化数据平台 ;与网络时代土地资源管

理现代化和国内不同行业对遥感数据应用技术体系

的要求相比 ,“3S”技术在土地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深

度和广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尚未形成统一的权威

的土地调查监测、信息管理和应用服务、产品加工的

标准与规程 ;尚未形成面向土地资源管理的实用化

数据信息获取、数据传输与管理应用服务的技术体

系 ;高效的多源海量数据的有效集成与应用系统开

发是未来土地资源调查监测的重点。此外 ,利用遥

感技术进行土地资源的预警预测仍处于初级阶段 ,

快速监测预警系统建设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313 　土地资源评价

近年来 ,我国的土地评价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应

用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从早

期的土地适宜性、土地生产潜力和土地承载力评价

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针对

土地退化及其防治的土地评价。随着土地退化的不

断加剧和土地持续利用管理理念的提出 ,土地质量

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关注。但目前对土地质量的影响

机理和实践研究方面较为薄弱 ,也缺乏长期定点监

测的系统数据用于土地质量评价。土地质量变化的

过程机理与尺度效应是未来的研究重点。此外 ,包

括评价内容、评价方法、指标体系构建和技术应用在

内的土地集约利用和土地生态安全的定量评价已成

为我国土地评价研究又一新的领域。土地风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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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尤其是污染土地风险评价与生物修复技术是我

国未来土地评价的重要内容。我国污染土地评价还

主要集中在施用化肥、农药、农家肥等土地利用行为

对农业土地造成的面源污染评价 ,污染土地风险评

价更接近于污染场地风险评价的范畴 ,该领域在我

国尚属新兴的研究领域。此外 ,土地可持续利用的

预测、空间异质性、临界值的界定等 ,以及预警是未

来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研究的发展趋势。在评价方

法上 ,人工神经网络技术、遗传算法、退火算法及组

合预测等一些新算法开始在土地评价中得到应用 ,

使得评价结果的精度和准确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314 　土地整理与复垦

土地整理作为优化土地利用、实现耕地总量动态

平衡的一种有效手段正在我国普遍开展 ,但现代意义

上的土地整理其范围和深度还普遍小于发达国家。

近年来 ,土地整理与复垦工程规划与设计在我国普遍

开展 ,“3S”技术在土地整理工程规划设计中已成功运

用。国内学者提出了在土地整理项目中进行景观生

态规划设计的优化方法。但是 ,有关土地整理引发的

环境影响问题仅停留在学术讨论阶段 ,针对土地整理

与复垦的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和预测模型尚缺乏。

土地复垦与再利用研究主要集中在矿山废弃地以及

少量的工业园区及村镇居民点废弃地研究。综合来

看 ,引入环境评价的理论、方法进行土地整理复垦规

划 ,基于生态建设的土地整理复垦的规划与优化技术

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现阶

段土地整理、复垦与再利用技术缺乏先进的、集成化

的技术手段 ,先进的、集成化的土地整理、复垦与再利

用技术研究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315 　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

我国及其典型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力

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不少学者开展了城市土地利

用Π覆被变化及城乡作用机制研究 ,以求获得动力因

子和驱动过程的完整和全面的认识 ,这对揭示土地

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的动力机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总的说来 ,在我国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规

律、区域模型方面取得进展 ,但在变化机制和变化预

测方面仍显不足。未来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研

究有如下几个发展趋势 :1) 注重多学科多尺度对土

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驱动力机制研究 ,并特别强调

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时间和空间明确性在土地利用

变化驱动力机制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尤其是要注重

社会经济因子对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驱动力的

贡献分析 ;2)注重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热点区域

的变化过程机制和动态模拟研究 ,强调对热点区域

(hot spot)即目前土地覆被变化剧烈地区、在未来有

可能发生土地覆被变化的地区和土地覆被变化有严

重后果的地区进行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过程和

动态模拟研究是未来重点 ,例如我国水土流失严重

的生态环境脆弱区、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中部

粮食主产区等都将是未来研究热点区域 ;3) 注重水

资源约束和政策驱动下的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

研究。我国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受水土资源分

配不平衡及政策驱动因素的影响较大 ,因此 ,未来应

加强水资源利用和分配机制、可利用的水资源储量

对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格局的影响、粮食安全和

经济安全约束下的土地利用Π土地覆被变化研究。

综上所述 ,未来土地资源学科体系建设应深化

土地资源学基础理论研究 ,建立系统的土地资源学

理论体系 ,强化土地资源技术科学的发展 ,注重宏观

与微观的有机结合 ,围绕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

问题的研究是未来土地资源学基础应用研究的重点

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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