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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运河文化保护政策的制定，大运河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目前，大运河的发展受到文化政策的

影响而发生诸多变化，亟需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视角来探索运河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战略，从而全面客观地

了解当代社会在大运河文化遗产领域的研究趋势。借助CiteSpace和VOSviewer软件，对知网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10–2023年期间与大运河相关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并基于研究型文献发表数量和

热点话题进行分析及推演。结果表明，国内外运河研究文献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国内运河研究主

要围绕文化遗产、文旅融合等；国外主要聚焦于运河控制算法与技术研究、运河水质污染防治技术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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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ies to protect canal culture, grand canal has gradually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e development of grand canal is subject to many change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policie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a dynamic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canal heritage to gain 
a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tren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grand canal’s cultural heritage 
field. In this study, with the help of CiteSpace and VOSviewer software, we visualize and analyze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grand 
canal in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from 2010 to 2023 and analyze and extrapolate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and hot 
topics based on research-based liter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canals at home and abroad 
is on the rise, of which domestic canals are mainly centered on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etc.; foreign 
countries mainly focus on research on canal control algorithms and technologies, canal water quality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i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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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始凿于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开挖的

邗沟，经隋、元时期两次大规模的扩建，最

终在天然河道的形成下加以疏浚修凿而成，

共跨越了8个省、35座城市。大运河不仅停

留于文字和史料的记载中，更是流动的、鲜

活的，是奔腾不息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

运河流域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是中华民族

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自2014年中国

大运河项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来，

中国政府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关于运河文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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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政策文件。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保护、

传承和利用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指示，江苏省

于2018年成立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并

设立分院，其他高校也相继成立大运河文化

研究院。在社会文化发展与政策的引导下，

大运河相关研究成果逐年增多，近年来已成

为新的研究热点和重要研究领域。基于上述

研究现状，文章采用CiteSpace和VOSviewer软

件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并绘制国内外大运河

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探究国内外大运河的

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这对推动大运河后续

相关研究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1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对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

（WoS）相关学术期刊的数据集进行分析，探

索国内外学者对大运河领域的研究进展。基

于分析角度不同，本文数据检索限定分为两

个时段：（1）为梳理研究领域发展阶段，国

内外文献检索时间跨度分别为1950–2023年、

1998–2023年；（2）在了解国内外运河相关背

景及政策后，选择2010年1月1日至2023年

12月31日的文献数据进行热点与前沿趋势研

究。基于CNKI数据库检索中文期刊文献，采

用高级检索方式，检索条件设置为“关键词

(精确)”，检索词选定“大运河”，选择学术

期刊数据库，共检索出2 362篇文献，经过

筛选去除报导、访谈、诗词以及非本学科或

重复的内容，共选取有效文献1 696篇。基于

WoS数据库检索外文文献，以“canal”作为主

题词，检索得到2 982篇文献。在学术界中，

为了确保文献检索的准确性，使用Research 

Areas功能多次过滤，选择水利、建筑工程学

领域中与“运河”相关的文献。经过多次筛

选，最终得到522篇文献，再经人工剔除一

轮后，共计有效文献总数为484篇。本文在

分析过程中，构建知识图谱重点关注发文

量、关键词以及发展趋势等内容。

1.2 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是目前文献综述常用的方

法之一，将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和结构关系

可视化呈现 [1]，其中CiteSpace和VOSviewer分析

软件得到了广泛应用[2]，它们皆是基于Java开

发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 [3]。故本文选用上

述两种可视化软件进行文献分析，通过观察

发文量总体趋势，探索发文量短期内快速增

长的深层次原因；其次对关键词聚类进一步

分析，有助于梳理近年来该领域聚焦的研究

热点，对精准大运河研究方向和领域等具有

重要意义。

2 国内外运河研究进程分析

2.1 文献计量分析

文献发文量是评定研究热点和发展趋

势的重要指标。绘制运河研究趋势分析图，

有利于开展国内外研究的知识波动性预测。

CNKI数据库中运河研究文献始见于1950年，

由于1950–1999年区间跨度较大、文献量较

少，故将该时间段分成5组，每组为10年，

计算每组的年均发文量。在WoS数据库中，

1998–1999年的文献相对较少，因此该时间段

被视为一组来计算年均发文量（图1）。两个

数据库检索截止日期均为2023年12月31日。

总体趋势显示学术界对运河研究的关注度逐

年增加，文献发表数量呈持续增长状态。

2010年以前大运河相关文献发文量总

计828篇，占总发文量的25.9%。2000–2005

年是国内大运河发文量的低速平稳期，年均

发文量28.5篇，自2006年起国内发文量逐渐

增长。外文文献出现较晚，首次见刊于1998

年，前期文献发文量较少，2010年以后年发

文量大幅增长，期间有起伏变化，2018年以

后整体保持增长趋势。

2.2 基于发文情况的研究阶段划分

2.2.1 国内运河论文发文趋势

结合国内相关政策及行业动态，对发文

量趋势进一步梳理后划分为4个阶段（图2）：

（1）运河研究起步阶段（1950–1999年）。

20世纪中后期，中国陆、空交通网络相对薄

弱，而内河航运占显著地位。随着中国运输

需求的不断增长，航道运输成为该时期的主

发
文
量

/篇

年份
1

图1   大运河研究历年发文量总体趋势
Fig. 1   Overall trend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study of grand canal over th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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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焦点，部分学者将重心投入历史悠久的

大运河研究，其研究对象多以京杭大运河

浙江段和江苏段为主，研究内容主要有水运

航道及沿岸景观整治 [4]、船闸工程设计 [5]等，

主要以扩大京杭运河容量，带动区域发展为

目的。

（2）国际运河经验借鉴阶段（1999–2004

年）。1998年比利时中央运河成功申遗，对运

河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20世纪末，世界运

河领域发生了一件极具战略意义的变更事件，

巴拿马从美国政府手中正式收回了位于中美

洲地峡的巴拿马运河的主权，这引起研究人

员的关注。该时期中国部分学者主要针对巴

拿马运河主权变更的影响 [6]、巴拿马运河发

展历程 [7]等内容进行研究。研究学者也因比

利时中央公园的成功申遗受到启发，中国运

河的发展即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3）运河文化遗产申报探索阶段（2004–

2014年）。2006年，全国政协58位委员联合

提出呼吁对大运河进行重点保护。同年12

月，大运河成功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

备名单》，标志着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正式启动，运河研究日益成为“热门话题”。

与此同时，该时期国内旅游业快速发展，王

建波 [8- 9]；田乃鲁、朱晓明 [10]；李红艳、陈

舒雯 [11]等学者以运河古镇作为研究对象，

对运河周边历史街区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刘

大群 [12]、许云飞 [13-14]等学者对运河线性文化

遗产旅游的开发重点关注，这为后期大运河

“文旅融合”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

运河研究的蓬勃发展标志着运河文化遗产

研究到达了顶峰。

（4）运河研究深化发展阶段（2014年至

今）。从2006年国家做出申遗决定到2014年成

功入选，中国大运河申遗经过了8年的准备，

运河研究从此迈入新的阶段。2014年大运河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年发文量达到114

篇。从2019年开始，发文量与前一阶段相比

增长速度明显加快，由于2019年2月《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的颁布，将运

河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此方案的推动下，

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21–2022年中国

新冠疫情较为严重，对运河领域的研究有所

下降，随着疫情得到逐步控制，该研究领域

内的热度下降趋势有所缓和。在深化发展阶

段中，出现了以文化经济视角探索大运河文

化带的重点研究内容 [15]、文化生态学视角下

江南运河与沿运聚落的文化生态资源可视化

研究 [16]等文献计量研究，反映了大运河相关

研究已经进入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阶段。

2.2.2 国外运河论文发文趋势

基于国外运河发文情况及相关政策，可

将国外运河研究划分为4个阶段（图3）： 

（1）国际运河研究平缓发展阶段（1998–

2009年）。根据《世界遗产名录》的时间顺

序，在此期间，全世界有三条运河成功入

选，它们是：比利时中央运河（1998年）、加

拿大里多运河（2007年）以及英国庞特基西

斯特水道桥与运河（2009年）。此时，学者对

国际运河的研究内容相对分散且体量小，年

均发文量4.5篇，主要围绕水资源管理与运河

环境等方向。 

（2）运河研究方向转换阶段（2009–2014

年）。快速城市化发展和气候变暖正在对全

发
文
量

/篇
发
文
量

/篇

年份

年份

基于CiteSpace和VOSviewer的国内外大运河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分析      王金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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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 2   国内大运河研究历史阶段
Fig. 2   Historical stages of grand canal research in China 

图3   国外运河研究历史阶段
Fig. 3   Historical stages of canal research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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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环境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包括高温热浪

和干旱、以海啸为特征的极端海平面变化、

风暴潮造成的洪涝等事件，运河发展成为

“棘手”问题。在国际气候的影响下，学者

们对运河领域的研究也逐步转向气候变化对

运河生物、城市化对运河地表水质的影响 [17]，

新的研究方向以缓解快速城市化而导致的运

河水质富营养化和污染，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目标。

（3）运河研究多元化发展阶段（2014–2018

年）。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国内外学

者对运河领域的探索不断更新，发文量呈现

增长趋势且研究内容多元化。在城市化进程

的发展下运河成为处理废水的管道，其水质

不断恶化，从而使生态系统服务质量下降，

因此，为改善环境质量、优化生态格局，相

关学者对运河领域的研究逐步拓展到生态系

统服务的应用[18]，以恢复文化服务提高景观

可持续发展，赋予了生态文明理念新的内涵。

（4）“一带一路”倡议发展阶段（2018年

至今）。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论坛会

议在北京举行，各国就发展战略对接、促进

互联互通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共识。

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外合作伙

伴就铁路、港口、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协同

发展，而运河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将

会对国际航运网络和枢纽港口的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相关学者对“新课题”进行广泛关

注，如曾庆城等 [19]就克拉运河的开通模拟计

算客运量的变化，影响了港口的中转市场份

额使航运格局多样化。

通过上述分析，预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国内外有关大运河研究发文量将有一

个新的增长空间。查阅运河研究历史阶段中

的相关文献，发现研究热点会受到重要事件

及国家政策等影响因素而发生波动，同时，

相关研究内容具有“实施—研究—前瞻”的

发展过程。 

2.3 作者与研究机构合作分析

作者共现图谱反映了运河研究领域的核

心作者及关联作者间的合作情况。分别将

CNKI、WoS数据库文献导入VOSviewer中，设置

分析类型为共同作者（co-authorship），分析单

位为作者（author），最小频率设定为3，得到

国内外运河作者共现图谱（图4，图5）。其

中，国内大运河研究作者共2 344位，发文

量≥3篇的作者共计82人，发文量≥9篇的作

者共计4人，分别是姜师立（15篇）、王健（12

篇）、李永乐（9篇）、田德新（9篇）。国外运

河研究作者共2 148位，发文量≥3篇的作者

共计32人，发文量≥5篇的作者共计4人，发

文量最高的作者是 Ibrahim A. Elshaer（12篇），且

其形成的团队规模最大，内部连线比其他作

4 5

图4   国内大运河研究作者合作网络
Fig. 4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authors on the study of grand canal  in China

图5   国外运河研究作者合作网络
Fig. 5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authors on the study of canal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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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间的协作更密集。

发文机构网络合作图谱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大运河研究机构的发文水平和机构

间协作的地理分布情况。将国内外文献导入

CitesSpace软件，根据文献计量研究结果分析

研究机构的发文情况，如表1所示，江苏省

的学校和研究机构所占比例最高，是大运河

研究领域的主力军。国外发文量前5的机构

占总发文量的34.1%，多以国际运河为主要研

究对象，埃及知识库（Egyptian Knowledge Bank）

是国际运河发文的核心机构。在上述研究机

构中都是以单一节点形式存在的，很少有关

联协作研究。

总之，通过对核心作者及研究机构的分

析，其国内各团队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很

少进行跨机构协作研究，且研究机构集中于

江苏省，大多集中于江苏段运河的研究，关

于北运河的研究缺乏领军机构，表明研究的

内容与地区机构息息相关。研究机构整体上

呈现出“南多北少”的特征。

3 国内大运河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分析

3.1 国内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浓缩，可以揭

示文章内容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核心观点 [20]。

利用CiteSpace软件计算关键词共现频率，绘

制大运河关键词图谱（图6），并提取出频

次排名前10的关键词（表2）。从2010–2023

年大运河关键词图谱分析中可以看到，以

“大运河”为核心的关键词向外围辐射，连

接“文化遗产”“运河文化”“运河”“保

护”“文旅融合”等热点词，且延伸出更多

分支。该图构成了近14年来国内大运河领域

的研究热点，但由于学科交叉的影响，研

究领域中出现了外围关键词分布相对分散的

现象。

从高频关键词表中分析发现“大运河”

频次最高，中心度最强，以“大运河”为中

心延伸出许多研究领域。“文化遗产”频次次

之，研究该领域相关文献后发现，与该研究

同期，北运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越来

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运河水环境的变化，并

一直持续至今。该领域跨学科研究融合了化

学、生物学等学科方法，与国际景观环境治

理研究接轨，而对于倡导绿色发展、重视环

境治理的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自2018年

“文旅融合”概念提出以来，受到广泛关注。

2020年文化、旅游部颁布《大运河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规划》政策，更是成为一大热

潮。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学者较好地把握了运

河领域的研究热点，且与国家推进的相关政

策相契合。

基于关键词检索工具绘制2010–2023年

大运河国内研究热点聚类分析（图7），图中

左上角模块化指标Modularity Q=0.5017（＞0.3），

Welghted Mean Silhouette S=0.893（＞0.7），表明

聚类网络可以显示出较好的关系和相对清晰

的聚类结构 [21]。

图中共9个聚类，聚类序号越靠前则说

明该聚类中包含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

排名前5的聚类依次是大运河、保护、文旅

融合、运河文化、徐则臣。其中#4聚类的

标签为徐则臣，表明该聚类中的文献通过长

篇小说这一载体进行探讨，深入挖掘大运河

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展现其多维度考量

的作用。将上述9个关键词聚类分析归纳分

表1   国内外大运河发文量前5的研究机构统计表
Tab. 1   Statistics of the top 5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grand 

canal in China and abroad

序号
No.

国内发文机构
Domestic issuers

发文量 /篇
Volume of 
literature

国外发文机构
Foreign issuers

发文量 /篇
Volume of 
literature

1 南京博物院 20 Egyptian Knowledge Bank（EKB） 68

2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12 Suez Canal University 54

3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11 King Faisal University 19

4 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 11 Helwan University 10

5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10 Journal of King Saud University 9

表2   2010–2023年大运河国内研究热点高频关键词表
Tab. 2   Canal domestic research hotspot high-frequency keywords list from 2010 to 2023 

序号
No.

频次 /次
Frequency

中心度
Centrality

年份
Particular year

关键词
Keywords

1 572 1.16 2010 大运河

2 50 0.06 2012 文化遗产

3 38 0.05 2013 运河文化

4 36 0.07 2011 运河

5 32 0.05 2010 保护

6 31 0.03 2019 文旅融合

7 20 0.03 2020 博物馆

8 19 0.02 2018 文化

9 18 0.01 2014 扬州

10 18 0.01 2018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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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三个研究主题：运河区域研究（#0、#6、

#8）、运河相关产业研究（#1、#2、#3、#5、

#7）以及运河研究相关作家（#4）。主题一

运河区域研究中#0大运河（多指京杭运河）

是中国古代连接南北的主要动脉。俞孔坚、

奚雪松 [22]基于发生学方法构建历史模型，解

释运河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变背景，探讨功能

和相互关系并确定大运河遗产走廊的结构和

特征。张京祥、刘雨平 [23]研究运河沿岸发展

意义、影响和总体要求，并提出相关发展策

略，以扬州段为研究案例，探讨运河沿岸地

区的发展矛盾和解决方案。聚类#6苏州指大

运河吴中区段，其是全国第一条标准化文明

示范航道，也是目前中国最为繁忙的内河航

道之一。但由于沿河工厂较多，整体环境不

容乐观，其次沿岸各景点之间较为孤立，缺

少统一的视觉标识。因此，滨河景观空间的

改善与上下游运河沿岸总体规划设计成为主

要研究内容。曲丽丽等 [24]以遗产廊道为出发

点，通过对沿线运河发展现状统筹考虑，提

出景观设计策略，进一步优化了苏州段沿线

景观空间。高雪[25]以苏州段滨水公共空间的

现状建设情况展开分析，探讨滨水公共空间

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提出滨水公共空间更

新策略。主题二在运河相关产业研究中，国

内学者依据政策背景，紧跟时代趋势适时对

研究领域进行调整。主要研究有国家文化公

园的建设 [26]，文旅融合视角下对文化遗产的

保护与发展 [27]等。主题三运河研究相关作家

则主要以徐则臣创作的长篇小说《北上》为

载体，探索大运河两岸百余年来的沧桑巨变。

通过对比以上信息可以发现，2010–2023

年大运河国内热点研究聚焦于运河整体保护

规划、运河文化遗产、运河环境保护、运河

文化旅游综合开发以及生态环境的研究。

3.2 国内研究趋势演变脉络

CiteSpace中时区关键词可视化分析功能可

直观反映研究阶段的动态过程和知识结构的

时间演变，从而以时区演进的角度分析和预

测其研究趋势（图8）。2010年以前国内学者

对于大运河的研究局限于运河的发展史与运

河的价值评估，“京杭运河”是最早开展研

究的运河，对比到平行轴线的聚类可以看出，

大运河研究初期受到“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工作”的影响，以大运河、保护、修复、

漕运、世界遗产、价值评估等为研究热点，

其中“大运河”受到了最多关注，而“文旅

融合”存在最多共线关系，同时也是后续研

究的重点方向。2014年以后中国研究领域有

了新的突破，以挖掘城市形象传播策略为目

的，进一步研究文化遗产廊道、运河的旅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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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0–2023年大运河研究关键词图谱分析
Fig. 6   Keywords mapping analysis of grand canal research from 2010 to 2023

图7   2010–2023年大运河国内研究热点聚类分析
Fig. 7   Cluster analysis of domestic research hotspots of grand canal from 2010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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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等方向；近些年在文化强国的背景下，

国内学者转向游客视角，探索游客对大运河

周边发展的景观评价，通过评估进一步提出

改造优化策略；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下，利

用VR虚拟现实和3D技术，再现古运河的发

展历程。同时，由于学科交叉的影响，旅游

管理、生物学等领域也参与到运河研究中。

4 国外运河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分析

4.1 国外运河关键词聚类分析

利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算法检索绘制国

外关键词聚类分析（图9），其中聚类模块值

（Q值）＝0.5469（＞0.3），聚类平均轮廓值（S

值）＝0.8453（＞0.7）表明聚类结构显著。在

国外运河研究领域中，主要以“jiangsu province 

china（中国江苏省）”“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环境绩效）”“recreational vessel（休闲船只）”

等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由于仅从聚类名称中难以准确获取具

体信息，且可视化软件对文献关键词的提取

存在一定差异性，因此需要结合子聚类来

深入分析各聚类中涵盖的具体内容（表3）。

通过整理，将上述8个聚类归纳为三个研究

主题：

主题一运河技术与方法研究（＃3、

＃4、＃6、#7），国外学者更注重使用技术

手段研究该领域内容，利用建模算法、地理

信息系统（GIS）、模糊聚类等方法找寻运河

水文规律，从而为运河水资源管理和相关规

划奠定基础。子聚类含case study（案例研究）

的词汇，说明部分学者通过对已有案例的研

究，探索出适合于新时代的研究方法。

主题二运河区域研究（＃0），聚类#0 

jiangsu province china（中国江苏省）主要以江苏

段运河为主要研究对象，如杨金等 [28]发现

鲜少有人研究中国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

产（ICH）的空间变化，因此，利用GIS空间

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统计方法，研究了影响大

运河沿线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聚的地方因

素，为规划大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的系统更新和利用提供了重要信息。此外，

还有以景观视角、区域结构等内容进行分析

研究。

主题三运河问题与改造研究（＃1、#2、

#5），运河沿岸发展将有利于增加当地经济

效益，促进就业率增长，以文化旅游为目

的，提高运河沿岸景观可持续发展。总体来

看，国外运河研究更侧重于水质技术与环境

可持续发展研究，而运河文化方面的研究少

之又少。

基于CiteSpace和VOSviewer的国内外大运河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分析      王金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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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10–2023年大运河研究演进路径
Fig. 8   Evolutionary path of grand canal study from 2010 to 2023

图 9   2010–2023年运河国外研究热点聚类分析
Fig. 9   Cluster analysis of research hotspots abroad for canal from 2010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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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关键词聚类转换得到国外运河研究关

键词聚类时间线视图（图10）。2010–2015年

国际运河领域研究较少，该时段主要以江苏

段为研究对象，通过技术手段研究运河水

污染及水质变化等内容。总体方向以生态视

角对运河水文规律、运河沿岸旅游发展模

式进行探索，对可持续发展有明确的导向作

用。新的学术思潮在2018年开始出现，国外

运河研究领域逐渐丰富，且在多学科交叉影

响下研究领域更加宽泛，对其circular economy

（循环经济）、systems（制度）更有针对性地

开展研究。

4.2 国外研究趋势演变分析

突现关键词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被引频次

剧增的关键词，其突现关键词的起止时间可

以反映出各个时期运河研究的热点内容和

发展趋势。借助CiteSpace中提供的突现探测

（Burst Detection）技术，得到2010–2023年国外

运河突现词（图11）。由图可知，突现强度最

大的关键词是“conservation（保护）”，研究阶

段正是处于2014年中国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后，学术界引发文化遗产“保护”热

潮；同时，国外运河研究正逐渐从水环境治

理和环境保护等领域转向大运河文化、生态

和文化线路等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和利用方

面。对国外运河突现词进行梳理后发现2014

年以前运河研究主题可分为两类，即以突现

词“systems（制度）”“patterns（模式）”“genetic 

algorithm（基因算法）”为代表的运河水资源

管理发展模式研究和以“biodiversity（生物多样

性）”“quality（质量）”“air（空气）”等为代表

的运河景观环境研究。其中，运河水资源管

理发展模式研究以航道水文控制系统模型研

究 [29]为主，也包括运河水库数字遥感探测研

究 [30]等。运河环境研究则重点聚焦于运河城

市段的地表沉积物质量影响研究 [31]、运河季

节性水质变化研究 [32]等内容。在突现特征

上，“impacts（影响）”突现词热度持续近6年，

是2018–2023年的重点研究对象，其研究内

容主要有运河沿线农村聚落空间格局的演变

及影响因素 [33]、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

展空间变迁影响分析 [28]、游客对国家文化公

园的感知评价分析 [34]等。而“growth（发展）”

表3   运河国外研究关键词聚类表
Tab. 3   Clustering table of keywords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canal

聚类编号
Cluster number

聚类名称
Cluster name

子聚类名称
Subcluster name

#0 Jiangsu Province China
（中国江苏省）

landscape perspective、community structure、
grand canal Zhenjiang

（景观视角、社区结构、镇江大运河）

#1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环境绩效）

geomorphic signature、watershed analysis
（地貌特征、流域分析）

#2 recreational vessel
（休闲船只）

case study、rural livelihood、recreational vessel
（案例研究、乡村生活、休闲船）

#3 using fuzzy clustering method
（使用模糊聚类方法）

case study、urban air quality
（案例研究、城市空气质量）

#4 water gap module
（水隙模块）

local condition、urban design-application、risk 
assessment

（当地条件、城市设计—应用、风险评估）

#5 overall control diagram
（整体控制图表）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water transport 
system、efficiency

（环境性能、水运系统、效率）

#6 CAC-based cement paste
（以 CAC 为基础的粘结剂）

anthropized system、industrial park
（人性化系统、工业园区）

#7 land-bridge-island system
（陆—桥—岛系统）

effect、rural-urban gradient
（影响、城乡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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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2010–2023年国外运河研究演进路径
Fig. 10   Evolutionary path of international canal studies from 2010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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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urban（城市）”作为近年新兴突现词，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国外

运河研究的两个重要方向。

5 结论与展望

国内外运河文献发文量整体呈上升趋势。综合文献发表趋势变

化及CiteSpace、VOSviewer图谱分析情况，国内运河研究可划分为：运

河研究起步阶段（1950–1999年）、国外运河经验借鉴阶段（1999–2004

年）、运河文化遗产申报探索阶段（2004–2014年）、运河研究深化发

展阶段（2014年至今）；国外运河研究阶段可划分为：国外运河研究平

缓发展阶段（1998–2009年）、运河研究方向转换阶段（2009–2014年）、

运河研究多元化发展阶段（2014–2018年）、“一带一路”倡议发展阶段

（2018年至今）。国内外运河研究阶段的划分与运河发展历程相吻合，

研究热点的转变受重大事件及国家政策的影响。

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分析，国内外运河聚类研究各分为三个热点

主题。在数字化背景下，研究主题正逐步转向智慧数字方向，应充分

利用中国文化建设的历史机遇，结合数字技术推进大运河文化研究的

深入性和系统性，强化大运河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加快将

大运河打造成为“继古开今的璀璨文化带”。国外运河研究更侧重于

运河控制算法与技术研究，中国江苏省作为唯一的国家地区突现词，

其国际影响突显。通过对国内外运河研究主题的对比，中国在运河立

法与管理、水污染防治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在运河

发展史、文化建设和价值评估等研究领域显示出巨大优势。总之，在

文化自信的视角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和运河文化带建设在近年来

将持续成为研究热点，而国际运河发展将会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下拓宽研究方向，为运河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展望未来，中国运河研究为传播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贡献

更大力量，有必要参考国外运河保护、开发利用的典型案例，对中国

不同地段的运河采用“对症”治理。首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注

重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抓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契机，科学规划建

设，既要保护和传承历史，又要适应现代生活需求。以美国伊利运河

为例，遵循“真实性、完整性”的原则，兼顾历史文化景观和自然环

境的保护，推动区域合作、保护与更新，提出整体性的保护策略和规

划。其次，遵循“城市建设服从古镇保护，古镇保护服从遗产保护”

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大运河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以英国庞特基西斯

特水道桥与运河为例，根据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科学的保护与利

用并制定完整的法律体系。在中国运河保护体系中，从不同视角、不

同研究领域审视遗产保护理论框架的构建与完善，着重对中国运河进

行立法管理。最后，北运河的发展还需加强湿地保护与水生态环境的

修复，从16世纪末至今，北运河流域范围逐步缩小，水系格局由亚树

枝状向混合状形态演变，生态环境愈发危岌，故对北运河的发展从根

“治疗”，回归污水治理、加强水环境监测与排污管控。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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