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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采用CiteSpace知识图谱软件，

分析近40年规划学与地理学领域村镇聚

落发展规律研究的热点、阶段特征与演

化路径。结果表明两个领域的研究具有

互补性：规划学关注个体村镇聚落空间

形态的特征与演变规律，与乡村建设实

践结合紧密；地理学则侧重研究村镇聚

落体系，在转型重构、区域差异以及量

化分析方法上优势明显。结合当下乡村

规划与建设的核心问题，梳理村镇聚落

多尺度空间要素的构成；分析村镇聚落

个体与体系在特征识别、成因与机制、

发展模拟等方面的研究现状与不足；立

足规划学面对的乡村问题展望未来研究

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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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and the Prospect of Researches on th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Chinese Rural Settlements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The Comparative Per⁃
spective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Geography
LI Xu, CUI Hao, LI Heping, CHEN Chun, DENG Zijian

Abstract: Using the CiteSpace tool,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research hotspots, stag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ary path of researches on rural settlement development re-

search in both planning and geography in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wo fields are complementary. Plann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rural settlement, and ar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rural

development practices. Geography studies, however, focus on the system of rural set-

tlement, and demonstrate more strength in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generation, re-

gional differenc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With reference to the key prob-

lems in rural planning, the paper sorts out multi-scale spatial elements in rural settle-

ments. It also analyzes the existing status and deficiencies in researches on individual

villages and towns as well as the rural system in terms of characterization, cause and

mechanism of development, and simulation of future development. With the aim of

solving planning problem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enefits of absorbing scholarships

in geography and the future prospect of cross-disciplinary approaches.

Keywords: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rural settlement; development principles; plan-

ning; geography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对乡村规划的科学性和可实施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

村镇聚落量大面广，区域差异明显，发展不平衡，认识发展规律是科学规划的前

提，也是村镇聚落转型重构的迫切需要。

在村镇聚落研究方面，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以及规划学、建筑学、景观学等均

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近年来城乡规划学（以下简称“规划学”）与人文地理学（以

下简称“地理学”）结合最为紧密。规划学的主要任务是顺应规律，对乡村未来发展

的合理引导；地理学则侧重研究乡村空间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孙莹和张尚武等（2017）
总结了1990年以来乡村变迁研究及乡村规划体系与实践研究的内容与特征，认为掌

握乡村发展特点和运行规律是进行乡村规划的前提和基础，未来应在城镇化视角下

认识乡村发展的趋势，并注意对不同地域和类型差异的研究。屠爽爽等（2019）总结了

乡村聚落空间演变过程、驱动机制，优化路径和模式的研究，认为小尺度乡村聚落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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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应加强行为

主体、地方文化、政策制度对聚落空间

演变影响的研究，强化不同重构模式的

凝炼和效应评估。

总体上看，两个学科既有共同的研

究内容，又各有侧重；在分析、解释以

及预测现实世界方面均有各自特点与优

势；但是在研究思路、方法、对象与范

围等方面亦存在明显差异。基于规划学

与地理学比较的视角梳理村镇聚落发展

规律研究的脉络、特点与优势，可以促

进两个学科的相互理解与协作发展；有

助于规划学吸收地理学相关理论与方

法，提高村镇聚落规划与建设的科学

性，而了解村镇聚落规划建设实践的需

求与问题，也有助于地理学研究的进一

步发展。

1 研究方法

采用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软件，

基于CNKI数据库分别选择规划学、地

理学领域的相关期刊①，通过专业检索，

筛选出 1979年至今，主题包含“乡村”

“农村”“村镇”“村庄”或“村落”，并且

题目或关键词中包含“特征”“过程”“机

制”“规律”“影响因素”或“驱动力”的

文献，经过剔除无效信息和查漏补缺后

得到规划学领域相关文献 370篇，地理

学领域618篇。通过突现词（burst term）
图谱、关键词时区视图（timezone）分析

村镇发展规律研究的热点及演变；比较

两个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明晰研究侧重

点的异同；在此基础上结合乡村规划的

核心问题，梳理多尺度空间要素的构

成，分析村镇聚落个体与体系在特征识

别、成因与机制、发展模拟等方面的研

究现状②，并展望发展趋势。

2 规划与地理领域研究的阶段特

征与热点分析

1980年代至 21世纪初，两个领域

均有少量文献主要在城市化背景下研究

村镇发展规律。2000—2010年，规划学

仍延续前一阶段的研究，但更深入到空

间形态的发展规律及其与规划和政策的

结合；而地理学则将物质空间、经济与

社会紧密结合，侧重过程与动力机制的

研究。2011—2017年，两个学科研究热

点的分化更加明显，规划学进一步关注

新型城镇化、异地城镇化和城乡统筹，

侧重空间形态特征、类型以及形成机制

研究，与村镇建设实践结合紧密；地理

学则深入到对农户、农村空心化、乡村

贫困、宅基地退出制度等社会、经济问

题的研究，地域差异、转型与重构、量

化分析方法是这一阶段显著的热点。

2018年以来乡村振兴、乡村人居环境、

乡村旅游等再次成为两个领域共同关注

的热点（图1，图2）。
总体上看，规划学侧重研究物质空

间发展的规律与形成机制，与乡村规划

和建设实践结合紧密，落地性强，旨在

引导乡村未来的发展（图3）；而地理学

侧重研究物质空间与社会、经济要素的

互动作用机制，关注乡村发展的动力机

制，在转型重构、区域差异以及量化分

析方法上优势明显（图3），旨在揭示乡

村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未来会怎样发展

的问题。两个领域各阶段的研究重点均

与国家乡村发展政策与动向紧密相关，

具有互补性。

3 规划编制要求及村镇聚落的多

尺度空间要素构成

规划学与地理学在村镇聚落方面的研

备注：红色线段标示为关键词激增时段

图1 规划学、地理学有关村镇发展规律研究的突现词图谱
Fig.1 Burst terms appeared in studies on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rural settlement in planning and in geography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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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十分丰富，涉及的尺度、范围、对象

各有不同，以下结合乡村规划编制与建

设实践的需求，提炼村镇聚落的多尺度

空间要素构成，以便明晰相关概念，有针

对性地深入分析两个领域的研究现状。

3.1 规划编制要求

我国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

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

划，涉及乡村的主要有县域村镇体系规

划和乡规划、村庄规划。其中，县域村

镇体系规划起着统筹县域村镇布局的重

要作用，包括预测规划期末县域总人口

的数量及分布；明确村镇等级层次、人

口规模、各镇区建设用地规模、职能分

图3 规划学、地理学领域村镇聚落发展规律研究重点的对比
Fig.3 Contrast of foci in planning and geographic studies on rural settlement development principles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说明：节点代表关键词，横坐标为首次出现的年份，文字大小代表频次，节点间连线表示两者共现于同一文献

图2 规划学（上图）、地理学（下图）村镇聚落发展规律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
Fig.2 Map of key-word concurrence in planning(above) and geographic(bottom) studies on rural settlement development principles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说明：关键词前的数字代表词频，其中加粗字体为突现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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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及建设标准等。在此基础上，根据需

要编制乡规划、村庄规划。

在实施过程中，乡村规划编制也暴

露出宏观的市县域城乡空间导控缺乏科

学依据、微观的村庄规划与村民需求脱

节、编制内容模式化、建设管控不力等

问题（范凌云，2015）。如何改革与创

新乡村规划编制技术成为近年来规划学

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各地也进行了村庄

布点规划、乡村统筹规划等探索，乡村

规划逐步由单一的建设规划向综合性、

社会性规划发展。2015年，住建部颁布

《关于改革创新、全面有效推进乡村规

划工作的指导意见》，推进县（市）域

乡村建设规划编制，包括明确乡村体

系、划定乡村居民点管控边界、确定建

设项目、提出乡村风貌控制要求、分区

分类制定村庄整治指引等，实际承担了

联系宏观体系规划与微观村庄规划的作

用（曹璐，2017）。2019年，自然资源

部《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

通知》进一步明确村庄规划是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中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是

“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可以

一个或几个行政村为单元编制，要求考

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

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传

承，突出地域特色。

3.2 村镇聚落的概念界定与多尺度空间

要素构成

结合规划编制的相关内容，可以认

为村镇聚落是一个物质空间、经济、社

会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具有多尺

度特征，可分为个体的村镇聚落以及多

个村镇聚落形成的体系两个层级。

村镇聚落，也称乡村聚落或农村聚

落，指城市建成区以外的所有村庄和集

镇 （金其铭，1989），不包括建制镇。

但建制镇作为城乡之间的过渡与联系，

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加之近年来我国建

制镇设立标准也有变化，一些原来的乡

纷纷成为建制镇，因而建制镇的属性差

异较大，有的更接近城市，而有的仍保

持着乡村特点。后者往往也属于村镇聚

落研究的范畴。就个体村镇聚落而言，

农宅与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构成了最基本

的居民点空间单元，分散分布的居民点形

成散村，集中分布则形成村庄或集镇，

有的进一步发展则成为建制镇的镇区

（图 4）。针对个体村镇聚落，主要研究

聚落的选址、山水林田居的构成，建筑

的功能与布局、街巷结构以及相应的自

然环境、社会经济要素等，对应的是村

庄规划中的居民点布局及风貌控制等。

村镇聚落体系指在一定范围内，所

有村庄和集镇共同形成的，具有功能分

工和层级结构的聚落群体。由于县域范

围村庄和集镇数量众多，分级分类后才

便于对农村聚落的布点与规模进行统筹

安排，分级分类就包括了建制镇，因而

村镇聚落体系的研究包括承担城乡过渡

作用的建制镇（金其铭，1989）。村镇

聚落体系研究的核心要素有两类：第

一，土地利用，包括建设用地、生产用

地、生态用地的规模与空间分布，以及

背后的社会、经济要素，对应的是县域

或特定区域范围的土地利用规划、产业

规划、生态保护等；第二，聚落的规模

层级与职能或发展类型，对应的是县域

或特定区域的村镇体系规划和分区分类

的规划指引。

4 个体村镇聚落发展规律的研究

空间形态特征、成因机制、生成模

拟是个体村镇聚落发展规律研究的关键问

题，规划学的研究重点为居民点空间分

布与及内部的空间形态、结构与功能；

地理学关注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功能，

较少涉及居民点内部具体的空间形态。

4.1 村镇聚落空间形态特征研究

规划学通常采用历史学、社会学、

环境行为学、形态类型学的方法分析聚

落的选址、结构、肌理，研究山水林田

居的关系以及建筑的形式、朝向、组合

（彭一刚，1992）；研究中国传统聚落的

地理分布、风土区系和匠作谱系（常青，

2019）；也有采用空间句法分析外部空

间结构，或通过分形几何学，或在编程

方法的辅助下定量分析聚落边界、形状

以及建筑群体秩序特征 （张杰，等，

2010）。总体上看，现状研究关注传统

聚落的多，关注现代聚落及其演变与重

构的少；相关研究表明村镇聚落空间形

态的区域差异明显，但目前除建筑形式

特征外，少有针对较大地域范围或跨区

域的比较研究，由于村镇历史资料较为

缺乏，针对一定区域空间形态特征演变

过程的研究较为欠缺。

地理学较少涉及聚落内部的空间形

态。有一些跨尺度的研究建立评价指标

体系计算县域范围村庄的生产、生活和

生态功能指数，研究与居民点组合类型

的关联性，认为大规模——集聚型农村

居民点的生活和生态功能偏高，小规

模——分散型农村居民点的生活功能稍

强（曲衍波，等，2019）。也有学科交

图4 村镇聚落的多尺度空间构成
Fig.4 Multi-scal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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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的研究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历史

地理层面分析聚落景观的形成过程，采

用形态类型学、文化符号学、图形解

构、要素提取等方法，研究我国传统聚

落的景观特征与基因，解析景观的多样

性与地域差异（刘沛林，2014）。实际

上，规划领域广泛应用的形态类型学是

城市形态学与建筑类型学交叉后形成，

而城市形态学就源于人文地理学。地理

学跨时空尺度的研究思路有助于认识区

域聚落体系规律与个体聚落规律之间的

关联，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有助于

揭示较大范围村镇聚落特征的空间分异

与区域差异，这些内容可供规划学借

鉴，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转化为适应规

划学科需求的理论与方法。

4.2 成因与机制研究

揭示成因与机制是把握发展规律的

关键环节，近年来学科交叉的研究亦逐

渐增多，主要基于形态类型学，结合历

史研究分析成因，探讨村落空间演化与

构成的一般规律，或揭示村落空间特色

的辨识逻辑（邓巍，等，2019）。也有

研究采用CFD风场模拟揭示空间形态特

征与气候的关系，或采用GIS空间分析，

结合SPSS统计分析揭示空间形态特征背

后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聚落的形态特

征源于地形、水文、气候等地域自然环

境条件的影响，同时也受到风水观念、

文化、礼制观念、水陆交通、军事防御

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但目前对地域差异的成因分析仍显

不足，对于空间形态特征与背后的社

会、经济影响因素内在联系的动态分析

较为欠缺。难以回答哪些空间形态特征

是源于地域哪些自然、社会、经济条

件，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空间形态又

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相应地对于地域性

乡村空间形态特色的价值认识不足，对

村庄规划与建设的指导较为有限。

4.3 空间形态的生成与发展模拟

通过计算机规则与参数表达空间构

成规则，结合人工智能模拟个体村镇空

间形态的生成是近年来规划学新的研究

热点。童磊（2016）通过参数化技术量

化解析村落空间肌理的内在规律，并采

用CityEngine辅助设计；李飚等（2015）
通过程序算法与模型研究古村落肌理的

生成规则与建构方式，探索延续传统乡

村形态特色的方法。李欣等（2018）采

用程序分析侗族聚落选址的内在和外在

因素，模拟聚落的选址及扩张。

数字模拟方法可以将空间形态的构

成规律通过计算机规则表达，并直观地

反映空间的生成与发展，可在一定程度

上辅助规划与设计，提高规划的科学

性。但目前对个体聚落方面的模拟才起

步，考虑的生成影响因素较少，对复杂

地形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仍有

待进一步深入（图5）。

5 村镇聚落体系研究

村镇聚落建设用地的规模及空间分

布特征、发展趋势，物质空间与经济、

社会的互动关系是规划学与地理学共同

关注的热点问题；在此基础上可确定村

镇聚落的层级规模与发展类型（图 6），

通过区域人口、产业与用地的合理布

局，协调体系内各村镇之间，体系与外

部环境之间的各种经济、社会关系，实

现可持续发展。

从研究范围看，由于规划编制多以

县域、乡（镇）域、村域为范围确定居

民点用地的规模与布点，规划研究也主

要以县域和镇、村的行政界限为研究范

围；地理学则在此基础上拓展到流域、

地文区域及全国层面，可从更大范围了

解全国或区域村镇用地的发展规律。

从研究思路与方法上看，规划学偏重

定性方法，而地理偏定量且分析方法较

为成熟，但目前学科交叉也已较为普遍。

5.1 村镇聚落的用地与空间格局特征

在用地特征方面，一些地理学方法

已在规划研究领域广泛应用。例如基于

某一时期或多时段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分

析建设用地斑块规模、数量及其演变特

征；基于GIS软件，采用核密度分析居

民点密度在空间中的变化，叠加道路河

流、地形等因素分析相关性进而总结空

间分布的规律。

此外，地理学还采用齐夫指数、分

形维数、景观指数等测度建设用地斑块

的位序规模、不规则程度、连接程度或

图6 村镇聚落的层级规模与类型研究
Fig.6 Research on the scale and type of rural settlement

资料来源：作者总结 .

图5 个体村镇聚落空间形态发展规律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Fig.5 The key content and methods of research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rural settlement

资料来源：作者总结 .

83



李 旭 崔 皓 李和平 陈 春 邓子健 近40年我国村镇聚落发展规律研究综述与展望——基于城乡规划学与地理学比较的视角

聚集程度等特征。采用Voronoi多边形方

法评估分布类型，将村镇聚落分为均匀

分布、随机分布与集群分布几种类型；

在用地扩展方面，用重心模型分析用

地、经济、人口重心的移动路径，了解

村镇发展的方向。这些量化方法有助于

定量测度建设用地的形态、分布及扩展

的特征，可根据规划研究需要采用。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学往往以物质

空间为主体，将社会、经济要素等视为

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地理学则将经济、

社会要素的空间分布也视为社会空间、

经济空间，因而其时空格局的概念包含

的内容更为广泛。例如以乡村综合发展

指数反映乡村发展程度，通过研究该指

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得到乡村发展的时空

格局（李裕瑞，等，2011），此类方法

便于进行跨尺度、较大范围或不同区域

综合特征的比较，可供规划学借鉴。

5.2 影响因素与机制

影响因素及驱动力是村镇发展规律

研究的关键内容，目前研究多针对建设用

地的空间分布与规模变化展开。规划学

主要结合建设用地的演变分析社会、经济

及政策制度的影响（段进，等，2015）；

也有一些学科交叉的研究基于空间数据

分析技术，定量分析县域行政单元范围人

地关系，为乡村规划的产业发展、居民点

布局提供科学依据（洪亮平，等，2018）。
地理学主要基于GIS叠加分析和空

间统计功能，将社会经济因素与空间形

态特征进行空间连接后可分析用地规模

变化与自然、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

性；采用多元回归、面板回归（杜坤，

等，2017）、地理探测器等（杨忍，等，

2015）分析多要素对建设用地规模或聚

集程度变化的综合影响，揭示驱动因

素；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时空地理加权

回归则可进一步分析这些因素产生的影

响在空间上的分异 （郑文升，2015），

便于把握较大区域内部的差异。

研究表明村镇聚落用地的空间分

布、规模及其演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早期聚落分布多受地形、地貌、气

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区域经济因素、交通基础设施

因素以及政策制度等对村镇聚落发展的

影响愈加明显；演变规律与影响机制具

有明显的时间阶段性和地域差异性（李

智，等，2018）。

5.3 用地演变与发展模拟

用地发展模拟是联系发展规律研究

与建设实践的重要桥梁。规划学多采用

一些定性方法和数理模型、统计学模

型，预测人口规模的增长，对应得到用

地规模，结合历史过程对用地空间扩展

进行趋势判断。当涉及多要素、非线

性、复杂而综合的影响时，地理学常用

的动态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用地的演变

过程与发展趋势。模拟模型假设未来现

象可以基于过去真实演化的趋势预测，

同时也考虑多情景条件下可能的发展趋

势。相关研究基于CA（元胞自动机）的

SLEUTH模型模拟多种情境下县域城乡

建设用地的演变与发展（郗凤明，等，

2008），或采用 CLUE-S模型与Markov
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周锐，等，2011）
以及多智能体 （multi-angent systems，
MAS）模型（刘孟浩，等，2019）研究

镇、村土地利用的演变与发展。由于村

镇建设用地尺度远小于城市，不仅有扩

展也有收缩，情况更为复杂，对遥感解

译数据、相关社会经济数据精度的要求

更高，目前模拟模型在乡村的应用还十

分有限，有待加强（图7）。

5.4 村镇聚落的层级规模与类型研究

分级分类是联系规律研究与发展路

径，统筹区域村镇聚落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层级规模方面，规划学一般基于村镇

聚落建设用地现状与发展趋势，结合预

期的人口规模，职能，服务范围等，通过

统计分析、数学模型及网络模型确定层

级规模。地理学则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心

地理论的引力模型进行分析，采用齐夫

指数测度位序规模的差异。随着村镇

的发展，单一因素越来越难以准确描述

村镇体系的层级规模特征，往往需要综

合考虑人口，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

例如以行政村综合实力作为质量参数，

空间可达性作为距离参数，采用改进的

引力模型分析村镇之间的相互作用，进

而确定村镇等级（刘耀林，等，2016）。
在分类方面，规划学主要采用定性

的形态类型学方法，例如针对职能分为

农业型、工业型；依据发展或重构的驱

动力分为文旅带动型、农业升级型、城

镇化型等；或根据演变发展特征分为增

长型、稳定型、衰落型。地理学则多采

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选取关键指标

对村镇发展状况进行测度后分类（龙花

楼，等，2009）；采用人工神经网络聚

类算法，以“产业构型+发展水平”命

名类型（李裕瑞，等，2011）。基于关

键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便于进行较大范

围的测度，可以进行区域比较，与定性

研究结合可以在分类的同时指导发展路

径与模式选取，提出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郭紫薇，等，2019）（图6）。

6 总结与展望

针对村镇聚落发展规律的研究，规

图7 村镇聚落体系发展规律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Fig.7 The key content and methods of research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settlement system

资料来源：作者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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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与地理两个学科既有共同的关注点，

又各有侧重，具有互补性。总体上看，

规划学在个体村镇聚落空间形态方面的

研究更为丰富，而地理学更侧重村镇聚

落体系规律与机制的研究；规划学多采

用定性分析，地理学则有较为成熟的定

量统计、分析及模拟方法；规划学不仅

要分析规律，还要进行综合判断，对物

质空间、产业、人口作出具体的安排，

引导村镇未来发展，地理学则基于规律

与机制的研究，提出村镇未来发展与优

化的策略。因而立足规划学面对的乡村

问题，吸收地理学相关理论与方法，有

助于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在与规划实践

结合的过程中地理学相关理论与方法也

可得以验证、优化与拓展。

在目前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的背景

下，村镇聚落发展规律的研究有以下发

展趋势。

（1）构建跨时空尺度的综合研究框

架与基础数据库。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下，乡村规划逐渐由建设性规划向综合性

规划发展，由单一尺度向多尺度转变，

相应的村镇聚落发展规律的研究也应构

建跨时空尺度的综合研究框架，揭示物

质空间与社会、经济要素的互动作用机

制。另外，基础数据一直是村镇聚落发

展规律研究的瓶颈，县域、镇、村较高

精度的历史遥感影像数据和社会经济数

据尤其欠缺。有必要综合利用多源数据，

开发更为精准的信息提取、解译技术，

形成标准化、可比较、可整合的多尺

度、多维度的村镇聚落时空演变数据

库，为发展规律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撑。

（2）深入研究不同区域不同类型村

镇聚落的发展规律，探索易于呈现和交

流的表达方式，有效指导建设实践。由于

我国村镇聚落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以

及发展状况差异巨大，有必要延续规划

学既有的优势，吸收地理学相关理论与

方法，深入研究各地域村镇聚落个体及

体系的特征与背后的经济、社会因素；

分析区域差异及其成因，揭示村镇聚落

地域性与多样性的本源；提炼适应不同

阶段、不同地域自然、经济、社会条件

的村镇聚落空间模式，以指导建设实

践，探索乡村地域特色的传承与发展。

（3）应积极回应与对接当下规划设

计与管理数字化、智能化的要求，提高

规划的科学性。例如用地模拟模型预测

的准确程度高度依赖于历史过程分析得

出的参数的准确性。有必要在定性分析

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定量方法，认识自

然、经济、社会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精

准识别乡村发展的驱动力，把握发展趋

势。应深入研究驱动因素与模型参数的

关系，不仅为空间发展模拟提供依据，

更要对模拟结果进行合理的解释。应加

强规划学、地理学与计算机科学等的协

同与交叉，优化模拟模型的相关模块与

算法，探索复杂因素影响下村镇聚落空

间演变与发展的精细化模拟，以辅助规

划实践，提高规划的科学性。

注释

① 规划类文献搜索包含规划、建筑、景观

学科的15本期刊：城市规划、城市规划

学刊、建筑学报、建筑师、中国园林、

国际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研究、现代城

市研究、规划师、建筑科学、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新建筑、

风景园林、小城镇建设、西部人居环境

学刊。地理类文献搜索包含以下14本期

刊：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

地理科学进展、山地学报、世界地理研

究、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地理与地理

信息科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地域研

究与开发、自然资源学报、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旅游学刊。

② 规划类期刊里有少量来自地理学背景的文

章，地理类期刊则极少有来自规划学背

景的文章，这些交叉的研究在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时忽略不计，但在针对具

体内容分析时按文献作者学科背景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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