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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图谱的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

进展的文献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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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工业大学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安徽 合肥 $"%%%'' $=合肥工业大学 水资源与环境系统工程研究所!

安徽 合肥 $"%%%'' "=天津大学 水利工程仿真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天津 "%%%^$%

摘!要! 为分析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发展状况及趋势! 以 $%%" ?$%&^ 年 _GL 8H2NBGDNG核心合集中 20@[F][

3-,RFR数据库收录的 & &>' 篇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文献作为数据基础! 利用7)2TBGWG<和 KBLG̀NG9软件! 采

用共引分析( 耦合分析( 共著分析( 词频统计和共现分析等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方法! 通过文献发表的时间分

布( 区域分布( 学科和期刊分布( 文献代表作者( 合作机构( 研究热点等方面的分析! 综述了自然灾害风险防

控研究进展) 结果表明& 近年来!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热度上升迅速' 美国在该领域的发文量明显领先! 中

国则具备了赶超的潜力' 各研究机构中!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 悉尼大学( 京都大学等是该领域的领军

机构' 从发展趋势上看! 该领域已形成了*水旱灾害管理+*灾害风险防控+*灾害脆弱性+*灾害影响+# 个重要的

研究热点和前沿方向! 其中*灾害风险防控+把其他 " 类热点紧密关联起来! 形成了一个结构紧凑的自然灾害风

险防控研究知识图谱系统) 上述结果揭示了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的演变特征与发展趋势! 有助于加深对自然

灾害风险防控研究领域的整体认识)

关键词! 自然灾害' 风险防控' 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知识图谱' 7)2TBGWG<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 ?%&#> ?%\

U8B& &%:"'X'YZ:BPPD:&%%% ?\&&]:$%&':%$:%$^

!!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自

然灾害风险日趋严峻"& ?$#

) 自然灾害损失统计数据

显示! 自 &'>% 年以来! 随着通货膨胀自然灾害损

失急剧增加""#

' 若不及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灾害损失将在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呈链式

传递下去"##

) 因此! 迫切需要在灾害发生前后采

取有效防控措施! 以尽量降低灾害损失风险"> ?X#

)

目前! 面对全球性的自然灾害事件迫切需要不同

国家通过整合其知识资产和物质资源齐心协力(

共同应对! 促使自然灾害风险防控成为了影响全

球化进程的新因素"^#

) 中国作为全球自然灾害风

险防控的重点区域! 由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

损失和受影响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影

响"\#

! 自然灾害风险的防控研究日显重要"\ ?'#

) 巫

丽芸等"&%#从灾害危险性和易损性两个方面构建的

生态系统灾害风险评估框架( 金菊良等"&&#归纳总

结的旱灾风险评估与调控关键技术研究进展等观

点为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提供了初步经验' 张

继权等"&$#阐述了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是针对各

种自然灾害( 面向灾害全过程的管理新模式' 史

培军等"&"#提出了减灾资源高效利用的*三维矩阵管

理+区域自然灾害风险的综合行政管理体系'

R8MBDGO[Q8WGP等"&##呼吁应急管理界认识到抗生素

耐药性风险' .@等"&>#总结了用于评估多种危害对

建筑物损失风险的公式' IG<a等"&X#提出的德国自

然灾害研究网络将合作伙伴与自然灾害领域的专

业科学知识联系起来! 为协调安全发展铺平了

道路)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过程涵盖风险识别( 风险

评估( 风险决策与应对( 风险监管与控制等主要

环节"&&! &^#

) 国内外有关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的研究

日渐增多! 但尚未见利用知识图谱等文献计量分

析方法对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

作系统深入分析研究的报道) 通过全面归纳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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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进展! 有利于反映已有研

究方法之间的异同关系并发现已有研究中的隐性

问题! 有利于多维度展望未来研究的主要发展方

向) 为此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 通过自然

灾害风险防控研究领域已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

数据挖掘( 知识计量( 图形绘制等可视化分析方

法生成形象直观的知识图谱! 以期进一步揭示该

领域研究的动态发展规律"&\#

)

&!文献计量分析

本次研究选择了 _GL 8H2NBGDNG核心合集$以

下简称 _)2% 中的 20@[F]3-,RFR数据库! 在

_)2数据库内对 $%%" ?$%&^ 年间发表的文献以检

索式*12 c$$<BPS <GEA9CJB8D )+<BPS ;9CDDBDE)+<BPS

MCDCEGMGDJ)+<BPS N8DJ<89% -,RDCJA<C9UBPCPJG<%+

进行源文献检索! 共得到 & $X% 条检索记录! 文献

类型取-<JBN9G进行精炼! 最后得 & &>' 条检索记

录) 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 对所检索文献的发表

时间( 区域( 学科和期刊( 代表作者( 科研合作

机构及关键词词频进行分析! 以揭示自然灾害风

险防控研究进展及潜在问题)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

使用7)2TBGWG<$聚类分析可视化%和KBLG̀NG9$词频

统计%文献计量分析工具"&' ?$%#

) 本文选取 7)2[

TBGWG<提供的标签视图和聚类密度视图 $ 种知识图

谱方法进行呈现并解析& 在标签视图中! 一个圆

圈和标签代表一个元素! 圆圈的大小代表权重的

高低! 颜色相同的圆圈属于同一聚类! 元素间的

连线表示元素之间的共现关系' 聚类密度视图是

根据圆圈数量( 大小以及圆圈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将整个知识网络图谱分成颜色不同的若干聚类

区域"&' ?$&#

)

&:&!文献发表时间分布

$%%" ?$%&^ 年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领域每

年出版的文献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图 &%) 根据发

文量可将自然灾害风险防控领域研究发展分为三

个阶段& $%%" ?$%%\ 年是初步探索时期! 年发表

文献数量呈逐年上升状态! $%%\ 年迅速增长到 X"

篇' $%%' ?$%&# 年是平稳增长时期' $%&> ?$%&^

年是蓬勃发展时期! $%&^ 年达到 &'% 篇! 年发表

文献数量迅猛增加) $%&\ 年未计入文献分析数据

库! 但是按照过去 &> 年的发展趋势预测! $%&\ 年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领域发文量将继续增长$截

止至 $%&\ 年 && 月已检索到 &\> 篇%) 从上述发文

量逐年增多的趋势中可看出!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

研究领域正逐渐得到全球学者的广泛关注)

&:$!文献发表区域分布

检索到的 &> 年来的文献源于 '^ 个国家Y地区)

其中美国总发文量最多( 为 "&> 篇! 占全球总发文

量的 $^:$d! 接近第二名中国发文量的两倍' 中

美两国的发文量约为全球总发文量的 #%d! 对全

球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的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 同

时! 从图 $ 可看出! 中国( 美国和澳大利亚三国在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领域关系最为密切! 并且

它们与英国( 德国( 加拿大等国均有合作! 合作

交流的研究关系增强了世界各国在应对自然灾害

风险时的防控能力! 也是全球未来自然灾害研究

发展的必然趋势)

图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领域 $%%" ?$%&^ 年出版的文献数量

图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各高产国家之间合作关系图

图 "!全球 X 个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高产国家的历年发文数

对比图 " 中全球在自然灾害风险防控领域发文

量较高的 X 个国家可看出& 美国在自然灾害风险防

控研究领域起步相对较早! 其相关科研产出量一

直在全球保持显著领先地位' 而中国虽起步稍晚!

但从 $%%^ 年开始迅速发展! 与美国之间的发文量

差距不断减小! 说明中国对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的

重视程度和研究力度在不断加深) 从各国不断增

长的发文量可看出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正成为

一个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

&:"!文献发表学科和期刊分布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领域的文献在学科分

布方面差异明显! 有些学科的发文量高! 意味着

这些学科的学术成果多( 研究力量强( 学科地位

高! 相对于其他学科比较强势! 可称为强势学

科"$$#

) 本研究检索得到的自然灾害风险防控文献

涉及_)2中 '% 个学科! 其中载文量最多的前 > 个

学科分别是& 5F).)56$地质学%有 #%^ 篇! _-[

1F++F2)*+0F2$水资源%有 "'X 篇! IF1F)+).[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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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e-1I)234F+@020@F,0F2$气象与大气科

学%有 "#\ 篇! F,7@+),IF,1-.20@F,0F2 eF[

0).)56$生态环境科学%有 $"" 篇! F,5@,FF+[

@,5$工程%有 &^# 篇) 可见& 已有研究成果多集中

在自然科学领域! 而在社会科学领域较为缺乏'

地质学和水资源学科的文献数量最多! 分别占总

发文数的 ">:&d和 "#:$d! 是自然灾害风险防控

研究领域的强势学科! 说明发生在岩石圈和水圈

的自然灾害是主要的自然灾害' 气象与大气科学(

生态环境科学( 工程和公共卫生( 环境卫生与职

业卫生学科的文献均超过了 &%% 篇! 在该研究领域

也占据一定位置)

从期刊的分布情况! 可看出该学科的科研水

平( 研究实力和学术地位"$"#

) 这些所检索的文献

分布在 #"# 种不同的期刊上! 其中有 &" 种期刊的

载文量达到了 &% 篇以上) 载文量最多的前 > 种期

刊分别是& ,,CJA<C94CaC<UP-有 &^X 篇! 占相关文

献总数的 &>:$d! ,@DJG<DCJB8DC9(8A<DC98HRBPCPJG<

+BPS +GUANJB8D-有 X& 篇! ,+BPS -DC9OPBP-有 ## 篇!

,,CJA<C94CaC<UPCDU FC<JQ 2OPJGM 2NBGDNGP-有 "#

篇! ,@DJG<DCJB8DC9(8A<DC98HRBPCPJG<+BPS 2NBGDNG-

有 &\ 篇) 其中 ,,CJA<C94CaC<UP-和 ,@DJG<DCJB8DC9

(8A<DC98HRBPCPJG<+BPS +GUANJB8D-属于自然灾害风

险防控研究领域影响力较大( 影响范围较广的期

刊! 说明自然灾害风险防控是当前自然灾害研究

领域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文献代表作者分析

作者共引分析可科学揭示学科之间的关联程

度! 反映学科专业之间的结构特征和未来发展趋

势! 而作者耦合分析更为全面地反映一个学科的

前沿知识结构! 因此将作者耦合分析与作者共引

分析相结合可更全面地揭示学科知识结构"$##

)

&:#:&!作者共引分析

_QBJG4R和 5<BHHBJQ K0于 &'\& 年最早提出

了作者共引分析方法"$>#

! 其原理是当两个作者的

论文同时被第三个作者引用时! 则这前两个作者

存在共引关系"$X#

) 通过这种共引关系可发现某学

科领域中处于研究前沿且多次被引的作者( 探寻

作者的研究特点( 探究某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

进而促进学术合作和学术交流"$^#

( 甚至有助于形

成科学范式) 通过作者共引分析! 可看出自然灾

害风险防控研究领域内具有重要研究的作者分布

情况) 从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的国际研究人员

共引分析标签图及聚类密度图$图 #%中! 可看出研

究人员分成了六大类! 可快速发现从事自然灾害

风险防控领域研究的国际重要研究人员有& 0AJJG<

2 .$美国%( ,8<<BP/4$美国%( 4CBMGP66$美

国%( V9GBDU8<HG<3+$法国%( 08aaCDB7$意大利%(

04F,0_$中国%( 12F,503$中国%)

&:#:$!作者耦合分析

作者耦合关系是在文献耦合的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 是指两个或多个作者发表的文章引用了一

些相同的文献! 反映了文献之间的一类内在关

联"$&#

) .:.GOUGPU8<HH于 $%%\ 年最早研究作者耦合

关系! f4-)提出并实证了作者耦合关系"$\#

) 图 >

表明& 根据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领域各学者研

究主题的异同与活跃情况! 把作者的分布主要归

为 X 个聚类! 每个聚类的作者有共同关注的研究领

域' 这些领域中研究比较活跃的作者分别有

f4-,5($中国%( .@6$中国%( IG<aK$德国%(

_-,5($中国%( R8MBDGO?48WGPR$澳大利亚%(

.@*6$中国%( 04F,0_$中国%等)

&:>!科研合作研究分析

&:>:&!作者合作研究

通过7)2TBGWG<软件对发文量超过 X 篇的作者

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高产作者有_-,5($中国%(

f4-,5($中国%( .@*6$中国%( R8MBDGO?48WGP

R$澳大利亚%( 04F,0_$中国%( .@6$中国%(

IG<aK$德国%等人' 该图谱中共有 ^ 个聚类! 反映

了由上述 ^人为核心的 ^ 个合作紧密的学术科研团

队' 高产作者大部分来自中国$图 X%! 在自然灾害

风险防控研究领域我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说明当

前在中国展开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非常必要)

&:>:$!机构合作研究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是区域性与全球性结合的

复杂科学难题! 迫切需要各研究机构合作探讨)

图 ^C表明& KGBZBDE,8<MC9*DBTG<PBJO$北京师范大

学%( 0QBDGPG-NCUGMO8H2NBGDNGP$中国科学院%(

*DBTG<PBJO8H2OUDGO$悉尼大学%和 VO8J8*DBTG<PBJO

$京都大学%是目前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领域的

领军机构'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领域研究机构主要

集中在中国! 各个机构间有不同的密切合作关系)

图 ^L表明&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领域的机

构可主要归为 &% 个聚类! 同一聚类的机构联系紧

密( 关联强度大! 具有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 运

用7)2TBGWG<软件对同一聚类的机构文献精炼并进

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可知& 聚类 & 以 0QBDGPG-NCUG[

MO8H2NBGDNGP$中国科学院%和 0QBDC*DBTG<PBJO8H

5G8PNBGDNGP$中国地质大学%为首的机构是中国自然

灾害风险防控研究领域的权威机构! 致力于气候

变化研究! 多运用 5@2 模型! 进行灾害脆弱性分

析' 聚类 $ 以KGBZBDE,8<MC9*DBTG<PBJO$北京师范大

学%和IBDBPJ<O8H0BTB9-HHCB<P$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

部%为首的机构也是中国的知名机构! 注重脆弱性

研究' 聚类 " 以VO8J8*DBTG<PBJO$京都大学%和*DB[

TG<PBJO8H18SO8$东京大学%为首的日本机构基于其

地形地质条件! 着重于地震灾害研究' 聚类 # 以

7<BZG*DBTG<PBJGBJ-MPJG<UCM$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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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作者共引分析的标签图及聚类密度图

图 >!作者耦合分析的标签图及聚类密度图

图 X!作者合著的标签图及聚类密度图

和*DBTG<PBUCU ,CNB8DC9-AJ8D8MCUGIG̀BN8$墨西哥

国立自治大学%为首的机构注重气候变化! 多进行

灾害脆弱性和适应性研究' 聚类 > 以 *DBTG<PBJO8H

2OUDGO$悉尼大学%和(CMGP088S *DBTG<PBJO$詹姆斯

库克大学%为首的澳大利亚机构致力于自然灾害风

险管理研究' 聚类 X 以 2BNQACD *DBTG<PBJO$四川大

学%和*DBTG<PBJO8H7B<EBDBC$弗吉尼亚大学%为首的

机构注重风险来临前的准备! 致力于风险防控研

究' 聚类 ^ 以4C<TC<U *DBTG<PBJO$哈佛大学%为首的

机构着重于研究灾害发生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影

响' 聚类 \ 以 *DBTG<PBJO8H1GQ<CD$德黑兰大学%和

*DBTG<PBJO8H4CWCBB$夏威夷大学%为首的机构注重

气候变化! 致力于适应性( 适应能力及复原力等

研究' 聚类 ' 以 *DBTG<PBJO8HIG9L8A<DG$墨尔本大

学%为首的机构注重灾害脆弱性和适应性研究' 聚

类 &% 以,CJB8DC9VC8QPBADE*DBTG<PBJO8H2NBGDNGCDU

1GNQD898EO$台湾高雄科技大学%为首的机构致力于

工业方面的灾害风险防控研究)

$!研究热点聚类结果分析

关键词高度浓缩了一篇论文的基本内容! 通过

共现图谱分析! 可直观反映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

利用KBLG̀NG9软件对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领域的

关键词进行频次统计! 频次最多的前 $% 个关键词分

别是 DCJA<C9UBPCPJG<P$自然灾害%( <GPB9BGDNG$恢复

性%( TA9DG<CLB9BJO$脆弱性%( <BPS MCDCEGMGDJ$风险

管理%( N9BMCJGNQCDEG$气候变化%( <BPS CPPGPPMGDJ

$风险评估%( <BPS$风险%( 5@2$地理信息系统%(

UBPCPJG<<BPS <GUANJB8D$减轻灾害风险%( H988U$洪水%(

GC<JQgACSG$地震%( UBPCPJG<MCDCEGMGDJ$灾害管理%(

CUC;JCJB8D$适应力%( <BPS ;G<NG;JB8D $风险感知%(

UBPCPJG<<BPS MCDCEGMGDJ$灾害风险管理%( 0QBDC$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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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MBJBECJB8D $减缓%( JPADCMB$海啸%( UBPCPJG<

;9CDDBDE$灾难规划%( U<8AEQJ$干旱%)

为直观地了解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领域的研

究热点! 利用 7)2TBGWG<软件对其结果进行可视化

呈现! 将阈值设置为 &>! 即关键词出现次数不少于

&>次! 通过聚类分析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

在图 \C关键词共现标签图中可看出由关键词*DCJA[

<C9UBPCPJG<P$^'次%+( *<GPB9BGDNG$^& 次%+( *TA9DG<[

CLB9BJO$X% 次%+( *<BPS MCDCEGMGDJ$>^ 次%+在关键

词共现标签图中的节点相对较大) 在图 \L关键词共

现聚类密度图中 7)2TBGWG<把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

究领域的关键词分成了 # 个主要的热点聚类! 处于

每一聚类中心的关键词权重最大! 其中类 &$图 \ 中

红色%包含 "&个关键词( 类 $$图 \ 中绿色%包含 $^

个( 类 "$图 \ 中蓝色%包含 &' 个( 类 #$图 \ 中黄

色%包含 &' 个) 将各研究热点对应的关键词类团及

关键词类团中一些权重较大的关键词汇总成表 &)

从表 &的关键词类团中可看出! 这些关键词之间具

有一定的关联性! 聚类结果的可信度较高"$'#

)

$:&!水旱灾害管理

由关键词类团可知研究主题一$即聚类一%为

*水旱灾害管理+! 即图 \ 中红色聚类部分) 国际

组织调查 &'^> ?$%&% 年间发生的全球自然灾害的

统计结果表明! 洪水灾害占全球所有自然灾害的

>%:\d! 干旱灾害占 "":&d! 可见水旱灾害对人

类生存的影响最为广泛和严重""%#

) 不管灾害涉及

图 ^!研究机构分布的标签图及聚类密度图

图 \!7)2TBGWG<统计分析得到的关键词共现标签图及聚类密度图

表 &!四类研究主题及对应的关键词类团

研究主题 关键词类团

水旱灾害管理
N9BMCJGNQCDEG

$气候变化%

U<8AEQJ$干旱% H988U$洪水% MCDCEGMGDJ$管理%

DCJA<C9QCaC<UP

$自然灾害%

灾害风险防控 GTCNACJB8D$疏散% M8UG9$模型% ;<G;C<GUDGPP$准备%

<BPS ;G<NG;JB8D

$风险感知%

BDH<CPJ<ANJA<G

$基础设施%

灾害脆弱性 CUC;JCJB8D$适应%

CUC;JBTGNC;CNBJO

$适应能力%

N8MMADBJO<GPB9BGDNG

$社区复原力%

<GPB9BGDNG

$恢复性%

TA9DG<CLB9BJO$脆弱性%

灾害影响
MGDJC9[QGC9JQ

$心理健康%

GC<JQgACSG$地震% G̀;8PA<G$暴露% BM;CNJ$影响%

;8PJJ<CAMCJBN[PJ<GPP[UBP8<UG<

$创伤后应激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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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水少$干旱%( 水多$洪水和海啸%! 还是事件

期间及之后的水污染! 灾害( 水和人类健康之间

均存在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 金菊良等提出了

评估洪水灾情等级的投影寻踪模型""$#

( 洪水灾害

风险管理广义熵智能分析的初步理论框架"""#

)

1BDEPCDNQC9B

""##提出了由洪水影响前的准备( 洪水

到来时准备就绪( 洪水影响期间的应急响应( 洪

水冲击后的恢复 # 方面组成的洪水灾害综合管理战

略框架) fQCDE等"">#认为农业气象灾害中干旱发

生频率最高( 覆盖面积最大( 造成损失最大) 金

菊良等""X#认为旱灾风险等级评价( 旱灾风险决策

是旱灾风险调控的重要内容) 为了应对干旱压力!

4CNSGDLG<E等""^#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 P+,-对

干旱的反应不同! 可用于改善大麦和其他谷类作

物的耐旱性) fQA 等""\#建立了基于投影寻踪聚类

的区域综合干旱灾害风险动态评估模型)

$:$!灾害风险防控

由关键词类团可知研究主题二$即聚类二%为

*灾害风险防控+! 即图 \ 中绿色聚类部分) 其中

<BPS ;G<NG;JB8D$风险感知%即灾害发生前要进行风

险预防! 需要根据当前基础保障措施的漏洞来识

别风险! 进行自然灾害风险评估! 以应对所有灾

害( 确定风险优先级! 并根据准备情况确定风险

预防Y缓解措施! 进而调控风险) 2C<WC<等""'#将

3F21.F的基本原理应用于灾害管理系统! 以改善

整体灾害管理过程) 王文圣等"#%#建立了基于集对分

析的自然灾害风险度综合评价模型) 0QGD 等"#&#提

出了一种经济效用约束最大化模型! 制定了保险与

风险控制计划的战略! 通过减灾来平衡经济影响)

1PGDE等"#$#在经济效用约束最大化模型的背景下探

讨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在研究评估中的重要性)

$:"!灾害脆弱性

由关键词类团可知研究主题三$即聚类三%为

*灾害脆弱性+! 即图 \ 中蓝色聚类部分) 其中

*TA9DG<CLB9BJO+( *<GPB9BGDNG+( *CUC;JCJB8D+三词的

权重较大) 脆弱性被认为是承灾体的一种预先存

在的状态! 表现为承灾体对致灾源的敏感性程度)

恢复性是对相对脆弱性的长期趋势的评估) 适应

能力是个人或团体对具体的致灾源的响应或反弹

的能力) 根据这些概念! 通过适当的规划努力提

高适应能力是促进复原力的基本步骤"#"#

) 贫困地

区更易受到破坏也是导致自然灾害日益频繁的因

素之一! 因此承灾体的脆弱性与触发自然灾害的

致灾因子物理现象同样重要! 它们都是造成灾害

损失的必要条件) 发展受限时贫困地区的脆弱性

往往会增加! 因此发展也是造成灾害发生及决定

其影响程度大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而脆弱

性触发的灾害又严重抑制了发展! 形成了一个恶

性循环) 为了打破这种循环! 需要更多关注形成

脆弱性的原因( 降低这种脆弱性! 从而提高贫困

地区的自然灾害适应能力"###

)

潜在风险与特定地区的社会复原力之间存在

重要的相关性) 社会脆弱性分析旨在了解哪些人

群最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并确定影响社会

脆弱性的关键因素) 社会脆弱性研究的结果! 在

未来可用于风险管理决策! 包括风险的降低( 预

防和减缓"#>#

! 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区复原力)

$:#!灾害影响

由关键词类团可知研究主题四$即聚类四%为

*灾害影响+! 即图 \ 中黄色聚类部分) 灾害影响

的常见类型分为灾害直接损失和灾害间接损失"#X#

)

KC<BP等"#^#证实在土耳其由于特殊的地质地形和气

象条件致其易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 平均每

七至八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灾害! 其中地震(

山体滑坡( 洪水( 干旱( 岩崩和雪崩是主要的自

然灾害! 砍伐森林和水土流失加剧了这些灾害!

其中 '^d的死亡率和伤害率由地震造成) ICJPALC[

OCPQB等"#\#利用 &'\$ ?$%&% 年间日本自然灾害和自

杀的地级城市面板数据! 估计了自然灾害对各种

人口群体自杀率的同期和滞后效应! 研究发现自

然灾害以复杂的方式影响着灾区人口的自杀率)

综合文献及关键词发现灾害会给人类带来实质性

的创伤和精神障碍! 在洪水( 干旱及其他自然灾

害过后! 受害者表现出焦虑( 压抑和其他心理问

题! 并且这些心理问题可持续很长时间) 人类要

从科学的意义上认识这些灾害的发生( 发展! 尽

可能减小它们所造成的危害! 这已成为国际社会

的一个重要的共同主题)

图 \ 关键词共现图谱的 # 个热点聚类之间存在

密切关联& *灾害风险防控+被其他 " 类紧密包围)

*水旱灾害管理+是当前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领

域最主要的热点前沿和实践需求! *灾害风险防

控+是当前灾害管理关口前移的发展新趋势! 而

*灾害脆弱性+*灾害影响+是*灾害风险防控+的主

要对象) 可见! *灾害风险防控+把其他 " 类热点

聚类*水旱灾害管理+*灾害脆弱性+*灾害影响+紧

密关联起来! 形成了一个结构紧凑的自然灾害风

险防控研究知识图谱系统)

"!结!论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是灾害学中一个快速

发展的新兴领域! 也是需要逐渐深化的过程) 从

历年的研究现状看!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呈不

断趋热的态势) 本研究利用7)2TBGWG<文献计量可

视化分析方法! 通过对 $%%" ?$%&^ 年间自然灾害

风险防控领域的知识图谱分析! 揭示该研究领域

演变特征与研究热点! 得到了以下结论&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研究虽历史不长! 但其

研究热度呈逐年上升趋势! 近几年全球发文量在

不断上升) $$%美国在该领域起步较早! 发文量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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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而近几年中国有赶超美国的趋势! 尤其是在

$%&" ?$%&^ 年) $"%自然灾害影响广泛! 故涉及学

科广泛( 刊载的期刊众多! 目前发文主要集中在

5G898EO和 _CJG<+GP8A<NGP等学科领域( 主要发表

在,,CJA<C94CaC<UP-和,@DJG<DCJB8DC9(8A<DC98HRBPCP[

JG<+BPS +GUANJB8D-等期刊) $#%通过作者共引分析

看出当前从事自然灾害风险防控领域研究的国际

重要研究人员有& 0AJJG<2 .( ,8<<BP/4( 4CBMGP6

6( V9GBDU8<HG<3+( 08aaCDB7( 04F,0_( 12F,5

03) 通过作者耦合分析看出目前自然灾害风险防

控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作者有 f4-,5(( .@6(

IG<aK( _-,5 (( R8MBDGO[48WGPR( .@* 6(

04F,0_等人) $>%排名前几位的高产作者有

_-,5(( f4-,5(( .@*6( R8MBDGO[48WGPR(

04F,0_( .B6( IG<aK等人) KGBZBDE,8<MC9*[

DBTG<PBJO$北京师范大学%( 0QBDGPG-NCUGMO8H2NB[

GDNGP$中国科学院%( *DBTG<PBJO8H2OUDGO$悉尼大

学%及VO8J8*DBTG<PBJO$京都大学%是目前自然灾害

风险防控研究领域的领军机构) $X%自然灾害风险

防控研究领域中的现有关键词可主要归为 # 个聚

类! 即形成了四个研究主题*水旱灾害管理+*灾害

风险防控+*灾害脆弱性+*灾害影响+! 它们是当前

自然灾害风险防控的前沿研究重点) 从这四个角

度出发! 深入研究( 提出一套被公认的自然灾害

风险防控定量化方法已成为最重要的研究趋势!

可为全球制定防灾减灾措施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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