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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领域地理信息系统文献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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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地理信息系统”并“渔业”为主题，检索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

库，对检索文献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地理信息系统在渔业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自

1982年开始逐年增多，进入21世纪，进展较之前明显加快，但研究力量仍旧相对薄弱，相

关项目支撑更多来源于国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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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

tern，GIS)是一项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新兴技术，

围绕着这项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形成了一

门交叉性、边缘性的学科，是管理和研究空间

数据的技术系统，在计算机软硬件支持下，它

可以对空间数据按地理坐标或空间位置进行各

种处理、对数据的有效管理、研究各种空间实

体及相互关系。通过对多因素的综合分析，它

可以迅速地获取满足应用需要的信息，并能以

地图、图形或数据的形式表示处理的结果。

1963年加拿大科学家R T．Tomlinson首先

提出“地理信息系统”一词[1]，提出利用数字计

算机处理和分析大量的土地利用数据，并建议加

拿大土地调查局建立加拿大地理信息系统

(CGIS)，到1972年，CGIS全面投入运行与使用，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运行型的地理信息系统[2]。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经历20世纪后期的快速发

展，目前，大量学者将其应用在各个领域，已在

国民经济建设诸多领域中显示出巨大的应用价值。

我国是传统农业国家，渔业发展具有悠久历史，

在解决民生，发展经济和提供就业等方面起着重

要作用，地理信息系统在渔业领域的应用，必然

会给渔业发展带来新空间和新成效。

1研究方法

笔者基于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分别以

“地理信息系统”并以“渔业”为主题检索2010

年12月31日前收录的全部文献，对总库收集的

相关文献从数量，作者、数据库来源和资助来源

等方面分别进行定量统计分析，旨在总结我国地

理信息系统在渔业研究中的发展，为今后的科研

和应用提供参考。

2结果分析

2．1刊载文献数量的年变化

截至2010年，共检索到相关文献记录257

条，文献的发表数量总体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地

理信息系统”并以“渔业”为主题的文献最早见

于1982年，之后到1987年见第二篇报道，直至

2000年，近20年的时间，相关文献的发表量仅

为18篇，且是不连续的，2001年后文献数量快

速增加，全部文献的93％都集中在该时段。

尽管“地理信息系统”并以“渔业”为题的

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较以“地理信息系

统”并以“农业”为主题的文献条目数而言，其

在“渔业”领域内的研究与应用却十分有限。据

统计，“地理信息系统”并以“渔业”为主题的文

献仅占“农业”的45％，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

中后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整个“农业”领

域广泛被研究和应用，而在“渔业”领域的发展

速度明显落后。2000年之后，差距愈发加剧，

“地理信息系统”并“农业”为主题的文献

2007--2009年分别是742条、702条和733条，

而同期“地理信息系统”并“渔业”为主题的文

献条目数仅为34个、28个和22个，年均较差近

2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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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刊载文献的数据库来源

从刊载文献的数据库来源看，约64．59％的

文献来源于期刊，其他依次为硕士论文、博士论

文、会议论文和报纸的报道。其中博士论文首见

于2001年，硕士论文和会议论文首见于2002年，

报纸的报道首见于2005年，说明我国人才培养机

构介入渔业领域的地理信息系统研究和应用较晚，

社会的关注程度也相对不足。但根据刊载文献的

数据库来源的构成比例，反映出博士和硕士的涉

足，必然会进一步促进渔业领域的地理信息系统

研究和应用的快速发展。

2．3刊载文献的基金来源

根据对全部文献的资金来源分析，以“地理

信息系统”并以“渔业”为主题的文献的资助来

源有28类，其中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

“863”计划)项目资助的研究文献居首位，有47

篇，其次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24篇，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资助的15篇，上海市重点学科

建设基金资助的8篇，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资助的6篇，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计划项

目资助的4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简

称“973”计划)项目资助的4篇，中国科学院知

识创新工程基金项目资助的4篇，其他类基金资

助的文献均不超过2篇。就行政层面看，资助主

要源于国家层面，地方性的资助以上海为主，3

种基金类别涉及13篇文献，其次为浙江省的2

篇，其他涉及省份有辽宁、湖北、山东、黑龙江

和广东，文献均为1篇。

2．4刊载文献的作者分析

通过检索，以“地理信息系统”并以“渔

业”为主题的论文条目等涉及作者51位，条目

最多者是邵全琴，共检索到19个，其次是周成

虎，检索到18个条目，超过10个条目的还有杜

云艳(17条)、苏奋振(17条)、樊伟(15条)

和陈新军(11条)，介于5～10个条目的有崔雪

森、张红燕和施炜纲等11人。无论从人数、还

是从数量，都可以看出渔业领域的地理信息系

统研究力量都相对薄弱，影响面较小，也体现

出渔业在整个社会领域所受重视程度有限。

2．5作者单位

对发文作者单位统计，在有标注作者单位

的文献中，涉及36所高校，发文116篇(包含

合作发表的文献，下同)，20个研究院所，发文

98篇，3个管理机构，发文4篇。其中上海海

洋大学(原名上海水产大学)以27篇文献居首

位，这与2005年8月在原上海水产大学举办的

“第三次渔业与水产科学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

析国际会议”[引，以及近年来上海海洋大学对

“数字海洋”领域及“数字海洋”与渔业相结合

的研究重视有关；其次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检索到23篇；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检索到19篇；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检索到12篇；

其他单位均未超过10篇。

3 结束语

在我国，伴随信息化、数字化和可视化的

进程，渔业领域的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与应用也

得到了相应发展，尤其进入21世纪，地理信息

系统在渔业领域的研究进展较之前明显加快。

通过对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的查阅及对查阅

结果的总结，地理信息系统在渔业领域研究与

应用的相关报道，自1982年开始总体呈现上升

的态势，但相对“农业”领域而言，发展速度

明显落后。尽管2001年之后，有部分硕士和博

士等高技术人员加入，但渔业领域的地理信息

系统研究力量仍旧相对薄弱，影响面较小，吸

引人员有限。尽管我国渔业历史悠久，但经过

信息检索，地理信息系统在渔业领域的研究更

多来源于国家层面支持；地方性资助，仅上海

等8个省份涉及，说明我国渔业的信息化、数

字化和可视化道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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