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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沙漠旅游将自然地貌景观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逐步成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利用

CiteSpace软件对CNKI、WOS数据库中沙漠旅游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CNKI数据库显示中国关于沙

漠旅游研究的高峰值在2006~2021年，期间主要研究方向为沙产业；近两年围绕生态旅游、旅游经济、

沙漠开发等方向，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以旅游业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WOS数据库显示国际上

关于沙漠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沙漠地区景观特征以及气候变化，近两年研究热点为节水灌溉。对比

CNKI和WOS数据库，CNKI数据库文献多集中在旅游产品、旅游资源开发、沙产业等，以旅游促开发，推

动中国沙漠地区旅游资源的利用；WOS数据库文献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旅游目的地景观特征，如干旱地

区的植被、土壤、空气、水资源以及气候变化等。未来中国沙漠旅游的研究应与国际研究保持同步，强

化全球贸易、气候变化与多元驱动因素相互作用下的沙漠地区生态环境研究，注重沙漠旅游与生态环境、

沙产业相结合，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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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ert tourism combines the natural landscape with the market economy and gradually becomes 
the boost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rid and semi-arid areas.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soft-
ware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desert tourism research literature in CNKI and WOS databases. The 
CNKI database reveals that the peak period for research on desert tourism in China was between 
2006 and 2021, with a primary focus on the sand industry, while in the past two years, research has 
shifted towards ecotourism, tourism economy, and desert development, emphasizing the protec-
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leveraging tourism to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western regions. In contrast, the WOS database shows tha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desert 
tourism has predominantly concentrated on the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of desert areas and cli-
mate change, with water-saving irrigation emerging as a research hotspot in the past two years. 
Compared to the WOS database, which mainly explores the landscape features of tourist destina-
tions, such as vegetation, soil, air, water resources, and climate change in arid regions, the CNKI 
database literature is more focused on tourism products,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the 
sand industry, aiming to promote the utilization of China’s desert tourism resources through tour-
ism-driven development. Moving forward, China’s desert tourism research should align with inter-
national trends by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lobal trade, climate change, 
and multiple driving factor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desert areas, and by emphas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desert tourism with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sand industry, thereby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s arid and semi-
ari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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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陆地表面的 41%属于干旱区[1]，荒漠是干旱区大型地貌的组合，根据地表沉积物的类型可以分

为沙漠、砾漠、石漠和泥漠等，其中，沙漠以沙丘为主要特征，是干旱地区地表为大片沙丘覆盖的沙质

荒漠[2]。沙漠最引人注目的景观特征是发育着各种各样的风沙地貌，如高大沙山，雅丹地貌，沙波纹等。

干旱地区是古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大部分沙漠地处亚洲中部干旱区的核心位置，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史前古人类迁徙和农业传播的重要通道，人类活动遗迹众多。在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

腹地，保存着汉代的古城圆沙、喀拉墩等遗址。沙漠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发

条件。 
旅游业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媒体产业”。中国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但经济基础薄弱，随着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沙漠旅游日渐成为应用风沙地貌学、旅游地理学和生态旅游学等领域

引人注目的热点。沙漠旅游是指以沙漠、沙地、戈壁、雅丹等各种风积、风蚀地貌景观为特色吸引物，通

过对风沙地貌独特条件进行巧妙利用，以鉴赏、求知、探险、考察、环保和娱乐等为目的的一种具有地

域性、综合性的新型刺激性旅游产品，也是对传统意义上的观光度假旅游产品市场的进一步细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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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地区特殊的风沙地貌景观条件，中国沙漠地区开辟了许多旅游景区，如宁夏的沙坡头，内蒙古的阿

拉善风沙地貌地质公园，甘肃的鸣沙山月牙泉、敦煌雅丹地质公园、武威沙漠公园等。沙漠旅游的形式

也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主要有沙漠观光、沙漠疗养、徒步探险、沙漠体育、沙漠考古等，不同旅游形式

可以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要。 
随着沙漠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参与到沙漠旅游相关的研究中。沙漠旅游的目标是通

过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进而保护脆弱的沙漠环境，以避免沙漠生态系统的退化和灭绝。沙漠旅游的可

持续发展，对维护沙漠地区的生态平衡、促进旅游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

意义。目前与“沙漠旅游”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沙漠资源的开发利用[3]，沙漠旅游资源的评价[4] [5]、沙

漠景观特征[6]、沙漠治理[7] [8]、沙产业[9] [10]等。例如，尹郑刚认为沙漠旅游开发应当与沙产业紧密结

合，沙漠景区的旅游项目将会更趋多样性[11]。王艳茹和李陇堂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灰色理论对宁夏沙坡

头、沙湖、黄沙古渡 3 个沙漠景区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排序[4]。Song 等人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为例，提

取沙漠植被数据，为干旱地区的荒漠化监测与评价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工具[6]。 
本文基于可视化知识图谱绘制软件 CiteSpace [12]，对 WOS (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以及中国

知网(CNKI: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中关于沙漠旅游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对比分析两

个数据库关于沙漠旅游研究的差异性，提出我国沙漠旅游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促进我国干旱半干旱地

区的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web of science TM 核心合集”是国际公认的权威数据库，CNKI 是当前中国学术文献收纳量最大的

综合性资源网站，为了系统地筛选出关于沙漠旅游研究文献的有效样本，本文选择 web of science TM 核

心合集和 CNKI 中文文献搜索库。由于 2000 年以前关于沙漠旅游的研究文献较少，因此将文献检索时间

统一设定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在 web of science TM 核心合集中，以 TS = (desert 
tourism) OR TS = (desert resource) OR TS = (desert development)作为输入项，并选择学科 environmental 
science 和 green sustainable science technology，得到 2496 篇英文文献，去重后共计 2302 篇；在 CNKI 中
文文献搜索库，选取“沙漠旅游”或“沙漠资源”或“沙漠开发”作为主题词搜索到 312 篇中文文章。

通过对中英文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从关键词、作者、发文机构、发文国家等角度进行图谱展示，揭示

沙漠旅游研究的国际进展与中国现状，从宏观层面对沙漠旅游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2.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知识图谱法对 WOS 核心合集中的 2302 篇英文文献以及 CNKI 中的 312 篇中文文献共计

2614 篇有效文献进行实证分析。知识图谱分析法是内容分析方法的一种，它是通过将应用数学、信息科

学、信息可视化技术、图形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共现分析等方法相结合，并利

用可视化图谱，把复杂的知识领域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知识计量和图形绘制而显示出来，形象地

展示学科的发展历史、核心结构、前沿领域、整体知识架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常见的知识图谱

绘制软件有 Bibexcel、Net-Draw、Pajek 和 CiteSpace 等[13]，与其他软件相比，CiteSpace 侧重于探测和分

析学科前沿的演变趋势、研究前沿与其知识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前沿之间的内部关系[14]。
CiteSpace 文献计量分析已在生态旅游[15]、文旅融合[16]、旅游安全[17]等方面得到了应用。本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沙漠旅游研究的中英文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将沙漠旅游研究的相关内容绘制成可视化图

谱，得到与其相关的社会网络、知识基础和前沿演变，为认识沙漠旅游研究的发展，以及未来的研究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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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提供借鉴和参考。 

3. 数据结果与分析 

3.1. 沙漠旅游研究的时空特征 

本文对沙漠旅游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发文作者、发文机构和发文国家进行分析，以便科学计量沙漠

旅游研究的时空特征和研究现状。 
从年度发文量来看，CNKI 数据库中关于沙漠旅游的文献数量较少，且变化较为平稳；WOS 核心文

集中关于沙漠旅游的年度发文量呈现缓慢增长的趋势(图 1)，从 2015 年开始明显增多，达到了 100 篇以

上，2022 年达到了顶峰的 287 篇，2023 年截止到 12 月 31 日，发文量为 195 篇。说明沙漠旅游开始在旅

游业界逐步引起重视。 
 

 
Figure 1. Summary of desert tourism publications from 2000 to 2023 
图 1. 2000~2023 年沙漠旅游相关研究的发文量 

 
CNKI 中关于沙漠旅游的研究，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宁夏大学(36 篇)，其次是陕西师范大学(12 篇)、

兰州大学(7 篇)、中国科学院(7 篇)，其余机构的发文量都低于 5 篇。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李陇堂(21 篇)、
王艳茹(10 篇)、张冠乐(9 篇)、石磊(9 篇)、杨萍(8 篇)，其所在机构都是宁夏大学。发文量较多的作者是

陕西师范大学的董治宝教授、董瑞杰副教授、吴晋峰教授，以及长春师范大学的刘海洋教授。 
从发文国家和发文机构来看，2000~2023 年期间，WOS 数据库中属中国(发文量 819 篇)和美国(发文

量 705 篇)的研究成果和论文数量最多，远远多于其他国家。其次是埃及、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

西班牙、以色列等国家。国外发表文献最多的机构是美国地质调查局(76 篇)、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66
篇)、亚利桑那大学(59 篇)、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37 篇)、内华达大学等(23 篇)，除以色列本–古里安

大学外，其他机构都位于美国。中国发表文献最多的机构是中国科学院(388 篇)、中国科学院大学(161 篇)，
其次是兰州大学(55 篇)、北京师范大学(52 篇)，新疆大学(43 篇)、北京林业大学(30 篇)等。具体到作者，

发文量最多的前 10 名作者分别是，陈亚宁、赵文智、Grimm Nancy、曾凡江、李俊然、桂东伟、Collins 
Scott、雷加强、Ravi Sujith、冯起。这些作者的发文量、被引量以及所属机构如表 1 所示。 

聚类图谱可以得出参加聚类的作者或国家之间哪些合作较为紧密。本文对发文国家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显示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家之间合作较为紧密，这些国家的沙漠面积都比较广，如

中国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约 960 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沙漠面积约 270 万平方公里，奇瓦瓦沙漠

东北部与美国接壤，是墨西哥面积最大的一个沙漠，占墨西哥总体面积的 12.6%，因此在沙漠旅游研究方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5.142039


周烨 等 
 

 

DOI: 10.12677/gser.2025.142039 377 地理科学研究 
 

向这些国家开展了较为深度的合作；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家为一类，这几个属于地中海发达国家，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他们深度影响了阿根廷，智利，突尼斯等位于沙漠及周边地区的国家，如巴

塔哥尼亚沙漠大部分位于阿根廷境内，小部分则属于智利，因此这些国家相互间的合作也较为密切；埃

及、印度、科威特、伊拉克为一类，这些国家的荒漠化问题较为突出，如面积最大的撒哈拉沙漠，横跨多

个国家，因此在沙漠资源开发等领域也开展了一些合作；科威特是位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国家，为了保

护这片独特的沙漠景观，科威特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其中包括限制过度的旅游开发、建立自然保护区

以及开展环保教育等。这些措施旨在保护沙漠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以确保这片美丽的沙漠

能够永久地传承下去。芬兰、瑞典、丹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为一组，与这些国家有关的是北极

沙漠，北极沙漠横跨许多北方国家，包括加拿大、格陵兰岛和俄罗斯。 
 
Table 1. Top ten authors and their institutions by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WOS database 
表 1. WOS 数据库中发表论文数量前 10 的作者及所在机构 

Author Documents Citations Organizations 

Chen, Yaning 12 339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Zhao, Wenzhi 11 330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rimm, Nancy b. 11 406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Zeng, Fanjiang 10 132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i, Junran 10 490 The University of Tulsa 
Gui, Dongwei 9 109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ollins, Scott l. 9 690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Lei, Jiaqiang 8 93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Ravi, Sujith 8 416 Temple University 

Feng, Qi 8 79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2. 旅游研究的核心主题 

本文对 CNKI 和 WOS 核心文集两个数据库中的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获得沙漠旅游研究的核心主

题变化。 
CNKI 数据库中，频次最高的前 20 个关键词中，沙漠旅游、沙产业、沙漠资源、宁夏、沙坡头、开

发、生态旅游、内蒙古、旅游开发等词汇频次较高，其次是沙漠治理、沙漠公园、旅游产品、防沙治沙、

对策等词汇(表 2)，说明国内关于沙漠旅游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内蒙古、宁夏沙坡

头地区的旅游资源开发以及沙产业的研究[10]，第二个方面是沙漠治理、防沙治沙以及相应对策的研究[8]。 
 
Table 2. Top 20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desert tourism in CNKI database 
表 2. CNKI 数据库沙漠旅游研究频次最高的前 20 个关键词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沙漠旅游 84 生态旅游 11 旅游 7 
沙漠 23 内蒙古 10 开发利用 7 

沙产业 23 旅游开发 10 防沙治沙 7 
沙漠资源 15 沙漠地区 9 旅游业 6 

宁夏 15 沙漠治理 9 对策 6 
开发 14 旅游产品 7 旅游体验 6 

沙坡头 12 沙漠公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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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 数据库中的关键词聚类结果显示 Q = 0.7509 (Q > 0.3 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S = 0.9303 (S > 0.7
意味着聚类结果令人信服)，表明聚类结果显著。关键词的聚类结果将沙漠旅游的研究分为 11 个主题关

键词，分别为：沙漠旅游、沙产业、沙漠地区、沙漠、新疆、沙漠治理、开发、宁夏、旅游开发、旅游规

划，表明 2000~2023 年期间，国内沙漠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与出现频次最高的前 20 个关

键词所代表的研究方向大体一致。从这 11 个主题关键词可以看出，近 20 年我国沙漠旅游的研究主要分

为沙产业、沙漠治理以及沙漠旅游资源的规划与开发。 
关键词时间线图能够从整体上反映研究方向的变化。在时间线图中，圆圈代表关键词，连线表示两

关键词出现在同一篇或多篇文章中(图 2)。如果与前期关键词共同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将会用线联系起

来，前期关键词频次加 1，圆圈变大。时间线图中的每个时间段会出现新的关键词，但由于有些关键词频

次较低，在图中并未显示出来。此外，时间线图可以更加细致地分析各分组关键词内部所包含的关键词

的时间分布以及互相之间的联系。例如，“沙产业”这一组别中包含的关键词有旅游区、旅游体验、沙

坡头、客源市场等，“旅游区”关键词是在 2002 年发表的文献中首次出现，旅游体验是在 2006 年出现，

沙坡头、客源市场等是在 2011 年出现(图 2)。 
 

 
Figure 2. The keywords timeline view in desert tourism in CNKI database 
图 2. CNKI 数据库的沙漠旅游关键词的时间线图 

 
关键词的时间线图显示沙漠旅游的累积频次最大(图 2)，在 2000 年该关键词就已经出现，其频次随

时间呈波动变化(图 3(A))，在 2006~2021 年间频次较高，2014 年达到最高值为 9。另外关键词时间线图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5.142039


周烨 等 
 

 

DOI: 10.12677/gser.2025.142039 379 地理科学研究 
 

显示(图 2)，2004 年之前围绕生态旅游、旅游产品、旅游资源、沙漠资源、旅游开发等关键词展开，2011
年以后开始围绕沙坡头、发展模式、防沙治沙、太阳光能、沙成金等关键词展开，说明这个时期开始关

注沙产业；沙产业关键词在 2011~2013 年期间频次较高(图 3(B))，分别是 5 次，4 次和 3 次，其他年份频

次较低，也证明了该时期国内比较关注沙产业；2022 年开始围绕耦合经济、旅游经济、沙漠开发、格局

等关键词展开，说明这时候更关注沙漠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旅游资源与经济条件有机

结合，促进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可持续发展。 
 

 
Figure 3. The frequency change of keywords in CNKI database (A is desert tourism, B is sand industry) 
图 3. CNKI 数据库中关键词的频次变化(A 为沙漠旅游，B 为沙产业) 

 
WOS 数据库中词频高于 50 的关键词显示，词频较高的是沙漠、气候变化、植被、影响、水、动态、

模型、管理、土壤、遥感、生态系统、土地利用等关键词，其次是温度、降水、社区、生物多样性、保

护、荒漠化、资源、氮、演化等词汇(表 3)，仔细分析对应的参考文献后得出，国际上关于沙漠旅游相关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旅游目的地演化模式及发展特征的研究。如利用遥感方法监测沙漠

地区的植被、水、土壤、土地利用等情况[6] [18] [19]，通过这些研究可以明确沙漠地区的核心旅游吸引

物；第二是关于沙漠地区的气候变化。气候对沙漠的形成、演化以及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 [21]，
气候也是影响旅游者选择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因素，沙漠气候环境干旱，沙漠地区的降水、温度、风力条

件等都会影响旅游者的行为决策。李东等利用乌鲁木齐约 50 年的月气温、降水、相对湿度、风速等数据，

划分出适宜于旅游的季节[22]。Bakhtiari B.和 Bakhtiari A.以伊朗克尔曼省为例，建立了旅游气候指数指

标体系，研究了旅游目的地气候与旅游活动的关系[23]；第三是荒漠化治理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沙漠地

区的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有限，对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具有重要影响。在这样的极

端环境下，如何发展绿色生态旅游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沙漠地区地文景观、生物景观等自然旅游资源

丰富，在发展自然遗产旅游的同时，应强调对生物群落的保护[24]。大多数生活在沙漠地区的植物身材矮

小，耐高温，耐干旱，耐风蚀。如红柳，白刺，罗布麻，沙棘，沙拐枣，肉苁蓉等。王维明等对腾格里沙

漠植物资源类型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实地调查后，提出了腾格里沙漠植物资源保护对策和措施[25]。沙漠

地区的动物同植物一样，也是以各种方法适应干旱，水分缺乏的气候环境。常见的沙漠动物有骆驼、羚

羊、沙鼠、沙蜥等。这些动植物资源都成为沙漠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重要元素。 
最后，在进行荒漠化治理时可以开展对新能源技术的使用，如光伏治沙[26] [27]。光伏治沙的主要特

点是发展光伏和沙漠治理、节水农业相结合，在光伏电站的外围、边沿地带用用沙障措施、生物措施等

建立综合防护系统，光伏板下种植绿色经济作物，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赢[28]。该方法不仅有利

于防沙治沙，也为绿色能源和沙漠治理的结合提供了新的途径。库布奇沙漠是我国光伏治沙的先行者，

在这里，光伏板组成的“蓝色海洋”绵延不绝，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形成了“生态 +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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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的旅游新业态，促进当地的旅游业发展。 
 
Table 3. Keywords about desert tourism research frequency higher than 50 in WOS database 
表 3. WOS 数据库中关于沙漠旅游研究频次高于 50 的关键词 

Keyword Count Keyword Count Keyword Count 

desert 296 system 96 temperature 70 

climate change 244 response 93 biodiversity 70 

vegetation 184 ecosystem 93 conservation 66 

impact 174 land use 92 desertification 64 

water 160 variability 86 basin 63 

pattern 152 area 83 plant 61 

dynamics 143 china 82 ecosystem service 59 

model 141 diversity 75 forest 58 

climate 115 precipitation 75 resource 58 

management 111 community 74 nitrogen 57 

soil 100 region 74 evolution 50 

remote sensing 99 growth 72   

 
WOS 数据库中的关键词聚类结果显示 Q = 0.3102，S = 0.6974，表明聚类结果合理。聚类结果将沙漠

旅游的研究分为 9 个分组主题词，分别为：mojave desert、gis、saharan dust、biological soil、stable isotopes、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ecological restoration、dynastic change、radiative forcing。从这 9 个主题关键词可

以看出，国际上关于沙漠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沙漠的景观特征、生物土壤、生态修复等方面，与频次

不低于 50 的关键词所反映的结果大体一致。国内和国际关于沙漠旅游的研究对比发现，国际上更注重旅

游目的地，即沙漠地区的景观特征，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国内更注重沙产业、旅游资源的开

发，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福利的产业形态。 
关键词的频次变化能够反映研究热点的动态变化。气候变化、植被、模型、遥感、荒漠化等关键词

频次较高，莫哈韦沙漠为 9 个分组关键词之一，本文对莫哈韦沙漠(mojave desert)、气候变化、植被、模

型、遥感、荒漠化以及莫哈韦沙漠等关键词进行频次分析显示，莫哈韦沙漠在 2007~2021 年期间的频次

呈现较高的状态，近两年几乎没有提及(图 4(A))，表明国际上对于莫哈韦沙漠的研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

间，但近两年已经鲜少研究莫哈韦沙漠；气候变化、植被、模型等关键词在 2010 年之后频次呈现显著增

高趋势(图 4(B)~(D))，近些年遥感、荒漠化等关键词的词频也显著增加(图 4(E)~(F))，说明近几年国际上

关于沙漠旅游的研究方向主要在于对沙漠旅游地的核心旅游吸引物以及荒漠化治理[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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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frequency change of keywords in WOS database (A is Mojave desert, B is climate change, C is vegetation, 
D is model, E is remote sensing, F is desertification) 
图 4. WOS 数据库中关键词的频次变化(A 为莫哈韦沙漠，B 为气候变化，C 为植被，D 为模型，E 为遥感，F 为

荒漠化) 

3.3. 沙漠旅游研究的热点动态 

突变词分析可以了解研究焦点的转变、研究前沿和最新的研究热点，并帮助预测该领域后续的发展

趋势。CNKI 数据的关键词突现分析结果共得到 10 个突现词(表 4)，其中“旅游产品”关键词在 2001 年

就开始出现，在 2006~2010 年成为研究热点。在这期间，“新疆”、“内蒙古”等关键词的热度也较高，

但“旅游产品”的突现强度最大，说明这个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疆、内蒙古地区开发旅游产品，提

高旅游竞争力；旅游产品的研究热点消退之后，“沙产业”在 2009~2013 年间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且突

现强度很高，达到了 4.97，说明这时期主要关注点在沙漠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继沙产业的研究热点之后，

防沙治沙成为 2012~2017 年的突现词。防沙治沙属于沙产业的技术路线之一，即沙漠治理。阿拉善盟是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部的盟市，分布着中国八大沙漠中的三大沙漠，即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和

乌兰布和沙漠，是全国荒漠化程度最严重、治理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自 2012 年开始，乌兰布和沙漠西

南缘开始大面积种植抗风沙植物梭梭，现如今梭梭成林，百万亩梭梭生态林基地建设成果十分壮观，不

仅沙尘暴发生频次也明显降低，防沙治沙效果显著，还调动了当地农牧民培育梭梭肉苁蓉产业，走出了

一条产业生态化的绿色惠民路子。另外，梭梭生态林基地的建设改善了乌兰布和沙漠的生态环境，也成

为“生态旅游 + 科技”、“生态旅游 + 教育”的新的示范点。 
2015~2020 年期间，主要的研究热点为沙坡头、沙漠公园。宁夏沙坡头位于腾格里沙漠的东南缘，是

全国二十个治沙重点区之一，现已成为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沙漠生态自然保护区。近两年

(2021~2023 年)的研究热点为生态环境，表明随着沙漠旅游资源的开发，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的保护

是沙漠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越来越多的沙漠旅游地被开发，旅游活动对沙漠环境可持续性的负

面影响，对景区生态和环境保护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同时，沙漠旅游景区出现的资源破坏、水污染、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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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环境容量超载等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开始重视景区生态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 
 
Table 4. Emergency intensity and emergency year distribution of keywords 
表 4. 关键词的突现强度及突现年份分布 

CNKI 数据库 WOS 数据库 

关键词 突现强

度 
首次出

现年份 
突现开

始年份 
突现结

束年份 关键词 突现强度 首次出

现年份 
突现开

始年份 
突现结

束年份 

旅游产品 2.06 2001 2006 2010 desert 6.38 2000 2000 2006 

新疆 1.97 2006 2006 2013 chihuahuan 
desert 13.29 2001 2001 2011 

内蒙古 1.81 2002 2006 2007 mojave 
desert 5.09 2002 2002 2012 

沙产业 4.97 2003 2009 2013 ecology 5.37 2003 2003 2009 

防沙治沙 2.72 2012 2012 2017 wind 
erosion 7.3 2004 2004 2012 

沙坡头 3.05 2011 2015 2020 shrub 6.01 2004 2004 2012 

沙漠资源 1.99 2000 2015 2016 vegetation 11.49 2000 2005 2010 

沙漠公园 2 2006 2017 2021 sonoran 
desert 8.39 2006 2006 2016 

开发 1.87 2001 2019 2020 landscape 10.14 2007 2007 2010 

生态环境 1.73 2005 2021 2023 rangeland 6.64 2009 2009 2013 
     desert dust 7.26 2014 2014 2019 

     tengger 
desert 5.61 2015 2015 2019 

     groundwater 5.24 2012 2016 2020 
     air pollution 6.04 2014 2018 2020 
     irrigation 5.25 2020 2020 2023 

 
综上所述，CNKI 数据的突现词分析显示，自 2001 年，人们开始有意识在新疆、内蒙古等沙漠面积

较多的区域开展沙漠旅游、旅游产品，并在 2006 年开始相关研究显著增多。由于区域自然环境、旅游开

发的局限性，自 2009 年，研究热点转向了沙产业、防沙治沙等工程。随着宁夏沙坡头治沙成果的显著，

以及资源的开发利用，2015~2020 年期间在沙坡头开展了许多旅游产品以及沙漠旅游相关的研究。2021
年，生态环境的研究显著增多，表明现今的研究方向以沙漠资源为依托，打造沙漠生态建设、沙漠生态

旅游。 
WOS 数据共得到 15 个突现词(表 4)，突现词的整体突现强度大，最大为 chihuahuan desert (13.29)，

最小为 groundwater (5.24)，各突现词之间强度差异大。2010 年之前，研究热点主要围绕着北美的几个沙

漠，如 chihuahuan desert、mojave desert、sonoran desert 等；奇瓦瓦沙漠(chihuahuan desert)是北美最大的

沙漠，面积超过 20 万平方英里；莫哈韦沙漠(mojave desert)位于北部的大盆地沙漠(Great Basin Desert)和
南部的索诺兰沙漠(sonoran desert)之间的过渡地带(主要在 34˚N 和 38˚N 之间)，占地约 43,750 平方英里，

被认为是美国最小、最干燥的沙漠。索诺兰沙漠是北美最热的沙漠，但该地区具有明显的双峰降雨模式，

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关键词突现的还有“vegetation”、“landscape”、“wind erosion”，表明这时期

研究点主要在于沙漠地区景观特征，如沙漠地区的植被类型、风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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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0 年期间，关键词突现的有“desert dust”、“air pollution”、“tengger desert”、“ground-
water”，说明国际上关于沙漠地区的研究，除了关注旅游资源的开发外，也注重沙漠与全球生态环境的

关系。沙漠是大气粉尘的重要来源，每年全球干旱–半干旱地区强烈的近地表风将数以百万吨的粉尘扬

起到空中[29]，并最终影响着大气辐射平衡、空气质量以及人类健康[30]。湖泊是沙漠旅游资源开发过程

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地下水是湖泊的重要补给水源。卫星影像显示，巴丹吉林沙漠的湖泊水位和地下

水储量呈持续缓慢下降的趋势，未来若不采取措施控制抽水，许多湖泊将面临萎缩，这对脆弱的沙漠绿

洲将造成生态和环境灾难[31]。地下水修复技术也是目前国际环境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2014 年 9 月 6
日，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曝光，引发社会关注。当时，污染企业将大量工业废水排放到沙漠中，导致沙

漠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地下水受到污染，附近居民生活受到影响。对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严厉打击非法排污行为，加大环保投入，推动绿色发展。目前，腾格里沙漠最难修复的沙漠“污地”已经

进入了国内首例大规模地下水原位强化生物修复阶段。针对此类污染事件，Dou 等人指出沙漠地区生态

系统的脆弱性及其保护的先决条件，首先，政府有关部门应全面负责禁止在沙漠地区建设高耗能、高耗

水工业。其次，环境法规的执行需要加强，特别是对查实的污染事件，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和手段，必

要时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强制执行。第三，加大对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排放标准的行业的处罚力度，

从重罚款。最后，应该通过媒体更多地报道这类污染，让污染者无处藏身[32]。 
近些年(2020~2023 年)的研究热点词为灌溉。节水灌溉属于沙产业的技术路线之一，沙产业一词由钱

学森院士提出，是指通过开发沙漠区域的资源，利用沙漠环境的特点和植被适应性，开展相关产业活动，

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福利的产业形态。目前沙产业的技术路线主要包括沙漠治理、节水灌溉、新能源技

术、沙漠餐饮技术、沙漠医疗技术。Wang 根据沙漠水资源的特点，提出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是“智慧灌

溉”和“无水灌溉”的新材料技术[33]。然而，治沙仍然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在未来，需要走植物种植、

动物养殖、沙地资源加工、沙地旅游业等相结合的治理之路，在生产和经济发展中，运用现代节水灌溉

技术，结合保水保沙田和改沙治沙，有计划地发展沙地现代农牧业，进一步遏制荒漠化进程，实现有效

的生态修复[33]。 
综合对比 CNKI 和 WOS 的研究热点，CNKI 集中在“旅游产品”、“生态旅游”、“沙产业”等领

域，WOS 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景观特征”、“遥感”、“生态”等。虽然两个数据库在沙漠旅

游的研究区域上有所侧重，但主题思想仍然是利用沙漠、改善沙漠，让沙漠旅游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

效益的有机统一。根据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效益，包括供

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沙漠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旅游形式，为旅游者提供了丰

富的旅游资源基础。然而，沙漠生态系统极为脆弱，过度开发可能导致植被破坏、沙化加剧等问题，因

此在开发沙漠旅游时，必须注重保护沙漠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和调节能力。沙漠生态系统在气候调节、

防风固沙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 CNKI 和 WOS 数据库中“气候变化”、“植被”、“沙漠治

理”等关键词频繁出现(表 2，图 4)，反映出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高度关注。沙漠中的植被和土壤通过光

合作用固碳，形成可观的植被碳库和土壤碳库，对缓解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合理开发沙漠

旅游，可以增强公众对沙漠生态保护的意识，促进沙漠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保护。沙漠旅游不仅是一种自

然景观的体验，更是一种文化之旅。在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方面，沙漠旅游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文化体

验，如沙漠文化、民俗风情等，而这些都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支撑。从 WOS 数据库中的高频关键词

“遥感”、“生态服务”可以看出(表 3，图 4)，学术界对沙漠旅游的生态服务功能以及文化服务价值给

予了高度关注。通过加强生态监测和科学研究，可以为沙漠旅游景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开发及游客

非物质福祉改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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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本文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分析了 2000~2023 年 CNKI 和 WOS 数据库中关于沙漠旅

游研究的发文量、发文作者与机构、研究热点及趋势，结论表明： 
(1) CNKI 中沙漠旅游研究的发文量较低，主要集中在宁夏大学等少数机构，且研究多聚焦于内蒙古、

宁夏沙坡头等局部地区；WOS 中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和美国，但研究方向各有侧重，中国更关注沙

漠旅游资源开发与沙产业，美国则侧重于生态环境。 
(2) 关键词及突现词的分析结果显示，CNKI 研究热点集中在旅游资源开发、沙产业、沙漠治理等方

面，且近年来开始关注生态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合，打造沙漠生态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WOS 研究热点则集中在旅游目的地发展特征、气候变化、荒漠化治理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近两年

的研究热点为沙产业中的节水灌溉。 
(3) 对比 CNKI 与 WOS 数据的分析结果，CNKI 中沙漠旅游的研究多关注于沙漠旅游资源的开发，

沙产业的发展，并以此作为联动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国际上沙漠旅游的研究则主要是通过遥感、GIS、
机器学习等方法分析沙漠地区的景观特征，明确沙漠的核心旅游吸引物，并且关注沙漠气候与空气污染、

全球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 

4.2. 建议 

(1)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推动建立中国与美国等国家之间的沙漠旅游研究合作机制，促进学术

交流与资源共享，实现研究方法与技术的相互借鉴。同时，鼓励国内研究机构与国际顶尖高校及科研机

构开展合作项目，进一步提升我国沙漠旅游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2) 优化研究资源配置：鉴于 CNKI 数据库中沙漠旅游研究力量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应引导更多高校

和科研机构参与到沙漠旅游研究中来，避免研究过度集中在少数机构。此外，需加大对沙漠旅游研究的

资金投入，尤其是对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等前沿领域的支持，同时鼓励开展跨学科研究，以推动该领

域的全面发展。 
(3) 推动研究成果应用：加强研究成果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将沙漠旅游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具体的政策

建议和实践方案。例如，针对 WOS 数据库研究中关注的节水灌溉等热点问题，可以开展针对性的示范项

目，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在沙漠旅游开发中的应用。此外，不同沙漠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有所不同，应关

注沙漠旅游的区域差异，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制定差异化的旅游开发策略。 

4.3. 展望 

沙漠作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区，依据其特殊的风沙地貌条件，以及独特的文化景观村落，使沙

漠旅游成为富有知识性、观赏性、娱乐性、刺激性的旅游活动。结合 WOS 和 CNKI 两个数据库关于沙漠

旅游的研究，未来沙漠旅游需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1) 提高沙漠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方法与技术。技术创新和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发展沙漠资源开发的

基础，以“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沙产业技术路线为核心，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推动

沙漠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本文提出的乌兰布和沙漠绿色生态基地，不仅改善了生态资源，增加了森

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度，还显著改善了区域生态，减少了沙尘天气，增加了降雨量，恢复了生物多样性。

这种生态治理与旅游开发的结合，为沙漠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在发展沙产业过程中，循环

利用资源和循环经济的概念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创新技术，如库布齐沙漠的光伏项目，实现了“板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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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板间养羊、板下种草”的良性互动，这不仅生产了绿色能源，还通过光伏板间的草林种植达到了防

风治沙的效果。最后，为进一步丰富沙漠旅游的业态，还可以发展“沙漠+”、“旅游+”、“赛事+”、

“文化+”等多元化旅游模式，例如，举办沙漠汽车赛事、文化节庆活动、沙漠探险和生态教育项目，以

及开发沙漠主题的住宿和餐饮服务，从而吸引不同兴趣和需求的游客，提高旅游地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2) 体现绿色发展的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沙漠旅游的

开发中，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将旅游发展的理念融入到旅游项目的设

计和实施中，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通过限制游客数量，我们可以减轻旅游活动对沙漠生态

系统的压力。推广环保旅游方式，如使用可降解的旅游用品、鼓励游客参与生态保护活动，可以提高公

众的环保意识。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如植树造林、沙丘固定，不仅有助于恢复沙漠生态，也能为旅游业

提供更加可持续的资源基础。此外，沙漠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对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具有深

远影响。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增强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能有效促进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增强旅游地的文化吸引力，进而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旅游地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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