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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建筑重建研究：国际期刊中的文献计量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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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对历史建筑的重建进行了各种研究。为了了解其进展情况，有必要使用文献计量分析来绘

制与历史建筑重建相关的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突出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与历史建筑重建相关的高影响力研究。基于这些结

果，可以了解到未来与该主题相关的研究机会。使用 VOSviewer 应用程序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在 Scopus 数据库上进行与历史

建筑相关的文章的数据检索，并根据研究和语言领域进行过滤，检索到 137篇文献。研究结果表明，讨论这一主题的文章数

量有了显著的增加。与该主题相关的出版物的引用来自期刊，而不是会议论文。此外，贡献文章最多的国家是意大利。最后，

与该主题相关的研究可以分为四类，目前的研究趋势是城市规划、办公楼、砌筑材料、历史、虚拟重建和可持续发展。这项

文献计量研究的结果预计将为未来的研究人员提供一个综述，以调查在历史建筑重建研究中尚未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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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重建历史建筑是指根据图像、文字证据和遗留材料，改

造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恢复因自然和人为灾害而受损的原

貌[1]。重建被定义为将对象返回到其原始状态所做的努力

[2]。重建历史建筑有几个原因，包括恢复民族身份或民族自

豪感的愿望，改善解读，支持教育，增加公众的关注，作为

和谐的象征，或因为城市景观中建筑的象征价值[3]。

重建和恢复历史建筑结构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文化背景

知识[4]。可用于重建建筑的方法包括进行历史研究，例如通

过地图、照片、考古研究和艺术史[5,6]，然后通过查看建筑

和施工(立面、内部空间、施工技术、材料选择和建筑环境)

继续进行；最后进行设计和重建[5]。

关于重建历史建筑的各种研究以前已经进行过。为了了

解这项研究是如何发展的，有必要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绘制出

与历史建筑重建相关的研究。通过进行这种分析，我们可以

探索研究是如何发展的，并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找到趋势

和机会。此外，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每个作

者以及每个国家的主要贡献。

我们从 Scopus 数据库中检索文章数据。该检索于 2021

年 2 月 14 日进行，共检索到 137 篇文章。使用 VOSviewer

应用程序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本研究的目的是突出在国际期

刊上发表的与历史建筑重建相关的高影响力研究。基于文献

计量分析，获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1)出版物结构和引

文；2)有关历史建筑重建研究方面的发展；3)与该研究相关

的机会。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 Scopus 数据库检索与历史建筑重建相关的

文章。我们使用 Scopus 作为文章的来源，因为该数据库包含

由独立方评估的摘要和引用，这些独立方是其科学领域的专

家。Scopus 拥有全面的元数据覆盖范围，包括文档类型、摘

要、关键字和索引术语、引用参考文献、附属数据、作者简

介和其他元数据(scopus.com)。

在论文搜索过程中，我们使用了关键词“重建”、“建

筑”、“遗产”和“建筑”。有 331 篇论文使用了这些词。

为了避免检索结果出现偏差，我们筛选了这些论文，只使用

“工程”和“艺术和人文”领域的英文论文。此外，我们也

只使用来自期刊和会议论文的文献。本研究中用于分析的最

终论文数量为 137 篇。

3 结果和讨论

3.1出版物的结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历史建筑重建相关的出版物呈增长

趋势。表 1 显示了每五年期间与这一主题有关的文献数量方

面的进展。在最后一个时期(不包括 2021 年)，发表的文章数

量几乎翻了一番，从 38 篇增加到 74篇。

表 1 历史建筑重建的文章趋势

时期* 文献数量 年平均

2016-2020 74 15

2011-2015 38 10

2006-2010 1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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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5 5 2

<2001 1 1

*不含 2021 年数据（2篇）

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人员对研究历史建筑重

建的兴趣一直在增加。每年平均发表的文章数量有显著增

加。用于发表历史建筑重建相关研究的媒体在会议论文(63

篇文献)和期刊(74篇文献)之间比较均衡。

表 2显示了以历史建筑重建为主题的期刊发表的文献数

量。总的来说，倾向于发表历史建筑重建文章较多的来源类

型是会议论文。发表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数量前三的来源是

会议论文。

表 2 期刊/会议论文中发表历史建筑重建主题稿件的数量

（稿件数量最多的 10 个）

No. 来源
稿件

数量

来源

类型

1 WIT Transactions on The Built Environment 11 会议

论文

2 IOP Conference Serie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9 会议

论文

3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6 会议

论文

4 DISEGNARECON 5 期刊

5 Ega Revista De Expresion Grafica Arquitectonica 5 期刊

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4 期刊

7 Lecture Notes in Civil Engineering 4 期刊

8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3 会议

论文

9 Procedia Engineering 3
会议

论文

10 Proceedings of SPIE -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 3

会议

论文

依据来源中相关文件的引用数量，表 3 显示了具有最大

影响的前十个来源。基于此表中的来源列表，可以看出期刊

中的引用数量高于会议论文(仅编号 6 和 7)。这表明，期刊中

的出版物比会议论文更容易被读者接受。

表 3 与历史建筑重建相关的引用数

（引用数最多的 10 个来源）

No. 来源
文章

数量

被引

次数

1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7] 1 124

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8

–11]
4 36

3 Journal of Applied Engineering Science[12] 1 36

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Interactiv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13,14] 2 25

5 Computers and Graphics (Pergamon)[15] 1 18

6 Procedia Engineering[7,16,17] 3 11

7
Proceedings of SPIE -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18–20]
3 9

8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21] 1 8

9 DISEGNARECON[22–26] 5 7

10 Journal on Computing and Cultural
Heritage[27,28] 2 7

为了了解每篇文章的含义，表 4 显示了每个来源引用次

数最多的 10 篇文章。

表 4 历史建筑重建相关论文被引次数

(被引次数最多的 10 篇论文)

No. 作者 标题* 被引次数

1 Yilmaz H.M.
(2007)[29]

Importance of digital
close-range photogrammetry in

docum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124

2 Murgul V.
(2014)[12]

Solar energy system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heritage
historical buildings of the

northern towns

36

3 López F.J.
(2017)[9]

A Framework for Using Point
Cloud Data of Heritage Buildings
Toward Geometry Modeling in a

BIM Context

28

4 Bellotti F.
(2011)[15]

An architectural approach to
efficient 3D urban modeling 18

5 Stefani C.
(2010)[13]

Time indeterminacy and
spatio-temporal building

transformations
18

6 Lounsbury C.R.
(1990)[21]

Beaux-Arts Ideals and Colonial
Reality 8

7 Amakawa J.
(2018)[30]

New Philadelphia: using
augmented reality to interpret
slavery and reconstruction era

historical sites

7

8 Adembri B.
(2016)[31]

3D digital models for
documenting, learning and
analyzing architecture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ancient

world

7

9 De Luca L.
(2014)[14]

A complete methodology for the
virtual assembling of

dismounted historic building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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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ranfoot C.
(2013)[32]

Remaking the past: Tamil sacred
landscape and temple

renovations
7

*有关完整标题，参考文末参考文献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建筑。每个国家重建历史建筑

的努力都离不开它在展示国家身份或国家自豪感方面的作

用。因此，表 5 显示了每个国家在重建历史建筑方面发表的

论文。从引用次数来看，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国家是土耳

其(未在表 3 中显示)，有 3篇论文和 130 次引用。

表 5 各国关于历史建筑重建的文章数量(前 10)

No. 国家 排名 文章数量 被引次数

1 意大利 1 31 56

2 中国 2 9 8

3 英国 8 9 31

4 美国 11 9 21

5 俄罗斯联邦 9 7 40

6 捷克共和国 21 6 9

7 西班牙 3 6 32

8 法国 5 5 33

9 巴西 13 4 0

10 克罗地亚 29 4 1

意大利发表最多的重建历史建筑文章并不令人惊讶。意

大利是世界上文化遗址最多的国家，共有 55处。意大利历

史遗迹的存在鼓励研究者进行与那些历史建筑相关的研究。

另一方面，即使西班牙和法国排在第三和第五位，他们在与

历史建筑重建相关的文章方面的贡献仍然低于遗址数量比

他们少的国家。因此，在这两个国家，历史建筑重建的研究

机会相当广泛。

3.2 历史建筑改造的研究趋势

为了了解历史建筑重建的研究进展，作者使用了自己和

期刊提供的关键词。VOSviewer 的搜索结果如表 6所示。因

为所进行的搜索与重建（reconstruction）、建筑(building)、

遗产（heritage）和建筑学（architecture）的主题有关，我们

没有在表 6 中显示这四个关键字。

表 6 关键词在历史建筑重建文章中出现的次数

No. 关键词 次数 No. 关键词 次数

1 image
reconstruction 17 14 reconstruction

(structural) 7

2 architectural
design 16 15 history 6

3 architectural
heritage 16 16 religious buildings 6

4 historic
preservation 15 17 earthquakes 5

5 maintenance 15 18 masonry 5

6 virtual
reconstruction 10 19 masonry materials 5

7 urban planning 9 20 military operations 5

8 heritage
conservation 8 21 modern architectures 5

9 historic building 8 22 office buildings 5

10 virtual reality 8 23 Roofs 5

11 3d computer
graphics 7 24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5

12 3d reconstruction 7 25 timber 5

13 3d modeling 7 5

从表 6 中可以发现，关于历史建筑重建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形象重建、建筑设计和历史保护方面。此外，根据该表，

还可以得出结论，关于该主题的研究大多是在复杂的视觉技

术方面进行的，包括虚拟重建、虚拟现实和三维计算机图形

学。

为了了解这种研究趋势，图 1显示了文章随时间的发展。

它表明，目前有研究城市规划、办公楼、砌筑材料、历史、

虚拟重建和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图中的黄线)。

图 1 历史建筑重建相关研究课题的发展

把握未来可能的研究机会，可以看看文章中讨论的有限

关键词。如图 2所示，其中较粗的黄色表示这个主题的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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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根据图 2，历史建筑重建研究中很少讨论的主题包括砖

石建筑、砌筑材料、可持续发展、历史、3D重建、现代建筑、

军事行动、屋顶和木材。

图 2 基于关键词数量的历史建筑重建研究的饱和度

此外，还会执行每个关键字的聚类过程(图 3),详细信息

以四种颜色显示。红色聚类(图 3)由 10 个关键词组成，即 3D

建模、3D 重建、建筑遗产、历史、图像重建、宗教建筑、3D

计算机图形学、虚拟现实和虚拟重建。基于所提出的关键词

项，我们将该聚类命名为三维重建聚类。绿色集群(图 3)由七

个关键词组成，即建筑设计、地震、遗产保护、军事行动、

现代建筑、办公楼和城市规划。我们称这个集群为保护文化

区域免受破坏。

蓝色集群(图 3)由六个关键词组成，即历史保护、砖石建

筑、砌筑材料、重建(结构)、屋顶和木材。我们称这个集群

为砖建筑结构的重建集群。黄色集群(图 3)有三个关键词，即

历史建筑、维护和可持续发展。最后一个集群我们称之为历

史建筑维护集群。

图 3 历史建筑重建研究中关键词聚类图

3.3历史建筑重建的研究机遇

根据文献计量分析的结果，可以提出几个关于历史建筑

重建的研究方向。首先，最近的趋势表明，对这一主题的研

究已经导致了用砖建造的历史建筑的重建以及使用 3D 重建

对其进行保护的尝试。第二，关于历史建筑重建的研究重点

(在国际期刊中仍有有限程度的讨论)与以城市规划为重点的

历史建筑重建有关，包括办公楼和砖砌建筑，这种保护工作

是通过虚拟重建进行的。第三，考虑到与这西班牙和法国的

历史遗址数量相比，那里的研究贡献量仍然有限，这两国很

可能会开展历史建筑重建。

4 结论

本研究旨在提供一个在历史建筑重建领域具有高度影

响力的研究的综述。通过使用 VOSviewer 应用程序，研究人

员可以确定这些研究的文献计量学以及未来研究人员在该

主题的研究机会。根据文献计量分析的结果，可以提出几个

关于历史建筑重建的研究机会。这一主题的研究趋势倾向于

通过使用虚拟重建来重建木制的历史建筑，以努力维持它们

的状况。鉴于西班牙和法国的历史遗迹数量，对这些国家历

史建筑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

这项研究是通过收集 Scopus 数据库提供的文章数据进

行的。当然，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大量关于历史建筑重建的研

究已经开展，发表在没有被 Scopus 索引的期刊上。例如，科

学网和谷歌学术上的期刊索引。科学网的有限访问导致这项

研究没有使用这个数据库来检索文章数据。由于谷歌学术提

供的抽象元数据不完整，本研究中没有使用这个数据库。未

来的研究可能会考虑纳入其他高质量数据库的文章，以便文

献计量分析的结果将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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