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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itespace 的城市触媒理论在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

中的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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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 2001 至 2023 年间的城市触媒理论相关文献，运用 Citespace 这一可视化文献计量软件，

对城市触媒理论在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进行了综合评述。研究通过对研究机构、作者、关键词共现以及关键词聚类四个主要维度

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城市设计、微更新、历史街区、工业遗产以及相应的更新和设计策略。同时揭示

了，尽管城市触媒理论在建筑科学与工程领域有显著贡献，但在其他相关学科影响力有限的问题。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为理解城市触媒理

论的学术趋势和核心问题提供了依据，也为进一步推动该理论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应用和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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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1989 年，美国学者韦恩·奥图和唐·洛干在《美国都市建筑—

—城市设计的触媒》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城市触媒”概念。该理论

借鉴化学中的“触媒”概念，强调从多角度改变城市发展，通过点

带面的策略提高城市活力。这一理论在城市更新、历史街区、工业

遗产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尽管我国对城

市触媒理论的研究已相对完善，主要集中在个案研究和策略研究

上，但综述类文章较少。本文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相关文献，利

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从总体趋势、研究作者、机构、

关键词等方面描述当前城市触媒理论的学术脉络，旨在为未来研究

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1.数据收集 

本研究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核心数据库，CNKI 是一

个综合性学术期刊引文数据库，覆盖了自然科学、工程、社会科学、

艺术和人文等多个学科领域。本文以“城市触媒”为关键词进行搜

索，筛选了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两类作为检索对象，发现中国 早

发文年份为 1998 年，但仅有一篇。自 21 世纪后，触媒理论开始在

中国出现了持续性研究，因此，本研究的时间设置为 2001-2023，

共得到 645 篇中文文献，经过人工剔除文献类型与本研究不符、信

息不对等文献后， 终得到 589 篇中文文献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来源，

其中学术期刊 218 篇，学位论文 371 篇。 

 

图 1  “城市触媒理论”研究的研究机构共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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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工具 

本文采用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和大连理工大学 WISE

实验室联合开发的 Citespace 软件（6.1R6 版本）。Citespace 是在科

学计量学和数据可视化的背景下开发的引文可视化软件，重点是分

析科学分析中的潜在知识。本研究旨在分析城市触媒理论在中国的

研究热点和主要研究领域。因此，本研究选择 Citespace 文献分析

软件，对以“城市触媒”为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定量分析，对城市

触媒理论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应用的整体情况、热点词汇、研究机

构、作者和更新趋势进行综述。 

二、城市触媒理论在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机构和研究

作者分析 

1.研究机构可视化分析 

研究所选文献来自 266 个中国的机构，主要包括华南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青岛理工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和北京建筑大学（如

图 1 所示）。其中华南理工大学是发文量 高的机构，除了 2023 年

外，华南理工大学在研究区间（2001-2023）中一直保持着对城市

触媒理论的研究。彩色区域是 2014 年以来对研究主题作出贡献的

研究机构，而灰色区域在 2014 年之后开始缺乏对城市触媒理论的

研究。在主要的五个研究机构当中，除了上述的华南理工大学之外，

重庆大学自 2021 年起开始缺乏对城市触媒理论的研究，其研究机

构在 2017-2020 年间作出了大量学术贡献。其他三个主要研究机构

（青岛理工大学、西安建筑大学、北京建筑大学）一直保持着城市

触媒理论的研究。从合作密度上看，华南理工大学及其附属的建筑

学院、建筑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2.研究作者可视化分析 

在可视化图中，结点的大小跟作者的发文量有关，结点越大的

人说明其发文量多，反之，则是发文量较小，图中的作者均是发文

量在 2 篇以上的作者。此外，结点的颜色跟作者的发文时间有关，

结点的颜色越亮，说明作者在 2014 年后发文较多，反之，若结点

成灰色，则说明作者在 2014 年后并没有发文量。如图 2 所示，按

照发文量来看，主要研究者排到前三位的有冒亚龙（3 篇）、魏冉（3

篇）、田健（3 篇）。从可视化图中来看，三位作者在 2023 年均没有

发表有关城市触媒理论的文章，其中冒亚龙和魏冉在 2021 年均发

表了 3 篇文章，而田健则是在 2013 年之前发表了 3 篇文章，由此

可见，田健学者是较早研究城市触媒理论并发表学术期刊的学者。 

 

图 2  “城市触媒理论”研究的研究作者共现图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姜文、周仿颐、刘荃和周洋在 2023 年对

研究主题关注较多，他们的关注点分别是村落街道更新设计研究、

城市存量用地设计研究、公共空间建设研究和工业遗存的保护再利

用策略研究。同时，该研究方向的研究者多为在校硕士及博士研究

生，多为针对某地区的个案研究为主，例如，郑州大学马文静、齐

洋毅、朱佳奇等人针对郑州、苏州、沈阳等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的

更新实践提供相应的理论研究，凸显了较强的在地性特征。孙士斐，

刘子珺、张磐在工业遗产的保护活化研究中，构建工业遗产触媒活

化保护策略。 

三、城市触媒理论在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词和聚类词

汇分析 

1.关键词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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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itespace 提供的共现可视化图谱中，结点越大代表该词汇

出现的频率越高。在图 3 中，当筛掉主题词后，出现的较高频次的

关键词依次为城市更新（45 次）、城市设计（34 次）、历史文化街

区（33 次）、历史街区（31 次）、公共空间（23 次）、工业遗产（17

次）。其中，“城市更新”是 高频次的关键词，是本研究主题的一

个重要切入点。“城市更新”一词源自 1958 年荷兰的“城市更新”

运动，城市更新的目的在于将城市中部分无法满足当下生产生活需

求的区域进行针对性有计划的改造提升。城市触媒理论则强调从不

同的角度去改变城市的发展、促进城市结构发生变化，通过有效植

入触媒元素，进而推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并促进城市更新。 

 

图 3  “城市触媒理论“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 

2.聚类词汇可视化分析 

国内对于城市触媒理论的研究共形成 9 个聚类，分别是#0 城市触

媒、#1 城市设计、#2 城市触媒理论、#3 城市设计项目、#4 历史街区、

#5 大型体育赛事、#6 触媒理论、#7 设计策略、#8 更新策略（如图 4

所示）。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结合文献阅读法对关键词聚类的具体内容

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国内对该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图 4  “城市触媒理论“研究的聚类分析图 

第一个方面是城市设计。在该方面，研究的内容包括城市修补、

城市设计、城市复兴、轨道交通和地下空间等关键词。城市设计源

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夫兰城市设计框架，在这之后，跨学科专家们合

作启动的英国伯明翰普郡市中心的城市设计战略和地区框架方案

突破了原有的设计思维，位之后利用城市设计策略实践提供了研究

价值。国内学者吴晨在《城市复兴的城市设计》中介绍了英国在城

市复兴思想指导下的城市设计，并提出了中国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城

市设计框架。《场所精神》一书中曾提出，城市设计一般受制于所

在地区的经济现实状况，无法突破和超越这种局限 3。而城市触媒

理论则侧重于通过城市设计或城市改造的手段激发城市或地区经

济，从而实现突破经济框架限制的目标。 

第二个方面以工业遗产保护、历史街区为基础的城市更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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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研究中，研究作者们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更新的角度主要

关注商业空间、保护更新、城市及社区的复兴、活力等方面。文化

遗产历史街区及工业遗产都是城市更新策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

城市更新中的文化依托，其中如青岛、武汉、郑州也是展示城市文

化的重要载体。利用城市触媒理论来改造历史街区是为了在保留当

地历史文化特色的同时，使街区与城市更新速度相匹配，从而完成

现代化的转型。在当前的历史街区的研究中，研究作者们多针对于

城市中的特色街区进行研究，如济南芙蓉街、苏州光荣盾旧街、沈

阳中山路等等。这表明由于城市的历史、文化、地理位置等因素的

不同，各城市的历史街区改造需要因地制宜，凸显“在地性”特征。 

第三个方面是大型体育赛事。在该方面，研究作者们的内容包

括城市发展、站城一体化、轨道交通站域等。这部分的研究对象集

中在对体育场馆、生活体育空间和体育公园等与体育相关的场所方

面的改造。“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标志

着城市更新行动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体育场馆的可持续性是时

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同时，还

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和实现身体健康发展的重要场所。因此，改善

体育场所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是实现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因此，

城市触媒理论被应用大体育场所更新策略的研究当中，为体育场所

的可持续性利用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四个方面是设计和更新策略。在该方面中，老旧社区、旧城区、

城市空间形态、景观更新、风景园林、口袋公园、乡村触媒是学者们

关注的重点。这些元素都是城市更新和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相对于历史街区、城市设计和体育场馆来说所占比重较小，因

此，该方面的研究多侧重于策略研究，为以后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结论：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城市触媒理

论在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量化分析，分别从整体趋

势、研究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和聚类分析方面进行阐述。 

从整体趋势上看，城市触媒理论在建筑科学与工程学科得到了

大量关注，相关的热点词汇，如城市更新、城市设计、历史街区、公

共空间等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也呈现出学科交叉和融合研究不

足等问题。国内研究的学者数量较多，但分布较为分散，除了几位主

要学者表现出较强的关联性之外，其他学者倾向于独立研究。 

在热点主题方面，城市设计、历史街区、大型体育赛事和设计

和更新策略是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聚类。四个方面均是组成城市更

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更新又是国家提出的举措，这说明国内的研

究紧跟国家政策的发展，但也由此反映出当前的城市触媒研究缺乏在

地性、创新性和可持续适用性等问题。此外，当前的研究还缺乏对城

市更新其他方面的关注，如工业遗产区、老旧社区、老旧园林等等，

因此，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继续推进城市触媒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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