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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居环境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论文以CNKI和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关于人居环境的文献为基础，结合CiteSpace软件分析国内外人居环境研究的热点领域，

探讨其数据获取方式、研究方法与技术、研究视角3个方面。结果表明：① 数据获取方式由传统的抽样调查和官方

统计向卫星遥感、电子设备感知及互联网等大数据靠拢，实现传统统计数据向网络大数据获取的转变；② 研究方

法日趋完善，注重问卷调查、新地理计量模型与GIS相结合，同时引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使研究

方法更加多样、研究结果更加准确；③ 社会感知、乡村振兴、拟态人居等成为近年来的研究方向。今后，人居环境

研究应综合利用传统方式和现代化技术手段获取的数据，深度学习挖掘大数据，加强乡村振兴、虚拟人居环境等方

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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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居环境是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人类居住和生

活的环境，环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人居环境科学于20世纪50年代由希腊学者道

萨迪亚斯(C. A. Doxiadis)首次提出[1]，但此时“人居

环境”并未引起很大关注。直至C. A. Doxiadis1955

年创办《人类聚居学》(Ekistics)杂志，该杂志对促进

全世界人类聚居研究产生很大影响[2]。国内学者吴

良镛[3]先生在其人类聚居学理论的指引下，于 1993

年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大会的学术报告上首次

提出“人居环境科学”概念，认为其主要由自然、人

类、社会、居住、支撑5部分组成，应该从全球、区域、

城市、村镇、建筑5个层次研究[1]。随着人口的增长

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环境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人

居环境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4-8]。

人居环境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涉及生态

学、地理学、城市规划等学科[1]，因此，人居环境具有

研究内容多元化、研究领域广泛化以及研究方法多

样化的特点。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居环境研究开始

关注其内容和动态演变[1,9]，该演变主要集中在数据

获取方式、研究方法与技术、研究视角3个方面。其

中，数据获取方式上，由问卷调查、采访、官方统计

等传统获取方式[10-11]转向卫星、设备感知、互联网等

新手段获取[12-14]，实现传统统计数据向多源大数据

的转变；研究方法上，由问卷调查、深度访谈[15]到统

计、建模、空间分析方法[16-19]的使用，又综合集成物联

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20-21]，使人居环境研究的具体

手段和方法趋于多元化，研究方法得到长足发展；研

究视角上，由概念讨论[22-23]、环境宜居[24]、生态经济

收稿日期：2019-01-18；修订日期：2019-04-1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78，41630749，4180134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630749)；辽宁省高等学校

创新人才支持计划(LR2017017)；辽宁省博士科研启动基金指导计划项目(20170520445)。[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1771178, 41630749 and 41801340; Key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

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1630749;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ve Talent Support Program of Liaoning Province,

No. LR2017017; Doctoral Scientific Research Foundation of Liaoning Province, No. 20170520445. ]

第一作者简介：杨俊(1978— )，男，湖北孝昌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气候与人居环境研究。

E-mail: yangjun@lnnu.edu.cn

*通信作者简介：张育庆(1984— )，女，辽宁大连人，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女性地理学、居民行为与人居环境研究。

E-mail: zhangyuqing@lnnu.edu.cn

引用格式：杨俊, 由浩琳, 张育庆, 等. 从传统数据到大数据+的人居环境研究进展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1): 166-176. [Yang Jun, You Ha-

olin, Zhang Yuqing,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human settlements: From traditional data to big dat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

(1): 166-176. ] DOI: 10.18306/dlkxjz.2020.01.016

166-176页

第39卷 第1期
2020年1月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Progress in Geography

Vol.39, No.1
Jan. 2020



第1期 杨俊 等：从传统数据到大数据+的人居环境研究进展

协调[25]转向社会感知[26]、乡村振兴[27]、拟态人居[28]等

多方面的探讨。

本文在文献综述基础上，以 CNKI 和 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关于人居环境研究的文献为基础

数据，以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V.5.3.R1 为辅助手

段，对国内外人居环境研究进行分析，梳理该研究

领域的前沿及热点，以推进其向国际化、纵深化和

多元化方向发展，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国外文献以 Web of Science 为平台，通过检索

“Environment”and“Human Settlement”;“Environ-

ment”and“Livable”or“Suitable”;“Human Settle-

ment Environment”and“rural”or“village”;“Hu-

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and“Ecology”;“Hu-

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and“Sustainable”or

“Sustainability”主题词，按照主题相关性排序，为体

现文献的代表性和相关性，删除会议征稿和会议综

述、卷首语、成果介绍、新闻和报纸报道等不相关条

目，最终筛选得到1687篇英文文献。国内文献选择

覆盖率最高的 CNKI 数据库为基础数据源，以“环

境”+“人居”；“环境”+“宜居”；“人居环境”+“村落”；

“人居环境”+“生态”；“人居环境”+“可持续”；“人居

环境”+“规划”为检索词，再逐条阅读检索记录，筛

选得到中文文献 1337篇，类型以期刊论文为主，其

中博士论文182篇。通过文献管理中心输出格式为

download_*.txt，检索时间为2018年10月29日。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利用

CiteSpace V.5.3.R1 软件的关键词共现功能模块和

Excel的统计分析功能对国内外人居环境研究的相

关文献进行分析。其中，用CiteSpace V.5.3.R1软件

对国内外“人居环境”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和国外文

献相关学科进行共现分析，参数选取默认 Top 50

per slice，运行时间为 2018年 11月 18日，根据筛选

的文献，CNKI 数据库时间跨度定为 1993—2018

年，WOS数据库时间跨度定为1975—2018年，时间

切片(Slice Length)均为1，使用剪切(Pruning)联系中

的最小生成树(Minimum Spanning Tree)功能，生成

关键词共现图谱；用Excel软件对国内外发文量和

国内文献相关学科进行统计并直观显示。

2 人居环境研究热点

2.1 国内外研究总体特征

2.1.1 研究阶段

用Excel软件对国内外文献发行量进行统计分

析(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国外发文时间明显早于

国内，国内外人居环境发文量呈上升趋势，尤其是

2000年之后，发文量呈直线上升。从国外人居环境

发文量来看，可将其分为 3个发展阶段：① 萌芽阶

段(1989年以前)。国外人居环境研究思想一直蕴含

在规划学中 [29]，直至 20 世纪 50 年代 C. A. Doxiadis

提出“人类聚居学”的概念，标志着以城市规划学科

为核心的人居环境科学在西方正式形成[1]。但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对人居环境研究处于探索阶

段。② 起步阶段(1989—2004 年)。人类居住环境

的质量和生存环境的可持续问题逐渐受到学者们

的关注，尤其是 1986 年开始的“世界人居日”(The

World Habitat Day)[29]，推动了人居环境研究的深入

发展。③ 快速发展阶段(2004年以后)。国外人居环

境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发文量呈直线上升趋势。

从国内人居环境发文量来看，可将其分为 3个

发展阶段：① 萌芽阶段(1999年以前)。该阶段学术

界对人居环境的研究成果较少，但学者们认同人居

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并对其

概念进行了探讨 [22- 23]。② 起步阶段 (1999—2004

年)。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学者们

真正意识到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因此，研究

成果逐渐增加。2001 年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

论》一书的出版[3]，对人居环境在全球的发展起了更

好的推动作用。③ 快速发展阶段(2004年以后)。国

图1 1975—2018年国内外人居环境文献数量年度分布

Fig.1 Annual number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on human settlements, 197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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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学者对人居环境的研究，在该阶段产生了质的提

升，同时，研究方法也逐渐向多元与先进化发展，研

究区域由城市转向农村。

2.1.2 学科领域

从相关研究的学科分类(图2)来看，目前国内相

关研究(图2a)主要集中于地球科学、环境科学、自然

地理学和测绘学领域，社会科学、生物科学等领域

也有分布。国际上(图 2b)则以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Environmental Sciences & Ecology)为主要相关学

科，其次为地球科学(Geosciences)、地质学(Geolo-

gy)、科学与技术(Science & Technology)、海洋和淡

水生物学(Marine & Freshwater Biology)、自然地理学

(Physical Geography)、水资源学(Water Geography)、城

市研究(Urban Studies)等学科，其中环境科学与生

态学、地球科学、地质学、自然地理学、水资源学和

城市研究等相关领域联系较为紧密。对以上分析

进行总结，可以得出人居环境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

叉领域，其综合了环境、地理、生态等多学科的特

点。而且，利用多学科的交叉理论对人居环境进行

研究已成为主要趋势，同时，也促进了这一研究领

域的进一步发展。

2.2 国内外研究热点分析

不同时期出现的高频词汇代表了当时的研究

热点与学术前沿，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因

素。关键词是论文主题的高度概括，它出现的频率

和关联程度可以揭示某领域研究的热点和内在联

系 [30]。利用 CiteSpace V.5.3.R1 软件绘制了国内外

人居环境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图3、图5)和突现词

(图 4、图 6)图谱，其中关键词图谱中显示的节点大

小表示出现频次的多少，节点之间的连线反映了不

同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

2.2.1 国外研究热点分析

从图 3和图 4可以看出，环境(environment)、管

理 (management)、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影响

(impact)等词汇出现较多。此外，还出现生物多样

性(biodiversity)、人口(population)、质量(quality)、可

持续性(sustainability)等词汇。研究内容上主要关

注保护 (conservation)、地形 (landscape)、土地利用

(land use)、植物(vegetation)、森林砍伐(deforestation)

等，表明国外人居环境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研究方法上，GIS、模型(model)、遥感(remote sens-

ing)等使用较多。

2.2.2 国内研究热点分析

国内人居环境研究自 1993年吴良镛先生提出

“人居环境科学”一词以来，得到很大发展。由图 5

和图 6可知，1997年以来，国内人居环境的研究热

点主要集中在“可持续发展”上，此时，中国城市化

和工业化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引起了学者们的积

极关注。2004年开始，国内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所带

来的一系列社会、空间和生态问题更加突出，直到

“城市人居环境”一词出现，使得人居环境科学对这

一问题的解决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2006年

后，中国人居环境学的城市化趋势有所缓和，学者

们的研究视角扩展到乡村，“农村人居环境”“宜居

城市”“自然适宜性”等成为研究热点。2014年后，

时空特征、空间形态、空间格局等被纳入人居环境

研究中。国内人居环境研究方法逐渐多元化，主要

有主成分分析、层次分析、GIS技术等。

3 人居环境研究前沿

前文基于CiteSpace V.5.3.R1软件分析，得到了

图2 国内和国外人居环境相关文献学科分类图

Fig.2 Subject category map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human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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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人居环境的研究热点和趋势，为后续研究提

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依据。但人居环境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研究内容的最新视角及深度剖析，需

要进一步从文献综述角度进行总结。本文主要从

数据获取方式、研究方法与技术、研究视角3个角度

进行讨论。

3.1 数据获取方式

传统数据的获取主要依靠抽样调查和官方统

计，前者一般源于城乡居民主观感受的采集 [31-32]，

后者通常用于获取经济数据、社会数据和环境数

据等[33-35]。但由于传统统计数据的局限性和现代科

技的不断进步，利用新技术和新手段研究人居环境，

是目前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随着遥感、网络

追踪等技术快速发展，数据获取手段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表1)。

(1) 卫星遥感数据

20 世纪 80 年代后，遥感卫星影像技术取得了

一定的成就，学者们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加入卫星

遥感数据，以提高感知数据质量，优化数据获取方

法。Terra、Landsat、TRMM、DMSP、NPP 等卫星可

获取人居环境相关数据。从影像中获取的植被覆

盖度、夜间灯光指数等信息，可以从侧面反映人居

环境的发展情况[36-37]。例如，国外学者Salmon等[38]

提出了一种基于MODIS卫星中的多层感知器的土

地覆盖变化检测方法，利用传感器获得的 7个波段

影像信息对人居环境土地覆盖变化作了详细研究；

Miyazaki等[39]开发了时间序列数据，用机器学习算

法，对遥感数据在人居环境中的应用进行了改进。

1976 年美国发射搭载 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

(OLS)传感器的军事气象卫星Defense Meteorologi-

cal Satellite Program (DMSP)，为大尺度的城市研究

提供了一种新的数据获取手段，夜间灯光数据被应

用到人居环境研究中。自 1960年美国成功发射气

象卫星以来，人居环境研究的数据获取，从人工统

计方式转向卫星影像识别[40-41]。遥感影像的不断完

善，使人们可能将卫星影像和普查数据等各种信息

结合，得到更多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影像数据。

(2) 网络大数据

2008年英国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提出

大数据的概念，他认为大数据的应用是一个时代发

生重大变革的开端，自然会波及当下的人居环境研

究[42]。大数据的研究发展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43]，

图4 国外人居环境相关文献前15位突现关键词

Fig.4 Top 15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human settlements

图3 国外人居环境相关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3 Keywords clustering knowledge map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human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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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大数据的出现，为人们进一步研究人居环境提

供了一种新的观测手段。目前最受关注的网络大

数据的获取方式主要有 2 种：自动获取(如手机支

付、公交刷卡等)、志愿获取(如社交媒体软件等)。

这两类数据的记录都具有时空标记特点，而且包含

大量个体的行为信息[44]。例如，Ta等[45]基于GPS跟

踪和Web数据收集，探讨了人们在不同时间的通勤

效率与人居环境的关系。大数据的获取途径已经

图6 国内人居环境相关文献前15位突现关键词

Fig.6 Top 15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human settlements

表1 人居环境数据获取方式及内容

Tab.1 Data acquisition and content in human settlements

数据获取方式

人工统计

卫星遥感

网络感知

数据内容

人口普查数据、城市统计年鉴、测绘数据、抽样问卷数据等

夜间灯光遥感数据、气象数据、植被数据、水体数据、地形数据、温度数据、道路数据

电商数据，兴趣点数据(POIs)，定位导航数据，路网数据，论坛、微博等社会大数据，房产网数据

图5 国内人居环境相关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

Fig.5 Keywords clustering knowledge map of Chinese literature on human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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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到全球定位系统(GPS)、无线宽带热点(WiFi)、

公交地铁刷卡(Smart Card Data)等 [1]。数据在增加

的同时，也出现了高维、高噪声的弊端，这就要求学

者们在研究大数据的同时，认真分析和挖掘其背后

隐藏的价值。人居环境研究的数据获取，从传统的

统计方式转向网络感知等智能方式，获取的数据范

围更广泛，数据量更大，且大数据包含的丰富的人群

时空行为信息，是对传统数据的有力补充。

3.2 研究方法与技术

人居环境研究中的数据与方法相互支撑，随着

研究数据的日趋多样化，研究方法也需不断改进和

升级。单纯的计量地理模型方法已不能满足研究

需要。新地理计量模型的扩充，以及问卷调查、地

理计量模型与 GIS 相结合已成为一种主流发展趋

势。同时随着互联网、移动网络等技术的迅速发

展，大数据广泛应用到人居环境研究中(图7)。

(1) 新计量模型和方法的应用

近些年来，学者们对计量方法不断完善丰富，

使用新计量模型和方法对人居环境进行深入定量化

研究。如李陈 [46]引入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方法

(GWR)，研究 2005 年和 2010 年中国人居环境的时

空特征，并对影响人类居住的因素进行关联分析。

康停军等 [47]提出基于多智能体的城市人口分布模

型，实现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对城市人口分布进行

模拟。学者们考虑到空间分异，在人居环境评价模型

构建中纳入空间因素，为不同尺度的人居环境研究

提供参照。

问卷调查和计量地理模型与GIS相结合成为研

究人居环境演变的主要研究方法，张文忠等[1]、孟斌

等[15]将问卷调查与空间插值法相结合；Komeily等[48]

提出社区人居环境NSA评估法。新计量模型和方

法的不断丰富，为人居环境深入研究带来更多裨益。

(2) 大数据分析方法

随着物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迅猛发展，网站、

社交媒体、APPS等全面影响着社会进程，同时对人

居环境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大数据在一定程度上

克服了传统数据的不足，同时也冲击了传统数理统

计方法。大数据的相关关系分析与传统数据的因

果关系研究可以相得益彰。如 Kidder 等 [49]以美国

密西西比河流域为例，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和实地考

察数据探讨气候、景观及人类对变化的环境参数之

间的相互作用，为人居环境流域尺度重建提供借

鉴。国内学者对大数据与未来人居进行了详细分

析[50]。此外，许多学者通过位置服务技术(Location

Based Service)，将获得的人类行为数据用来研究特

定人居环境中的人类活动模式[51]。获得的这些高精

度的地理数据结合地理分析有助于更准确地研究人

居环境，使研究结果更具有参考价值。

3.3 研究视角

人居环境科学是交叉学科，其研究视角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趋于多样化。目前，人居环境的研究视角

由概念讨论、环境宜居、生态经济协调转向对社会感

知、乡村振兴和拟态人居环境等方面的探讨(表2)。

(1) 社会感知

随着传感网、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迅速发

展，手机数据、网络数据、社交媒体数据等空间大数

图7 人居环境研究方法的演变

Fig.7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of human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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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断出现，为人居环境研究带来更有价值的数据

资源。最近，Liu等[26]提出“社会感知(social sensing)”

的概念，指出社会感知是利用各种海量时空数据研

究人类的行为特征，进而揭示时空分布、联系，以及

社会现象的理论和方法。社会感知数据由调查统

计数据[52]发展为利用不同规模不同种类传感设备

实时感知物理世界社会个体活动的原始数据[43,53]。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个人感知应用CenceMe，可以

通过手机获取原始感知数据，从而共享用户移动轨

迹等信息[54]，该系统打破传统数据的时间束缚，为

人居环境研究提供实时位置轨迹数据。带有时空

标记的社交媒体数据可以获取个体的认知和情感

信息，如Dodds等[55]基于Twitter社交媒体数据研究

居民“幸福感(happiness)”在该区域的分布特征。大

数据提供的空间行为与环境感知能力，为人居环境

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 乡村振兴

早期人居环境偏向于城市的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后，国外一些学者开始将视角转向农村[56-58]，但

初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人居环境的质量评价与

现状分析方面。到70年代，由于欧美城市居民逐渐

移居郊区，国外学者开始寻求发展中国家的乡村振

兴路径[59]。Antrop、Lichter等学者研究外国农村聚

落变迁和城乡人口分布[60-61]，为乡村人居现状和发

展提出相关对策。国内人居环境研究始于20世纪

90年代，主要有乡村聚落[62]、乡村环境[63-64]和乡村文化

转型[65]3个方面。自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内乡村人居环

境的保护、优化和发展被提到日程上，国内学者研

究视角开始转向乡村振兴。如刘彦随等发现农村

空心化问题，剖析乡村存在的问题，提出城乡融合、

乡村振兴发展导向[27,66]。

(3) 拟态人居

随着网络、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的认知也

在发生变化。他们的关注点由现实人居环境，逐渐

延伸到互联网所构成的拟态人居环境。有学者曾

指出，拟态人居环境是一种符号化的信息环境[28]，

在地理学意义上，可以看成是现实人居环境的虚拟

化、拟态化。国外学者Arminen等预测随着通讯技

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人类社会环境将

发生巨大改变，但网络通讯技术只是沟通“人”与世

界、“空间”之间的桥梁和纽带[67-68]，并未预测到拟态

环境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居环境的发展。国内

学者丁疆辉等基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统计数据与河北 213 个乡村的问卷调查数据的研

究，发现当前火热的即时通讯手段(QQ、微信等)，正

逐步打破人类居住环境的现实空间障碍，特别是农

村由于交通、距离等所造成的障碍问题[69]。拟态空

间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零距离交流，为人们的生活

带来很大的便利，同时推进了人居环境加速发展。

4 讨论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人居环境研究的系统综述，

分析了对国内探究的启示，为未来中国学者对人居

环境进行综合性研究提供借鉴。通过以上的分析，

可以看出：数据获取手段发生根本变化，数据获取

方式由传统的抽样调查和官方统计数据转向遥感、

感知数据和互联网等大数据，实现了传统数据向网

络大数据的转变；研究方法日趋先进化，人居环境

评价方法多元化，同时引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使人居环境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

研究结果更加准确化；人居环境的视角由宏观发展

到微观，由概念讨论、环境宜居性、生态经济协调转

向社会感知、乡村振兴、拟态人居等方面的探讨。

整体上，人居环境实现了由统计调查到大数据+的

转变。

中国人居环境研究兴起于 20世纪 90年代，起

步相对较晚。经过20多年的发展，人居环境研究成

果已经比较丰富。未来中国人居环境应在如下方

面进行深入拓展：综合利用统计年鉴、调查问卷以

及现代化技术手段获取的数据，建立数据平台，积

表2 人居环境研究视角的演变

Tab.2 The evolution of perspectives of human settlements research

时间

1990年代

2000年代

2010年代

研究视角

概念争议、可持续发展、建设水平

居民满意度，城市规划，质量评价，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宜居城市，新农村，农村人居，综合评价，传统村落，城市化，景

观设计，住宅，适宜性评价，古村落，气候适宜性，气候舒适度，城乡统筹，优化措施、对策，保护、评估，新型城镇化，环境

质量，城乡规划，生态环境，空间分异，空间格局，空间形态

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虚拟人居环境、社会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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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数据资料，提高研究的效率和质量；借鉴西方研

究方法和现代智能技术，注重方法多元化和内容多

样化，深度挖掘大数据和学习人工智能等先进技

术，并将其广泛用于人居环境研究中；加强乡村振

兴、虚拟人居环境的研究，紧跟时代潮流，从不同视

角充分探讨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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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human settlements:
From traditional data to big data+

YANG Jun1, 2, YOU Haolin1, ZHANG Yuqing1*, JIN Cui1

(1. Human Settlements Research Center,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Liaoning, China;

2. Jangho Architecture Colleg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research on human settlements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academia.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bout

human settlements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mportant research areas of human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with CiteSpace

software, and discussed the progress of data acquisition methods, research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ata acquisition method has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

sampling survey and official statistics acquisition to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equipment perception, thus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data to network big data acquisition. 2)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more advanced, focusing on the combination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new geometrics

models, and GIS, and introduc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make research methods more diverse and research results more accurate. 3) Social percep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mimicry of human habitat have become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recent years. In the

future, the study of human settlements should make comprehensive use of the data acquired by traditional

methods and modern technological means, learn and mine big data at much greater depth, and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virtual human settlements.

Keywords: human settlements; CiteSpace; visualization; big data+; 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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