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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塘系统是中国劳动人民独创的低洼地利用方式和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珠三角基塘系统在历史上曾起到重

要的作用，但目前其面积萎缩、生态功能退化。为了推动珠三角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区域人地关系协调

发展，论文结合文献计量学方法对珠三角基塘系统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概括，发现在基(田)塘生产力、区域水陆生

态农业循环模式规律、社会经济发展与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等方面已经展开研究；但是珠三角基塘系统

演变机理研究比较薄弱，区域特色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途径探索还鲜见。建议未来加强珠三角基塘系统演变机

理、系统重构技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价值与途径的研究，以此深化基塘系统理论及实践研究，为协同区域农业生

产格局与农业生态系统耦合关系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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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塘系统是中国农民因地制宜利用低洼地的

创造性土地利用方式，也是典型水陆相互作用的生

态循环农业模式[1]。依据吴传钧先生的人地关系地

域系统理论，它是特定乡村的人和地理环境交互作

用形成的一种特殊乡村地域系统[2]。具体地讲，基

塘系统是把种桑、养蚕、养鱼，或者种甘蔗(水果、花

卉、蔬菜等)、养猪(鸡、鸭等)、养鱼联系起来，包括基

面的陆地种植、养殖以及鱼塘的淡水养殖等 3个种

植与养殖子系统的人地关系系统[3]。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珠三角凭借得

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以及国家政策试点的红利，在发

展过程中成为中国经济活力最强、城市化率最高、

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4]，2017年珠三角地区生

产总值为73034.96亿元，占广东全省的77.3%，城市

化率高达85.29%，常住人口为5974万人，占广东省

常住人口的53.49%。自2011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出台，珠三角地区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优化开

发区域；至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珠三角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9

个城市群，更是成为国家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

略的主战场。高速的城市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不可避免地伴随用地模式粗放、资源环境污

损等一系列区域人地关系问题，对珠三角这一特殊

的土地利用模式(基塘系统)，既迎来了契机，更是带

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已有近千年历史的珠三角

基塘系统正面临面积萎缩、独特的基塘文化被遗弃

或濒危[5-6]，在目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珠三

角基塘系统何去何从，是区域发展需要面对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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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问题之一。珠三角和太湖流域是公认的基

塘系统起源地和主要分布区，两者各具特色并相对

独立。其中典型的基塘系统代表之一“浙江湖州桑

基鱼塘系统”已于 2017年 11月被正式认定为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1,7-8]。文化遗产项目不仅体现了

人类对传统生态农业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基塘系统

正面临着威胁的现实[1]。但是，珠三角基塘系统并

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珠三角基塘系统相关研究文献并不少见[5-6,9-17]，

但珠三角基塘系统综合性与系统性的研究却显不

够，故系统梳理珠三角基塘系统的研究成果，厘清

相关学科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明确基塘系统保护的

重点研究领域就具有较高意义与价值。开展这一

基础工作，探讨未来珠三角基塘系统研究与保护的

主要方向与内容，为保护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协同

区域农业生产格局与农业生态系统耦合关系提供

理论支撑，是有效推动经济发达区域乡村地域系统

人地关系转型和发展，促进城镇化和乡村化“双轮

驱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中国农业从增产转

向提质、农村从要素供给向生态空间和文化传承等

转变的重要举措。

1 珠三角范围界定与研究思路

1.1 珠三角的范围

珠三角(图1)大部分地区在北回归线以南，属亚

热带海洋季风气候，雨量充沛，热量充足，雨热同

季，多年平均降雨量高达 1800 mm，平均气温为

21.4~22.4 ℃，日照时间长达 2000 h。海拔均 200 m

以下，地势低平，分布有多汊道的良好水网。珠三

角境内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基塘系统产生与发

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珠江三角洲是广东省东江、西江和北江汇合而

形成的一个冲积大平原[3,9]。由于对珠江三角洲范

围的认识不同，其面积大小有显著的差异性，有从

约 6000、9961、11300、13512 km2狭义的珠三角，至

35700、41000 km2等大珠三角 [11]，再到 2003 年国家

提出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

贵州、云南共9省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的泛

珠三角概念。

在不考虑不同阶段行政区划对边界的小调整

基础上，按照目前的行政区划方案，小珠三角基本

覆盖广州(不包括现在的花都区、从化区)、佛山(不

包括三水区)、深圳(不包括罗湖区)、江门市(不包括

蓬江区、江海区)、中山和东莞共6个市域范围，面积

约24035 km2，略超出钟功甫等[3]确定的22876 km2，这

就是通常所说的珠江三角洲。而当代人惯用的“珠

三角”或“珠三角经济区”，则包括上述6个市的全市

域范围以及珠海、惠州、肇庆共 9 市(大珠三角)(图

1)，面积已达54025 km2。虽然此划分属于大珠三角

的范畴且范围已明显超出基塘系统分布区域，但经

参照相关书籍及文献，涉及基塘系统的珠三角仍可

界定在大珠三角的范围(9个城市)，这也是本文的珠

三角范围。

1.2 研究思路

为加强社会各界对珠三角基塘系统重要地位

的认识与了解，保护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以协同农

业生产格局与农业生态系统耦合关系为目标，进行

以下研究：① 梳理已有的基塘系统研究文献，概览

珠三角基塘系统发展过程；② 以期刊文献数据库为

文献数据源，获取珠三角基塘系统研究文献，利用

SATI 3.2和Ucinet 6.199两个文献分析软件，从文献

数量变化、期刊来源以及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对

珠三角基塘系统研究的趋势、进展与热点进行定量

分析；③ 基于大数据特征以及中国城乡转型和乡村

振兴的时代背景，结合社会经济发展与实际需求，

探索未来珠三角基塘系统的研究内容。

2 珠三角基塘系统演变与研究回顾

2.1 珠三角基塘系统起源与演变历史

珠三角的基塘系统已历经千年，在传统农耕时

注：绘制底图来源于广东省政务服务网 http://nr.gd.gov.cn/

gdlr_public/map/3/index.html，审图号为粤S(2018)011号。

图1 珠三角位置及其行政区划图

Fig.1 Locat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it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1237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第39卷

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也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曲

折社会发展历程。据历史资料证据，早有唐朝后期

学者段公路在《北户录》①卷一《鱼种》小节记载：“南

海诸郡，郡人至八九月，于池塘间采鱼子，着草上

者，悬于灶烟上。至二月春雷发时，却收草，浸于池

塘间，旬日内，如虾子状，悉成细鱼，其大如发。土

人乃编织藤竹笼子，涂以余粮或遍泥蛎灰。收水以

贮鱼儿鬻于市者，号为鱼种”[18]。该文字说明早在

公元800多年，南海人已自发地在池塘里采鱼子、养

鱼苗，并到集市卖鱼苗。

同是唐朝的刘恂于《岭表录异》②书中，记载

“新、泷州山田，拣荒平处，鉏为町畦。伺春雨丘中

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

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

无稗草。及《齐民》之上术”[19]，该记载说明广东云

浮境内(新兴、罗定一带)已开始锄洼地为鱼塘，用塘

基上的草根饲鱼，再将塘泥用于肥田，出现了初级

塘田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模式。

基塘生产方式的正式形成始于明代中后期③④，

之后经历清代、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前阶段，池塘

养鱼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基塘面积迅速上升。

随后陆续经历抗日期间的衰落、全国解放至改革开

放前的恢复、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的急剧萎缩等

过程[18,20-22]。

2.2 研究回顾

社会发展需求和科学技术进步推动基塘系统

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实现从“要素”到“系统”、“经

验”到“理论”、“定性”到“定量”的研究发展历程。

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2大特征：

一是描述性文献记载。明代以前代表性的文

字记载是《北户录》、《岭表录异》；明代中叶以后，有

《顺德县志》⑤、《九江乡志》⑥等关于基塘比例的文字

记载。清朝后期，卢燮宸编纂了中国古代“桑基鱼

塘”的唯一专著《粤中蚕桑刍言》[23]。该专著系统总

结了“桑基鱼塘”基塘结构、养鱼植桑以及周围水文

环境与基塘效益的关系等生产技术，如“其法约每

亩地将四成为塘，六成为基，其塘底约深四五尺，于

塘底近水处开窦一眼，内外窦口约阔五六寸，使可

放水出入”“鱼塘系当涌近海，易出水者谓之头筒

塘，如该塘之前先有塘阻挡出水，必俟彼塘先行干

底捉鱼上坭，后始可借其塘出水者，谓之二筒塘，如

无出水者，谓之望天塘，有出水而未安窦塞口者为

野塘”⑦。
二是现状发展原因分析。如周晴[15-16]对光绪至

民国时间珠三角桑基鱼塘经营和扩张的原因分析；

张晓辉[12]探究广东蚕丝业兴衰的原因，认为广东蚕

丝业经历了清末加速商品化的初步阶段、民国的全

面发展、新中国后的全面衰落共3个阶段；赖作莲[13]、

赖作莲等[24]从资源、文化历史、制度和技术等多角

度分析了桑基鱼塘兴起原因。

1958年，钟功甫等[9]对基塘系统的基上作物和

塘鱼增产技术、系统循环性特征进行了观察和系统

总结；再借助联合国大学的资助建立定位站并获取

了大量实测调研数据，首创以生态学视角系统性地

从形成条件、历史发展、结构与功能及其经济效益

与潜力等方面，对珠三角基塘进行了较全面的定量

研究与机制剖析，完成代表性的专著《珠江三角洲

基塘系统研究》[3,10]。

21世纪以来，更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地

理学报》《地理科学》《生态经济》等学术期刊或者形

成博硕士论文。如：赵玉环等 [25]进行基塘系统现

状、问题与前景的分析，认为基塘系统正面临萎缩

和生态退化，虽然基塘系统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

平，但仍然远远落后于实践需要；聂呈荣等[5]再次提

出随着现代集约农业的推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珠

三角传统基塘系统严重退化，需要进行生态恢复；

郭盛晖等[6]认为面对珠三角桑基鱼塘生产大面积萎

缩和被取代、基塘文化被遗弃或濒危以及人们对基

塘价值认识不足的现状，亟需基于农业文化遗产视

角，保护珠三角基塘系统；叶长盛[14]基于遥感数据

支持，进行了珠三角基塘变化特征及空间类型的研

究；刘克华[17]对桑基鱼塘景观遗产进行了系统梳理

① 段公路. 唐朝. 北户录.

② 商璧, 潘博.《岭表录异》校补. 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 第4页.

③ 冯栻宗. 清.《九江儒林乡志》卷一, 舆地略, 光绪九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31册，第338页；《九江儒林乡志》卷四，建置略,

光绪九年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31册, 第425页.

④ 潘尚楫. 清道光. 南海县志．

⑤ 叶春及.《顺德县志》. 1585年(明万历年十三年).

⑥ 黎春羲.《九江乡志》. 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

⑦ 卢燮宸.《粤中蚕桑刍言》. 1893年刻本, 第441, 456页.

1238



第7期 龚建周 等：珠三角基塘系统研究回顾及展望

及价值研究；顾兴国等[1]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基塘系

统研究进展，等等。

综上所述，珠三角基塘系统历史悠久，并经历

扩张、收缩、再扩张、再收缩的起伏变化历程。相应

的文献及学术研究呈阶段性特征，在明代以前仅有

少量史书记载基塘种养方式；明代中叶以后有一些

县志和乡志记载基塘结构；清朝末期开始有专著系

统总结基塘结构、技术及其效益；民国时期少有相

关的文献报道；1949年后，围绕桑蚕等农业生产、基

塘系统演变特征、机制和生态环境问题等研究的成

果较为丰富；21世纪以来，借助于遥感和地理信息

系统技术与手段，研究从以基塘为主体转向以基塘

为中心的地球表层系统，探讨特殊乡村地域内人地

关系，获得了对基塘系统独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

初步理解与认识。但系统梳理珠三角基塘系统的

文献少见，基塘系统变迁史重构的成果缺乏，故本

文将借助文献定量化方法，探寻珠三角基塘系统研

究的进展、趋势及热点。

3 珠三角基塘系统研究的量化分析

3.1 文献数据获取与分析方法

3.1.1 文献数据的获取

选取中国知网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为文献

主要来源，截止时间为2018年10月4日。具体获取

步骤：① 在中国知网进行第一次检索，条件是全文

为“基塘”或“桑”；再从结果中进行二次选择，检索

条件是主题为“珠江三角洲”或全文为“珠三角”，共

选出530条结果。② 在“博硕论文”数据源，以同样

的选择条件，共选出 35篇论文。③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检索中，主题词限定为“Dyke pond & Pearl

delta”，共检索11条文献，剔除非珠三角研究的2条

文献，余下 9 条符合条件的文献；以“Dyke pond &

Zhujiang”为主题，剔除 1 篇重复文献，余下 2 篇文

献；进一步通过文献追踪到 2篇。全部检索结果共

有578篇文献符合检索条件。

3.1.2 分析方法

关键词共现分析法又称为共词分析法，是一种

基于内容分析的学科结构研究方法。含义是：当 2

个能够表达某一学科领域研究主题/方向的关键词/

专业术语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时，说明这 2个词具

有一定的内在关系；出现次数越多，相关性越强或

者“距离”越近[26]。通过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

多维尺度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量化这种“距离”，从

而归纳出该学科的研究热点、结构与范式[27]。

为有效呈现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反映关键词

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可进一步构建可视化共

现网络，进行可视化共现网络分析。其中，度数中

心性(Degree Centrality)是可视化共现网络分析中刻

画节点中心性的最直接度量指标[28]，利用该指标的分

析方法又称中心度分析。一个节点的点度值越大，

意味着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共现在一篇文献中的

频数就越大，在学科研究领域中地位和作用越大。

3.2 结果与分析

3.2.1 珠三角基塘系统研究文献数量的年度分布

统计 1957—2018年间基塘系统研究文献的数

量，绘制散点图(图2)。可以看出，1957年—2018年

的 60 多年，按研究文献数量可将分为 3 个阶段：

1957—1980年，基塘研究的偏冷阶段，年文献数量

仅为1~3篇；1981—2004年，基塘研究的加热阶段，

年文献数量为5~17篇；2005—2018年，基塘研究的

热度升级阶段，年文献数量增加至16~29篇，但年文

献数呈减少趋势(曲线下滑)。

主要原因包括：① 1949年以后，各项事业百废

待兴，中国科技事业迎来新起点，珠三角基塘系统

研究工作经历较缓慢的发展，逐渐积累了理论基

础；②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珠三角被

确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迅猛，产业结构也得以调整，但水环境破坏，基塘系

统进一步衰退，基塘系统环境恶化，这一问题引起

专家学者们的关注，掀起了基塘系统研究的高潮；

③ 进入 2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带来人们消费

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珠三角基塘系统

进一步衰退，研究成果也整体上呈现波动减少的

趋势。

3.2.2 分时段基塘系统研究的高频关键词遴选

分 1957—1980、1981—2004、2005—2018 年 3

图2 珠三角基塘系统研究文献数量的

年度分布(1957—2018年)

Fig.2 Annual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articles on

dike-pond system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195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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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段，提取关键词，首先删除富民隆、功甫、摘要

等无效关键词，删除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佛山等研

究区域的关键词；然后，对同义近义词的词频数进

行合并，其中：1957—1980年，仅涉及产叶量和桑叶

产量，合并为桑叶量1个高频词；1981—2004年，经过

了合并处理的高频词有基塘系统、基塘、模式、农

业、基面、经济和种桑共 7 个；2005—2018 年，则有

3S、循环经济、景观格局、基塘、土地利用和城市化

共 6 个高频词；最后，按频数从大到小将关键词排

序，统一提取前 25个关键词(表 1，1957—1980年频

数≥2的关键词为 12个，1981—2004年频数≥4、≥5

的关键词为分别36、21个，2005—2018年≥4、≥5的

关键词为分别25、19个)。

可以看出，第一个时段(1957—1980年)，频数较

大的关键词依次是桑树、园艺作物、养蚕、桑叶量

等，桑基鱼塘、土地利用、农业生产等关键词的频数

不大，说明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在基(田)水平；第二

个阶段(1981—2004年)，频数较大的关键词依次是

桑基鱼塘、基塘系统、农业、蚕桑生产、鱼塘、种桑

等，模式和生态农业2个关键词的频数居中偏小，生

态系统和基塘农业等关键词的频数最小，说明研究

尺度已上升至基(田)塘水陆生态系统；最后一个阶

段(2005—2018年)，频数最大的关键词仍然是桑基

鱼塘，其次是土地利用、基塘、循环经济、3S、基塘系

统、景观格局等，然后是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等，

频数最小的是农业文化遗产、传统村落等，表明研

究进一步上升到基塘区域的景观水平。

3.2.3 分时段基塘系统研究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

分 3 个时段，采用度数中心性分析方法，对 25

个高频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中心度分析)，探测各

自的中心性及其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图3~5，图中节

点图斑大小表示节点关键词的中心度大小，图斑越

大则关键词的中心度越高，代表该部分内容是研究

的热点；反之，图斑越小则关键词的中心度越低；图

斑之间的连线表示连接关系)。

表1 分时段基塘研究前25个高频词及频数(次)

Tab.1 Frequency of high-frequency keywords

on dike-pond study (number)

1957—1980年

关键词

桑树

园艺作物

养蚕

产叶量

种桑养蚕

桑树品种

蚕桑生产

桑树生长

桑基鱼塘

桑园

甘蔗种植

桑基

土地类型

人工生态系统

桑根结线虫病

甘蔗糖厂

农业地理

chnysorrhoea

东桑

农业生产

叶片数

土壤消毒

蚕桑害虫

土壤散

初报

频数

4

4

3

3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981—2004年

关键词

桑基鱼塘

基塘系统

农业

蚕桑生产

鱼塘

种桑

塘鱼

经济

基面

模式

生态农业

农业生态系统

粪肥

蚕沙

养鱼

蚕粪

基塘

农业生产

蚕茧

桑树生长

蚕区

生态系统

基塘农业

蔗基鱼塘

养蚕

频数

30

18

17

15

15

15

12

11

10

8

7

7

6

6

6

6

6

6

5

5

5

4

4

4

4

2005—2018年

关键词

桑基鱼塘

土地利用

基塘

循环经济

3S

基塘系统

景观格局

生态农业

可持续发展

湿地

桑园围

农业

岭南水乡

风景园林

城市化

模式

重金属

无瓣海桑

景观设计

保护

水质

农业文化遗产

传统村落

生态

红树林

频数

41

27

18

15

14

12

10

10

9

9

7

7

7

7

6

6

6

5

5

4

4

4

4

4

4

图3 1957—1980年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Fig.3 Collinear network diagram of research on

dike-pond system, 1957-1980

图4 1981—2004年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Fig.4 Collinear network diagram of research on

dike-pond system, 198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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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 所示，整体上讲，1957—1980 年基塘系

统研究内容的中心性偏弱，只有“桑叶量、桑树品

种、养蚕”、“桑树、园艺作物”、“蚕桑生产、种桑养

蚕、甘蔗种植”各自形成局部的中心；“农业生产、农

业地理”等远离中心；“土地类型”脱离中心。说明

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在基(田)塘水平，种桑养蚕等

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当时的研究热点。

图 4显示，该网络的中心性较图 3增加，“桑基

鱼塘”基本位于网络的中心位置，中心度也最大；与

之密切相连的还有“塘鱼、经济、蚕桑生产”，这些较

大的节点地位也相对突出；“蚕粪、蚕沙、粪肥”独立

形成一个明显的局部中心。表明这一阶段(1981—

2004年)桑基鱼塘的研究有二大热点：一是养蚕、种

桑、塘鱼、基塘等有关农业生产力的研究；二是桑基

鱼塘与农业生产、基塘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等系统

水平上关系的研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蔗基鱼

塘”与“桑基鱼塘”为双向关系，然后由“桑基鱼塘”

指向“基塘系统”，再指向“模式”，说明传统的桑基

基塘模式已有变化，研究开始探讨水陆生态农业循

环模式规律。

2005—2018年时段的网络(图 5)呈现较强的中

心性，相关关键词基本围绕“桑基鱼塘、基塘、景观

格局”分布，3个关键词之间均由双向可达性箭头相

连，说明两两之间互相关系密切，相互影响；与这 3

个中心词密切相连的关键词有“3S、土地利用、城市

化、可持续发展、湿地、基塘系统”等，这些较大的节

点地位也较明显。表明这一阶段基塘系统研究有

以下 2个热点：一是对湿地、农业生产、土地利用等

系统水平上存在问题的研究；二是运用3S技术，从

景观水平上，进行的基塘系统与城市化、土地利用

景观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另外，与可持

续发展密切相关的，基塘系统作为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的重要地位已受关注。

综合高频词及其分时段共现分析(表 1、图 3~

5)，珠三角基塘系统研究沿着基(田)塘生产力—系

统循环模式规律—系统问题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

路径，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和全面；从微观—宏观系

统—景观区域，研究水平不断提升，已取得了丰硕

的研究成果，对于全面客观地认识珠三角基塘系统

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社会经济快

速发展和基塘系统本身存在的经济低效益等问题，

使珠三角基塘农业正面临严重萎缩的困境，有关珠

三角基塘系统演变机理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未来

基塘系统态势的情景模拟研究也比较缺乏，区域特

色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途径探索还十分鲜见。

综上所述，有关基塘的研究涉及多学科、多领

域，表现多学科交叉融合。如：地理学进行基塘系

统演变特征[29]、基塘区域景观安全格局[30]、景观生态

学视角的基塘系统[31]及文化遗产价值[6]等研究；水

产与农林经济领域则进行典型基塘模式的生态经

济分析[25]、基塘模式的问题分析[32-33]、养殖池塘生态

系统变化的模型分析[34]；研究领域还包括环境科学

与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等[35-37]。这些基塘系统研

究的成果，对于提升珠三角基塘系统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针对基塘系统面

临的经济功能日益衰退、基塘农业严重萎缩等困

境，需要深化珠三角基塘系统生态服务功能及其遗

产文化价值挖掘的研究，需要探索基塘系统保护与

发展的相关技术、管理与政策措施。

4 研究展望

基塘系统这种极具区域特色的农业地理系统，

由于受基塘系统内部与外部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影

响，历史上已历经兴起—繁荣—衰落—萎缩等过

程。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界已围绕基(田)塘生

产力、基塘水陆生态农业循环模式规律、社会经济

发展与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等问题，对珠

三角的基塘系统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

究水平从基(田)塘水平上升到基(田)塘水陆生态系

统，最后到基塘区域的景观水平。但是，在现代经

济快速发展和城乡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珠三角

基塘系统的经济功能日益衰退，基塘农业严重萎缩
[3]的趋势未得到遏制，进行珠三角基塘系统演变与

图5 2005—2018年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Fig.5 Collinear network diagram of research on

dike-pond system, 20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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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机理的研究，加强其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

的研究，有利于制定扭转这一重要农业地理系统消

失的决策政策。正值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际，

以保护传统农业文化遗产和协同农业生产格局与

农业生态系统耦合关系为目标，需要重点加强珠三

角基塘系统的时空格局及演变机理、现代农业体系

下的珠三角基塘系统演变趋势、区域生态安全模式

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途径等内容研究(图6)。

《粤中蚕桑刍言》中说“鱼塘系当涌近海，易出水

者谓之头筒塘”，团队前期研究又发现珠三角基塘系

统的重心向淡水销售市场方向靠近[37]，已有基于大

数据基塘系统面积变化及其类型的研究成果[14,38-39]，

需加强基塘系统交通指向、河流沿线、与城市关系

等形态结构格局的研究；探讨基塘空间结构演变过

程，明晰形态变化与内部结构的动态规律，辨识社会

格局及经济发展的特征与规律，揭示人类社会与地

理环境对基塘系统演变的作用机理，深化现代农业

体系下珠三角基塘系统演变趋势的模型模拟预测。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传统基塘区

的基塘面积减少，以建设用地和耕地占用为主[14,29]；

而在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珠三角边缘地

区，基塘面积快速增加，以大量耕地改挖成基塘为

主，使基塘分布突破了原来只在三角洲低洼易涝地

区的限制[37]。同时，重渔业养殖、轻基面种植已致

使基面逐渐萎缩[14]，基塘系统的结构、形态及空间

格局的转型[5]，使伴随传统基塘丰富多彩的饮食文

化、服饰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及宗教信仰文化

濒危或被遗弃，具体表现在昔日的蚕室、茧站、丝厂

等桑蚕生产场房大多被拆除或被改造而挪为他用，

侥幸保存下来者亦破败不堪[6]；桑基鱼塘的传统生

产技艺逐渐失传，一些与之相关的民间信仰和节庆

礼仪等非物质文化濒危或被淡忘[6,17]。进入21世纪

后，快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使基塘系统的发展问

题受到挑战，阐明基塘区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功

能，充分认识基塘农业文化变迁及文化价值，应是

未来的重要研究课题；作为区域生态系统的一种物

质能量贮存库和河网与冲积平原生态平衡的均衡

器，基塘系统还具有维护与调控区域生态环境的能

力[31]，而在其经济功能日益衰退、内部结构发生变

化的情况下，应加大基塘系统生态服务功能供需关

系的研究，在保障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的前

提下，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进一步探寻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的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调控途径。

对珠三角基塘系统的案例研究主要始于 20世

纪50年代[6]，需要加强珠三角基塘系统变迁史的重

构研究。计算机的发展和 3S技术是开展重构研究

的基础，但由于文化遗产本身的复杂性，基于遥感

数据的桑基鱼塘信息识别与提取，混合像元的存在

增加了基与塘的识别与提取难度；“异物同谱”或

“同谱异物”等现象，使得基塘与菜地、水田等，桑基

图6 大数据背景下珠三角基塘系统演化机理及重建研究内容框架

Fig.6 Research framework of spatiotemporal change mechanism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dike-pond system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based on big-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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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塘、蔗基鱼塘和花基鱼塘等基塘系统类型难以准

确区分，都大大降低了遥感影像在基塘系统研究的

应用 [31,39]，遥感与 GIS 技术在文化遗产研究中的应

用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40]。因此，加大基塘系统

信息提取精度的研究，凭借大数据的海量、多元、处

理速度快等优势，借助计算机技术、地理学和生态

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重构珠三角历史时期基

塘系统，提升社会各界对珠三角基塘系统现状及其

文化价值认识的高度，将成为保护这一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的重要命题。

5 结语

本文借助文献分析软件和计量分析方法，对珠

三角基塘系统的研究文献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珠三

角基塘系统的研究主要始于 20世纪 50年代，并以

1980、2004 年为时间节点，划分为 1980 年以前、

1981—2004 年、2005 年以后共 3 个阶段；研究内容

主要围绕基(田)塘生产力、区域水陆生态农业循环

模式规律、社会经济发展与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的关系等展开；研究水平也从微观逐渐上升到景观

水平，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珠三角和太湖流域是公认的基塘系统起源地

和主要分布区，两者各俱特色并相对独立。鉴于珠

三角基塘作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地位仍未得到

认可，传统的桑基鱼塘已基本消失、基塘系统面积

日渐萎缩以及经济功能衰退的基塘现状，以保护传

统农业文化遗产和协同农业生产格局与农业生态

系统耦合关系为目标，建议未来重视以下研究框架

内容：① 深化基塘系统与景观信息提取精度的研

究，探索珠三角历史基塘系统重构的技术与途径；

② 辨识基塘系统景观演变规律，挖掘人类社会与地

理环境对基塘系统演变的驱动机理；③ 厘清基塘区

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功能，充分认识基塘农业文化

变迁与遗产价值的研究；(4)在保障区域生态系统服

务供需平衡的前提下，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进

一步探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生态补偿机制与政

策调控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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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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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ke- pond system is a way of low- lying land use and a circular ecological agriculture model

creat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The dike-pond system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tory, but its area is shrinking and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is degrading.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facilita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human-land relations, this study used the bibliometrics method to examine and summarize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f the system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studies by

focusing on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dike (field)-pond system, the pattern of regional water and land ecological

agriculture cycl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cultural heritage, among others.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change of the dike-pond

system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s relatively weak, and the explorat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methods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s still rarely recorded. Consequently, it is suggested that further in-depth

studies are needed for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re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of the dike- pond system and

protection value and approaches of agricultur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the future. In this way,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f the dike- pond system will contribute to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e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pl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systems.

Keywords: dike-pond system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griculture cultural heritage; system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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