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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贝丘遗址的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韦嘉胜 郝秀东 欧阳绪红

摘要：贝丘遗址多位于海洋、湖泊和河流等沿岸，这些地区通常也是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区域，因此，贝丘遗址的分

布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古代农业经济的线索。通过对贝丘遗址的研究，进而探究农业起源，对于了解人类文明的演进、

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运用VOSviewer和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国内外贝丘遗址的研究
文献进行综合分析，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和前沿趋势，结果表明：1.国内外贝丘遗址领域仍处于波动发展阶段，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2.国外当前研究热点聚焦于海岸环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古代人类定居和食物来源等方面的影

响，以及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方式等研究，国内研究围绕环珠江口地区、邕江流域和左江流域等地的贝丘遗址开展早

期人类的生计方式等研究；3.国际间交流与和合作不够紧密，国外学科交叉研究较国内广泛，研究内容更为丰富，研究

技术和手段更为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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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Research Trend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hell Mound Sites
Wei Jiasheng, Hao Xiudong, Ouyang Xuhong

Abstract： Most of the shell mound sites are located along the coasts of oceans, lakes and rivers, and these areas are usually
important for ancie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o the distribution of shell mound sites can provide clues about the ancient agricul-
tural economy.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agriculture through the shell mound sit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evolu-
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ecological changes. VOSviewer and CiteSpace visualiza-
tion software ar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literature on shell mound sites, and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tatus, hotspots and cutting-edge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e results show: 1) the field of shell mound
sites at home and abroad is still in a fluctuating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has a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 2) the current
hotspots of foreign research focus on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the coastal environment on biodiversity, ancient human settlement
and food sources, as well as human 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domestic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early stage of hu-
man livelihoods and other research on the shell mound sites in the region of the Pearl River Estuary, the Yongjiang River Basin
and the Zuojiang River Basin; 3)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re not close enough,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abroad is more extensive than that at home, with richer research contents and more advanced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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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丘遗址是指以包含人为造成的规模化贝类堆积且贝类堆积中或其附近伴出人工制品、 与人类活
动有关的动物骨骼等为特征的贝丘遗存，常发现于湖泊、河流以及海岸带等地区［1］85-91，根据其自然地理
分布特征可分为海滨遗址、河旁台地遗址和洞穴遗址等三种类型［2］1021-1029，这些地区通常也是古代农业生
产的重要区域，因此，贝丘经济发展与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存在密切的联系。贝丘遗址大多属于新石器时
代，农业经济出现的时间则因各地区地理环境的差异而不同。在史前时期，以渔猎经济为生的先民们因
为过度捕捞，造成贝类资源日益枯竭，使得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向农业生产，这一转变导致贝丘遗址
逐渐消失，农业经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3］27-28。

贝丘遗址各发展阶段的文化遗存所体现的社会生业模式， 可以为探究农业起源与发展提供重要的
考古材料［4］90-95,129。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急剧增长，自然环境所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大，研究人类活动
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维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任务等成为当前全球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5］28-34。通
过对贝丘遗址进行考古学研究，探究其农业起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古代人类与环境互动的影响
机制，以及人类如何适应环境变化和利用自然资源，对于制定合理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贝丘遗址在世界各大洲均有分布，例如地中海地区［6］86-103、非洲南部［7］1-7、东南亚地区赤道附近［8］8-18、
欧洲西端的大西洋沿岸［9］70-85、日本地区［10］19-27、北美洲的佛罗里达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内陆湖泊周围等
地［11］38-50。贝丘遗址研究最早开始于欧洲，早在16世纪末，欧洲人在巴西见到当地的印第安人大量采集贝
类作为食物，被废弃的贝壳形成了堆积物［12］51-60。从1847年开始，丹麦考古学家拉斯姆斯（Rasmus）率先对
欧洲北部堆积的贝丘进行了研究，并将这些贝丘称为“厨余堆积”［13］137-141,160。克拉森（Claassen）对贝丘研
究史进行了阶段划分，并发表著作《贝类》［14］2-20。瓦塞尔科夫（Waselkov）统计了各个国家和地区贝丘堆积
延续时间的资料，并提出“贝丘考古学”［15］93-210。斯腾斯特鲁普（Steenstrup）开创了贝丘遗址发掘采用柱状
取样法的先例等［16］92-112，极大地促进了国外贝丘遗址研究的发展。

近百年来，随着我国贝丘遗址调查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已经在辽东半岛、胶东半岛一直至广西沿海
一线、以及湖南和云南等内陆发现了近500处遗址［17］1-18，其中，1973年发现的余姚市井头山遗址是迄今
发现的中国沿海地区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海岸贝丘遗址，距今8300—7800年［18］3-26,2，此外，较为著名的
遗址还有河姆渡遗址、古椰遗址、河宕遗址等，这些遗址中丰富的遗存及环境信息为中国考古学的一系
列问题提供重要的线索。

综合国内外研究文献来看，贝丘遗址在国外的发现和研究较早，具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国内研
究则相对较晚；其在全球范围内分布广泛，但大多数研究集中于海岸带地区，而内陆地区的研究则相
对较少，加之国际交流与合作不够充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贝丘遗址研究
发展至今，仍缺乏对该领域多年来的研究历程、研究现状、热点及方向等全面的梳理，因此，亟需对其
开展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基于此，本研究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全面梳理中国知网（CNKI）和科睿唯安
（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中贝丘遗址研究领域的论文文献，从而提出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与研究热点，为
今后贝丘遗址研究领域提供参考依据。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CNKI和WOS数据库为数据源，以“贝丘遗址”和“Shell mound”为关键词分别在CNKI数据库

和WOS核心合集数据库进行检索，经剔除无关文献和去重后，得到中文文献113篇，英文文献414篇，将
检索结果以Refworks和纯文本格式导出。借助Origin2022软件、VOSviewer 和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中
英文文献进行计量分析，VOSviewer软件用于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CiteSpace用于绘制国家（或地
区）合作关系网络图，反映各组分之间的合作强度［19］242-253，以共同探究贝丘遗址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
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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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与分析
（一）年发文量和学科类型
1.年发文量特征
年度发文量变化反映了某领域研究

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趋势 ［20］1101-1112。在文献
总量上，国外高于国内。从变化趋势上看，
国内外年度发文量在1993年以前均呈缓
慢发展趋势，此后，两者均呈动态增长趋
势。同国内相比，国外发文量在2001年之
后呈现动态快速激增现象， 在2019年的
发文量达到有史以来的峰值，即36篇，而
国内年发文量依然呈波动缓慢增长状
态。

从其发展的总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发文量逐渐增加。贝丘遗址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主
要是得益于前期全国考古摸清家底工作和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成果，遗址发掘成为田野考古工
作的主要内容，贝丘遗址考古的工作重心也因此由调查为主转向以发掘为主，各省考古机构和高校相
关考古专业相继加入该领域的研究。例如，古运泉等［21］8-13联合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于1991年对广东肇
庆市蚬壳洲贝丘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94年对胶东半岛新石器时
代的蓬莱市南王绪遗址等10处贝丘遗址进行调查研究［22］25-33。国外贝丘遗址研究与前期相比较，2001年
后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阶段，究其原因是可能在前期的饮食重建研究方面缺少了材料的支持，对该领
域的研究兴趣和热度开始减弱 ［23］169-187。
另一方面，1992年斯坦因（Stein）出版的
《解密贝丘遗址》［24］一书激发了研究学
者的兴趣，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研究领
域的发展。

2.主要发文学科领域
从WOS和CNKI数据库来看， 国外

贝丘遗址研究主要围绕考古学、 地质
学、人类学等开展的（图2，1），在此基
础上进行了海洋学、自然地理学、进化
生物学等相关研究，人类学和古生物
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考古
学研究的发展。此外，海洋学、海洋淡
水生物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等学科的
研究表明，人们逐渐重视海洋生态环
境研究与保护。考古学是国内贝丘遗
址研究主要发文领域（图2，2），还涉及
旅游学、生物学及地质学等多门学科。
综合来看， 考古学和地质学均是国内
外贝丘遗址研究重要的发文领域。

图1 国内外贝丘遗址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变化

图2 贝丘遗址研究主要发文领域

1.科睿唯安（WOS） 2.中国知网（CNKI）

图3 贝丘遗址研究领域发文量前10的国家及其国际合作关系网络

1.发文量排名 2.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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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类型 序号 发文量/篇

发文期刊

1 考古科学杂志（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中国科学院1区） 19

2 人类学科学（ANTHROPOLOGICAL SCIENCE ，中国科学院4区） 18

3
古地理、古气候与生态学（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中

国科学院2区）
17

4 第四纪国际（QUATERNARY INTERNATIONAL，中国科学院3区） 17

5 考古科学报告（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中国科学院2区） 14

6 美国古迹（AMERICAN ANTIQUITY，中国科学院1区） 13

7 岛屿与海岸考古杂志（JOURNAL OF ISLAND COASTAL ARCHAEOLOGY，中国科学院2区） 12

8 放射性碳（RADIOCARBON，中国科学院3区） 9

9 人类学考古学杂志（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中国科学院1区） 8

10 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中国科学院3区） 7

发文机构

1 约克大学考古学系（UoY Arch） 11

2 约克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UoY FAH） 11

3 佛罗里达自然历史博物馆（FLMNH） 8

4 詹姆斯库克大学艺术、社会与教育学院（JCU CASE） 8

5 詹姆斯库克大学热带环境与社会学部（JCU TES） 8

6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文理学院（PSU COLA） 7

7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系（PSU ANTH） 7

8 昆士兰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UQ HASS） 7

9 昆士兰大学社会科学学院（UQ SSS） 7

10 南佛罗里达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USF CAS） 7

表1 国际贝丘遗址研究领域排名前十的发文期刊和机构

（二）研究合作和影响力分析
1.国家发文量及其合作关系
基于WOS数据库统计发现，贝丘遗址研究人员分布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国

家中（图3，1），美国发文总量共计136篇，排在首位，占全球发文量的32.85%；其次是排名第2的巴西，共
发文68篇；第三名是日本，共发文52篇；中国共发文16篇，位居第9。这些国家都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和丰
富的海洋资源，为贝丘遗址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除中国和巴西外，其余8个皆为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
经济实力，为科研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美国和巴西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交流较为密切，我国
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强度较弱， 尤其是与欧美国家 （地区） 的合作关系仍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图
3，2）。

2.发文期刊和机构
对目标文献中排名前10的发文期刊和机构进行整理和分析（表1）。国际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

发表在《考古科学杂志（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和《人类学科学（ANTHROPO-
LOGICAL SCIENCE）》 等期刊上， 发文量排名靠前的机构有约克大学的考古学系和艺术与人文学院
等，中国科研机构未能入列前十，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从WOS数据库中世界基金资助机构资助情况表
明，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发表的文章有31篇，占总数的7.5%，位列第一；而受中国科学院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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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国内贝丘遗址研究领域排名前十的发文期刊和机构

发文类型 序号 发文量/篇

发文期刊

1 考古（中文核心） 35

2 南方文物（中文核心） 10

3 东南文化（中文核心） 8

4 福建文博 5

5 文物（中文核心） 5

6 四川文物（中文核心） 3

7 大众考古 3

8 第四纪研究（中文核心） 2

9 文物鉴定与鉴赏 1

10 中国民族博览 1

发文机构

1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8

3 厦门大学 7

4 广东省博物馆 5

5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 5

6 福建博物院 4

7 山东大学 3

8 北京大学 3

9 南京大学 3

10 辽宁师范大学 2

只有2篇，仅占总数的0.48%，表明我国在该研究领域科研程度和重视力度仍然不足。
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中文核心期刊《考古》《南方文物》和《东南文化》上（表2），少量

文章发表在《大众考古》和《文物鉴定与鉴赏》等期刊上。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文10篇，位列第一，
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其余机构发文量仅为零星几篇。

（三）贝丘遗址研究热点分析
1.贝丘遗址研究高频关键词
对VOSviewer处理得到的文献关键词知识图谱进行研究，可掌握一段时间内相关文献集中体现的

热点词汇［25］1114-1123。运用VOSviewer软件对分别目标中英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定量分析，提出频次排名
前20的关键词（见次页表3）。在WOS数据库中，考古学（Archaeology）是第二高频次的关键词，与贝丘遗
址研究密切相关 ， 表明该领域强调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考古学研究 。 与其相关的还有全新世
（Holocene）、海岸（Coast）等，全新世是地质时代中最近的一个时期，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时期，表明与
贝丘遗址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而关键词“海岸”表明贝丘遗址常位于沿海地区，与海岸线
演化、海洋资源利用等相关。演化（Evolution）、变异性（Variability）、饮食（Diet）、放射性碳（Radiocar-
bon）和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等也是贝丘遗址的研究重点，表明国际上更注重贝丘遗址的形成
和演化、海岸变化、生业模式等方面的考古学研究［26］42-57,［27］e72746,［28］457-476,［29］253-267。与WOS数据不同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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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国内外贝丘遗址研究领域的频次排名前20的关键词

CNKI数据库中的夹砂陶、泥质陶、方格纹、刻划纹等关键词，表明了国内在该领域注重对出土陶器的
制作和分类的研究。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动物考古学、文化层等关键词涵盖了贝丘遗址的时代、文
化遗存、动物遗存等多个方面，与贝丘遗址研究热点问题密切相关，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线索和
方向。

贝丘遗址的形成与演化、海平面变化对贝丘形成的影响、生业模式的探究等问题，成为国内外贝
丘遗址研究领域中的热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在贝丘遗址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上并不完全相同，国外对于
贝丘遗址的研究更倾向于利用更先进的科技考古手段进行研究，而国内则更倾向于传统考古学、民族
学等研究方法进行考察和发掘研究。

2.贝丘遗址研究关键词聚类
关键词聚类分析是对研究内容的汇总， 够清晰地展示贝丘遗址的研究主题与研究热点。 运用

VOSviewer软件对国内外贝丘遗址研究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将国外贝丘遗址研究划分以下为6个
集群（见次页表4，WOS）：集群#1主要涉及海洋生态学（Ecology）和沉积学（Sediments）等研究，了解古
代环境演变过程和机制， 探讨海平面变化对古代人类生活和文明发展的影响。 集群#2关注贝丘社会
（Communities）发展、生态学和环境适应（Adaptations）等领域研究，如渔业资源、栖息地恢复、气候变化

序号
科睿唯安（WOS） 中国知网（CNKI）

关键词 频次 关联强度 关键词 频次 关联强度

1 贝丘遗址（Shell mounds） 42 127 贝丘遗址 30 14

2 考古学（Archaeology） 29 102 新石器时代 18 31

3 演化（Evolution） 24 66 夹砂陶 15 50

4 全新世（Holocene） 24 84 泥质陶 11 40

5 丘（Mounds） 24 77 发掘简报 6 18

6 变异性（Variability） 20 74 方格纹 6 19

7 海岸（Coast） 19 75 刻划纹 5 19

8 校正（Calibration） 16 64 动物考古学 5 4

9 巴西（Brazil） 15 42 长海县 5 12

10 遗址（Site） 15 54 史前文化 4 10

11 狩猎—采集者（Hunter-gatherers） 14 42 屈肢葬 4 13

12 贝丘（Shell middens） 14 52 广鹿岛 4 12

13 岛屿（Island） 13 60 文化层 4 8

14 贝丘（Shell mound） 13 53 文化层堆积 4 15

15 饮食（Diet） 12 54 新石器时代晚期 4 6

16 历史（History） 12 34 洞穴遗址 4 9

17 垃圾堆（Middens） 12 57 生土层 4 11

18 放射性碳（Radiocarbon） 12 39 胶东半岛 4 3

19 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 12 42 附加堆纹 4 10

20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11 46 刮削器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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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国内外贝丘遗址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聚类

科睿唯安
（WOS）

聚类集群#1：演化（Evolution）、沉积物（Sediments）、海平面（Sea-level）、气候（Climate）、流域（Basin）、生态学（Ecology）、
海湾（Gulf）、地层学（Stratigraphy）等

聚类集群#2：群落（Communities）、沉积（Deposition）、增长（Growth）、定居（Settlement）、多样性（Diversity）、动力学（Dy-
namics）、观点（Perspectives）、适应性（Adaptations）等

聚类集群#3：海岸（Coast）、校准（Calibration）、贝丘遗址（Shell mounds）、全新世（Holocene）、海湾（Bay）、放射性碳（Ra-
diocarbon）、海平面变化（Sea-level changes）、食物（food）等

聚类集群#4：考古学 （Archaeology）、岛屿 （Island）、历史 （History）、景观 （Landscapes）、贝丘 （Shell）、遗址 （Sites）、文化
（Culture）、年代学（Chronology）、建筑（Construction）等

聚类集群#5：遗址（Site）、模式（Patterns）、氮（Nitrogen）、骨胶原蛋白（Bone-collagen）、饮食（Diet）、海洋性（Marine）、碳
（Carbon）、比率（Ratios）、人口（Populations）、碳十四（C14）等

聚类集群#6：起源（Origin）、变异性（Variability）、贝壳垃圾堆（Middens）、更新世（Pleistocene）、年代（Age）、识别（Identifi-
cation）、记录（Record）、环境（Environments）、开发（Exploitation）等

中国知网
（CNKI）

聚类集群#1：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广鹿岛、长海县、小珠山遗址、尖状器、动物考古学、大长山岛、旅大市、双孔石刀、
左江流域、打击痕迹、生业经济、胶东半岛、珠江三角洲、辽东半岛、辽宁长海县、稳定同位素、环境考古、生计方式、邕江
流域、山东半岛等

聚类集群#2：夹砂陶、泥质陶、刻划纹、文化层堆积、陶器纹饰、生土层、发掘简报、屈肢葬、史前文化、石峡文化、博物馆
文物、地层堆积、南海县、广东省、沙丘遗址、高要县、东莞市、红烧土、新石器时代墓葬等

聚类集群#3：方格纹、文化层、陶纺轮、新石器时代晚期、昙石山遗址、夹砂黑陶、史前遗址、文物考古、环珠江口地区等

聚类集群#4：刮削器、砍砸器、砾石石器、绳纹陶片、大龙潭、广西贝丘遗址、鲤鱼嘴、新石器时代遗址等

等。集群#3内容主要包括晚全新世（Holocene）以来的海岸环境变化（Sea-level changes）和食物资源
（Food）等研究，探讨海岸带环境变化给人类食物来源带来的影响。集群#4主要是对贝丘遗址的分布特
征、文化特征（Culture）、年代特征（Chronology）、贝丘建筑结构（Construction）和演化特征等进行的考古
学研究。集群#5主要涉及碳同位素研究（C14）、饮食（Diet）重建、人口（Populations）迁移等研究。集群#6
关注贝丘遗址的起源（Origin）、地质年代（Age）、环境（Environments）等。

国内贝丘遗址研究关键词被划分为4集群（表4，CNKI）：集群#1主要是以新时器时代贝丘遗址的
社会发展、经济模式、文化特征等研究为主，通过对遗址的遗迹遗物探讨贝丘人的生业经济模式、采集
和狩猎方式等内容。集群#2是主要对出土陶器的文化背景特征、制作工艺与技术等研究，包括陶器纹
饰演化、文化层堆积的解读以及刻划纹的分类与意义等。集群#3的研究内容与第二部分的内容大体相
同，唯一不同的是，该部分是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研究为主。集群#4主要是以广西新石器时
代的贝丘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刮削器、砍砸器、砾石石器等遗存工具探索其用途、制作技术、
形态变化等，揭示广西贝丘遗址的文化特征、遗存类型、早期社会组织形态等。

综合来看，国外研究更加注重贝丘遗址的环境演变及其对生态系统影响，而国内更加注重贝丘遗
址的文化特征和区域差异。

（四）贝丘遗址研究前沿趋势
为更清晰地认识贝丘遗址研究热点的演变趋势，本文借助VOSviewer软件分别对国内外贝丘遗址

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进行时间线演变分析。国外对贝丘遗址的研究在2010年之前集中于大陆坡（Conti-
nental-slope）、盆地（Basin）、成因（Diagenesis）、地层（Stratigraphy）、钙化（Calcification）等，2018年后转
向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海岸（Coast）、适应（Adaptations）、海平面（Sea-Level）、食物（Food）等，其
研究内容开始从贝丘遗址古代环境演变具体到海岸环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 古代人类定居和食物来
源等方面的影响以及人类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研究，成为最近几年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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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者早期主要是对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旅大市等地的贝丘遗址进行发掘和考古学
研究，包括出土陶器的纹饰特征、文化层、地层堆积信息解读以及一些墓葬文化、陶器及其器具的分类
等。近年来，主要是围绕环珠江口地区、邕江流域和左江流域等地的贝丘遗址进行考古学研究，利用稳
定同位素、动物考古学等技术与手段，对贝丘遗址进行年代测定、生计方式等方向进行探讨，可能仍会
持续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研究热点。

三、讨论
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海水温度升高、 海平面上升和大面积冰川融化等现象将会对海岸带以及海洋

生物资源分布和数量变动造成巨大影响 ［30］2796-2808,［31］2248-2258，从而影响着具有季节性渔猎生计的贝丘人
的食物来源。在这种气候和生态环境变化的驱动下，也形成了不同的贝丘遗址环境类型，如常在海滨、
河流流域或沙漠地区等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存在贝丘遗址的分布。通过研究贝丘遗址，我们可以揭示过
去的气候变化，重建过去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的气候模式和生态环境［32］830-841。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过去
的温度、降水和季节变化等因素，从而推测古代人类对环境变化适应方式。例如，在人类植物生计地
区，随着气候变暖和干旱化，人类开始从狩猎采集为主转向了农业生产等［33］25-36。通过分析古代采集、
渔猎、农耕等活动所留下的痕迹，我们可以了解过去人类对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的利用等方式，这对
于理解古代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早期的贝丘遗址研究主要集中在辽东半岛、胶东半岛、浙江、福建和两广一带，由于南北方的
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自然资源有所不同，对人类生活和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造成北方贝
丘遗址居民定居性、食物生产水平和社会复杂程度更高，而南方贝丘遗址则较低［18］1-18。童杰［13］137-141,160、李
一鹏［34］和曲晓雷［35］6-11等对贝丘社会的文化交流有过深入探讨，但鲜有人将南北方的贝丘遗址进行比较
研究，不同地域的贝丘遗址在史前时期是否存在关联或文化交流等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
贝丘遗址在古气候等方面的研究中也越来越受重视，通过贝丘遗存揭示气候变化并进行古环境重建已
成为中国考古学中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内贝丘遗址研究取得的成果是十分显著的。

相比而言，国外学者常常通过比较研究和学术交流等方式，加深对贝丘遗址的认识，并且在研究中
应用了先进的科技手段，例如，稳定同位素法、放射性碳测年法、物理和化学分析等，从而获取更精确的
年代数据及文物相关信息。国内学者则是通过考古发掘和文化研究来揭示贝丘遗址的早期文化特征和
社会组织形态，国内的研究技术和方法与国外相比尚有一定差距，仍需进一步创新、完善和推广。贝丘
遗址的成因关乎遗址的性质，在国外一度受到重视，而国内对贝丘遗址的成因却鲜有探究，应该多加关
注。另一方面，贝丘遗址的研究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合作［36］121-127。例如，植物有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指示
器之称［37］2229-2238，中国古代农业的各种农作物遗存，可为探讨中国古代农业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直接的实
物资料［38］73-84，但孢粉分析［39］99-112、非花粉类遗存分析［40］65-94、植硅体分析［41］8-16、淀粉粒分析［42］5-228等植物考
古学方法在贝丘遗址的研究中应用较少或有待推广。

四、结论和展望
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对国内外贝丘遗址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分析， 揭示了

国内外贝丘遗址领域研究热点、方向及发展前沿。研究发现：（1）国内外贝丘遗址领域仍处于波动发展
阶段，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2）国外的学科交叉研究较国内广泛，且更加注重贝丘遗址的成因和演
化、海岸变化、生业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国内对出土陶器的制作和分类等进行的学术研究较多，关于贝
丘遗址成因的研究较少，研究技术和方法与国外相比尚有一定差距，国际研究尺度更广泛，研究内容
更为丰富，研究技术和手段更为先进；（3）国内外对不同区域贝丘社会文化的比较或关联性的研究仍
较为缺乏；（4）贝丘遗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海岸带地区，而内陆地区则较少，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不够
充分等。以上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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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加强化多学科交叉与合作，多种技术综合应用与分析，弥补单
一方法的局限性，为贝丘遗址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和完整的信息。与此同时，需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
合作，培养专业人才和加强队伍建设，促进数据共享与技术创新，深入研究不同地区贝丘遗址的早期
社会文化发展特征及其相互联系等。此外，今后贝丘考古成果的产出将需要更多不同学科的技术和证
据来相互验证，这也有助于推动该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为我们理解史前时期的文化发展和人类社会
历史进程提供更全面的视角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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