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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景观生态学是新一代景观科学的代表
。

中国景观生态学发展迅速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从 19 8 6一 20 00 年共资助 63 个项 目
,

其中地理 学科资助 38 项
,

生态学科资助 21 项
,

10 年来共发表景

观 生态学文献 61 9 篇
,

本文对发表文献的年代
、

内容和对象进行 了分类统计
。

展望中国景观生态学

研 究
,

将 更加 注重城 乡景观规划
、

区域生态安全和景观生态建设等方面
,

立足国情突 出重点
,

实现发

展学科与服务于 国家 目标 的结合
。

[关键词 〕 中国
,

科学基金
,

景观生态学

景观科学与景观生态学

景观科学从综合 自然地理学 中脱胎而来
,

本世

纪初在德国兴起
,

为近代地理学的奠基做 出了重要

贡献 其后在前苏联经多方面发展
,

形成 了景观学

的第一个高峰

—
景观地理学 [ ’ 〕。

后来一些学者的

经院式研究使其逐步进人 了死胡同
。

20 世纪 80 年

代以后欧洲和北美景观生态学的兴起
,

为景观学带

来 r 新的理论突破
,

加之在广泛应用中的技术发展
,

形成 r 景观学的第二个高峰 [2 1
。

景观生态学作为研

究景观的空间结构 与形态特征对生物活动与人类活

动影响的科学
,

由于它的多向性和综合性
,

不同学科

背景的研究者对其特色和学科定位有所不同
。

有的

强调景观生态学是一种空间生态学 ; 有的强调景观

生态学是景观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

是景观地理学

的推陈出新 L, ’ ;有的强调景观的文化性和视觉景观

研究
、 、

目前新 一代的景观科学可以景观生态学为代

表
,

在理论层面
_

L包括原有的景观地理学和景观地

球化学等
,

在应用层面
_

L包括景观建筑规划学
,

景观

生态建设 (建设地理学和建设生态学 )等和众多的交

又 分支学科
。

除了研究范围的扩大与原有研究内容

的深化
,

景观科学的推陈出新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J :

( l) 新一代景观科学突破了原先 只是从类型和

区域角度对 自然综合体进 行研究
,

发展到从过程 与

类型 (或区域 )两方 面对 自然
一

人文综合体进 行强烈

应用色彩的研究
。

除开空间结构 与地域分异 以外
,

地理过程与生态过程也成为研究重心
。

( 2 )从单纯的地理过程研究发展到人地相互作

用过程的研究
。

人地关系中地域关系的优化是区域

可持续发展研究 的基础
,

而 以可持续空间格局的研

究为热点 ; 在景观和区域尺度上对人地关系的调整

和构建可称之为景观生态建设
,

这将成为建设地理

学的研究热点之一
。

( 3) 学科的交叉融合极大地 丰富和发展 了景观

科学
,

并形成了若干新的学科框架体系
。

如果说在

理论层面上地理学与宏观生态学的交叉形成 了景观

生态学
,

那么在应用层面上建设地理学 与生 态工程

学的交叉就形成 了景观生态建设这一 新的研究范

畴
。

国际景观生态学会的新会章中对景观生态学给

出了如下的定义
: “

景观生态学是对于不同尺度 仁景

观空间变化的研究
,

它包括景观异质性 的生物
、

地理

和社会的因素
,

无疑它是一 门连接 自然科学和相关

人类科学的交叉学科
” 。

可见景观生态研究还涉及

自然与人文科学的交叉
,

如景观生态美学
、

生态经济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本文 于 200 1 年 6 月 5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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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轨迹

景观生态学 自0 2世纪 0 8年代以来在国际上迅

速发展
。

北美 的景观生态学研 究者 以生态学 家为

主
,

欧洲的研究者 中地理学家与生态学家大约各 占

一半
,

我国的情况又有所不 同
。

由于我 国的地理学

研究有长期雄厚 的积累和善于吸收 的创新能力
,

而

另一方面我国的多数生态学家 尚未来得及把研究视

野扩大至宏观领域
,

因而 中国景观生态学 的发展动

力源于 自然地理学界
,

如林超等最早将景 观生态学

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大都具有地理背景
。

目前活跃

在景观生态学研究领域的一批中
、

青年学者如傅伯

杰
、

李秀珍等也都毕业于地理系
。

第一批 结合中国

实际进行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成果有地理学报发表的

黄锡畴等
“

长 白山高山苔原的景观生态分析
”

( 19 84 )

和景 贵 和 的
“

土 地 生 态 评 价 与 土 地 生 态 设 计
”

( 19 86 )
,

应用生态学报发表的肖笃宁等
“

沈 阳西郊景

观格局变化的研究
”

( 19 90) 等几篇论文
。

黄锡 畴的

文章应用景观地球化学 的方法对我国一类极具特色

的景观进行了别开生 面的剖析 ; 景贵和的文章则将

景观生态学的思想应用到土地类型和评价研究
,

反

映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土地生态学派的特点 ;其后

傅伯杰
、

王仰麟等在这个方向先后开展 了深人的工

作
,

主要集 中于黄土 高原 和华北地 区的农业景观
。

肖笃宁的文章首次将美国的景观生态空间分析 的方

法引人我国并运用于研究城郊景观的动态变化
,

对

于景观空间格局的指标计算提出了若干创见
。

其后

景观格局的研究渐成热点
,

对农 区
、

林区
、

城郊
、

城市

以至于风景名胜 区景观格 局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
,

据不完全统计
,

从 19 90 一 20X(] 年的 n 年间达 16 0 余

篇
,

占各研究专题之首
。

中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6[]
,

从 19 86 一 20 00 年共计有

6 3 个项 目获得资助
,

其 中地球科学部资助了 38 项
,

含两个重点项 目 ;生命科学部 资助 了 21 项
,

工程与

材料科学部资助 了 4 项
。

按研究对象和 内容划分
,

森林景观 or 项
,

湿地
、

草地和农 田景 观各 5 项
,

干

旱
、

半干旱区景观 8 项
,

其他 区域地理景观 8 项
,

城

市景观 3 项
,

文化景观 8 项 ;此外
,

还有属 于景观生

态过程研究的 4 项
,

其他专题 7 项
。

按 比较严格的

学科定义
,

这些项 目中有 51 项属于典型的景观生态

学范畴
,

研究景观的结构
、

功能和演化
,

抓住 了国际

景观生态学研究中重视格局
一

过程分析 的主流
,

并且

在某些方面显现了自己的特点
。

上述项 目主持人分

布在 37 个单位
,

其 中获得 2 次以上资助者 7 人
,

获 4

次资助者 2 人
,

他们所领导 的研究集体已成为中国

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力量
。

从项 目分布的时间段

分析
,

19 8 6一 19 94 年平 均每年 2 项
,

而 19 9 5一 199 8

年增至平均每年 5
.

6 项
,

2 00 0 年更高达 17 项
,

其中

地理和生态学科各 8 项
,

建筑学科 1项
,

可见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大力支持源头创新和学科交叉

的鼓励之下
,

中国的景观生态学研究正 日益走上蓬

勃发展的兴旺之路 (图 1 )
。

画画地理理

... 生态态

口口建筑筑

86 89 9 2 9 5 98 200 1

图 1 基金资助的景观生态学研究项 目年度分布图

作为中国景观生态学发展轨迹的标志有三次全

国性 的学 术讨论 会 (沈 阳 19 89
,

北 京 19%
,

昆 明

19 9 9) 和两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 (沈阳 199 8
,

兰州

2 0 01 )
。

如果说 19 8 9 年的沈阳会议还只是以介绍和

引进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主
,

国内的案例研

究甚少
,

则 19 9 8 年的沈阳会议已经能够向国内外全

面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 ;北京会议 的主题是生物多

样性保护
,

昆明会议 的主题是生态旅游
,

兰州会议的

主题是景观变化与人类活动
。

还应该指 出
,

在地理学会 与生态学会主持的许

多学术活动中也含有景观生态学 的内容
,

中国景观

生态学发展离不开这两个方面的支持和参与
。

比如

在生态学界倍受重视 的生物多样性研究 中
,

景观尺

度的生境研究愈显重要 ; 而地理学界所关注的全球

变化 区域响应研究中
,

区域生态安全与可持续空间

格局也正成为热点图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新近公布的
“

中国西 部环 境和生态科学研究计划
”

中
,

核心科学问题之一就是
“

建立怎样 的景观生态模

式更有利于生态系统的安全
” 。

可以预见
,

中国景观

生态学研究在服务于国家 目标 的同时必将获得更大

的学科发展
。

3 景观生态学研究成果分析

根据对 19 90 年至 2 (Xx ) 年国内出版的期刊和书

籍中关于景观生态学文献 的统计
,

以及 国外期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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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发表的景观生态学文章的不完全统计
,

共

涉及中
、

英文期刊 90 余种
,

查得景观生态学文献 61 9

篇
,

其中英文 4 9 篇
,

中文 5 7 0 篇
,

分别 占文献总量的

7
.

9% 和 92
.

1% LS」。

在发表景观生态学研究文献 5

篇以 仁的 18 种期刊中
,

生态学类刊物 7 种
,

发表文

章篇数 比例为 27
.

1% ;地理
、

环境类刊物 11 种
,

发表

文章篇数 比例为 17
.

2 %
。

按文献发表年份统计
,

中

闰景观生态学研究成果逐年增加的趋势十分喜人
,

从 19 95 年以前的每年不足 30 篇到 19 %一 1998 年每

年平均近 60 篇
,

2 00 0 年更达到 1 17 篇
。

表 l 中国景观生态学文献的年份统计 《1990 一 2以又〕年 )

其中
,

尹澄清等对湿地景观的研究
,

徐化成等对森林

景观的研究
,

高琼对草地景观的研究
,

王仰麟等对农

牧交错带和北方农业景观的研究
,

宗跃光等对城
一

市

景观的研究
,

赵男等对城郊景观的研究
,

王根绪等对

干旱区景观的研究
,

都是比较有影响的成果
。

表 3 中国景观生态学文献 的研究对象统计 ( 19 9 0一2以X) )

篇数 比例〔% )

滩J663|13曰886683引53533938

年份

19 90

19 9 1

1 9 92

19 93

】9匆

】9 95

篇数 比例 (% )
2ox`二553233231内190

年份

199 6

1997

199 8

19 99

2 (洲M〕

合计

篇数 比例 (% )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其它

研究对象

城市景观

区域
、

流域景观

寒 区
、

旱 区景观

森林景观

生物
、

生境及多样性

农业景观

湿地景观

城郊景观

植物景观

4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观生态学

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尺度下的景观
,

因此人类活动对于格局与过程 的影响应当处于中心

地位
。

在强烈的人为活动干扰下如何保护景观的 自

然
、

文化与经济价值
,

创建人地和谐
、

协调发展的未

来景观— 可持续的人类居住环境
,

成为学科发展

的基本任务
。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
、

人 「1众多
、

历史

悠久的发展中国家
,

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
,

大部分国

土上的景观变化 已深深打上了人类活动的印记
。

我

国的景观生态学研究必须立足国情
,

突出重点
,

以人

工
一

自然景观和管理景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

把景观

和 区域尺度上的生态建设作为研究重点 Lg 」。

生态建设一词在中国使用甚广
,

包含着空间跨

度很大的不同类型
,

从农户家庭院落的生态设计到

按照行政区域界定 的生态规划和管理
一

如生态村
、

生

态乡
、

生态县和生态市
。

有必要把景 观尺度上的生

态建设单独命名为景观生态建设
,

以强调在实际应

用上十分普遍 的一种类 型
,

即一定地域
、

跨生态 系

统
、

适用于特定 景观类型的生态建设
。

它 以景观单

元空间结构的调整和重新构建为基本手段
,

包括调

整原有的景观格局
,

引进新 的景观组分等
,

以改善受

胁迫或受损失生态系统的功能
,

大幅度提高景观系

统的总体生产力和稳定性
,

将人类活动对 于景观演

化的影响导人正向的良性循环
。

我国劳动人 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出许多

成功的景观生态建设模式
,

如珠江三角洲的基塘系

统
,

黄土高原的小流域综合治理
,

云南哀牢山区的哈

尼族梯田景观
,

北方风沙半干旱 区 的林
一

草
一

田镶嵌

9558川川刚loo
455970144117619

125748112么么王i752()15172136

按文 献研究 内容统计
,

属于景观生态学基础理

沦研究的文章有 2 45 篇
,

占全部文献的 39
.

6 % ;属于

景观生态学方法论部分的文章有 146 篇
,

占全部文

献的 23
.

6% ; 另外还有 228 篇文章属于景观生态学

的应用研究部分
,

占全部文献 的 36
.

8%
。

在景观生

态学方法论部分 14 6 篇文献中
,

针对 R S 或 GI S 技术

专题的文献有 24 篇
,

占全部文献的 3
.

9% ;属于景观

动态模型的文章有 4 0 篇
,

占全部文献的 6
.

5 % ; 此

外
,

还有 82 篇属于景观生态学实验方法的研究
,

占

全部文献的 13
.

2 %
。

表 2 中国景观生态 学文献 的研究 内容统计 ( 19 90 一20 00 )

研究内容 篇数 比例 ( % )

从础理沦研 究 24 5 39
.

6

RS 或 G IS 专题 24 3
.

9

为法沦研究 景观模酬 40 6
.

5

实验 82 13
.

2

丈
、

认j牛J研究 22 8 3 6
.

8

以 上情况表明
,

我国景观生态学研究偏重于基

础理论和应用方面
,

而对方法论研究相对较少
。

其

中肖笃宁等对景观生态学理论的探讨
,

曾辉等对遥

感和 lG s 的方法论研究
,

贺红仕等对景观动态模型

的研究
,

李秀珍等对景观生态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
,

俞孔坚等对景观安全格局的研究均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
。

按文献研究对象统计
,

以城市景观和区域
、

流域

景观的研究文献最 多
,

均在 80 篇以上 ;森林景观和

寒区
、

旱区景观 的研究文献 次之
,

均在 50 篇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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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
,

西北干旱 内流区 的人工绿洲等
。

这些模式通

过增加景观异质性创造新 的景观空间格局
,

或改变

原有的景观基质
,

或营造生物廊道与水利廊道
,

或改

变景观斑块的大小
、

形状
、

与镶嵌方式
。

这些依据生

态规律人工设计 的农 业经营景观
,

其生产力不仅超

过了自然系统并且可保持生态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

景观生态学的研究还可以为维护国家和 区域生

态安全做 出贡献
。

国家生态安全是指一国生存和发

展所处生态环境不受或少受破坏和威胁 的状态
,

它

实质上是一种生存安全
。

而景观和区域尺度上的生

态安全则具体包括 区域生态系统 的完整性和健康

度
,

生态过程的连续性和稳定度
,

生态灾害的风险性

和安全度
。

景观生态规划是景观生态学最重要的应用领域

之一
,

根据城
、

乡景观 的不同特点
,

对景观规划也有

不同的要求
。

由于乡村景观是一种小集中大分散的

镶嵌格局
,

具有能量密度低和生态多样性较高的特

点
,

其规划 目标是提高土地生产力与人 口承载力
,

同

时维护生态安全
,

提高生态效率
。

城市景观结构与

人居环境的研究已发展为一 门专门的
“

景观规划建

筑学
”

( L a n d s e a p e A cr h i te e t u er )
,

研究人类集 中活动区

建筑物周 围环境 的整体 配置与构 建
,

可分 为小 区

( s i t e )
,

城市 ( u山 a n )和 区域 ( R e g i o n

)等不同尺度的景

观设计和规划
,

包括土地发展规划
、

生态规划
、

景观

设计的人文因素等不同侧重点
。

城市景观规划的重

点是把 自然引人城市和使文化融人建筑
,

尽量实现

城市空间布局的大集 中
、

小分散
,

多元汇聚与便捷连

通
,

绿色渗透与景观宜人
。

随着社会发展程度与人

们对生活质量要求 的提高
,

探讨多功能景观的价值

与评价
,

也将是今后景观生态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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