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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发展迅速的学科，它亦是当今生态学研究核心之一。
随着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深入，以科学和实践问题为导向的学科交叉与融合不断加强，促进

了景观生态学新的学科生长点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包括水域景观生态学、景观遗传学、多
功能景观研究、景观综合模拟、景观生态与可持续性科学。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景观

生态学研究也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国际同行开始关注并在重要学术刊物上评介中国的

景观生态学研究，标志着中国景观生态学已逐步走上国际舞台。本研究简要介绍了景观

生态学的概念与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概括总结了我国近 20 年景观生态学研究的现状，

分析了目前我国景观生态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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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scape ecology is both a new subject that has been developing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and a research kernel of ecology nowadays． With the advance-
ment of landscape ecology，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been improved which fa-
cilitat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ew growth points in landscape ecol-
ogy including fluvial and scape ecology，landscape genetics，multifunctional land-
scape studies，integrative landscape modeling，and landscape sustainability sci-
ence． In globalizing context，great progress has also been achieved on landscape
ec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a． International colleague has come to notice and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ecology in China via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dicating
the coming of an international status for Chinese landscape ecology．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landscape ecology are first introduced，the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studies in
China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and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 of landscape e-
cology for our country is pointed out．
Key words: Landscape ecology; Landscape dynamics; Landscape pattern; Ｒe-
search progress; Forefront



景观生态学是地理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交叉学

科。它是以景观为对象，通过能量流、物质流、信

息流和物种流在地球表层的交换，研究景观的空

间结构、内部功能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简

言之，景观生态学就是表示支配一个区域不同地

域单元自然生物综合体的相关分析。现已广泛应

用于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生态系统管理、自然保

护区的规划与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城乡土地利

用规划、城市景观建筑规划设计、生态系统恢复与

重建等领域。景观生态学是研究景观单元的类型

组成、空间格局及其与生态学过程相互作用的综

合性学科。

1 景观生态学的产生与发展

景观生态学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欧洲，20 世纪八十年代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

发展。1981 年在荷兰召开首届国际景观生态学

讨论大会，1982 年于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国际景

观 生 态 学 会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nd-

scape Ecology) ，1987 年该学会创办国际性杂志

《景观生态学》。其间 Forman 和 Godron 合著出

版的《景观生态学》( 1986 ) 标志着景观生态学发

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迄今为止，景观生态学

不仅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而且已逐渐形成自身

独立的理论体系，成为生态学研究中的重点发展

方向之一［1］。中国景观生态学较欧美国家起步

晚，但近些年发展迅速。该研究总结了中国景观

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和存在问题，并展望其未来发

展方向，以期为中国景观生态学的进一步发展提

供参考。

1939 年，著名的德国地理植物学家特罗尔在

利用航空像片研究东非土地利用问题时，首先提

出景观生态学［2］。1981 年，黄锡畴和刘安国首次

在我国国内正式刊物上介绍了景观生态学，从而

将景观生态学 这 一 全 新 的 概 念 引 入 中 国［3 － 5］。

1989 年 10 月，第一届全国景观生态学学术讨论

会在沈阳召开，这为中国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掀开

了新的篇章，具有划时代意义。同年，北京大学城

市与环境系设立景观生态研究室，此后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等各大院校开始开设景观生态学或相关

课程，推动了景观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但目前，

国内还没有景观生态学专业。景观生态学只是一

些学者的研究和工作领域，这也说明它在中国已

成为一种职业，并且有很大的发展空问。从目前

我国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水平看，中国科学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北京大学以及东北师范大学等均处于领先水平。

1992 年，中国生态学会景观生态专业委员会成

立，中国景观生态学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之后

的 20 多年，我国学者出版了一系列有关景观生

态学方面的专著，这些著作对我国的景观生态学

研究与教学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截至 2009

年，我国共召开了 6 次全国景观生态学学术讨论

会，承办了 2 次国际景观生态学大会。2009 年 9

月第六届全国景观生态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

这次大会盛况空前，共有来自 73 个科研院所以

及高校的 257 名专家学者汇聚成都，大会围绕变

化环境下的景观生态学与山区发展这一主题，全

面总结了我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及其在山区环

境与发展领域的重要进展和应用前景。

2 景观生态学的研究现状

2． 1 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从 80 年代初开始，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林超、

黄锡畴和董雅文等在有关地理学刊物上发表介绍

国外景观生态学概念、原理、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的文章和译文，使人们开始看到了一个新的研究

领域［6］。景观生态学的基础理论是景观生态学

发展的前提和基石，它对人们了解景观生态学的

产生背景与发展历程，理解景观生态学中概念、原

理与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在景观生态

学研究中，基础理论的研究是重中之重。据统

计［7］，在我国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文献中，有关基

础理 论 研 究 的 文 章 约 占 40%。其 中，俞 孔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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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 ［8］、李哈滨等( 1998) ［9］、邬建国( 2000) ［10］

对景 观 及 景 观 生 态 学 概 念 的 剖 析，牛 文 元

( 1990 ) ［11］、邬 建 国 ( 1991 ) ［12］、肖 笃 宋 等

( 1997 ) ［13］、傅 伯 杰 等 ( 1996 ) ［14］、陈 利 顶 等

( 1996) ［15］及邱扬等( 2000) ［14］对景观生态学基础

理论的释义，贺红士等( 1990) ［29］对景观生态学综

合思想的阐述以及陈昌笃 ( 1996 ) ［30］、李晓文等

( 1999) ［16］、古新仁等( 2001 ) ［17］对景观生态学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关系的探讨等研究工作都是我国

景观生态学基础理论研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而肖笃宁等( 1988，1997 ) ［18，19］、郭晋平( 2001 ) ［20］

则对国内外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发展概况作了比较

全面的论述，由肖笃宁主编的《景观生态学的理

论、方法及应用》更是广大景观生态学科人员的

工作结晶。这些研究为景观生态学在我国的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激发了一些学者的思

想火花，如 Wu 等( 1995 ) 在总结前人“缀块动态

理论”基础上，创立了“等级缀块动态范式”［21］;

俞孔坚( 1999 ) 揭示了一般流动表面模型的点和

线的特征与景观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中的景观结

构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生物保护的景观生态安全

格局并给出了案例［22］，这些无疑将为我国景观生

态学基础理论的拓展和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2． 2 应用研究方面

我国真正开展景观生态学的应用研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其标志是肖笃宁( 1990 ) 发表的

《沈阳西郊景观结构变化的研究》［23］。然而从近

10 年 的研究情况看，景观生态学的应用研究在

我国景观生态学研究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且

由于景观生态学具有多学科的特点，再加上我国

类型丰富的生态系统，使景观生态学的应用研究

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在诸多不同的研究领域

都取得一些成果。从文献的统计结果表明，我国

的景观生态学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

域。

2． 2． 1 城郊和农业景观

包括城乡交错带和农林复合系统景观城郊景

观和农业景观是受人类活动干扰比较严重的人工

景观或半人工景观。城市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

种趋势，于是人类活动给景观带来的影响以及由

此引发的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就成为景观生态学

应用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肖笃宁等( 1991) 、徐岗

等( 1993) 、谢志霄等( 1996 ) ，对沈阳市东陵区从

1959 年至 1988 年 30 年间景观格局变化、土地利

用格局的变化趋势、土地生产力的现状与生产潜

力等进 行 了 分 析，并 建 立 了 景 观 动 态 预 测 模

型［24 － 25］; 傅伯杰 ( 1995 ) 则以陕北米脂县泉家沟

流域为研究对象，首次进行了农业景观的格局研

究［26］; 陈利顶等( 1996) ，利用现状图对山东省东

营市土地利用格局进行了探讨，并用多种景观格

局指数分析人类活动对景观结构的影响［27］; 曾辉

等( 1999) 利用信息熵法和空隙度指数法对我国

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珠江三角洲东部常平地

区的景观异质性进行了研究［28］; 曾辉等( 1999) 还

通过构造人为影响指数，并运用网格采样法和地

统计学分析方法对人工改造活动的空间特征进行

了成因分析［29］; 张金屯等 ( 1999 ) 通过设置 140

Km 长的生 态 样 带，探 讨“城 区———郊 区———农

业”的环境变化［30］。这种“生态样带”的研究方

法对于今后开展城乡交错带、农林牧交错带及水

陆交错带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2． 2． 2 森林景观

内容包括森林景观结构、森林景观空间格局

分析、森林景观动态及群落生态效应、森林边际效

应及动态、森林景观格局与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森林景观生态研究是我国开展景观生态学研究较

早的领域之一，研究工作也卓有成效。彭小麟于

1991 年就提 出 森 林 景 观 中 的 边 缘 效 应 影 响 问

题［31］; 而徐化成( 1994) 、刘先银等( 1994 ) 则是林

业工作者中较早将景观生态学原理、方法应用到

森林景观生态研究中的学者［32，33］。之后，以郭晋

平等人为代表的课题组开展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课题《森林景观动态及其群落生态效应的研究》

首次对森林景观生态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和深

入的研究［34 － 39］，其研究成果《森林景观生态研

究》也是我国森林景观生态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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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 臧润国等 ( 1999 ) 则主

要探讨了森林斑块动态与物种共存机制及森林生

物多样性问题［40］。此外，马克明等( 1999 ～ 2000)

对北京东灵山地区的森林景观格局、森林生物多

样性、景观多样性［41 － 43］，以及刘灿然等 ( 1999 ～

200) 对北京地区的植被景观斑块特征［44 ～ 46］等也

都作了一些颇有意义的探索。

2． 2． 3 干旱区景观

主要集中沙地景观格局和荒漠绿洲景观格局

的研究。沙地景观格局在时空尺度上都表现出很

大的异质性，受自然过程和人为活动的强烈影响，

对沙地景观格局在沙漠化过程中的特点进行研

究，将是对传统沙漠化机制研究的一个补充［47］。

绿洲是干旱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景观类型，它是干

旱区生态最为敏感的部分，同时亦是区域尺度上

干旱区最大的人工干扰源地。干旱区绿洲景观格

局的变化除了受自然因素影响( 如水资源) 外，主

要是人为干扰起决定作用。对沙地 ( 绿洲) 景观

格局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沙漠化的形成机理，对于

人类有效控制沙漠化的进一步扩展和保护荒漠中

的绿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常学礼等 ( 1998 )

研究结果表明: 在沙漠化发展过程中，景观格局趋

向简单; 在沙漠化逆转过程中，景观格局趋向复

杂［48］; 吴波等( 2001 ) 通过分析 20 世纪 50 年代

到 90 年代毛乌素沙地景观动态与景观格局变化

的特征与模式后，得出“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是荒

漠化扩展及景观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的主要驱动因

素［49］; 贾宝全等 ( 2001 ) 运用 9 个景观格局指数

对新疆石河子莫索湾垦区绿洲景观格局进行了分

析，得出了绿洲景观格局的多样性和均匀度随干

扰时间的延长而下降而优势度和聚集度指数则恰

好相反的结论［5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绿洲景

观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51］; 王根绪等( 2000) 除了

研究干旱荒漠绿洲景观格局外，还更深入探讨了

水资源对绿洲景观格局的影响认为水资源减少是

直接导致整个景观结构与空间格局发生改变和成

为景观过程的主要驱动力［52，53］。

2． 2． 4 湿地景观

湿地是介于陆地与水生环境之间的过渡带，

兼有两种系统的某些特征，被一些科学家称为

“自然之窗”。湿地往往是珍贵鸟类、水禽的繁殖

与栖息地，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生物保护价值。

在我国湿地景观的生态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对辽河三角洲湿地景观的研究，包括对湿地景观

格局的研究［54，55］、湿地景观格局对养分去除功能

的影响［56］、以及运用景观生态决策评价支持系统

( LEDESS) ，探索景观规划预案对丹顶鹤、黑嘴鸭

等珍稀水禽的生境适宜性、生态承载力等方面的

影响［57 － 60］。

2． 3 方法研究方面

景观生态学研究方法是促进景观生态学理论

发展和保证景观生态学得到有效应用的手段和保

障。因此，在景观生态学研究中，方法研究是一个

难度较大同时又是最为活跃的阵地，国内外学者

十分重视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国家在这一方面

的研究比较薄弱，总体上看，我国在开展景观生态

学研究中，基本上都是采用国外尤其是美国景观

生态学的原理、方法; 在景观格局研究中，多是采

用景观 指 数 或 国 外 开 发 的 计 算 机 软 件 包，如

SPANS、LE、LSPA、FＲAGSTAS 等，其中以 FＲAGS-

TAS 功能最强，使用最广。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

结合自己研究专题，提出了一些创新的思路，如肖

笃宁等( 1990) 化指数评价区域的城市化趋势; 赵

景柱( 1990) 建立了包括 13 个指标的景观生态格

局动态度量指标体系［61］; 曾辉等( 1996) 提出了人

为影响指数; 郭晋平等( 1999) 设计了两种适用于

GIS 技术进行数据库管理及空间分析的样方取值

方法，即基准面积法和样方斑块数法，还提出了景

观要素空间关联指数; 傅伯杰( 1995) 实现了景观

多样性的空间制图［62］; 杨学军等( 2001) 基于生态

系统和物种两个水平的条件性研究，尝试以 W 和

Z 两个 指 标 对 森 林 景 观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进 行 评

价［63］; 江源( 2001) 将测定温度的转化糖方法引入

到景生态学研究中［64］等。尽管这些方法、手段乃

至基本思路不是十分完善，但已充分显示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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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探索精神。在景观生态学方法的研究中，

最 值 得 一 提 也 是 最 具 发 展 潜 力 的 是 遥 感 技 术

( ＲS) 和地理信息系统( GIS) ，遥感技术可以为景

观生态学提供必需的基础数据资料，如空间位置、

植被类型、土地利用状况、土壤类型等特征因子，

这是景观生态学研究所必需的基本技术条件; 而

地理信息系统具有强大的空间数据管理、分析和

显示功能，在景观格局分析和景观动态过程和模

拟等应用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遥感技

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与发展，景观生态学将

难以有效地对大尺度的景观结构、功能和过程开

展研究。值得庆幸的是，我国不少学者不仅已经

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已在不断探索 ＲS 和 GIS

在景 观 生 态 学 中 新 的 应 用。如 邵 国 凡 ( 1991，

1995) 应 用 GIS 对 森 林 景 观 动 态 进 行 了 模

拟［65 － 66］; 彭 少 麟 等 ( 2000 ) ［67］、马 荣 华 等

( 2001) ［68］则利用 GIS 和 ＲS 研究广东植被光利

用率、海南植被的变化情况; 常禹等 ( 2001 ) 在概

括了基于个体的空间直观模型的发展历程后，分

析了在栅格 GIS 内部开发基于个体的空间直观

模型的过程及其所涉及的几个问题［69］; 赵光等

( 2001) 则首次运用 ＲS 和 GIS 研究中国东北一原

始针阔混交林的破碎过程［70］，这些成果充分展示

了 ＲS 和 GIS 在景观生态学研究中的发展潜力和

光明前景。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的遥感

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与发展一直处于滞后

的地位，从而限制了我国景观生态学研究工作的

广度和深度。

3 我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展望

我国景观生态学研究从 1989 年召开的第一

届全国景观生态学讨论会之后已有长足进展。

1988 年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景观生态

研究项目已近 30 项; 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景观生

态方面的论文数鼍和质量都呈逐年提高的趋势，

内容涉及城市与城郊景观、农业景观、森林景观、

湿地景观、生态过渡带景观变化等，以景观格局、

景观动态的研究居多，一些论文已开始应用 GIS

和统计模型等先进方法手段，但总体来看和国际

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1996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

了第二届全国景观生态学术讨论会，提交会议的

论文有 70 余篇，大会发言 11 人，并就景观生态学

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景观生态学与农业及生态环

境问题，景观生态学与城市旅游等议题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和交流，认为我国的景观生态研究应在

深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应用领域，如

土地利用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建设，城市与园林规

划，旅游与风景区建设等。为了发展具有中国特

色的景观生态学研究，现就若干重要的理论与实

际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供讨论。

3． 1 生态学的理论框架景观生态学还在走向成

熟

生态学其学科地位日益上升并呈现出如下特

点: 1) 景观生态学可称为空间生态学。它以景观

生态系统的空间关系为研究重点，注重空间结构

与生态过程的相互影响，强调尺度的重要性与时

空异质性。2) 景观生态学又可称为建设生态学。

它以人类活动观的生态影响为研究重点，注重景

观管理、景观规划和设计的研究，相对于保护生态

学和恢复生态学而言，它是一门内容更加丰富的

宏观尺度上的应用生态学。3 ) 景观生态学也是

( 属于) 人类生态学。它以人类对景观的感知作

为景观评价的出发点，综合考虑景观的经济价值、

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围绕建造宜人景观这一目

标，实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关于景观

生态学原理，Ｒisser、Forman 和 Godron、Turner 等

都曾有过近似的表述，尤以 Forman 新近总结的

12 条更为系统，但似乎仍有不够全面之处旧 1。

现归纳以下 9 条作为景观生态学的理论框架: ①

土地镶嵌与景观异质性原理; ( 参尺度制约与景

观层序性原理;③景观结构与功能的联系和反馈

原理;④能量和养分空间流动原理;⑤物种迁移与

生态演替原理;⑥景观稳定性与景观变化原理;⑦

人类主导性与生物控制共生原理; ⑧景观规划的

空间配置原理;⑨景观的视觉多样性与生态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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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

3． 2 景观稳定性与景观生态系统承载力的研究

前景观

稳定性取决于景观空间结构对外部干扰的阻

抗和回复能力。其中景观生态系统承载力的概念

是从人类生存环境的优化和生命支持系统的持

续、协调发展出发，借鉴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

力的研究而提出来的，可定义为在某一时期特定

状态条件下，景观系统所能承受人类活动作用的

阈值。其发展变量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作用的量

度，限制变量为环境状况对人类活动的反作用，包

括以下内容:① 景观空间结构的拥挤程度;② 景

观中主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③ 可更新自然资源

的利用强度;④ 环境质量;⑤人 类身心健康的适

应与感受性。关于以上变量的指标体系需要根据

不同地区的情况审慎选取。如景观格局与生境结

构可考虑土地利用、景观单元大小、形状特征与变

化速率，景观的优势度与多样性指标; 生物生产

力、生物多样性、土壤肥力状况、区域水文特征、环

境质量与污染物负荷等方面都有比较成熟的指标

可供选取; 在人口与经济发展方面各种统计指标

更多。关于资源利用率与生态稳定性的指标可考

虑: 生物系统的光能利用率，农业生态系统的产

出 /投入率，自然灾害的受灾率与成灾损失，景观

稳定性与恢复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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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是关键，因此提高森林生态旅游从业人员专

业素质势在必行。首先，要培养和引进建设人才，

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重点打造，突出亮点，把

我市的森林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好、使用好。其次，

要培养和引进森林生态旅游经营管理人才，对内

强化管理，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提高水平; 对外针

对不同的客源市场，积极宣传营销，探索符合本地

实际的“景区 － 旅游中介 － 游客市场”互动营销

模式，建立健全切实有效的多赢格局。最后，要培

养和引进优秀的导游和解说人才，让游客目睹广

元市的发展新貌，了解广元市的历史文化，分享广

元市的文明成果，使广元市成为客人走了还想再

来的地方。

3． 4 突出地域特色，创新森林生态旅游产品开发

突出地域特色，创建森林生态旅游品牌效应，

推动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的快速发展。结合广元

市“剑门蜀道 女皇故里”旅游主题，打造了东有鼓

城山、西有唐家河、南有剑门关、北有水磨沟的生

态旅游开发格局，形成独具广元特色的森林、湿地

和乡村三大生态旅游品牌。依托广元森林生态旅

游资源，重点打造森林观光、生态康养、野生动植

物观赏及漂流、滑雪等特色生态旅游产品品牌形

象; 依托林业特色产业发展，开发以朝天核桃、广

元油橄榄、青川黑木耳等极具生态属性和地方特

色的系列旅游商品。重视营销，树立新的营销观

念，加大宣教力度，实施良性营销，利用传统媒体、

电子商务相结合的手段，开拓现实和网络营销渠

道，运用多种多样的营销手段，大力打造森林生态

旅游品牌形象，提高其影响力。。

4 总结

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

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存在人才缺乏、

资金短缺、受季节制约强、品牌建设不足等问题和

不足，只有做好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多方筹措资

金、提高资金投入，加大森林生态旅游专业人才培

养和引进，突出地域特色、创新森林生态旅游产品

开发，才能促使广元市森林生态旅游又好又快、健

康发展，才能早日建成天蓝地绿、山清水秀的“美

丽广元、幸福家园”和川陕甘结合部经济文化生

态强市，为同步全面小康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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