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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十五届美国景观生态学年会看当前景观生态学发展的热

点和前沿

李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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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美国景观生态学会于 !"""年 9月 $6=$:日在佛罗里达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3社会与景

观异质性的整合8问题与策略<有 !9"多人到会3交流论文 !$>篇<虽然是美国的景观生态学年会3大部分

学者来自美国本土3但由于其规模和影响较大3也吸引了不少国际学者前往参加3如澳大利亚?英国?德国?
中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学者到会3使得这次年会带有很强的国际性<笔者有幸得到美国景观生态学

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共同资助3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前往参会3了解了当前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景观生态学方面的最新进展3与大家共享<
自 @"年代中期以来3美国景观生态学的研究一直在该学科各主要领域引导世界新潮流<广阔的研究

区域?多样的研究对象3多学科背景的研究队五3先进的技术手段3以及稳定的资金支持3使他们在方法上

不断推陈出新3成果也不断有新的突破<大尺度景观过程的模拟是当前美国景观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3
所模拟对象涉及到森林?草原?湿地?农田?城市?山地?平原等各个方面3每个方面又分成若干不同过程3如

森林景观动态模拟就包括了林火?病虫害?采伐?更新?水土流失等许多分过程<研究尺度小到范围只有几

平方米的昆虫生境3大到跨度上千平方公里的森林草原<景观生态学理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空前发

展3在应用于上也得到了民间和政府的共同关注<

A 学科主要研究领域的进展

从本次会议报告的内容看3除了已经在景观生态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的一些热点话题3如景观生态动

态模型?生物多样性保护?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决策支持系统等仍占主导外3还推出了不少新的前沿

领域<根据各专题报告的内容3可将景观生态学主要领域的进展归纳如下8
首先是经济观念与生态学研究的融合3生态学家越来越重视经济因素在自然保护中的作用3同时3自

然生态价值的经济学量化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以 &0BCDEFD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强调将经济因素引入

景观生态学模型3以使这一学科更加紧密地与区域生态G经济系统的管理和规划相结合<他提出的H区域生

态 经济系统5IJKL0ED1JM010KLMD1JM0E0NLMBOBCJNB7P在管理和规划模型的设计上强调公众3特别是持股人

的 参与5QDRCLMLSDC0RO73适应性管理5%TDSCL4JNDEDKJNJEC3即根据实际情况随时?随地改变管理方案73综

合性5,ECJKRDCL4J73多尺度性5UV1CLBMD1J73以及变化过程的不可预测性5WEMJRCDLECLJB7<
以 X0RNDE为首的部分H自然保护学派P也更加强调人地和谐的未来景观研究3体现了景观生态学以人

类为中心的特点<正因为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尺度以人类活动的尺度为核心3它才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景观格局与过程的关系研究上3重要成果包括森林生态系统对景观破碎化的敏感性模型Y地形结构

与林火特征的关系研究Y滨海湿地人工沟渠网络对昆虫种群动态的研究Y以及不同景观格局对湿地养分去

除功能的影响研究等<这有不少报告是关于景观格局与过程对鸟类繁殖?迁移?觅食等活动影响的<这些成

果以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侧面3剖析了景观格局对自然生态过程的影响3在理论上加深了对景观异质性

作用的了解<
在景观变化分析方面3重要成果包括自然和人为干扰条件下森林景观格局动态的模拟模型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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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景观分析模型!生态系统恢复与管理的 "#$%%景观模型&以及城市景观变化特征的研究等&对由自然

和人为干扰条件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景观变化进行了多方位’多参数的分析&可以为不同区域’不同自然

和经济条件下的景观管理和规划提供借鉴(
在景观生态过程研究方面&主要成果有人为因素影响下流域尺度上的生态过程研究!不同管理措施下

林 地 演 替 过 程 的 研 究!喜 马 拉 雅 河 谷 景 观 的 生 态 功 能 研 究 等()*+,-.+等 人 提 出 的/中 等 干 扰 假 设

01-2.+3.,4*2.,4526+7*-8.9:;<29.545&简称 4,9=>&认为干扰频率中等时景观异质性最强&这一假设通过一

个 包含干扰0有不同频率&范围&严重性=’群落0有不同寿命’繁殖率’生态位的物种=和系统资源梯度的模

型得到了 验 证&但/中 等>程 度 的 大 小 取 决 于 干 扰 所 发 生 的 具 体 环 境(另 外&会 议 上 涉 及 到 生 态 恢 复

0?8<@<A48*@+.52<+*24<-=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多&体现了人们在满足物质需要后&向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

过渡时期的特点(

B 新出现的学科领域与生长点

本次会议上新出现的一些学科领域和生长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C

0D=公路和公路网的生态效应 以 E<+3*-等人为代表&强调不同等级的公路对野生动植物传播’迁移

所造成的影响(如何在建设新的道路设施时为野生动物的迁移设计专门的通道&以及如何在已经分割得七

零八落的生境之间建立联系&成为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0F=粗粒景观和尺度中断0$63;:@*-,58*;.5*-,58*@.7+.*G5= 着重研究景观空间要素分布的不连续

性和不同空间尺度之间的耦合问题&以及粗粒景观对干扰的抗性(

0H=景观毒理0@*-,58*;.2<I48<@<A:=研究 研究生态系统有毒有害物质0重金属污染物’农药’杂草’昆

虫等=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及其尺度外推问题(

0J=湿地景观生态系列研究 由于本次会议的地点位于美国著名的大湿地 ?K.+A@*,.5附近&所以有关

湿地景观的研究报告几乎贯穿了会议的各个专题&研究内容从湿地的演替系列模拟’污染物和营养物质的

截留’溶解氧和温度的时间变化&到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滨海湿地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等等&几乎涉及到了

与湿地有关的各个方面(

0L=大城市的景观生态过程 以邬建国等人为代表&分析和模拟大型城市的景观结构’人口组成变化

及新陈代谢等过程(
上述研究内容有的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或刊物中出现过&但这次会议上显得特别突出而集中&因此提出

来&以引起我国有关学者的关注(

M 重点研究方法和新技术现状及动向

0D=二维空间模拟模型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本次会议的各个分会专题中都有出现&共有 NO多

篇论文&接近会议交流量的 HOP(因此二维空间模拟是当今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典型例子如

历史景观模拟模型!潜在地下水资源空间直观模型!以及资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等等(

0F=三维森林动态模型 威斯康星大学森林景观生态实验室在原有二维模型0$"QR1%=的基础上加以

改造&建立了模拟森林景观动态变化的三维视觉模型&引起了不少与会学者的兴趣&但这种三维模型还很

简单&目前仅限于直观输出(

0H=景观指数0$*-,58*;.4-,48*2<+5=研究 景观指数作为景观结构的重要量化方法&一直为景观生态

学研究人员所关注(但对于不同景观指数的参考作用&本次会议上有颇多争议&持赞成和批评意见的人都

有&但 大 家 公 认 的 是&在 景 观 生 态 学 的 量 化 研 究 中&应 慎 用 那 些 从 数 理 统 计 中 直 接 搬 过 来 的 参 数(

S8)*+4A*@是景观参数的倡导者&也是 ET")%#"#%软件包的设计者之一&他和同事通过一些实例研究对

部分景观指数的可靠性和阈值进行了评价&并强调尺度在景观指数解释中的作用(李百炼是景观指数的批

评者之一&其根据也是尺度对景观指数计算结果的影响&以及这些指数的生态学意义(UVQ.4@等人分别对

景观指数在不同景观生态学案例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评价&贺红等人则提出了一些新的景观格局指数(

0J=不连续性城市化过程预测方法的研究 以 $*-,45WX为代表&在不连续变化分析方法上取得了重要

突 破&主要是运用对数回归法&来模拟单网格0D93F=水平上的城市土地利用问题&如居民区’商业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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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扩建和重建!他们还特别提出了城市增长模拟的"途径依赖问题#$%&’()*+*,)*,-./01即最终模拟结果

取决于初始时刻的状态1这样1以一个时间段来进行的预测#如 23%/就不同于分成 2个时间段#如 2个 43%/
来进行的预测!

#5/区域尺度上多因子风险评价的相对估计法 以 6%,)789:等人为代表1建立了一套在区域尺度上

对不同限制因素1如有毒有害物质;土地利用变化;林地;城市化以及河道迁移等1进行风险评价分级的研

究方法1成功地对不同区域的小流域生境保护问题进行了研究!

#</流域动态模型 =*>?*@对洪水空间特征的研究1A7&B等关于生态系统对改变湿地水位和养分之响

应的估测方法研究1以及 C%>&7,等人关于河流三角洲增长模型的研究等1运用 =DE技术1从不同的角度对

流域水文和沉积特征进行了研究!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1我国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差距在于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1虽然从事相关研究

的人很多1但大多各自为政1有的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可列入景观生态学的范畴1这也体现了景

观生态学的学科交叉特点!假如大家都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些景观生态学的知识1从系统观;空间观和时间

观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1会使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更上一个台阶1从而也推动景观生态学的发展!
正 如荷兰科学家 FG,,*H*@)所说的那样1景观生态学不是要与各学科#生物;土壤;自然地理等/争位1而是

作为一把大伞1为各学科提供一种思想1把各个不同的学科沟通和凝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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