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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美国景观生态学 !$$6年年会关于景观生态学的关键议题和研究领域特别专题的讨论3综合 68
位国际知名专家所发表的关于深化理论k整合协调和方法改进等方面的意见3深入论述了景观生态学的 8
项关键议题和 6$个优先研究领域L包括通过景观镶嵌体的生态流3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的过程k机

制3非线性动态和景观复杂性3尺度转换方法论的发展3景观指标与生态过程3人类活动与景观生态3景观

格局的优化3景观保育与可持续性3资料获取与准确性评价L并对构建中国景观生态学的理论框架提出了

初步的想法3即发展以格局ll过程关系为中心的生态空间理论3以人类活动有序化为中心的景观生态建

设理论3以发挥景观多重价值为中心的景观规划理论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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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态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认识空间格局与生态过程之间的关系/尺度的重要性/以及在越来越强

烈的人类活动作用下所形成的异质性景观中的等级关系VDWAXY在过去的 JE$里/各国的景观生态学研究者

通 过 大 量 的 实 践 与 理 论 研 究 已 经 积 累 了 相 当 丰 富 的 经 验/提 出 了 景 观 生 态 学 的 一 般 原 理VBWDDX与 核 心 概

念VDJX/初步构筑起景观生态学的理论框架Y其中北美学者更多注重生物4自然的研究方法/强调格局Z过程Z
尺度与等级VDK/D<X:欧洲学者则更多注重以社会Z经济为核心的景观规划/强调一般系统论和生物控制论共

生论VD?XY而中国学者为使景观生态学理论更好地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较多强调对人类活动影响的研究与景

观尺度上的生态建设VD@XY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从山地到平原/从滨海湿地到内陆沙漠/从城市到乡村/从

热带到苔原:研究尺度从局地到全球:研究内容从野生动物生境到温室气体排放/从具体案例研究到综合

治理研究:研究方法从传统的野外调查到借助高科技手段的遥感Z[\]信息处理Y总之/国际上景观生态学

的 研 究 呈 现 出 更 加 多 样 化 的 色 彩/各 国 学 者 在 区 域 生 态 与 全 球 变 化 等 方 面 的 研 究 中 逐 渐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特色Y
为反映受不同地理Z文化背景与研究领域所影响的景观生态学多样性/以及鉴别景观生态学理论和事

件上所面临的最重要挑战/美国 JEED年景观生态学年会上进行了一场热烈的专题讨论/名为 Ĝ,*DE)&(.

,3)$#!(’$*++’,),6"_Y在邬建国与 ‘,99(的组织下/有 D@位来自美洲Z欧洲和澳洲的知名学者作了专题报

告或提交了书面发言/反映出面向 JD世纪的景观生态学学科前沿和研究热点VDAXY以此会议的材料为基础/
本文试作如下归纳介绍和评述Y

a 景观生态学的关键议题

从 各 国 学 者 提 出 的 K<项 专 题 中/按 照 对 于 界 定 景 观 生 态 学 学 科 地 位 并 指 导 未 来 发 展 方 向 上 的 重 要

性/可以归纳出 @项关键议题Y

aba 交叉学科或跨学科

景观生态学无论是作为生态学的新范式/还是一门横断Z交叉学科/都应当从生态学内与外两方面吸

收跨学科的营养Ycde+&))新近指出VDBX应重视经济地理学理论在研究生态空间效应中的作用/如应用中心

地理论和区位论有利于在景观规划中优化对资源的利用Y正是由于景观生态学的多样化和综合性/不同学

科背景的研究者对其特色和学科定位有所不同Y有的强调景观生态学是一种空间生态学:有的强调它是生

物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之间的一座桥梁:有的强调它是景观科学的组成部分/是景观地理学的推陈出新:
有的强调景观的文化性与视觉景观研究:人们都认为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深深地植根于生

态学和地理学Y国际景观生态学会;\Ufg=在 DCCC年对会章的修改中更将其定位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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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叉!因而景观生态学不仅可以指导景观设计"规划和管理工作者#还可以服务于社会学家和决策者!

$%& 综合基础研究和应用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源自实际并且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应该十分重视理论研究与应用两者之间的互动

性综合#研究指导应用#应用反馈于研究!研究项目要更加关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问题#如人类生存环境的

维护和改善#自然保护与资源的合理利用#规范人类活动的有序化等!加强研究项目的综合性与针对性#才

能更好地体现和发扬景观生态学的学科特色!只有用先进的理论和技术进行武装#景观生态学才能真正成

为一门可预测和可规划的环境科学!

$%’ 概念和理论的发展

作 为人类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合()*+,-.,/0#12345指出一般系统论"生物控制共生论和 生

态系统论是景观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6789!这一观点已得到愈来愈多的认同#近年来运用阈值"非线性

和尺度法则#研究作为复杂自适应系统的景观#使得复杂性和非线性动态科学日益成为景观生态学研究的

理论支撑!
对于景观的理解和认知也不断拓宽#超出了传统的:土地;概念而包括水生环境<超出对特定景观奇特

性 的 认 识 而 更 多 地 进 入 探 索 其 一 般 性<由 重 点 研 究 自 然 景 观 转 向 研 究 人 类 主 导 景 观()=>2?@*>,?2.4@

+2?@-/2A40#加强了对人工景观(城市景观0及复杂多变景观的研究<将视觉景观与景观的生态功能相连系#
建立景观与文化#自然与文化的空间联接!

$%B 教育和训练

为了更好地实现学科发展与服务社会的目标#有必要加强景观生态学的教育和训练#整合与协调大学

教育与专科训练#以满足学生和具有不同兴趣与背景的专业人员之多样化需求!同时在这种教育中要体现

出 景 观 生 态 学 的 交 叉 学 科 性 与 整 体 性!美 国 最 新 出 版 的 两 本 景 观 生 态 学 教 材 就 体 现 这 种 特 点#一 本 是

C=D?4D"E2D@?4D"和 FG14,++联合编著的HI2?@-/2A44/*+*JK,?.54*DK2?@AD2/.,/46LM9#包括理论发展"模型

研 究 和 结 果"经 验 资 料 以 及 问 题 讨 论 和 进 一 步 阅 读 的 推 荐 等 内 容#该 书 内 容 系 统#理 论 性 强#另 一 本 是

E4DJ4+和 C=D?4D编写的 I42D?,?J+2?@-/2A44/*+*JKNOAD2/.,/2+J=,@4.*/*?/4A.-2?@.4/5?,P=4-6L79#该书

包括 8篇 LM章#附有 QRNSFT光盘#对于初学者很有实用价值!

$%U 国际学术联系与协作

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协作#如学术会议"交换访问学者和开展合作研究等#可以交换对于景观生态

学的科学创意与文化视点#有力地推动了景观生态学的发展!VOIW及其区域分会近年来的活动十分活跃#
除开北美景观生态学会每年春季召开以外#欧洲景观生态学会议 788X年于英国#LMM7年于瑞典曾两次召

开<亚太区域会议也在我国 召 开 了 两 次(788X#沈 阳<LMM7#兰 州0!VOIW的 世 界 大 会 7888年 在 美 国 召 开#

LMMY年将于澳大利亚召开!LMML年 X月于韩国汉城召开的第 X届国际生态学大会上以景观生态学为主题

的分会就有 Z场之多!

$%[ 景观生态学向公众与决策者两端的延伸和联络

景观生态学家需要从事和推进有助于分享周围景观的活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建立向公众和

面向决策者的延伸项目#研究成果要转化为公众易于理解的语言!

& 景观生态学的优先研究领域H定义基础核心和发展前沿

&%$ 通过景观镶嵌体的生态流

景观生态学主要研究空间异质性和生态过程#即通过景观的生态流67M9#包括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生

物迁移!景观的空间异质性体现在不同格局形式的斑块镶嵌#因而需要发展关于空间镶嵌的一般理论#即

生物"物质和信息怎样与景观格局相互作用的更好认识与理论!还应该注意综合生物"自然与社会经济过

程#使生态流的内涵更加完整!
同时还应加强生态学中不同层次研究之间的联系#将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生态学中的有关内容综合

进景观生态学#如异质种群理论(>4.2NA*A=+2.,*?.54*DK0为深入了解破碎化景观中的种群行为提供了重

要的思路#有助于将土地覆被变化转化成为生物种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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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的过程#机制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变化是景观变化的核心$涉及到对人类活动影响的量化评价%显然$从经济地理

&经济活动怎样作用于空间’与资源经济&土地怎样被利用’的视角来进行研究$有助于分析的深入%从空间

尺度来衡量$土地利用的长期变化受经济#气候变化与法律#政策性因素的制约尤其明显%从空间地域着

眼$当前对于具有高度动态性或呈现出(混沌)特征的景观$如城乡结合部#农牧交错带#河口三角洲等正成

为景观变化研究的热点%对于景观变化驱动力的深入研究导致了土地覆被动力学的建立%

!"* 非线性动态和景观复杂性

近年来$包括自组织#+,-#-.+非线性动态和聚合稳定性在内的复杂性科学概念和理论愈来愈多地

被引入景观生态学研究$这对于宏观巨系统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宏观有序不是组成复杂系统的微观单元

之间的简单叠加$而是整体作用下的涌现%由于景观系统格局/过程关系的复杂性$大多数已经建立的景观

模型基本上属于黑箱操作的模拟模型$今后的研究重点将更多地放在状态过渡和阈值行为上%

!"0 尺度

尺度作用与尺度理论不仅是景观生态学$也可以说是整个陆地表层系统研究的核心基础之一%通常自

然环境中生源要素&-#1#2#+’与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过程属于微观尺度&34567/859:;’$而环境要素的转化过

程属于中观尺度&3;87/857:;’$景观也是属于中观尺度%在景观生态学研究中$联合运用野外测定#试验模

拟#遥 感#<=+和 模 型 方 法 进 行 综 合 研 究 已 经 受 到 重 视>??@$目 前 需 要 发 展 和 测 试 新 的 尺 度 方 法$如

9::73;A645$分维尺度$再规范化#等级模型%利用生态学模型进行尺度上推&+59:4BC/DE’可采用简单聚合法

&FD3E4BC’$直接外推法&G46;5A;HA69E7:9A47B’#期望值外推法&;HA69E7:9A47BIJ;HE;5A;GK9:D;’#显示积分

法&;HE:454A4BA;C69A47B’等>?L@%M但这些方法都不完备$尺度转换问题已成为研究瓶颈 $急需发展 跨 尺 度 转

换信息的方法N已有人提出用生态拓扑学来提供尺度转换相关研究的结构框架%

!"O 方法论的发展

景观生态学研究由于实验的困难多采用传统的假说PP推理方式$从而带来许多局限$应该更好地综

合应用观测#实验和模型化的新方式$发展能有效关注空间自相关#假重复和尺度多重性的采样方法%改进

大区域的空间采样技术有很大潜力$可利用适当的统计方法提高资料精度%此外$长期生态研究应扩展至

景 观尺度N发展可实验的景观生态学&;HE;643;BA9::9BG859E;;57:7CJ’$扩大野外实验的时空范围$从生物

体到生态过程>?Q@%

!"R 景观指标与生态过程

景观指标可定量化反映景观格局和尺度的变化$是景观生态学研究中比较成熟的核心领域$通过景观

指标描述景观格局具有使数据获得一定统计性质和比较$可分析不同尺度上的格局等优点$长期来一直倍

受关注>?S@%景观指标大致可分为描述景观要素和描述景观总体特征两个层次$目前提出的各种景观指标已

近百种$但许多指标来自单纯的数理统计或拓扑计算公式$其生态学意义并不明确%当前急需建立格局和

过程的实验关 系$确 定 一 些 指 标 选 择 与 变 化 探 测 的 标 准$筛 选 出 一 批 可 以 监 测 和 预 测 景 观 变 化 的 核 心 指

标$以及反映社会#文化与生态多样性和异质性的综合指标%只有抓住了关键性的景观特征进行研究$才能

选择出与生态过程有关的景观格局指标%关于景观指标的评价与新指标的建立要注意其对景观类型#分布

和尺度的敏感性$以及与生态过程的相关性N如多样性指标就有只考虑空间的$和既考虑空间又考虑时间

的两类%

!"T 景观演化与人类活动

将人类及其活动视为景观的综合组分$更加重视人类活动对景观演化的作用$已成为愈来愈多研究者

的共识%对于景观的综合分析需要更多的人性化观察>?U@$由于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类对景观变化所

产生的巨大影响$人类应被视为特殊物种N必须研究人类活动怎样才能由无序进化为有序$作为连接自然

与人类系统的一种系统性观念$(整体景观生态学&V7:48A45:9BG859E;;57:7CJ’)或许可以对此做出贡献>?W@%

!"X 景观格局的优化

景观管理的基本手段是优化景观格局$通过对原有景观要素的优化组合或引入新的成分%调整或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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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景观格局!可以增加景观的异质性和稳定性!创造出优于原有景观生态系统的综合效益!形成新的高

效"和谐的人工自然景观或管理景观#这种优化首先是土地利用格局的优化!其次是景观管理"设计与规划

的优化$%&’#在不同地区景观格局优化的重点和目的有所不同!有的是针对生物多样性保育!有的是针对扩

大生态系统功能!这都需要比传统方式更多的理论思考和方法指导!以及交叉学科的参与#

()* 景观保育与可持续性

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已逐渐延伸到景观层次!景观保育可理解为对于生物多样性

保育的特殊景观生态学指导#国际上早在 +,,+年即在-./0的/123内成立了4景观保护工作组5!着手编

制4受威胁景观红皮书5!其目的是防止和治理景观的破坏和退化!即不适当的人类活动对自然或文化景观

所造成的形态与功能上的损失#应用可持续性的概念于景观保护6保育7!其内涵扩大为景观的自然"生态"
社会"经济和文化组分与尺度的耦合#

关于景观的资源性及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价!尤其需要发展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景

观的多重价值或多功能景观理论$%,’是进行景观评价与规划设计的基础!景观的稀有性"多样性"功效性和

宜人性689:;<=8;7更是景观价值的集中体现#

()>? 资料获取与准确性评价

景 观生态学由一种4综合整体5的哲学概念走向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需要经历建立理论框架和

奠定观测"实验基础的艰巨历程!关于前者介绍较多!而后者容易被忽视#由于遥感和 @-2技术的 广泛应

用!多尺度的综合性景观监测正在建立A目前关于生物体和物种的基本生物学资料的收集则有待加强A采

样和统计方法也需要创新!以避免假重复和空间自相关之类的问题A在数据整合"误差"不确定性分析和准

确性评价方面都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B 构建中国景观生态学的理论框架

经过近 %C<的学习和实践!中国的景观生态学研究已取得长足发展$DC!D+’!并初步形成了既与国际研究

主流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 D个方面#

B)> 以格局E过程关系为中心的生态空间理论

其主要内容是景观系统的整体性与景观结构的镶嵌性A生态流的空间聚集与扩散!格局与过程的非线

性反馈A以及景观生态系统的等级结构性#
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既是凝炼了景观生态学的核心基础!又在中国大陆的大量案例研究中有所发展#

如 关 于 景 观 多 样 性 的 分 析$D%!DD’A源"汇 景 观 的 概 念 及 对 非 点 源 污 染 的 影 响$DF’A野 生 动 物 生 境 的 行 为 破 碎

化$DG’A湿地景观格局对养分去除功能的影响$DH’等#

B)( 以有序人类活动为中心的景观生态建设理论

景观生态建设是指景观尺度上的生态建设!即指定地域"跨生态系统"适用于特定景观类型的生态建

设!该理论的提出适应了国家大规模开展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需要$DI’#
其主要内容是指景观尺度上的生态整合!防范生态风险与保障生态安全$D&’A通过有序人类活动导控景

观演化A调整和重构景观结构!增加景观的异质性和稳定性A广泛应用生态技术!实现生物控制与共生$D,’#
无序与有序本来是度量系统单元运动状态的物理参数!借用来评价人类活动的生态作用是为了适应

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序度要求系统内单元的运动状态数较少!并且单元之间的运动较一致6协调"相关7#
故有序人类活动应遵循自然地域分异规律!即因地制宜的适宜原则A以及不超出当地生态承载力的适度原

则!才能使经济有效性与生态安全性相结合!实现可持续$FC’#

B)B 以发挥景观多重价值为中心的景观规划理论

在深刻认识景观的自然性与文化性的基础之上所提出的景观多重价值论!将生态景观与视觉景观予

以整合!指出景观具有经济"生态与美学等方面的多重价值#在景观规划和设计中要特别重视对景观宜人

性的分析!规划满意景观A运用视觉景观的生态美学原则!进行仿生人工景观的设计$F+!F%’#
作为生产空间"人居环境与游憩空间的土地往往具有不同的景观特征与规划要求!适应城市化迅猛发

展的形势!城乡一体的景观规划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需要更加完备的理论来进行指导$FDJFG’#

,+H+&期 肖笃宁等K景观生态学的学科前沿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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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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规划的重点是把自然引入城市和使文化融入建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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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战略

面向 ,-世纪的中国景观生态学研究"既要抓住国际研究的前沿和热点"更要注意面对国家需求"不断

拓宽应用渠道"使其更具有生命力#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如西部地区为适应大规模区域生态环境

建设的需要"加强生态安全的预警与对策研究已成为包括景观生态学在内的宏观生态学研究新热点#在东

部地区"则面对着大规模城市化与快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景观生态研究应紧密结合城!乡

规划与生态建设来进行#随着社会发展程度与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对多功能景观的规划和设计将

愈加受到重视#
从 学 科 发 展 而 言"景 观 生 态 学 一 方 面 要 坚 持 其 开 放 性"善 于 从 相 关 学 科 吸 取 营 养"特 别 是 努 力 运 用

./!01/和空间模拟等新方法和新技术2另一方面要更好地把握与显现自身的特色"深入研究空间格局与

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与动态反馈"以及自然与人文因素在景观时空演变中的融合#人们对景观的认识本来

就是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求将是包括景观生态学在内的诸

多学科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内容丰富!形式生动的新兴学科"它不应当只是停留于少数专业人士的讨论"而应

当广辟渠道!走向公众"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努力为社会所了解#国外3如欧洲4的研究同样在这方面为我们

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国 际景观生态学会中国分会3156789:;<=4自 ->>(年成立以来"已经成功地组织了多次活动"会员发

展至 -->人"成为国际景观生态学会中会员人数居第三位的重要力量#先后召开的几次学术会议分别以生

物 多样性保护!景观生态建设!生态旅游和生态安全为主题进行了研讨"在?@ABC7<D;EB<FG<H=I/J;G<JGKL
杂志上出版了两期专集3--3,4和 -(3,44"翻译出版了?景观生态学论坛L一书"其影响正日趋扩大#但是它

仍然存在着活动面较小"与其他学术团体交流!协作不够的缺点"有待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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