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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地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和保障B景观生态学主要研究地表各种

景观空间格局与生态过程及其相互作用3其原理和规律为在实践中通过优化景观格局3提高生态系统稳定

性提供了理论框架B以深圳市为例3尝试综合运用生态敏感性与适宜性分析和景观格局整体优化的方法3
通过对生态系统的格局分析与问题诊断3构建合理k稳定的生态系统结构3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正常

发挥B案例研究将深圳市域的整体生态结构分为自然生态空间k城镇发展空间和生态廊道 "部分B城镇发

展空间具有文化支持的生态功能3自然生态空间具有环境服务和生物生产的生态功能;生态廊道主要起到

加强生态联系3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3并防止城市发展空间无序蔓延的功能B城镇景观斑块镶嵌于自然生

态景观基质中3并通过多种类型的生态廊道相连3形成区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B案例研究表明3景观生态

规划方法的综合应用3可以将景观生态学原理和规律比较合理的运用于实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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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和保障[城市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

人口的急剧膨胀而造成的对生态环境的索取和胁迫强度\规模过大的现实-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矛盾日

趋复杂和尖锐-严重制约了城市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生存环境质量]D̂[因此-通过生态学的研究-使城

市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走上协调发展的轨道-在维持区域自然生态系统支撑能力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合理\
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引导区域及城市用地和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形成区域城乡生态的良性循环-是现

在与未来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理想区域生态系统的建立-首先是其功能的完善和协调[区域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包括生物生产\环

境服务和文化支持功能三类-即便是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城市地域-也要保证这三大功能的实现[结构是功

能的基础-功能的实现是以生态系统协调有序的空间结构为基础的-不同的空间结构形式-具有不同的功

能特点和类型]>-T̂[
景观生态学是以空间格局与生态过程及其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要研究地表各种景观的结

构\功能和动态-强调空间异质性\生态学过程和尺度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从一开

始就与生态规划\管理和恢复等实际问题密切联系-其原理和规律为在实际工作中通过优化景观格局-提

高 生态系统稳定性提供了理论框架]Y_‘̂[>?世纪 ‘?年代以来-以 a!b%*+\I4c4d’/0\b%7)*\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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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代表的生态学家在探索生态学与景观规划的结合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发展并形成了许多

各有特点和侧重点的景观生态规划方法()*+其中’,-.%#/基于生态适宜性分析所形成的0千层饼1规划模

式(2’3*4567$以系统论思想为基础所提出的区域生态系统发展战略(8’9:*4!"#$%&等以景观格局整体优化

为核心的景观格局规划模式(99’9;*构成景观生态规划方法发展的三大主要方向+
本文尝试以景观生态学理论4方法为指导’通过对经济快速增长地区<<深圳市域生态系统的格局分

析与问题诊断’综合运用生态敏感性与适宜性分析和景观格局整体优化的方法’构建深圳市合理4稳定的

自然生态系统’引导区域及城市用地和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正常发挥+

= 生态调控的理论基础

城市地域为典型的非均质空间’它兼有两种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而以人类生

态系统为主(9>*+相应的’城市景观是由异质单元所组成的镶嵌结构’其基本组成包括自然4半自然环境类的

自然生态空间和人工环境类的城镇发展空间’以及作为联系纽带的生态廊道+城镇发展空间主要具有文化

支持的生态功能’自然生态空间具有环境服务和生物生产的生态功能(9?*’生态廊道则主要是起到加强生态

联系4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并防止城市发展空间无序蔓延的功能+
因此’城市地域生态调控的空间途径’主要是通过生态适宜性分析’确定自然生态空间与城镇发展空

间的镶嵌关系@利用格局优化的方法’调整自然生态空间和城镇发展空间内部的空间布局’加强生态联系’
充分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城市地域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敏感性与适宜性分析和景观格局整体优化

方法的综合运用’不仅考虑到景观单元0垂直1方向的匹配’而且关注景观水平方向的相互关联以及由此形

成的整体空间格局’是生态调控较为可行的空间途径+

=A= 生态适宜性原理

生态适宜性是指土地本身所提供的生态条件B如光4热4水4土以及地形等C对某种用途B如居住4开垦4
牧业等C的适宜与否及适宜程度+这种0适宜性1是基于自然过程而不致引起环境退化’按照土地适宜性评

价结果构建的整体格局’是符合生态规律4满足0人类与自然共生1要求的+生态适宜性原理主要关注景观

单元0垂直1方向上的0匹配1(9)*+
在城市地域’保护自然景观资源4维持自然景观过程及功能’是保护生物多样性4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

前提’是景观资源持续利用的基础’也是生态适宜性的内在要求+自然景观资源包括原始自然保留地4历史

文化遗迹4森林4湖泊以及大的植被斑块等’它们对保持区域基本的生命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及保存生物

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9D*+

=AE 景观结构与功能理论

在 景观生态学中’从空间形态4轮廓和分布等基本特征入手’景观结构可 以 区 分 出 斑 块BF%G-HC4廊 道

BI"##J6"#C4基质B,%G#JKC>种类型+斑块’又称斑4拼块4嵌块体等’指不同于周围背景的非线性景观生态系

统单元+廊道是具有线或带形的景观生态系统空间类型+基质是一定区域内面积最大4分布最广而优势性

很突出的景观生态系统’往往表现为斑块4廊道等的环境背景(92’93*+基质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整个

区域的发展方向和管理措施选择+
以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具有高度不可替代性的景观总体布局模式+

!"#$%&指出’景观规划中作为第一优先考虑保护和建设的格局应该是几个大型的自然植被斑块作为物种

生存和水源涵养所必需的自然栖息环境’有足够宽和一定数目的廊道’用以保护水系和满足物种空间运动

的需要’而在开发区或建成区里有一些小的自然斑块和廊道’用以保证景观的异质性+这一优先格局在生

态功能上具有不可替代性’是所有景观规划的一个基础格局(98*+
景观的功能是指景观元素间能量4物种及营养成分等的流+景观功能的发挥主要涉及到廊道4基质和

斑块的功能特征+类型不同’空间形态不同’基本的功能性质和特征也不同(93*+

=AL 生态整体性与空间异质性理论

景 观 是 由 景 观 要 素 有 机 联 系 组 成 的 复 杂 系 统’含 有 等 级 结 构’具 有 独 立 的 功 能 特 性 和 明 显 的 视 觉 特

征+景观系统的0整体大于部分之和1’这是生态整体性原理基本思想的直观表述+景观异质性’是指在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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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各类景观单元的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的各种性状的变异程度!一般指空间异质性"异质性同抗干扰能

力#恢 复 能 力#系 统 稳 定 性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密 切 相 关"异 质 性 是 景 观 功 能 的 基 础!它 决 定 空 间 格 局 的 多 样

性$%&’"城市地域生态调控的实质!就是生态整体性的动态维持和空间异质性的不断构建"

()* 景观多样性与稳定性理论

多样性是指一个特定系统中环境资源的变异性和复杂性"景观多样性是指景观单元在结构和功能方

面的多样性!它反映了景观的复杂程度!包括斑块多样性#类型多样性和格局多样性$+,’"一般认为景观的多

样性可导致稳定性"

()- 持续发展理论

持续发展是针对全球资源和环境问题提出的"景观的可持续性可认为是人与景观关系的协调性在时

间上的扩展!这种协调性应建立在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和维持景观生态整体性之上"城市景观是由多个生

态系统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是自然与文化的载体"因此!城市地域的生态调控!应当使景观

利用类型的结构#格局和比例与本区域的自然特征和经济发展相适应!谋求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效益的协

调统一与同步发展!以达到景观的整体优化利用"

. 案例实践//以深圳市为例

.)( 研究区概况

深圳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沿海!陆地范围为东经 %%012342256%%21074+%5!北 纬 ++1+843&56++13%42&5"
深圳市东临大亚湾!西濒珠江口!北与东莞市和惠州市接壤!南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仅一河之隔"深圳市所辖

范围呈狭长形!东西宽!南北窄"根据 %&&3年底完成的土地资源详查成果!全市总面积 %&3+9:+;包括大小

铲 岛和妈州岛<!其中经济特区 0&%=7,9:+"深圳市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地貌类型多样!其中丘陵面积最

大!平原次之"深圳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 ++=2>!年降水量 %&2?::!夏季常有台风出

现$+%’"

图 % 研究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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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于 %&7&年建市!%&?,年设立经济特区"大规

模 的 工 业 化 和 城 市 化 过 程!是 深 圳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经 济

发展的主要动力!从 +,世纪 ?,年代中期到 &,年代中

期 %,I左 右 的 时 间!深 圳 迅 速 完 成 了 从 传 统 的 农 业 地

区向新兴的高速城市化地区转化的过程"

.). 生态系统现状及问题诊断

.).)( 生 态 系 统 结 构 与 动 态 变 化 根 据 遥 感 影 像 解

译和土地利用 变 更 调 查 资 料!+,,,年 深 圳 市 域 生 态 系

统 中!林 地 面 积 占 0&R!水 域 和 滩 涂 占 &R!农 业 用 地

;包 括 耕 地 和 园 地<占 %8R!城 镇 建 设 用 地 占 +2R!其

它类型占 %+R"若将市域生态系统划分为城镇建设与

非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两 种 类 型 的 话!则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的 比

例仅为 +2R!主要由自然#半自然景观类型构成的非城

镇建设用地占总面积的 78R"可见!按照景观生态学的S斑块T廊道T基质U结构!深圳市域生态系统应以林

地等非城镇建设用地为S基质U!城镇建设用地只能算是其中比较重要的S斑块U"从各类用地的空间组合来

看!除特区内城镇建设用地相对集中外!城镇建设用地多为丘陵与山地等农林景观所分隔!各城镇由道路

连接"据此!可以判断深圳市域景观的基本格局应为城镇建设S斑块U镶嵌于非城市建设S基质U之中!道路#
水系等充当连接其中的S廊道U"

从生态系统动态来看!深圳市近 +,I来地表覆被变化主要表现为V城镇建设用地迅速增加!农 业 用 地

呈 现持续减少的趋势!环境用地;包括林地#水域和滩涂<面积略有减少!其它类型;主要是发展备用地<面

积在 +,世纪 &,年代初期迅速增加#后期逐渐消化W城镇建设用地主要靠占用农业用地来扩大"总体来说!
自然生态类的总量;包括农业用地和环境用地<呈现持续减少的趋势"从生态价值来看!虽然纯自然生态类

8+?% 生 态 学 报 +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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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组分!环境用地"面积变化不大#但由于半自然生态类型的组分!农业用地"面积急剧减少#人文类型组

分!城镇建设用地"面积迅速扩展#整个市域生态系统更倾向于人文化#因此自然生态价值有所降低$
深圳市生态系统动态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有目的地对生态系统施加影响而引起的$大面积的

自然%半自然类型变成人文类型#原有的各种生态过程也一并随地表覆被的改变而消失#系统的环境服务%
生物生产等生态功能也发生较大的变化&’’($

)*)*) 生态环境问题诊断 !+"城市开发力度与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的矛盾 深圳城市人口%经济在超常

规增长的同时#也造成原有城乡环境资源的占用与消耗#其保护和恢复速度低于或滞后于损耗速度$土地

资源开发过度#水土流失严重#滥伐滥建现象的存在#造成部分区域山体裸露#植被剥离$林地覆盖率降低$
城市环境资源承载能力较低#维持城市生产生活的能源%粮食几乎完全依靠外界输入$

!’"自然景观面积不断缩小#生境类型趋于简单化 由于人为扰动强度过大#城市人文景观逐渐取代

了原有的一些自然景观#景观内部的各种自然生境类型也随之消失#使整个区域的生境类型趋于简单化$
城市建设用地和集中开发区面积的急剧膨胀#使大面积的天然植被和农业用地被占用#造成全市区域

内严重的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

!,"天然植被的破碎度增加#生态通道联系的通达性降低 天然植被减少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野生动植

物栖息地的丧失#意味着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此外#高等级路网对自然生态区的不断切割#也是破坏生物多

样性的重要原因$

!-"水源保护区受城市建设侵占严重#水资源短缺且污染严重 水资源问题历来是深圳社会经济发展

的.瓶颈/#由于城市建设对水源保护区的侵占#水资源短缺且污染严重的问题日趋突出$同时#填海造地的

盛行使滩涂面积明显减少#由于填海造地与环境污染的影响#大部分西部岸线已丧失了游憩%生活的功能$

)*0 生态调控的空间途径

深圳市域生态调控的基本目标是构建与城市发展体系相平衡的自然生态体系#形成城乡生态安全格

局#实现城乡生态良性循环#促进城市与自然的共生#保障%促进%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使全市各类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得到基本控制#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创造与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相适应的清洁%舒适%优美%安

静的生活环境$

)*0*1 基于生态敏感性与适宜性分析的整体格局选择 深圳市域自然空间与城镇发展空间的最佳空间

格局#应当建立在区域自然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在城市发展中#最大限度减缓开发对自然的压力#维持自然

要素的再生能力%自净能力#保证生态系统结构的稳定和功能的持续#以达到系统整体生态效能的发挥#保

护生态演进的可持续性&’’($
对于深圳这个复合生态系统而言#基于自然过程%按照生态适宜性原理构建整体格局#可以在系统的

生态敏感性分析基础上完成$不同的地区对人类活动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有的可以较容易地恢复#有的

一旦破坏就难以再恢复$因此必须在区域生态调查的基础上#通过选择特别敏感的生态要素分别加以评

价#编制单项生态因子图&+2($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加权叠加#对叠加结果进行分级#编制生态敏感度和适宜

度综合评价图&’,(#得出城市发展涉及生态系统的敏感性与稳定性#在此基础上进行生态系统整体格局的战

略选择#以确定城镇发展空间与自然生态空间的镶嵌组合关系$

!+"生态因子选择及评价 深圳位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之中#与香港毗邻$生态敏感性与适宜性评价

必须放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尺度上考虑#重点处理好与香港及区内其它地区的生态影响$必须准确把

握深圳市城市发展所引发的深港两地的生态过程!流"#即对当地及香港地区%整个珠江三角洲生态环境的

扰动#可能引起的海水污染%视觉审美及旅游价值的影响等$具体而言#主要的生态因子包括3

4地形地貌 城市的地形地貌是体现城市独特景观特色的重要元素#也是决定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

元素$一般认为#坡度超过 ,56的地区#其生态敏感性很高#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结合深圳市的地形地貌

现状#海拔大于 +557的地区#大多为山地%丘陵#按照自然演进过程#亦应保留为生态用地$高海拔及陡坡

地区的开发建设#还容易引发水土流失#淤塞河道和下水道#加大深圳甚至整个珠江三角洲的洪水威胁#而

且可能影响香港的淡水供应$相对来说#海拔 +557以下且坡度不超过 ,56的地区#生态敏感性较低$

8’9+:期 李卫锋等3城市地域生态调控的空间途径;;以深圳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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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多样性 植被是自然引入城市的重要因素"它的存在与保护是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
深圳市域内的植被也是珠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断同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
从而影响和改造区域生态环境#按照植被的自然演进过程"根据植物的种类$分布和价值进行敏感性评价#

%地表水 地表水在提高城市景观质量"调节城市温$湿度"维持正常的水循环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

用"同时也是引起城市水灾$易被污染的环境因子"合理的开发和保护能为水生生物提供栖息地"增加岸边

植被多样性"并且为居民提高休闲$游憩环境&’()#不合理开发引起的水体污染"不仅直接威胁深港两地的饮

用水源水质"还容易使较为脆弱的珠江口海洋生态系统遭受污染和破坏#地表水按照水源地的重要程度及

影响范围进行分级#

*土壤渗透性 充足的地下水源对维持本地水文平衡极为重要"在开发建设中应保护渗透性土壤"使

之成为地下水回灌场地"顺应水循环过程#土壤渗透性也是地下水污染敏感性的间接指标+渗透性越大"地

下水越易被污染#土壤渗透性与土壤种类$土质有关&’()#

,其它特殊价值 主要是考虑生态保护$美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娱乐价值等具有特殊意义的价值

因素#对于深圳而言"自然保护区$郊野风景区和滨海岸湿地的特殊价值需要考虑#此外"农业保护区对于

深圳城市发展的特殊意义"也需要给予额外的关注#

-’.基于综合评价结果的整体格局选择 在以上生态因子单项评价图叠加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分级处

理"得到深圳市域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图#结果表明"深圳主要的生态敏感-保护.地带位于市域的东南部

和中西部"特别是中部的东深供水流域$中西部的石岩生态敏感区以及东南部的大鹏半岛生态敏感区#东

深供水流域$石岩生态敏感区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城市供水水源和绿化覆盖"大鹏半岛生态敏感区的主要功

能是海岸水质保护#同时应对横跨南北的东$中$西三个方向的森林生态系统实行有效的生态保护"充分发

挥森林的水土保持和涵养水源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为城市内部的生态环境创造良好的区域环境基质#
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滩涂湿地和农田"生物多样性较丰富"应加以保护"不应被密集的城市发展侵占"这

样就形成了深圳市域自然生态空间青山绿水的特色#
根据生态敏感性评价的结果"可以确定深圳市需要保留为自然生态空间的区域#对于生态敏感性较

低$可 以 用 作 城 市 发 展 空 间 的 地 域"可 根 据 不 同 土 地 利 用 的 生 态 适 宜 性"确 定 最 优 的 发 展 方 向#在 全 市

/01’23’土地上"将 456左右的非建筑用地作为城市生态用地"建立城市的环境背景77自然生态空间"
有 机 组 织 的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在 空 间 上 向 西$中$东 有 机 延 伸 出 (条 发 展 轴"并 和 456的 城 市 生 态 用 地 构 成

89:和8;:的契合关系#城镇群体围绕大面积自然生态用地发展"城镇之间以绿色缓冲带相间隔"通过快

速干道相连"形成了相对独立$相互依存$有机联系$协调发展的城市格局#

<=>=< 基于格局优化的内部空间布局 生态系统的内部空间布局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指

广 义的生态用地-包括农业保护用地$水源保护用地$自然生态用地等.内部的相对关系与空间布局?微观

层面主要指建成区内部的城镇绿地结构与布局#宏观层面的生态用地主要是大型绿带-包括水域."构成了

深圳市城的自然生态空间?微观层面的城镇绿地主要是人工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空间内部以及自然生态空

间与城镇发展空间的生态连接"主要通过楔形绿廊和城市复合生态廊道$河湖水系绿色廊道执行?楔形绿

廊在加强生态系统内部有机联系的同时"也是重要的城市组团绿化隔离带#

-/.宏观层面 自然生态空间 按照深圳市自然山体$大型水体$成片农业区的空间走向$分隔状况以

及类型的不同"在全市划定 4条大型绿带"作为深圳市域自然生态空间的主体#大致以东深供水工程为界

把绿带分成东西两部分"其中西部绿带大体呈南北向分布"东部绿带大体呈东西向分布@#
结合自然生态空间的敏感性和保护现状"对自然生态空间进行分区规划"从而引导生态保护和生态建

设合理有序的进行#生态控制区主要功能是自然保护地的维持"而生态协调区的主要功能是农业用地保

护"同时两类地区在条件较好的部分区域还可开展旅游观光#生态恢复区主要是生态建设"恢复被严重破

A’A/ 生 态 学 报 ’(卷

@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B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004C’5/5.D检讨与对策=’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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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深圳市域生态系统空间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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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自然生态系统8

9生态控制区 生态控制区基本上由森林:草地:
水域等构成;分别具有涵养水源:水土保持:净化空气:
调节气候:休闲观光等功能的一种或几种8生态控制区

敏感性很高;外来干扰不仅对其自身结构:功能影响剧

烈;而且有可能波及其他地区;对区域生态系统造成破

坏8为优化生态联系;可将功能相近:空间相连;且可相

互 促 进 的 生 态 系 统 组 合 为 统 一 的 生 态 功 能 区;而 将 功

能 不 同:空 间 分 隔 或 相 互 破 坏 的 生 态 系 统 纳 入 到 不 同

的 生 态 功 能 区 中;据 此 将 生 态 控 制 区 划 分 为 水 源 生 态

功能区:自然植被生态功能区:观光生态功能区8生态

控 制 区 以 保 持 自 然 发 展 状 态 为 主 体;应 严 格 限 制 城 市

发 展 空 间 的 扩 张<禁 止 交 通 干 线 对 生 态 控 制 区 的 分 割

与穿越8

=生态协调区 生态协调区主要包括农业保护区

内 的农田:果园:台>岗?地和滩涂湿地:鱼塘以及一部分村落等开敞区域;它们不一定都是生态敏感区;但

其存在对城市生态环境和景观都产生重要影响8生态协调区的主要功能是农业用地保护;以提高农业的综

合效益为主8同时可考虑将农业生产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发展观光农业8

@生态恢复区 深圳市大规模的土地开发;特别是广大乡村的大规模建设;已造成区域农业景观和自

然生态景观破坏;并有潜在的进一步萎缩的危险8区域水土流失加剧是区域生态系统发生退化性演替的一

个明显标志A!BC8加快生态破坏区域的生态恢复与重建;特别是龙华:观澜:布吉等镇连片推平未建设用地的

生态重建;是加强城市生态功能:促进生态良性循环的重要内容8生态恢复区应采用生物与工程措施相结

合的方法;提高植被覆盖率;切实治理:控制水土流失8

>!?微观层面 城镇绿地生态区 在城镇发展空间中;人工绿地系统作为城市整体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改善城市发展空间内部小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8深圳市以高尔夫球场:
城市公园:沿海DD沿河绿带:居住区绿地及道路绿带为主的城市人工绿地系统;与自然生态空间和生态

廊道;一起构成了亚热带海滨城市特色的区域生态系统;可以确保城市环境的改善和建设旅游胜地目标的

实现8
根据景观的集中与分散格局规划;在建成区保留一些较大的自然植被<同时在人类活动区沿自然植被

和廊道周围地 带 设 计 一 些 小 的 人 为 斑 块<通 过 绿 色 廊 道 把 景 观 中 的 小 斑 块 联 系 起 来;形 成 网 状 的 绿 地 结

构;有利于斑块中的小型动物迁移8深圳市城镇绿地生态区中较大的自然斑块包括大小南山:莲花山:东

湖:荔枝公园;以及特区外各镇的镇级公园等8应尽量利用现有绿化带将分散的市区绿地相连8在结构上形

成区:镇:居住区三级公园绿地及沿路:滨河:滨海绿化带;形成完善的网络体系;与深圳市建设国际花园城

市的目标相适应8

>E?生态连接廊道 9楔形绿廊 楔形绿廊是联系自然生态空间大型绿带间的重要通道;同时F楔入G
城 镇 发 展 空 间 内 部;位 于 城 镇 组 团 之 间8从 生 态 学 角 度 出 发;通 过 控 制 和 建 设 符 合 生 态 要 求 的F生 态 廊

道GD楔形绿廊;可以维持和提高深圳市域自然生态空间内部的有机联系;加强生态控制区:生态协调区和

生态恢复区的生态连接;提高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性8同时;楔形绿廊作为城市组团隔离带的重要组成部

分;可以防止城镇发展空间的无序扩展8
楔形绿廊一般控制宽度 BHHH5以上;或为绿化隔离带;或为农田:果园8深圳市通过 BI条楔形绿廊;最

终形成山地生态系统与海岸生态系统有机结合的生态格局;并通过特区内的楔形绿廊将凉爽的海风和清

新的空气引入城市;减少城市的热岛效应8

=城市复合绿色廊道 城市交通道路是城市进行人流:物流沟通的重要经济廊道;不仅沟通了各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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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组团!还深入城镇"乡村#因此!考虑通过交通道路构建城市复合生态廊道可以充分覆盖整个区域!并且

有较大的可行性#
深圳市城市复合廊道的构建不同于一般的道路绿带规划!不仅要完成对于道路的防护作用!还要起到

生态流的传输作用#因此!廊道的建设一要加宽绿带宽度!二要注意防护绿带生物物种的多样化选择#

$河湖水系绿色廊道 深圳市有较为密集的河湖水系网络!许多河流湖泊还深入城市内部!因此!通

过河湖水系廊道的构建可以加强各生态功能区以及城镇间的生态联系!实现区域生态支持功能的共享#同

时!河湖水系的绿色廊道建设还能起到保护和涵养水源的作用#
河湖水系绿色廊道构建一方面考虑水系功能的规划!另一方面还要通过绿色廊道保证生态流的聚集

与扩散#深圳市主要河流包括深圳河"茅洲河"观澜河"龙岗河"坪山河等!在这些大型河道两侧营造 %&’

(&&)宽林带!可以保护河堤"稳固河床*海岸线长达 +,&-)!规划沿海防护林带宽度 (%&)!充分发挥防护

作用#同时这些滨河"滨海林带也将成为重要的生态联系通道#

. 结语

景观生态学主要研究地表各种景观空间格局与生态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其原理和规律为在实践中通

过优化景观格局!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提供了理论框架#生态敏感性与适宜性分析和景观格局整体优化方

法的综合运用!不仅考虑到景观单元/垂直0方向的匹配!而且关注景观水平方向的相互关联以及由此形成

的整体空间格局!是生态调控较为可行的空间途径#
案例实践通过空间途径的生态调控!将深圳市域的整体生态结构分为自然生态空间"城镇发展空间和

生态廊道 1部分#城镇发展空间主要执行文化支持的生态功能!自然生态空间主要执行环境服务和生物生

产的生态功能*生态廊道主要是起到加强生态联系!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并防止城市发展空间无序蔓

延的作用#城镇景观斑块镶嵌于自然生态景观基质中!并通过多种类型的生态廊道相连!体现出深圳市青

山绿水的环境基底!形成区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案例研究表明!景观生态规划方法的综合应用!可以将

景观生态的原理和规律比较合理的运用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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