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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景观功能评价的目的是对乡村景观所发挥的经济功能B社会功能B生态功能和美学功能进行合理评价3揭示现有乡村

景观中存在的问题和确定将来发展的方向3为乡村景观规划与设计提供理论依据C探讨了乡村景观功能评价的内涵3并根据乡

村景观所具有的 ?方面功能3初步构建了由项目层B因素层和指标层所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C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综合评判模型3
以北京市顺义区 #个乡镇作为评价对象3得到如下结果<67;龙湾屯镇和木林镇景观的社会功能较低3须通过农业科技园区的建

设3实现区域农业结构的调整优化3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和农产品供求状况@6!;李桥镇和南彩镇景观的生态功能较低3开展景观

规划与设计时3特别注重功能组团设计3保留果园B林地B农田B水域等自然景观类型3提高景观的生态稳定性@6?;赵全营镇和李

桥镇景观的美学功能较低3应注重环境保护B新旧建筑间的衔接3提高绿色覆盖度3从而使景观的有序性B环境状况和自然性得

到增强@6";景观功能评价综合指数处在o较好p标准的有张镇B北务镇和高丽营镇3处在o一般p标准的有北小营镇B李桥镇B木林

镇B赵全营镇3处在o较差p标准的有南彩镇B龙湾屯镇C评价结果基本与实际相符3说明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是可行的C
关键词<乡村景观@景观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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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同土地单元镶嵌组成的景观大多数具有明显视觉特征,从而使其兼具有经济 生̂态和美学价值,这种价值判断是景观

规划和管理的基础_Q‘a因此,乡村景观功能评价的目的是对乡村景观所发挥的经济功能 社̂会功能 生̂态功能和美学功能进行合

理评价,揭示现有乡村景观中存在的问题和确定将来发展的方向,为乡村景观规划与设计提供依据a
在过去的 WR%里,国外学者对乡村景观功能评价有过大量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根据各国的国情提出了景观评价 的 指 标 体

系_WbZ‘,特别是欧盟,由于其共同的农业政策要求既要保证粮食安全,又要保护乡村地区的景观质量,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需要建

立一套指标体系去评价乡村的可持续性,于是在 QTTUbQTTc年邀请环境 社̂会 地̂理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对乡村景观的可持续性

进行了讨论研究,最终确定了乡村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_Z‘a在评价方法上利用模糊综合评判理论和人工神经网络,并运

用 def和 gf等先进手段进行了景观评价的实例研究_T,QR‘a国内学者对乡村景观评价只从乡村景观的单个方面V生态环境质量

方面_QQ‘ 景̂观美学方面_QW,QU‘ 景̂观生态评价理论和应用方面_QXbQZ‘Y进行了研究,没有综合考虑景观所具有的经济价值 生̂态价

值 美̂学价值a本文试图从乡村景观具有的社会经济功能 生̂态功能 美̂学功能出发,探讨乡村景观功能评价的指标体系,并选取

具体的实例进行研究,希望对我国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提供理论支持a

h 乡村景观功能评价的内涵

乡村景观功能评价是应用景观生态学原理 景̂观美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知识,通过研究乡村景观格局与生态学过程以及人

类活动与景观的相互作用,在景观类型划分和生态分区的基础上,分析乡村景观的特征和功能,揭示乡村景观存在的问题,提出

图 Q 乡村景观功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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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优化利用的对策和建议a乡村景观功能评价主要体现在提

供 农 产 品 的 第 一 性 生 产 功 能 保̂ 护 与 维 持 生 态 环 境 平 衡 的 功 能

以及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观光资源的功能V见图 QYa传统乡村景

观 仅 仅 体 现 了 第 Q个 层 次 的 功 能,而 现 代 乡 村 景 观 的 发 展 除 立

足第 Q方面的功能外,越来强调后 W个方面的功能a因此,乡村

景观功能评价应包括社会效应 生̂态效应 美̂学效应 U方面a社

会 效 应 主 要 是 乡 村 景 观 为 城 市 提 供 农 产 品 的 第 一 性 生 产,给 区

域内人们带来收入,创造财富a生态效应主要反映乡村景观维持

生态平衡的状况及景观生态破坏程度a例如顺义区乡村景观的

生 态效应表现在能减轻工业5三废7污染的危害,降低城市噪音,
维 持 生 态 平 衡,建 立 人 与 自 然,都 市 与 乡 村 景 观 和 谐 的 生 态 环

境,为人们提供幽静 清̂新的居住环境a美学效应反映乡村景观

对人们心理和生理作用所产生的美好感受a

j 乡村景观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j>h 指标选取的原则

作为衡量乡村景观功能的指标体系,不仅应遵循客观性 科̂

学性 完̂整性 有̂效性的普遍原则外,还应从 U个方面进行考虑a

VQY评价区乡村景观的特点 乡村景观类型多样,其特点是大小不一的居民住宅和农田混杂分布,既有商业中心 工̂厂,又

有农田 果̂园和自然风光a本文以顺义区为评价对象,它是一个靠近建成区的郊区,有郊区化后的高档住宅区,有机场 开̂发区,
有高尔夫球场等新的用地类型,其乡村景观具有生态流的复杂性 景̂观多样性 功̂能多样性 生̂态脆弱性等特点a因此,乡村景观

功能评价的指标体系应充分考虑乡村的特点,结合评价区的实际情况,选取相应的指标a

VWY人们普遍的审美标准 例如久居高楼如林 车̂声嘈杂的城市人们,期盼着亲近自然 返̂回自然,旅游农业 观̂光农业应运

而生a据](*4&O_QT‘的分析,大多数人所知的景观正向美学评价有Nk合适的空间尺度Pl景观结构的适量有序化>有序化是对景

观要素组合关系和人类认知的一种表达,适量有序化而不要太规整可使得景观生动,即具有少量的无序因素反而是有益的Pm
多样性和变化性,景观类型的多样性和时空动态变化Pn清洁性,即景观系统的清新 洁̂净与健康,o安静性,即景观的静寂 幽̂

美Pp运动性,包括景观的可达性和生物在其中的移动自由Pq持续性和自然性,景观的开发利用体现可持续思想,保持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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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指标体系应具有层次性 指标体系应根据研究系统的结构分出层次%由宏观到微观%由抽象到具体%如构建目标层&准

则层&指标层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指标分析!这样可以使指标体系结构清晰%易于使用!

’(’ 指标体系的总体框架

根据上述乡村景观功能评价的内涵以及上述指标选取的原则%并考虑到目前国内外有关景观评价的各种方法%构建了 #个

层次的乡村景观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第 )层次是项目层"*+,-$%即包含乡村景观 #个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美学功能0第 1
层次是评价因素层"234+56$%即每一个评价准则具体有哪些因素决定0第 #层次是指标层"*78,9$%即每一个评价因素有哪些具

体指标来表达!具体结果见表 )!

表 : 乡村景观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 @AB?CDEDF?GHIIJAKFLHA<>?M<>J<FLHAHINJN<>><ABDK<O?

项目层 *+,- 因素层 234+56 指标层 *78,9

社会功能

P54Q3RST74+Q57"U)$
经济活力性"V)$
W4575-Q4RQXQ7Y7,ZZ

单位面积产值 [658T4+Q57X3RT,\,636,3"])$/人均纯收入 ,̂+Q745-,\,643\Q+3"]1$/年人

均纯收入增长率 _77T3RQ746,3Z,63+Q55S7,+Q745-,\,643\Q+3"]#$
社会认同性"V1$
P54Q3R6,4,QX3‘QRQ+a

农产品商品率 b3+Q55S+637ZS56-Q7Y3Y6Q4TR+T63R\658T4+Q7+545--58Q+Q,Z"]c$/农产品供求

状况 PT\\RQ,Z3786,dTQ6,-,7+5S3Y6Q4TR+T63R\658T4+"]e$
生态功能

W45R5YQ43RST74+Q57"U1$
生态稳定性"V#$
W45R5YQ43RZ+3‘QRQ+a

林木覆盖率 b3+Q55SS56,Z+36,3"]f$/土地退化面积率 b3+Q55SR3788,Y,7,63+Q5736,3"]g$/
水土流失率 b3+Q55SZ5QR,65ZQ5736,3"]h$/湿地面积比 b3+Q55Si,+R37836,3"]j$

异质性"Vc$
k,+,65Y,7,Q+a

Pl37757多 样 性 指 数 Pl377578QX,6ZQ+aQ78,9"])m$/景 观 优 势 度 指 数 n378Z43\,,X,77,ZZ
Q78,9"]))$/景观破碎化指数 n378Z43\,S63Y-,7+3+Q57Q78,9"])1$

美学功能

_,Z+l,+Q43RST74+Q57"U#$
有序性"Ve$
o68,6

居民点总平面布局状况 p,7,63RR3a5T+Z+3+TZ5SZ,++R,-,7+"])#$/居民点建筑密度 UTQR8Q7Y
8,7ZQ+a5SZ,++R,-,7+"])c$/相对均匀度 b,R3+QX,,X,77,ZZ"])e$

自然性"Vf$
3̂+T63R7,ZZ

绿 色覆盖度 p6,,77,ZZ45X,63Y,"])f$/农地景观面积比 b3+Q55S3Y6Q4TR+T63RR378Z43\,36,3
"])g$

环境状况"Vg$
W7XQ657-,7+Z+3+TZ

地 面 垃 圾 的 处 理 率 b3+Q55SY65T78Y36‘3Y,8QZ\5Z3R"])h$/区 域 环 境 噪 声 b,YQ573R
,7XQ657-,7+75QZ,"])j$/水 体 质 量 指 数 q3+,6dT3RQ+aQ78,9"]1m$/大 气 质 量 指 数

_+-5Z\l,6,dT3RQ+aQ78,9"]1)$
奇特性"Vh$
o88Q+a

地貌奇特度 [laZQ5Y75-a588Q+a"]11$/名胜古迹丰富度 P4,7Q4Z\5+6Q4l7,ZZ"]1#$/古迹胜

地知名度 P4,7Q4Z\5+S3-5TZ7,ZZ"]1c$
视觉多样性"Vj$
rQZQ578QX,6ZQ+a

景观 类 型 相 对 丰 富 度 n378Z43\,6,R3+QX,6Q4l7,ZZ"]1e$/地 形 地 貌 多 样 化 [laZQ5Y75-a
8QX,6ZQ+a"]1f$

s 绿色覆盖度指区域内植被和水域的面积与区域总面积的百分比0农地景观面积比指区域内农用地景观"耕地景观/园地景观/草地景观$

面积与区域总面积的百分比0Pl37757多样性指数/景观优势度指数/景观破碎化指数/相对均匀度/景观类型相对丰富度的表达方法参阅相关

文献t1mu0地貌奇特度/地貌多样化等美学功能方面的指标含义参阅文献t)#u

v 乡村景观功能评价方法

v(: 指标权重的确定

确定权重的方法有多种%如 ],R\lQ法/_k[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来确定权重%即采用

_k[法/结合专家咨询%根据研究区的特点确定项目层/因素层/指标层各指标的权重如下.
项目层 U)"mwce$/U1"mw#)$/U#"mw1c$0
因素层 V)"mwec$/V1"mwcf$/V#"mwfe$/Vc"mw#e$/Ve"mw)h$/Vf"mw1#$/Vg"mw1)$/Vh"mw11$/Vj"mw)f$0
指 标 层 ])"mw1g$/]1"mwce$/]#"mw1h$/]c"mwcc$/]e"mwef$/]f"mw1c$/]g"mw1g$/]h"mw1e$/]j"mw1c$/])m"mw#e$/]))

"mw#c$/])1"mw#)$/])#"mwch$/])c"mw1g$/])e"mw1e$/])f"mweg$/])g"mwc#$/])h"mwcc$/])j"mw1h$/]1m"mw)m$/]1)"mw)h$/]11

"mw#)$/]1#"mw##$/]1c"mw#f$/]1e"mwfe$/]1f"mw#e$!

vw’ 评价指标的量化与标准化处理

为了便于比较%根据各因素/因子的作用性质及表现形式%采用以下 1种方法对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及标准化处理.

")$定量评价指标中 x对于地面垃圾的处理率/区域环境噪声/水体质量指数/大气质量指数等环境状况指标%用国家一

级环境标准作为其标准值0对于经济活力性指标用我国统计局提出的小康社会指标值作为其标准值!y其它定量指标以全国该

类型区域某指标的最大值"正向指标$或最小值"逆向指标$作为评价的标准值!z对于正向指标用该指标的实际调查值去除以

该指标的标准值%对于逆向指标则用该指标的标准值去除以该指标的实际调查值%即得到该指标的评分值!

"1$对于定性评价指标如农产品供求状况/居民点总平面布局状况/地貌奇特度/名胜古迹丰富度/古迹胜地知名度等指标

按专家评分法来确定!首先将每一项指标分为优"_$/良"U$/中"V$/低"]$/差"W$e个等级%每个等级系数分为 )wm/mwh/m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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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由评估专家组’(人以上)的各位专家按照评价指标所考核的内容*进行打分*最后根据下式计算该评价指标的评

分值+
定性指标的评分值 , -每位评议专家选定等级系数 .评议专家人数

/"/ 综合评价模型

本次研究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即常用的综合评分法&乡村景观功能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每一单项指标*都是从不同侧

面来反映区域景观的状况*要想反映全貌还需从指标层向目标层逐步进行综合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0 因素层的公式

1,2
3

4,5
’647 84)

式中*1为因素层中某个因素的评价值964为指标层中第 4个指标的评分值’计算方法同前)984为指标层中第 4个指标的

权重93为指标层中指标的个数&

:项目层的公式

;,2
<

=,5
’1=7 >=)

式中*;为项目层某个项目的评价值91=为因素层中第 =个因素的评价值9>=为因素层中第 =个因素的权重9<为因素层中

因素的个数&

? 综合评价值的公式

@,2
A

B,5
’;B7 CB)

式中*@为综合评价值9;B为项目层中第 B个项目的评价值9C=为项目层中第 B个项目的权重9A为项目层中项目的个数&
按上述公式即可得出评价结果*参照国内外的各种综合指数的分组方法*对综合评价值进行评判集标准的确定’表 %)&

表 D 乡村景观功能评判标准

EFGHID JKLMIKLNONPPQORMLNOFHISFHQFMLNONPKQKFHHFOTURFVI
综合评估值

WXYZ[\]̂_‘[abX‘̂c[[cXYZX‘̂\_
d!ef( !e#(g!ef( !eh(g!e#( !e%(g!eh( i!e%(

评判标准 jb̂‘[b̂\_\][cXYZX‘̂\_ 优异 klm[YY[_‘ 较好 n[‘‘[b 一般 obp̂_Xbq 较差 r\bs[ 很差 r\bs‘

t 实例分析

teu 景观类型划分和数据获取

本研究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并参考土地利用分类*将研究区景观分为生态环境保护区$经济林果区$居住建设生活区$特

色农业区和粮食生产区五大景观区*在此基础上分为耕地景观$园地景观$林地景观$草地景观$建设用地景观$水域和未利用地

景观七大景观类型*并根据各类自然及人工系统将各景观类型分为以下景观要素+耕地景观包括旱地$水田$菜地景观要素9园

地景观包括果园和人工苗圃景观要素9草地景观包括天然和人工草地景观要素9林地景观包括天然林地和人工林地’不含居民

点 等用地内的绿化用地)景观要素9水体景观要素9建设用地景观包居民点与工矿$交通用地’铁路$公路$机场)景观要素*未利

用地包括荒草地$裸土地和盐碱地景观要素&最后根据景观类型的划分和 %!!5年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利用 vXwxyz软件分别得

出了 {个乡镇的景观类型图&
本研究所涉及的指标值的获取途径主要基于 h方面+0对于单位面积产值$人均纯收入$年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森木覆盖

率$土地退化面积率$水土流失率等指标值直接来源于顺义区 %!!5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09:对于 z|X__\_多样性指数$
景观优势度指数$景观破碎化指数等景观指数值根据 {个乡镇的景观类型图*利用 }bXas‘X‘s%"!计算得出9?对于农 h产品供

求状况$地貌奇特度$名胜古迹丰富度$古迹胜地知名度等定性指标通过邀请 5!名专家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选定等级系数*利

用上述评价方法中的相关公式计算得出&

t"D 评价结果和分析

根据上述构建的乡村景观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得到顺义区 {个乡镇’北小营镇$李桥镇$张镇$木林镇$北务镇$
南彩镇$龙湾屯镇$高丽营镇$赵全营镇)的景观功能评价结果’表 h$图 %)&

从表 h和图 %看*景观的社会功能方面*高丽营镇最大为 !e~!h*其次为北务镇 !e(hf&目前龙湾屯镇的数值仅为 !"%f!*在

5{{5{期 谢花林 等+乡村景观功能评价

0 顺义区统计局e顺义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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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顺义区 "个乡镇景观功能评价结果比较图

#$%&! ’()*+,+-$./01+,-(23+4560+*/2740-$(4+3/.+37+-$(4(24$4/

.$33+%/6$481749$5$6-,$0-

表 : 顺义区 ;个乡镇景观功能评价结果

<=>?@: <A@B@CD?EFG?=HICJ=K@LHE@MB=ELN@@N=?D=ELFHFGHLH@EFOHCLH

PADHQLILCEBLJE

社会功能

8(0$+3
2740-$(4

生态功能

R0(3(%$0+3
2740-$(4

美学功能

S/6-1/-$0
2740-$(4

综合评价值

T+37/(2
$4-/%,+-/
/.+37+-$(4

北小营镇 U/$V$+(9$4%-(W4 X&YZZ X&[Z[ X&Y"[ X&Y\Y
李桥镇 ]$̂$+(-(W4 X&_XZ X&!‘" X&!YY X&Y\a
张镇 b1+4%-(W4 X&_Y‘ X&[Y_ X&[YZ X&[aX
木林镇 c73$4-(W4 X&!"" X&_Z! X&YYX X&Y‘!
北务镇 U/$W7-(W4 X&_"_ X&Y\_ X&Y\[ X&[\a
南彩镇 d+40+$-(W4 X&Y[! X&YYZ X&!_\ X&YZa
龙湾屯镇 ](4%W+4%-74-(W4 X&!‘a X&[X! X&Y\_ X&YY‘
高丽营镇 e+(3$9$4%-(W4 X&\XY X&Y[a X&YZ‘ X&[__
赵全营镇 b1+(̂7+49$4%-(W4 X&[a" X&Y_[ X&!Y! X&Ya_

"个乡镇中是最低的f其原因主要是农业还停留在传统农业生

产上f农产品结构不合理f农产品商品率低g而高丽营镇h北务

镇之所以名列前茅f则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调整f农产品结构合

理f发展特色农业g因此f龙湾屯镇h木林镇等乡镇要想提高景

观 的 社 会 功 能f须 大 力 发 展 外 向 型 农 业f农 产 品 出 口 创 汇f同

时通过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f实现区域农业结构的调整优化f
从 而 使 单 位 面 积 产 值h人 均 纯 收 入h农 产 品 商 品 率h农 产 品 供

求 状 况 等 指 标 值 得 到 提 高f景 观 的 社 会 功 能 达 到i良 好j
的标准g

景观的生态功能方面f排在前面的木林镇f比最低的李桥

镇高出 Xk!YYg李桥镇之所以落后f主要是由于北京市城市建

设的快速发展f李桥镇景观在不断受到冲击g如住宅小区逐渐

增多f边缘集团规模不断扩大f绿化隔离带内农田和菜地被蚕

食h挤占的现象日益严重g特别是受到短期经济利益的趋势f
大量的果园被伐建成了别墅区g这些使得李桥镇的景观生态

稳定降低g因此f李桥镇h南彩镇等乡镇开展景观规划与设计

时f要 特 别 注 重 保 留 果 园h林 地h农 田h水 域 等 自 然 景 观 类 型f
从而提高景观的生态功能g

景观的美学功能方面f张镇最大为 XkY\_f而赵全营镇h李

桥镇最小g张镇美学功能排名第一f主要因为该镇是山地和平

原 的 交 接 地 带f境 内 有 无 名 河h金 鸡 河f景 观 类 型 丰 富f有 农

地h林地h水域等自然景观类型f这些使得张镇的绿色覆盖度h
农地景观面积比h景观类型相对丰富度h地貌多样化等指标值

较高f从而使自然性h奇特性h视觉多样性等方面较好g而赵全

营 镇h李 桥 镇 落 后 是 新 旧 建 筑 间 悬 殊 较 大l住 宅 分 布 不 规 则f
环 境 脏h乱h差f公 共 设 施 基 本 没 有l村 内 住 区 绿 化 也 比 较 落

后f只 在 部 分 道 旁 零 星 点 缀 了 一 些 小 叶 黄 杨 等 小 型 灌 木g因

此f赵全营镇h李桥镇等乡镇应注重环境保护h新旧建筑间的衔接f同时尽量提高绿色覆盖度f从而提高景观的有序性h环境状况

和自然性g
从表 !h表 Y可以看出f景观功能评价综合指数处在i较好j标准的有张镇h北务镇和高丽营镇f其中张镇排在第 Z位g张镇

之所以名列第一f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由粮食生产为主转变为果林业h蔬菜h花卉苗圃h工副业等综合发展的复合型产业结构f
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f加速优质粮h无公害蔬菜h优质水果h种猪h种牛h饲粮h饲草产业的发展f并优化区域布局f形成规模化h专

业化h基地化经营f使得该镇的单位面积产值h农产品商品率h农产品供求状况等较高f从而社会功能处于i较好j的标准g另一方

面张镇在生态功能h美学功能方面也很出色g景观功能评价综合指数处在i一般j标准的有北小营镇h李桥镇h木林镇h赵全营镇g
景观功能评价综合指数处在i较差j标准的有南彩镇h龙湾屯镇g南彩镇之所以处于i较差j的标准主要是由于景观的社会功能h
美学功能h生态功能都较低g

从 这 "个乡镇的评价结果来看f都没有达到i优异j的标准f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全面提升景观的功能f如科学开展景观

规划与设计f针对现状景观功能评价中暴露的经济h生态h美学问题f加大投入f进行生态恢复和重建f功能组团设计f生态社区

建设及园林建设等设计f使乡村景观发挥合理的地域功能g
乡村是未来居民的理想居住区g未来乡村景观建设的主旨是强调乡村景观的和谐性h高效性和有序性g乡村景观的建设模

式应是i田园城镇jf主要是为了借助乡村生态系统相对完善的优势f将乡村田园风光所具有的天蓝地绿h气洁水畅h鸟语花香h
和谐而非平衡h高效而非高速的特点与具有现代化设施的城镇建设结合在一起f城乡结合h优势互补f环境优雅h和谐高效f建设

出具有田园特色h山水特色的中国生态城镇g

m@G@B@HJ@Cn

oZp q$+(rdf]$qbfe+(sftuvw&xvyz{|v}tt|~w~!"&U/$#$4%n80$/40/$,/66f!XXY&

!""Z 生 态 学 报 ![卷

万方数据



!"# $%%&’()*+,)*-./01234567895:;<=566>6?567@9A=A?>95=B;CDAEF83GHIJK-L’MN/O./0LPQQR3

!S# T%%+/UV3G*WX;CYA78AZ@6[>EA6X;6C5=\X:59C]88;88X;6C3-%*+%*WÎ _%0+V0%%&NK*.O/0N.‘UK$-a0/NNLPQQb3cdeQ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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