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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景观规划韵律学研究是 目前国际景观生态规划的前沿领域。在总结景观规划的“斑一廊一基模式”基础上，将这一模式推 

广到 “斑一廊一网一基一体模式”，并尝试揭示隐藏在这一模式内的景观韵律。景观韵律包括景观要素的形状、结构、层次、组 

份、形态、配置、连通、辐射 、尺度、时序等空间结构和空间过程，景观韵律可以定义为：一定区域内特定时段景观要素的镶嵌格局 

与空间配置规律。景观度量学的数量分析方法成为景观韵律研究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在具体案例分析中，根据研究地区景观 

要素的空间配置特点 、景观韵律的空间变化规律，规划形成 3种战略点和四横四纵的景观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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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planning model and primary studies on landscape rhythm 

ZONG Yue—Guang，ZHEN Feng (The Department of Urb∞ and Resources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 210093，China)．Acta Ecolo#ca Sinica， 

2006。26(1)：221—230． 

Abstract：The studies of landscape rhythm are the frontiers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The repetition of elements in the 

landscape creates a visual rhythm。The landscape’s rhythm directs the observer from one or a set of landscape elements that can be 

repeated or arranged in a spatial order．The landscape elements usually refer to patch，corridor and matrix that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widely accepted“Patch-Corridor-Matrix model”which has widely used in landscape planning．However，new aspects such as 

landscape net and system are needed to effectively apply sustainable principles to planning and management．This paper proposes 

an improved landscape planning model，namely“Patch-Corridor-Net-Matrix—System model”，and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hidden 

rules of landscape rhythm．In general，landscape rhythm includes shapes，structure，arrangements，composition，configuration， 

connection，radiation，graduation，cycles and more in various landscape elements with different spati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Th erefore，landscape rhythm can be defined as a mosaic pattern in the study area in time as well as a kind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rules．Numerous quantitative metrics have emerged from landscape ecology that are useful for applying landscape rhythm concepts 

to sustainable landscape planning because landscape metrics describe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a landscape at a set point in time． 

Th ey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tents of the mosaic or rhythm． 

Landscape metrics can characterize landscape rhythm in a nested framework．Metrics can be categorized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landscape rhythm that they address．Patch area metrics measure the number and size of patches in the order of rhythm． 

Edge and shape metrics quanti~ the shape of rhythm and are often related to landscape elements．Landscape configuration is 

assessed through contagion rhythm and measurements related to nearest neighborhood，edge contrast，etc．These metrics are 

essential tools to address landscape rhythm patterns in a quantitative rigorous and robust manner．In this paper，it is recognized 

with a case study that four types of landscape rhythm are normally observed in the study area not only just patch shapes and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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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lso spatial arrangements of the patches and the corridors．Some strategic points，which all absolutely important for the 

landscape structull and the ecosystem safety，all need to be recognized according to landscape rhythm concept．At last，we 

suggest a strategic landscape planning with three kinds of strategic points within a 4×4 network structure in order to keep the 

spatial balance and the rhythm of the landscape ecosystem．We argue that proper and informed use of landscape rhythm and 

landscape metrics will contribute to advance landscape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towards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Key words：landscape planning model；landscape rhythm；landscape metrics；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美国景观生态学家 Forman教授把“结构一功能一变化”定义为景观生态学研究的 3要素 J，因为景观空 

间结构会影响最基本的生态功能和过程，同时景观规划和管理又会影响空间结构b ，所以“结构一功能一变 

化”也是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基础。城市规划离不开结构，空间结构可以组合成不同的结构一功能 

区，同时形成不同的空间发展过程。规划师的重要使命和艺术魅力，就是在深刻理解结构与功能相互作用的 

动态过程基础上，通过空间结构的规划，实现城市基本功能要素可持续的协调发展。 

为了使景观生态学与规划学更加紧密的结合，Forman教授进一步研究景观格局的空间结构，定义了3种 

景观结构要素：斑块、廊道和基质，即著名的“斑一廊一基模式(patch--corridor---matrix mode1)”H 。Leitao等人 

认为斑一廊一基模式对城市与区域规划具有深远影响 ]，特别是目前的大都市区可持续发展规划 。俞 

孔坚等人认为“斑一廊一基模式”是景观生态学用来解释景观结构的基本模式，普遍适用于各类景观。这一模 

式为比较和判别景观结构，分析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和改变景观提供了一种通俗、简明和可操作的语言。这种 

语言和景观与城乡规划师及决策者所运用的语言有共通之处，因而能迅速在规划设计领域内获得共鸣 。 

邬建国认为，“斑一廊一基模式”是景观生态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描述生态系统的“空 

间语言” 。 

另一方面，进一步分析“斑块一廊道一基质”模式可以发现，该模式并没有完全概括城市规划中涉及的各 

种景观要素，尽管斑块与廊道可以连接成网络，但是网络与斑块和廊道是不完全相同的另一层次景观结构，网 

络结构增加了城市系统的稳定性和复杂性，所以 Forman教授把景观网络列入另一景观层次⋯。西方一些土 

地利用规划师注意到“斑一廊一基模式”在规划中的不完善，采用生态网络的概念(ecological network concept)来 

补充这一模式 ，特别是发达国家广泛兴起的绿色廊道运动(greenways movement)(Fabos and Ahem，1995) 和 

2000年成立的欧洲生态网组织(The Europem Ecological Network，EECONET，NATURA 2000)，其宗旨就是保护景 

观网络的连通性[】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学者也广泛采用景观规划的生态网络理论。除了景观网络以外， 

城市景观规划还包括景观体，景观体可以定义为景观要素的空间组合，这种真实组合可以构成空间生态系统。 

因为城市景观至少是一个三维立体景观空间，例如城市形态、城市建筑景观的空间配置、城市天际线韵律的掌 

握、城市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等等，所以城市景观的研究不能离开城市景观体。根据这一特点，本文提出，城 

市景观规划体系应该从“斑一廊一基模式”扩展为“斑一廊一网一基一体模式”。其中斑块是城市景观结构的 

基本功能单元，廊道是城市景观流交换的通道，网络是斑块和廊道组成的更为复杂的功能结构体系，城市基质 

是景观斑块、廊道和网络的生存基础，景观体是上述景观要素叠加组合的三维景观空间系统。 

1 “斑一廊一网一基一体模式”体现的景观韵律 

实际上，“斑一廊一网一基一体模式”与城市规划中常常运用的“点一线一网一面一体模式”具有同一内 

涵。不同的是需要用生态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思 

想、动态的思想以及对立统一辩证的思想来认识它们之 

间的关系。图 1对这一规划体系各结构要素之间的关 

系作一简单说明：(1)图中的黑线表示从左到右“点一线 

一

网一面一体”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们之间没有明确 

Point Line Net Surface Body 

点 线 网 面 体 

斑块 廊道 网络 基质 景观体 
Patch Corridor Net Marx System 

图 1 城市景观规划要素之间的关系 

Fig．1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elements in urban landscap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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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线；(2)点的聚集和排列可以构成线，点线的连接可以构成网，网的加密可以构成面，面的叠加可以构成 

体，因此点、线、网、面、体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转化规律；(3)黑线的上下分别表示传统城市规划的术语和城市 

景观生态规划使用的术语，它们在概念上是一致的和相通的。所不同的是景观生态规划引入了生态学的基本 

原理。 

如果深入研究“斑～廊一网一基一体模式”，可以进一步揭示隐藏在这一模式内的景观韵律 (1andseape 

rhythm)。斑块空间格局的对称性、交错性，时间过程的周期性、节律性等等都代表一种韵律，斑块排列成廊道 

形成的是一种线性韵律，廊道组合成网与各种网孔结合起来形成方格、菱形、多边形、圆形等多种韵律。网的 

加密可以组成基，基质在层面上可以分为三大类：绿色的自然基、白色的人工基和灰色的自然人工混合基，各 

种基的组合本身就代表一种韵律。景观体的空间韵律包括景观体的高低大小组合、形态周期变化、天际线的 

波浪结构等等是历来诗人、画家精心描述的对象(图2)。本文尝试从一般规律上揭示景观韵律的基本特点和 

初步应用。 

酉  

震 I 匪  

霍  

图2 “斑一廊一网一基一体模式”中景观韵律的转化 

Fig．2 Landscape rhythm performed in the“patch-corridor-net-matrix-system model” 

2 景观韵律的基本特征及其分类 

McGarigal等人认为，景观韵律表达的是规划区内景观要素的空间结构，可以用景观度量学(1andscape 

m。tric )的数学模型来描述 ，Forman则直接把景观韵律描述为斑块的空间几何镶嵌格局 。此外，景观韵律 

是一种伴随时间而变化的动态过程，早在 1989年 Baker就通过变化速率来研究景观价值；Sklar等人曾经用空 

间动力学模型研究景观的时空变化尺度 。所以，Leitao等人认为景观韵律学和景观度量学描述的是特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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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景观空间镶嵌格局的信息 ]，包括各种景观要素的组成比例和类型，以及形状、大小、排序、等级、对称、 

交替、节律、梯度、周期等空问结构和空间过程，据此景观韵律可以定义为：一定区域内特定时段景观要素的镶 

嵌格局与空间配置规律。一定区域可以是规划区域或研究区域，特定时段限定了景观韵律的时间变化范围， 

景观要素包括斑、廊、网、基、体等要素，镶嵌格局则是景观空间结构的形成基础。显然，景观韵律学是研究景 

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景观度量学是其重要的定量分析手段。 

Leitao等人把景观度量分为3种基本类型：组分度量(composition metrics)、配置度量 (configuration metric)以 

及连通度量(connectivity metrics)。组分度量包括斑块形状、(patch shape)、大小(size)、均衡性(proportion)、丰度 

(richness)、平均性(evenness)、优势度(dominance)和多样性(diversity)等，例如某一景观要素面积的比例、等级、 

类型等等 ；配置度量是景观韵律的空间外在表现特征及其景观格局，例如 Forman等人曾经用周长比率研 

究景观要素的尺寸和形状比(ratio ofperimeter)，Keitt等人根据渗透理论采用螺旋半径(radius of gyration)研究构 

形特征-】 。此外配置度量还包括区位性、对称性、开放性、散布性、蔓延性以及边缘差异性等等，也有人提出 

分形(fractal dimension)也是一种配置韵律 J。连通度量是景观规划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 

及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连通韵律 。]，在景观破碎化状态下，景观廊道的连通以及景观网络的形成对 

于生物种群的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连通度量不仅体现在廊道上，而是一种将斑块和廊道组合在一起的 

景观网络韵律，因此 Forman等人曾经根据图论的方法研究连通网络。Linehan等人则在新英格兰中心的绿网 

规划中，运用图论评价景观生态网络韵律的连通度和协调性 。Herzong等人归纳总结前人的工作，认为通过 

8～30 m分辨率的遥感影像可以分析 13种景观度量特征，其中景观要素的分类可以达 2～17种土地利用类 

型，面积尺度从3．2—9678 km： 。Lauch等人则认为，景观度量主要包括斑块数量、面积、边长、形状、多样性 

和配置等等 。尽管目前国外的景观韵律学研究重点是斑块的数量分析特征，本文尝试把这一概念拓展为 

景观要素的综合特征，在总结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初步把景观韵律分为 lO种类型： 

(1)形状韵律 形状韵律表现的是景观要素的形状变化规律(图 3)，其中最明显的是边长的变化。从图 

中可以看到，斑块从三角形到圆经历了边数不断增加的过程。 

图3 形状韵律的部分特征 

Fig．3 ,Some characters of shape rhythm 

(2)结构韵律 结构韵律表现的是景观要素的结构变化规律(图4)，水系、山脉等 自然景观具有自己独特 

的韵律，各类人工景观同样也表现出不同的韵律，例如自然水面的圆形韵律、农田的块状韵律、街区的格网状 

韵律等等。其中，网孔的大小和形状已经成为景观学家研究景观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④ ④ ④ 0 
图4 结构韵律的部分特征 

Fig．4 Some characters of structural rhythm 

(3)层次韵律 景观层次性是 自然界最伟大的韵律之一(图5)，地球的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和大气圈层 

结构本身就表现一种层次韵律。在生物圈中，植被的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也是一种韵律，此外植物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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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层间分布等，其中生态系统金字塔表现的是十分之一能量转换规律作用下的典型层次韵律。在城市景观 

中，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等级表现出城镇体系的层次韵律。此外，中心商务区的摩天大楼、立交桥的结构同样 

表达城市景观的某种空间层次韵律。 

(4)组分韵律 组分韵律表达的是景观要素的空间组合，也可以称为景观镶嵌结构(图6)。在自然生态 

系统中，最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是由多样化的物种组成，在空间上构成独特的组分韵律。在城市生态系统中， 

伴随着城市的增大，组分趋向于多样化和复杂化，这是城市生态系统走向稳定的标志之一。多样性组分韵律 

可以用 Shannon或 Simpson多样性指数描述，例如 Crews．Meyer运用斑块的组分度量研究泰国东南部地区农田 

和森林斑块的演替过程 。 ． 

一 一 一  
图5 层次韵律的部分特征 

Fig．5 Some characters of arrangement rhythm 

圈 豳 豳 ■ 圈 
图6 组分韵律的部分特征 

Fig．6 Some characters of composition rhythm 

(5)形态韵律 形态韵律表达的不是景观要素的空间形状，而是景观要素的空间表现形态(图7)，包括阶 

梯形、锯齿形、波浪形、脉冲形、人字型、弧形、U形、花朵形、枝形、叶形等多种形态。例如建筑体的形态、水网 

和道路网的形态、城市形态等等。 

陬m IIIIIIfI 
图7 形态韵律的部分特征 

Fig．7 Some characters ofform rh~hm 

～  
(6)配置韵律 配置韵律是由于景观要素的空间配置不同产生的各种韵律(图 8)。既有中心配置又有对 

称配置、辐射配置、点轴配置、网络配置以及远近高低配置、疏密配置等。在配置韵律的作用下，可以形成各种 

景观格局，Trani等在总结前A-r-作的基础上，运用辨别分析和多项指数研究美国 Virginia州的非森林化景观 

格局 圳。 

(7)连通韵律 连通韵律可以分为斑廊连通韵律、网络连通韵律等(图9)。网络韵律可以进一步分为枝 

状网、环状网等，环状网可以进一步分为细胞网、环射网等等。由于网络结构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 

各种生态流的传送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道路网、水网、基础设施网、绿化网等等是景观规划的重要内容。 

(8)辐射韵律 辐射韵律可以分为中心辐射、廊道辐射、对称辐射、网络辐射、面辐射和体辐射等多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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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表现出辐射源的空间影响强度、范围和梯度变化。景观上的植被交错带、城乡交错带、河流、道路影 

响带等都是辐射韵律的表现形态。Zhang等人运用 GIS研究上海大都市城市化过程中的空间梯度度量的韵律 

特征 。 

O 串 
图8 配置韵律的部分特征 

Fig．8 Some characters of configuration 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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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连通韵律的部分特征 

Fig．9 Some characters of connectivity 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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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辐射韵律的部分特征 

Fig．10 Some characters of radiate 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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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尺度韵律 景观尺度有大、中、小和超大型尺度之分(图 11)，景观尺度一般是以人的视野和活动范围 

来划分的。同样一种景观要素在不同尺度下会表现出不同的景观形态与结构 。 

I．．．．．．．．．．．．．．．．．．．-_J 

图 11 尺度韵律的部分特征 

Fig．1 1 Some characters of scale rhythm 

(1O)时序韵律 时序韵律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增长与消亡过程代表某种韵律(图 l2)，此外还有介于这 

两者之间的各种脉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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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景观配置韵律规划的案例分析 

葫芦岛市，地处辽宁省西南部，东邻锦州，西接山海关，南临渤海辽东湾，与大连、营口、秦皇岛、青岛等市 

构成环渤海经济圈，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全市扼关内外咽喉，为东北地区的西大门，山海关外第一市
，是连接华 

北与东北交通、经济、社会联系的必经之地(图 13)。本文的景观生态规划试图在全面分析景观配置韵律的基 

础上，对研究区的景观空间结构体系进行规划。 

O 

● ■ _II III 
图 l2 时序韵律的部分特征 

Fig．12 Some ellaraeters of temporal dly￡}1m 

◆ 

、 一 

3．1 景观结构要素分析 

本区城市景观结构由基质、斑块、廊道和网络共同构成的。基质环境是指城市景观中具有相对一致背景 

的景观结构基础，是各种景观单元赖以生存的基础和载体，主要包括地形、地质、土壤、水文、植被等，在景观 

上形成大面积的块状、条带状以及面状结构。本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基质主要由滨海低山丘陵生态系统和海洋 

生态系统组成。自然生态系统原意指没有人为干扰破坏形成的纯自然生态体系，包括生物和当地气候、水文、 

地质、地貌、土壤等各种环境要素。由于本区长期受到人为因素的强烈干扰破坏，纯天然植被已经不复存在， 

形成经过人类保护和恢复的半 自然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以广阔的渤海湾为基质，形成山海复合生态系统。 

本区地处松岭山脉南翼和燕山山脉余脉地带，属于燕山低山丘陵伸向海洋的延伸区，海拔高度 100 nq以下，形 

成两山夹一湾的地貌韵律特点(图 14)。 

本区景观斑块主要由城市斑块、农业斑块和自然斑块组成。城市斑块主要分布在本区南部，农业斑块主 

要分布在本区北部，自然斑块主要分布在葫芦山庄旅游区、滨海区以及河流两侧。本区景观廊道主要由河流 

廊道、生物廊道、道路廊道和各种基础设施网络组成。河流廊道主要由五里河、连山河、周流河组成，五里河分 

布在本区南部，连山河分布在本区中部，周流河分布在本区北部；生物廊道分别沿着河流两侧、滨海地区以及 

交通道路沿线两侧以及高压走廊下面形成；道路廊道主要有龙程街、疏港路等；各种基础设施网络主要由高压 

走廊、输油管线、地下光缆等组成。景观生态网络是由各种景观功能单元和自然、经济、社会等各种关系网组 

合而成的空间网络体系。本区水网景观由渤海锦州湾水域与五里河、连山河、周流河水系共同组成。道路网 

景观由龙程街和疏港路交叉形成的主干线组成，其中龙程街是本区主要景观大道。植被网景观主要由海岸防 

护林、人工杨树林、河岸湿地植物以及各种次生灌木草本植物组成。 

根据本区的景观结构特点，分为 3个基本结构单元。南部是由半岛和五里河冲积扇组成的景观单元，中 

部是由葫芦山庄半岛和连山河冲积扇组成的景观单元，北部主要由低山丘陵组成的景观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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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葫芦岛市位置图① 

Fig’13 The location of Huludan city 

图 14 本区自然与人工过程表现出来的景观韵律特点。 

F 14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rhythm with natural processes and 

artificial activities 

3．2 景观结构韵律和景观战略点 

本区及其周边环境中滨海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山一湾一山一湾的地貌结构韵律，自滨海向内陆表现出基质 

一 廊道一基质一廊道的带状人工结构韵律，同时围绕旧城中心形成工业一居住一工业一居住的环状人工建筑 

韵律，因此在本区的景观体系设计中要表现出这种韵律特征(图 15)。在这种景观韵律条件下，形成几个重要 

景观战略点。景观战略点是对于局部景观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景观功能单元，俞孔坚认为景观战略点对 

控制水平生态过程有关键性的作用，并且给出5种景观战略点的空间位置：鞍部战略点，交汇处战略点，中央 

b 

图 15 葫芦岛地区几种典型的景观韵律特征分析 

Fig．15 The analysis of some typical landscape rhythm in the landscape of Huludao 

① 南京大学城市规划学院．葫芦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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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点，边缘战略点和角落战略点 瑚 。作者在本案例研究中进一步推广这种观点
，按照它们在景观过程中 

的功能分为生态环境景观战略点，商业景观战略点，工业景观战略点，污染治理战略点
，农业景观战略点等等。 

根据本区的特点，主要确定 3类战略点：笊笠头子旅游生态区战略点(图 16A)，主要功能担负连接滨海区以及 

张家沟方向的景观廊道；锌厂北污染治理战略点(图 16B)，主要功能担负治理五里河、连山河方向以及整个区 

域的水污染，远期可以增加固体废物治理功能；北部生态区连接战略点(图 16C)，主要肩负联系本区与锦州市 

生态保护区的连接功能 

3．3 景观韵律规划结构体系 

本次规划根据景观生态韵律学原理和方法营造本 

区景观生态结构，构建景观生态结构的具体设想是：维 

护山海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生态服务功能，营建工业、 

农业、旅游业、居住区等城镇生态斑块建设区和营建生 

态敏感斑块保护区，保障四纵四横主要廊道和网络，控 

制、建设和改造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点，形成斑一廊一 

网一基一体“井田”型景观生态结构网络体系(图 16)。 

由于本区以工业为主，位于山海自然生态系统之 

问，为了减少对城市的干扰，采用封闭性的绿色景观结 

构。西北部以京哈铁路绿色走廊为边界，南部以五里河 一 

廊道为界限，东部以滨海植被带为边界，北部以行政区 Fi
g．16 sk t。h p 0f Iand 印 p ti l v te ith f0 h 且nd 

为边界，形成四横四纵的景观空间系统、三大景观结构 1on l networks based。 Patch-Corridor-Net-Matrix-Systemmod 1 

单元、三大景观战略点和一条景观连接大道。四横由连 A笊笠头子旅游生态区战略点；B锌厂北污染治理战略点；C北部生 

山河、五里河、葫芦山庄～张家沟廊道和北部边界组成；态区战略点A·Strategic point of ecological tour 7~3on Zhaolltouzi；B· 

四纵由滨海区依次为：滨海海防林景观廊道、龙程街景 gi。poim of 诅 “砒i m m m 。N。nh zi“ 

观大道、高速公路廊道以及北部丘陵廊道。景观廊道的 Fac佃珂 · 州。 p。 “。n 

重要作用是保证自然斑块的衔接和连续性，保障景观生态流的畅通，同时起到对污染企业的生态隔离作用。 

本区近邻老工业基地，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协调好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是实现本区可持续 

发展的中心环节。 

4 结论与讨论 

景观规划韵律学的研究是当今世界上景观生态规划的前沿研究领域，国内对此研究的文献还不多见。本 

文在总结景观规划的“斑一廊一基模式”的基础上，将这一模式推广到 “斑一廊一网一基一体模式”，指出这一 

模式与我们城市规划中常常运用的“点一线一网～面一体模式”具有同一内涵，不同的是其内在的生态学原理 

和景观生态学含义。此外，可以进一步揭示隐藏在这一模式内的景观韵律。本文在具体案例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研究地区景观要索的空间配置特点、景观韵律的空间变化规律，规划形成四横四纵的景观空间系统，通过 

控制、建设和改造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点，形成斑一廊一网一基“井田”型景观生态结构网络体系。 

应该指出，上述研究是初步的尝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中运用景观韵律学原理。其理论、方法与案例 

分析都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需要研究的内容包括景观韵律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景观韵律的基本特 

征、形成机制、动态演替以及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景观韵律学在揭示 

景观空间结构规律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特别在景观度量学的定量分析技术支持下，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 

理论框架研究和实践应用的补充和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①南京大学城市规划学院．葫芦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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