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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景观生矗空同蓿局的度量是景观生盎学研究的置要基础，也是量观生志学的棱心阿矗之一． 率文建 

立丁度量景观生卷空阿格局的动态指标件系，包括类斑匀度、斑匀度 共斑敢度、斑散度、斑袋的贴 近 

度、斑块的形状指标，粪斑丰度，斑 丰度、带丰度 带斑比、边缘强度， 量观网培的莲通度和景观同培 

的玮圄度指标苷． 

差■俩-景观生卷学．空闻格局，指标件系． 

景观生态学的内容之一是研究人类社会与其生存空间(景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生态 

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景观生态空问格局分折是景观生态学的核心之一，如何度量景观生态空 

间格局是景观生态空间格局分析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分析景观及其蛆分的大小、数目、形 

状，分布及组台方式等问题已经有人讨论过e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进一步完善景观 生 态 

空间格局度量指标 ，同时建立起～套度量景观生态空问格局的动态指标体系。 

一

、 景现及其组分 

景观对于知识背景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涵义。在景观生态学中，景观是 由相互 

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生态系统构成的，是具有高 

度空间异质性的区域。景观的延伸范围很大， 

通常是数平方公里，甚至更大。景观作为一个 

整体成为一个系统，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 

而其结构和功能在外界干扰和其本身自然演替 

的作用下，呈现出动态的特 。 

从宏观上看，景观是由镶嵌体 (tessera)组 

合而成的，包括斑块 (patetx)，廊带 (corridor) 

和衬质(matrix)等，如图 1所示 

斑块(或补块)是一个与包围它的镶嵌体不 

同的镶嵌体，具有相对的匀质性(homogeneity) 

它可以是动物或植物群落，也可以是岩石、土 

壤，道路和建飒物等。 

衬质(基质或模地)是景观中最广泛和最连 

车文于19f~9年1o月l 7日收刊． 

匣 1 景观组舒筒圉 

Fig．1 Components 0f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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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部分。 

廊带(或廊道)是与两边的衬质不同的，狭窄带状的镶嵌体。如河流、公路、篱带等。廊 

带常常互相交接在景观中形成景观网络(1and pc netwoxk)。 

二、动态度量指标体系的建立 

为了以下推导和建立景观生态空间格局动态度量指标体系的方便起见， 

设定。 

设在时刻 t，景观中有 个廊带， 

C(t)=(C1(t)，C (t)，⋯ ，C·( )) 

景观中共有”个斑块，n个斑块可划分为 类，Pf(t)中分别含有 ．个斑块。 

f P ‘ 、 ／P - 
Pc幻 =f P j=【P 

＼ P (t)／ ＼P - 

t)Pl 2( ) ·· 

t) P2 2( ) ·· 

t) P 2(t) -一 

P -t
1(t)＼ 

P 2。
2(t) I 

P n 0)／ 

首先作如下基本 

于是 得 拟 矩 阵 

显然， ∑ f 

设整个景观的面积为s( )，斑块Pij(t)的面积为 H¨( )，廊带 Cj(t)的面积为 ^j(t)。 

下面将分别讨论指标体系中的指标。 

1．类斑匀度为景观中某一类斑块大小的均匀程度。第 i类斑块P；(t)的类斑匀度指标为 

㈣ =【百1暑n d( ∽一面 ，㈦，2，⋯，m 【1) 

2．斑匀度为景观中的全部斑块大小的均匀程度，其度量指标为 

： 『告
i

壹
-i j-1 

c ∽  ∽  

通过类斑匀度和斑匀度这两个指标，可以看出同一类斑块演替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也可 

以比较出不同类斑块演替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从而可以总结出斑块演替规律和开发规律。 

3．类斑散度指某一类斑块在景观中分布的离散程度，其度量指标为 

DI( 【蓦(( ∞ m y ㈩ 
4．斑散度是指全部斑块在景观中分布的离散程度，其度量指标为 

=  瞳蓦㈨ ，】i，2 (4) 
类斑散度和斑散度数值的大小表明了斑块之间的离散程度。斑块分布的离散程度对景观 

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传递和交换有着重要的影响。 

5．斑块咕近度是指某斑块 Pi。i。与其它所有斑块的贴近和影响程度，它反映了该斑块 

在景观中的地位、作用及对其它斑块的制约和影响程度，其度量指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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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j。(t)= (f)一xi。 。( )) +(y。i(t)一Yi。j。(t)) ] (5) 

6．斑块形状指标是生态学的空间分析中较为重要的一项指标，对景观的功能发挥有着 

重要的制约作用。 

关于斑块的形状度量指标 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 ，并提出了一些相应 的 指 

标。这里设斑块Pi j(t)的形状指标为s j( )。 

T．类斑丰度是指某一类斑块在景观中的稠密性，其度量指标为 

n f 

“)=(1一音)亩  Hljo)’ 1,2，⋯，m (6) 
8．斑丰度是指全部的斑块在景观中的稠密程度，其度量指标为 

1 1 
n{ 

即)=(1一音)亩  ) (7) 

类斑丰度和斑丰度综合斑块的数量和面积两方面因素，．来反映斑块在景观中的 丰度 和 

地位。 

9．带丰度是指景观中所有的廊带在景观中的稠密程度，它从数量和面积两个方面同时 

反映廊带在景观空问中的比重和地位，它对景观生态系统中生态流的作用至关 重要，其度量 

指标为 

1 1 I 

肌)=(1一亡 亩  A ) (8)． 

1O．带斑比是要表明景观中廊带与斑块在景观中稠密程度的比例关 系和作用的强弱，其 

度量指标为 

F( )=R(t)／B(f) (9) 

l1．边缘强度是指两个斑块之间交错过渡的强弱程度，它度量斑块间交错带 的 脆 弱 程 

度。斑块P j与P。 间边缘强度指标为 

E j
． 口0)=[M(Pi j( )nP 0))3／n i( ) (10) 

其中M(Pii(≠)nP，。(≠))表示斑块相交部分的面积。 

12．景观网络的连通度是指景观阿络在景观中的连通程度。设景观阿络由G(f)个分离的 

连通子阿构成，且含有 ( )个顶点，L(t)个连边，则连通度指标为 

N】( )=[L0)一(G( )一1)]／[3( (t)一2)] (11) 

13．景观网络的环圈度是要表明景观阿络中环圈构成的程度，其度量指标为 

N 2(t)=[L(t)+G(t)一 ( )]／[2 ( )一5] (i2) 

景观网络的连通度和环圈度是景观生态空间格局 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两个指标。它们数值 

的大小不仅反映了景观的疏通程度，而且也反映了生态流在景观中的传输效率。 

四、动态指标序列的讨论 

以上已经分别地讨论了指标体系中的每一项指标，这些指标各自从某一侧面反映了景观 

(  m∑ 
∑⋯ 

一1  

l lJ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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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空问格局的性质和特点。为了能够垒面综合地讨论景观生态空间格局，需要将这些指标 

统一起来。为此，设 

Ill0)= 

Il(t)=(h1( ，h2(f)， ” 

1 0(t)=H(f)， 

I 3(t)=(Dl0)，D。(t)， 

I‘(f)=D(t)， 

／AIl( ) A1 0(￡) 

f I2(f) 
＼A l(t) A 2(t) 

f (f)= 

， h (t))， 

”

， D ( ))， 

’ ”  A 1-
l
(t)、 

⋯  A z a (t) 

⋯ A (1)／， 

S1l(t) sl 2(t) ·· 

s：l(t) szt(t) ” 

s 1(t) s 2(t) -· 

I，( )=(Bl( )，B2(t)，⋯ ，B (t))， 

I e(t)=B(t)， I ( )=R(t)， I1。(t)=F(t)， 

Eu
*
11(t) 

EĴil(f) 

E l-J．11(t) 

E：J
．
110) 

E=lI．1j(t) 

E12
．12(f) 

E1 17(t) 

E2Li (t) 

； ； 

Eme 
． I1( ) Eme ．12(t) 

I．1- l(t) ⋯ Eii．mn ( ) 

EJⅢ-J(t) ⋯ EĴ (t) 

E l 1．I 1(t) ⋯ Eln1．m 一(t) 

Ej1
．1t 1(f) ⋯ En．m 一(t) 

； ： 

EmnⅢ
． 1 1(f) ⋯ Emt： ．mn (t) 

II 2(t)=NI(f)， Il 3(t)=N 2(t)， 

再记 I( )=(Il(f)，J：(t)，⋯，Jl 3(f))， 

于是可得两种动态指标序列，一种是单项动态指标序列{Ii(f))(t=1，2，⋯，13)，另一种是总 

体动态指标序列(J( ))。 

通过【J (t))和(J(f))，可以分别从某一侧面和总体上体现出景观生态空间格局的演替规 

律和开发规律，其动态性恰好反映了景观受外界干扰和自身演替所具有的动态性质。我们把 

同一空间在不同时段上的变化，通过航空照片、卫 星 影 象 记录下来，再利用所述的指标体 

系进行度量，即可把它们随时问变化的轨迹揭示出来。这样，只要对{I(f))长期进行统计 

计算和积累，就可以依此进行景观生态区划、生态规划、生态监测、生态预测、生态影响评 

价等，从而对景观生态空间作出有目的和适时的调控，促进和保证对景观区域 自然资源的开 

发、改善和保护以及经营和管理，使景观区域的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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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INDICATOR SYSTEM FOR MEASUREMENT 

OF SPATIAL PATTERN IN LANDSCAPE ECOLOGY 

Zhao Jingzhu 

(Research C enter 『0r Eco E．,Jironme~taI'301~ ces，Academia S； c口) 

The measurement of spatial pattern in landscape ecology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of landscape ecology，and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landscape ecology． In this paper， the dynamic indicator system for measulement of 

spatial pa~ezn in landscape ecology is established， including homogeneity， divergence 

and richne~ of one kind of patche s~homogeneity，divcxgcnce and richness of aI】 

patches~patch accessibility； patch shape index； cmridor richness； conidoz／patch 

ratio； edge intensity；network connectivity， and network circuitry． 

Using the indicator system ，different spatial pattern of different landscapes can 

be compared． Based on the dynamic sequence of the indicator System ， not only the 

situation of spatial pattern in different periods but also the evoluti on trend of land— 

scape can be known． Therefore，it is possible to forecast in time the spa rtaI pattern 

of landscape that in turn can be regulated for optimum utilization of landscape． The 

indicator system for meas~!eement of spatial pattern in landscape ecology is necessa"fy 

and significan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andscape ecology， and is the main basis 

for the identificatio9， forecasting and regulation of landscape． 

Key words：landscape ecology，spatial pattern，indicator System． f̂薯 ●I ● ■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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