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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鹤立———丹顶鹤是世界 15 种鹤数量极小的一种,主要栖息在沼泽、浅滩、芦苇塘等湿地,以捕食小鱼虾、昆虫、蛙蚧、
软体动物为主,也吃植物的根茎、种子、嫩芽。 善于奔驰飞翔,喜欢结群生活。 丹顶鹤属迁徙鸟类,主要在我国的黑

龙江、吉林,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朝鲜北部以及日本等地繁殖。 在长江下游一带越冬。 在中国文化中有“仙鹤冶之
说。 被列为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绝对保护的 CITES 附录一物种
名录。

彩图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国家林业局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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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景观格局理论和理想风水模式的

藏族乡土聚落景观空间解析
———以甘肃省迭部县扎尕那村落为例

史利莎, 严力蛟*, 黄摇 璐, 许智钇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规划与景观设计研究所,杭州摇 310058)

摘要:中国传统乡土聚落作为多功能景观,其保护研究是我国生态及文化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科学和跨学科研

究的典型载体。 从文化和生态两条研究路线出发,同时运用中国传统风水生态理念和现代景观格局理论对甘肃省迭部县扎尕

那村藏族乡土聚落的景观立体结构、生态要素构成进行不同角度的解构,探析理想景观模式蕴含的生态合理性及文化与环境在

聚落发展中的相互关系。 风水模式分析表明扎尕那聚落立体结构为“盆地鄄豁口鄄走廊冶的壶天模式,符合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

“山鄄林鄄屋鄄水鄄林冶景观模式,其空间要素组成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均表现出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圈层结构。 综合自然地理环境

要素契合“藏风得水冶的理想风水格局,整体形成以寺庙为核心的组团式聚居格局,各个独立自然村落具有相似的界面特征。
景观格局指数分析表明扎尕那聚落景观以有林地和裸岩为基质,景观异质性和景观连接度都较高。 人工斑块比例很低,聚落属

于极稀疏区,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环境的干扰较小。 多重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综合作用是扎尕那聚落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子。

本研究为扎尕那聚落的保护和发展模式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文化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及中国多功能景观研究模式

的探索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关键词:扎尕那聚落;多功能景观;风水;景观格局;文化与环境

Landscape spatial analysis of a traditional tibetan settlement based on
landscape pattern theory and feng鄄shui theory:the case of Zhagana, Diebu,
Gansu Province
SHI Lisha, YAN Lijiao*, HUANG Lu, XU Zhiyi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Landscape Design,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are of vital importance in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are is also interesting
subjects of study for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nd trans鄄disciplinary research efforts. In this study, Chinese traditional Feng鄄
shui theory and modern landscape pattern theory were combined to analyze the Zhagana settlement from multiple viewpoints.
Stereoscopic structure, ecological elements, and spatial pattern were examine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ec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embodied in the ideal landscape type, and to try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settlement development. Feng鄄shui mod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Zhagana settlement is a typical
‘World鄄in鄄Pot爷 mode with ‘Basin鄄Gap鄄Corridor爷 structure, which has the ‘mountain鄄forest鄄village鄄river鄄forest爷 structure
of the ideal Chinese landscape. With human architecture as the center, the landscape has an ecological circle structur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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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levels. The overall ecological and geographic conditions coincide with the principle of ‘Cang鄄
feng De鄄shui爷 in ancient Chinese Feng鄄shui theory. With similar interfac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each village, four whole
villages concentrate around the Lasang Temple.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forestland and hill dryland
compose the matrix of the settlement landscape. The diversity and evenness of the whole landscape are high. With low
artificial patch area proportion, Zhagana is characterized by extremely sparse settlement, and human disturbance of the
environment is very low.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formation of the ideal landscape pattern in the Zhagana settlement
is mainly driven b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forces.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foundation for the
Zhagana settlement忆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It also has both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research on
cultural鄄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s and the Chinese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model.

Key Words: zhagana settlement;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feng鄄shui; landscape patter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根据多功能景观概念,景观是自然与文化交织的复合系统[1]。 中国传统村寨聚落以“天人合一冶理念和

“风水冶理论为主导,在与自然长期的磨合中形成的聚落空间格局、人居模式、建筑形态和社会关系蕴含着深

层次的生态学内涵,经过几千年的实践和检验,逐渐形成了以理想风水聚落模式为表现形式的一套关于理想

景观模式的规划设计理念和方法,并形成了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多功能景观载体———聚落。 “天人合一冶的
自然观和整体、协调、循环、自生的生态控制论手段,是我国一种宝贵的生态财富[2]。 如果把这种生态观与现

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摸索出一条科学的生态保护及发展道路,将为环境、文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

模式借鉴。
目前聚落多功能景观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聚落风水角度的生态因子解析,何小昕、刘沛林从中国传统的

风水文化出发,从资源利用的角度对聚落在选址、布局中的水文、气候、植被、地貌进行定性分析[3鄄4];另一方

面,以聚落地理学为代表的金其铭对聚落类型及聚落分区从地理学角度进行了研究[5],以聚落生态系统研究

为代表的王智平等人对聚落土地利用、村落分布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6]。 20 世纪 90 年代,俞孔坚

尝试将风水生态与中国传统文化、景观设计结合起来,并将心理统计学的方法应用其中,对风水生态理论与人

文科学的结合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应用尝试[7]。 随着北美及亚洲景观生态学对于景观空间格局和过程研究的

发展,邬建国、S. K. Hong、Bo鄄Chu 等人逐步尝试将景观生态学的格局、过程、尺度与等级理论应用于传统聚

落的风水生态文化研究中,提出景观生态学中的格局分析可以解释风水理论中的生态合理性[8鄄11]。
本研究基于多功能景观概念,试图将中国传统风水学的生态理念与现代景观生态学的格局理论进行沟

通,从聚落空间形成的根源驱动因素出发,揭示文化和环境这两个因素在中国传统聚落中的重要作用及其之

间的关系;对景观多重价值进行评价,探索中国传统生态学理念及其对于当今生态保护的新意义。 这对于发

掘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进行生态文化载体———聚落的保护及空间引导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扎尕那村位于中国

地理、气候和文化等多重交错带上,之前没有研究者对扎尕那村藏族乡土聚落进行研究,本研究也将为扎尕那

村藏族乡土聚落的保护和发展提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摇 研究区概况

扎尕那村(东经 102毅57忆03义—103毅15忆07义,北纬 34毅11忆37义—34毅98忆06义)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

益哇乡东北部,属于嘉陵江水系白龙江流域,在气候分区上属于甘南高寒湿润区,处于大陆性气候与季风气候

的过渡带上。 这一带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接地带,同时又是秦岭与昆

仑两大地槽褶皱系的连接处。 村庄核心聚落选址在迭山山脉之间,海拔 2900—4100m,平均海拔 3200m,相对

高差约 1200m,平均坡度 30—50毅。 村庄由 4 个自然村落和 1 个寺庙组成,总人口 1617 人,属于纯藏族乡土聚

落,村民一直过着半农半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植被覆盖率达到 75% (图 1)。
在研究区域的划分上,为防止阻断生态系统的功能流,本研究没有采用一般研究中按照行政村落划分的

方法,而是基于中国传统风水理论的理想聚落模式,以扎尕那村民聚居的村庄斑块作为聚落核心,结合边界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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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扎尕那聚落分级区位图

Fig. 1摇 Location of Zhagana settlement in different scales

红线范围为扎尕那行政村,红色阴影为研究区扎尕那聚落

7036摇 21 期 摇 摇 摇 史利莎摇 等:基于景观格局理论和理想风水模式的藏族乡土聚落景观空间解析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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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完整性,沿扎尕那村周围的山脊线进行划分(图 1c)。 由于聚落的农牧生产基本集中在扎尕那聚落以外

距离较远且较为分散的迭部县、卓尼县和岷县,因而农牧区不在本研究范畴内。
研究区扎尕那聚落面积为 4943. 68 hm2,聚落集村寨、田园、溪流、草地、森林、石林及峭峰为一体。 本区山

地岩性为石灰岩,易形成峭壁;林地为云杉林、中龄林,郁闭度较高,约为 37% ;聚落内主要种植青稞,占聚落

面积的 4. 15% ;益哇河穿过整个聚落,流量为 1. 98m3 / s。 野生动植物、药材、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丰富,拥有

扎尕那省级森林公园和省级地质公园,目前扎尕那正在申报国家 4A 级自然风景区。
2摇 研究方法

根据多功能景观理论,从聚落空间形成的两种重要根源驱动因素———文化和生态为出发点,应用理想风

水模式分析和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两种研究途径对扎尕那聚落空间格局进行解析(表 1)。
2. 1摇 理想风水模式

理想风水模式的研究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将社会学中常用的调查方法运用到藏区聚落风水的生态文化

研究中。 一方面将印象景观的陈述模型同场所精神的陈述模型结合,所获取的自然环境数据,通过实地感知

及勘测,对聚落空间立体结构及内部元素在水平、垂直方向上的空间形态进行文化解构。 另一方面,基于风水

理论中的寻龙、藏风得水、定穴坐向形局论,把功能的问题转化为空间结构问题,获取扎尕那的地质地貌、水
文、气象数据(包括温度、降水量、太阳辐射等)及生物资源统计数据,将实地场所感知与对扎尕那村村委会、
寺院僧侣、村民 3 个层次的随机抽样访谈调查结合,梳理聚落生态文化及其格局演变史,绘制聚落风水格局图

及山体、水系、人居等重要空间节点的空间形态和布局图。

表 1摇 两种研究途径比较(文化驱动和环境驱动)

Table 1摇 Comparison of two research routes (culture鄄driven and environment鄄driven)

理想风水模式分析
Idea Fengshui mode analysis

景观格局指数分析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analysis

研究内容
Research content

文化的角度分析整体空间构成和综合自然地理
要素构成

生态的角度解析空间生态构成

分析角度
Analyze angle

从民族聚落的文化传承、演化及生态文化认知
出发

从环境资源的分布格局出发

陈述模型
State model

人在环境中的定位和认同过程;气之流变,其在
景观中之聚散,以及人的择地而居以顺应气流的
过程

景观异质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对维护生态过程的有
效性

调查方法
Survey method

实地走访、勘察,调查聚落空间结构;对当地居民
进行抽样访谈,梳理聚落格局发展历程;获得聚
落自然、社会、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

获得聚落土地利用类型图及高程图;运用地理信息系
统软件及景观格局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基本元素
Construction elements 盆地、豁口、走廊;龙、穴、砂、水、向 斑块、廊道、基质

侧重方面
Emphasized aspect 立体结构;综合自然地理要素、人类聚落层次 景观元素组成、构型

模式呈现
Expression mode 壶天模式及风水模式 格局模式

2. 2摇 景观格局指数

2. 2. 1摇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数据源于迭部县益哇乡 1992 年 1 颐50000 土地利用现状矢量图,参考风水学理论对于理想风水模式的界

定,沿山脊线划分出扎尕那聚落的研究范围(图 1c),在 ARCVIEW 3. 3 中将矢量图转化为栅格格式,用
FTAGSTATS 3. 3 软件计算景观指数。
2. 2. 2摇 土地利用类型划分

根据 1992 年扎尕那聚落土地利用类型图,依据国家《土地利用分类》标准,结合实际调查勘测,将聚落土

地利用类型划分为 10 类(建筑用地、农田耕地、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高山草地、亚高山草地、灌丛草地、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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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河流)(图 2)。

图 2摇 扎尕那聚落土地利用类型图

Fig. 2摇 Land use types of Zhagana settlement

2. 2. 3摇 景观格局指数指标体系

结合李秀珍和陈文波等人的研究[12鄄13],选取涉及大小、数量、异质性、聚散性等常用的能比较全面地描述

景观格局的各个方面、又相互独立的指标,包括:斑块数量、景观面积、斑块类型面积、斑块周长、斑块类型的面

积比重、最大斑块占景观面积比例、斑块密度、香农多样性指数、香农均匀度指数、散布与并列指数、蔓延度指

数等指数,进行分析和比较。
3摇 结果与分析

3. 1摇 理想风水模式分析

从多功能景观理论出发,所谓理想景观,一是属于物质功利方面的范畴,如良好的空气、阳光、朝向、绿化

等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属于心理、观念和象征意义方面的范畴,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等

因素相联系[19]。 概括地说,理想景观就是资源充足、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天人合一冶景观。
3. 1. 1摇 空间结构解析

(1)整体空间结构

扎尕那是白龙江流域益哇曲小河谷的一个独立聚落,这样的河谷及其流域形成了一个完整、紧密而又自

给自足的经济单元,且其演化是一个接续性的过程[20鄄21]。 整体来看,扎尕那聚落是典型的“壶天模式冶围合结

构(图 3),“盆地鄄豁口鄄走廊冶的结构组合创造出神秘、隐幽的气氛,这种景观即理想的“桃花源模式冶 [10]。
盆地作为一种具有明确边界、相对稳定而又利于防御的景观,对聚落内的部落意识、后嗣道德、内源需求

导向的自力型经济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8]。 扎尕那地处高寒资源贫乏的地区,资源的有限性和空间的隔离

性导致聚落内人口基本处于近饱和状态,围合结构有利于盆地农业文化生态节制行为的发展,实现资源和环

境的持续利用,与地景拟构和谐统一的整体,形成内向的聚落空间,同时也是封闭型的文化历程在心理上的需

求。 位于聚落入口的纳加石门不仅强化了传统壶天模式里豁口的空间作用,还产生一种进入扎尕那聚落时的

神秘感和心理上的期待。 道路廊道从门户开始,沿着益哇河,进入村庄,以 S 形的流线型方式穿过四个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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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最后从西北角连通聚落外部。 随着走廊的渐进,以益哇河流和斜坡上交错而有韵律分布的耕地为导,居民

节点空间组团沿着山坡散布,农田、河流、民居、寺庙与周围山体相映衬。 整个空间序列依线性递进,随自然山

水而曲转,形成动静相济、疏密相融、聚散相宜、意境相合的景象,使得扎尕那田园景观在自然空间中得到全面

释放与展现。

图 3摇 扎尕那实地景观模式(a)及手绘景观模式图(b)

Fig. 3摇 Practical landscape and hand-drawing landscape composition of Zhagana

在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系统中,资源有限,盆地格局有利于形成稳定而有明确边界的生态文化区[15],生
物地理区与文化单元的空间分布往往得以重合。 扎尕那聚落以整体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持续利用为目的,发展

出封闭性、内向型和节俭性的高原生态文化,其自然鄄人文生态系统也具有系统内因素之间功能上的统一性,
强调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活动的和谐。 盆地生态文化和藏族生态文化的交融与渗透,创造出了生命敬畏与生

态节制的盆地生活方式与生态文化模型。
(2)空间内部结构

“壶天模式冶这种“盆地—豁口—走廊冶的结构内部景观组分有不同的空间组成模式。 俞孔坚等人从中国

农耕文明的文化起源出发,结合乡土聚落的空间组成,通过心理学的统计调查,将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景观模

式归纳为“山—林—屋—水—林冶、“林—屋—水—山冶、“山—屋—林—水—林冶以及“水—山—林环绕屋冶四
大空间组合模式[7],选中率依次为 72. 4% 、18. 5% 、5. 7% 、3. 4% 。 本研究调查表明,扎尕那的景观即属于被

调查者眼中最理想的“山—林—屋—水—林冶的空间组成模式(图 3),整体景观借助山势的衬托,人工建筑与

自然环境在水平和垂直结构上的空间达到最佳叠合,获得了丰富的空间层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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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平空间序列上,聚落内部元素以人类活动为核心,农田民居建筑、农田、水塘、树林、山体等自然要素

由内向外呈同心圆式分布,保证了各个组分间在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上的充分性,有利于聚落系统生态环境

的维持。
在垂直空间序列上,聚落组分从上到下再到上依次为:山体、民居、农田、河流、树林、山体。 自然组分在空

间的上层,上层山体坡度带来的雨水保证了聚落内气候的湿润和农田灌溉的充分,北侧两座山体之间的谷地

又形成了自然的防洪区;而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下层。 这样的上下空间组成维持了聚落生态系统良好的区域

循环,也是农田管理的需要和人在山区农业生产中的心理需求。 在景观审美意识系统的先天自然层次上,不
同特征的景观亚单元所产生的审美感受极好地呼应了中国人的围合与庇护的壶天模式。
3. 1. 2摇 理想风水模式的自然生态要素构成

“理想风水模式冶始终强调一种基本的整体环境模式,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地形规范性和综合自然地理环

境协调性[16],其中“山冶和“水冶是自然地理环境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从整体肌理上看,扎尕那聚落能很好地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表面上是为了迎合“藏风聚气冶的风

水义理,实质反映了对自然地理要素综合利用的科学性,即利用尽可能小的能量或体力消耗,满足人尽可能高

的舒适性,通过生态系统各环节的相互协调与配合,形成复合、高效的资源利用模式。
(1)大尺度环境

理想风水模式中“寻龙脉冶,要求山脉以绵延不断、起伏不大为佳,山脉到达聚落之后,成为聚落的“靠
山冶,影响着区域生态环境,如小气候状况、地表水排蓄水、潜水的流动等[17]。 扎尕那背倚“涅甘达哇冶山,背
山比较平缓,为低矮的大山的余脉,前后坐落的两座山体形成的巨大山谷,起到抵挡来自北方恶劣自然灾害的

作用(图 4);左右山环抱;面山前方开阔,山形中间高,既有良好的心理趋向,又保障了充足的太阳能。 周围山

体既是一道具有良好防御作用的生态屏障,又是聚落居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之一。 整体构成东、北、西、南
四面维护、中间宽敞开阔的独立地理环境。

图 4摇 扎尕那聚落风水结构模式图

Fig. 4摇 Feng鄄shui pattern mode of Zhagana settlement

“风水林冶是风水理论“聚气冶功能在聚落中的生态

实践,这里的“气冶实质上是生态系统的综合功能流[7]。
不杀生、众生皆平等的藏族文化观和自然观,形成了以

神山崇拜为核心的生态保护文化,扎尕那的山林保护得

很好,是迭部县 12 大林场之一———益哇林场的核心组

成,聚落东部的一片林地是整个村庄的“风水林冶,位于

聚落的水口旁地势较高的地方(图 4),起到防止水土流

失、涵养水源、减轻旱涝风灾、调节小气候的生态作用。
在村落四周的小片林地生态功能则弱于风水林,但也起

到了保护整体生产和生活环境、强化盆地围合效应的

作用。
(2)小区域环境

从综合自然地理环境特征来看小区域的环境,要求各项因子统一协调,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环境,其中水

是关键生态因子。 扎尕那的水系由益哇河及其支流组成,从村寨西部及东北部海拔更高处的山泉引水,将整

个村子聚落包围,最后注入村寨南边的水口益哇河,谓之“金城环抱冶(图 5)。 受褶皱构造和断裂裂隙控制,
支流与主流直角相交成格状的水系。

理想风水模式中水“要详四喜:一喜环弯,二喜归聚,三喜明净,四喜平和冶。 扎尕那聚落水系全长约

25871. 08m,集水面积 53. 85hm2。 聚落内入水口有两个,从西侧和东北侧海拔较高处流下,成敞开之景。 根据

迭部县 1 颐20000DEM 图,西侧入水口水面海拔高度约为 3500m,东北侧进水口约为 3800m;出水口与聚落入口

方向一致,位于南侧,海拔约为 2900m;出入水口高度总落差为 600—900m,水流速度大概在 1. 98m3 / s。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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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摇 扎尕那聚落水系空间形态图

Fig. 5摇 Spatial form of water system in Zhagana settlement

的水系格局和极大的出入水口落差保证了扎尕那的水

源水质。 聚落入口处及村落间有几处利用地形高差产

生的水能建设的水磨坊,保证了村寨的生活用水需要。
水口也是物质、能量和物种进出扎尕那聚落的重要

通道。
河流为维持聚落微环境空气的湿润起到了积极作

用。 假定河流表面空气为饱和状态, 空气湿度为

100% ,根据高云飞等人的研究[18],水分在东南风的作

用下随风扩散到村落、山脉等下风向的区域,聚落内部

的空气湿度可以维持在 70% 左右,净化了空气。 同时

携带充分水分的空气到达山脉,由于气温随垂直高程上

升而递减,海拔每上升 100m,气温将下降 0. 5—0. 6益,
因而不同高度山体上气温温差大,水分凝结,利于植物

生长与水土保持。
(3)人居建筑格局

村庄的选址主要是根据自然地理环境来定的,其基本原则是“左右环抱山势,负阴抱阳、坐北朝南冶。 藏

区聚落大多选择在河谷平原或山腰台地的边缘坡地,便于农牧业生产,住宅则修建在不宜耕作的贫瘠土地和

避风向阳的山麓[19]。 扎尕那聚落的选址综合平衡山、水、风、土、人、林、景等多种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选取物质交流可能性最大、对人类多种行为适宜性较强的位置进行建设,在解决高原土地总量充足而宜居土

地相对不足的矛盾下,形成以宗教寺庙为聚落核心的组团式聚居格局和依山傍水的居住形态。
受风水文化的影响,扎尕那聚落的建筑具有以下特点:聚落整体与自然形成流线状呼应,村落组团流线型

散布的格局是藏民族聚落的总体特点;各个村落拥有共同的空间概念,有着相似的空间组成;聚落中的居住具

有方向性;每个组团内部具有相似的界面特征。
3. 2摇 景观格局指数分析

3. 2. 1摇 聚落“斑块—廊道—基质冶组成

扎尕那聚落景观斑块有 10 类,斑块总数为 58 个,总面积为 4943. 68hm2,斑块密度为 1. 17 个 / 100hm2(表
2 和表 3)。

表 2摇 扎尕那聚落类型水平的景观格局指数

Table 2摇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of Zhagana settlement in type level

斑块类型
Patch type

数量指标
Number index

斑块个数 NP
/ 个

大小指标 Size index

斑块总面积

CA / hm2
斑块周长
TE / m

面积比重
PLAND / %

最大斑块占
景观面积比例

LPI / %

聚散性指标

散布与并列
指数 IJI

建筑用地 Bulding land 5 16. 54 4733. 17 0. 33 0. 11 14. 52
农田耕地 Cultivated land 6 205. 00 25769. 49 4. 15 1. 88 67. 33
有林地 Wood land 14 1665. 02 114671. 87 33. 68 12. 86 81. 31
灌木林 Shrubbery land 5 154. 55 18938. 66 3. 13 1. 12 75. 79
疏林地 Sparsely forested woodland 1 13. 54 1888. 49 0. 27 0. 27 31. 49
高山草地 Alpine grassland 7 297. 69 26677. 87 6. 02 2. 83 54. 68
亚高山草地 Subalpine grassland 7 765. 67 48610. 62 15. 49 7. 77 74. 97
灌丛草地 Shrub grassland 4 158. 85 15197. 54 3. 21 2. 48 34. 43
裸岩 Exposed rock 8 1612. 98 62284. 23 32. 63 20. 91 56. 30
河流 River 1 53. 85 51742. 16 1. 09 1. 09 7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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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扎尕那聚落景观水平的景观格局指数

Table 3摇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of Zhagana settlement in land level
整体特征

Total character
斑块个数 NP

/ 个
总面积 TA

/ hm2
斑块密度 PD
/ (个 / 100hm2)

总边缘长度
TE / m

异质性指标
Heterogeneity index

香农多样性
指数 SHDI

香农均匀度
指数 SHEI

聚集度指标
Aggregation index

散布与并列
指数 IJI

蔓延度指数
CONTAG

58 4943. 68 1. 17 185257. 03 1. 63 0. 71 72. 41 63. 08

斑块、廊道、基质是构成景观格局最基本的要素。 斑块类型总面积及最大斑块占景观面积的比例这两个

指数有助于确定景观的优势类型,其值的大小决定着景观中的优势种、内部种的丰度等生态特征[20鄄21]。 聚落

内各景观组分的面积有较大差异,各斑块类型所占面积由大到小依次为:有林地>裸岩>亚高山草地>高山草

地>农田耕地>灌丛草地>灌木林>河流>建筑用地>疏林地;最大斑块占整个景观面积的比例由大到小依次

为:裸岩>有林地>亚高山草地>高山草地>灌丛草地>农田耕地>灌木林>河流>疏林地>建筑用地(表 2)。
由此可见,无论是总面积还是最大斑块占整个景观面积的比例,有林地和裸岩两种斑块类型在整个景观

中都占绝对优势,面积比重达 66. 31% ,构成景观的基质;自然斑块数量为 22 个,数量多但有优势斑块的存

在。 扎尕那地处高海拔的青藏高原,资源贫乏,裸岩均为分布在高海拔的裸岩区而占了很大面积;而林地是迭

部县的一大优势,益哇林场主要集中在扎尕那,因而有林地在整个景观中占了很大比重,控制着聚落的物质和

能量流动,主要分布在外围海拔较高的山体上。
其余自然、半人工、人工斑块中,亚高山草地面积比重也较大(15. 49% ),再次为农田耕地、灌木林和其它

草地,这些斑块镶嵌在有林地和裸岩基质中。 面积最小的为建筑用地(0. 33% )和疏林地(0. 27% ),主要分布

在海拔相对低一些的盆地中心区域,建筑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人类对于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 从景观生态学

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适宜的生态格局,有利于能流、物流的交换,人与自然和谐统一[22]。
河流以及与河流相伴而行的道路是聚落内的廊道(因道路廊道的宽度很小,在整个景观的斑块类型的计

算中忽略不计),总廊道数量为 2 个,连续性较高,保证了生态功能流的连续性(表 4)。

表 4摇 扎尕那聚落“基质—斑块—廊道冶组成

Table 4摇 ‘Matrix鄄Patch鄄Corridor爷 structure of Zhagana settlement

景观要素
Landcape element

要素组成
Component

数量
Number / 个

面积比重
Proportion of area / %

基质 Matrix 有林地、裸岩、 22 66. 31

斑块 Patch 建筑用地、农田耕地、灌木林、疏林地、高山
草地、亚高山草地、灌丛草地

35 32. 60

廊道 Corridor 河流(道路) 1(+1) 1. 09

3. 2. 2摇 人居斑块组成特征

乡村聚落用地比重用 PR 表示,PR =RL / TL·100% ,(RL 为乡村聚落用地面积,TL 为研究区面积),用来

反映不同区域乡村聚落的疏密程度。 于淼等人将乡村聚落用地比重分为 5 级[23],分级值为 S1:当 PR <
0郾 001%时,S1 =1;当 0. 001%臆PR<1%时,S1 = 2;当 1%臆PR<5%时,S1 = 3;当 5%臆PR<10%时,S1 = 4;当
PR>10%时,S1 =5。 根据对扎尕那聚落四个自然村落的统计结果(表 5),除代巴村属于二级聚落规模(PR>
0郾 001% ,S1 =2)外,其余几个村落都属于一级聚落规模(PR <0. 001% ,S1 =1);整个扎尕那聚落属于二级聚落

规模(P=0. 003346,S1 =2)。 扎尕那地处青藏高原,大环境基质为高山林地,大部分地方不宜居住,乡村聚落

斑块一般都是择山谷选址,聚落一般也相对较小,各自又相互独立,比较分散,人类活动对于环境的压力较小。
4 个自然村落用地面积大小依次为东哇>代巴>达日>业日,户数及人口规模大小顺序均为东哇>业日>代

巴>达日,4 个村落的人均面积大小依次为代巴>达日>东哇>业日(表 5)。 说明 4 个聚落中以业日村人口活动

及建筑最为密集,其次为东哇、达日,代巴的人口及建筑较为稀疏,故人均占有面积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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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摇 扎尕那聚落 4 个自然村落规模及用地面积

Table 5摇 Scale and area of four natural villages in Zhagana settlement

村落
Village

户数
Number of
households

人口规模
Population

scale

户数在总户数
中的比重

Proportion of
household
number / %

乡村聚落面积
Village area

/ hm2

村落面积在总村
落面积中的比重
Area proportion

of each village / %

人均村落面积
Village area per

capita / (hm2 / 人)

乡村聚落
用地比重

Proportion of
rural area / 译

东哇 85 730 44. 27 5. 58 33. 74 0. 0076 0. 01128

业日 46 390 23. 96 2. 69 16. 26 0. 0060 0. 00544

达日 26 230 13. 54 2. 73 16. 51 0. 0119 0. 00551

代巴 35 267 18. 23 5. 55 33. 56 0. 0208 0. 01123

合计 192 1617 100% 16. 54 100% 0. 0103 0. 03346
摇 摇 数据来源于益哇乡 2009 年统计资料

3. 2. 3摇 景观多样性分析

(1)多样性和均匀性

香农多样性指数反映景观结构组成的多样性,聚落景观的 SHDI 值为 1. 63(表 3),总体来说多样性较高,
斑块类型较为丰富、各斑块分布较为均衡,说明聚落内土地利用比较均衡。 香农均匀度指数一般介于 0—1 之

间,聚落景观的香农均匀度指标为 0. 71(表 3),说明各类型间的面积比例总体比较接近,但还是存在着优势

斑块,即有林地和裸岩,以及次一级的亚高山草地灌木区。
(2)蔓延度和聚合度

散布与并列指数一般介于 0—100 之间,在景观与类型级别上计算各个斑块类型间的总体散布与并列状

况。 一般来说,山地地形使得各种生态系统受到垂直地带性的作用,其分布呈环状,IJI 值一般较低。 但在本

研究区中,由于盆地格局使得整个聚落面积很小,景观组成的多样性使得一个很小的微环境聚集了多种景观

组分,景观水平上的 IJI 指数较高,达到 72. 41(表 3),说明各景观组分间相对比较邻近,保证了扎尕那聚落微

环境各种斑块组成的多样性。 从类型水平上看,有林地、灌木林、亚高山草地、农田耕地以及河流的 IJI 指数都

较高(表 2),表明这几类斑块与其它类型斑块比邻几率很高,斑块之间的物流、能流较为充分。
蔓延度指数反映高功能组分斑块的连接性,聚落蔓延度指数为 63. 08(表 3),景观中有连通度极高的优

势斑块类型存在,即有林地斑块,存在良好的延续性,能促进斑块间基因交换和物种流动,增加了动植物物种

重新迁入机会。
4摇 讨论

4. 1摇 聚落空间格局

(1)扎尕那是典型的理想聚落模式,农耕景观与自然和谐交映,形成“盆地—豁口—走廊冶结构的壶天模

式,与藏族生态文化相契合,发展出一套稳定的盆地生态文化适应机制。 同时又契合中国传统风水文化中的

理想阳宅模式,实现了综合自然地理环境上的优化和稳定。 研究和分析传统聚落景观模式,挖掘传统文化中

的生态学理念,对于认识、理解、改造并创造更富有意义的中国现代景观具有重要意义。 这将有助于将体现中

国传统生态文化的聚落样本———“扎尕那冶提升到文化和生态保护的层面。
(2)整个景观的基质为有林地和裸岩,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盆地区外围,斑块连续性高,破碎化程度

低,有优势斑块存在,控制着整个景观的能流、物流;疏林、灌木林、高山草地等斑块分布在海拔较基质斑块低

一些的山坡上,破碎化程度略高一些,且分布较为分散;影响人类活动的斑块如建筑、农田一般分布在靠近盆

地中心的山谷地区,海拔最低,分离度较小。 从景观水平来看景观多样性和均匀度较高。 人居建筑用地比重

偏小、聚落规模较小、分布稀疏零散的空间格局,这种“天女散花冶式的景观格局使人类对周边自然环境的干

扰最小化。
4. 2摇 文化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发源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聚落理想景观模式深存于各民族文化之中,古老的风水文化进一步强化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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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聚落的生态环境,在藏地形成“萨些冶(sa鄄dpyad,又称“相地术冶),这样一种模式受藏民族对于自然环境生

态认知的影响,形成了以扎尕那为代表的藏族乡土聚落空间特征,这是构筑在各民族生物与文化基础上的基

本图式。
文化离不开生态系统的存在,环境是文化形成的起点,也奠定了景观理想的基础;而人文景观是文化建构

的一部分,通过生态地理载体———聚落,实现了从景观理想到理想景观的实践,历经长期的相互影响、与自然

生态系统形成耦合。 从一定意义上讲,生态环境的差异性,即生物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又

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反作用,二者在不断的文化调适中发展。 民族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融合中国传统文化,通
过宗教信仰、村规民约以及文化习俗等途径对环境的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24]。 文化和生态在聚落的形成和

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民族聚落综合的、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这样的双重作用力相互持衡,便形成

了稳定的聚落及聚落生态文化。
4. 3摇 多功能景观保护及研究的启示

(1)扎尕那村落是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发展历程在大地上的烙印,建议建立扎尕那传统生态文化遗产综合

保护区,防止对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割裂,将生态和文化这两条宝贵的散珠串联起来,集生态与环境、休闲与

教育、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等综合景观元素为一体,成为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保护的样板。
(2)从多学科的角度来说,民族传统文化及宗教信仰里朴素的生态观将环境保护上升到道德和信仰的层

面,体现了协调人与自然、促进生态文明的整体观,创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范式,建议将该模式

作为迭部县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创新举措进行发展和提升。
(3)多功能景观涵盖了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单靠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

多功能景观是远远不够的。 本研究综合景观生态学、人类文化学和心理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角度和方法,
探索了中国特色多功能景观的研究模式:即寻求某一多功能景观的代表性载体,将其关键驱动因子进行解构,
梳理出多功能景观的关键驱动因子,从不同因子(如本研究的“文化冶和“生态冶)角度对同一问题(“空间生态

特性冶)进行研究,最终可以提出景观多利用途径的可操作性景观管理对策,构建富于中国地域特色的多功能

景观,这对于多功能景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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