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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肥美的当雄草原———高寒草甸是在寒冷的环境条件下,发育在高原和高山的一种草地类型。 其植被组成主要是多

年生草本植物,冬季往往有冰雪覆盖,土壤主要为高山草甸土。 当雄草原位于藏北高原, 藏南与藏北的交界地带,

海拔高度为 5200—4300m, 受海洋性气候影响,呈现高原亚干旱气候,年平均降水量 293—430mm。 主要有小嵩草草

甸、藏北嵩草草甸和沼泽草甸等,覆盖度为 60%—90% ,其中小嵩草草甸分布面积最大,连片分布于广阔的高原面

上。 高寒草甸草层低,草质良好,是畜牧业优良的夏季牧场。

彩图及图说提供: 陈建伟教授摇 北京林业大学摇 E鄄mail: cites. chenjw@ 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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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生态学发展综述

于艺婧,马锦义*,袁韵珏
(南京农业大学 园林景观研究所,南京摇 210095)

摘要:运用文献计量等方法对已有科研成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近 50 年园林生态学科领域科研发展经过了起步探索

(1962—1981)、缓慢发展(1982—2001)、快速发展(2002—2011)3 个时期,园林生态学作为生态学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于 20 世

纪 90 年代末初见端倪,作为一门新兴独立的应用生态学分支学科于 21 世纪初已基本形成。 中国园林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包括

园林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关系问题、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关系问题以及园林生态系统与其他生态系统之间相互作用

关系问题。 当代园林生态研究主要有生态效益研究、生物与环境研究、人的需求与行为研究、生态规划与生态管理研究 4 个方

面,目前园林生态学研究主要侧重生物与环境研究和生态效益研究,两方面的研究成果占总体研究成果的 76. 3% 。 不同研究

方面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如生物与环境研究侧重对植物的研究,生态效益研究侧重净化环境、水土保持和防灾减灾,生态规划与

生态管理研究则侧重生态规划与设计。 对四个研究方面的论文主题词检索和高频主题关键词的分布进行统计,结果显示,研究

的热点有多样性、群落、水土保持、防灾避险、净化环境、生态规划与设计等。 对 CNKI 中 4 个研究方面成果中获基金资助项目

论文进行统计(不排重),总体成果中基金项目论文所占比重为 10. 8% ,国家和地方基金是园林生态学科研基金资助的主要来

源,基金论文比例之和达到 85. 4% ,且国家和地方基金资助论文较多的是“生态与环境研究冶和“生态效益研究冶,合计占基金论

文 79. 1% 。 SCI鄄E 中收录的文献基金论文率为 47. 1% ,是 CNKI 数据库收录的文献基金论文率的 4. 3 倍,且国际基金是基金论

文的主要资助来源之一,说明中国园林生态学领域部分科研成果得到国际学界关注。 基于 CNKI 相关主题词统计,“园林生态

学冶的研究成果只有“景观生态学冶的 1% ,“城市生态学冶的 8. 3% ,“园林生态学冶学科系统理论研究在相关生态学科研究中所

占比重很低,其理论和方法研究还较薄弱。 今后在进一步完善学科理论体系、持续开展生态效益和园林植物研究的同时,为更

好地研究和解决人鄄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问题,提供更多的科学理论支撑,还需拓展交叉生态心理学或环境心理学等其他相关理

论,更多地关注人与环境互相作用关系以及生态规划与生态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既使环境更好地满足人的行为需求,也使人认

识到改变一些行为能更好地保护环境。
关键词:园林生态;科研成果;状况分析;学科发展

Review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 in China
YU Yijing, MA Jinyi*, YUAN Yunjue
Institut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The bibliometric data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 wa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cent 50 years忆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ree periods: exploration (1962—
1981), slow development (1982—2001) and rapid expansion (2002—2011).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 in China
was a new branch field of ecology at the end of 1990s, and it was basically formed as a new and independent branch field of
the applied ecolog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 st century. The research issue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 field in China
include interactive relations between biology and environment, human and environment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ical
system,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ical system and other ecological system. Present
research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 includes four research sub鄄areas, namely eco鄄efficiency, bi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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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human need and behavior, and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Currently, th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first two areas: eco鄄efficiency and biology and environment, and 76. 3 percent research achievements are from these
two areas. Different research area has its own emphasis. For example, biology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particularly
emphasizes on plants; eco鄄efficiency research stresses on environmental decontaminati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and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on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designing. The data of distribution of the four research sub鄄areas忆 theses subjects and high frequency subject
keywords was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t topic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 are diversity,
community,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mergency and disaster鄄prevention, environmental decontamination,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designing etc. . Statistically analysis on the published papers generated by the funded projects in all four
research sub鄄areas is 10. 8% , mostly (85. 4% ) by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 fund. Interestingly, these two funding
sources particular emphasizes on biology and environment and eco鄄efficiency research, accounting for 79. 1% . Among
published papers in SCI鄄E journals, 47. 1% were fund papers, which is 4. 3 times of those published in CNKI journals.
The papers published in SCI鄄E journals have mostly been supported by international funds, suggesting that these projects on
China忆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 have been concer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ly
analysis of related subjects in CNKI, the research papers on “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冶 just equal 1% of that on
“landscape ecology冶, 8. 3% of that on “ urban ecology冶, suggesting that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theory research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 is not as important as other related ecology research. The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 are still weak. In the future, th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discipline忆 s theory,
research more on eco鄄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lants.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better
solve problems of human and natural compound ecosystems, and provide more scientific theory support, research should be
expanded to related theories such as cross ecological psychology,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and so on, and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ecological management,
which could let environment be better to satisfy human behavior need, and let human know that we can well protect
environment by changing some behavior.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condition analysis; discipline development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人居环境和风景园林事业发展迅速,生态园林城市建设蓬勃发展,园林生态科学

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2011 年风景园林学科正式成为国家一级学科,并与建筑学、城市规划共同构成“三
位一体冶的人居环境科学主导专业体系[1]。 这表明中国风景园林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学科研究也

从传统的园林历史与理论、园林规划设计、园林植物应用等,向园林景观生态、园林与景观遗产保护等领域和

方向拓展。 其中园林景观生态科学研究,已成为探索和谐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建园林学专业,到如今一级学科设立,整体总结分析园林生态学科研领域发展状况的研究尚未见报

道。 文献计量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较为宏观且客观的分析视角,本文尝试借此方法开展这一工作,以供相关

部门和同仁参考。
1摇 资料数据源与研究方法

1. 1摇 资料数据源选择

本研究选择的文献资料包括综合性专著和期刊论文。 专著以中文版图书藏书最丰富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作为数据源。 期刊论文以 CNKI 数据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AJD)、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 科学引文索引(SCI鄄E)收录的相关期刊论文为研究数据来源。 所

选 SCI鄄E 论文为发表于 1985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其他 3 个资料数据源为 1962 年 8 月至 2011 年 8 月收录

的论文。

6662 摇 生摇 态摇 学摇 报摇 摇 摇 33 卷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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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摇 研究方法

本文总体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定性分析侧重学科综合理论研究文献资料的归纳总

结,定量研究侧重学科不同方向研究成果与状况的统计分析。 定量研究运用的具体方法是文献计量学方法

(词频分析)、数理统计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信息处理。 对研究成果论文以学科类别、发表年度、主题词(关键

词)、研究层次、获得资助等信息输入 EXCEL 进行初步分析,之后再将部分信息录入 SPSS17. 0 数据分析系统

进一步分析。 通过分析数据信息的统计学特点,揭示中国园林生态学科发展历程及对不同研究方面的关注

程度。
2摇 结果与分析

2. 1摇 中国园林生态学作为独立学科形成时间与内涵解析

在 CNKI 数据库中,以“园林生态学冶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得到的期刊论文有 54 篇,相关学术著作有 12
部。 资料显示,中国园林生态学科理论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生态园林冶的提出[2],但这个“生态园林冶与欧

洲 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的“生态园林冶(以保护原野上的自然景观为主,考虑在园林中设计与自然完全一样的

植物生境和植物群落) [3]含义不同,指的是根据生态学原理,把自然生态系统改造、转化为人工的并高于自然

的新型园林(绿地)生态系统。 1993 年李嘉乐建议建立一门“园林生态学冶。 1994 年中国第一本有关园林生

态学的著作———《城市园林生态学》(许绍惠等)出版;1997 年李嘉乐发表《园林生态学拟议》,提出了园林生

态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内容框架构想。 可以认为,中国园林生态学作为生态学一个新的分支学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才初见端倪。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园林生态学领域研究更加活跃,研究论文成果数量逐年迅猛增加(图 1,图 2),专家

学者对园林生态学科的研究更为关注,相关学术专著相继问世[4鄄11],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园林生态学科专业研

究和教学活动的开展[12鄄13]。 可见,中国园林生态学科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近年内基本形成,并初步构建

了学科理论的基本框架体系。

图 1摇 园林生态学研究成果数量年代分布图(1962鄄08—2011鄄08)

Fig. 1摇 Annu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 research research achievements(1962鄄08—2011鄄08)

从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内容来看,园林生态学科理论的主要内涵是与园林联系密切的植物生态学、城市

生态学和景观生态学等相关理论。 但不同学者对园林生态学定义、研究范畴、学科理论基础、系统层次与相互

作用、应用实践(包括生态规划、生态设计、园林生态系统构建与管理、园林生态系统评价)等方面,仍存在一

些差异。 如李嘉乐认为园林生态学以人类生态学为基础,融汇景观学、景观生态学、植物生态学和有关城市生

态系统理论,研究在风景园林和城市绿化可能影响的范围内人类生活、资源使用和环境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

及调节途径[14]。 冷平生认为园林生态学是研究城市居民、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并强调主要研究

7662摇 9 期 摇 摇 摇 于艺婧摇 等:中国园林生态学发展综述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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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园林生态学研究成果每十年数量分布图(1962鄄08—2011鄄08)

摇 Fig. 2 摇 Quantity distribution in every ten year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 achievements(1962鄄08—2011鄄08)

4 个方面的问题:(1)城市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条件与

园林植物的相互作用关系;(2)城市生态系统,特别是

城市绿地生态系统在改善城市环境中的作用和机理;
(3)与城市植被相关的群落生态学问题;(4)城市景观

生态规划以及城市的生态恢复与生态管理等[5]。
笔者认为园林生态学研究的不仅是园林生态系统

中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关系问题,也包括人与环境相互

作用关系问题,还研究园林生态系统与其他生态系统之

间相互作用关系问题。 园林环境作为一种自然鄄人工复

合生态系统,其范围从城市到乡野,不仅受人类行为的

影响,不同环境对人的行为心理也会发生不一样的作

用,人与环境的关系远比人们设想的复杂得多,他们之

间处于复杂的交互作用当中[15]。 因此可以认为,园林

生态学就是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系统论方法,研究园林

生态系统中人、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以及园林生态

系统与城乡人居大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科学。
2. 2摇 中国园林生态学科研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图 1、图 2 统计结果还显示了中国 50a 园林生态学

科领域科研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1962 年至 1981 年的

前两个 10a 中,研究成果文献量很少,部分年份没有成果,年均成果量 1. 05 篇,20a 合计文献量仅占文献总量

的 0. 77% ,说明这个时期园林生态学科研活动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1982 年至 2001 年的中间两个 10a 中,文
献量有所增加,年均成果量 15. 4 篇,且呈现缓慢的波形增长形势,但年增长量相对较低且不稳定,20 年合计

文献量占文献总量的 11. 36% ,说明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处于缓慢发展期;2002 年至 2011 年的 10a 中,科研

成果文献量迅猛增长,几乎呈直线上升,年均成果量达到 238. 3 篇,10a 合计文献量占文献总量的 87郾 87% ,可
见近 10 年是园林生态学领域科学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科研成果丰硕。 中国园林生态学 50a 科研发展呈现

出“起步探索期(1962—1981)、缓慢发展期(1982—2001)、快速发展期(2002—2011)冶3 个阶段性特征,近期

呈快速增长趋势。
分析这一发展阶段性特征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前 20a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缓慢,风景园林与人居环境建设

主要满足基本需求,注重园林实践,对园林生态科学理论的研究关注和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

济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国内外文化与技术交流频繁,特别是景观生态学理论的引入,推动了园林生态学科的发

展;近 10 年来,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生态问题受到全社会的广泛

关注,国家及地方相关机构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以适应社会经济和人居环境发展的需要,也促进了园林生

态学科研的快速发展。
2. 3摇 中国园林生态学研究领域具有侧重点和关注热点

2. 3. 1摇 园林生态学研究领域的侧重点

当代园林生态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淤城市绿地生态效益的研究;于城市绿地布局和结构研究;盂
城市绿地或植物群落的恢复建设研究;榆生态景观规划设计与城市的生态管理[6]。 绿地生态效益包括绿化

植物和绿地系统的净化环境、调节气候、维持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和防灾减灾等。 植物的适应性是植物群落

恢复建设的基础,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也是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前提条件,生物多样性不仅是植物,也
包括动物和微生物。 园林生态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如景观生态学相比,从研究的侧重点来看,两个学科都强调

景观的生态效应,但园林生态学更强调“美冶的景观[4],加之园林环境成为城乡居民越来越重要的户外生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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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人的精神和物质需求以及人的行为作用等应受到广泛关注。 城市绿地布局和结构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

的发挥绿地系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服务功能,是为了建设健康的人居环境。 另外,国外风景园林学科发展重

点和研究热点主要体现在生态规划与设计、应对气候变化、生态节能环保工程技术、城市生物多样性和植物应

用、棕地改造与利用、生态绿地系统建设等[16],这些热点也多属于园林生态研究领域。 综合以上内容,将园林生

态研究大致分为四个方面,即生态效益研究、生物与环境研究、人的需求与行为研究、生态规划与生态管理研究。

表 1摇 园林生态学研究成果数据统计

Table 1摇 Data statistics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 research achievements

研究领域
Field of research

排重计量
The measure excluding

duplicates / piece

主题词(精确)
Keyword(accurate)

数量
Quantity / piece

生态效益研究 869 净化环境 231 园林、滞尘 97
Eco鄄efficiency research 园林、吸收有害气体 19

园林、抑菌 78
园林、负离子 40
园林、净化水 2
园林、净化水源 3
园林、净化水环境 1
园林、净化土壤 3

调节气候 28 园林、调节温度 23
园林、调节湿度 4
园林、调节风速 1

维持生物多样性 12 园林、维持生物多样性 12
防灾减灾 287 园林、防灾减灾 33

园林、防风 135
园林、防火 100
园林、避难 47

水土保持 359 园林、水土保持 359
生物与环境研究 1318 园林植物 1033 园林植物、适应性 208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园林植物、群落 470

园林植物、恢复 129
园林植物、多样性 523

动物与微生物 285 园林、鸟类 251
园林、哺乳动物 13
园林生态、昆虫 18
园林生态、微生物 9

人的需求与行为研究 38 园林生态、行为心理 6
Human忆s requirement and 园林生态、公众参与 17
behavior research 园林生态、休闲娱乐 11

园林生态、文化艺术 4
生态规划与生态管理研究 640 园林、生态规划 210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园林、生态设计 363
management research 园林、生态评价 46

园林生态系统、评价 6
园林、生态管理 39

按不同研究方面和各相关主题词分项检索统计结果(表 1,图 3)显示,4 个研究方面的成果比重差异说明

园林生态研究具有明显的侧重点,整体而言主要侧重“生态效益研究冶和“生物与环境研究冶(占 76. 3% ),也
就是说近 10 年的研究重点还处于应用基础研究阶段。 不同方面也有侧重,如“生物与环境研究冶中对植物的

研究要远多于对动物和微生物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植物是园林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成分,对其进行大

量的研究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生态效益研究方面,明显倾向于净化环境、水土保持和防灾减灾,主要是因为

这些效益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人居环境质量、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安全,相关研究受到政府和研究机构的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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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不同研究方面的成果比例图

Fig. 3摇 Achievements忆 ratio in each research direction

生态规划与生态管理研究方面则侧重生态规划与

设计,原因在于生态规划是认识、评价并提供协调人与

自然的景观利用选择方案的一种过程[17],园林生态系

统是自然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也是典型的受人类活动

影响和管理的生态系统,人是园林生态环境的建设者、
使用者和调控者,同时也是组成园林生态系统的成分之

一,人的需求与园林生态系统的需求关系必须得以协

调,这也符合生态学研究应当从未受到干扰的生态系统

转到将由人类影响和管理的生态系统,并将更多的生态

学研究集中到生态服务和生态恢复与生态设计中[18] 的

发展趋势。
2. 3. 2摇 园林生态学领域不同研究方面的关注热点

一个关键词在论文总量中出现频次的高低,表明相

关研究成果数量的多少,频次越高,相关研究越多,研究

层次越广越深,也就意味着这是该领域内的研究重点、
热点所在[19]。 不同研究方面的论文主题词检索和高频

主题关键词的分布统计结果(表 1,图 4)显示,园林生

态研究不仅具有偏向性,也存在不同的研究热点。 生态效益研究的热点为“水土保持、防灾避险、净化环境冶;
植物研究热点是“多样性、群落冶;动物与微生物研究的热点是“鸟类冶;生态规划与设计研究热点是“地区、居
住区、斑块鄄廊道冶;生态评价与生态管理研究热点则是“地区、公园冶。
2. 4摇 国家和地方基金是中国园林生态学科研基金资助的主要来源

基于 CNKI 中自带的分组分析方法,对不同方向研究成果中获基金资助项目论文统计(不排重)结果(表
2,图 5)显示,总体成果中基金项目论文所占比重为 10. 8% ,基金资助从多到少排名为国家基金—地方基金—
部委基金—科研院所基金—高校基金—国际基金,且国家基金论文与地方基金论文比例之和达到 85. 4% ,说
明国家和地方基金是中国园林生态学科研基金资助的主要来源。 部委基金和科研院所基金项目较少,只是园

表 2摇 园林生态学研究获基金资助文献情况

Table 2摇 Situa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 research literature by fund

主要研究方面
The main
research fields

文献总数 / 篇
The total
numbers of
paper / piece

基金资助
论文数 / 篇
The number
of funded

papers / piece

基金论
文率 / %
Funded

paper rate

基金类型 The type of fund

国家基金
National
fund

部委基金
Ministries

fund

地方基金
Local
fund

高校基金
College
fund

科研院
所基金
Research
institutes

fund

国际基金
International

fund

生态效益研究
Eco鄄efficiency research 919 102 11. 1 49 10 37 2 4 0

生物与环境研究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1324 147 11. 1 56 12 74 0 4 1

人的需求与行为研究
Human忆 s requirement and
behavior research

38 7 18. 4 6 1 0 0 0 0

生态规划与管理研究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641 59 9. 2 31 6 16 1 5 0

合计(不排重)
Total(No excluding
duplicates )

2922 315 10. 8 142 29 127 3 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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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摇 高频主题关键词分布示意图

Fig. 4摇 Distribution of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in each research direction

林生态学领域科研基金资助的补充来源。 就园林生态不同研究方面而言,国家和地方基金资助论文较多的是

“生态与环境研究冶和“生态效益研究冶,合计占基金论文 79. 1% ,说明国家和地方基金对这两个方面的研究

关注度比较高,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人的需求与行为研究方面虽然文献量最少,但基金论文率最高,且主要由

国家基金资助,说明该方面的研究得到国家关注。
2. 5摇 中国园林生态学领域部分科研成果得到国际学界认可

在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水平。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的 SCI
目前已收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期刊 6000 余种,基本能够反映各国的科研研究水平[20]。 因此,以 SCI鄄E 数据

库(SCI 扩展版)收录论文为对象进行分析研究,探究中国园林生态研究领域科研成果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

情况。
由于“园林生态学冶目前还没有准确统一的英语译名,所以检索时采取了“主题 = (ecology)AND 主题 =

(garden or “landscape architect*冶)冶、和“主题=(“landscape ecology冶)冶两组主题词进行检索。 前者反映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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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摇 不同研究方面基金论文比例示意图

Fig. 5摇 Fund paper ratio in each research direction

林相关的生态学范畴内的文献成果情况,后者则是关于

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成果情况。 目前,景观生态学是一门

发展较为成熟的应用生态学分支学科,与园林生态学关

系密切,可能有部分“园林生态学冶相关成果因英译名

而被统计入景观生态学中。
以 ecology AND garden or “ landscape architect*冶

检索到论文 495 篇,其中作者来自中国地区有 17 篇,占
总数的 3. 4% ;以“ landscape ecology冶 检索到论文 1978
篇,其中作者来自中国地区有 89 篇,占总数的 4. 5% ,
表明中国园林生态学领域部分研究成果能够在国际高

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交流,得到国际学界认可。 但与景

观生态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比例都

有差距,尤其数量差距较大。
17 篇文献的基金资助情况统计(表 3)显示,基金

论文率为 47. 1% ,基金资助来源主要为国际基金、国家

基金和科研院所基金。 与 CNKI 数据库收录的文献基

金资助情况相比,SCI鄄E 文献基金论文率为前者的 4. 3

倍;基金资助论文最多都是生物与环境研究方面;基金来源略有异同,相同的是国家基金都为第 1 来源,不同

的是科研院所基金和国际基金成为 SCI鄄E 文献基金资助的并列第 2 来源,CNKI 文献基金资助第 2 来源的地

方基金在 SCI鄄E 文献中没有出现。 总体表明,中国园林生态学领域不仅部分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界认可,相
关研究也得到国际基金资助,且国际基金多与国家基金及科研院所基金共同资助科研项目(一篇论文由多个

基金资助),国家基金和国际基金对生物与环境研究方面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表 3摇 SCI鄄E 数据库中国园林生态学论文获基金资助文献情况

Table 3摇 Situation of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cology research literature by fund in database SCI鄄E

研究方面
The main
research fields

文献总数 / 篇
The total
numbers of
paper / piece

基金资助
论文数 / 篇
The number
of funded

papers / piece

基金论
文率 / %
Funded

paper rate

基金类型 The type of fund

国家基金
National
fund

部委基金
Ministries

fund

地方基金
Local
fund

高校基金
College
fund

科研院
所基金
Research
institutes

fund

国际基金
International

fund

生态效益研究
Eco鄄efficiency research 1 0 0 0 0 0 0 0 0

生物与环境研究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12 7 58. 3 4 1 0 0 3 3

人的需求与行为研究
Human忆s requirement and
behavior research

1 0 0 0 0 0 0 0 0

生态规划与生态管理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3 1 33. 3 0 0 0 1 0 0

合计 Total 17 8 (平均)47. 1 4 1 0 1 3 3

2. 6摇 中国园林生态学科系统理论研究还较薄弱

基于 CNKI 的相关主题词统计结果(图 6)显示,主题词为“园林生态学冶的研究论文只比“区域生态学冶论
文多一些,与其他相关生态学科研究相比,论文成果数量差距很大,只有“景观生态学冶的 1% ,“城市生态学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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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 3% ,“恢复生态学冶的 7. 3% 。 作为关键词和题名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而主题词为“生态园林冶和“园林

生态冶的论文数量却明显较多,是主题词“园林生态学冶的 30 倍。 由此可见,“园林生态学冶学科系统理论研究

在相关生态学科研究中所占比重很低,该研究领域大多数关注的还是“生态型冶园林理念和与园林有关的生

态问题。 表明中国园林生态学作为新兴学科,其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还较薄弱,不同学者对学科内涵和理

论框架体系仍有不同见解,学界对园林生态学的定义、学科具体内涵、研究范畴和目标任务等尚未形成共识,
学科理论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图 6摇 相关生态学研究期刊论文量统计

Fig. 6摇 Statistics number of Journal papers about interrelated ecology research

3摇 讨论

园林生态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应用生态科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时间还较短,虽然在相关领域和方

面的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其学科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研究领域尚需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随着风

景园林学科地位和应用领域需求的不断上升,其受关注度越来越高,其研究成果及应用在健康人居环境建设

管理中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学科发展应用前景广阔。 就现有状况而言,今后该学科领域科研发展还需注重

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理论研究,完善学科理论体系

风景园林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应用学科,其研究内容涉及心理学、生态学、地理学、建筑学、城乡

规划学、园艺学、林学、草学、设计学等学科[21],园林生态学作为风景园林学科的重要组成内容和专业主干课

程之一,在现有相关生态学理论整合基础上,还需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进一步加强园林生态关系的理论探索。
深度方面,如景观生态学作为园林生态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其在国际上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和发展,而园林

生态实质上发映的也是一种景观生态———园林景观生态,如何将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在风景园林领域更

好地应用和发展,是迫切需要深入开展的工作。 广度方面,拓展交叉生态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研究变得

很有必要。 因为,园林绿地作为一种满足人类需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实际上多数属于近天然生态系统、半天然

生态系统和人源生物生态系统,或多或少受到人的影响。 由于园林绿地在功能上和审美上与人的不可分性,
人本身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便组成了园林生态学的重要内容[22],不仅人的需求和行为会影响环境,不同环境

也会导致人不一样的行为。 许多人似乎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只需要合适的技术。 相反,很少有注意力放在那些

涉及人们行为改变的保护环境的策略上。 如果情形改善的话,技术和行为改变———有时涉及对“日常冶行为

作大幅度改变———必定会做出重大贡献[23]。 因此,借助环境与行为的相关理论,研究园林环境与人的相互作

用关系,可以进一步认识改变人的一些日常行为来保护环境以及可持续开发和利用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为更

好地研究和解决生态系统问题提供更多的科学理论支撑,这不仅是完善园林生态学科理论体系的需要,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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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需要。
(2)继续倾向园林植物等生物与环境研究、生态效益研究

园林植被是园林绿地的主要生产者,是绿地最主要的基础生物群落,是人类健康发展的绿色自然环境,也
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其他生物物种赖以生存的环境。 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大地景观日趋破碎化的今天,如
何更好地保护好尚存的自然植被资源和生态环境,按照自然规律、自然力量和科学方法,恢复被破坏的重要的

生态系统,更好地建立和发展能够持续稳定自然生长的园林植物群落和园林景观生态,更好地发挥园林植物

和生态系统在净化环境、调节气候、水土保持、防灾减灾、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功能,这是园林生态研究领

域需要继续重点关注的方面。 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气体依然高排放,城市空气污染形势严峻的大背

景下,园林植物、园林景观生态系统理应通过更多的途径和方式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3)进一步加强生态规划与设计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生态规划与设计已经成为国内外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点和研究的热点之一[16],也是园林生态学理论

研究和实践应用的重要内容。 实践证明,生态规划和生态设计是综合地、长远地协调人类需求与自然生态关

系,并将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转化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的有效途径之一。 建议国家和地方等

各级相关机构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入,特别是要提高基金项目资助范围和力度,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从
生态规划与设计层面推动中国园林生态学科研究与应用向更高水平发展。

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总结,也只是初步尝试和探索,大致反映中国园林生态学领域的科研

发展进程与状况,还有其他诸如科研机构设置、科研人员结构、学科交叉合作等发展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文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一定局限,包括主题检索词的选定,可能有部分相关论文成果未被检索到,如城市森林

生态等方面的一些论文,因为限定研究范畴,不含“园林生态冶等相关主题词而未被检入。 另外,在统计分析

英文成果资料时,因“园林生态学冶尚无准确统一的英文译名,在文献检索时亦可能存在遗漏,这些问题还有

待今后继续探索解决。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南京农业大学姜卫兵教授、程宗明教授和南京林业大学汤庚国教授的帮助,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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