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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景观研究进展

汤摇 茜1,2, 丁圣彦1,2,*

(1. 教育部黄河中下游数字地理技术重点实验室, 开封摇 475004; 2.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开封摇 475004)

摘要:多功能景观是当前景观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已成为景观生态学新的研究方向,但其概念、研究方法等诸多内容仍

缺少系统地研究和介绍。 多功能景观研究通过优化景观结构来增强景观的多功能性,是实现区域景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探讨了多功能景观的概念,提出了当前国内外多功能景观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 今后应进一步开展有关多功能景观的

实践研究,继续完善其评价方法,并建立景观功能及其服务的监测机制。 以期为将来开展景观规划与景观管理研究提供科学

依据。
关键词:多功能景观;景观功能;景观服务

A review of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TANG Qian1,2, DING Shengyan1,2,*

1 Key Laboratory of Geospatial Technology For the Middle and Lower Yellow River Regio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Kaifeng 475004, China

2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and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in recent ecological fields
in Landscape Ecology. However, there is lack of systematical study about the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such as its concept
definition, research methods and other basic contents. The study of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can help to enhance landscape
multi鄄functionalities by optimizing landscape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processes. It is supposed to be an important way to
successfully realize the landscap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future. This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concept,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about the multifunctional landscpae. Then we propose som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cluding to
further study landscape practices, to improve evaluation methods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 about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aimed to provide helpful informations for researches of landscap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landscape functions; landscape services

摇 摇 景观是多种不同类型生态系统的集合体,景观

的要素组成、结构及其生态过程决定了景观具有多

种功能性。 人们在进行环境规划与决策制定时,由
于没有充分意识到景观的多功能性,导致许多类型

的景观往往被改造成结构均一、只有单一功能的土

地利用类型,甚至最终变为荒地[1鄄2]。 应该如何对景

观进行合理的规划与管理,或许更需要从景观功能

与景观服务的角度开展研究[3]。 景观多功能性被认

为是能够识别环境变化对景观所产生影响的一个强

有力的概念[4],构建被赋予了人类价值评价的多功

能景观则被认为是实现未来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

途径[5]。 本文在分析多功能景观内涵的基础上,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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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多功能景观的研究方法并探讨其研究发展趋

势,以期为今后开展区域景观规划与管理提供理论

与实践研究的基础。

1摇 多功能景观的概念解析

世界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使传统农业景

观被改造成低异质性的农业用地,而且导致了野生

动植物栖息地的破碎化、自然 /半自然生境的缺失,
以及农作物基因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的丧失[6鄄8]。
自欧盟农业环境计划(Agri鄄environment schemes)实

施以来,欧洲发达国家如今以发展农业景观的“多功

能性冶为前提制定保护与恢复退化农业景观的措施

和政策[9], 多功能景观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应运而生了。
景观功能,即景观能够为人类社会提供产品

(如:粮食或木材)和服务(如:美学享受,为生物提

供栖息场所)的能力,具有生态、社会鄄文化和经济价

值[10]。 对景观进行规划和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为了

协调好景观保护与土地利用和自然资源需求之间的

矛盾,必须要充分考虑景观能提供的所有产品和服

务[11]。 而一旦景观的功能被确定之后,这些功能就

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的形式被分析和评价[12],从而

使人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景观的多种服务和价值

所在。
与生态系统服务相比,景观服务更强调景观的

结构与过程之间的联系。 Naveh[13鄄14] 认为,只有基于

对景观整体性以及格局与功能复杂性的充分理解,

才能进一步深入理解景观的生态、历史以及文化动

态演化的过程;傅伯杰等[15] 提出,多功能景观并不

是特殊类型的景观,只是对现实景观的功能赋予人

类价值评判,它与土地利用决策紧密相关,是景观生

态学综合应用研究的重要方向;张盼盼和胡远满[16]

在景观定义的基础上,提出多功能景观是兼具生态、
经济、文化、历史和美学等多重功能的综合异质单

元;Lovell 等[17]认为多功能景观就是将生态、文化和

生产功能整合到一个被给定的地点或景观中,强调

多功能景观在景观规划与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而
Musacchio[18]提出多功能景观是与人类的健康 /安
全、生态系统服务、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资源管理息

息相关。
对多功能景观的理解应该首先基于对景观结构

及其生态过程的认知,理解景观格局和过程的变化

能够引起景观功能及其服务的改变。 多功能景观的

研究应该以优化景观结构为基础,以提升景观功能

为目标,在景观管理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各利益相关

者对景观功能、景观服务及其价值的认知水平,通过

有效的景观管理与调控,协调景观多功能发展与人

类需求之间的矛盾,最终达到人类社会与景观的和

谐共同发展(图 1)。 在当前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而

导致众多景观生态系统发生退化的现实背景下,多
功能景观的研究和发展能够为日益凸显的人地关系

矛盾、粮食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所产生的冲突与矛

盾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

图 1摇 多功能景观研究的概念框架

Fig.1摇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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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景观多功能性与景观服务

景观具有多种功能这是景观的本质属性,即使

没有人类的评 价 和 利 用, 景 观 功 能 仍 然 存 在。
Kienast 等[3]在综合了众多学者研究结果的基础上,
总结归纳出了景观的四大功能,具体包括:生产功

能、调节功能、生境功能和信息功能。 而各景观功能

还可以被进一步划分,它们都与景观过程和景观特

性相联系,从而使人类能够从中获取相应的服务与

产品,并体现出多种价值。 景观多功能性是研究与

发展多功能景观的前提和基础。 多功能景观基于景

观的这一本质属性,在不同尺度上、不同设计和管理

目标下对景观功能及其服务展开综合研究,也是景

观多功能性在景观尺度上得以充分发挥和全面提升

的实质体现。
无论是生态系统服务还是景观服务,都是将自

然系统(生态系统或景观)与人类评价彼此联结起来

的纽带[5]。 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性是景观多功能性

的物质基础[19]。 生态系统服务从认知走向管理实

践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多种服务的权衡、与政策

设计的结合等方面[20]。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方面的

局限性导致了其相关研究结果难以应用到景观规划

与设计上[21]。 然而,与生态系统服务相比,景观服

务能够更好地体现景观格局与过程的相互关系,有
利于整合多门学科和研究方法,并帮助当地的利益

相关者直接参与到景观经营与管理中来[4鄄5]。 当前

国际上广泛开展的基于多功能景观的景观管理与景

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22鄄24],多是从景观多功能性与

景观服务的角度来思考并展开研究的,这充分说明

了景观功能与景观服务在多功能景观研究中的重要

性和有利性。

3摇 多功能景观的研究方向和相关研究方法

3.1摇 景观功能与景观服务的评价研究

对景观功能及其服务的评价是制定景观管理决

策的前提和基础。 由于景观功能具有空间差异性,
当前对景观功能与服务的评价研究一般通过景观功

能或景观服务制图得以实现。 这种定量的研究方法

多以栅格为最小评价单元,利用多个指标来对景观

功能或服务进行评价,并最终通过相关模型进行定

量化制图。 例如,Gimona 等[9] 以苏格兰农业景观为

例,通过对生物多样性、视觉美学、林地休憩等景观

功能的定量化制图,最终划分了该景观的多功能热

点区,并根据研究结果对现有的土地利用政策实施

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Gulickx 等[25] 运用能够反映景

观服务与空间特征的点数据,通过分析景观服务与

其周边空间地物的关系,绘制了荷兰郊区景观的景

观服务空间差异图。 冯喆等[26] 以北京及其周边地

区为研究区域,基于自组织特征映射模型(SOFM)对
景观生产功能、碳汇功能、土壤保持功能、居住功能

进行定量化评价,结果显示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各

景观功能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除了空间制图的

定量化分析方法,利用定性分析方法如专家赋值、受
访者评分法的景观功能和服务评价研究也较为普

遍。 例如,潘影等[27]基于野外调查和专家系统赋值

的方法,对北京市农业景观的景观生态与美学功能

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农业景观质量区域

差异大,这主要与地形和人为压力有关。 郭先华

等[28]利用评分法(SBE)分析评价了丽江城市的景观

美学服务,通过受访者对丽江照片景观美学的多等

级评分来评价研究区的景观美学价值,研究结果为

进一步完善城市景观规划和保护丽江古城奠定了科

学基础。
关于景观功能与景观服务的评价研究,尤其是

景观功能与服务的空间制图,能够为未来多功能景

观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可供参考的科学基础。 这一

研究方法可以被广泛推广于不同尺度上、不同类型

的景观生态系统的研究中。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

空间制图的方法受制于数据的可获取程度。 对于那

些无法获取空间信息或无法被定量化评价的景观功

能和服务则无法使用空间制图的定量化研究方法。
这也说明未来对于景观功能和服务的评价研究仍需

要继续完善和发展。
3.2摇 景观变化(尺度变化与格局变化)与景观功能 /

服务的关系研究

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是景观功能及其服务具有

空间差异性的根本原因。 研究景观格局变化对景观

功能的影响,能够为进一步揭示景观服务的动态变

化提供可供参考的科学依据。 受景观格局尺度效应

的影响,景观服务也具有尺度性。 刘文平等[21] 在查

阅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景观服

务的尺度效应问题,认为无论是在全球或国家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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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区域省市或区县尺度,各景观服务分别具有不

同的表现。 如全球和国家尺度上的调节服务表现为

气候调节、降水调节等,而区县尺度的调节服务则表

现为河流洪水调节、害虫调节等。 对景观服务研究

进行尺度性的区分,能够为不同尺度条件下的景观

调控与管理提供相应的决策支持。 然而,这还需要

针对不同景观类型分别展开多尺度的景观功能与服

务研究。
此外,景观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土地利用与土地

覆盖变化,对景观功能影响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
如 Lautenbach 等[29]利用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的景观

变化数据(1964—2004 年),推测德国莱比锡地区区

域尺度上的传粉、粮食生产、户外娱乐等景观生态系

统功能的变化。 研究结果显示,土地利用构型是影

响景观生态系统功能评价的主要因素,且景观生态

系统功能随着土地利用强度的增加而逐渐衰退。
Skalos 等[30] 以开挖后的露天煤矿景观为研究对象,
在景观尺度上以景观潜在水量(LWP)作为反映景观

功能供水能力的指示变量,通过揭示景观格局变化

对景观内各类生态系统(如农田、草地、森林等)的含

水量的影响,来验证景观中的水体是否能够成为反

映景观功能变化的指示者。 此类研究能够为进一步

深入探讨景观格局变化对景观功能的影响机制,提
供科学与决策支持。
3.3摇 多功能景观的模拟研究

在景观生态学中,情景模拟的方法多用于预测

景观格局的变化。 而将情景模拟运用于多功能景观

的研究之中,不仅可以为景观格局变化做模拟和预

测,还可以将不同政策与景观设计相结合,让决策者

和广大公众直观地看到土地覆被在未来可能发生的

变化,从而为多功能景观的构建提供科学依据[31鄄34]。
目前关于多功能景观的模拟研究,可以采用情

景模拟与模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用于预测模拟景

观格局的变化对景观功能和景观服务的影响。 例

如,Van Berkel 等[35] 通过运用智能体模型 ( agent鄄
based model)与情景模拟的方法,对未来荷兰郊区景

观的景观格局变化和多功能景观的构建进行了模拟

设计。 该研究通过预先访问和调查利益相关者的意

见,并设定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未来景观发展目标的

情景,模拟将来该区域可能发生的景观格局的变化,
并在此基础上对景观功能变化进行调控,最终模拟

构建了该区域的多功能景观。 此外,在多功能农业

景观的研究中,情景模拟的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例如,对乡村多功能景观进行模拟[36] 以及探讨农业

政策制定与农业景观格局设计的问题[37];通过情景

模拟来研究农业景观中的物种多样性和物种栖息地

的保护问题[32];或是被用于更大尺度上的农业发展

评价和模拟,如对一个国家的农业发展的总体评

价[38],以及对未来欧洲的农业景观发展(如:农业土

地利用、农业政策制定)的预测[3, 39]等。
多功能景观的模拟研究需要预先设定景观发展

的目标,基于景观格局的变化和生活在景观中利益

相关者的意见,进行模拟;最终可以通过地图、数字

影像模拟,甚至是手绘图像来展现多功能景观,从而

给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提供了直观的参考依

据,为区域景观管理与景观功能调控奠定了研究

基础。
3.4摇 多功能景观的规划设计研究

多功能景观的规划设计研究与传统的景观规划

设计存在很大的差异。 多功能景观的规划设计提倡

在景观规划的前期过程中,鼓励利益相关者们积极

参与进来,与相关专家和规划者们一起进行决策制

定[40]。 利益相关者是指生活和工作在一定景观区

域里的,并对该地区表示出感兴趣和关心的人

们[41]。 长期以来,传统景观生态学大都注重景观格

局与过程的研究,特别是忽略了“人冶作为景观要素

的组成成分在景观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11]。 Bohnet
等[40]认为,多功能景观研究应该尤其重视生活在景

观中的人在景观规划与管理中的作用,把人文系统

和自然系统联系起来。 Musacchio[18] 也认为,应该把

人类感知、价值观、文化传统及社会经济活动结合到

景观生态学研究中,多功能景观的基础研究需要与

应用实践相结合。
与传统的景观规划设计的不同之处,除了更注

重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发展意愿以外,多功能景观

的规划设计还要求在对景观结构进行规划的过程

中,需要依据预设的提升景观功能的若干目标来设

计各景观要素的空间配置和属性设定(如,宽度、长
度)等。 这些目标可以包括,如提高生物多样性、恢
复或保持清洁水源的供给、具有休闲和美学功能,等
等。 例如,Steingrover 等[42] 试图通过在农业景观中

构建“蓝绿网络系统冶 (即以沟渠、河流等水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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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蓝色廊道和以道路、树篱、耕地田埂为主的绿色廊

道所组合而成的网络系统),恢复和构建若干布甲的

栖息地来实现自然控制农田里的害虫,以减少杀虫

剂的使用。 目前真正可以被称为“多功能景观冶的规

划设计研究在国内还较为少见,国内的景观规划研

究仍然以景观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要研究内容,没
有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对景观要素进行设计从

而达到景观多功能的发展。 如陈睿智等[43] 采用田

野调查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四川盆地乡村进行生态

旅游景观规划。 虽然考虑了当地景观中的植物、水、
道路、住宅等景观要素,但是该研究并没有结合规划

目标进行详尽的设计与规划,最终的研究结果没能

体现旅游景观的多功能设计。 彭建等[44] 以深圳市

为例,设定了四大城市景观功能,并针对这些功能进

行了城市景观功能的区域协调规划。 该研究是在大

区域尺度上进行的景观功能规划,虽然预先提出了

景观功能规划目标,但由于区域面积太大,整体的规

划设计也较为笼统,无法为真正实施多功能景观的

规划提供实际的执行意见。 由此可见,多功能景观

的规划设计研究需要规划者们从实际调研各个景观

要素入手,从景观中的利益相关者的实际需求出发,
来构建符合当地实际发展要求的、具有多种功能性

的景观。 如何协调利益相关者们对景观发展的不同

需求? 依据什么来设定景观功能目标? 怎样从景观

要素、景观构型、景观结构优化的角度来实现景观功

能规划? 这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4摇 研究展望

多功能景观研究强调充分发挥景观的多种功能

性,使景观的生态、经济、社会鄄文化功能都能够以服

务和价值的形式得以体现,使人类获益的同时促进

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而如何将景观的环境的、经济

的、美学的等多种功能整合起来,促进景观结构优化

与人类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是研究者所面临的巨大

挑战之一。
(1)推进可持续景观研究摇 景观可持续发展是

指在综合考虑景观所有功能的基础上,使景观所能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既能够满足当代人的要求,又不

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5]。 需要进一步明确

多功能景观与景观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加深对

可持续景观的理解,在对多功能景观的功能与服务

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开发出合理的指标体

系或模型对景观的可持续性进行评价。 建立景观功

能的监测机制,用于探讨景观格局对景观功能的影

响以及景观功能的动态变化。
(2)加强多功能景观的实践研究摇 目前有关多

功能景观的研究仍然较多地停留在理论或是研究方

法的探讨上,尚缺少大量的将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

相结合的实例研究。 从实践中发现有关景观生态学

的问题,将学术研究结果应用到实践生活中,接受实

践的检验,是目前景观生态学研究所提倡的发展方

向[45]。 多功能景观的研究必须与某一研究区域相

结合,要避免脱离研究区实际情况和不遵从利益相

关者发展意愿的多功能景观设计和管理。
(3)进一步完善多功能景观的评价方法 摇 在合

理开发利用和规划设计景观各组成要素的同时,需
要充分考虑多个景观功能在同一地点相同时间或是

不同时间的整体提升和协同发展。 因此,开发综合

性多功能景观指数或许能够更加充分地反映出景观

功能在区域上的变化差异,从而帮助决策者制定合

理的管理与发展措施,以达到景观与人类可持续发

展的共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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