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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态学在海岸带地区的研究进展及其在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新使命

索安宁１，２，关道明１，２，孙永光１，２，林勇１，２，张明慧３，∗

１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大连　 １１６０２３

２ 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技术重点实验室，大连　 １１６０２３

３ 大连海洋大学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大连　 １１６０２３

摘要：海岸带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并且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系统剖析景观生态学在海岸带陆地土地利用变化的景观

格局分析与优化、滨海湿地景观格局破碎化及其生态效应、海岛开发和保护的景观规划与设计、近岸海域空间开发的景观格局

分析与评价、海洋环境过程与空间格局的相互作用关系等领域研究取得的成绩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要求，探讨了景观生态学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研究尺度匹配、格局－过程耦合理论引导、景观格局指数量化考

核方面的学科优势。 笔者认为景观生态学可以在围填海平面设计与规划研究、海岸带生态修复与景观建设、海洋保护区选划与

管理、海岛开发与保护、海陆统筹下的海岸带综合管理等方面开拓应用发展领域，助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承担建设海洋强国、

美丽海洋的新使命。 本文同时也为景观生态学在近岸海洋资源环境中的应用、近岸海洋景观生态学的发展梳理框架与思路。

关键词：景观生态学；海岸带；研究进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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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是海洋生态系统向陆地生态系统的过渡区域，是全球最重要的生态交错带［１⁃２］。 海岸带区域受海

陆多种因素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复杂，景观类型多样，人类活动聚集，是多个学科研究关注的焦点区域［３⁃４］。
关于海岸带（英文单词通常用 ｃｏａｓｔ）的定义，国内外不同学者对海岸带有不同的界定，陈吉余等将海岸带定义

为潮间带及其向陆和向海的延伸部分（向陆地延伸 １０ ｋｍ。 向海洋延伸至 １０—１５ ｍ 等深线） ［５］。 Ｃａｒｔｅｒ 在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一书中将海岸带定义为陆地、水体和空气的交界区域［６］；杨世伦认为海岸带应包括永久

性水下岸坡带、潮间带和永久性陆地带三部分区域，其中永久性水下岸坡带的向海边界是波浪作用的下限；永
久性陆地带可以是风成海岸沙丘的向陆边缘，也可以是人工海堤［７］。 可以看出，不同学者研究的视角不同，
他们对海岸带的界定也各不一样。

景观生态学是研究景观尺度上的景观格局、生态过程及其它们之间耦合机制的综合性学科。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景观生态学在国内外取得了长足发展，景观格局评价、景观格局变化与驱动机制研究、景观格局与

生态 ／非生态过程之间的耦合关系、景观格局优化与设计等理论方法在植被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利用管

理、森林资源经营与保护、城市生态安全维护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８⁃１０］。 景观生态学在海岸带地区也有

广泛的应用基础，是研究海岸带生态与环境空间演变，海洋灾害防控、海岸资源开发评估与规划等工作的有效

手段。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美国景观生态学者就提出了海洋景观生态学的概念，并开始关注环境变化和人

类活动对海岸带景观格局的影响［１１⁃１２］。 １９９０ 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ＩＡＬＥ）将海岸带管理列为景观生态学十

大工作组内容之一［１３⁃１４］。 我国景观生态学的先驱肖笃宁先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就系统开展了辽河三角

洲、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景观生态研究［１５］。 张庆忠等分析了景观生态学在海洋生态系统研究领域的应用视

角［１６］。 索安宁等系统分析了景观生态学在海洋赤潮灾害、海洋溢油灾害、海域使用、海岛开发利用及滨海湿

地等方面的应用前景［１７］。 多年来，许多学者在积极地探索景观生态学在海岸带区域的应用方法与理论，并且

在海岸带开发利用的景观格局分析、滨海湿地生境格局与生物多样性关系、海草床景观生态学研究等不同方

面开展了大量研究［１８⁃２１］。

１　 景观生态学在海岸带地区的研究进展

１．１　 景观生态学在海岸带陆地区域研究进展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步伐的加快，人口和社会经济向海岸带聚集趋势明显，海岸带开发利用强度日

益加大，由此导致的海岸带景观格局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也引起了许多景观生态学者的关注。 Ｃｏｒｒｅｌ 等研

究了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对景观格局中营养流入海输送，影响近岸水体营养盐的过程［２２］。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等研究

了美国东南海岸河口湿地水文过程对流域土地开发与森林管理的响应关系［２３］。 Ｃａｒｏｌｙｎ 等研究了美国加利

福尼亚不同尺度的陆地和海洋景观格局对栖息鸟类种类与数量的影响［２４］。 Ｌｅｙｖａ 等研究了旅游开发和城市

扩展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土耳其海岸带景观破碎化的影响过程［２５⁃２６］。 Ｐａｒｃｅｒｉｓａｓ 等研究了西班牙地中海海岸

１８５０—２００５ 年土地利用变化、景观生态及其社会经济驱动力及南非合恩角海岸带景观格局变化［２７⁃２８］。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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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弈等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方法分析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空间结构特征，并提出应用控制论、热力学理论指导

海岸带规划、保护和管理的理论体系［２９］，这是我国最早开展海岸带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报道。 彭建等以山东省

无棣县海岸为例，从景观生产力、景观受胁度和景观稳定度 ３ 个方面构建了海岸带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景观生

态评估体系［３０］。 陶丽华等、欧维新等研究了苏北盐城海岸带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

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导致海岸带自然－人工景观格局向人工景观格局转变，且自然景观异质性降低，人工

景观异质性增加，并提出了优化设计思路［３１⁃３２］。 万峻等、左丽君等就不同时空尺度的渤海海岸带景观空间格

局变化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３３⁃３４］。 汪永华根据海南岛东海岸植被景观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系统探讨了海南

岛东海岸植被景观的分类体系，是景观分类研究的新尝试，对植被景观资源规划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３５⁃３６］。 陈国强等、吴耀建等分别研究了厦门海岸带城市化过程中的景观格局变化及其生态效应［３７⁃３８］。
纵观海岸带陆地区域景观生态学研究，许多工作都集中在海岸带景观格局变化本身的研究，很少有将海

岸带景观格局与海洋环境过程联系起来的综合性研究。 众所周知，海岸带景观生态过程之所以不同于其他陆

地景观生态过程，是由于它涉及到很多海洋因素的影响。 因此，如何将海洋环境因素融入海岸带陆地景观生

态学研究，开展海岸带陆地景观格局－海洋环境过程耦合机制研究是未来一项新的研究命题。
１．２　 景观生态学在滨海湿地区域研究进展

滨海湿地是景观生态学涉足较早的研究领域，滨海湿地景观生态研究主要集中于河口湿地景观生态学研

究、红树林湿地景观生态学研究、滨海盐沼湿地景观生态学研究等几个方面。 河口湿地景观生态学研究是景

观生态学研究相对集中的一个领域，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欧美景观生态学者就开始研究潮间带湿地景观格

局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墨西哥湾沿岸开展了大量的实践研究工

作［１１，２０］。 Ｒｏｂｂｉｎｓ、Ｂｅｌｌ 等以海草床为对象，研究了海草床景观格局变化与浮游动物群落的关系［３９⁃４１］。 Ｊｏｈｎｓｏａ
等建立了水域生态系统的景观生态学评价方法［４２］。 ２０００ 年以来，Ｔｅｉｘｉｄｏ， Ｐｉｔｔｍａｎ 等人采用景观格局指数研

究鱼、虾、底栖动物群落的生境空间格局量化方法及其尺度变化特征［４３⁃４６］。 Ｋｅｌｌｙ 等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研究

了美国、澳大利亚等区域海岸湿地景观格局变化［４７⁃４９］。 国内的景观生态学研究最早开始于河口三角洲湿地

景观格局的研究。 近 ２０ 年来，河口湿地景观生态学研究方面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报道，其中最具代表性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等单位开展的辽河三角洲、黄河

三角洲滨海湿地景观生态研究［５０⁃５５］。 除河口三角洲湿地以外，滨海滩涂湿地也是景观生态学涉足的一个重

要领域。 江苏盐城辐射沙洲滨海湿地成为近年来滨海湿地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区域，有关学者系统研

究了盐城滨海湿地景观格局变化过程、驱动机制、生态功能效应［５６⁃５８］。 另外，不同研究者分别就莱州湾、胶州

湾、杭州湾、辽宁沿海、浙江沿海的滨海湿地景观格局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影响开展了分析与研究［５９⁃６４］。 这些

滨海湿地景观生态学研究为我国滨海湿地保护与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极大地丰富了滨海湿地保护与管理

方法。
在红树林湿地景观生态研究方面，Ｚｈａｒｉｋｏｖ 等采用航空遥感影像和 ＧＩＳ 技术分析了亚热带河口湿地景观

格局［６５］。 Ｓｅｔｏ 等对越南红树林动态监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红树林湿地景观斑块大小、斑块数量、最大

景观斑块指数、景观形状指数、分维指数等景观指数动态变化特征，揭示了越南海岸红树林景观异质性与健康

程度的变化规律［６６］。 Ｄｏｙｌｅ 等采用景观生态学方法研究了飓风对红树林空间格局的影响［６７］。 国内，王树功

等采用卫星遥感方法对近 ２０ 年淇澳岛红树林湿地景观格局变化进行了调查分析［６８］。 辛琨等分析了海南东

寨港红树林湿地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特征，研究表明：海南东寨港红树林湿地景观相似性指数和平均斑块面积

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单位周长斑块数和边界密度呈上升趋势，表明该区域红树林湿地面积正在萎缩，景观破碎

化程度升高［６９］。 另外，毛丽君利用红树林空间质心变化情况识别了红树林空间变化趋势上的差异，并借助动

态度模型获得了红树林湿地各种景观类型的相对变化速率［７０］。
可以看出，景观生态学在滨海湿地方面的应用主要集中在河口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的实例研究，也有少量

的红树林、海草床湿地景观生态学研究，但是面对类型众多的滨海湿地，景观生态学还没有真正应用于滨海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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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空间格局演化的监测、评价和管理工作。 针对类型多样的滨海湿地及其特殊的环境空间特征，构建和选取

哪些景观指数才能反映滨海湿地环境演化的空间过程，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滨海湿地景观生态学

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３　 景观生态学在海岛区域研究进展

分布于广阔海面上的海岛、群岛是很多生物的栖息地和庇护区，也是很多自然景观的遗留区，具有重要的

生物多样性、自然遗产保护和研究价值。 群岛上的很多生物种群，可能是研究复合种群理论、岛屿生态地理理

论和最近兴起的景观遗传理论等生态学理论的理想试验区。 景观生态学可以通过分析群岛的景观格局，将种

群生态过程与海岛的景观格局结合起来，研究海岛之间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海岛生物种群数量、种群质量、种群

遗传之间的关系。 同时景观生态学也可为海岛开发与保护评估规划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方法，是海岛保护区

选划、海岛旅游区规划、海岛资源综合利用评估的重要方法［１７］。
国内外关于海岛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报道相对较少，Ｃｅｎｇｉｚ 等建立了海岛景观质量评价方法［７１］。 近年来，

随着我国海岛开发利用强度的加大，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研究报道。 骆灿鹏、肖寒等、吝涛等、阮俊杰等分别研

究了福建海坛岛、海南岛、厦门岛、崇明岛的景观格局变化过程［７２⁃７５］。 巫丽芸等、王常颖等、辛红梅等分别利

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建立了海岛开发的生态风险空间评价，为海岛资源开发的生态风险评估提供了重要的

技术依据［７６⁃７８］。 索安宁等参考景观生态学的空间格局指数，建立了岛礁空间聚集度指数、海岛形状紧凑度指

数、岛礁规模差异指数等海岛岛群空间分布格局评价指标，并以北方长山群岛为典型实例，开展了具体的实证

研究［７９］。 索安宁等将景观生态学与生态健康评价理论相结合，根据海岛资源环境的特征，建立了海岛植被景

观健康评价方法体系，并开展了长山群岛 ７ 个主要岛屿的植被景观健康实证评价，为海岛开发利用和生物多

样性保护提供了理论技术方法［８０］。
１．４　 景观生态学在海域空间开发管理中的研究进展

与陆地地表各类具有光谱、纹理特征的土地利用景观斑块组成的空间镶嵌格局不同，海洋开发利用景观

格局是在相对均一的海洋自然水体景观基质上人为开发利用的各种海域使用类型斑块组成的空间镶嵌体。
对于海洋开发利用景观格局，有些景观格局的斑块和陆地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斑块一样存在明显的空间边界

线，如盐田、围塘养殖、浮筏养殖、围填海造地等；有些景观格局斑块则是人类根据开发利用需要而专门划定的

一定海面水域，不存在明显的斑块空间边界线，如航道、锚地等；还有一些景观格局斑块则是在海面标记有一

定的使用标注边界线，但这些标记或标志由于目标相对比较小，在小尺度景观上很难看到这些目标，如滨海浴

场、人工鱼礁、网箱养殖等。 这种海洋开发利用景观格局的复杂性，为海洋开发利用景观格局数据的获取提出

了许多技术难题。
借鉴景观生态学在陆地土地利用方面的成熟思路，索安宁等对海域使用空间格局的监测与评价方法进行

了探讨，并建立了海域使用空间格局监测评价指标体系［８１］；孙永光等对海岸围垦区的景观变化过程及驱动因

子进行了分析［８２⁃８４］；叶属峰等采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研究了长江口大型工程对水体生境破碎化的影响，取
得了较好的研究结果［８５］；陆晓燕等 ２０００ 年以来江苏沿海海岸线变化与滩涂围垦进行了分析［８６］。 丁智研究

了从遥感角度研究了围填海对渤海湾海岸带景观格局的影响［８７］。 以上研究主要针对海洋开发利用的空间格

局进行了分析与探讨，这些分析探讨虽然对海洋开发利用管理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缺乏对海洋空

间开发利用格局下的海洋水沙环境过程深入剖析，研究深度仍有待进一步推进。
１．５　 景观生态学在海洋环境污染过程中的研究进展

随着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污染物在海洋中随着波浪、洋流、风流而不断扩散，
在海域表面形成各种面积、形状不一的污染物分布区。 不同的污染物在海洋表面的空间分布斑块镶嵌于正常

的海洋表面基质上，就形成了海洋环境污染景观。 海洋污染有很多种类型，如海洋营养盐异常、海洋病菌污

染、海洋化学污染、海洋热污染、海洋核辐射污染等，相应的也就形成了多种类型的海洋污染景观［１７］。 由于各

类海洋污染物的环境效应、扩散机理不同，其相应的污染景观格局演变过程、污染景观格局的环境效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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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格局的驱动机制各不相同［８８⁃８９］。 孙永光等采用景观生态学理论，开展了大洋河口湿地污染风险的综合

模糊评价研究，分析了大洋河口湿地污染风险的空间格局特征［９０］。 杨红等采用景观格局指数法分析了长江

口水域环境的变化过程，是景观生态学在海洋污染空间格局研究方面的一次成功尝试［９１］。

２　 景观生态学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新使命

２．１　 景观生态学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学科优势

海洋是我国重要的蓝色国土，是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践行海洋生态文明的基本阵地，也是新形势下建

设海洋强国、美丽海洋的基本依托。 景观生态学作为宏观生态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在落实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美丽海洋过程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学科优势和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首先，景观生态学中的景观尺度与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中的区域尺度相匹配。 区域尺度上的空间单元就是景观，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应以具体的景观为基

本单位，建设内容主要是引进新的景观类型、恢复原有景观特征，调整当前景观格局，以改善受损的海洋生态

系统功能，提高海洋景观格局的有序性、稳定性和观赏性，将海洋景观格局演变引导向正向的良性循环［９２］。
其次，景观生态学中的格局－过程理论可作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论依据。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

建设蓝色港湾、碧海银滩、滨海城镇等靓丽的海岸带 ／海洋景观格局，更要建设和恢复结构稳定、功能多样、环
境协调的海洋生态系统，以景观生态学中的格局－过程理论为指导依据可很好地将海洋景观格局建设与海洋

生态系统功能恢复结合起来，达到以格局优化提升生态功能，实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标本兼治。 第三，景观

生态学中的格局分析指数可作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量化考核与检查指标。 景观格局指数是量化景观

格局的有效手段，也可作为海岸带 ／海洋空间景观格局优化的控制性指标，使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停留在

定性概念上，而可具体落实到海湾形态描述、围填海空间格局描述等量化指标上，作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落实

情况的考核与检查指标。
２．２　 景观生态学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新使命

在落实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美丽海洋的新时期，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发挥景观生态学理论基础与技术方法

优势，开拓景观生态学在海洋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中的应用领域，承担起建设海洋强国、美丽海洋的重大使

命。 笔者认为景观生态学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助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１）围填海平面设计与规划研究

围填海是当前我国海洋开发利用的主要形式，但我国围填海平面设计与规划相对粗糙，围填海项目多采

取顺岸平推围填，这样不仅破坏了自然海岸景观和滨海湿地，也减少了围填形成土地的临岸经济价值。 国家

海洋局多次要求加强围填海平面设计与规划，但由于缺乏对围填海平面设计与规划的深入研究，围填海平面

设计与规划仍然缺乏控制性指标。 索安宁等借鉴景观生态学中的空间格局指数，分别建立了顺岸凸堤式、人
工岛式、区块组团式围填海平面设计的评估指标，但这些指标的分级标准是建立了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

的［９３⁃９４］。 目前，亟需从景观生态学中的格局－过程理论角度，开展不同围填海平面设计与选址格局下的水沙

冲淤等海洋过程研究，建立围填海空间格局与水沙冲淤等海洋过程之间的定量耦合关系，以维护海洋过程为

基础制定围填海平面设计与规划控制指标及标准，落实生态用海理念。
（２）海岸带生态修复与景观建设研究

我国海岸带区域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开发，海岸侵蚀、港湾淤积、私围滥堵等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岸段自

然海岸景观已面目全非。 为落实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美丽海洋，国家和地方政府近年来相继支持开展了一批

海岸带生态修复与景观建设工程，主要包括海岸侵蚀防护、沙滩养护、海湾清淤、海域空间整理、海岸景观修复

与美化、海岸与海岛植被恢复等。 景观生态学中的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耦合关系可作为这些海岸带生态修复

项目的理论基础，指导海岸带生态修复不仅要整治修复海岸景观格局，还要修复和恢复海岸生态过程，实现海

岸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耦合衔接。 例如海域空间整理，不仅要拆除私围滥堵的围塘堤坝，恢复海岸滩涂景

观，还要实施生态修复，恢复滩涂底栖生物群落的栖息环境，保障海岸鸟类的滩涂觅食过程。

５　 １１ 期 　 　 　 索安宁　 等：景观生态学在海岸带地区的研究进展及其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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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海洋保护区选划与管理研究

海洋保护区是为了保护海洋珍稀资源、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珍稀海洋生物、自然历史文化遗迹等海洋自然

环境和自然资源，依法将包括保护对象在内的海岸、河口、岛屿、湿地、海域选划出来，进行特殊保护和管理的

区域。 目前，我国已建立各种类型的海洋保护区 ３００ 多处，保护海域面积约 ７５０ 万 ｈｍ２ ［９５］。 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批

复《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要求，到 ２０２０ 年海洋保护区面积达到我国管辖海域面积的 ５％以上，
近岸海域海洋保护区面积达到 １１％以上。 海洋保护区选划与管理是我国落实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工作。 海

洋保护目标在海洋空间上不是均匀分布的，总会存在一定的聚集分布区，即保护目标的分布存在景观生态学

上的空间异质性。 海洋保护区的选划就是依据景观生态学中的空间异质性与多样性理论、岛屿生物地理与空

间镶嵌理论、最小面积理论（空间最小面积、抗性最小面积、繁殖最小面积）等划分海洋保护目标聚集分布的

空间斑块，并对这些空间斑块的保护提出管理要求。 可以说，景观生态学是海洋保护区选划研究的基本理论

依据。
（４）海岛开发与保护研究

海岛是海洋空间开发的天然支撑点，已成为近年来我国海洋空间开发的热点区域，沿海多个省市都制定

了区域性的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科学保护和利用海岛资源。 景观生态学中的岛屿生物地理理论、景观异质

性与生物多样性理论、生态建设与生态区位理论是区域性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的基本理论依据。 依据景

观异质性和生物多样性理论、岛屿生物地理理论可选划和制定海岛保护区的位置和最小控制面积；依据生态

区位理论，可科学划定海岛重点开发区及其适宜开发方向，构建岛群间的分区、分类、分级空间分异开发格局；
依据生态建设理论，可通过对海岛原有景观类型的优化组合，并引入新的景观类型，调整海岛景观格局，以增

加海岛景观格局的异质性和稳定性，形成高效、和谐的海岛人工－自然景观格局。
（５）海陆统筹下的海岸带污染治理与综合管理研究

我国多年来的海陆管理原则是以海岸线为分界线，陆地的土地、环境管理不下海，海洋管理不上陆。 但随

着陆地开发强度的不断加大，海洋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海陆统筹下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成为

破解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景观生态学中的格局－过程理论可作为海陆统筹下海岸带综合管理的重要抓手，
通过研究陆地流域土地开发利用景观格局与河流污染物入海过程之间的耦合关系，确定河流污染物产生的上

游流域景观“源”头，探讨通过优化上游流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消减河流污染物产生的“源”景观，或者配置

湿地等污染物吸纳的“汇” 景观，达到污染物“源”、“汇”景观平衡，物质循环，实现河口海域入海污染物总量

控制，达到以海定陆，海陆统筹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总体目标。

３　 总结

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景观尺度与海岸带开发与保护的区域尺度具有很好的空间匹配性，加上其成熟的研究

理论与分析方法，促使景观生态学成为海岸带管理研究的重要视角与方法，并且取得了长足发展。 本文在深

入分析了景观生态学在海岸带陆地、滨海湿地、海岛、海域空间开发、海洋环境过程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及其存

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和景观生态学学科优势，初步探讨了景观生态学在

围填海平面设计与规划研究、海岸带生态修复与景观建设、海洋保护区选划与管理、海岛空间开发与保护、海
陆统筹下的海岸带污染综合治理与管理等方面的应用理论与实践拓展。 这些探讨只是对景观生态学在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中可能发挥作用的初步梳理和思路引导，抛砖引玉，以期为海岸带景观生态学研究和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景观生态学应用实践提供切入点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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