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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文献分析

赵文武∗，王亚萍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在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已走过 ３５ 周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中国分会已经正式成立 ２０ 周年。 以“景观生态学”为主

题词，检索得到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学者发表的相关文献，对文献数量、文献期刊分布、文献所属研究机构、
文献内容和文献国际影响力 ５ 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关于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发展历程和现状的几点认识。
（１）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按发表文献数量状况可划分为 ３ 个阶段：１９８１—１９８９ 年，景观生态相关研究较少，学科处于

引进、吸收的初始阶段；１９９０—２００６ 年，文献数量迅猛增长，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学科发展成熟并壮大；２００７ 年至今，景观

生态学研究平稳发展，在思索中寻求创新。 （２）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文献发表刊物以生态、农业、资源与环境、地理测

绘和园林领域刊物为主，刊物影响因子差别明显，景观生态学专业期刊在我国大陆地区有所欠缺。 （３）景观生态学研究机构主

要为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为代表的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和以北京大学、北京林业

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各研究机构发挥所处地理环境优势和自身学科特色，对不同类型景观展开深入研究。 （４）
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学科理论与技术方法、景观格局⁃生态过程⁃尺度的相互作用机制、景观生态学的部

门应用等，其研究主题包括城市、农业、湿地、园林、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景观可持续等众多方面，其研究范式正经历着从“格
局⁃过程⁃尺度”向“格局⁃过程⁃服务⁃可持续性”的变化过程。 （５）就英文文献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而言，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

学研究是国际景观生态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国际影响力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景观生态学；中国大陆地区；文献分析；国际影响力

景观生态学（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是一门研究景观单元的类型组成、空间格局及其生态过程的综合性学

科［１⁃３］。 １９３９ 年，德国植物学家 Ｃ．Ｔｒｏｌｌ 在利用航片研究土地利用问题时首次提出景观生态学的概念。 １９８２
年，在荷兰 Ｉ．Ｓ．Ｚｏｎｎｅｖｅｌｄ 教授的倡议下，国际景观生态学会（ＩＡＬＥ）于捷克正式成立。 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国际景

观生态学会共举办九届国际景观生态学大会，为景观生态学学科理论方法和实践应用交流搭建国际平台，对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环境挑战和可能解决途径提供了学科支撑［４］。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我国大陆地区学者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一系列翻译、介绍景观生态学文章开

始［５⁃７］，我国大陆地区的景观生态学已走过三十年有余。 这期间，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在沈阳举办了首届景观生态学

学术讨论会，１９９２ 年中国生态学学会景观生态专业委员会宣告成立，１９９６ 年 ５ 月国际景观生态学会中国分会

（ＩＡＬＥ⁃Ｃｈｉｎａ） 在北京召开的第 ２ 届全国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成立。 至今，国际景观生态学会中国

分会和中国生态学学会景观生态专业委员会组织召开了十余届国际或全国范围的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引
领和推动了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的蓬勃发展［８］。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国际景观生态学会中国分会迎来其 ２０ 周岁生日，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也走过了

三十五周年。 以此为契机，本文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核心合集数据库，以“景
观生态学”为主题词，对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学者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尝试从

文献数量、文献期刊分布、文献所属研究机构、文献内容和文献国际影响力 ５ 个方面简要梳理我国大陆地区景

观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及现状，以期服务于我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并为国际景观生态学会中国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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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ＬＥ⁃Ｃｈｉｎａ）２０ 周年献礼。

１　 数据来源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文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ＯＳ）核心合集包含三大引文索引（ＳＣＩＥ， ＳＳＣＩ， Ａ＆ＨＣＩ）、两大国际会议录引文索引（ＣＰＣＩ⁃Ｓ， ＣＰＣＩ⁃ＳＳＨ）
和两大化学索引。 本文中的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文献数据以上述两大数据库为基础，以“景观生态

学”为主题检索得到。
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文献包括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其中中文文献在中国学术期刊中检索获

取，英文文献在 ＷＯＳ 核心合集中获取。 为保证检索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尝试多种检索条件。 最终确定在

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中，检索条件为：主题＝“景观生态学” ＯＲ 篇名＝“景观生态”，精确检索，跨库选择为“期
刊”；在 ＷＯＳ 核心合集中，检索条件为：主题＝“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Ｒ 标题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文献

类型＝“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Ｄ 国家 ／地区 ＝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 ＣＨＩＮＡ”。 检索时间段均为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 中国学术期

刊中包含部分被 ＳＣＩ 收录的中国期刊（英文版），在统计过程中归并到了英文文献的数据分析中。
通过数据库检索条件的限制和数据库分析功能的使用，本文在 Ｅｘｃｅｌ 中将由上述方式检索得到的文献数

据进一步从不同角度分类统计，用于文献分析。 在数据库检索过程中，暂没有对台湾期刊论文索引系统和港

澳期刊网进行检索分析，而是聚焦于中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的发展。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文献数量

检索结果表明，针对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这一特定时间段，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在国内外发表相关文

献 ５３００ 篇，其中中文文献 ４８８３ 篇，英文文献 ４１７ 篇。

　 图 １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文献发表量

Ｆｉｇ．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８１ ａｎｄ ２０１５

中文文献检索更新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英文文献检索更新

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特定时期内的文献数量反映所研究对象的科学产

出的多少，有助于了解目前学科研究的状况与发展趋

势［９］。 从每年发表文献数量趋势来看（图 １），我国大陆

地区景观生态学总体上可划分为 ３ 个阶段：（１）１９８１—
１９８９ 年，年发文量低于 １０ 篇，占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发表文

献总量的 ０．６０％。 （２）１９９０—２００６ 年，文献数量迅速增

加，其中中文文献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 年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３１．９９％。 １９９５ 年，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英文

文献首次在国际上发表。 （３）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中英文文

献总数趋于稳定。 与 ２００７ 年的峰值相比，中文文献略

有下降，年发表英文文献占年发表文献总数的比重逐年

加大，至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１６．０３％。
文献数量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反映我国大陆地区景

观生态学研究的不同发展阶段。 １９８１—１９８９ 年，正处

于对景观生态学进行引进、消化与吸收时期［８］，大规模

的实践研究还没有展开。 １９８９ 年，首届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于沈阳召开。 作为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

发展的里程碑，首届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促进了景观生态学研究在我国大陆地区的蓬勃发展，直接体现为

１９９０ 年文献数量与其附近年份相比较为突出和 １９９１ 年之后文献数量的迅速增长。 至 ２００７ 年，景观生态学

在我国大陆地区经历了长足发展之后，进入思考成长阶段，为下一步的突破创新蓄力。 值得注意的是，英文文

献发表比重的增多说明中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在不断跟踪国际前沿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７８８７　 ２３ 期 　 　 　 赵文武　 等：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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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如变化景观中生态服务的权衡机制等，并在国际学科平台崭露头角［８］。
２．２　 文献所在期刊分布

从表 １ 和表 ２ 来看，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文献分布刊物状况有 ３ 个特点。 （１）文献分布刊物较

广，主要集中于生态、农业、资源与环境、地理测绘、园林等领域。 （２）不同刊物的影响力差别明显，就中文期

刊而言，无论是刊载文献数量、文献引用总次数，还是单篇文献引用次数，《生态学报》都位居首位；就英文期

刊而言，文献载文比例占前 ３ 位的期刊依次是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其影响因子分别为 ３．５、３．０３７、０．８７７。 （３）景观生态学研究在我国大陆地区目

前没有专门的刊物，依托生态学（如《生态学报》、《应用生态学报》、《生态学杂志》）、地理学（如《地理科学》、

表 １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中文文献主要分布刊物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８１ ａｎｄ ２０１５

刊物名称
Ｊｏｕｒｎａｌ

篇数
Ｎｕｍｂｅｒ

文献引用总次数
Ｓ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ｃｉｔｅｄ

单篇文献
引用次数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 ｉｔｅｍ

载文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影响因子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生态学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１５７ １３１３６ ８３．６７ ２．９６２ ２．５３４

应用生态学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６８ ５１６０ ７５．８８ １．２８３ ２．４９９

生态学杂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９５ ３３９７ ３５．７６ １．７９２ １．７７４

地理科学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３７ ３０７６ ８３．１４ ０．６９８ ３．１３

中国园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６６ ２８８９ ４３．７７ １．２４５ １．０９９

资源科学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０ ２０７７ ５１．９３ ０．７５５ ２．５４３

地理学报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３０ ２０２２ ６７．４０ ０．５６６ ４．３１１

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８ １４２８ ３７．５８ ０．７１７ —

地理科学进展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４ １４２２ ４１．８２ ０．６４２ ３．１９４

山地学报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８ １０４６ ３７．３６ ０．５２８ １．１７７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５６ ７２１ １２．８８ １．０５７ １．７２３

水土保持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８３ ７１１ ８．５７ １．５６６ １．５１５

安徽农业科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ｕ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３０ ６９６ ５．３５ ２．４５３ ０．４１９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 ３２ ６４０ ２０．００ ０．６０４ １．７４５

生态环境学报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３ ５９０ １７．８８ ０．６２３ １．９２

西北林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６ ４６０ １０．００ ０．８６８ １．３６９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ｔｕｄｙ ４２ ２６８ ６．３８ ０．７９２ ０．５６７

山西建筑 Ｓｈａｎｘｉ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４７ １７５ ３．７２ ０．８８７ ０．０９４

农业科技与信息（现代园林）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４４ １０９ ２．４８ ０．８３０ ０．２３３

现代园艺 Ｘｉａｎｄａｉ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７５ ７４ ０．９９ １．４１５ —

　 　 数据来源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检索更新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影响因子由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查询得到的复合影响因

子，“—”表示被知网收录但无影响因子统计；文献引用总次数是指在相应刊物上检索到的景观生态学相关文章被引用的总次数，单篇文献引用

次数是指在相应刊物上检索到的景观生态学相关文章中平均每篇文章被引用的次数；表格中期刊排序按文献引用总次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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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报》、《地理科学进展》、《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资源环境科学（如《资源科学》、《城市环境与

城市生态》、《干旱区资源与环境》）和其他学科（如《中国园林》、《水土保持研究》、《安徽农业科学》、《西北林

学院学报》、《山西建筑》）等学科刊物发展。
学术期刊是反映学科发展动态、方向和水平的重要媒介［１０⁃１３］。 较之早期景观生态学文献集中于生态学

与地理学刊物［１４］，如今的文献分布刊物涉及学科广泛。 这一现象表明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深深根

植于生态学和地理学的同时，逐渐在农业［１５⁃１７］、城市［１８⁃２１］、自然保护区［２２⁃２４］、园林绿地［２５⁃２６］ 等景观设计、规划

和管理方面表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２７⁃２８］。 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应用

领域增多，其在国内作为独立学科的专有交流“阵地”的缺乏现象仍不容忽视。 这一现象或许不利于景观生

态学学科在我国大陆地区的长远发展。

表 ２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英文文献主要分布刊物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８１ ａｎｄ ２０１５

刊物名称
Ｊｏｕｒｎａｌ

篇数
Ｎｕｍｂｅｒ

载文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影响因子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８ ６．７１５ ３．５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６ ６．２３５ ３．０３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 ４．５５６ ０．８７７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１１ ２．６３８ ３．２３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０ ２．３９８ ２．５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０ ２．３９８ １．７７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９ ２．１５８ ２．３２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８ １．９１８ ３．４４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８ １．９１８ １．７２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７ １．６７９ １．７６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７ １．６７９ １．６５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６ １．４３９ １．６７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ｈｉｎａ ６ １．４３９ ２．００２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６ １．４３９ １．４６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５ １．１９９ ２．４９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５ １．１９９ １．５７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５ １．１９９ ４．０９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 １．１９９ １．４９１

　 　 数据来源为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核心合集，检索更新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影响因子由 ＷＯＳ 查询得到（２０１４ 年）

２．３　 研究机构分布

根据表 ３ 分析，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主要研究机构可分为 ４ 类：（１）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中心），
如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２）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等；（３）以林业、农业为特色的大学，如北京林业大学、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４）师范类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 在这些研究机构中，相关中文文献引用总次数排名前 ３ 位的分别是北京大

学、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但是就单篇文献引用次数而言，排名前

３ 位的依次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和北京大学。 不同机构充分发

挥其所处地理位置和自身特色学科优势，在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中各有侧重，共同促进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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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主要研究机构发表中文文献数和文献关键词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８１ ａｎｄ ２０１５

机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篇数
Ｎｕｍｂｅｒ

文献引用总次数
Ｓｕｍ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ｃｉｔｅｄ

单篇文献
引用次数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 ｉｔｅｍ

主要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北京大学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３２ ９６０８ ７２．７９

景观生态学、景观格局、景观生态、景观、深圳
市、景观生态规划、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尺度、
土地利用 ／ 覆被变化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ＣＡＳ １０１ ８８５６ ８７．６８

景观生态学、景观格局、景观规划、景观指数、
生态规划、生态环境、格局、生态安全、ＧＩＳ、景
观生态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ＡＳ

６４ ６６００ １０３．１３
景观格局、景观生态学、生态过程、尺度、土地
利用、景观生态规划、景观指数、土壤侵蚀、格
局、水土流失

北京师范大学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８６ ３５４９ ４１．２７

景观格局、景观生态学、ＧＩＳ、空间格局、土地利
用、遥感、景观、地理信息系统、景观格局指数、
土地利用变化

北京林业大学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５３ ３４３０ ２２．４２

景观生态学、景观格局、景观、生态设计、风景
园林、地理信息系统、森林景观、景观生态、遥
感、土地利用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Ｓ

６２ ２４１５ ３８．９５
景观格局、土地利用、景观生态、旅游景观生态
系统、景观生态学、遥感、黄河三角洲、湿地、尺
度、ＧＩＳ

南京大学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９７ ２２８１ ２３．５２

景观生态学、景观格局、景观生态、绿地系统、
可持续发展、湿地、土地利用结构、生态规划、
绿地斑块、城市化

浙江大学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７ １８２３ ２７．２１

景观生态学、可持续发展、景观格局、景观规
划、景观生态规划、土地利用、生物多样性、园
林植物、遥感、地理信息系统

同济大学
Ｔｏｎｇ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５２ １７４６ ３３．５８

景观生态学、风景园林、乡村景观、生态、绿地
系统、生态设计、生态城市、景观格局、生态系
统、斑块

中国农业大学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５３ １７２７ ３２．５８

景观生态学、景观格局、景观生态、农村居民
点、乡村景观、黄土丘陵区、景观指数、景观、地
理信息系统、对策

东北林业大学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ｉｎａ ５２ １５９０ ３０．５８

景观生态学、景观格局、土地利用、地理信息系
统、景观、景观多样性、景观生态、动态分析、森
林景观、ＧＩＳ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６４ １４７８ ２３．０９ 景观格局、土地利用、景观生态学、景观指数、

生态过程、遥感、ＧＩＳ、生态效应、景观、石漠化

中山大学
Ｓｕｎ Ｙａｔ 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５６ ９９７ １７．８０

景观生态学、景观格局、景观生态、广州、景观、
生态建设、景观生态规划、ＧＩＳ、广州市、景观格
局指数

南京林业大学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６ ９１３ １３．８３

景观生态学、风景园林、森林景观、城市绿地、
景观格局、绿地系统规划、景观生态、景观、空
间格局、规划

福建师范大学
Ｆｕｊｉ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６２ ８２１ １３．２４

景观格局、景观生态、福州市、ＧＩＳ、土地利用、
空间格局、景观生态学、地理信息系统、福州、
驱动力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８２ ６１３ ７．４８
景观生态学、景观格局、生态设计、景观生态、
生态规划、３Ｓ 技术、可持续发展、植物景观、森
林景观、景观设计

　 　 由于 ＷＯＳ 核心合集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作为一个机构进行统计，难以区分不同研究所（中心）之间的差异；所以在按照

机构进行统计时，仅统计获取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的文献数据；数据来源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检索更新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表格中单位排序按文献引用总次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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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文献内容

学科领域较长时期大量学术研究成果的关键词集合，可以揭示该学科总体内容特征、研究内容之间的内

在联系、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与发展方向等［２９］。 本文以 ５ 年为一个阶段，将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划分为 ７ 个阶段，
总结各个阶段的文献主要关键词（表 ４、表 ５），以探究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内容的概况和变化历程。

表 ４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中文文献主要关键词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８１ ａｎｄ ２０１５

年份
Ｙｅａｒｓ

篇数
Ｎｕｍｂｅｒ

主要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７ 景观生态学研究、生态学原理、生态概念、综合研究、高山苔原、植物环境、发展阶段、地生态学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４４ 生态系统、景观生态类型、生态学、空间格局、地理学、综合自然区划、景观结构、异质共生、土地单元、地理
系统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７４ 空间格局、景观生态建设、斑块、景观生态类型、中层理论、廊道、生物多样性、基质、城市景观生态学、地理
信息系统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３０２ 景观生态建设、生态规划、景观格局、地理信息系统、景观生态系统、城市景观、生物多样性、景观生态类
型、可持续发展、生态设计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９２３ 景观格局、景观生态规划、城市景观、土地利用、ＧＩＳ、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遥感、绿地系统、景观多样性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１８２２ 景观格局、土地利用、ＧＩＳ、遥感、景观指数、生态设计、景观生态规划、生态环境、湿地、斑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１７１１ 景观格局、土地利用、景观指数、ＧＩＳ、生态设计、风景园林、景观生态规划、遥感、动态变化、城市绿地

　 　 数据来源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检索更新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表格中主要关键词剔除“景观生态学”、“景观生态”、“景观”、

“生态”，并对词义相近者进行合并。 关键词按出现次数降序排列

表 ５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英文文献主要关键词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９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５

年份
Ｙｅａｒｓ

篇数
Ｎｕｍｂｅｒ

主要关键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１３ Ｃｈｉｎａ，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ｏｉｌ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４８ Ｃｈｉｎａ， ＧＩＳ，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１１５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 ｃｏｖｅ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ＧＩＳ， ｈｕｍａ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 ｌｏｓｓ，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２４１ Ｕｒｂａｎ ／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 ｃｏｖｅ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ｃａｌｅ ／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数据来源为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核心合集，检索更新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表格中主要关键词剔除“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并对词义相近者进行合并。 关键词按出现次数降序排列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年，文献内容以翻译［６，３０］、介绍［５，７］国外景观生态学概念为主，如景观生态学学科起源与研究

方法等；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学者们开展了景观生态学概念、学科发展与体系构建等学科建设的探讨［３１⁃３４］，并进行

景观格局分析的案例研究［３５⁃３６］。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年，学者们在持续思考学科发展［３７］、关注国内外研究动态［３８⁃４０］

的同时，深化景观生态学的案例研究，景观格局分析［１５］、景观生态建设［４１⁃４２］、生物多样性［４３］ 和城市景观［４４］ 等

逐步成为研究热点，并开始与国际学者合作发表英文文献［４５］。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学者们在深化学科理论与研究

方法的基础上［２２，４６⁃５３］，开展了许多实践研究。 其中，中文文献向景观格局分析、生态规划、设计和建设方向发

展［１６，５４⁃５９］，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土壤等则是英文文献分析的主要内容［６０⁃６２］，ＧＩＳ 和 ＲＳ 技术得到了更多

的应用。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中文文献数量进一步大幅攀升，英文文献数量明显增多，学者们在探讨和深化学科

建设的过程中［６３⁃６６］，开展了大量景观格局及其生态环境效应、景观规划、城市景观等领域的相关研究［２０，６７⁃６９］。
其中，景观格局指数成为景观格局分析的热点［７０⁃７３］，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成为新的研究主题。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
中文文献数量达到峰值，英文文献数量显著增多，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城市景观、景观格局分析研究依旧是文

献的主要内容，量化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关系研究进一步展开［７４⁃７９］，人类活动、生物多样性、土壤侵蚀、尺
度与尺度转换、可持续等成为英文文献的新热点［８０⁃８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中文文献数量趋向稳定，英文文献数

１９８７　 ２３ 期 　 　 　 赵文武　 等：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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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再度显著增加，景观生态学研究在我国大陆地区日益成熟。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景观格局、尺度与尺度转

换依旧是经典主题［８，８５⁃８７］，但是，城市景观生态学得到了新的发展［８８⁃８９］，气候变化［９０⁃９１］、生态系统服务 ／景观服

务［９２⁃９５］、生态安全评估和景观可持续性［９６⁃９８］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领域。
综上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经历最初 １５ 年（１９８１—１９９５）的酝酿准备后，在之后 ２０ 年

间（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得到了快速发展。 其研究内容涵盖学科理论与技术方法研究、景观格局⁃生态过程⁃尺度的相

互作用机制研究、景观生态学的部门应用研究等，其研究主题包括城市、农业、湿地、园林、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景观可持续等众多方面。 在这个过程中，景观生态学的研究范式正发生着悄然变化。 早期研究注重探讨

不同尺度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作用机制，进而为生态建设与规划管理提供服务，即经典的“格局⁃过程⁃尺度”
研究范式。 近年来，学者们注重在探讨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作用机制的基础上，辨析生态系统服务 ／景观服务

的权衡协同机制及其与景观可持续性的关系，逐渐形成了“格局⁃过程⁃服务⁃可持续性”的新范式。 即针对某

一景观，探讨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作用机制，进行生态系统服务 ／景观服务权衡与协同分析，辨析生态系统服

务 ／景观服务动态变化与景观可持续性的互动机制，进而为景观规划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图 ２　 ＷＯＳ 收录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文献数与国际文

献总数比较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ＷＯＳ

数据来源为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 核心合集，检索更新日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２．５　 文献国际影响力

基于 ＷＯＳ 核心合集检索得到的景观生态学文献，
对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国际影响力从发文量

和被引频次 ２ 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发文量来看（图 ２），
我国大陆地区学者与国际上相关学者发表并被 ＷＯＳ 核

心合集收录的以“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为主题文章总量

总体上都随时间而增加。 国际上发表并被 ＷＯＳ 核心合

集收录的以“景观生态学”为主题文章总量经过前期的

缓慢增长和快速发展，数量趋于稳定；我国大陆地区被

收录文章数量正在经历缓慢发展到快速增长的过渡时

期，其占收录文章总量比重在逐步加大，景观生态学研

究在我国大陆地区整体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值得注

意的是，我国大陆地区排名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之间波动

较大。 这种态势可能与统计年份间隔小、数量少有关。
从被引频次来看，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在

国际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ＷＯＳ 核心合集收录的以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为主题文献被引频次前 ２０ 位，最高被引为 １１２４ 次，最低被引为 ４６６ 次；我国大陆地区被

ＷＯＳ 核心合集收录的以“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为主题文献被引频次前 ２０ 位，最高被引为 ２０５ 次，最低被引为 ４３
次（数据获取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被引频次受文章发表时间的影响，相信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的

国际影响力在国内外景观生态学者的合作交流和推动中将得到不断提升。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服务于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景观的生态、保护、管理、规划设计和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性

学科。 在全球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景观生态学为人类与自然环境的耦合系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９９⁃１００］。
本文以“景观生态学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为主题词，对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学者发表文献

进行统计分析，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１）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按发表文献数量状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１９８１—１９８９ 年，景观生态相

关研究较少，每年发表文献少于 １０ 篇，学科处于引进、吸收、摸索的初始阶段。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 年，文献数量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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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从理论研究到应用实践全面发展，学科不断成熟并壮大。 ２００７ 年至今，景观

生态学研究文献数量稳定，学科平稳发展，在思索中寻求创新。
（２）专业景观生态学期刊在我国大陆地区有所欠缺。 在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文献发表刊物以

生态、农业、资源与环境、地理测绘和园林领域刊物为主，研究内容和应用领域各有侧重，刊物影响因子差别明

显，《生态学报》是我国大陆地区刊发景观生态学中文文献的重要期刊。 未来的发展中，注重景观生态学在不

同领域应用的同时，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亟需建设景观生态学专业期刊，以加强学科基础理论建设

和开展深入交流。
（３）各研究机构充分发挥我国大陆地区景观多样性的地理环境优势，“因地制宜”，对不同类型景观展开

深入研究。 景观生态学研究机构主要为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为代表的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和以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高校。 不同机构将景观生

态学与自身优势学科相结合，促进景观生态学各分支蓬勃发展。
（４）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内容结合实践需求，不断演化与发展。 景观生态学学科理论与技术方

法、景观格局⁃生态过程⁃尺度的相互作用机制、景观生态学的部门应用等是学科研究重点。 受全球气候变化

影响，景观的生态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与权衡、景观可持续性成为新的热点领域。 对城市、农业、湿地、园林等

景观的管理、规划和设计一直是景观生态学应用价值的重要体现。 景观生态学的研究范式正经历着从“格局⁃
过程⁃尺度”向“格局⁃过程⁃服务⁃可持续性”的变化过程。

（５）就文献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而言，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景观生态学在我国“从无到有”，又逐渐从国内走向国际，凭借其良好的发展态势和我国广阔而独特的地域特

征，必将在国际景观生态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深远而长久的国际影响力。
３．２　 讨论

需要明确的是，基于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分析的方法具有一定局限性。 本文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

版）和 ＷＯＳ 核心合集两大数据库，以“景观生态学”为主题检索得到的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文献，不能统计得到

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者发表的全部文献。 从技术层面分析，不同数据库和同一数据库在不同时期的统计

口径和归类标准可能存在差异；就学科特征而言，景观生态学本身属于交叉学科，与地理学和生态学联系紧

密，有些文献因研究方向侧重点不同，虽然属于景观生态学的学科范畴，但是并不能基于本文的检索方式检索

得到。 同时，有些文献存在内容相近或相似的现象，根据文献数量分析景观生态学发展历程存在一定的偏差。
此外，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也难以洞悉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发展的清晰脉络，只能从文献分析的角度来梳

理我国景观生态学的进展。 因此，本文所梳理的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进展亦是管中窥豹、挂一漏万。
然则，恰逢国际景观生态学会中国分会（ＩＡＬＥ⁃Ｃｈｉｎａ）成立 ２０ 周年，特梳理相关进展，以向我国大陆地区景观

生态学者致敬！
此外，在本文的文献统计分析过程中，由于数据库文献来源所限，所统计得到的文献虽然有个别来自台湾

和香港地区，但是却未能针对台湾期刊论文索引系统和港澳期刊网进行深入检索分析。 相应地，所统计分析

的进展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动态，但是尚难以涵盖香港、澳门、台湾的相

关研究进展。 对于港、澳、台景观生态学的研究进展，有待于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总结梳理，以全面反映我

国景观生态学的动态发展。

致谢：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陈利顶老师和李秀珍老师的指导，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傅伯杰， 陈利顶，马克明， 王仰麟． 景观生态学原理及应用．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 ２ ］ 　 肖笃宁， 李秀珍， 高俊， 常禹， 李团胜． 景观生态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 ３ ］ 　 邬建国． 景观生态学： 格局、过程、尺度与等级．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３９８７　 ２３ 期 　 　 　 赵文武　 等：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文献分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 ４ ］　 巩杰， 李秀珍． 跨越尺度、跨越边界： 面向复杂挑战的全球方法———２０１５ 年第九届国际景观生态学大会述评．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５（１８）：

６２３３⁃６２３５．

［ ５ ］ 　 刘安国． 捷克斯洛伐克的景观生态研究———中国科学院区域环境研究考察组访捷见闻． 地理科学， １９８１， １（２）： １８３⁃１８４．

［ ６ ］ 　 Ｃ．特罗勒． 景观生态学． 林超， 译． 地理译报， １９８３， （１）： １⁃７．

［ ７ ］ 　 傅伯杰． 地理学的新领域———景观生态学． 生态学杂志， １９８３， ２（４）： ６０⁃６０， ７⁃７．

［ ８ ］ 　 陈利顶， 李秀珍， 傅伯杰， 肖笃宁， 赵文武． 中国景观生态学发展历程与未来研究重点．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４， ３４（１２）： ３１２９⁃３１４１．

［ ９ ］ 　 高俊宽． 文献计量学方法在科学评价中的应用探讨． 图书情报知识， ２００５， （２）： １４⁃１７．

［１０］ 　 Ｌｉ Ｘ Ｚ， Ｍａｎｄｅｒ Ü．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０９， ３３（１）： ３１⁃４８．

［１１］ 　 傅伯杰， 吕一河， 陈利顶， 苏常红， 姚雪玲， 刘宇． 国际景观生态学研究新进展．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８， ２８（２）： ７９８⁃８０４．

［１２］ 　 冷文芳， 肖笃宁， 李月辉， 胡远满， 贺红士． 通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杂志看国际景观生态学研究动向． 生态学杂志， ２００４， ２３（５）：

１４０⁃１４４．

［１３］ 　 奚雪松， 俞孔坚， 胡佳文， 宋云． 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 年来的论文看国际景观规划研究动态． 北京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８， ４４（４）： ６５１⁃６６０．

［１４］ 　 曹宇， 肖笃宁， 赵羿， 李秀珍， 王连平． 近十年来中国景观生态学文献分析．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０１， １２（３）： ４７４⁃４７７．

［１５］ 　 傅伯杰． 黄土区农业景观空间格局分析． 生态学报， １９９５， １５（２）： １１３⁃１２０．

［１６］ 　 王仰麟， 韩荡． 农业景观的生态规划与设计．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００， １１（２）： ２６５⁃２６９．

［１７］ 　 王仰麟， 陈传康． 论景观生态学在观光农业规划设计中的应用． 地理学报， １９９８， ６５（Ｓ１）： ２１⁃２７．

［１８］ 　 宗跃光． 城市景观生态规划中的廊道效应研究———以北京市区为例． 生态学报， １９９９， １９（２）： １４５⁃１５０．

［１９］ 　 Ｊｉｍ Ｃ Ｙ， Ｃｈｅｎ Ｓ 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０３， ６５（３）：９５⁃１１６．

［２０］ 　 Ｌｉ Ｆ， Ｗａｎｇ Ｒ Ｓ， Ｐａｕｌｕｓｓｅｎ Ｊ， Ｌｉｕ Ｘ 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０５， ７２（４）： ３２５⁃３３６．

［２１］ 　 Ｋｏｎｇ Ｆ Ｈ， Ｙｉｎ Ｈ Ｗ， Ｎａｋａｇｏｓｈｉ Ｎ， Ｚｏｎｇ Ｙ Ｇ．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ｒａｐｈ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１０， ９５（１⁃２）： １６⁃２７．

［２２］ 　 俞孔坚． 生物保护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 生态学报， １９９９， １９（１）： ８⁃１５．

［２３］ 　 邱扬， 张金屯． 自然保护区学研究与景观生态学基本理论．农村生态环境， １９９７， １３（１）： ４６⁃４９， ５２⁃５２．

［２４］ 　 吕一河， 傅伯杰， 刘世梁， 陈利顶． 卧龙自然保护区综合功能评价．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３， ２３（３）： ５７１⁃５７９．

［２５］ 　 高峻， 杨名静， 陶康华． 上海城市绿地景观格局的分析研究． 中国园林， ２０００， １６（１）： ５３⁃５６．

［２６］ 　 唐东芹， 傅德亮． 景观生态学与城市园林绿化关系的探讨． 中国园林， １９９９， １５（３）： ４０⁃４３．

［２７］ 　 肖笃宁， 高峻． 农村景观规划与生态建设． 农村生态环境， ２００１， １７（４）： ４８⁃５１．

［２８］ 　 王军， 傅伯杰， 陈利顶． 景观生态规划的原理和方法． 资源科学， １９９９， ２１（２）： ７１⁃７６．

［２９］ 　 李文兰， 杨祖国． 中国情报学期刊论文关键词词频分析． 情报科学， ２００５， ２３（１）： ６８⁃７０， １４３⁃１４３．

［３０］ 　 Ｅ．纳夫． 景观生态学发展阶段． 林超， 译． 地理译报， １９８４， （３）： １⁃６．

［３１］ 　 俞孔坚． 论景观概念及其研究的发展．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１９８７， ９（４）： ４３３⁃４３９．

［３２］ 　 邬建国． 自然保护区学说与麦克阿瑟—威尔逊理论． 生态学报， １９９０， １０（２）： １８７⁃１９１．

［３３］ 　 肖笃宁， 苏文贵， 贺红士． 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和应用． 生态学杂志， １９８８， ７（６）： ４３⁃４８， ５５⁃５５．

［３４］ 　 景贵和． 景观生态学的发展及其前景． 地理科学， １９９０， １０（４）： ２９３⁃３０２．

［３５］ 　 赵景柱． 景观生态空间格局动态度量指标体系． 生态学报， １９９０， １０（２）： １８２⁃１８６．

［３６］ 　 肖笃宁， 赵羿， 孙中伟， 张国枢． 沈阳西郊景观格局变化的研究． 应用生态学报， １９９０， １（１）： ７５⁃８４．

［３７］ 　 肖笃宁． 从自然地理学到景观生态学． 地球科学进展， １９９２， ７（６）： １８⁃２４．

［３８］ 　 傅伯杰， 王仰林． 国际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动态与趋势． 地球科学进展， １９９１， ６（３）： ５６⁃６１．

［３９］ 　 肖笃宁， 李秀珍． 国外城市景观生态学发展的新动向． 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 １９９５， ８（３）： ２９⁃２９， ３５⁃３５．

［４０］ 　 陈昌笃． 十年来的我国景观生态学和全球生态学． 生态学杂志， １９９２， １１（１）： １５⁃１６， ８⁃８．

［４１］ 　 景贵和． 我国东北地区某些荒芜土地的景观生态建设． 地理学报， １９９１， ４６（１）： ８⁃１５．

［４２］ 　 王仰麟． 渭南地区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 自然资源学报， １９９５， １０（４）： ３７２⁃３７９．

［４３］ 　 陈仲新， 谢海生． 毛乌素沙地景观生态类型与灌丛生物多样性初步研究． 生态学报， １９９４， １４（４）： ３４５⁃３５４．

［４４］ 　 李秀珍， 肖笃宁． 城市的景观生态学探讨． 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 １９９５， ８（２）： ２６⁃３０．

［４５］ 　 Ｔｉａｎ Ｈ， Ｘｕ Ｈ， Ｈａｌｌ Ｃ Ａ 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ａ ｂｏｒｅ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Ａｉ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１９９５， ８２（１⁃

２）： ４６５⁃４７６．

４９８７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４６］　 邬建国． 景观生态学———概念与理论． 生态学杂志， ２０００， １９（１）： ４２⁃５２．

［４７］ 　 肖笃宁， 布仁仓， 李秀珍． 生态空间理论与景观异质性． 生态学报， １９９７， １７（５）： ４５３⁃４６１．

［４８］ 　 肖笃宁， 李秀珍． 当代景观生态学的进展和展望． 地理科学， １９９７， １７（４）： ３５６⁃３６４．

［４９］ 　 张金屯， 邱扬， 郑凤英． 景观格局的数量研究方法． 山地学报， ２０００， １８（４）： ３４６⁃３５２．

［５０］ 　 王仰麟． 景观生态分类的理论方法． 应用生态学报， １９９６， ７（Ｓ１）： １２１⁃１２６．

［５１］ 　 肖笃宁． 论现代景观科学的形成与发展． 地理科学， １９９９， １９（４）： ３７９⁃３８４．

［５２］ 　 陈利顶， 傅伯杰． 景观连接度的生态学意义及其应用． 生态学杂志， １９９６， １５（４）： ３７⁃４２， ７３⁃７３．

［５３］ 　 Ｍａ Ｋ Ｍ， Ｆｕ Ｂ Ｊ， Ｇｕｏ Ｘ Ｄ， Ｚｈｏｕ Ｈ Ｆ．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ｍｏｓａｉｃ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０， １４９（２）：

１９５⁃２０５．

［５４］ 　 陈利顶， 傅伯杰． 黄河三角洲地区人类活动对景观结构的影响分析──以山东省东营市为例． 生态学报， １９９６， １６（４）： ３３７⁃３４４．

［５５］ 　 李晓文， 胡远满， 肖笃宁． 景观生态学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学报， １９９９， １９（３）： ３９９⁃４０７．

［５６］ 　 王宪礼， 布仁仓， 胡远满， 肖笃宁． 辽河三角洲湿地的景观破碎化分析． 应用生态学报， １９９６， ７（３）： ２９９⁃３０４．

［５７］ 　 王仰麟， 赵一斌， 韩荡． 景观生态系统的空间结构： 概念、指标与案例． 地球科学进展， １９９９， １４（３）： ２３５⁃２４１．

［５８］ 　 孟庆华， 傅伯杰． 景观格局与土壤养分流动． 水土保持学报， ２０００， １４（３）： １１６⁃１２１．

［５９］ 　 邱扬， 傅伯杰． 土地持续利用评价的景观生态学基础． 资源科学， ２０００， ２２（６）： １⁃８．

［６０］ 　 Ｆｕ Ｂ Ｊ， Ｃｈｅｎ Ｌ 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ａｒｉｄ ｈｉｌ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ｅｓｓ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ｉ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２０００， ４４（３）： ２９１⁃３０３．

［６１］ 　 Ｊｉｍ Ｃ Ｙ． Ｕｒｂａｎ ｓｏｉ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１９９８， ４０（４）： ２３５⁃２４９．

［６２］ 　 Ｇａｏ Ｑ Ｏ．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ｓａｎｄｙ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９７， ４（３）： ２０５⁃２１８．

［６３］ 　 马克明， 傅伯杰， 黎晓亚， 关文彬．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概念与理论基础．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４， ２４（４）： ７６１⁃７６８．

［６４］ 　 肖笃宁， 李秀珍． 景观生态学的学科前沿与发展战略．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３， ２３（８）： １６１５⁃１６２１．

［６５］ 　 肖笃宁， 高峻， 石铁矛． 景观生态学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的应用． 地球科学进展， ２００１， １６（６）： ８１３⁃８２０．

［６６］ 　 邬建国． 景观生态学中的十大研究论题．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４， ２４（９）： ２０７４⁃２０７６．

［６７］ 　 Ｗａｎｇ Ｇ Ｘ， Ｇｕｏ Ｘ Ｙ， Ｓｈｅｎ Ｙ Ｐ， Ｃｈｅｎ Ｇ Ｄ．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ｗａｔｅｒｓ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１８（４）： ３６３⁃３７５．

［６８］ 　 Ｚｈａｏ Ｂ， Ｎａｋａｇｏｓｈｉ Ｎ， Ｃｈｅｎ Ｊ Ｋ， Ｋｏｎｇ Ｌ 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ｉｎ Ｐｕｄｏｎｇ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３， １５（２）： ２０５⁃２１４．

［６９］ 　 Ｆｕ Ｂ Ｊ， Ｚｈａｏ Ｗ Ｗ， Ｃｈｅｎ Ｌ Ｄ， Ｌｉｕ Ｚ Ｆ， Ｌü Ｙ Ｈ． Ｅｃｏ⁃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 １（１）： ２５⁃３２．

［７０］ 　 Ｗｕ Ｊ Ｇ， Ｓｈｅｎ Ｗ Ｊ， Ｓｕｎ Ｗ Ｚ， Ｔｕｅｌｌｅｒ Ｐ 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 １７

（８）： ７６１⁃７８２．

［７１］ 　 陈利顶， 傅伯杰， 徐建英， 巩杰． 基于“源⁃汇”生态过程的景观格局识别方法———景观空间负荷对比指数．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３， ２３（１１）：

２４０６⁃２４１３．

［７２］ 　 陈文波， 肖笃宁， 李秀珍． 景观指数分类、应用及构建研究． 应用生态学报， ２００２， １３（１）： １２１⁃１２５．

［７３］ 　 赵文武， 傅伯杰， 陈利顶． 景观指数的粒度变化效应． 第四纪研究， ２００３， ２３（３）： ３２６⁃３３３．

［７４］ 　 陈利顶， 傅伯杰， 赵文武． “源”“汇”景观理论及其生态学意义．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６， ２６（５）： １４４４⁃１４４９．

［７５］ 　 陈利顶， 刘洋， 吕一河， 冯晓明， 傅伯杰． 景观生态学中的格局分析： 现状、困境与未来．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８， ２８（１１）： ５５２１⁃５５３１．

［７６］ 　 吕一河， 陈利顶， 傅伯杰． 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耦合途径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０７， ２６（３）： １⁃１０．

［７７］ 　 徐延达， 傅伯杰， 吕一河． 基于模型的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研究．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０， ３０（１）： ２１２⁃２２０．

［７８］ 　 Ｃｈｅｎ Ｌ Ｄ， Ｔｉａｎ Ｈ Ｙ， Ｆｕ Ｂ Ｊ， Ｚｈａｏ Ｘ 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ｅｗ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ｔ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ｓｃａ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９， １９（１）： ３７⁃４５．

［７９］ 　 Ｐｅｎｇ Ｊ， Ｗａｎｇ Ｙ Ｌ， Ｚｈａｎｇ Ｙ， Ｗｕ Ｊ Ｓ， Ｌｉ Ｗ Ｆ， Ｌｉ 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０， １０（２）： ２１７⁃２２３．

［８０］ 　 Ｆｕ Ｂ Ｊ， Ｚｈａｏ Ｗ Ｗ， Ｃｈｅｎ Ｌ Ｄ， Ｌü Ｙ Ｈ， Ｗａｎｇ Ｄ． Ａ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０６， ５１（４）： ４４８⁃４５６

［８１］　 Ｌｉｕ Ｓ Ｌ， Ｃｕｉ Ｂ Ｓ， Ｄｏｎｇ Ｓ Ｋ， Ｙａｎｇ Ｚ Ｆ， Ｙａｎｇ Ｍ， Ｈｏｌｔ Ｋ．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ｏａ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Ｌａｎｃ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 ３４（２）： ９１⁃９９．

［８２］ 　 Ｚｈａｎｇ Ｎ， Ｙｕ Ｚ Ｌ， Ｙｕ Ｇ Ｒ， Ｗｕ Ｊ Ｇ．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ｕｐ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ｐａｔｃｈ ｔｏ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ｂａ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２２（２）： ３０３⁃３１５．

［８３］ 　 Ｊｉａｎｇ Ｇ Ｍ， Ｈａｎ Ｘ Ｇ， Ｗｕ Ｊ Ｇ．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ｍｂｉｏ， ２００６， ３５（５）：

５９８７　 ２３ 期 　 　 　 赵文武　 等：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我国大陆地区景观生态学研究文献分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６９⁃２７０．

［８４］ 　 Ｒｅｎ Ｈ， Ｌｉ Ｚ Ａ， Ｓｈｅｎ Ｗ Ｊ， Ｙｕ Ｚ Ｙ， Ｐｅｎｇ Ｓ Ｌ， Ｌｉａｏ Ｃ Ｈ， Ｄｉｎｇ Ｍ Ｍ， Ｗｕ Ｊ Ｇ．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Ｃ：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７， ５０（２）： ２７７⁃２８４．

［８５］ 　 Ｌü Ｙ Ｈ， Ｆｅｎｇ Ｘ Ｍ， Ｃｈｅｎ Ｌ Ｄ， Ｆｕ Ｂ Ｊ．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３， ３４（１）：

４０⁃４９．

［８６］ 　 Ｌｉ Ｘ Ｍ， Ｚｈｏｕ Ｗ Ｑ， Ｏｕｙａｎｇ Ｚ Ｙ， Ｘｕ Ｗ Ｈ， Ｚｈｅｎｇ Ｈ．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ｃｅ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２７（６）： ８８７⁃８９８．

［８７］ 　 Ｌｉ Ｘ Ｚ， Ｒｅｎ Ｌ Ｊ， Ｌｉｕ Ｙ， Ｃｒａｆｔ Ｃ， Ｍａｎｄｅｒ Ü， Ｙａｎｇ Ｓ 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ａｌｔ

ｍａｒ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４， １４（２）： ６２３⁃６３２．

［８８］ 　 Ｗｕ Ｊ Ｇ．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１２５： ２０９⁃２２１．

［８９］ 　 Ｗｕ Ｊ Ｇ， Ｘｉａｎｇ Ｗ Ｎ， Ｚｈａｏ Ｊ Ｚ．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１２５： ２２２⁃２３３．

［９０］ 　 Ｌｉ Ａ， Ｗｕ Ｊ Ｇ， Ｈｕａｎｇ Ｊ Ｈ．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ｄｒｉｖｅ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２７（７）： ９６９⁃９８２．

［９１］ 　 Ｚｈａｏ Ｚ Ｑ， Ｌｉ Ｓ Ｃ， Ｌｉｕ Ｊ Ｇ， Ｐｅｎｇ Ｊ， Ｗａｎｇ Ｙ Ｌ．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ｄｅｃａｙ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５， ７３（８）： ４６５９⁃４６７０．

［９２］ 　 Ｆｕ Ｂ Ｊ， Ｗａｎｇ Ｓ， Ｓｕ Ｃ Ｈ， Ｆｏｒｓｉｕｓ Ｍ．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３，

５（１）： ４⁃１０．

［９３］ 　 Ｗａｎｇ Ｓ， Ｆｕ Ｂ Ｊ， Ｗｅｉ Ｙ Ｐ， Ｌｙｌｅ Ｃ．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３， ５（１）： １１⁃１５．

［９４］ 　 吕一河， 马志敏， 傅伯杰， 高光耀． 生态系统服务多样性与景观多功能性———从科学理念到综合评估．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３， ３３（ ４）：

１１５３⁃１１５９．

［９５］ 　 苏常红， 傅伯杰． 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关系及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自然杂志， ２０１２， ３４（５）： ２７７⁃２８３．

［９６］ 　 Ｗｕ Ｊ 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 ２８（６）：

９９９⁃１０２３．

［９７］ 　 Ｆａｎｇ Ｘ Ｎ， Ｚｈａｏ Ｗ Ｗ， Ｆｕ Ｂ Ｊ， Ｄｉｎｇ Ｊ 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ｕｓｅ ｆｏ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１５， ３９（６）： ８１７⁃８３６．

［９８］ 　 赵文武， 房学宁． 景观可持续性与景观可持续性科学．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４， ３４（１０）： ２４５３⁃２４５９．

［９９］ 　 Ｃｈｅｎ Ｊ Ｑ， Ｌｉｕ Ｙ Ｑ．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２９（１０）： １６４１⁃１６４４．

［１０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 Ｄ Ｍ， ＭｃＡｌｐｉｎｅ Ｃ Ａ．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２５（８）：

１１５１⁃１１５４．

６９８７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