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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与动态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７０４２６０７５６

范昊，赵文武，丁婧祎．连接景观异质性与社会环境系统———２０１７ 年美国景观生态学年会（Ｔｈｅ ＵＳ⁃ＩＡＬＥ ２０１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会议述评．生态学

报，２０１７，３７（１４）：４９１９⁃４９２２．

连接景观异质性与社会环境系统
———２０１７ 年美国景观生态学年会（Ｔｈｅ ＵＳ⁃ＩＡＬＥ ２０１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会议

述评

范　 昊１，２，赵文武１，２，∗，丁婧祎１，２

１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地表过程与资源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２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陆地表层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美国景观生态学年会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９ 日至 １３ 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举行。 此次会议内容丰富、气氛活跃、交流形

式多样，讨论了景观生态学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会议中关于景观异质性与社会环境系统关系的探讨主要从景观格局与社会

环境系统耦合方法、景观格局和社会环境系统变化过程、景观异质性与社会环境系统研究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三方面展开。 对

我国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以下方面：（１）重视景观格局变化和社会环境系统的耦合研究；（２）加强景观格局⁃过程⁃服务

的多尺度综合集成研究；（３）加强景观生态学研究在实际中的应用，为政策制定和实际管理提供支持。
关键词： 景观生态学； 景观异质性； 社会环境系统

１　 大会概况

２０１７ 年美国景观生态学年会（Ｔｈｅ ＵＳ⁃ＩＡＬＥ ２０１７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于 ４ 月 ９ 日至 １３ 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巴

尔的摩召开，会议的主题是“人⁃地⁃格局：连接景观异质性与社会环境系统”（Ｐｅｏｐｌｅ， Ｐｌａｃｅ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美国景观生态学年会每年举办一次，是景观生态学

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会议之一。 会议主要以特邀报告会（Ｐｌｅｎａｒｙ）、口头报告会（Ｏｒａｌ）、专题讨论会

（Ｓｙｍｐｏｓｉａ）、展板（Ｐｏｓｔｅｒ）四种形式展开。 在 ５ 天的会议期间安排了 ４ 场特邀报告，组织了 １９ 场专题研讨会，
共有口头报告 ２７７ 个，主题展板 ６０ 个。

从会议主题和专题学术报告情况看，此次会议关注的科学问题为：（１）建立景观异质性与社会环境系统

耦合关系；（２）研究异质景观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过程；（３）分析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过程对景观格局

过程的影响；（４）完善景观生态学对政策制定和科学管理的支撑。 将人类和人类活动整合到景观生态学研究

中一直是相关领域专家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１⁃２］，整合过程的本质是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的耦合。 本文主要

对大会上景观异质性与社会环境系统关系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介绍和评述。

２　 景观异质性与社会环境系统关系的相关研究进展

景观生态学（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强调空间格局、生态学过程与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将人类活动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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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结构和功能相整合是景观生态学的重要学科特点和研究趋势［１］。 景观生态学一直与生态系统生态学紧

密相连，涵盖了自然和人文两个部分［３］。 在景观生态学发展的过程中，科学地考虑人类活动和社会经济因素

在景观生态评价、规划和模拟的作用，是重要的学科研究内容之一［４］。 综合来看，本届美国景观生态学年会

关于景观异质性与社会环境系统关系的相关讨论和报告可归纳为三个方面：景观格局与社会环境系统关联方

法、景观格局和社会环境系统变化过程、景观异质性和社会环境系统研究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
２．１　 景观格局与社会环境系统关联方法

多数景观生态学家将社会环境系统（Ｓｏｃｉ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中的景观视为人类和自然过程的产物。
尽管社会环境观是开展研究的基础，但如何将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进行联系和反馈的研究报道并不

多见。
为了解景观格局与社会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构建两者关联的框架和方法，参与研讨的学者从地理

学和生态学不同分支学科进行了阐述。 例如有学者通过构建毒品贩运活动与景观格局转型分析模式，对中美

洲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砍伐率上升和毒品贩运交易活动之间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毒品贩运活动造成的森

林砍伐可以有效解释森林损失的空间变化，基于对中美洲地区毒品经营和贩运的研究，可以更准确地研究当

地森林景观变化过程。 从生物多样性角度，有学者对野生动物保护和人类社会关系进行了研究。 目前保护濒

危野生动物的主要方式是建立保护区，但是由于人类需要依赖于这些土地来维持生计，因此保护区的建立越

来越难。 研究者发现包括老虎在内的多种大型食肉动物与人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重叠性小，在某些条件下人

与动物可以实现同时同地共存。 因此，模拟人类和野生动物相互适应机制，可以推动社会生态系统共存理论

逐步走向实践。
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体现了景观异质性的替代过程，例如研究城市用地的变化，是现阶段学者建立景

观异质性与人类活动变化关系的重要切入点［５⁃６］。 与会学者对美国芝加哥从二战后到现在的城市人口变化、
物质能量流动、淡水和废水管理等方面情况进行场景模拟。 结果表明，在未来商品和能源有限性和气候变化

背景下，人类需要通过主动改变生活方式和加强政策干预来适应城市整体及内部景观的变化。 还有学者通过

长时间序列的档案资料（１８７０—２０１６ 年）和航空影像（１９７０—２０１２ 年）获取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树木覆盖

情况，与每个时期的城市规划、城市绿化管理和校园种植活动等记录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１９７７ 年的校

园种植计划影响深远，使得校区产生了显著的覆盖增益效果，并且该种植计划能继续引导着目前的校园景观

管理。 校园是一个城市的缩影，该研究能够为搭建城市景观与社会环境系统的关系提供方法借鉴。 通过以上

探讨发现，这些关联方法是构建景观格局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关系的有效尝试，利用景观格局来解释社会环

境系统中的复杂动态是未来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新方向。
２．２　 景观格局和社会环境系统变化过程

当今全球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相关领域的研究是众

多学科关注的研究重点［７⁃８］。 因此，正确认识全球变化背景下景观和社会环境变化过程、积极应对变化，成为

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之一。 本次大会关于景观格局及社会环境系统变化的研究集中在：干旱区景

观、森林景观、流域景观和模型应用等方面。
干旱区植被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十分敏感，与会学者研究表明：中亚干旱区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平均气温比

１９６０—１９９８ 年高出 ０．９３℃。 温度升高打破了原来的自然平衡，加速了植物蒸散量和土壤水分流失，导致荒漠

植物的浅根死亡，从而减少了物种多样性和植被覆盖。 １９９８ 年之后天然植被的 ＮＤＶＩ 以每十年 ０．００３ 的速度

下降。 无独有偶，另一位参会专家在一项关于美国西部草原生态系统的研究中发现：受气候和管理综合影响，
过去 ３０ 年中草原景观退化明显。

气候变化也正在改变着森林景观格局。 虽然部分干扰过程（如火灾）的影响效应已经有了较充分的研

究［９］，但气候变化下新兴的干扰影响（如降雪以及之后的森林死亡率）尚不清楚。 有学者发现加拿大和美国

阿拉斯加的黄杉死亡率上升与冬季降雪密切相关。 这提示管理者要正确应对这种不规律的干扰并及时采取

０２９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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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管理和保护措施。
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对流域景观格局变化影响复杂，例如有学者在美国马里兰州山地、森林和城市等

不同区域分别采集了河流水样。 利用 ＤＮＡ 方法发现河流微生物群落生物多样性中几乎没有明显的景观层次

模式，但土地利用类型改变会改变河水 ｐＨ，溶解质和细小沉积物从而影响微生物群落结构。
关于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过程的研究一直是景观生态学家研究的重点。 众多学者希望通过建模工具

了解这些动态的复杂原因和后果。 本次大会就广泛使用的 Ｄｉｎａｍｉｃａ ＥＧＯ 平台进行了讨论交流（网址：ｈｔｔｐ： ／ ／
ｃｓｒ．ｕｆｍｇ．ｂｒ ／ ｄｉｎａｍｉｃａ ／ ）。 Ｄｉｎａｍｉｃａ ＥＧＯ 是一款环境建模的免费软件，用户可以自行设定子模型，实现土地利

用情景设计、遥感数据集成与分析、景观格局变化预测等众多功能。 新版本的软件还与 Ｒ 语言实现了在线耦

合功能，这为国内学者学习和使用该模型提供了资料。 但是使用建模工具进行研究还有许多地方不尽如人

意，如景观变化驱动因素在区域上存在异质性、建模工具自身的有限制性、以及如何在模拟过程中实现多元素

耦合问题等。
２．３　 景观异质性和社会环境系统研究在政策制定中的应用

景观生态学研究的生态系统服务 ／景观服务，生态系统管理以及景观可持续研究成为当前热点和前沿方

向［８⁃１０］。 利用研究的认识和成果服务于人类生存和发展是研究价值的实际体现［１１］。
会上有学者提出，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中国北方农牧过渡区贫困县数量减少，但贫困县的基尼系数增加。

这说明未来扶贫进程中应考虑居民收入差距，不能仅以收入增长量为标准。 该研究体现出对人类福祉和区域

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再例如非洲马拉维共和国在 ２００６ 年发生了一场有争议的农业投入补贴事件。 公共融资

的私营市场向 ６０％的农民分发化肥，改良作物种子，但是随着气候变化如何向农民发放补贴成为问题。 研究

人员利用 Ｄｉｎａｍｉｃａ ＥＧＯ 平台并结合遥感数据来描绘作物覆盖和生产力变化，以判断气候变化对作物的影响，
从而合理指导了对农民的补贴。 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城市环境管理团体数量、工作环境、位置和空间范围影响

着城市环境管理成效。 只有合理控制管理团体数量，倡导和教育社区内部成员公共意识，才能有效维护城市

环境。 因此，为促进景观生态服务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者应重视生态系统数据的可利用性和政策的可行性。
森林和草原生态系统也是景观服务管理的重点研究对象，会上有学者对北美草原生态系统研究发现，北

美草原只有 ３０％—５０％仍保持原有动物的栖息地能力。 由于草原生态系统中 ８０％以上的土地是私人所有，所
以在管理分析中加入了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价值观、土地利用态度和人口流动信息。 这为草原可持续发展实践

中的应用提供了依据，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还有学者对加拿大安大略省森林景观的规模扩大进行了长期研

究。 在制定森林采伐计划时，将管理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知识传递给林业一线人员，使得森林经营政策得到

改进。 通过多尺度监测管理，减少了经济和政治利益干扰造成的误导。 这些研究是对森林草原生态系统服务

管理方法的有益探索，为自然植被生态系统服务管理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３　 会议启示

本次会议对于我国景观生态学发展的启示如下：
（１）重视景观格局变化和社会环境系统的耦合研究。 目前对景观异质性、景观格局变化、景观管理与社

会环境系统联系的有了相关探索［１２⁃１３］，但尚处于初期阶段。 将人类的价值观、行为、文化和社会经济政策等

融合到景观生态学研究中，分析辨识社会环境系统与景观异质性和格局的关系，仍需要与景观生态学相关的

自然和人文多学科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２）加强景观格局⁃过程⁃服务的多尺度综合集成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是衔接生态系统和人类需求的有效

纽带。 在早期景观生态学研究中，往往针对不同尺度探讨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机制，但是对不同

尺度格局⁃过程⁃服务的有效连接研究不够，忽视了全球或大洲尺度的相关研究。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有待针

对不同尺度，深化格局⁃过程⁃服务的耦合机制，逐步发展“格局⁃过程⁃服务⁃可持续性”的研究范式。
（３）加强景观生态学研究在实际中的应用，为政策制定和实际管理提供支持。 此次大会讨论交流的一个

１２９４　 １４ 期 　 　 　 范昊　 等：连接景观异质性与社会环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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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就是景观生态学支持多领域管理和政策制定。 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
保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如目前制定并落实生态红线是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景观异质性

和社会环境系统耦合研究能够为生态红线的划定提供知识基础和保障。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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