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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景观生态学的研究进展

黄奕龙 1, 陈利顶 2, 吴健生 1

(1.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 深圳 518055; 2.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 北京 100085)

近年来 , 伴随着世界范围内 , 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 城市化过程中人口

密集、交通拥挤、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城市景观生态学以其鲜明的

理论特色和方法论优势 , 成为应对上述城市问题的依托性研究手段 , 全国城市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正是在

这种形势下在深圳市召开的。深圳市是我国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区域 , 也是进行城市景观生态学研究的理想场

所 ; 同时多年来深圳市有关单位在城市景观生态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物力 , 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 , 在我国城市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全国城市景观生态学学术研讨会也于 2005 年 12
月 17-18 日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召开了 ,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城市景观生态学 : 理论和实践”。这次会议

分为大会报告、专题报告、研究生论坛和展板四类。大会邀请了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景观生态学家和工作在科

研第一线的青年科学家作了大会学术报告 ; 另有 54 位景观生态学工作者和研究生进行分会场的专题学术交

流。大会的主要目标是创造一个城市景观生态学理论、方法、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领域交流的桥梁。通过这次

大会和专题学术报告 , 可以发现我国城市景观生态学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突出景观格局演变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城市景观生态学研究重视景观格局、生态过程和生态环境

效应研究 , 本次大会关于这方面的报告达到 10 余个。

(2) 重视新技术在城市景观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3S (GIS、RS 和 GPS) 在城市景观生态研究中得到极大

的重视 , 它们不仅是重要的数据来源 , 也是进行空间数据挖掘和尺度转换的重要手段 , 在这次大会中许多大

部分的报告都应用了 3S 技术。

(3) 重视模型在城市景观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由于城市景观格局变化的复杂性 , 及其与生态过程间的

复杂相互作用关系 , 城市景观生态学研究十分重视模型的应用 , 如本次大会就有多个报告将城市扩展模型、

非点源污染模型等应用到城市景观生态学研究中。

(4) 重视理论和应用相结合。由于城市景观生态学是景观生态学理论在城市地域的应用 , 因此 , 城市景观

生态学的发展应该具有较强的应用性。本次会议学术大会对此也有很好的体现 , 如大会报告包括了城市景观

生态学在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保护和规划、土地整理、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人文社会景观

的评价生态旅游发展、景观保护、城市生态美等方面的应用。

诚然 , 近几十年来 , 我国景观生态学取得了十分迅速的发展 , 已经成为我国生态环境研究领域的一支重

要学科。但是 , 由于发展时间较短 , 理论和方法尚不完善。本次大会中也暴露出了两个方面的不足 :

(1) 理论上研究不足。纵观整个大会报告 , 鲜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 我国城市景观生态学现有的研究仍然

延续着“斑块- 廊道- 基底”的基本范式 , 并以格局、过程为研究核心。但由于城市问题的复杂性 , 以及我国快

速城市化过程中新问题的不断涌现 , 城市景观生态学急需推动景观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完善 , 为解决我国日

益突出的“城市病”提供理论依据。

(2) 城市景观格局功能和效应研究不足。虽然本次大会关于景观格局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工作不

少 , 但大多是基于数量结构 (如土地利用结构或景观指数) 与生态过程间的关系探讨 , 对于景观空间格局与

生态过程间的关系尚难于定量化。景观的其它生态服务功能 , 如绿地和水面 (包括面积和空间配置) 与城市

人居环境质量的数量关系等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综合相关会议报告 , 特别是傅伯杰研究员关于我国景观生态学的未来展望 , 城市景观生态学下一阶段的

研究重点包括以下方面 :

(1) 景观生态过程研究。包括生态水文过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人地相互作用过程等几个方面 , 在

研究生态过程的同时 , 应该重视景观生态过程与其他城市环境过程的比较研究。

(2) 景观变化的驱动力、过程和效应。城市作为自然和人文双重驱动下的地域 , 研究其时空变化过程 , 特

别是与资源、环境、生态和灾害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城市景观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3) 城市扩展模型的发展。我国现在采用的许多城市扩展模型都是直接从国外引进 , 自主开发的极少。因

此 , 急需根据我国城市化的特点 , 开发适应于我国的城市扩展模型 , 为城市规划和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报务。

(4) 城市景观生态学应用研究。城市景观生态学是景观生态学理论在城市地域的应用 , 因此 , 城市景观生

态学的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 需要与城市环境变化与规划、土地利用变化与规划、城

市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及其效应、生态系统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退化过程与治理、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等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紧密结合。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部分代表的大会报告以及大会总结发言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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