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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景观生态系统由多个层次水平的等级体系所组成 , 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中 , 其结构与

功能具有不同的相互依存关系 , 区划的概念有助于整合景观的等级性并厘清复杂性。本研究在景

观生态学格局、过程、功能研究的基础上 , 结合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生态区划、生态经济区划、农业

区划等相关研究的成果 , 探讨了景观生态区划应依循的原则、内容及区划等级系统 , 指出景观生

态区划不仅强调景观水平方向上的空间异质性 , 还必须综合景观单元的过程关联和功能统一性。

同时以生态系统完整性原则为核心制定了开展景观生态区划需遵循的等级性、多尺度性、发生一

致性、格局与功能依存性、功能协调性以及界线完整性等原则。在其指导下 , 重点讨论了景观生态

区划过程中涉及的方法论构建、景观生态分析与评价、景观生态区划体系构建等研究内容。最后 ,

通过比较了景观生态区划与自然区划、生态区划以及经济区划之间的异同 , 提出了不同尺度下景

观生态区划理论的应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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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人口增加、工业化、城市化等人类活动正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改变着自然环境,

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污染和全球变化[1,2]。日益加剧的全球环境问题及其生态后果, 使

人们意识到科学认识各生态地域及生态系统的功能, 以适度、有效开发利用资源 , 减少和避

免生态破坏, 是缓解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矛盾的必要选择[3]。

景观作为一种系统除具有整体性外, 同时具有地域分异的规律性[4]。它是指景观在地球

表层按一定的层次发生分化, 并按一定的方向规律分布的现象。地域分异规律作为区划的核

心理论, 体现在不同尺度的自然景观和人为景观的结构、功能和动态中。其不仅对于地理研

究具有普遍意义, 且对于景观生态学研究中类型分布和尺度转换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

目前的区划工作多是静态的, 所采用指标比较初始、简略 , 未考虑环境的季节变化及多年变

率, 不能及时反映变化了的自然和人文要素[5]。同时, 区划过程往往注重环境本身的特征, 几

乎没有考虑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缺乏研究人类活动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中的地位

和作用[6]。通过景观生态区划能够对景观异质性特征进行综合 , 提供对区域更为宏观的认

识, 用于景观的比较与选择, 以及对区域变化的分析, 可进一步加深对各生态区域或生态系

统结构、过程及功能的认识。在应用层面, 景观生态区划可以指导资源与环境管理, 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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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产业发展方向, 从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

本文在相关的区划原则、方法及景观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上, 通过探讨景观格局、过程及

功能的空间分异规律, 构建景观生态区划的理论框架, 结合遥感与 GIS 技术 , 设计景观生态

区划操作流程, 期望能进一步提升对景观复杂性认识, 为区域景观生态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1 景观生态区划的概念框架

景观生态区划的理论基础为景观异质性原理。景观异质性( Landscape Heterogenetiy) 不

仅构成了斑块空间镶嵌的复杂性 [7], 也决定着景观结构空间分布的非均匀性和非随机性 [8],

并造就了景观内部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价值流, 最终促进了景观的演化、发展与动态

平衡[9]。

景观异质性作为景观的重要属性之一[10,11]。不仅体现在景观的空间结构变化上, 而且体

现在景观组分在时间上的动态变化上[9]。一般认为景观异质性主要表现为[12~15]: 空间异质性、

时间异质性和功能异质性。其中空间异质性反映一定空间层次景观的多样性信息, 而时间异

质性则反映不同时间尺度景观空间异质性的差异, 其交互作用导致了景观系统演化发展和

动态平衡[1, 10, 11]。

景观生态区划是基于对景观生态系统的认识, 通过景观异质性分析确立分区单元, 结合

景观发生背景特征与动态的景观过程, 依据景观功能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对景观单元划分及

归并的工作过程和结果。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它涉及景观生态学、地理学等相关学

科的知识, 具有高度的综合性; ②它建立在充分理解景观与自然环境的特性、生态过程及其

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基础之上; ③它认为不同时空尺度的景观异质性是使景观生态系统产生

时空分异的内在因素; ④它将景观的空间、时间以及功能异质性作为区划的依据 , 其相对于

其它区划而言特别考虑了自然环境的空间结构和生态过程的地域分异; ⑤其目的是进一步

认识景观内部结构和生态过程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宏观分布特征, 加强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

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基于上述认识, 在景观生态区划中格局、过程及功能为由下至上的关系。其中景观要素

特征可作为确立区划单元的基础, 景观格局特征反映了景观的空间异质性, 景观格局的动态

体现了生态过程, 可以确定景观的时间异质性, 景观功能则是指景观单元内物质和能量投入

水平、转化效率及产出量的综合表现, 而反映景观功能异质性的标志就是生物生产、环境服

务以及文化支持的能力差异。景观生态区划以上述标志作为分区的判别指标, 对景观单元进

行划分和合并的工作过程和结果( 概念框架见图 1) 。

2 景观生态区划的原则

无论是自然区划, 还是景观生态区划, 在区划工作开展前, 为使区划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都有必要进行区划的一般方法论的研究 [16~18], 包括地域分异规律、景观异质性规律、区划等

级系统、区划原则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在具体进行区划时, 为了保证景观异质性规律体现

到区划工作中, 必须制定若干的区划原则作为指导。景观生态区划原则的制定不仅考虑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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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区划的相关原则, 也重点吸收了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原则包括等级性、多尺度性、

发生一致性、格局与功能依存性、功能协调性以及界线完整性等。这些原则大致可以归纳成

两类: 一类是由区划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目的在于解决分区问题; 另一类是景观生态系统

的整体性决定的, 目的在于确定区划界线。

图 1 景观生态区划概念框架

Fig.1 Framework for landscape ecological regionalization

2.1 等级性原则

景观作为有序的整体, 是生态系统水平之上, 基于人地综合体的一个更高水平的等级系

统[19, 20]。景观生态系统是由多个层次水平的等级体系所组成, 由于层次水平不同 , 系统及其

部分的概念就有相应转化[21]。为达到结构和功能的整合、格局优化及景观功能维系, 全面分

析景观生态系统, 必须在足够宽泛的背景上考虑不同等级层次的景观格局、生态过程以及景

观功能。故于区划过程中需基于景观生态系统等级性特征, 对各级组成单元进行由上至下的

区分或由下至上的归并。

2.2 多尺度性原则

景观单元的空间尺度可表征不同的景观特征信息。在地貌系统、景观结构变化及生物多

样性等研究中指出景观格局和功能随着尺度不同而发生变化[22, 23]。一方面, 空间粒度亦对格

局特征产生影响[24, 25]; 另一方面, 景观生态系统的功能也具有尺度特性。其尺度特性体现为

生态系统的主导生态功能在不同的尺度上会发生转变, 这主要是因为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主

导要素在不同的尺度上会发生转变[12~15]。为了分解复杂的景观系统, 首先必须将其视为一种

相邻、可分解、镶嵌的空间尺度或等级, 并进一步解析每个等级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中所具备

的结构与功能单元[26]。

2.3 发生一致性原则

景观是由气候、土壤、水、植物及文化现象组成的地域复合体, 所有的景观都具有独特的

发育历史。在综合自然地理研究中, 发生的一致性被理解为区域地貌发展史的共同性[4, 27], 并

可被理解为“地域分异的原因、过程和规律的原则”[6]。

对于景观生态区划而言, 发生一致性主要强调景观格局与过程在自然条件及人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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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上的一致性, 是透视景观格局特征的基础。具有相同演化背景的景观单元应具有相

对一致的地质、地貌、气候、植被、水文条件及社会经济影响。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 景观生态

系统在空间上存在共生关系, 但在不同的尺度中, 景观的发生同一性划定需进行相应的调

整。所以在分区时应通过不同时空尺度中各景观单元内景观异质性的差异反映它们之间的

毗连与耦合关系, 凸显景观单元在空间上的同源性和相互联系。

2.4 格局与功能依存性原则

景观空间结构决定了景观功能[1, 28]。其中, 景观结构是指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秩序, 景

观功能则是指整体对外界的作用, 因此一定的景观结构应有相应的景观功能, 而景观功能在

各个结构单元间产生的复杂关系, 每个结构单元皆有特殊的发生背景、存在价值、优势、威胁

及与必须处理的相互关系[1, 13, 29]。因此, 景观的功能需基于自身结构的基础, 而功能亦是结构

的体现, 结构的破坏必然会造成功能的降低甚至丧失。在分区时应综合考察各景观单元内格

局、过程及功能的相互关联性, 重视景观单元在格局和功能上的依存关系。

2.5 功能协调性原则

景观功能具有类型、作用强度及空间分布上的差异, 不同功能的景观间 , 因为相互作用

的影响产生复杂的空间效应。因为功能的差异, 具备不同功能的景观组份间便产生不同的相

互关系, 与生态学中对物种间关系的定义相同, 景观功能间的相互关系具有正、负两面, 其中

正面的关系包括互利共生、合作, 而负面关系则是竞争[30], 并在空间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景

观生态区划着眼于协调区域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其不仅要考虑各生态要

素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在区域经济中的功能, 也要重视自然资源作为重要的生

态环境要素和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的保护。因此, 景观生态区划中的功能定位, 必须将经济

功能与生态功能结合起来。

2.6 单元完整性原则

景观生态区划强调区划单元应具有边界清晰、生态过程完整的特性。在具体单元选择

中, 流域不仅有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明确的边界, 也具备清晰的等级结构以及灵活的尺度。因

此, 流域内各生态区域的生态功能层次比较分明。流域是江河水系的基本集水单元, 在地球

自然生态功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3]。许多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也通过流域这个物质流和能

量流传输信道, 成为全局性的问题。以流域为单元的研究可以了解上坡与下坡、上游与下游

的关系。以流域为单元进行景观生态区划, 可以起到维护和提高流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实

现生态系统管理和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

3 景观生态区划的内容

景观生态区划的目的是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 防止重要自然资源的开发对生态

环境造成新的破坏, 增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支撑能力, 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在景观生态区划过程中, 强调分析研究区的自然环境特点、景观格局、生态过程及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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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的关系, 注重发挥当地景观资源与社会经济的潜力与优势, 以及与相邻区域景观资

源开发与生态环境条件的协调, 提高景观持续发展的能力。这决定了景观生态区划综合地体

现了景观生态系统的形态、空间组合、发生及功能等多方面特征, 其内容涉及景观生态区划

的方法论、景观生态分析与评价、景观生态区划体系构建等三个组成部分( 图 2) 。

图 2 景观生态区划的流程

Fig.2 Flow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egionalization

3.1 景观生态区划的方法论

景观生态区划以景观异质性规律为理论基础, 确定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论准则, 即划分原

则作为指导思想, 并指导选取区划指标、建立等级系统、采用不同方法。

(1)资料及数据收集

景观生态区划的工作基础是收集研究区域的资料和数据, 其目的是了解区域的景观结

构、与自然过程、生态潜力及社会文化状况, 从而获得对区域景观生态系统的整体认识, 为确

定区划的具体指标和景观分类奠定基础。另外, 由于景观格局与环境问题往往与人类活动相

关, 因此, 景观生态区划尤其强调人是景观的组成部分并注重人类活动与景观的相互作用影

响。景观调查资料不仅包括生物、非生物景观要素的分布及其评价, 景观生态过程及与之相

关联的生态现象, 也涉及人类对景观影响的结果及程度等。

(2)区划单元确定

景观生态区划所面对的客体, 在地表往往是连续过渡的 , 边界通常是模糊渐变的 , 清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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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个体界线比较少见。景观生态区划中既将区域单元作为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整体来认

识, 又重视区际之间的联系。因此, 单元的确定特别强调结构的完整性和功能的协调性。景观

生态系统自身的多等级性, 要求区划单元必须隶属于相应的某一层次等级。具体实现上主要

通过结合数字高程模型, 划分研究区不同等级的流域体系, 确立景观生态区划的基本单元。

(3)景观生态分类体系构建

景观生态分类实际就是从功能着眼, 从结构着手, 对景观生态系统类型的划分。通过分

类系统的建立, 全面反映一定区域景观的空间分异和组织关联, 揭示其空间结构与生态功能

特征, 以此作为景观生态区划和规划管理的基础。根据景观生态分类的特征, 景观生态分类

体系一般采取功能和结构双系列制[31]。相对于功能性分类, 结构性分类更侧重于系统内部特

征的分析, 其主要目标是揭示景观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和特征。在体系构成方面, 功能性分

类主要是区分出景观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类型, 归并所有单元于各种功能类型中。基于多时

相的景观分类主要通过结合土地利用现状图和野外实地调查资料等, 对多时相遥感影像分

别进行人工监督下的最大似然法分类。

(4)区划指标选取

景观生态区划过程中, 需对景观生态系统及其等级结构内在本质和过程关联进行客观

透视, 并选择具有直观性的一些指标和属性。鉴于景观生态区划的意义在于探析单元空间关

联的本质, 因此, 需同时使用反映景观结构和功能的指标和特征。因生态系统的复杂特性必

须藉由多个指标表现, 但多重指标的相互干扰也较大, 因此, 指标数量仍以精简为原则[2, 3]。

区划特征指标中大致包括地形、海拔、坡向、坡度、坡形、地表物质、构造基础、pH 值、有

机质含量、侵蚀强度、植被类型及其覆盖率、土地利用、气温、降水量、径流系数、干燥度、土壤

主要营养成分含量以及管理集约程度等[31~34]。一般来说高等级区划单元的划分多考虑地貌

形态及其界线; 低等级则侧重地表覆被状况, 包括植被和土地利用等[32]。其中地貌形态是景

观生态系统空间结构的基础, 是个体单元独立分异的主要标志。地表覆被状况则间接代表景

观生态系统的内在整体功能。两者均具有直观特点, 可以间接甚至直接体现景观生态系统的

内在特征, 具有综合指标意义。

(5)区划方法选择

为使区划原则得到正确贯彻, 必须采用相应的区划方法, 才能达到目的。区划的原则和

方法是紧密联系的, 每一个区划原则, 都必须通过相应的方法加以贯彻[3]。由于景观生态区

划发展源于自然区划以及生态区划, 其工作思路主要包括自上而下的划分和自下而上的组

合。在具体工作中, 需要综合采用专家个人与团体智能、理念分析、模型应用等方法, 探索区

划的综合集成方法[5, 6]。在单元既定的区划中, 如果采用的指标相同 , 无论是划分还是组合 ,

结果应是一致的, 两种方式可以分别或结合使用。其采用的技术方法也基本相同, 主要包括

空间迭加分析法、聚类分析法、主导标志法、景观制图法以及地理相关分析法和遥感( RS) 、

地理信息系统( GIS) 和全球定位系统( GPS) 等技术手段。

3.2 景观生态分析及评价

景观生态分析及评价主要是针对景观生态系统特征的时空分异, 一般从景观格局、生态

程以及景观功能等三个方面来考察景观生态系统的整体综合属性。

15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25 卷

(1)景观格局

不论在理论与实际经验中, 景观格局在不同时空尺度体现出复杂景观过程及功能[12,13]。

对于景观生态区划, 景观格局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基础上, 受时间和空间尺度中的人类活动

持续转变过程影响, 而反映出景观类型、数量及其分布位置的差异。为深入探讨景观格局特

征及景观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需综合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相关因子, 由发生背景说明景观格

局成因及其特征。

(2)生态过程

对生态过程的认识要按照复杂系统的自组织演化理论以及生态系统演化规律, 重点对

跃变阈值及其内部循环过程和外部影响因子进行分析[35,36]。以格局动态变化作为景观生态过

程的综合表现, 通过生态过程与文化过程在空间上动态分布的交互分析, 说明各景观生态过

程的作用强度, 深入分析各区划单元内的景观生态过程, 可作为往后景观功能定位的参考。

在景观生态区划过程中, 面对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及其空间分布,

梳理各生态区域面临的生态压力和生态环境问题, 从生态系统和形成生态格局的生态过程

的角度, 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性质和产生机制, 并给出评价 , 以掌握区域生态环境和生态安

全的基础和动态。

(3)景观功能

景观生态区划中的景观功能不仅包括景观单元间的空间关联与耦合机制, 组合成更高

层次地域综合体的整体性特征; 也强调景观单元对人类社会的服务能力。由于景观功能是格

局与过程的综合体现, 并受区域整体发展影响, 需满足一定的人类需求。因此, 景观功能的确

定, 不能仅限于景观组分的差异, 需考虑格局与过程的影响及未来的发展定位。通过结合相

应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分析, 确定相应尺度上景观生态系统的主导功能[3, 37]。进一步按

照生态系统功能观点, 分析与评价景观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确定区域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类

型、形成机制, 阐明特定生态环境问题可能发生的地区范围和程度。

3.3 景观生态区划体系构建

(1)等级划分

景观生态系统发生过程的多层次性, 形成了结构的多等级层次, 要求分区只能是多等级

的。在确立景观生态区划等级时, 一般至少需要同时考虑 3 个相邻层次: 即核心层、上一层和

下一层[1]。具体区域研究中, 可以分为 2 个或 3 个层次, 景观生态系统( Landscape ecosystem,

简称 LES) 与景观生态立地( Landscape ecotope, 简称 LET) 。两者之间还可插入景观生态单元

一级( Landscape ecounit, 简称 LEU) 。其中 LEU 是 LET 的空间组合型, LES 又是 LEU 的空间

组合型。LET 是区域中能够确定的最低层次地域综合体, LES 则是区域中最高层次水平的空

间单元。它们的范围和内部构成随研究区域的大小和制图比例尺的不同而变化[38]。划分景观

的等级结构的标准通常包括过程速率( 如周期、频率和反应时间等) 和其它结构和功能上的

表面特征( 如不同等级植被类型分布的温度和湿度范围、食物链关系及景观中不同类型斑块

边界等) [39]。

(2)单元归并及命名

在区划单元与等级确立的基础上, 依据一定的属性特征及其指标, 对各层次单元进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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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是景观生态区划体系构建的重要部分。一方面, 由于景观生态区划起源于自然区划, 景观

单元的划分和归并延续着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区域共轭性原则; 另一方面, 也还需遵循景观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则。在命名上, 考虑到景观生态区划的目的和特征, 各分区命名需同时

体现景观功能、过程、格局及未来发展趋势。

4 景观生态区划与传统区划的差异

景观生态区划是在不断探索、认识和积累自然和社会知识基础上, 深入认识人与自然关

系的产物。自然区划、生态区划、经济区划以及景观生态区划的关系则反映了对人与自然关

系认识的不断深入。

景观生态区划源于自然区划, 但其对象、目的及依据各有不同。从区划的对象来看, 自然

区划如自然地理区划、综合自然地理区划和植被区划等均按地表自然综合体或各个组成要

素的差异划分成各种区域, 并按从属关系得出一定的区域等级系统, 反映的是自然地域分异

规律[40]。而景观生态区划则以景观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 从生态系统的观点, 强调景观格局、

生态过程和功能的异质性。从区划的目的来看, 传统自然区划的目的是科学认识客观存在的

自然综合体, 并不专门考虑社会的和经济的特征, 而景观生态区划着眼点在于协调资源开发

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把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尊重生态系统的自然演化过

程。从区划的依据来看, 传统自然区划往往借助具体的界线( 各类等值线、河流、山脉等) 划分

自然综合体, 景观生态区划的边界通常表现为抽象的意义, 强调“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相互

作用的生态区及其环境的系统描述”, 更多地从结构相似、过程相关和功能联系的角度来确

定其分区边界[3]。

生态区划则是在对生态系统客观认识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 按各自然区域的生态相似

性和差异性划分生态区域单元, 从而进行整合和分区的过程[2,38]。基于生态区划的研究基础,

景观生态区划与生态区划一样, 也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认识问题, 但它更强调景观生态系统

的空间结构、过程以及功能的异质性, 并通过景观功能来认识景观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 从而

在整体上对相互作用的景观生态系统及其环境进行描述。

另外, 景观生态区划也考虑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与经济区划具有紧密联系。但经济区划

强调在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的特殊资产的地域分布规律基础上, 明确一定范围内产权所属

关系, 反映数量等级关系[2]。相对而言, 景观生态区划更注重突出发挥和保养自然资源作为

生态要素和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

总体而言, 传统的各种区划实质就是将整体划分成若干部分, 并确立分区单元之间的等

级关系。其地域划分, 既不能出现重叠, 更不能发生重复。区划的理论基础是地带性规律, 依

据的最根本原则是地带性原则[35]。景观生态区划则与以往各种区划有所不同, 一方面, 区划

的对象是景观生态系统, 目的是深化对景观异质性的认识; 另一方面 , 生态系统的属性又要

求景观生态区划必须基于生态系统的复杂系统理论和等级结构理论。因此, 景观生态区划需

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尺度的生态功能问题和景观生态建设需要, 遵循景观生态系统完整性的

根本原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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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景观生态区划的应用

区划必须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当前, 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阶段, 全球环

境问题和全球经济化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也提出了新的

挑战[37]。考虑到过去 50 年, 我国地表宏观格局、资源环境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显

著变化, 已有的区划方案(包括一些部门区划)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发展形势的需要[5]。集成

自然与人文要素、突出景观格局及动态特征, 以功能完整性为核心的景观生态区划研究将发

挥更大的作用。

依据景观生态区划原则, 针对不同尺度的景观生态系统具有不同的主导功能及发展瓶

颈, 通过建立不同尺度下的景观生态区划体系, 有助于由景观生态学的整体性与综合性角

度, 解决跨区域的全国性景观生态问题。在全国尺度上, 东、中、西三个地区各有不同的景观

格局和功能, 景观生态区划可由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角度, 指导各地区的区域发展; 在区域

尺度上, 由于生态系统与周围的环境不可分割, 其主导生态功能又受到价值判断的影响 , 因

此, 景观生态区划表现出针对性更强、生态功能更具体明确的特征; 在流域尺度上, 流域内生

态的一体性和经济的不平衡性, 决定了流域也是生态功能矛盾突出的地带, 一些重大生态环

境安全问题, 如水土保持、淡水资源安全等都发生在流域上, 做好各流域景观生态区划和规

划, 可为区域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6 结论与讨论

区划是深入认识景观生态系统的重要方法, 景观生态区划进一步将类型研究、过程研究

和区域研究三者密切结合, 不仅可以深入揭示景观生态系统的区域分异规律以及各区域的

结构特征, 也进一步深化了景观生态学的研究理论。同时, 结合对景观格局、过程及功能的认

识与分析技术, 完善了传统区划理论对地理现象时间与空间连续性的认识, 进一步了解地理

分异的驱动因素与动态趋势。另外, 以流域作为基础的区划单元, 也为区划单元的选择提供

了新的思路。

景观生态区划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各个区域由于自身的自然环境特性、人为活动强度

及未来发展定位的差异, 所面临的景观生态问题及所需进行的景观生态建设各有不同。景观

生态区划通过对景观格局、过程及功能特征的空间相似性及差异性进行分析, 确立景观单元

的功能定位, 提升了景观生态建设的针对性及可操作性。

景观生态区划也面临着众多困难和挑战。首先, 尺度是影响各类区划的最重要因素之

一, 景观生态区划虽然重点考虑了尺度的影响, 但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其次, 基于景观功能定

位的区划方案, 如何在区划等级及命名时清楚表达景观格局、过程与未来区域发展方向 , 并

与景观格局优化策略紧密结合也是区划构建及应用过程中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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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scape ecological system is composed of ordered horizontal levels. The relation-

ships of landscape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are distinct in different temporal and spatial scales,

and it is useful to integrate hierarchy and components of landscape by regionalization concept.

In this paper, the background and concept of the delineation of ecosystems were advanced. The

principle of landscape heterogeneity on which the delineation is operated was also addresse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change from a framework based on a single natural indicator to another

based on the integrated ecosystem approach reflects the progres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hu-

man- nature reconciliation and the balance between biodiversity convers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ecosystem integrity, a framework for the landscape eco-

logical regionalization systems was recommitted, which followed the principles of hierarchy, mul-

ti- scale, origin- coherenc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landscape pattern and function, interaction

among landscape functions and integrality of delineation units.

Under these principles, the main scientific issues to be discussed were as follows: (1) the

theory and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regionalization; (2) the changing processes, pattern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of the main elements in regional system; (3)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bound-

aries between the regional systems; and (4)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s of the

system. Then,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regionalization

and the natural regionalization, economical regionaliz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regionalization

were given. Finally, the paper assumed the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egionalization

theory in national, regional and watershed levels.

Key words: landscape ecological regionalization; landscape heterogeneity; landscap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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