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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世界人口剧增和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加剧，如全球变暖、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土地退化与沙漠
化、森林资源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规模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所有这些变化均对当前生态
系统的健康与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人类面对环境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两难境地的情况下，人们逐渐意识到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因此，针对生态系统的各种研究也不断展开，如何正确地对生态、环境和资源危机做出必要的响应，
已经成为当代生态学、环境学和资源科学研究的主题。
　　生态系统研究系列丛书是余新晓教授及其科研团队多年研究成果的总结，是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项目、北京市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国家林业局科技项目和国际科技合作等项目的支撑下完成的。
该系列丛书研究结果主要以国家林业局首都圈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CFERN）为主要研究平
台，内容充实、观点新颖而鲜明，解决了当前生态系统研究中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填补了目前研究中
的一些空白。
余新晓教授始终坚持生态系统领域研究，以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坚持不懈的科研精神，在这一领域
不断前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此丛书中可略见一斑。
　　该系列丛书从不同的尺度深人探讨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流域森林景观格局的优化，森
林生态系统评价、监测、预警等问题，并以北京山区典型流域为研究对象，分别对防护林体系植被类
型进行了水平和垂直对位配置。
该系列丛书的内容均为生态系统领域热点问题，引领了该学科的发展方向，其不仅在理论框架、知识
集成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而且吸收了国内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在推动生态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我国进行生态系统管理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必将为我国生态环境
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书犹药也。
该系列书的出版是一剂良药问世，不仅为生态学、环境学、地理学、资源科学等学科的科研和教学工
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也为我国水土保持、林业等生态环境建设工作者的一部好的参考书。
希望此书可以解答相关科研人员和工作者心中的疑惑，重现祖国的青山绿水。
是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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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流域森林景观空间和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理论，以潮白河流域及怀柔水库流域TM影像数据
为基础，研究北京山区景观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力、流域森林景观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力、土地利用／覆
被变化水文响应、流域森林景观空间格局优化和流域森林景观恢复与重建经营，以探讨森林景观格局
与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生态水文响应。
通过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进行分析，对景观指数加以描述和选择，进而揭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
驱动力；采用SWAT分布式水文模型，对潮白河流域降水与径流特征进行研究，揭示其生态水文响应
特征；利用灰参数线性规划和CLUE-S模型模拟，对流域景观格局进行优化，同时提出流域森林景观恢
复与重建经营方案。
　　　　本书可供水土保持学、景观生态学、水文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等专业的研究、管理人员及
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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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景观空间构型分析与前两种景观空间分析相比，景观空间构型分析更注重反映由景观要素构
成的景观总体特征。
景观空间构型分析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研究景观构型，确立景观格局之间相似与相关关系。
相似与相关关系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郭仁中，2000）：一是指空间物体在形态上的相似与相关；二
是指空间物体在结构上的相似与相关。
Forman曾根据景观结构特征划分出4种景观类型，即斑块散布的景观、网络状景观、指状景观和棋盘
状景观（Forman and God ron，1986）。
4种景观中斑块分布构型不同，对应的基本生态过程也各异。
粗粒景观与细粒景观由于在结构上的差异，其对应的景观功能也不同（Forrman，1995）。
因此，可以通过景观相似与相关分析，与已知结构和功能的景观相比较，对未知景观的结构与功能进
行推断。
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在景观空间分析中还不常见。
4）景观动态分析景观动态变化是指景观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它需要回答景观是怎样变化的，以及为什么这样变化和变化的结果等问题。
这就涉及景观的稳定性，景观变化的驱动因子以及景观动态变化的方式等内容的研究。
　　景观的稳定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从景观变化的趋势看景观稳定性，For。
man和Godron（1986）在《景观生态学》一书中对景观随时间的变化做出了总结，并进行了很好的分
析；另一方面是从景观对干扰的反应来认识景观的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景观稳定性就是系统两种
特征——恢复和抗性的产物。
　　景观变化的驱动因子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驱动因子，常常是在较大尺度上作用于景观
，它可以引起景观的面积发生变化；另一类是人为驱动因子，它包括人口、技术、政治经济体制、政
策法规以及文化等因子，它们对景观的影响十分重要。
　　景观动态变化的方式根据研究景观变化的侧重点不同，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景观空间变化
动态，包括斑块数量和大小的变化、廊道的数量和类型的变化、景观要素的配置变化等；二是景观过
程变化，是指在外界的干扰条件下，景观中物种的扩散、能量的流动和物质的运移等变化情况。
实际上，景观空间变化和景观过程变化是同一变化中的两个方面，过程变化是空间变化的原因，空间
变化反过来又影响过程变化。
　　1.1.1.4 景观格局分析方法　　景观生态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空间异质性、生态学过程和尺
度的关系。
研究空间异质性自然会用到一些已经在生态学中应用的空间格局分析方法，同时又有必要发展新的方
法来弥补传统方法的不足。
此外，对于景观生态学过程的研究离不开生理、行为、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的一系列方法。
生态学长期以来没有建立把空间格局、生态学过程和尺度结合到一起的相互关系模型。
这一特点也已成为景观生态学与其他生态学科的主要区别之一。
　　研究景观的结构（即组成单元的特征及其空间格局）是研究景观功能和动态的基础。
空间格局分析方法是指用来研究景观结构组成特征和空间配置关系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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