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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景观与景观生态学的概念、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内容与任务及景
观生态学的发展；第二章景观要素，是本教材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详细介绍了斑块、廊道
和基质的概念，尤其是斑块和廊道的类型、度量指标以及生态学意义；第三章景观要素的镶嵌，主要
介绍景观异质性、景观多样性、景观边界等；第四章景观生态过程，主要介绍景观中的干扰、生态流
、人文过程以及景观破碎化过程以及“源”“汇”景观理论；第五章景观动态变化，介绍景观稳定性
、景观变化的空间过程和模式、景观变化的定量表述与动态模拟；第六章景观生态分类与评价，主要
介绍景观生态分类的原则、主要景观分类系统以及分类案例、景观生态系统价值评价；第七章景观生
态学的一般原理与景观生态规划，主要介绍关于斑块、廊道、景观镶嵌体、整体格局的基本原理，以
及景观格局规划与景观要素设计。
     本书可作为景观生态学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教材，也可供从事景观生态研究的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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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景观与景观生态学　　一、景观　　“景观”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
遇到的概念之一，景观一词最早出自于希伯来语《圣经》旧约全书，指的是具有国王所罗门教堂、城
堡和宫殿的耶路撒冷城美丽的全景。
这时，景观的含义等同于“风景”、“景致”、“景象”等。
在英语、德语、俄语中“景观”一词拼写相似，其原意都是表示自然风光、地面形态和风景画面。
在汉语中“景观”一词含义丰富，既有“风景”、“景色”、“景致”之意，又用“观”字表达了观
察者的感受，这里景观没有明确的空间界限，主要突出一种综合直观的视觉感受，然而此景观的含义
不具有科学的意义。
　　19世纪初，现代地植物学和自然地理学的伟大先驱洪堡（A.yon Humboldt）把景观作为科学的地
理术语提了出来，并从此形成作为“自然地域综合体”代名词的景观含义。
这里的景观在强调景观地域整体性的同时，更强调景观的综合性，认为景观是由气候、水文、土壤、
植被等自然要素以及文化现象组成的地理综合体。
地理学家认为景观与地圈是不可分的，它是地表物质世界的具体表现形式，景观的综合形成地圈，地
圈的具体体现就是景观。
前苏联地理学家把有机和无机现象包括在景观概念中，得出了景观较为广义的解释，称为景观地理的
总体研究。
随着景观概念在地理学中不断深化，地理学界（主要是前苏联地理学界）主要形成了类型方向和区域
方向两种对景观的理解。
类型方向把景观抽象为类似地貌、气候、土壤、植被等的一般概念，可用于任何等级的分类单位，如
荒漠景观、草原景观、森林景观等，并基于此将整个地球表面称作景观壳。
区域方向把景观理解为一个区划单位，它无论在地带性和非地带性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并且是由地方
性地理系统的复杂综合体在其范围内形成有规律、相互联系的区域组合。
目前，地理学中对景观比较一致的理解为：景观是由各个在生态上和发生上共轭的、有规律地结合在
一起的最简单的地域单元所组成的复杂地域系统，并且是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自然地理过程总体，这种
相互作用决定了景观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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