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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景观动态时空模拟》以景观生态学、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的原理为基础，结合城市景观生
态研究数据的特点，从分析空间数据入手，介绍了时空动力学模型的理论与方法、时空动态模型和空
间分析方法。
以珠江三角洲主要城市的景观空间分析的研究为例，阐述了CA模型、遥感与GIS技术在不同区域景观
格局时空变化的研究应用。
　　《城市景观动态时空模拟》适合于从事景观生态学、地理学、环境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城市生
态规划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等领域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及规划人员阅读，亦可作为高等院校有关
专业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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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1　景观的空间信息研究　　景观是一个由中等数量组分组成的非常复杂的系
统，景观是生态系统组成的空间镶嵌体，斑块被视为组分，斑块构成景观，景观又构成区域，同样具
有等级结构，也是由低一等级水平上的组分组成，每一组分又是在该等级水平上的整体，同样由更低
一等级水平的组分所组成，具有结构和功能的双重等级性质和特征。
等级理论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将系统中繁多而又相互作用的组分按照一定的标准加以组合，赋之以层次
结构，从而简化复杂系统。
景观空间信息的研究包括了各种环境因子和生存在一定环境之中的生物及生物群体，包括社会、经济
和人文因素等综合影响的复杂系统。
其空间信息量大，具有一定的特征，来源复杂。
因此需要从多层次上获取有关要素的相关信息进行处理和提取。
而GIS（地球信息系统）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在处理数据和获取景观生态信息等方面具有传统地
面实验方法不可替代的作用（傅伯杰，2001）。
　　1.1.1　空间信息特征与处理　　景观生态学把地理现象的空间相互作用（横向研究）和生态学对
生态系统机能相互作用（纵向研究）融为一体，强调景观空间异质性的维持和发展、生态系统之间的
相互作用、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关系以及人类对景观及其组分的影响（邬建国，2000），形成以不
同时空尺度下格局与过程、人类作用为主导的景观演化等概念为中心的理论框架。
这决定了景观斑块、廊道、基质等组成要素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定位特征，都有与其相对应的描述自然
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属性数据；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多维结构和层次结构的特征；在等级和层次上，不同
层次景观空间信息又构成空间信息的整体，使信息的整体性、关联性特征十分明显；在空间尺度上随
时间而变化，使景观空间信息具有明显的动态特征和时序特征。
地球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要求研究和把握景观信息这种区域性、多层次和动态变化的特征，对于构
建景观生态信息系统，尤其是空间信息的获取和处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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