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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1世纪曙光初露，中国科技、教育面临重大改革和蓬勃发展之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学丛
书》——这套凝聚了中国科学院新老科学家、研究生导师们多年心血的研究生教材面世了。
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研究生教材不足的问题，对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起着积极
的推动作用。
　　21世纪将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的新世纪。
科学技术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和不竭的动力，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
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科技实力的竞争。
而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决定因素是它所拥有的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我国要想在21世纪顺利地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邓小平同志规划的第三步战
略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宏大、素质优良、结构合理、有
能力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科技大军。
这是摆在我国高等教育面前的一项十分繁重而光荣的战略任务。
　　中国科学院作为我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在建院之初就明确了出成果出
人才并举的办院宗旨，长期坚持走科研与教育相结合的道路，发挥了高级科技专家多、科研条件好、
科研水平高的优势，结合科研工作，积极培养研究生；在出成果的同时，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研
究生。
当前，中国科学院正在按照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科学院要努力建设好“三个基地”的指示，在建设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地的同时，加强研究生教育，努力建设好
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在肩负起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及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任的同时，为国家源源不
断地培养输送大批高级科技人才。
　　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首要任务。
研究生教材建设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研究生教材的建设滞后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批在科学前沿工作，同时又具有相当教学经验的科学家撰写
研究生教材，并以专项资金资助优秀的研究生教材的出版。
希望通过数年努力，出版一套面向21世纪科技发展、体现中国科学院特色的高水平的研究生教学丛书
。
本丛书内容力求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基础性，同时也兼顾前沿性，使阅读者不仅能获得相关学科的
比较系统的科学基础知识，也能被引导进入当代科学研究的前沿。
这套研究生教学丛书，不仅适合于在校研究生学习使用，也可以作为高校教师和专业研究人员工作和
学习的参考书。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我相信，通过中国科学院一批科学家的辛勤耕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学丛书》将成为我国研究
生教育园地的一丛鲜花，也将似润物春雨，滋养莘莘学子的心田，把他们引向科学的殿堂，不仅为中
国科学院，也为全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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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景观生态学（第2版）》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和成果，系统介绍了景观生态学的理论体系
和研究方法，如景观的结构、功能与变化，3S技术与尺度转换，景观规划与管理等，以及上述理论和
方法在典型景观类型研究中的应用。
书中案例材料翔实生动，内容深入浅出，易于理解。
《景观生态学（第2版）》可供高等院校地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农林科学等专业的研究生和科研
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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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建筑物。
人们在设计以及大规模的建设过程中，改变了景观的构成，并将人类的各种地域文化表现在建筑物上
，教堂、清真寺或庙宇都是引人注目的。
宗教文化对建筑的影响是巨大的，美洲的阿兹台克和更早的玛雅文化建造了巨大的美洲金字塔，并在
塔顶建庙。
相对于高耸的庙宇，在其他宗教中则用不同的方式表示，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和基督教的教堂，另外
还有天主教的修道院和亚洲的佛教寺庙，这些都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产物（deBlij，1983）。
　　另外一种是不如前者显著的“实用建筑”，包括公共建筑和普通住房，它们广泛地点缀着文化景
观，这种建筑上散发的文化差异不仅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也表现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甚至是村落
与村落之间。
例如，土家族独特的民居吊脚楼，所谓吊脚楼，是指民居厢房部分楼台悬空，其下数柱落地，就像是
人吊着脚而站立，因此得名。
它们散布于山间溪畔、坡角田边，正是这里的山地环境和气候特征，决定了土家族民居形成以“吊脚
楼”为典型特征的住宅形态，人住楼上通风防潮，又可防止野兽和毒蛇的侵害。
这样的吊脚楼在当地就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都会慕名前来观看，住宿。
　　再如客家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文化景观——围龙屋，从它土墙木构瓦覆的取材可见其建筑融人了自
然环境的有机组成，泥土与杉木源自土地，在土墙倒塌、木材腐烂之后又回归土地，其环境保护和生
态循环意义显著，充分表现出通过建筑营构，达到了文化与自然生态的亲和相融。
而且围龙屋还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建筑文化与地方环境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从空间构
架上看，中轴显明、两旁对称、主次分明。
整体布局严谨、规整、庄重，具有传统中原建筑风貌，表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礼制、审美旨趣和
等级观念，还有高超的建筑水平。
其二，前高后低，多以山丘为背依，面向开阔的河谷或盆地，恰与其分布的地势相适应。
鲜明的封闭性使之不仅成为客家人防风避雨的栖身之所，还具有对暴力和野兽的防御功能。
同时其选址特别讲究形势和坐向，体现了强烈的风水意识。
其三，从结构与功能上看，结构复杂，功能齐全，实用得体。
屋内卧室、厨房、大小厅堂及水井、猪圈、鸡窝、厕所、仓库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是中国封建自给
自足生活的典型缩影。
众多天井、巷道凸现了通风、排水、防潮功能，充分考虑了对气候的高温、多雨、潮湿的趋利避害，
营造人地和谐的生态环境。
从屋前晒稻谷的平台到畜间、农具间、作坊、化胎上“三鸟”（鸡、鸭、鹅）的饲养无不显示其封闭
的小农经济社会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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