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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及应用。
全书共分11章，重点论述了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理论、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景观的动态模拟、景观生
态规划与设计以及景观生态学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研究中的应用。
特点是系统性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法与应用相结合，并且融入了作者在国内的实际研究工作。

　　本书适合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自然保护等专业的科研和教学人员阅读，也可作为高等院
校相关专业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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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上所述，景观生态学从诞生到发展壮大，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以前，是学科综合思想的萌芽阶段。
主要代表思想有洪堡和帕萨格的综合景观概念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海克尔的生态学和坦斯利生态系
统思想的形成。
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是学科的形成和初创阶段。
主要表现为，特罗尔景观生态学概念的正式提出以及苏卡乔夫的生物地理群落学说的提出；海博、鲁
茨卡、莱文等结合自然环境保护、土地利用及规划实践展开的景观生态学理论与应用研究等。
第三阶段起始以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景观生态学会成立为标志，是学科的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
，景观生态学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北美都有了颇具规模的进展（Turne，2005）；前苏联、中国等也开
展了相应的研究工作。
这一时期景观生态学学术交流与合作空前活跃，理论与应用成果不断丰富，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例如，捷克的景观生态规划，荷兰和德国的土地生态设计、美国的景观生态系统研究、加拿大的土地
生态分类以及中国的生态工程和生态建设等。
　　从起源和发展途径来分，全球景观生态学大致可分为两个学派：一个是北美学派；另一个是欧洲
学派（傅伯杰和王仰麟，1990）。
　　北美学派是从生态学中发展起来的，注重于以生物为中心的生态学内容和以还原论（reductionism
）为基础的方法论研究，主要进行景观生态系统研究，把景观生态研究建立在现代科学和系统生态学
基础上，侧重于景观的多样性、异质性、稳定性的研究，多采用空间格局分析和建模技术等定量方法
，形成了从景观空间格局分析、景观功能研究、景观动态预测、景观控制和管理的一系列方法，奠定
了景观生态系统学的基础，形成景观生态学基础和理论研究的核心。
　　欧洲学派是从地理学和规划学中发展起来的，代表着景观生态学的应用研究方向，它注重人文性
（humanistic）和整体论（holistic），以捷克、荷兰、德国为代表；采用的方法多为野外考察与制图等
实证性方法（empirical），这种思想在特罗尔早期的著作中多有体现。
具体表现为应用景观生态学思想和方法进行土地评价、利用、规划、设计以及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
的景观设计与规划等，并形成了一整套景观生态规划方法；强调人是景观的重要组分并在景观中起主
导作用，注重宏观生态工程设计和多学科综合研究。
欧洲学派开拓了景观生态学的应用领域，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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