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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江三峡库区森林景观格局与景观恢复研究》基于景观生态学理论和3S技术，以长江三峡（《长江
三峡库区森林景观格局与景观恢复研究》简称三峡）库区TM影像及自然、社会和经济数据为基础，
重点评价了三峡库区自然景观与环境特征，研究了三峡库区森林景观格局，探讨了森林景观恢复规划
的技术与方法，并结合实际开展了三峡库区森林景观恢复的规划研究。
全书包括4篇20章，系统地揭示了三峡库区自然景观分异与森林景观格局特征，提出了森林景观恢复的
方法与途径，为三峡库区森林景观恢复与重建的规划与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

《长江三峡库区森林景观格局与景观恢复研究》是景观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在三峡库区森林景观恢复规
划与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成果，是森林景观生态研究人员、林业规划设计人员和森林景观管理者的重要
参考资料，也可供生态规划、土地规划人员及高等院校师生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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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休闲游憩廊道的美学特征主要包括沿途视域范围内植被色彩和树形的空间变化、季相变化以及与
周围景观的协调性。
景观评估是美学特征规划设计的重要内容，目前常用的评估方法主要有等距离专家组目视评测法、地
图绘制法、模拟评价法、问卷调查法、遥感判读法等（余青等，2007），这些方法的共同点是利用被
调查者（或专家）的心理感知对廊道视域景观进行评估。
因此，最大可能包含多样的被调查者文化感知背景，有助于促进评估结果的代表性和真实性。
但目前休闲游憩廊道规划设计对游憩者的活动特征重视不足，游憩活动特征是影响景观感知的重要因
素，例如由于感知景观的速度差异，步行游憩廊道、机动车游憩廊道和河流游憩廊道中的游客对景观
的视觉感知会有很大差别，因而，必须将游憩活动的特征（如旅游方式、游憩速度和季节特征等）集
成到休闲游憩廊道美学设计与评估中，以更真实反映出使用者的美学体验。
　　休闲游憩廊道的设计应与区域风俗宗教习惯相适应，注重整合地方居民的认知及价值，能使研究
者更好地理解每一个场所的特性（朱强和刘海龙，2006）。
景观文化是地方居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传承特征（肖笃宁等，2006），因此充分尊重和理解这
些特征不但能促进廊道的规划实施，更能充分挖掘休闲游憩廊道的历史文化内涵，提升游憩价值。
　　廊道设计、旅游活动、体验设计，及旅游承载力之间的协调是休闲游憩廊道设计中的重要内容，
这不仅能促进休闲游憩廊道结构功能的时空连续性，增强旅游者的安全，而且有助于平衡投资与经济
收益之间的比例，从而提高廊道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休闲游憩廊道的设计应充分尊重游憩者感知和场所特征，不但强调对廊道景观、历史
、生态等价值的保护，致力于经济发展和资源保护之间的平衡，而且更加强调遵循“人本关怀”和“
可持续”发展理念（余青等，2007）。
因此，在参与式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植被设计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途径，评估内容不仅要包括
上述3个方面的内容，还应包括不同参与者对上述关键设计内容相对关系的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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