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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景观生态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和横断学科，具有极强的应用性与
实践性。
景观生态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手段屹立于现代科学之林，显示了它旺盛的青春活力。
景观生态学的独到之处在于有的放矢地针对“格局—过程—功能”进行研究，并运用全新的“源—流
—汇”原理加以诠释，将相对虚幻的“流”“真实”化，将“结构决定过程，过程制约功能，功能促
进结构”的闭环回路推进到可模拟和可操作的境界，体现出较强的科学性。
景观生态学将景观生态规划、景观生态设计、景观生态工程和景观生态管理作为本学科研究的核心内
容，显示其“面向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鲜明特征。
景观生态学博采众长，大量引进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和先进技术，充实自身理论体系，使其日臻完善
，研究手段更具可视性、现实性、精准性和可操作性。
正是凭借这些显著的特征和优势，在21世纪科学快速发展的当代景观生态学仍有广泛的发展空间和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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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惠清，理学博士，1949年生，吉林省长春市人，1981年获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地理学士学位
，1985年获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地理硕士学位，1999年获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博士学位。
现任教于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长期从事综合自然地理学、景观生态学研究，近期涉足土地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
在核心期刊和重点期刊上发表文章三十余篇，发表专著《现代综合自然地理学》、《土地生态学》、
《吉林省生态功能区划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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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景观生态学的概念及发展第一节 景观与景观生态学第二节 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和学科地位
第三节 景观生态学的发展过程与展望第二章 景观组成要素第一节 垂直方向上景观的组成要素第二节 
水平方向上景观的组成要素第三章 景观过程第一节 景观中的能量转化过程第二节 景观中的物质迁移
过程第三节 景观中的物种迁移过程第四节 干扰与景观破碎化过程第四章 景观结构与功能第一节 景观
尺度第二节 景观结构第三节 景观功能第四节 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第五章 景观分级与分类第一节 景观分
级第二节 景观分类第六章 景观评价第一节 景观评价的时空尺度第二节 景观评价原则和指标第三节 景
观评价内容第七章 景观生态学的基础理论第一节 系统科学原理第二节 流变共构原理第三节 人地共生
原理第四节 地域分异的基本原理第五节 生态学的相关原理第八章 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与管理第一节 
基本概念第二节 景观生态规划与设计的起源与发展第三节 景观生态规划第四节 景观生态设计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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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实验方法第三节 景观生态研究中的3S技术第十章 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与建设案例第一节 景观生
态规划-台州规划第二节 景观生态设计-中山市歧江公园的设计第三节 景观生态工程建设-肖家乡景观
生态建设工程第四节 沙化土地治理的景观生态设计-通榆县新华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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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基质管理　　基质在景观生态管理中往往被忽视，人们通常注意的是斑块的生物多样性，很少
注意到基质。
基质对生物多样性有明显的影响。
当景观中存在短期（临时）斑块时，基质提供新的有机体并是营养供应的“源”，对临时斑块维持高
的生物多样性和复杂结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斑块面积很小时、存在时间很短、内部的对比性和
差异性又很高时，基质对斑块的影响不可忽视；基质作为背景，控制、影响着与生境斑块间的物质、
能量交换，在强化或缓冲生境斑块的“岛屿化”时，基质起着隔离作用；基质是非均质的，它的组成
和结构直接影响整个景观的连接度，影响斑块之间的物种迁移。
　　高强度的土地利用是造成基质与其斑块间强烈差异的主要原因，这些斑块在基质中的面积大小、
聚积状态，都可能引起基质的变化，对基质的管理必须重视对土地利用空间变化强度的管理。
　　2.生态交错带的管理　　生态交错带具有双重而相反的特性—分割地域的同时又将地域连接在一
起。
这样的位置决定其具有生境多样、异质性高、环境因子梯度大的特点，同时也往往使其有特定的组分
一边缘种。
　　生态交错带既有正面效应（边缘效应）—生物多样性高、生物量高的特点，也有负面效应（脆弱
性）—不稳定、易变化的特点。
　　了解生态交错带的特点，合理管理就成为重要的保护策略。
生态交错带既有等级较高的水陆交错带，也有等级较低的耕地边缘交错带。
等级不同，管理的策略应不同。
等级高的内陆水陆交错带是保护水域的“前哨”和抑制水域危害的“卫士”，一般水域边缘带的宽度
不小于60m，尽可能保持自然状态是管理的主要举措；而等级较小的耕地边缘林网其管理的对策应是
加强林型—自然林、人工林和自然十人工整合林的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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