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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研究了泰山景观格局及其生态安全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景观格局研究思想与基础；景观格
局的空间信息处理与分析方法；景观生态分类体系的构建；以泰山为例，研究泰山景观格局。
    本书从认为干扰、尺度效应、分维东态、景观稳定性等诸多方面深入研究了泰山景观结构现状与动
态变化，由此探讨泰山景观生态安全以及“3S”技术、信息技术的应用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于开展以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为区域的景观生态学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书可供从事地理学、环境科学、生态学、林学、遥感应用以及专门从事泰山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参
考，亦可作为有关院校师生，特别是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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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景观格局研究思想与基础　　一、研究思想　　1．系统综合整体性思想
　　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的概念首先由德国著名生物地理学家Troll于1939年提出。
Troll认为景观生态学是地理学（景观）和生态学（生态）两种科学观点相结合的产物。
景观的水平异质性主要体现在空间格局与组合，生态的垂直水平异质性，主要体现在空间关联与过程
，两种观点的综合即表现出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特点，其基本理论就来自于景观、生态以及综合系统论
三个方面，在景观生态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充分体现了这种综合、整体等系统论思想和观点，表
明景观生态学学科思想的出发点是综合系统论。
　　景观生态学以景观作为研究对象，它由不同的生态系统以斑块镶嵌形式构成，在自然等级系统中
处于一般生态系统之上，具有特定的结构和功能，在系统中诸因素之间有机地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
并随时间受自然和人类干扰而动态变化或相对稳定，形成或组成有序的动态系列，最终向一定的目标
方向演变，这些基本特征显示了系统的复杂多样性和不同层次的稳定性。
因此，在景观生态学研究中，必须把整体性、有机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和目的性的认识论和系统
观贯穿始终，并站在景观生态学整体和全局高度去思考和研究问题，把这个系统作为一种不断运动、
发展、变化的客观实体来研究，并树立系统的综合性、整体性学科思想。
　　2．等级与多尺度思想　　等级理论（hierarchy theory）认为任何系统皆属于一定的等级，并且有
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scale）。
Overton（1972）认为生态系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等级层次，不同等级层次上的系统具有不同的特征。
在等级系统不同等级水平上的组成成分具有物质和能量的非平衡动态过程，Weinberg（1975）以组成
成分多少区别不同系统的性质，系统的组分太少则每一组分作用是确定的且可预测，系统的组分太多
则每一组分在系统中的作用很小且是随机的也可预测，介于二者之间由中等数量的组分组成的系统，
每个组分对系统的作用都有一定的分量，各组分对系统的作用大小和方式，直接影响系统的性质具有
相当大的随机性且难以预测，因此用一个等级水平上系统的性质去推测另一等级水平上的系统的性质
就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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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泰山景观格局及其生态安全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