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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景观生态分类通过建立等级分类系统，能够全面反映一定区域景观的空间分异和

组织关联，揭示其空间结构与生态功能特征，是景观生态评价和规划管理的基础。本文首

先对景观生态分类的概念进行剖析，然后从分类系统的制定及对分类因子选择的发展进

程、分类方法的改进和创新、景观生态类型制图及应用领域等方面阐述国内外景观生态分

类的进展和现状，并在总结以前研究存在不足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今后景观生态分类研

究的重点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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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景观生态分类的概念是最近十几年随着景观生

态学理论和技术方法的不断成熟和广泛应用而产生

的，是早期生态土地分类和景观分类的深化。然而，

在遥感和计算机技术迅猛发展，使得土地利用 W 覆被

能够及时快速有效反映地表状况的情况下，景观生

态分类理论和应用的发展变得相对迟缓。作为景观

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景观生态分类既是景

观结构与功能研究的基础，又是景观生态规划、管理

等应用研究的前提条件，因而景观生态分类理论和

方法论方面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整个学

科的发展水平（ 王仰麟，!&&-）。然而，目前国内全

面介绍景观生态分类概念及研究进展的文献甚少，

李振 鹏 等（"%%(）从 不 同 学 派 的 角 度，肖 宝 英 等

（"%%"）从生态土地分类发展过程，程维明（"%%"）通

过列举比较已有分类系统、分类指标和制图成果方

面对景观生态分类研究进行了介绍，应用案例较少

而且多局限于森林，归纳总结和机制研究相对薄弱。

因此，本文对国内外景观生态分类研究进行了总结

和分析，指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以期

为景观生态分类研究和资源管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 景观生态分类概念释义

:< :; 景观与土地的含义

早在 !& 世纪末期，景观的概念被引入地理学中

（/?N<6，"%%,），并且以德国、前苏联为中心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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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 年德国生物地理学

家 $%&’’ 首先以景观的概念表示一个地区不同地域

单位的自然(生物综合体（傅伯杰，!")#）后，景观作

为生态系统之上的一种尺度单元，被越来越多的生

态学研究所认识和强调（ 肖笃宁和钟林生，!"")），

成为景观生态学这门学科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概

念。目前，景观具有“ 风景”、“ 自然综合体”、“ 异质

性镶嵌体”等多种含义，是风景美学、地理学和景观

生态学的研究对象（角媛梅等，*++#）。而按澳大利

亚克里斯钦所下的定义来看，土地是陆地表面的整

个垂直剖面，从空间环境直到下伏的地质层，包括气

候、水文、土壤、植物和动物群，以及与之有关的过去

和现在 的 人 类 活 动（ 吉 林 省 土 地 管 理 局，!"",）。

!"-* 年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召开的土地评价会议

（.%/01230 4 52678，!"-#）和 9:;（!"-<）所定义的

土地内涵也是如此。

可见，景观与土地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

的，只不过土地永远不会与风景相混淆。肖笃宁和

钟林生（!"")）指出把景观视为被生物体（包括动物

和植物）所感知的土地，更具普遍性，对于确定种

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的功能格局与空间过程具有重

要意义。

!" #$ 从生态土地分类到景观生态分类

生 态 土 地 分 类（ =>&’&?/>3’ ’30@ >’3AA/B/>37/&0，

CDE）是按照等级巢式组织，对不同时空尺度上的生

态系统（主要是但不完全是土地生态系统）进行定

义、认知和表达的科学方法和艺术手法的综合，是为

设计、实践和评价基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综合资源管理等各种管理目的而进行的

科学尝试（5/2A !" #$% ，!""<）。生态土地分类是 *+
世纪中叶人们意识到仅注重单一资源开发和管理产

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生态后果的情况下发展起

来的，强调根据生态原则进行土地分类研究（ 肖宝

英等，*++*），关注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自 !"-< 年加

拿大生态土地分类委员会成立后的 *+ 多年间，引起

了国内外学者的积极参与和研究，并于 !"", 年 ) 月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召开了主题为“ 从全球到局地：

生态土地分类”国际会议。

景观 生 态 分 类（ ’30@A>3F= =>&’&?/>3’ >’3AA/B/>3(
7/&0，DCE），是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和技术方法不断

成熟和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对生态土地分类的深化。

其基本思想与生态土地分类一脉相承，强调以系统

的观点进行多要素综合研究，是以着眼于土地形成

过程、以发生的关联与相似性为依据进行分类的发

生法，与通过景观空间形态分异性的识别进行分类

的景观法相结合的综合分类方法。景观生态分类不

仅强调土地水平方向的空间异质性，还力图综合土

地单元的过程关联和功能一致性，把土地视为特殊

的生态系统（ 王仰麟，!""<）。肖笃宁等（*++#）、李

振鹏等（*++,）将景观生态分类定义为根据景观生

态系统内部水热状况的分异、物质和能量交换形式

的差异以及反映到自然要素和人类活动的差异，按

照一定的原则、依据、指标，把一系列相互区别、各具

特色的景观生态类型进行个体划分和类型归并，揭

示景观的内部格局、分布规律、演替方向。景观生态

分类是包括分类和制图在内的一个整体过程。景观

生态分类具有如下 * 方面显著特点：!）综合景观水

平结构的异质性和垂直结构的尺度等级性；*）从景

观内涵出发，考虑景观的多个组成要素，考虑要素之

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在当前地球表层景观研究越

来越注重从单要素、单过程研究向多要素、多过程耦

合与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傅伯杰等，*++<）以及人们

对大尺度生态环境问题日益重视的趋势下，景观生

态分类研究必将推动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入开展。

#$ 景观生态分类研究进展

#" !$ 景观生态分类体系与分类要素方面

由于对自然调查不够充分及认识上的局限性，

早期的景观分类主要停留在对自然界表观的认识

上，经历了以植被作为分类指标到以植被群落与地

表形态组合划分土地单元的过程（ 程叶青和张平

宇，*++<）。

随着地图、尺度、界线和单元等工具和概念被引

入到分类中（ 郑度等，*++G），研究学者逐渐认识并

深入理解了生态系统各生态因子间的相互作用，开

始以综合的角度进行景观分类理论方法研究和实践

应用，提出了“ 生态区域分类（ =>&%=?/&0 >’3AA/B/>3(
7/&0）”（.3/’=6 4 H&??，!")<；.3/’=6，!")"），“生物地

理气 候 的 生 态 系 统 分 类（ I/&?=&>’/237/> =>&A6A7=2
>’3AA/B/>37/&0）”（J&K3% !" #$% ，!")-），“ 多尺度生态系

统分类（2L’7/A>3’= =>&A6A7=2 >’3AA/B/>37/&0）”（.3/’=6，

!")-，!""<），“多水平生态分类（2L’7/’=M=’ =>&’&?/>3’
>’3AA/B/>37/&0）”（H30A&0 4 H3%?%3M=，!""<；倪健等，

*++G）。其中，美国农业部林务署（N5O:95）、加拿

大生态土地分类委员会（EECDE）所采用的生态土

地分类体系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 表!），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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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美国和加拿大生态土地分类框架比较

#$%& !" ’()*)+,($* *$-. (*$//,0,($1,)- 02$345)26/ )0 789:;8 $-. <<’=<
美国农业部林务署

（!"#"$%& !" #$% ，’(()）

生态单位名称 分类要素

加拿大生态土地分类委员会
（*+,",-.+$" /01$0.2.+$0.,% 3,14.%- 51,67，’((8）

生态单位名称 分类要素

领域 宏观气候模式 生态带 宏观气候

区域 区域气候类型（柯本气候分区法）；植被类缘；土类 生态省 地貌格局；动物区系；植被群落；水文循环；
气候区

省 顶极植被群落（96+:"#1 法） 生态区域 植被群落；土壤类型；水体分布；动物区系

地区 地貌类型；地质年代；地层；岩性；区域气候；土类；顶
极植被群落

生态地段 地形；地质；地貌；植被类型；水体分布；动物
区系

亚地区 地貌过程；表层地质；岩性；土壤亚类；亚区域气候；顶
极植被群落

生态地区 地形；土壤类型；植被类型；水体分布；动物
区系

生态土地类型集 地貌过程；构造格局；表层岩性；高程；土种；局地气
候；顶极植被群落

生态立地 母质；土壤类型；水文循环；植被类型

生态土地类型 高程、坡向、坡度、坡位；土属；岩石类型；地貌过程；顶
极植被群落

生态元 土壤类型；地形、植被和水文特征

生态土地类型相 土属；坡位；顶极植被群落

北美、欧洲等国家景观生态分类的深入研究和广泛

应用（;,"$% < =$14#1，>??@；!$11$%A$ !" #$% ，>??B）。

C C 随着全球变化和环境问题的出现，人们越来越

意识到人类活动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目前，在景

观生态分类中主要以土地利用变化作为反映人类干

扰的指标，如刘惠清和龙花楼（’((B）对吉林省西

部、周华荣（’(((）以新疆北疆地区的沙湾县为例、

梁存柱（>??D）对东北农牧交错区开展了景观生态

分类研究。刘凤芹等（>??8）以景观指数的形式将

人类活动对景观结构的影响考虑在内构建了北京密

云水库集水区等级生态分类体系。然而，根深蒂固

的传统生态学思想是将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之外的干

扰因子（E$F#:，>??)），缺乏人类活动在资源开发与

环境 保 护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的 研 究（ 杨 勤 业 等，

>??>$）。

>? >" 景观生态分类方法方面

>? >? !" 传统方法C 早期的景观分类和生态土地分

类多是基于专家知识开展的，因此主要采用整体、反

复和综合 D 种重叠的方法。整体方法是一种把生态

系统看作整体的研究方法。以景观生态系统的结构

作为分类依据，或者说以景观生态系统中生产者、分

解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为分类标准。表明特定的

气候、地貌、土壤、水文状况、植被以及特征动物区系

分布以及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形成具有一定特征的

整体，可以作为景观生态系统分类的依据；反复方法

是对景观生态系统进行逐步综合，先对两个组分的

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研究，再逐步深入研究组分之间

的相互关系以达到最后综合的目的；综合方法是指

生态系统各组分的整体性综合，对较低水平的分类

单位进行反复综合，最后形成较高水平上的分类单

位，以景观生态系统内部最基本单元的水平组合特

点为分类依据（许嘉巍和刘惠清，’((?）。

>? >? >" 遥感技术方法C 基于遥感技术获取的卫星

影像是地面实况的写照，它虽然不能直接反映地表

的景观类型，但是根据影像的色调和纹理等特征可

以首先将地貌类型、覆被类型识别出来，然后采用地

学相关分析方法逐一解译土壤、地表组成物质等自

然要素，进而通过综合分析解译出自然景观类型

（景贵和 等，’((D）。景 贵 和 等（’((D）、倪 绍 祥 等

（’((@）提出了基于卫星影像解译景观类型的应用

尺度、步骤和原则。随着对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影

响的不断关注，自 >? 世纪 B? 年代以来，遥感技术多

用于分类指标中反映人类活动影响的土地利用 G 土
地覆被数据的提取。王桥和王文杰（>??8）建立的

中国生态分类遥感分区等级体系中，不仅以 ’ 4H 分

辨率的 EIJJ JKLMM 和 D? H 分辨率的 NO 影像提

取的土地利用数据作为一级分区指标之一，并且最

后通过比较遥感影像的光谱特征对分区结果进行检

验；!,,7P 等（>??(）尝试基于多源遥感影像数据获

取综合指标开展生态土地分类，以改善传统的基于

专家知识分类结果的主观性和不可重复性，不断扩

展了遥感技术在景观生态分类中的应用途径。

>? >? @" 其他方法C 随着计算机技术、数理统计方法

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一些新的或相关学科的比较成

熟的研究方法被引入景观生态分类过程中，如二元

指示种法 N3QE/=JE（陈仲新和谢海生，’((R；陈仲

新和张新时，’((8；!$10#1 !" #$% ，’(((；L600, !" #$% ，

’(((）、多变量聚类方法（3,",+4 !" #$% ，>??R；L$1S

(BD>杨久春等：景观生态分类概念释义及研究进展



!"#$% & ’#(()*+，,--.；/*+! !" #$% ，,--0；1##23 !"
#$% ，,--4）、模糊聚类方法（56""#6!7 !" #$% ，,---，

,--8）、模糊逻辑（9*:9;<<*+ !" #$% ，,---；=*>%*6 !"
#$% ，,--?）、神经网络（@%A & B6C!*+，8444；/*<<%D &
E’1#++#"，,--8；赫成元等，,--F）、小波变换（ 李双

成等，,--F）等，以及尝试将多种方法相结合（5"D*+，

,--0）。

!" #$ 景观生态类型图及应用领域方面

在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都在用制图方法

来表现地理景观的类型、结构、分布等特征。景观生

态类型图是景观生态分类体系和分类方法的成果，

能够直观地综合地表现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

和植被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环

境的影响程度（程维明等，,--?），因此，也是景观生

态分类应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以对生

态系统与人类生存环境的作用及其响应的研究为

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G=HI1E）认识到这种需求

（杨勤业等，,--,J），在 84K. 年，由国际自然保护联

盟（ LG1=）带头，G>$*">D（84K.）依据地理学要素和

顶极群落编制了世界生物地理省图，被人与生物圈

（9M5）计划采纳。随后，5*;<%D（8440）分别绘制了

美国、北美洲、世界大陆和海洋生态区图；加拿大生

态土地分类委员会分别于 84F0 和 844. 年先后出版

并更新了加拿大生态区图（H:#<#!;:*< IN"*N;(;:*N;#+
/#"A;+! B"#62，8440）。我国在 ,- 世纪 F- 年代初编

制了《中国 8 O 8-- 万土地类型图》，并于 ,8 世纪初

期拟定了中国生态地理区域系统（郑度，,--F）。这

些国家至全球水平的图件成果为制定土地利用规

划、农业发展规划和资源保护决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区域至立地尺度的景观生态分类成果主要用

于林业资源可持续利用（1*")%*+，8440；邵国凡等，

,--8；PME P#"%3N Q%2*"N)%+N，,--8；唐 立 娜 等，

,--F），在其他领域进行应用的尝试很少。

#$ 景观生态分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对景观生态分类的概念理解不同，导致用于景

观生态分类的因子各异。景观是地质、地貌、土壤、

植被、气候、土地利用 R 土地覆被等多要素的综合体，

景观的变化不仅反映地表植被和土地利用的变化，

气候、土壤、地貌、水文等也相应在变化，只是在短时

间尺度上（ 比如 .- 年），地貌、土壤、水文可以视为

不变或变化微小，最直观的变化是植被和土地利用。

因此，从景观的组成要素分析，采用景观中部分要素

的景观生态分类以及以土地利用 R 覆被类型作为景

观分类的主要指标 R 参照来源的分类方法并不能完

全反映景观动态（P#")*+，844.；P*";+*，844F）。

不同尺度上参与景观生态分类的各因子的分级

没有明确的统一的标准。在全球、洲际和国家等大

尺度上，生态系统结构的差异与控制的环境变量，尤

其是气候密切相关，因此，目前大尺度地域范围的景

观分异是以气候和地质构造为主要框架，分类的结

果易于统一且较为严谨。至于地区、流域等中小尺

度地域范围，景观分异因素则与地貌形态及与之相

应的水文、土壤以及海拔、坡度、坡形、植被类型及覆

盖率等很多要素都有关（ 王仰麟，8440），目前对中

小尺度范围的分类研究主要是进行生态功能区划。

另外，在大尺度上的景观生态分类是宏观的、概括性

的，如果在中小尺度的景观上再对其进行细分的话，

这些单元可被分成更小的分类单元，那么，此时各因

子的分类等级也需要相应地改变（/*N3#+ & ’%DS
T##>，844.）。总之，目前对景观生态分类缺乏统一

的认识，所采用的指标各不相同，有些甚至忽视生态

学上的意义和作用，只要能满足数理统计需要便给

予采纳了（ 吴绍洪等，,--,）。因此，需要结合实例

深入研究和确定中小尺度上各因子的等级。

景观生态过程一般是连续的，景观生态要素往

往是渐变过渡的，因而，景观单元的边界通常具有模

糊性、过渡性和渐变性特点，清晰明确的单元界线比

较少见，多数单元只是相对独立地存在（ 杨勤业等，

,--,*）。严格地说，景观单元边界不是一条把相邻

地域单元截然分开、“ 非此即彼”的线（ 吴绍洪等，

,--,），实质上生态系统是没有严格范围的，有争议

的边界可根据研究者的方便而设定。而且，分类不

仅依赖于组成和外貌，也强调其结构和功能（/*N3#+
& ’%DT##>，844.）。那么，对单元空间范围的界定

是景观生态分类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界线的确定

既与分类的原则和方法紧密相联系，与等级尺度分

不开，又与分类的分异因子分不开，并且由于生态地

理区域环境的极其复杂性，使得定量表达景观单元

的边界仍有巨大障碍（吴绍洪等，,--,）。

%$ 景观生态分类发展趋势的探讨

首先应规范景观生态分类中的基本概念和原

则。在概念和原则统一的基础上，不同尺度的景观

生态分类体系才具有通用性和可比性，才能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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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下的划分与自下而上的组合在结果上的一致性

（王仰麟，!""#；李振鹏等，$%%&）。同时，开展多学

科、多部门综合的合作研究是必要的。景观生态分

类是综合考虑土壤、植被、地质、地貌、水文、气候等

多个要素的科学过程，而目前各部门对各单要素的

界定及所采用的分类标准不一致，导致最后的结果

不易于比较和应用。因此，只有基于跨学科、跨部门

的交流合作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景观生态分类，

并且也有利于资源的综合管理。其次，在分类指标

方面，应突破仅以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类型变化反映

人类活动影响的现状，将土地系统变化的生态效应，

如水土流失的负面效应、植树造林（如农田防护林）

的正面效应等，作为分类指标之一参与景观生态分

类。这样的话，分类结果将会更加直观地反映出环

境的生态状况，有利于生态恢复、保护决策的制定。

另外，应不断探讨基于遥感技术获取分类指标建立

巢式等级景观生态分类体系的可行性和可靠性。最

后，应加强和深化应用研究。景观生态分类在深入

研究景观 ’ 土地变化的驱动机制、退化环境生态恢

复、资源合理利用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有重

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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