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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ngolian Plateau i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rid and semi-arid inland plateau with the 
largest natural grassland and is composed of different landscape ecosystems. The typical 
grassland landscape ecosystem of the Mongolian Plateau is an important spati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system of the Mongolian Plateau.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ecological problems 
of the typical grassland in the Mongolian Plateau from various units of the surface natural 
complex, and proposes a future research focus on the typical grassland landscape ecology of the 
Mongolian Plateau field. 

 
Keywords 
Typical Grassland, Landscape Ecology, Natural Complex, Mongolian Plateau 

 
 

蒙古高原典型草原景观生态学研究进展 

唐克斯1,2,3，乌兰图雅1，达  喜2，苏日娜4 
1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2蒙古国教育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蒙古国 乌兰巴托 
3内蒙古阿拉善盟，环境监测站，内蒙古 阿拉善盟 
4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巴彦陶来苏木，内蒙古 阿拉善盟 

 
 
收稿日期：2019年11月4日；录用日期：2019年11月22日；发布日期：2019年11月29日 

 
 

 

摘  要 

蒙古高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干旱半干旱内陆高原，具有最大的天然草原，以不同景观生态系统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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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高原典型草原景观生态系统是蒙古高原重要的空间结构和功能系统，本文从地表自然综合体的各个

单位分析蒙古高原典型草原景观生态存在问题，提出了适合蒙古高原典型草原景观生态学的未来重点研

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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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景观以“自然”和“人文”为综合体，由地形、地貌、植被、土壤、动物、水文、气候和土地利用

等不同类型组成的重要而独特的生态系统，它反映景色或某一地理区域的综合地形特征和土地覆盖类型。

景观作为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和物种流在地球表层的迁移与交换，主

要研究景观空间结构、功能及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景观动态变化、景观优化利用和保护的原

理及途径[1]。景观生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同学科和学者对景观有着不同概念的理解，它是地理学

研究自然现象的空间相互作用的横向研究和生态学家研究一个生态区的机能相互作用的纵向研究结合体

[2]。随着全球人口增长、资源环境出现问题，在不同尺度上不合理利用土地，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造成

日益严重的影响，直接破坏到自然景观，因此景观生态学研究是一个核心的问题[3]。中国景观生态学比

欧美国家起步较晚，在近几十年迅速发展，中国景观生态学研究取得了众多成果，但从蒙古高原典型草

原景观角度来研究的很少。本文将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存在问题，并对当前蒙古高原典型草原该领域

开展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展望，为中国景观生态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2. 国内外研究进展 

2.1. 国外研究进展 

景观生态学从 1939 年利用航空像片研究东非土地利用时，首次提出“景观生态学”一词，作为生态

学和环境科学领域的一门新兴综合交叉学科[4]。从逐步形成到现在已有 70 余年的时间,欧美国家应用景

观生态学概念理论和方法进行自然过程和格局的空间尺度化、生态系统的等级评价、土地利用分类、国

家生态公园景观和自然保护区设计与规划、土地镶嵌的异质性、森林植被的碎片化、生态过渡带的特征

和作用、中性模型、景观动态和演进等景观生态学的研究[5]。景观生态学理论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体系，

成为地理学和生态学研究方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外景观生态学研究中不同国家依据自身的国情，对景观生态研究的方向和内容都有所不同，因

此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研究学派。主要以欧洲、前苏联、北美和东亚代表的 4 个典型学派，在景观生态研

究中取得了优秀的成果。欧洲学派以地理学为基础，以人文景观为主，重点研究景观设计规划、土地管

理和开发政策制定等方向，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系统根据生态信息流、质流、能量流和生态平衡原则进

行设计、规划、制图、评估、保护和管理，并成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景观生态规划(LANDEP)理论与方法

[6]。前苏联学派以景观学、生物地球化学、生物地理群落、生物圈和地理学为基础，利用综合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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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自然区划和地球化学对景观进行区划和分类研究，这体现出前苏联有着自己的研究特点。欧美学派研

究对象比较广泛，主要以生态学为基础，利用景观空间结构、景观生态功能、景观动态预测、景观控制

和景观资源管理等方法对自然景观和除人类以外的生物系统进行景观功能、结构和动态变化研究，并且

提出了“斑块–廊道–基底”模式和空间异质性的重要性，在国际景观生态学研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7] [8] [9]。东亚学派以土地功能和生态属性为基础，利用土地利用方法、原则和分类体系对土地利用和

生态系统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现在广泛使用，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国外在景观

生态学发展过程中研究对象、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的差异而表现出鲜明的特点，但是在不断地相互渗

透、相互影响，不断推动着景观生态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和完善[10] [11]。 

2.2. 蒙古国研究进展 

蒙古国在景观生态学研究最初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蒙古东三省、库苏古尔山脉地区、敖淖斯沙地、

湖泊和盆地进行了景观分类、制图和评价的研究[12] [13]。其次在流域景观和森林草原景观进行拓扑调查，

分析了地形和自然状态，在此基础上对最小单元的景观进行阶段性动态变化研究[14]。在 1980 年于俄罗

斯和蒙古国的合作下，对两国边境乌布苏湖盆地进行生物地理，技术-数学和人文生态学 3 个方向研究，

在该地区进行 3 个时期(1986 年、1988 年、1990 年)的景观生态学研究。1981 年俄罗斯和蒙古国科学家利

用遥感影像图，创建了第一个蒙古国数字矢量图。随后利用自然地理区划和景观生态学的角度绘图了

1:3,000,000 的比例尺的蒙古国景观类型图和蒙古国民族地图册。同时，对景观结构、功能、类型、生态

系统特征进行质量评估和自然资源规划等系统的研究[15]。 
蒙古国以传统的景观生态学野外调查外，主要利用景观绘图和景观区划对区域和地表的地理信息进

行空间分类。在以空间模型与多标准方法解决景观生态学问题，并且利用高程模型数据、卫星数据和统

计信息数据对带、地带、亚地带和次亚地带类型相互匹配，确定识别性质和类型中的每个大小比例尺一

致性[16]。并结合俄罗斯景观生态学研究方法，更好的对自然资源、土地利用和自然景观进行保护，最后

在区域规划后进行土地管理[17]。对蒙古国来说，区分景观特征和界定特征时，缩小研究范围和实践非常

重要。 

2.3. 中国研究进展 

景观生态学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趋势较好。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自然地理学和植物

学研究人员首次在国内引入景观生态学这一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这对我国景观生态学的创立与完善

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首次利用美国景观格局分析方法遥感航片和地形图对农业景观格局动态变化进行

研究[18]。其后，景观生态学研究在国内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在景观格局、景观动态和驱动力研究开展了

多领域的研究。研究重点集中在农业、草地、森林、城市、湿地、流域、沙地、山地等景观和农牧交错

生态脆弱带等多个方面[19]。研究的内容从景观格局分析到多年景观动态变化分析，从宏观到微观分析，

对多尺度数值变量和空间类型变量的研究，寻找景观变化的驱动力因素，研究景观边界动态变化规律，

探讨人类活动对自然景观的影响程度，景观破碎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并且促进景观生态学中的

生态链接度的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景观生态学研究不断提高，研究方法对景观生态学理论发展和保障起到十分重要作用。在景观

格局特征研究中结合景观格局指数与景观组分的基本参数，可以更好的完善和修正已有的景观格局指数。

目前利用斑块面积、斑块周长、斑块形状指数、斑块分形分维数、优势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多样性指

数等景观指数可以从景观尺度、类型尺度和斑块尺度 3 个层次来反映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的景观格局特

征。近几年景观生态学广泛利用景观模拟模型和 3S 技术，对植被和土地利用分类；生态系统和景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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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量化；不同尺度缀块的空间格局；植被结构、生境特征及生物量计算；景观格局空间动态变化；群

落演替、人类活动的影响；形状毗邻性和连接度；景观生态过程模拟；监测动物活动行踪；景观生态制

作专题地图；景观中能量、物质和生物流的方向和通量等研究[20]。景观生态学经历了从非空间到空间，

从静态到动态研究的发展过程，为我国景观生态学提供了极为有效的研究成果，逐步成为资料收集、存

储、处理和分析所不可缺少的资源。 

3. 蒙古高原典型草原植被研究进展 

随着国内外景观生态学的深入发展，以多个学科交叉与融合不断加强，促进了景观生态学新的科学

体系和知识体系。在蒙古高原典型草原景观生态学研究较多，不同学科从各个学科角度和研究方向对景

观生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对地表自然综合体地形地貌、水文、植被、土壤、气候、动物和土

地利用等研究方向进行综述。 

3.1. 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是地势高低起伏变化的地表形态，也是景观形态的组合。地形地貌的高原、山地、平原、

丘陵、盆地五大基本地形是景观生态学中若干个不同的空间单元，在景观划分、分类和绘制图形表示中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地形地貌研究以自然地理要素为核心，以不同层次的地貌形态特征反映出区地形

地貌发育特征，并且可以描述一个区域内的微观和宏观形态特征，从地面坡度、坡向、坡型、坡长、坡

位等地形因子到最高海拔高度与最低海拔高度的差值[21]。在蒙古高原典型草原地区的研究中，通过地质

调查、地形图和影像对该区域类型与结构进行了地形地貌的划分，并且在地貌特征研究中取得了较多成

果[22]。随后以数字地形的不断发展，建立了数字地貌等级类型图，对地貌景观格局分类体系取得了基础

数据[23]。这些研究对蒙古高原典型草原今后景观生态学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3.2. 水文 

水文是各种形态的水体在地质地貌、气候、生物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的配合下，形成不同类型的水

体景观。因此流域也是景观的其中一个单元，主要以研究区域高地、沿岸带、水体等的物质、能量、信

息流动规律，正成为日益发展的流域生态学，以及现代地理学及生态学等共同探讨的研究方向。在蒙古

国高原典型草原地区中：蒙古国学者利用野外实验方法、原始文献资料数据和地球化学方法等其他方法

对该区域进行流域水资源特征、水质监测、流域河床发育及其影响、水资源管理和合理利用措施等研究，

同时对河流域洪泛区进行总体划分，并且确定了 10 个洪泛平原景观类型[24] [25]。我国学者通过野外实

地考察、时间序列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相关分析法、数学统计方法、遥感和 GIS 空间分析技术相结合

对内蒙古乌珠穆沁流域地表水地区进行生态系统功能、盐湖退化、水热动态、水文特点、水资源风险评

估和合理利用等研究[26] [27] [28]。 

3.3. 植被 

植被景观是天然或人工栽植的乔、灌、草、耕地和古树名木等繁多植物而组成，由自然界的植被、

植物群落、植物个体所表现的形象，以不同林相、季相的不同植物群落景色。在蒙古高原典型草原景观

生态学研究中植物景观研究是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在蒙古高原典型草原研究中，国外起步较早，在 20 世

纪 50 年代俄罗斯学者对畜牧业草地植被进行群落生长生境以及植物特征进行初步描述和研究[29]。到了

70 年代对生物化学、组织、细胞和植物生长等方面研究[30]。蒙古国研究人员在人工培育育苗技术不断

发展对植物种植、生长趋势和植被根系研究取得较好的成果[31]。在野外调查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

3S 技术在植物群落特征、植物鉴定、植物机械组织、植被空间分布和植被覆盖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并利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19.84040


唐克斯 等 
 

 

DOI: 10.12677/gser.2019.84040 394 地理科学研究 
 

用模型方法对植被进行监测，对该地区植被景观保护与恢复进行研究[32]。我国研究人员有关典型草原的

主要研究以植被分类、植被空间分布与变化、植被覆盖度、植被生物多样性、植被退化研究，以及利用

3S 技术、植物动力模型、化学实验和评估模型等方法对植物花粉、草地群落类型、荒漠化植物进行长时

间的监测分析，并且对植被现状和动态变化进行草原保护与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33] [34]。在此

基础上随后对草地景观分布图和景观结构变化浅析进行分析研究。 

3.4. 土壤 

土壤景观是指一定类型土壤上形成的特有的自然景象。如红壤景观、荒漠土景观、洼地沼泽景观、

坡地石质土景观等。研究土壤景观可以作为土壤野外制图的参考。它常出现于相对一致的地形结构的同

一区域，是自然地理区划中的单位。蒙古国典型草原区域的土壤景观研究中：蒙古国学者在蒙古国东三

省地区在土壤调查中，计算分析不同土壤类型的化学成分，将土壤类型进行划分[35]；在此以生物综合考

擦工作中对小型啮齿动物对土壤结构、组织和土壤特征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表明啮齿动物挖洞直接影

响到土壤的物理和机械组织，但是盐渍土的水分物理性质和力学性能得到改善[36]；此后在土壤微量元素

和土壤中植物种子资源数量方面进行了研究[37]。我国学者通过野外土壤取样，进行室内实验，采用统计

学方法、转移矩阵方和 3S 技术等方法在土壤有机碳含量变化、土壤机械组成、土壤理化性质、土壤剖面

特征、土壤粒径、土壤碳排放模拟、土壤活性氮库及净氮矿化速率的影响研究，并且利用土壤模型建立

了基于土层厚度变化的草原退化指数来综合评价草原退化状况，预测和反演土壤厚度的空间分布和草原

退化程度[38] [39]。 

3.5. 气候 

气候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海陆分布、海拔高度、季节、地形地貌、大气环流以及局地气象条件的作

用和影响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强度的气候特征，因此景观也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蒙古国典型

草原区域的气候区研究中：蒙古学者以原始气象资料数据为数据源，利用数学统计方法和 GIS 技术等方

法在风力等级、风沙对气温影响、风速风向、季节风、大风持续时间、雷电天气活动、暴雪天气预测、

农业气候、气候变化预测、气候危害和气候动态变化等研究[40]。并且在基础上对景观发展进行动态变化

研究，研究表明该地区景观变化主要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且蒙古国东部省比以前增加了沙尘暴的次数

[41]。我国学者乌吉斯古楞分析了西乌珠穆沁旗牧草生长的影响，并就牧草产量进行预测研究[42]。冯婷

婷以西乌珠穆沁旗作为雪灾救助研究对象，以遥感数据为数据源，开发了雪灾救助信息系统[43]。申芮利

用 SIMDUALKC 模型模拟西乌珠穆沁旗放牧区牧草蒸散发量，并利用 CENTURY 模型模拟得到禁牧区及

放牧区牧草地上生物量，最后对该地区禁牧区和放牧区牧草蒸散发量及牧草生产力的变化规律研究[44]。
成喜良利用西乌珠穆沁 2008 年~2012 年 5 年气象数据对该地区牧草返青日期，与光热水气象条件进行对

比分析[45]。 

3.6. 动物 

动物在景观生态中的目的为觅食和迁移为主。由于景观结构和斑块资源的差异，景观中不同物种的

运动方式和速度不同，不同的景观格局对不同的动物具有不同的影响。并且景观结构变化和空间格局对

动物分布、迁移和生存有着直接影响。蒙古国典型草原区域的动物研究中：额·岗呼雅格等人利用气象

数据和鸟类调查数据对蒙古国东三省进行鸟儿迁移变化研究[46]。阿·包鲁德对蒙古国肯特地区鸟类进行

了种类和分布的研究[47]。色·都拉玛策仁对蒙古国东方省和苏赫巴托尔省野生动物进行了分类、微生物、

生态学、地理分布研究，并且随后在蒙古国苏赫巴托尔省图门朝格特县进行生物多样性研究[48]。那·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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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赛罕等人对蒙古国东三省山田鼠进行种群特征研究[49]。那·策博能雅达格等人蒙古东方省鹤繁殖和秋

季迁移进行了研究[50]。格·巴桑杂布对蒙古国东三省鱼类进行了 36 种 45 类的分类研究[51]。和·孟和

巴雅儿等人对蒙古国东三省蛙类进行分类研究[52]。喜·恩和其其格在 1999 年和 2000 年对蒙古国东三省

进行无脊椎动物分类研究[53]。张晓庆等人对内蒙古乌珠穆沁羔羊生长发育及采食量进行分析，并且对该

地区提出放牧管理方式[54]。 

3.7. 土地利用景观 

土地利用在景观格局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在解决城市扩张和土地开发利用问题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用地增长对自然生态环境受到很大的影响。蒙

古国典型草原区域的土地利用研究中：蒙古国学者特·仁钦马伊德格等人利用土地利用和 NDVI 数据对

蒙古国肯特地区进行景观评估暴露于外部影响的风险研究[55]。博·敖云格日勒等人利用土地利用数据和

气象数据对蒙古国东三省进行景观利用与保护问题研究[56]。我国学者在通过野外调查、3S 技术、数理

统计方法、趋势预测法、回归分析法和模型等方法在我国内蒙古锡林郭勒典型草原区域结合草地产草量、

载畜压力指数和土地利用数据将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单元划分，以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角度研究设计草地

资源监测系统，在此基础上提取 NPP 和时空动态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并且对生态系统进行评估和驱动机

制研究，随后对景观结构布局优化的建议和措施进行系统的研究[57] [58]。 

4. 蒙古高原典型草原景观生态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展望 

随着景观生态学迅速发展，研究景观生态学自然综合体有着较好的成效，促进景观生态学可持续发

展取得重要途径。在蒙古高原典型草原区域景观生态学研究中还有较大的不足之处，主要以研究基础薄

弱、创新较少、技术方法单调相比落后、专题研究较集中、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够。景观的现状和变化特

征中无法反映总体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相互关系，并在大小尺度上缺乏深入系统研究，不能满足景观

生态学更高层次的分析研究。从上述问题中可以看出蒙古高原典型草原景观生态学需要逐步完善，同时

对我国景观生态学研究充满希望、富于挑战的研究领域。 
为了进一步深化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发展，在原先的基础上，结合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对景观再生产

过程的影响进行综合研究，并对景观格局与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为景观生态学发展的驱动力

起到重要的作用。今后主要以景观格局静态到动态分析、多种景观格局指数的联合使用、景观格局指数

可持续发展过程和景观生态保护是进一步推动我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也是景观生态学者未来研究重点

工作。 

5. 结论 

景观生态学发展较快，在蒙古高原典型草原研究成果卓有成效，为越来越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

据保障。蒙古高原典型草原景观生态学从自然区划各个单位研究中取得了较多的科学依据。从本文可以

看出，植被、土壤、气象和土地利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而地形地貌、流域和动物等方面研究较

少。 
本文通过对蒙古高原典型草原景观生态学研究分析，探讨景观生态学中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

方面：1) 从景观尺度、斑块尺度和类型尺度反映景观格局特征，以斑块的面积、斑块的周长、斑块形状

指数、斑块的分形分维数、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优势度指数等指标可以验证空间结构与生态过程

的相互影响，强调尺度的重要性与时空异质性。2) 通过景观格局的演替规律对形态特征、生态过程、地

表物质结构、类型结构和地域组合等问题构建基础理论，重点集中研究自然区划各个景观单位。3)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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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模型的性质及建立的机制，模拟自然区划各个单位互相之间的动态平衡和耦合关系，优化模式调合

度，修复生态系统退化过程中计算景观生态的运动和变化规律。4) 根据人类活动不合理利用导致景观空

间结构的生物生产力、生物多样性、土壤肥力状况、区域水文特征和环境质量为负荷，因此应在景观资

源合理利用、景观稳定性和恢复方面进行加强，并且减低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的发生，我们要对景观生

态进行可持续利用与保护。5) 利用 3S 技术和方法监测动物活动行踪和制作专题地图，对地形变异进行

预判，并注重景观类型划分、数字高程模型构建等宏观问题，为景观生态学提供极为有效的研究工具和

收集资料。6) 根据景观系统的压力、状态和敏感性等指标体系进行景观生态综合评价，全面的认识景观

干扰程度和生产力水平格局，以科学有效的规划景观生态系统，为景观生态学管理提供科学依据。7) 以
生态环境为基础，自然环境为中心和人类活动为主导的景观生态系统，合理调控自然区划各个单位相互

关系，探讨景观多样性、多功能、遗传、物种和生态系统等各层次的研究，为更好的建立景观生态系统，

为蒙古高原典型草原景观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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