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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green space network of landscape pattern in Wuhan city, this paper uses 
landscape level scale index system according to 10 index landscape composition; Fragstats soft-
ware is used to calculate and analyze the landscape level index; the five circle layers of space in 
Wuhan city (that is, within ring roads, among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rings and outside the fourth 
ring, a total of five circle layers) are analyzed,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the landscape pattern 
in Wuhan city is got. At the same time, we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of green land and agricultural 
land, construction land, water area and other land use types in Wuhan city, then elaborate the in-
fluence of Wuhan city landscape pattern of green space network from the landscape shape, the 
degree of the fragmentation, the area of landscape types, the aggregation degree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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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分析武汉市绿地网络对景观格局的影响，本文采用10个景观指数组成的景观水平尺度指标体系，利

用Fragstats软件计算和分析景观水平指数，对武汉市五个空间圈层(即环城路以内、一二三四环之间、

四环之外五个圈层)进行分析，得到武汉市景观格局的空间差异；同时分析武汉市绿地与农用地、建设用

地、水域区域和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关性，然后从景观形状、破碎化程度景观类型的面积构成、聚集

度等方面进行分析，阐述武汉市绿地网络对景观格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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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生态系统中较为直观的生态资源就是景观，城市景观包括廊道、森林植被、绿地等多方面的要

素，城市绿地系统的建设，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类型的结构，从城市绿地网络的布局研究城市生态景观的

格局及其环境效应，可使城市生态景观格局的不断优化和提升，可为解决城市生态问题提供直接依据。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景观过程与景观格局的相互关系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10]，Daiyuan 

Pan 等采用典型相关分析了 1958~1993 年间加拿大魁北克地区景观格局演变，并结合自然驱动力分析其

相关性[1] [2]；马强、阎磊等提出运用“总体性特征–梯度性特征”两个步骤，综合测评相应城市景观格

局时空演变[3] [4]；Pamela L.利用地面观测资料结合遥感技术研究生态景观的动态变化；Fujihara 和

Kikuchi 通过相对重要性指数、相似性指数，分析了日本长良河流域湿地的景观格局变化[1]。其中景观格

局指数应用最广[5]-[10]，它能反映景观配置特征和结构组成特征。 
本文采用景观指数指标值，将武汉市绿地与农用地、建设用地、水域区域和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进行

相关性分析，然后从景观形状、破碎化程度景观类型的面积构成、聚集度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武汉市

绿地网络对景观格局的影响。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 2013 年武汉市的 Landsat-TM 遥感影像夏季时段 Tiff 格式数据，进行校正、裁剪、解译

分类等前期处理。接着利用 ArcGIS 平台分析土地利用类型，构建不同空间区域的景观格局指数，最后利

用 Fragstats 软件计算景观水平的景观格局指数，进行武汉市绿地网络对景观格局的影响分析。 
其中景观水平尺度指标体系由以下景观指数构成：景观形状指数(LSI)、蔓延度(CONTAG)、相似邻

接比例(PLADJ)、聚合度(AI)、边缘密度(ED)、分散指数(SPLIT)、斑块密度(PD)、香浓多样性指数(SHDI)、
周长面积分维数(PAFRAC)和香农均匀度指数(SHEI)。 

以武汉市五个空间圈层为研究对象(即环城路以内、一二三四环之间、四环之外五个圈层)，提取各圈

层范围内的绿地、水域、农用地、建设用地、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和面积，利用 Fragst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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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计算和分析景观水平指数。 

3. 结果与分析 

以 ArcGIS 软件为平台，制作武汉市 2013 年的景观格局圈层分布图，如图 1 所示。 
以 Fragstats 软件为平台，计算 2013 年武汉市的景观水平相关指数，结果如表 1 所示。 

3.1. 景观指数空间分布差异 

武汉市各圈层景观指数计算结果显示，一环以内区域且有最高的聚合度(AI)，景观形状指数(LSI)、
斑块密度(PD)、分散指数(SPLIT)、周长面积分维数(PAFRAC)等指标值最小，说明本区景观形状规则，

完整性较好，但受人类活动影响大。 
一二环之间蔓延度(CONTAG)、相似邻接比例(PLADJ)指标值最大，香浓多样性指数(SHDI)、边缘密

度(ED)和香农均匀度指数(SHEI)指标值最小，说明该区域具有完整的景观斑块，斑块类型虽少但具有明

显的优势度。 
 

 
Figure 1. 2013 distribution landscape pattern in Wuhan city circle 
图 1. 2013 年武汉市景观格局圈层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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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5 layers of landscape index in Wuhan city in 2013 
表 1. 2013 年武汉市 5 个圈层的景观指数 

景观水平指数 一环以内区域 一二环之间区域 二三环之间区域 三四环之间区域 四环以外区域 

PD 0.79 0.89 0.96 1.28 1.05 

LSI 3.89 6.45 12.16 36.71 48.88 

ED 15.33 14.56 20.93 33.11 22.84 

PLADJ 98.39 98.47 98.01 97.15 98.00 

PAFRAC / 1.22 1.25 1.31 1.30 

SHEI 0.52 0.48 0.70 0.88 0.68 

CONTAG 71.62 73.38 61.31 50.62 61.86 

SHDI 0.72 0.67 0.97 1.22 0.95 

SPLIT 3.36 4.33 7.78 25.70 6.68 

 

三四环之间的区域分散指数(SPLIT)、斑块密度(PD)、周长面积分维数(PAFRAC)、边缘密度(ED)、
香浓多样性指数(SHDI)、香农均匀度指数(SHEI)最高，聚合度(AI)、蔓延度(CONTAG)、相似邻接比例

(PLADJ)最低，表明本区域景观类型多样，景观破碎化程度较高，景观形状复杂。 
四环以外的区域景观形状指数(LSI)最大，且斑块密度(PD)较大、聚合度(AI)较小，表明本区景观破

碎化程度高，形状复杂。 

3.2. 绿地网络构建与景观格局的相关性分析 

绿地作为城市景观构成中的一大环节，影响着景观面积、景观形状以及破碎化程度和聚集程度。 

3.2.1. 对景观面积构成的相关性分析 
随着加大城区林地、草地等绿地的保护力度，重建废弃地，加上退耕还林(草)工程，使得被破坏的绿

地得到恢复，使得武汉市绿地面积有效增加，改变了城市景观的面积构成。 

3.2.2. 对景观形状的相关性分析 
选取景观形状指数(LSI)，将绿地与其他景观类型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2)，结果显示绿地的景观

形状指数变化与农用地、建设用地、水域等景观类型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

相关性系数较小。 
计算结果显示，绿地的景观形状指数(LSI)与农地、建设用地、水域的景观形状指数(LSI)存在着非常

高的相关性，与其他土地的景观形状指数(LSI)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2012 年，《武汉市绿道系统建设规划》确定了武汉市绿地生态网络“两轴一环、六片六楔、网络化”

的框架，形成放射式环状结构。因而水域、农用地、建设用地和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景观形状也发生着

相应的变化，各景观类型的形状趋于简单规则化。 

3.2.3. 对景观破碎化程度和聚集度的相关性分析 
将反映景观破碎化程度和聚集度的景观指数进行相关分析，分析绿地与其他景观类型的相关性，分

析结果见表 3。 
由表 3可知，武汉市绿地与农地、水域、建设用地等主要景观类型的聚合度(AI)、相似邻接比例(PLADJ)、

斑块密度(PD)指数的变化趋势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分散指数(SPLIT)具有负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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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Green space and other types of LSI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n Wuhan city 
表 2. 武汉市绿地与其他类型的 LSI 相关系数 

景观类型 水域 农地 建设用地 其他土地利用类型 

相关系数 0.85 0.93 0.90 0.69 

 
Table 3. Green land and other land use types of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degree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表 3. 绿地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景观破碎化程度的相关系数 

景观指数 水域 农地 建设用地 其他土地 

PLADJ 0.90 0.99 0.98 0.89 

SPLIT −0.63 −0.32 −0.76 0.50 

AI 0.89 0.99 0.98 0.78 

PD 0.80 0.95 0.91 0.64 

ED 0.77 0.86 0.66 0.56 

 
武汉市构建的绿地生态网络工程，建设和保护了绿地，改变原有的零星分布的土地利用类型，重新

整合建筑用地，促进了全市的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与优化整合，因此武汉市景观类型的破

碎化程度逐渐变小，聚集程度不断增大。 

4. 结论 

依据现有交通环线，本文将武汉市分为 5 个圈层，分别计算景观格局指数，结果表明一环以内、一

二环之间区域和二三环之间区域的景观形状指数(LSI)、斑块密度(PD)、分散指数(SPLIT)、香农均匀度指

数(SHEI)、香浓多样性指数(SHDI)等指标值较低；相似邻接比例(PLADJ)、蔓延度(CONTAG)、聚合度(AI)
等指标值较高。说明这些区域景观形状比较规则，多集聚分布。 

三四环之间区域和四环以外区域则与此规律相反。 
从景观面积构成、形状变化、破碎化程度等方面分析绿地对景观格局的影响，总体趋势是景观形状

指数变小，形状趋于简单化和规则化，聚集度不断增大，破碎化程度不断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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