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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upport of the theory of landscape ecolog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of landscape ecolog-
ical security pattern of the study of regional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this paper worked on 
the regional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in some of specific area. Landscap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provides a scientific and operational planning method for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and has obtained successful cases and fruitful results in some areas of China.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helpful to maintain or control a certain ecological process in a specific area, of which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 and scholars 
of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 in the aspect of urban expansion,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eco-
logical restoration an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search results are reviewed. It is con-
sidered that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 theory and me-
thods, typical and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results are not rich enough, and it is also arbitrary and 
su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parameters of constructing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 Because of the 
randomness and subjectivity of the decision, there is no strong theoretical and data support, so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 should be targeted according to the local actu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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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景观生态学以及生态安全格局理论支持下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特定地区的区域景观生态规划，为

景观生态规划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可操作的规划方法，并且在我国一些地区得到了成功的案例以及丰硕

的成果，研究成果对维护或控制特定地段的某种生态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目前我国专家学者

对景观安全格局在城市扩张、新农村建设方面、生态恢复及污染防治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认为目

前已有的研究中对于景观安全格局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典型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硕、构建景观

安全格局参数的确定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缺乏有力的理论和数据支撑，因此在进行景观安全

格局的构建时应该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做到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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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景观安全格局是在景观生态学以及生态安全格局理论上衍生出来的一种全新的格局研究理论，景观

安全格局理论认为：不论景观是均质的还是异质的，景观中的各点对某种生态的重要性都不是一样的，

其中有一些局部、点和空间关系对控制景观水平生态过程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些景观局部、点及空间联

系构成景观安全格局。近年来，学术界主要致力于利用景观安全格局的方法来构建适应不同研究区的生

态安全格局。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在充分了解研究区景观过程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别的景观过程进行分

析，借助 GIS 平台对各种格局的扩展方式进行模拟，并识别出各类过程的关键源地、廊道和区域。最后，

将形成的各类安全格局进行有机耦合，从而得到对整个研究区具有生态意义的研究区景观安全格局。 
目前，基于景观安全格局的研究已经取得一系列丰硕的成果，研究涉及对城市扩张、新农村建设和

生态恢复及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景观安全格局的构建。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景观安全格局是判别和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的一种途径，该途径以景观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基

于景观过程和格局的关系，通过景观过程的分析和模拟，来判别对这些过程的健康与安全具有关键意义

的景观格局[1]。其核心研究方法是，把景观过程(包括城市的扩张、物种的空间运动、水和风的流动、灾

害过程的扩散等)作为通过克服空间阻力来实现覆盖的过程，通过建立景观要素或物种扩展的阻力面，并

根据生态过程或扩展趋势确定不同层次的安全格局。 
1995 年，Forman 在他的《Land Mosaic》一书中，系统地总结归纳了景观格局的优化方法。我国学

者俞孔坚以 Forman 所提倡的景观生态规划方法为理论基础，在其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博士毕业论文中提出

了“景观安全格局理论”[2]，并持续地在多个尺度上进行了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明确提出：

应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最核心的解决途径是建立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在各个尺度上维护国土

生态安全格局。其后，国内众多景观生态学家对景观安全格局在规划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该理论从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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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中得到启示，认为景观中各个点、线、面在景观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存在着某些战略点，

这些关键部分称之为斑块、廊道和基质，这三个概念是景观生态学用来解释景观结构的基本模式，普遍

适宜于建成区、郊区和农业景观等[3]。 

2.1. 景观安全格局在城市扩张的应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用地得到不断的扩张，在土地有限的制约下，探讨如何保护生态用地，

如何控制城镇用地的“摊大饼”式扩张已经成为研究的一大热点[4]。景观安全格局强调已有和潜在的空

间格局与过程的安全，城镇用地的扩张是城镇中各种景观的变化过程，如何通过研究城镇中各种景观的

变化，进而控制生态用地和城镇土地的合理分配是研究的重点和目的所在。 
俞孔坚(2005)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从宏观尺度建立并整合生物多样性、洪水、文化遗产和游憩等景

观安全格局以形成研究区生态基础设施，引导和框定城市总体空间发展格局，并提出对城市进行“反规

划”的途径[5]；李永春、梅雪(2010)以泉州市东海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判定研究区主要的景观过程，

划分生态功能区域以及进行生态适宜性评价，建立能够保障地域特色的生态基础设施，在宏观尺度上建

立并整合洪水安全格局、生物多样性保护安全格局和游憩景观安全格局以引导和框定城市新区的总体空

间发展格局[6] [7] [8]；李绥、石铁矛、付土磊等(2011)以四川省南充市为例，基于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遥

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选择地形条件、土壤侵蚀、植被覆盖、洪水危害、地质灾害和生物保护 6 个要

素作为抑制城市空间扩展的生态条件，分析了南充市的生态安全等级分布，根据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

建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等加强生态网络的空间联系[9] [10] [11]；陈菁、吴丽芳、陈鑫彬(2014)采用“斑块

–廊道–基质”的模式分析厦门市的景观安全格局，综合考虑自然因子和社会因子，并对不同的因子赋

予不同的阻力值和权重，制定低、中、高 3 种安全水平生态格局的城市扩张预案，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

型分别建立 3 种预案的累积阻力表面，并对 3 种预案进行综合评价[4] [12] [13]；李杨帆、林静玉、孙翔

(2017)运用景观生态学和景观安全格局理论的方法，在厦门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战略转型的背景下，

提出空间预警模型，揭示厦门市景观安全生态格局在快速城市化的胁迫下现状与未来潜在风险状态，进

而提出调控措施[14]-[19]。 

2.2. 景观安全格局在新农村建设的应用 

为响应党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建设规划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各类规划成果、理论及研究方法硕果累累。景观安全格局在新农村建设方面的应用，是指用景观安全格

局的理论和途径，通过建立保障生态、文化和社会及信仰过程，来维护村镇生命的持续和健康。 
俞孔坚(2006)以广东省顺德市马岗村为例，通过判别和完善对村落的生态、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和信

仰体系具有关键意义的景观元素、局部和空间关系，建立景观安全格局，来保障村落的生态、历史和社

会文化之生命在快速的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得以延续[20] [21]；代琛莹(2008)通过在吉林省敦

化市官地镇总体规划的景观规划的实践，分析了当地聚落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特点和发展态势，在规划

中提出了景观规划为主轴线，贯穿官地镇的主要景观要素：河、山、主路，形成五个片区，承载四大功

能，实现聚落景观具有整体化格局[22]；韩西丽、俞孔坚等(2008)通过对马岗片区“基塘”农业景观在现

代集约农业的推行以及城市化过程中其形态、格局及生态服务功能演变过程进行分析，并在评价这一过

程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构建“城市–基塘”景观安全格局[23] [24]；谢志林、陈升忠(2009)选取洞泉村

为例，以景观生态学原理为指导，构建洞泉村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在此基础上，根据洞泉村用地现状、

区位和交通等因素，确定村庄空间拓展方向和用地布局规划。从而充分保障乡村景观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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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地域特色[25]；韦薇(2011)以昆山市为例，研究县域尺度的城乡景观格局演变与城乡一体化进程间的

联系性，对昆山城乡一体化水平与景观格局演变过程建立耦合评价模型，从而挖掘两大系统间的相互作

用力，为城乡一体化和景观生态格局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26]；罗伟涛(2013)以舞钢市三里河社区为例，

分析研究了基于 CSA 模式下的乡村社区景观规划过程。该研究拓展了乡村景观规划与设计的思路，对城

乡统筹背景下的农村建设工作有所促进[27]。 

2.3. 景观安全格局在生态恢复及污染防治的应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

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8]。学术界积极响应号召，基于景观安全格局在生态恢复及污染防治方面取得了丰

硕的研究成果。 
熊文等(2006)通过景观生态恢复和重建，构建城市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以实现城市生态持续发展[29]；

李红举、林坚等(2009)以北京市密云县高岭镇土地整理项目为例，以保障水体安全为核心，分析确定了样

本区的土地整理主导方向和分区，在此基础上提出生物护坎、污染源隔离、河道生态防护等一系列工程

技术并予以试验[30] [31]；姚妤、张沛等(2011)以 RUSLE 模型的基本构建方法为基础，结合景观生态安

全格局理论，对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县域内的土壤侵蚀状况进行了估测[32] [33]；闫玉玉(2016)以浙江省

青田县为研究对象，利用景观安全格局方法构建基于景观安全格局的生态用地保护规划方案，并将该方

案与现行土地利用规划中的生态红线方案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34] [35] [36]；
文博、朱高立、夏敏等(2017)以江苏省宜兴市为例，借助景观安全格局理论方法，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构建区域综合景观安全格局，并将综合景观安全格局与现状生态用地进行叠加，得到 4 种类型的生态用

地，针对不同等级的不同生态用地类型，提出了划定禁止建设区、防止水体污染、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与对策[37]；贾程、张震、张毅(2018)综述了城市景观格局演变的热环境效应、水环

境效应、大气环境效应和生态服务效应等研究进展，分析了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在今后的

研究中，需要综合多尺度的景观信息来探索城市景观的演变机理，构建基于城市空间扩展和生态服务效

应评价的城市生态空间优化决策模型，协调城市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38]；尹昌霞、马仁锋、费佳

宁(2019)以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择取宁波四明山区为研究对象，从生态重要性、生态敏感性和社会经

济抑制性层面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主成分法、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测度区域生态安全程

度，实现景观调控[39]。 

2.4. 研究评述 

在我国，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引入时间还不长，加之我国各地实际情况差异比较大，因此对其的研究

还处于不断探索的时期，典型和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硕，且已有的研究中还存在有待完善和不成

熟的地方，未能取得开创性和普适性的研究成果。但是景观安全格局的构建能够表达生态过程，一定程

度上弥补了传统规划方式的局限性，不论是对于城市总体规划还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都是一种很好的理

论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建立景观安全格局中最重要的是源的识别、指标的选择和阻力系数的确定。目前，

这些参数的确定大部分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未能给出强有力的客观标准，如何为指标的选取

和阻力系数的确定赋予更多客观的因素必将成为深入研究的重点。此外，由于现实世界各种条件的复杂

性，很多自然过程以及人为活动难以完全模拟，因此在理论的应用过程中要做到针对特定地区有的放矢，

以追求较好的结果。 

https://doi.org/10.12677/ulu.2019.73007


王林艳 
 

 

DOI: 10.12677/ulu.2019.73007 65 城镇化与集约用地 

 

3. 结论 

景观安全格局以景观生态学为基础理论，强调生态系统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学家所关注

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通过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可变为城市扩张、新农村建设、生态恢复及污染防治等

进程中可以被规划和控制的过程。 
由于对景观安全格局理论以及实践的研究还不够丰富，其理论和方法还未得到完善，因此该方面的

研究依旧处于起步阶段。构建景观安全格局，关键在于“源”的识别、指标的选择以及阻力系数的确定，

这些经验数值的获得需要依赖庞杂的基础数据以及数年的考察记录。此外，现实世界充满了各种难以模

拟的复杂条件，其中的自然演替过程以及人为活动的影响都几乎不可能完全复制，因此，在对该理论的

实际应用过程中应该依据研究区实际情况辩证地进行分析，针对不同功能执行不同等级的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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