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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景观生态学为导向的绿地系统规划——以浙江临安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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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要介绍景观生态学的概念及相关理论，通过对临安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分析，探讨景观生态学在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的

重要作用和地位。  

关键字：景观生态学；绿地系统规划；临安市 

  近十几年来，伴随着经济建设速度的加快，我国正步入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城市经济结构和空问结构

发生显著变化的同时，城市规模也显著增大。这种城市化过程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但同时

所引发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水土资源破坏、城市热岛效应等，这些不仅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

量，甚至危害到城市生态安全。由于城市绿地系统对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塑造城市形象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

用，人们对其愈来愈关注。城市绿地系统怎样布局、采取何种形式，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

的问题。在生态浪潮冲击的二十一世纪，人们试图将景观和生态两门学科互相引进、互相借鉴，在理论和实践上

进一步融合，以创造更美化、优化、净化的高质量生活环境。景观生态学的兴起提供了这一契机，它的概念、理

论可直接应用于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  

1 景观生态学基本概念  

1.1 景观生态学  

  景观生态学是研究景观的空间结构与形态特征对生物活动、人类活动影响的科学。它以生态学的理论框架为

依托，吸收现代地理学与系统科学之所长，研究景观的结构(空间格局)、功能(生态过程)和演化(空间动态)，研

究景观和区域尺度上的资源、环境经营管理。用景观生态学的原理，研究园林绿地系统规划，使城市景观符合生

态学意义，将有助于解决城市资源、环境和发展问题。  

1.2 “斑块一廊道一基质”理论  

  景观是一个由不同生态系统组成的异质性陆地区域，其组成单元称为景观单元，按照各种要素在景观中的地

位和形状，景观要素分成三种类型：斑块、廊道与基质。  

  1.2.1 斑块  是外貌上与周围地区(本底)有所不同的非线性地表区域，其形状、大小、类型、异质性及其

边界特征变化较大。斑块的大小、数量、形状、格局有特定的生态学意义。单位面积上斑块数目关系到景观的完

整性和破碎化。景观的破碎化对物种灭绝有重要影响。斑块面积的大小不仅影响物种的分布和生产力水平，而且

影响能量和养分的分布。斑块面积越大，能支持的物种数量越大，物种的多样性和生产力水平也随面积的增加而

增加。园林绿地系统中的斑块一般指各级公园、各企事业单位、居住区等。  

  1.2.2 廊道  景观中的廊道是两边均与本底有显著区别的狭带状地，有着双重性质：一方面将景观不同部

分隔开，对被隔开的景观是一个障碍物；另一方面又将景观中不同部分连接起来，是一个通道。城市中绿色廊道

一般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绿带廊道，如上海市外环线规划了宽500 m的防护绿带；第二种是绿色道路廊道；第三

种是绿色河流廊道。在我国目前大部分城市环境质量较差的状况下，城市廊道的设计应在兼顾游憩观光基本功能

的同时，将生态环保放在首位。  

  1.2.3 基质 在景观要素中基质是占面积最大、连接度最强、对景观控制作用也最强的景观要素。作为背

景，它控制影响着生境斑块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强化和缓冲生境斑块的“岛屿化”效应；同时控制整个景观

的连接度，从而影响斑块之间物种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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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景观连通性与景观连接度  

  在景观生态学中，景观连通性是指景观元素在空间结构上的联系，用来测定景观的结构特征，可从斑块大

小、形状、同类斑块之间的距离、廊道存在与否、不同类型树篱之间的相交频率和有树篱组成的网络单元的大小

得到反映；而景观连接度是指景观中各元素在功能和生态过程上的联系，用来测定景观功能特征，景观连接度要

通过斑块之间物种迁徙或其他生态过程发展的顺利程度反映，廊道是景观连接度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生物群体之

间的个体交换、迁徙和生存中起着重要作用。  

1.4 景观异质性与景观多样性     

  景观组分和要素在景观中的不均匀分布构成了景观异质性，景观异质性的存在促进了景观格局的多样性。而

景观多样性是景观单元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多样性，包括斑块多样性、类型多样性和格局多样性，反映了景观的复

杂程度。  

2 景观生态学原理在临安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的应用  

2.1 临安城区概况  

  临安中心城区是临安市政府所在地，建设城垣已历一千多年，史称“衣锦城” ，处市域东部，30°l4′N，

119°42′E，海拔38m，城北有植被茂盛、景观独特的双林山；城西有历史悠久，人文史迹丰富、自然景观优美的

玲珑山；城南有吴越国王钱镠的出生地功臣山，山上有后梁乾化贞明年间(公元914～916年)建造的功臣塔；城中

有太庙山，吴越国钱王墓建于此山中；城东是风光秀丽的青山湖；苕溪、锦溪、马溪分别从城西、城北穿城而过

注入青山湖。由此可见，临安中心城区的地理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2.2 城区绿地系统布局  

  城区绿地系统建设在遵循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立足于实现林网化、水网化的城市绿地系统，充分结合城

市周边的自然环境特征，形成“一核、一环、四组团”的城区绿地系统。“一核”即青山湖森林公园中心景区，

既是城市绿肺，也是城区旅游休闲中心，是城区森林的核心主体；“一环”即由新环西路、环北路、新环东路和

02省道及安徽高速公路构成的生态廊道、生态防护性绿道； “四组团”：由新城区绿地组团、旧城区绿地组团、

青山湖新村绿地组团、青山湖工业区绿地组团所组成城区城市绿地系统。   

2.2.1 斑块的合理分布  

  从城市景观的角度出发，可依据面积大小，把绿地斑块分为大、中、小型三类。在城市绿地系统中，大中型

的绿色斑块作为城市的“绿肺”，不仅具有多种的生态功能，同时也为景观增色不少。小型的绿色斑块则可以作

为物种迁移和再定居的“踏脚石”，改善城市景观的视觉效果，提高城市景观的异质性，因此小型的绿地斑块可

以为景观带来大型斑块所不具备的一些好处，应当看作是大型绿色斑块的有益补充，但不能取而代之。大中型绿

色斑块虽然数量少，但总面积却比小型斑块大。因此在临安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以青山湖湿地公园为城市绿心，

二十五处各类城市公园补充，相对均匀地分布于城市绿地系统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生态环境效益。  

2.2.2 廊道的合理分布  

  城市绿地系统中线型绿地主要由城市道路系统、防护林带、滨河绿带、区域组团隔离绿带等组成，是城市防

尘、防噪、防污、治污的绿色生态屏障。从生态学意义上来说，线型绿色空间是维持和保护自然环境中现存的物

理环境和生物资源（包括植物、野生动物、土壤、水等），并在现有的栖息区内建立生境链、生境网络，防止生

境退化与生境的割裂，从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及水资源，形成生物廊道。通过廊道可把孤立的生境斑块连接在一

起，从而成为一个整体，提高了生境的连接性。因此，结合城市线型绿地实施城市 “林网化水网化”绿地体系建

设，使城市与乡村连接成一体，形成城市绿地生态网络体系。  

  为此，在线型绿地的绿地体系建设中，一则考虑防城市污染的需要，二则考虑到城市休闲、游憩需要，三则

考虑建设城市绿地的生物廊道需要。在实施林网化、水网化绿地体系中，应充分结合线型绿地空间的性质和功能

要求，因地制宜，在布局和树种选择、植物配置上分别有所着重，结合线型绿地空间的性质和现状条件，引进国

外绿道建设先进理念，实施如下三种类型的绿道体系。  



  ①生物廊道型绿道绕城公路、环青山湖绿带、城郊结合处绿带，这些绿带不仅要起到生态防护功能，而且使

这些地域成为城市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和动物通道。城区外围的自然山体、生态农田所形成的绿色空间圈以及部

分环城路可实施这种类型的绿道建设。  

  ②城市生态防护型绿道以实施防噪、防尘、降污、防废气以及美化建设等为主要目的的绿道，对外交通型道

路和部分交通性质的道路，如钱王大街、临天路，以及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之间的卫生防护林带，沿河防护林等

可实施这种类型的绿道建设。  

  ③游憩景观型绿道城市林荫路、道路两侧的小游园，具有休闲、健身、景观、文化等功能，城区中生活性道

路和带状公园，如苕溪、锦溪等可实施这种类型的绿道建设。  

2.2.3 基质的合理分布  

  在城市用地规划中，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等面状空间相当于景观中的基质。各类基质应实行“大集中，

小分散”的原则，使基质处于斑块和廊道的包围之中。应使人们生活在绿色之中，最大限度地亲近自然，体现

“城在绿中”的特色。概括而言，城市绿地系统应建立绿色廊道组成的网络骨架，其中公园绿地等“斑块”一般

位于重要的“节点”位置，提供娱乐和游憩场所。只有这样以整体观来规划，城市绿地系统才能达到最优化，形

成以“点”结合“线”、“面”的城市绿化网络。  

  随着网络技术、现代交通及随之而来的生活及工作方式的改变，城市形态也将改变，城乡差别缩小，城市在

溶解，正如公园在溶解一样。而大面积的乡村农田将成为城市功能体的溶液，自然景观渗透入市区，而城市肌体

延伸到农田之中，农田将与城市的绿地系统相结合，成为城市景观的绿色基质。  

2.3 景观异质性  

  异质性是景观的重要属性。据景观生态学研究表明，景观异质性越大，景观的类型也越多，防止外来干扰的

能力也就越强，生态系统因而就更加稳定，故景观异质性的维持和发展是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城市园林绿地中，虽受地域和城市小气候的共同因素所制约，但由于城市不同地段存在较大差异，利用立地条

件，即环境资源景观要素空间异质性可创造城市园林中异质而多样的景观。临安规划区的自然景观形态可概括为

“山中城，城中湖”，临安城区重要的山水景观如下。  

  ⑴玲珑山，位于规划区西侧，其发展历史悠久，人文史迹丰富，自然景观优美。  

  ⑵太庙山，位于老城区，其位置接近闹市，形成城市地标。  

  ⑶功臣山，位于苕溪以南，山体秀挺，山顶功臣塔是具有临安特色的景观标志。  

  ⑷公山，位于青山湖畔，海拔310米，与青山湖大坝相映成辉，“公山夕照”为临安一景。  

  ⑸青山湖，位于规划区中部，水域面积591公顷，青山湖水面宽广，湖岸群山环抱，湖中滩林、水上池杉，独

具魅力。  

  ⑹南苕溪，横跨规划区中部，水面较宽，可以形成优美的沿河景观和宜人的游憩环境。  

  ⑺南苕溪支流，即位于锦城镇南北两侧的马溪和锦溪，水体蜿迤绵长景观效果较好。  

  ⑻双林山，位于规划区的北部，植被茂盛，景观独特。  

  在临安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提出城市与山水自然共融的原则，完善城市生态系统原则，在绿地规划中，要

有意识地保护生态，并建立起山水渗透的立体网络。保护和建设好城市赖以依托的现有山林、水体、地形地貌等

自然资源，尽可能地改善城市环境，在绿地中再现山水自然景观，创造清洁、舒适的优美环境。总之在城市绿地

系统规划中，强调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绿地形式的广泛共存，并十分注重每块绿地的个性特征，其目的就

是增加城市绿地系统中的景观异质性。  



2.4 生物多样性  

  许多科学家一致认为，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稳定性有积极影响。近年来，更加注重根据植物的生物学特性

和生态位原理进行植物配置。绿地系统中的植物配置，不但要从功能和艺术效果上考虑色彩、季相、形体、姿

态、声觉等多方面的变化和要求，更要从生态学出发，根据地理纬度与海拔高度所决定的植物地理分布以及生境

的具体情况，适地适树、选择合理的树种，按照生态学中营养结构愈复杂生态系统愈稳定的法则，以多种混交为

好。注重常绿树与落叶树的比例与搭配，按照多种植物不同的生长发育规律及其相互作用与影响，注意速生树种

与慢生树种的搭配，根据各种植物之间的平面距离、立体结构(乔木、灌木、草本与地被植物)及其轮廓线变化等

合理配置丰富的植物种群。  

  从植物区系的角度来看，城市园林植物群落的区系成分应与本区域自然植物群落区系有一定相似性。临安的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等区域蕴藏着丰富乡土植物资源，它们是城市绿化植物选择的重要对象，通过对乡土植物的引

种和开发运用，有利于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功能，构建出具有特色文化的绿地景观。  

3 结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必将给园林学科赋于新的涵义和历史使命，也将推动园林学科的发展。而与

相关学科的相互融合、相互借鉴以期互相取长补短，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景观生态学以其整体观和生态学原理对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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