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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Forman教授认为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中，有5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包括：时空背景，整体景观、景观中的关键点、规化区域的

生态特性和空间属性。据此他提出用以解决土地保护与开发矛盾的“空间解决途径”，其内容包括建立“斑块一廊道一基质”模式，

构筑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空间格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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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Land Utilization—Professor Forman's Philosophy in Landscape Planning 

Chen Bo,Bao Zhiyi

Abstract:Professor Forman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five indispensable，elements i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 Of，

landscape environment．These elements include space-time background，overall，landscape,the key points in the 

landscape,the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lanned area and the spatial property.

Hereby Professor Forman has proposedthe"spatial solution"which is used in the settlement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and protection and land development．This solution includes the estabishment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spot-corridor-bas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 tralization of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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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orman教授的研究及成就  

  20世纪80年代，北美的景观生态学逐渐兴起[1]，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的Richard T·T·Forman教授为

北美景观生态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1981年～1983年，Forman教授通过编写一系列文章介绍

了欧洲景观生态学的一些概念，他强调景观生态学与其它生态学科不同，是着重于研究较大尺度上不同生态系统

的空间格局和相互关系的科学，并提出“斑块—廊道—基质”(Patch-corridor-matrix)模式，奠定了景观生态学

的基础。  

  Forman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景观和区域生态学。同时，他也研究土地的转变、“斑块—廊道—基质”理论和道

路系统生态学。Forman教授的景观生态思想具体体现在他的众多专著与论文之中。1986年，Forman教授和Godron

教授共同出版了重要专著《Land-scape ecology》，这标志着景观生态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该书资料丰

富，取材精当，系统性强，总结了景观生态学已经取得的一系列成就。1995年，Forman教授在他的《Land 

Mosaics: the Ecology of Landscape and Region》一书中，系统地总结和归纳了景观格局的优化方法，并强调

景观空间格局对过程的控制和影响作用，即通过格局的改变来维持景观功能、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安全。这表明景

观生态学已经开始从静态格局的研究转向动态格局的研究。  

  2、Forman教授的景观规划思想  

  Forman教授认为，对于一个合理的景观规划方案来说，其规划原则应包括：①考虑规划区域外较广阔的空间

背景；②考虑保护区较长的历史背景，其中包括生物地理史、人文历史和自然干扰状况；③规划中要考虑未来变

化的灵活性；④未来5年、10年或20年内可预料的保护区面积变化是规划的关键部分；⑤规划方案应有选择余地，

其中最优方案应基于规划者明智的判断，而不涉及现实政策，这样其它可供选择的折衷方案才能清晰、明确[2]。

因此，景观生态规划设计中有5个要素必不可少：时空背景、整体景观、景观中的关键点、规划区域的生态特性和

空间属性。据此他还提出了一个土地规划中协调保护与开发矛盾的“空间解决途径”，此方案主要包括如下内

容：“必要的格局”(Indis-pensable Patterns)、“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Aggregate-with-outliers 

Pattern)及“战略点”(Strategic Points)。  

  2.1 “斑块—廊道—基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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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斑块—廊道—基质”模式是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基本模式。Forman教授和Godron教授在观察和比较各种不

同景观的基础上，认为组成景观的结构单元不外乎3种：斑块(Patch)、廊道(Corridor)和基质(Matrix)[3～5]。

在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评价中，基质代表了该景观或区域的最主要的土地利用系统，斑块意味着土地利用系统的

多样化，廊道意味着土地利用系统之间的联系与防护功能。这些都是景观或区域土地持续利用的基本格局，这些

要素能实现主要的生态或人类目标[2]。“斑块—廊道—基质”模式为具体而形象地描述景观结构、功能和动态提

供了一种“空间语言”。此外，这一模式还有利于考虑景观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比较它们在时间上

的变化[2]。  

  运用这一“基本语言”，景观生态学可进一步探讨地球表面的景观是怎样由斑块、廊道和基质所构成的，如

何来定量、定性地描述这些基本景观元素的形状、大小、数目和空间关系，以及这些空间属性对景观中的运动和

生态流有什么影响。如方形斑块和圆形斑块分别对物种多样性和物种构成有什么不同影响，大斑块和小斑块各有

什么生态学利弊；弯曲的或是直线的、连续的或是间断的廊道对物种运动和物质流动有什么不同影响；不同的基

质纹理(细密或粗散)对生物的运动和干扰的空间扩散有什么影响等等。围绕着这一系列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景观

生态学得出了一些关于景观结构与功能关系的一般性原理，为景观规划提供了依据[6]。  

  2.2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是进行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优化的主要理论依据，是Forman教授基于生态空间理

论提出的景观生态规划格局，被认为是生态学上最优的景观格局。该格局是针对回答“在景观中，什么是土地利

用的最合适的安排？”这一问题而提出的。它包括以下7种景观生态属性：①大型自然植被斑块用以涵养水源，维

持关键物种的生存；②粒度大小，既有大斑块又有小斑块，满足景观整体的多样性和局部点的多样性；③注重干

扰时的风险扩散；④基因多样性的维持；⑤交错带减少边界抗性；⑥小型自然植被斑块作为临时性栖息地或避难

所；⑦廊道用于物种的扩散及物质和能量的流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强调集中使用土地，保持大型自然植

被斑块的完整性，充分发挥其生态功能；引导和设计自然斑块以廊道或小型斑块形式分散渗入人为活动控制的建

筑地段或农耕地段，同时在人类活动区沿自然植被斑块和廊道周围地带设计一些小的人为斑块，如居住区和农业

小斑块等。显然，这种规划原则的前提是管理景观中存在着多种组合，包含较大比重的自然植被斑块，可以通过

景观空间结构的调整，使各类斑块大集中、小分散，通过确立景观的异质性来实现生态保护，以达到保持生物多

样性和扩展视觉多样性的目的。这种景观模式是根据美国和欧洲的农村情况，融合生态知识与文化背景的一种创

新[7]。它有着许多生态学上的优越性：一方面，这一格局有大型植被斑块也有小的人为斑块，可提高景观多样

性，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另一方面，大型植被斑块可为人们提供旅游度假和休憩的去处，小的人为斑块

可作为人们的工作区和商业集中区，高效的交通网络则可方便人们活动。  

  2.3 土地利用的空间格局优化方法  

  其核心是将生态学的原则和原理与不同的土地规划任务相结合，以发现景观利用中所存在的生态问题，并寻

求解决这些问题的生态学途径。该方法主要围绕如下几个核心展开[2] ：  

  (1)背景分析。在此过程中，景观的生态规划主要关注景观在区域中的生态作用(如“源”或“汇”的作用)，

以及区域中的景观空间配置。对区域中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的特点及它们对景观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也是区

域背景分析应关注的主要方面。另外，历史时期自然和人为干扰的特点，如干扰频率、干扰强度及干扰地点等，

也是分析的重要内容。  

  (2)总体布局。以“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为基础，Forman教授提出了一个具有高度不可替代性的景观总

体布局模式。在该模式中，Forman教授指出，景观规划中作为第一优先考虑保护和建设的格局应该是几个大型的

自然植被斑块，并且作为物种生存和水源涵养所必需的自然栖息环境，这些斑块应有足够宽度和一定数目的廊道

用以保护水系和满足物种空间运动的需要。而在开发区或建成区里建设一些小的自然斑块和廊道，则可以保证景

观的异质性。这一优先格局在生态功能上具有不可替代性，是所有景观规划的一个基础格局。  

  (3)关键地段识别。在总体布局的基础上，应对那些具有关键生态作用或生态价值的景观地段给予特别重视，

如具有较高物种多样性的生境类型或单元、生态网络的关键节点和间断点、对人为干扰很敏感而对景观稳定性又

影响较大的单元，以及那些对于景观健康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段等。  

  (4)生态特性规划。依据当时景观利用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以规划的总体目标和总体布局为基础，进一步明

确景观生态优化和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如维持重要物种数量的动态平衡、为需要多生境的物种提供栖息条件、

防止外来物种的扩散，保护土地以免被过度利用或被建筑、交通建设所占用等。这是格局优化法的一个重要步

骤，根据这些目标或要求，调整现有景观利用的方式和格局，以决定景观未来的格局和功能。  

  (5)空间属性规划。将前文所述的生态和社会要求落实到景观规划设计的方案之中，即通过景观格局空间配置



的调整实现上述目标，是景观规划设计的核心内容和最终目的。为此，需根据景观和区域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研

究成果，以及基于此所得出的景观规划的生态学原则，针对前文所述的生态和社会目标，调整景观单元的空间属

性。这些空间属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斑块及其边缘属性，如斑块的大小、形态，斑块边缘的宽度、长度

及复杂度等；②廊道及其网络属性，如“暂息地”的聚集程度、廊道的连通性、控制水文过程的多级网络结构、

河流廊道的最小缓冲带、道路廊道的位置和缓冲带，以及间断点的位置、大小和数量等等。通过对这些空间属性

的确定，形成景观生态规划在特定时期的最后方案。之后，随着对景观利用的生态和社会需求的进一步改变，仍

可对该方案进行不断地调整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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