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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浙江省附海镇生态用地现状调查的基础上! 应用生态敏感性评价方法和景观生态安全理论! 选取土地利

用现状% 区域开发强度和距环境敏感区距离等生态敏感性因子! 结合景观格局指数! 综合评价了附海镇生态敏感

性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状况& 结果表明$ 生态高度敏感区% 中度敏感区% 低度敏感区和非敏感区分别占研究区面积

的
82-%:

!

#82#$:

!

(62"%:

和
(726$:

! 并以此规划出研究区生态安全的核心保护区% 控制发展区和适宜发展区
(

种生态用地类型
;

进而提出了不同生态用地类型的管理措施! 为附海镇生态用地提供规划依据和建设策略&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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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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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用地研究是景观生态学重要的研究内容" 其理论方法强调土地利用的合理性" 目的在于阐明土

地生态评价单元与其土地利用方式之间的协调程度和发展趋势&

-

'

) 综合考虑景观生态和环境要素的生态

用地研究是目前城市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等研究的热点及难点问题 &

#%(

'

) 景观生态安

全格局是判别和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途径" 并以景观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 从生态过程与格局

的功能关系研究出发" 判别对这些生态过程的健康与安全有着关键意义的景观格局&

"

'

) 多年来" 景观格

局研究都是停留在景观格局特征的描述方面 &

7%%

'

" 由于未能深入反映生态过程研究而受到质疑)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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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生态敏感性评价方法与景观生态安全理论相结合的途径! 必将在未来成为研究区域生态用地格局的

发展趋势" 本研究以浙江省慈溪市附海镇为研究对象! 应用生态敏感性评价方法和景观生态安全理论!

借助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技术! 在研究各类生态用地合理配置及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提出了基

于生态用地评价的规划和建设目标! 并试图为相关研究提供研究思路和方法"

"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

研究区概况

附海镇位于慈溪市东南部! 中心位于
!$!$%"&

!

'()!$!"*

! 南与观海卫镇# 桥头镇接壤! 西与新浦

镇交界! 北枕杭州湾! 距离慈溪市中心
)+ ,-

! 总面积约为
(( ,-

(

" 南北约为
)) ,-

! 东西在中部宽约

. ,-

! 整个区域地势平坦! 呈长条状! 系海洋沉积平原" 母质为海积物! 由长江口涌入的海泽泥沙和钱

塘江下冲泥沙在潮汐动力作用下堆积而成! 南部地势略高于北部" 附海镇属亚热带南缘季风气候区! 全

年以东南风为主" 气温受冷暖气团交替控制和杭州湾海水调节! 气候温和湿润! 平均气温为
)%/0 #

"

辖区自然条件独具特色! 栽有大量的花卉植物! 素有$花卉之乡%美誉" 随着慈溪市交通干道中横线和杭

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的开通! 附海镇现已融入宁波$半小时%经济圈和上海$两小时%经济圈"

!"#

研究方法

)/(/)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研究以附海镇
(1$0

年高空间分辨率航空影像 &

) $ + $$$

'为主要数据源!

结合土地利用现状图#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总图及相关部门的现状调查资料作为空间信息提取的基本信息

源" 首先利用
*&23 4/!

图像处理软件对图像进行几何校正! 转换成
56789'0:1

坐标体系! 并对图像进

行拼接裁剪处理! 获得研究区的影像图(

%

)

" 利用
;<=>3? 0/(

进行人工目视解译! 结合实地调查对研究区

土地利用类型分布进行矢量化! 并将矢量文件通过空间分析模块&

=@8AB<C6@8 D@@EC

'转换成大小为
+ - %

+ -

的栅格数据! 最后利用
;<=>3? 0/#

软件的数据管理功能! 将属性数据与图层数据相结合进行管理"

)/#/#

景观格局指数分析 景观格局指数是景观空间分析的重要方法! 使生态过程与空间格局相互关联

的度量成为可能! 在景观格局分析与功能评价# 景观规划# 设计与管理等领域都具有重要作用 (

:&)$

)

" 景

观分类是景观格局定量分析的基础! 目前! 有关城镇景观类型分类尚存在着不同的分类体系" 本研究的

景观分类! 主要参照
>F +G)!%&#$))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结合附海镇的用地特点! 将

研究区分为建设用地# 交通用地# 农田# 城镇绿地# 滩涂湿地# 水域
.

种类型&表
)

'! 以此
.

种类型作

为城镇景观类型的基本单元! 研究城镇景观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功能(

))&)!

)

" 将处理过的航片栅

格图导入
H<7ICD7DC !/!

软件中进行景观指数计算" 根据本研究区域的特点! 选择的景观格局指数有斑块

数&

&J

'! 斑块类型面积&

K;

'! 斑块面积比例&

JL;&M

'! 斑块密度&

JM

'! 边缘密度&

*M

'! 最大斑块指数

&

LJ3

'! 斑块形状指数&

L?3

'! 平均斑块面积&

;N*;'O&

'! 面积加权平均形状指数&

?P;J*';O

'! 面积

加权平均分维数&

HN;K';O

'! 景观聚集度指数&

;3

'等(

)4&):

)指标对研究区整体景观格局进行初步分析"

序号 景观类型 特征

)

建设用地 主要是城镇建设用地! 包括居住用地# 工业用地# 仓储用地# 广场用地和一些未利用的裸露地面等

(

交通用地 主要是高速公路和一# 二级公路等

!

农田 主要是耕地# 农田等

4

城镇绿地 主要是公园绿地# 附属绿地# 生产绿地# 防护绿地等

+

湿地及滩涂 主要是滩涂# 湿地

.

水域 主要是江# 河等水系

表
!

附海镇景观类型分类

Q7REB ) L78SC=7TB DUTBC @V HWX76 Q@Y8

)Z(/!

生态敏感性评价 生态敏感性指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干扰和自然环境变化的反应程度! 可表征区

域生态环境遇到干扰时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难易程度和可能性大小 (

)0&(G

)

" 在生态敏感程度较高的区域!

当受到人类不合理活动影响时! 更易产生生态环境问题! 应划分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重点" 生态敏感性评

价中的指标选取是生态用地评价的核心(

(G

)

! 指标体系的选取应反映研究区域最主要的生态问题" 通过调

查与研究区域生态环境现状# 主要生态问题! 咨询相关专家以及参考已有类似研究指标权重体系的基础

吕 渊等, 浙江省慈溪市附海镇生态用地研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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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选取对研究区生态敏感性影响较大的生态因素# 即土地利用类型$ 距环境敏感区距离和

区域开发强度
'

大类进行生态敏感性分析%表
!

&'

!

土地利用类型评价因子( 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对区域

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同# 其生态敏感性也有所差异( 土地利用类型是不同生态系统的最直接表征 !

!'

"

(

因此# 本研究选择土地利用类型作为生态敏感性评价因子之一# 结合航片高清影像解译数据及区域土地

利用特征# 将附海镇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建设用地$ 交通用地$ 农田$ 城镇绿地$ 滩涂湿地$ 水域
(

类# 依据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生态敏感性的影响大小进行分类并赋值(

"

区域开发强度评价因子( 人类

的区域开发活动对当地生态敏感性影响程度较大( 工业区$ 居民点等建设用地# 以及道路$ 交通等建设

用地程度# 是区域开发强度的主要表现( 在空间距离上# 越是靠近区域开发强度高的地区# 则生态敏感

度越低( 因此# 本研究将距建设用地的距离$ 距交通用地的距离作为生态敏感性评价因子( 划分距建设

用地的距离大于
!%% )

为高度敏感区# 大于
#%% )

小于
!%% )

为中度敏感区# 大于
*" )

小于
&"" )

为

低度敏感区# 小于
*" )

为非敏感区) 划分距交通用地距离大于
'"" )

为高度敏感区# 大于
&"" )

小于

'"" )

为中度敏感区# 大于
*" )

小于
&"" )

为低度敏感区$ 小于
*" )

为非敏感区(

#

环境敏感区评价

因子( 环境敏感性指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反应的敏感程度# 用来反映产生生态失衡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可

能性大小( 根据附海镇生态环境特征# 其环境敏感区包括主要水域$ 湿地和滩涂等# 上述环境敏感区对

附海镇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划分距环境敏感区的距离小于
&"" )

为高度敏感区) 大于
&"" )

小

于
!"" )

为中度敏感区) 大于
!"" )

小于
'"" )

为低度敏感区# 大于
'"" )

为非敏感区(

$

综合评价(

通过
+,-./0 12!

软件的空间分析%

3456758 5958:373

&功能# 进行生态敏感性各因子评价以及加权综合评价

%表
!

&( 各评价因子赋值$ 敏感性分级和权重分配反映了各评价因子内部以及总体权重的相对趋势( 根

据各个评价因子权重及敏感性分级# 计算附海镇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值# 并将生态敏感区分为高度敏感

区$ 中度敏感区$ 低度敏感区和非敏感区
$

种等级(

评价因子 亚项 生态敏感性 重分类 分值 权重
;<

土地利用类型 高度敏感 水域
&% $%

滩涂$ 湿地
=

中度敏感 农田
(

城镇绿地
$

低度敏感 交通用地
!

非敏感 建设用地
&

距环境敏感区距离 高度敏感 ＜&%% )

&% !%

中度敏感
&%%"!%% ) (

低度敏感
!%%"'%% ) '

非敏感 ＞'%% )

&

区域开发强度 距道路距离 高度敏感 ＞'%% )

&% !%

中度敏感
&%%"'%% ) (

低度敏感
*%"&%% ) '

非敏感 ＜*% )

&

距建筑距离 高度敏感 ＞!%% )

&% !%

中度敏感
&%%"!%% ) (

低度敏感
*%"&%% ) '

非敏感 ＜*% )

&

表
!

生态敏感性评价因子等级及权重

>5?8@ ! .,5A@3 59A B@7CD63 EF @-E8EC7-58 3@937?7876: F5-6E,3

!

结果与分析

!"#

景观格局指数分析

!2#2#

城镇景观斑块组成结构 从附海镇景观要素斑块组成可以看出%图
#

# 表
'

&# 城镇绿地的斑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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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最大! 达到
$%$&!' ()

#

! 面积所占比例也最高为
!*+#$,

" 其次是建设用地和农田! 两类斑块面积都

处于中等水平! 面积分别为
*-'+#- ()

#和
.-$&/! ()

0

! 占总面积的
0$&"/,

和
00&//,

" 交通用地和滩涂

湿地面积较小! 分别为
"0/&$* ()

0和
"1!&2$ ()

#

! 占总面积的
*+-#,

和
.+$.,

" 斑块总面积最小的为水

域! 仅为
/$+!$ ()

#

! 占总面积的
.+1#,

# 从附海镇景观格局分类图$图
2

%可以看出& 附海镇建设用地类

型主要分布在中部成片的居住区以及南部工业园区" 农田类型主要分布在镇北部' 西南以及东南区域"

由于苗木产业发达! 城镇绿地类型所占比率最大! 其生产绿地基本上为大型斑块! 连接成片! 所占比率

最高! 主要分布在附海镇北部和东南部的苗木栽植区( 景观类型斑块数和平均斑块面积! 在一定意义上

可揭示城镇景观破碎化程度) 从附海镇景观类型斑块组成上来看! 滩涂湿地类型的斑块数量最小! 是以

#

个特大型斑块形式存在! 平均斑块面积最大! 受到人为活动的干扰最小! 斑块破碎化程度最低" 交通

用地与水域类型的斑块数量最多! 分别为
.-*

个和
*1%

个! 其平均斑块面积最小! 斑块破碎化程度最

大" 其原因在于附海镇形成了较好的公路交通网! 城镇主要道路连通性及完整性较好# 同时! 乡镇村庄

众多! 村级道路网络复杂多样! 破碎化程度较高" 另外! 乡镇区域三塘横江' 四塘横江' 蛟门浦' 八塘

横江等水系通道显著! 河流水系分支较多! 并大量被交通道路景观要素分割! 城镇景观总体呈现出 *树

枝+ 状形态! 破碎化程度很高)

图
2

附海镇景观格局分类

345678 2 9:;<=>:?8 ?:@@87; >A:==4B4>:@4C; CB 36(:4 DCE;

0&2&0

城镇景观类型尺度分析 景观类型的斑块密度可揭示某一区域景观被该类型斑块分割的程度! 其

对境域生物物种保护, 物质和能量分布具有重要影响) 各个景观组分的斑块密度-

FG

%则直接地反映了

斑块组分的破碎化程度! 而斑块形状指数-

9HI

%则反映斑块聚合和离散程度) 从表
.

可见& 斑块密度指

数-

FG

%排序为水域＞交通用地＞城镇绿地＞建设用地＞农田＞滩涂及湿地" 斑块形状指数的排序为交

通用地＞水域＞城镇绿地＞建设用地＞农田＞滩涂及湿地) 上述结果表明& 交通用地和水域破碎化最为

严重! 景观类型复杂! 尤其是南部水域支流更为明显" 湿地及滩涂类型斑块的形状较规则! 斑块成片集

中分布在镇域北部! 完整性较好) 因此! 其斑块密度和斑块形状指数都最小) 同样从面积加权平均形状

指数-

HJKFL!KM

%和面积加权平均分维数-

3NKO!KM

%的数值上可见& 交通用地和水域均为较高的数值!

而农田及生态涵养用地景观类型的面积加权形状指数和面积加权平均分维数都比较低) 从景观聚集度指

吕 渊等& 浙江省慈溪市附海镇生态用地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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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块类型 斑块数
&

个 面积
&'(

! 占总数
&)

平均斑块面积
&'(

! 最大斑块指数

建设用地
!*! +*#,!* !-,#. !,%/ /,/$

交通用地
$*+ 0!.,-+ +,*! %,!1 /,1%

农田
!0. $*-,./ !!,.. !,!. !,!!

城镇绿地
$1% -1-,/0 /+,!- 0,1- !,1/

湿地及滩涂
! 0%/,0- $,-$ +0,+* !,*.

水域
+%1 .-,/- $,%! %,0- %,$*

合计
0 *-/ ! 0-+,-! 0%%

表
!

附海镇不同景观类型的斑块组成

23456 / 7389' :8;<98<;6 => ?@>>6;6A8 53A?:93B6 8CB6: @A D<'3@ 2=EA

数上则也反映出! 滩涂及湿地类型具有最高的景观聚集度指数"

FG

#! 其次是城镇绿地和农田! 最小的是

交通用地$ 同样也表明湿地及滩涂景观破碎化较低! 而交通用地类型破碎化最为严重! 受人为活动的影

响最大$

斑块类型
斑块密度

"

7H

%

边缘密度"

IH

% 斑块形状指数"

JKG

%

面积加权平均形状指

数"

KLF7I!FM

%

面积加权平均分维

数"

DNFO!FM

%

景观聚集度指

数"

FG

%

建设用地
0/,$! */,0+ !.,." $,!. 0,!! *$,!-

交通用地
!!,-+ 0"+,1- -!,"$ !.,$! 0,+0 1.,++

农田
0","! 1/,*+ !$,.- /,"* 0,0- *$,1$

城镇绿地
!0,0$ *!,$" !.,.. !,1+ 0,0+ *$,*+

湿地及滩涂
","* 0,." !,00 0,+" 0,"1 **,$+

水域
!/,!1 +-,-/ $*,!! $,$- 0,/" -$,"1

表
"

附海镇景观类型特征

23456 $ O'3;3986;@:8@9: => 53A?:93B6 8CB6: @A D<'3@ 2=EA

#$#

生态敏感性评价

!,!,0

单因子评价 在附海镇生态敏感性评价的
$

个因子中! 土地利用类型因子最为敏感! 其高度敏感

区和中度敏感区面积比例分别为
.,1.)

和
+-,!$)

! 其次为环境敏感区因子! 其高度敏感区和中度敏感

区面积比例分别为
1$,-+)

和
!$,+/)

"图
!

%$ 在土地利用类型评价因子中! 其结果显示高度敏感区主要

分布在七塘公路以北沿海滩涂湿地& 三塘横江和八塘横江一带' 中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镇域北部苗圃地

和农耕用地' 低度敏感区和非敏感区主要集中于镇区南部以及中部的建成区& 村落和工业片区$ 附海镇

北部为沿海滩涂区! 其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食物生境已成为鸟类迁徙必经的中转站$ 同时! 它在维

护生态平衡& 降解污染& 调节气候及控制土壤侵蚀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 是镇域环境敏感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 环境敏感区影响因子分析结果表明( 该因子高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七塘公路以北沿海滩涂湿

地! 以及八塘横江& 三塘横江& 蛟门浦& 四塘横江等主干水系区域$ 区域开发强度因子的生态敏感度分

析表明( 距建筑的距离! 以及距主要交通道路的距离越大! 则该因子的生态敏感度越高! 其结果显示出

低度敏感区主要集中在观附公路& 高速连接线& 中横线& 韩家路& 郑家浦路& 建附公路等镇域主要交通

道路以及镇域中南部的居住& 工业建筑片区$

!,!,!

综合评价 根据上述各评价因子权重及敏感性分级! 综合加权得到附海镇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值

为
0,! P0","

! 采用自然裂段法!

A38<;35 4;63Q:

"将生态敏感区分为
$

类! 即高度敏感区& 中度敏感区& 低

度敏感区和非敏感区)表
+

%$ 由图
/

综合分析得出( 附海镇生态高度敏感区& 中度敏感区& 低度敏感区

和非敏感区面积分别为
0++,-.

!

+*/,-+

!

11!,-/

和
-1/,$1 '(

!

! 分别占总面积的
-,01)

!

!-,!*)

!

/",$1)

和
/+,"*)

$ 生态高度敏感区主要分布于北部沿海滩涂湿地! 以及三塘横江& 八塘横江& 蛟门浦

等河流水系等区域$ 该区域生态最为敏感! 应加强湿地水体的保护! 禁止在该区域内开发建设用地! 巩

固和保护好现有的生态屏障$ 中度敏感区主要分布于镇域北部经济林种植片区& 农耕地! 以及区域中

部& 南部居民点附近零星的农耕地片区! 该区域处于湿地水体与道路建筑之间! 具有一定的植被资源!

!""



第
!"

卷第
#

期

图
!

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结果

$%&'() ! *)+',-+ ./ )0.,.&%01, +)2+%-%3%-4 0.56()7)2+%3) 1++)++5)2-

生态敏感性类别 面积
875

9 百分比
8:

利用类型 利用类型面积
875

# 利用类型百分比
8:

高度敏感区
;<<=>? >=;@

核心保护区
;<<=>? >=;@

中度敏感区
<A!=>< 9>=9A

控制发展区
<A!=>< 9>=9A

一般敏感区
@@9=>! !B=C@

适宜发展区
; C#@=;A @<=<<

非敏感区
>@!=C@ !<=BA

表
!

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结果

D1E,) < *)+',-+ ./ )0.,.&%01, +)2+%-%3%-4 0.56()7)2+%3) 1++)++5)2-

图
#

生态敏感性单因子评价结果

$%&'() # *)+',-+ ./ +%2&,) /10-.( )0.,.&%01, +)2+%-%3%-4 1++)++5)2- %2 $'71% D.F2

属于生态环境保护较好的区域! 由于受周边人类区域开发活动强度的影响" 其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为中

度" 但考虑区域的生态安全" 中度敏感区的开发建设活动应严格控制其规模和强度! 低度敏感区主要分

布于中部建成区以及南部工业建筑区域" 该类区

域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 其生态敏感度综合评价

较低" 该区域的建设用地布局和规模" 应该加强

控制保护好周围生态资源" 减弱对周边生态环境

安全的影响! 非敏感区主要集中于西部居民村落

片区" 以及中部居住# 工业建筑片区! 该片区距

湿地水域等环境敏感区较远" 并且受到人类区域

开发活动影响最大" 因而生态敏感性最低! 附海

镇区生态敏感度大体呈现从水体# 滩涂湿地到居

住# 工业建设用地逐步降低的趋势!

!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生态敏感性评价方法与景观生态

安全理论相结合的分析途径" 研究浙江省慈溪市

附海镇生态敏感性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状况! 结果

吕 渊等$ 浙江省慈溪市附海镇生态用地研究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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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从景观生态安全格局评判可以发现" 道路景观的破碎化程度最高" 受人为影响严重# 滩涂湿地景

观破碎化程度较低" 没有受到大量的人为干扰影响# 从生态敏感性评价可知" 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结果

与生态环境现状基本一致" 反映本研究所筛选的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较为合理" 其评价结果也具有客观

性# 生态高度敏感区最集中于北部沿海滩涂湿地等区域" 与景观安全格局分析中破碎化程度越低" 受到

人为影响越小" 生态敏感度越高的结果相符合# 基于
!

种分析方法的融合研究" 较以往单一研究方法所

分析的结果更具有科学性# 同时" 还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 将为乡镇区域建设规划方案

调整与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上述研究" 以此划分出促进本地区景观生态安全的核心保护区$ 控制发

展区$ 适宜发展区
&

类区域利用类型
'

并提出相应的管护措施#

本研究选择建设用地$ 交通用地和环境敏感区影响因子等指标" 研究开发活动对乡镇区域生态环境

的影响程度" 并结合土地利用类型影响因子" 试图深入探讨镇域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时所表证的生态用地

特征" 可为同类型区域开发及生态评价提供借鉴和参考# 当然" 也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 选用适宜

的评判方法" 并结合时间动态变化" 综合分析城镇生态用地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

(

& 邬建国
!

景观生态学! 格局$ 过程$ 尺度与等级%

)

&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

!

&

+,-./01. 2 /

"

345 6,))0-01 - / ,

"

67280190-2 ,* .800:; <=>4=?@AB =CCD =C A5=?@>4=? ?53A>C5E?5=4D 4<F?B=<

A5=C FD455A5@ F>CB?GH>?<

%

2

&

I I200-8),1 .

"

.8766J066 / K ! "#$$%$& '())*+, '-.,/0. %$ !+12,%2/! L?AG?DM?>@;

.F>A5@?>"N?>D4@

"

!%%!; #&O # #P$K

%

&

& 过萍艳" 蒋文伟" 吕渊
K

浙江省慈溪市宗汉街道城镇绿地生态网络构建%

$

&

K

浙江农林大学学报"

!%#$

"

!"

'

#

(!

Q$

R S(K

2TU :A5@V45

"

/7,12 J?5W?A

"

6% XH45K +C5<=>H?=AC5 CY =CW5 @>??5 D45G ?BCDC@AB4D 5?=WC>Z< CY [C5@\45 .HM"GA<"

=>AB= A5 +A]A +A=V

%

$

&

K 3 45/6%1$& 7 8 9 :$%;

"

!%#$

"

!"

'

&

(!

'( # )&K

%

$

& 俞孔坚
!

生物保护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

/

&

K

生态学报"

#OOO

"

"#

'

#

(!

^ # (PK

XT _C5@`A45K 645G<B4F? ?BCDC@AB4D <?BH>A=V F4==?>5< A5 MACDC@AB4D BC5<?>34=AC5

%

/

&

K 72,# <2*" '%$

"

(OOO

"

"#

'

(

(

; ^ #

(P!

%

P

& 陈利顶" 刘洋" 吕一河" 等
!

景观生态学中的格局分析! 现状$ 困境与未来 %

/

&

K

生态学报"

!""^

"

$%

'

((

(!

PP!( # PP&(K

+L01 6A5@GA5@

"

67T X45@

"

6% XA\?

"

/, 1"K 645G<B4F? F4==?>5 454DV<A< A5 D45G<B4F? ?BCDC@V; BH>>?5=a B\4DD?5@?<

45G YH=H>?

%

/

&

K 72,1 <2*" '%$

"

!%%^

"

$%

'

##

(

; PP!# # PP&#!

%

Q

& 刘宇" 吕一河" 傅伯杰
!

景观格局
"

土壤侵蚀研究中景观指数的意义解释及局限性 %

/

&

K

生态学报"

!%##

"

!&

'

#

(!

!QS # !SPK

67T XH

"

6% XA\?

"

bT 9C`A?K 7EFDAB4=AC5 45G DAEA=4=AC5 CY D45G<B4F? E?=>AB< A5 G?DA5?4=A5@ >?D4=AC5<\AF

%

/

&

K 72,1

<2*" '%$

"

!%##

"

!&

'

#

(

; !QS # !SP!

%

S

& 蒋文伟" 郭慧慧" 梅艳霞
!

宁波鄞州新城区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趋向性%

/

&

!

应用生态学报"

!%#!

"

$!

'

&

(!

S%#

# S%OK

/7,12 J?5W?A

"

2TU LHA\HA

"

)07 X45cA4

"

/, 1"K .=HGV C5 <F4=A4D =?5G?5BV CY H>M45 D45G H<? A5 1A5@MC XA5d\CH

1?W +A=V [C5?

%

/

&

K =5%$ > 7))" <2*"

"

!%#!

"

$!

'

&

(

; S%# # S%OK

%

^

& 赵军
K

平原河网地区景观格局变化与多尺度环境响应研究%

e

&

K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K

[L,U /HK 645G<B4F? :4==?>5 +\45@? 45G 7=< <$;%+*$0/$,1" ?/.)*$./ 72+*.. @0(",%)"/ A)1,%1" '21"/. %$ B%C#")"#%$

%

e

&

K .\45@\4A; 04<= +\A54 1C>E4D T5A3?><A=V

"

!%%^K

%

O

& 陈文波" 肖笃宁" 李秀珍
!

景观空间分析的特征和主要内容%

/

&

K

生态学报"

!%%!

"

$$

'

S

(!

##&P # ##$!K

+L01 J?5MC

"

]7,U eH5A5@

"

67 ]AHd\?5K 8\? B\4>4B=?>A<=AB< 45G BC5=?5=< CY D45G<B4F? <F4=A4D 454DV<A<

%

/

&

! 72,# <2*"

A%$

"

!%%!

"

$$

'

S

(

; ##&P # ##$!K

%

#%

& 彭建" 王仰麟" 张源
!

土地利用分类对景观格局指数的影响%

/

&

K

地理学报"

!%%Q

"

'&

'

!

(!

#PS # #QSK

:012 /A45

"

J,12 X45@DA5@

"

[L,12 XH45K -?<?4>B\ C5 =\? A5YDH?5B? CY D45G H<? BD4<<AYAB4=AC5 C5 D45G<B4F?

E?=>AB<

%

/

&

K 72,# D/*&+ A%$

"

!%%Q

"

'&

'

!

(

; #PS # #QSK

%

##

& 杨英宝" 江南" 苏伟忠
!

南京城市景观空间格局的变化分析%

/

&

K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

!%!



第
!"

卷第
#

期

!

$

"#

!% ! &'(

)*+, )-./012

$

34*+, +1

$

56 78-9:2./( 5;1<-1= ;1<<8>. 2? @>01. =1.ABC1;8 2? +1.D-./

%

3

&

( ! "#$%&$' ()* +$&,

"#- ./& 01

$

'EF&

$

!"

!

$

"

G !% ! &'(

%

"'

& 吴泽民$ 吴文友$ 高健$ 等
"

合肥市区城市森林景观格局分析 %

3

&

(

应用生态学报$

'FF!

$

#$

!

"'

"#

'""H !

'"''(

76 I8J-.

$

76 78.K2@

$

,*L 3-1.

$

2- #3( *.1=KB-B 2? @>01. ?2>8B< =1.ABC1;8 ;1<<8>. -. M8?8-

%

3

&

( 45&$ ! 6773

0/)3

$

'FF!

$

#$

!

"'

"

G '""H ! '"''(

%

"!

& 曾辉$ 江子瀛
"

深圳市龙华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景观结构研究# 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及异质性特征分析

%

3

&

(

应用生态学报$

'FFF

$

##

!

&

"#

N$H ! NH'O

IP+, M@-

$

34*+, I-K-./( Q1.ABC1;8 B<>@C<@>8 2? Q2./:@1 1>81 -. 5:8.9:8. R-<K A@>-./ ?1B< @>01.-91<-2. ;>2C8BBG

B<>@C<@>8 1.A :8<8>2/8.8-<K 1.1=KB-B 2? @>01. C2.B<>@C<-2. 1>81

%

3

&

( 45&$ ! 6773& 0/)3

$

'FFF

$

##

!

&

"

G N$H ! NH' (

%

"&

& 李秀珍$ 布仁仓$ 常禹$ 等
"

景观格局指标对不同景观格局的反应%

3

&

(

生态学报$

'FF&

$

!$

!

"

"#

"'! ! "!&(

Q4 S-@9:8.

$

T6 U8.C1./

$

RM*+, )@

$

2- #3( V:8 >8B;2.B8 2? =1.ABC1;8 J8<>-CB 1/1-.B< ;1<<8>. BC8.1>-2B

%

3

&

( 6/!

-# 0/)3 .&$

$

'FF&

$

!$

!

W

"

G "'! ! "!&(

%

"N

& 禹莎$ 陈宝禄$ 王祥荣
"

杭州市西北部生态带景观格局%

3

&

(

复旦学报# 自然科学版$

'F"F

$

$%

!

!

"#

!NN !

!$"(

)6 5:1

$

RMP+ T12=@

$

7*+, S-1./>2./( U8B81>C: 2? <:8 =1.ABC1;8 ;1<<8>. 2. .2><:#X8B< @>01. 8C2#08=< -.

M1./9:2@

%

3

&

( ! (81#$ +$&, "#- ./&

$

'F"F

$

$%

!

!

"

G !NN ! !$"(

%

"$

& 华癉$ 谢更新$ 石林$ 等
"

基于
,45

的市域景观格局定量分析与优化%

3

&

(

生态环境$

'FFY

$

#&

!

&

"#

"NN& !

"NN%(

M6* 5:8./

$

S4P ,8./Z-.

$

5M4 Q-.

$

2- #3( [@1.<-<1<-\8 1.1=KB-B 1.A 2;<-J-91<-2. 2? <:8 =1.ABC1;8 ;1<<8>.B 01B8A

2. ,45 1.A ]U*,5V*V5 -. @>01. 1>81BG 1 C1B8 -. R:1./B:1

%

3

&

( 0/)3 0$,&*)$

$

'FFY

$

#&

!

&

"

G "NN& ! "NN%(

%

"H

& 孔繁花$ 尹海伟
"

城市绿地功能的研究现状' 问题及发展方向%

3

&

(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F"F

$

'$

!

'

"#

""% ! "'&(

^L+, ]1.:@1

$

)4+ M1-X8-O 6>01. />88. B;1C8 ?@.C<-2.BG ;>8B8.<_ ;>20=8JB 1.A ?@<@>8

%

3

&

( ! "#$%&$' ()* +$&, "#-

./& 01

$

'F"F

$

'$

!

'

"

G ""% ! "'&(

%

"Y

& 常青$ 李双成$ 李洪远$ 等
"

城市绿色空间研究进展与展望%

3

&

(

应用生态学报$

'FFH

$

#"

!

H

"#

"$&F ! "$&$(

RM*+, [-./

$

Q4 5:@1./C:8./

$

Q4 M2./K@1.

$

2- #3 ( U8B81>C: ;>2/>8BB 2. @>01. />88. B;1C8

%

3

&

( 45&$ ! 6773

0/)3

$

'FFH

$

#"

!

H

"

G "$&F ! "$&$(

%

"%

& 欧阳志云$ 王效科$ 苗鸿
"

中国生态环境敏感性及其区域差异规律研究%

3

&

(

生态学报$

'FFF

$

!(

!

"

"#

% ! "'(

L6)*+, I:-K@.

$

7*+, S-12`8

$

a4*L M2./( R:-.1

(

B 8C2#8.\->2.J8.<1= B8.B-<-\-<K 1.A -<B B;1<-1= :8<8>2/8.8-<K

%

3

&

( 6/-# 0/)3 .&$

$

'FFF

$

!(

!

"

"

G % ! "'(

%

'F

& 颜磊$ 许学工$ 谢正磊$ 等
"

北京市域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

3

&

(

生态学报$

'FF%

$

!%

!

$

"#

!""H ! !"'N(

)*+ Q8-

$

S6 S@8/2./

$

S4P I:8./=8-

$

2- #3( 4.<8/>1<8A 1BB8BBJ8.< 2. 8C2=2/-C1= B8.B-<-\-<K ?2> T8-D-./

%

3

&

( 6/-#

0/)3 .&$

$

'FF%

$

!%

!

$

"

G !""H ! !"'N(

%

'"

&

UL554 b

$

bPRR4 *

$

*a*c4L d

$

2- #3( R2@;=-./ -.A-C1<2>B 2? 8C2=2/-C1= \1=@8 1.A 8C2=2/-C1= B8.B-<-\-<K X-<: -.#

A-C1<2>B 2? A8J2/>1;:-C ;>8BB@>8 -. <:8 A8J1>C1<-2. 2? .8X 1>81B <2 08 ;>2<8C<8AG <:8 C1B8 2? <:8 L=<>8;2 b1\8B81.A

<:8 Q-/@>-1. PJ-=-1. *;8..-.8 1>81

!

4<1=K

" %

3

&

( 9#$1:/#72 +*;#$ <3#$$

$

'FFY

$

")G "' ! '$(

%

'"

& 杨月圆$ 王金亮$ 杨丙丰
"

云南省土地生态敏感性评价%

3

&

(

生态学报$

'FFY

$

!"

!

N

"#

''N! ! ''$F(

)*+, )@8K@1.

$

7*+, 3-.=-1./

$

)*+, T-./?8./( PC2#B8.B-<-\-<K 1BB8BBJ8.< 2? =1.A -. )@..1. b>2\-.C8

%

3

&

(

6/-# 0/)3 .&$

$

'FFY

$

!"

!

N

"

G ''N! ! ''$F(

%

''

& 张磊$ 刘利强$ 胡海波
"

基于区域开发的钦州市生态敏感性分析及防控对策 %

3

&

(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

报$

'FF%

$

!)

!

!

"#

"$ ! 'F(

IM*+, Q8-

$

Q46 Q-e-1./

$

M6 M1-02( PC2#B8.B-<-\-<K 1.A C2@.<8> J81B@>8B 01B8A 2. >8/-2.1= A8\8=2;J8.<G 1 C1B8

B<@AK 2? [-.9:2@ R-<K

%

3

&

( ! 0/)3 =8*#3 0$,&*)$

$

'FF%

$

!)

!

!

"

G "$ ! 'F(

%

'!

& 傅世锋$ 张平$ 蒋金龙
"

基于开发区规划环评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

3

&

(

应用生态学报$

'F"'

$

!'

!

'

"#

&N%

! &$H(

]6 5:-?8./

$

IM*+, b-./

$

34*+, 3-.=2./( P\1=@1<-2. 2? =1.A >8B2@>C8B C1>>K-./ C1;1C-<K 2? A8\8=2;J8.< 92.8

01B8A 2. ;=1..-./ 8.\->2.J8.< -J;1C< 1BB8BBJ8.<

%

3

&

( 45&$ ! 6773 0/)3

$

'F"'

$

!'

!

'

"

G &N% ! &$H(

吕 渊等# 浙江省慈溪市附海镇生态用地研究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