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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地处哀牢山南段的元阳哈尼梯田景观为研究区!应用R*+’1T+T1计算景观格局指

标!运用+FG2@JA计算并统计斑块粒度以及景观各类型间的空间邻接长度 和 数 目 比 例!并 分

析了景观格局与 美 学 特 征 的 关 系&结 果 表 明";(旱 地)有 林 地)灌 木 林 和 水 梯 田 的 比 例 较

高!并形成耕地与林地面积都超过景观总面积#$b的优势格局!缺乏水域)裸 岩 或 裸 地 等 景

观组分#!(居民地具有斑块数目多 且 小 而 分 散 的 格 局 特 征#旱 地 形 状 最 复 杂!分 布 最 集 中!
天然草地和其他园地斑块数少且分布最 分 散#景 观 中 既 有 处 于 绝 对 优 势 的 巨 斑 块!又 有 数 目

众多的中等斑块!两者相间分布形成相对破碎和连通度中等的格局特征#=(景观中各类型间

的邻接类型数)邻接边长度和数目百分比 的 差 异 非 常 显 著!绝 大 多 数 类 型 都 与 旱 地 的 邻 接 比

例较高!受旱地影响强烈##(景观中水梯田面积比重大!平均斑块面积大且斑块间距小!是

形成梯田规模美的重要格局特征#"(耕地与林地在景观中的均衡构架!林寨田的立体分布格

局是梯田格局和谐美的重要表征#%(景观 空 间 邻 接 和 斑 块 规 模 特 征 是 景 观 格 局 的 重 要 特 征!
探讨景观格局特征与美学特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元阳#梯田#景观格局#美学特征

文章编号";$$$:$"H"’!$$%($#:$%!#:;$

;!引言

!!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的相互作用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由于格局研究是发现

景观镶嵌体中有潜在意义的规律性或确定产生和控制空间格局的因子和机制及其尺度性质

的重要方面!是进一步研究景观功能和动态的基础!因此!景观格局研究成为景观生态学

的研究基础和重点内容,;""-!研究论文占有较大的比重&景观格局是斑块间能流和物流相

互交流和作用的结果,%-!而景观斑块间能物流交换的主要介质是斑块边界!因此!斑块间

的空间邻接特性是景观斑块相互作用的基础!是景观格局和功能相互作用的空间表现之

一,&-!应受到重视&但是!目前景观格局分析的主要内容是斑块类型和景观水平的面积)
形状)数目)聚集程度及多样性的计算和分析!缺乏对斑块空间邻接特征及斑块规模等特

征的分析&另外!大多数研究只关注格局几何特征的分析和描述!忽略了格局的生态及社

会意义等方面 的 分 析,H";$-&因 此!本 文 在 分 析 景 观 格 局 特 征 时!不 仅 计 算 和 分 析 面 积)
形状)数目)聚集程度及多样性等特征!还计算分析景观空间邻接和斑块规模特征!并在

格局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景观格局与梯田美学特征的关系&

!!在;$$$多年的历史中!生活在哀牢山南段的云南世居民族///哈尼族建造并保存了

具有良好水土保持功能和极高美学价值的规模巨大的 $梯田景观%!其中元阳哈尼梯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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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建造之奇!在中国没有!在世界罕见%而闻名中外&!$$;年"
月!中国遗产专家考察团通过对元阳哈尼梯田的考察!认为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作为文化景

观有条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年底!红河哈尼梯田被国家建设部列入 $世界遗产预

备清单%!并于!$$#年在苏州举行的第!H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展出&对哈尼梯田的

研究始于!$世纪H$年代中期!主要是民族学者和社会学者在研究哈尼族的世界观)文化

传承等文化现象的过程中对梯田生产和管理方式)梯田稻作礼仪以及梯田历史的分析和总

结,;!!;=-&另外!作者对哈尼梯田的形成原因以及景观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但这

些研究以定性的描述和记录为主!缺乏对梯田景观的定量研究和分析!其中梯田景观空间

格局及其与美学特征的关系尚属空白&

!!研究区概况

!!元阳县位于东 经;$!i!&j";$=i;=j)北 纬!!i#<j"!=i;<j之 间&地 处 北 回 归 线 以 南!
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湿润多雨!年降雨量;#$=毫米!年平均温度;%5#s!年日

照;&&$5!小时!年无霜日=%=天!干湿季分明!立体气候显著&水稻土和森林分布广泛&
元阳县地处哀牢山南段的深切割中山地貌区!境内除在山间与河谷零星分布一些小的冲

积)堆积 坝 子 ’其 面 积 仅 占 总 面 积 的 $5"<b(外!其 余 都 是 山 地&;<<< 年 全 县

!$<!<5#B>! 耕地都分布在山区!且其中"=5;b为从事稻作农业的水梯田!大部分为哈尼

族耕种&县城南沙距昆明==#W>!距州府个旧市;#%W>!境内世居有哈尼)彝)傣)苗)
瑶)壮)汉七个民族&!$$=年全县人口为=%<##<人!其中哈尼族占"=5=b&同时!元阳

还是有名的滑坡县和国家级特困县&据记载!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已存在千年以上,;!-!
是哈尼文化最重要的内涵和存在形式!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另外!元阳梯田规模巨大!
最高级数达"$$$级!坡度最大达&"度!在中外梯田景观中罕见!而梯田)云海)蘑菇房

聚落景观浑然一体的美景已使之成为名扬海内外的观光胜地和摄影场所&

=!研究方法

!!格局指标是进行格局分析的有效方法!选择具有明确生态意义的格局指标是分析的关

键&本文选取李秀珍等,<-通过景观中性模型验证过的有效格局指标和个别在实际运用中能

恰当反映景 观 格 局 的 指 标 进 行 格 局 分 析!各 指 标 及 其 生 态 意 义 见 表;!计 算 方 法 详 见

R*+’1T+T12JFD@3E=的说明文档&
表!!格局指标及其生态意义

"#$%!!"’,G#..,-)()3(5,+#)3(.+,5121/(5#2A,#)()/

指标 英文简写 单位 生态意义

斑块面积百分比 ,0+6c b 指示景观中的优势类型

斑块数目 6, 个
指示景观或生境的破碎化

斑块密度 ,c 个1;$$$$B>!

斑块边缘密度 (c >1B>! 指示景观或类型的破碎程度

平均斑块面积 +*(+3P6 B>!1个 指示景观类型间的差异及景观的聚集和破碎程度

平均最邻近距离 (663P6 > 指示斑块或类型间的离散程度

聚集度 +. b 值越大!斑块类型的聚集度越高

蔓延度指数 /)6T+’ b 指示景观类型的聚集程度及连接性

多样性 1-c. O 指示格局的异质性!对景观中各类型非均衡分布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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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元阳县土地管理局出版的;<<$年的元阳县土地利用图 ’比 例 尺";r&"$$$(
为基本资料!运用’.1软件+FG2@JA经数字化获得元阳梯田景观的分类栅格图 ’格网分

辨率为=$米!见图版=图;(&景观分类体系有;=个类型 ’见表!(&分类当中!考虑到

研究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草地的覆盖率均在=$b以上!因此!未采用覆盖率作为划分

标准!而考虑了人为因素的影响&由于研究区有悠久的种茶历史!茶园分布较广泛!因此

划分成一个类型&此外!受红河的影响!滩涂的面积较大&应用’.1软件+FG2@JA!景

观粒度特征通过对属性表的统计和综合计算得到!景观斑块类型间的空间邻接长度)数目

和比例的计算通过矢量格式的转换和切割运算得到,;%-&

#!结果分析

=%!!景观空间格局特征

!!景观格局指标的计算结果见表!&由表可见!元阳景观总面积为!!;H"#5!B>!!其中

旱地和有林地的面积都超过了总面积的;1#!分别为!&5Hb和!"5=b!灌木林和水梯田

的比例也比较高!分别为;&5!b和;%5$b!除荒草地还占<5&b外!其余类型均在;b以

下!可见景观中的优势类型是林地和耕地&
表6!元阳梯田景观斑块类型格局指标

"#$%6!]#)3+5#G,A,.-(5+14G#.5’.:G,+14 8̂#):#)/.,--#5,34(,23

类型名称 .c ,0+6c 6, ,c (c +*(+3P6 (663P6 +.

水梯田 ;; ;%5$ !"= ;;5# ;$5$ ;#$5% #%<5# <"5#

旱梯田 ;! $5# ;& $5&& $5= "$5$ =$<;5! <#5=

旱地 ;# !&5H !<# ;=5!" ;&5H !$<5& !<!5= <"5=

果园 !; $5% ;! $5"# $5= ;$#5< ##=&5H <"5!

茶园 != $5" =& ;5%& $5% =;5< !&<$5! <!5"

其他园地 !" $5= H $5=% $5! <#5# ;$=!H5# <"5<

有林地 =; !"5= =;% ;#5!# ;=5! ;&&5= =%!5; <"5<

灌木林 =! ;&5! !H; ;!5%& ;;5# ;="5& #$&5! <"5$

疏林地 == $5< =! ;5## $5& %;5< !%$;5% <#5#

天然草地 #; $5# ! $5$< $5; #&$5H ;#"%!5" <H5"

居民地 "= $5< ""! !#5HH !5# =5# &##5! &<5;

滩涂 &% $5$ " $5!= $5$ !;5! %&$;5< <=5<

荒草地 H; <5& ;H$ H5;; %5# ;;<5# %"#5$ <"5;

总景观 ;$$ ;<H< H<5% =;5H ;;;5" &$=5& <"5!

!!从斑块数目特征来看!居民地的斑块数目超过了景观斑块总数 ’;<H<个(的;1#!居

第一位!其斑块密度也最大#有林地)旱地)灌木林和水 梯 田 的 斑 块 数 目 都 在!"$个 以

上!斑块密度都大于;$个1B>!!说明这几个类型比较破碎&从大类来看!包括有林地)
灌木林和疏林地的林地斑块数目最多!为%!<个!包含水梯田)旱梯田和旱地的耕地斑块

数目在其次!为"%#个!说明这两个类型相对破碎&

!!从形状特征来看!旱地的边界密度最大!形状最复杂!有林地)灌木林和水梯田形状

也比较复杂&平均斑块面积指数显示!天然草地有两个比较大的斑块!旱地)有林地和水

梯田这三个类型的平均斑块面积都比较大!说明它们在空间上相对聚集!最小的 是 居 民

地!体现了农业景观中居民地相对分散的特征!而这些类型的平均最邻近距离和聚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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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体现了聚集分布的特征&

!!从景观水平看!元阳县的斑块密度大!边缘也比较复杂!平均斑块面积中等!平均最

邻近距离较近&蔓延度值仅为%;5;!体现出相对破碎的特点!多样性指数则说明景观的

异质性较低&

=%6!景观及斑块类型水平的粒度特征

!!景观中不同大小级别的斑块数量的组成状况就是斑块的粒级结构,;&-&一般按照斑块

面积大小划 分 各 类 型 斑 块 的 等 级 规 模!结 果 见 表=&由 表 可 见!水 梯 田 类 型 规 模’
;$$$B>!的巨大斑块数目占总数的!b!其面积占该类型的#=5!b#规模在;$$""$$B>!

之间的斑块数目占该类型的;%5;b!面积占其总面积的!H5<b#绝大多数斑块的面积处

于;$""$B>!之间#此类型没有面积小于"B>!斑 块!说 明 该 类 型 总 体 上 面 积 都 比 较 大!
呈现连片分布的特点&旱梯田类型规模集中分布在;$""$$B>!之间!其中规模在;$$"
"$$B>!的斑块面积占类型总面积的#%5=b!居第一!规模在;$""$B>!之间的斑块数目

最多!占"H5Hb&旱地的斑块规模分布特征与水梯田类似!规模’;$$$B>!的巨大斑块面

积却占该类型总面积的"%5Hb!居第一!"H5"b的斑块面积处于;$""$B>!之间!缺乏

规模小于"B>!斑块!说明此类型 面 积 也 比 较 大!并 连 片 分 布&天 然 草 地)滩 涂)果 园)
茶园和其他 园 地 的 斑 块 面 积 大 多 处 于;$""$$B>!之 间!属 中 大 斑 块&有 林 地 面 积’
;$$$B>!的 巨 大 斑 块 面 积 占 总 面 积 的"$5&b!占 总 数 目"#5=b的 斑 块 面 积 处 于;$"
"$B>!之间!但也有面积小于"B>!的斑块!说明此类型不仅有连片分布的大斑块!还有

零星分布的小斑块&&Hb的灌木林地斑块面积大于;$$B>!!但其总数目的"!5"b的斑块

面积在;$""$B>!之间!说明该类型也有较多的小面积斑块!比较破碎&疏林地类型的斑

块规模集中分布在;$""$$B>!之间!其总数目的"%5=b的斑块面积在;$""$B>!之间!
说明该类型也比较破碎&居民地斑块数总数的H=5"b与总面积的"<5#b的斑块面积都#
"B>!!充分体现其小而分散的空间格局&"H5<b的荒草地斑块数面积在;$""$B>!之间&

表<!各斑块类型规模的数目和面积百分比 $O&

"#$%<!T,-5,).#/,14)8A$,-#)3#-,#14.’,+(9,14,#5’G#.5’.:G,$O&

.c
’;$$$B>! "$$";$$$B>! ;$$""$$B>! "$";$$B>! ;$""$B>! "";$B>! #"B>!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 ! #=5! ! <5& ;%5; !H5< ;"5& &5H %;5H ;$5! !5# $5; $ $

;! $ $ $ $ ;&5% #%5= !=5" !H5< "H5H !#5H $ $ $ $

;# =5= "%5H #5& ;%5% ;=5% ;=5; ;&5< "5< "H5" &5" ! $5; $ $

!; $ $ H5= %; H5= <5= !" ;"5& "H5= ;# $ $ $ $

!= $ $ $ $ !5H !;5% ;;5; !$5< H$5% ""5H "5% ;5% $ $

!" $ $ $ $ =&5" %&5< !" ;H5H =&5" ;=5! $ $ $ $

=; ;5< "$5& !5H ;$5! !$5! !=5; ;<5% &5& "#5= H5! $5< $ $5= $5;

=! ;5H !<5H =5< ;<5; ;H5H !<5; !;5% ;;5# "!5" ;$5% ;5# $5; $ $

== $ $ $ $ ;"5% #"5# !H5; =!5; "%5= !!5" $ $ $ $

#; $ $ "$ H#5; "$ ;"5< $ $ $ $ $ $ $ $

"= $ $ $ $ $ $ $5! =5# !5< ;$5" ;=5" !%5& H=5" "<5#

&% $ $ $ $ $ $ $ $ ;$$ ;$$ $ $ $ $

H; !5! =%5< ;5; & ;<5# =!5% ;%5; <5! "H5< ;#5! ;5& $5; $5% $
总景观 ;5" ##5! !5; ;=5# ;!5# !=5= ;=5# H5# #!5= <5H #5< $5= !=5; $5"

!注".c对应的各景观类型名称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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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除天然草地和居民地外!其他类型的大多数斑块面积都在;$""$B>!之间!说

明景观中存在许多这类中等规模斑块!处于该规模的斑块数目占景观总数的#!5=b也体

现了这个特征!但从面积比例上看!景观面积的##5!b处于’;$$$B>!的层次上!说明景

观中存在大面积分布的巨斑块!体现出既有处于绝对优势的巨斑块!又有数目众多的中等

斑块相间分布的相对破碎的格局特征&

=%<!景观及斑块类型的空间邻接特征

!!表#)表"是元阳梯田景观中各类型间的空间邻接边长度和数目的百分比&
表=!元阳梯田景观中各类型间的邻接边长度百分比 $O&

"#$%=!T,-5,).#/,14),(/’$1-()/2,)/.’#A1)/G#.5’.:G,+() 8̂#):#)/.,--#5,34(,23+2#)3+5#G,$O&

;; ;! ;# !; != !" =; =! == #; "= &% H; 合计 ’>(

;; O $5% =#5< $5" ;5$ $5# !#5! ;!5H $5# $5$ ;&5! $5! &5< ;H!&$$!#

;! !%5H O !=5$ $5$ $5= $5$ =$5< &5& $5$ $5$ H5; $5$ =5! =HH<$H

;# ;H5& $5= O $5% ;5" $5H !H5H !;5& ;5$ $5$ ;#5& $5$ ;;5< =#$&=!&!

!; ;&5# $5$ #!5# O $5$ $5$ =5! !$5# ;5$ $5= ;#5& $5% $5$ #<!<%$

!= ;H5$ $5; "!5; $5$ O $5$ ;%5; %5< $5# $5$ $5" $5$ "5H <%&""&

!" ;%5= $5$ %!5H $5$ $5$ O ;5$ H5% $5$ $5$ ;5< $5$ <5# ##&%<;

=; ;&5; $5" =H5; $5; $5% $5$ O !$5% !5& $5; <5# $5; ;$5H !"H$==$&

=! ;!5$ $5! =H5$ $5" $5= $5! !&5= O ;5% $5; "5; $5$ ;#5% ;<#!=H<H

== #5& $5$ !!5! $5= $5! $5$ #"5! !;5$ O $5; $5" $5$ "5H ;";&;&<

#; $5$ $5$ =5= ;5" $5$ $5$ ;%5" ;&5= ;5& O ;"5& $5$ ##5$ ;;!!!&

"= !%5H $5= #!5" $5% $5$ $5; !$5& H5" $5; $5; O $5$ $5= ;;&%;$H=

&% "<5= $5$ $5$ #5# $5$ $5$ !$5< H5& $5$ $5$ ;5$ O "5& %<=<H

H; ;!5% $5; ="5% $5$ $5" $5# !#5" !#5H $5H $5# $5= $5$ O ;;#$"##H

!注".c对应的各景观类型名称见表!

!!由表#可见!水梯田与旱地的邻接边长度最长!其后依次是有林地)居民地)灌木林

地和荒草地!说明此类型与旱地和有林地的关系最密切&旱梯田与有林地)水梯田和旱地

的邻接比例分别为其总长的前三位!说明旱梯田与这三种类型相间分布!相互影响强烈&
事实上!元阳梯田的修筑过程首先是开挖成旱地!然后再修成梯田!在常年有水源保证的

地方 ’森林蓄积的泉水是梯田的主要水源(!修成水梯田!在夏季可提供足够灌溉水的地

方修成旱梯田&旱地与有林地和灌木林地的邻接比例都超过了其总长的!$b!说明旱地

主要分布在林地中间!主要由采伐森林开荒而来&果园)茶园和其他园地与旱地的邻接比

例分比占其总长的#!5#b)"!5;b和%!5Hb!说明园地基本都分布在旱地周边!相互影

响强烈&有林地与旱地和灌木林地邻近比例较高!说明该类型受人类活动影响!被开发成

旱地或采伐成灌木林地!而灌木林地与旱地和有林地较高的邻接比例也说明了同样的问

题!疏林地与有林地的邻接比例为其总长的#"5!b!说明前者主要由后者转化而来&天

然草地与荒草地的邻接比例占其总长的##b!说明它转向荒草地的可能性最大&居民地

与旱地)水梯田和有林地的邻接比例都比较高!说明元阳的当地居民以旱地产出为主!水

稻生产其次!并且居民地周边的森林保护较好&滩涂与水田邻接比例高达"<5=b!说明

滩涂地处低洼地带!由于水深过高而不适于栽种水稻&荒草地与旱地和有林地)灌木林地

的邻接比例都比较高!说明它是人们开挖)耕种旱地以及采伐林地的结果&

!!由表"可见!元阳梯田景观中各类型间的邻接边数目百分比与邻接边长度百分比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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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相似!只是比例有所差异&从邻接边的总数目来看!旱地与其他类型的 邻 接 边 数 目 最

多!为!"%;条!最 少 的 是 滩 涂!但 综 合 表#和 表"!从 每 条 邻 接 边 的 长 度 来 看!旱 地

’;==$">(’其 他 园 地’;!&<;>(’有 林 地’;!"!%>(’灌 木 林 地’;!#H=>(’荒 草 地

’;;&;$>(’水梯田’;;=%<>(’疏林地’;;#$&>(’居民地’;$H%$>(’果园’<H"<>(’茶园

’&H%%>(’’&$;#>(’滩涂’"==H>(’旱梯田’"$";>(!说明旱地与其他类型的单位邻接

边长度最长!而旱梯田最短!表明单位边缘长度上影响旱地的类型比旱梯田要少得多!即

分布在旱地周围的类型少于其他类型!旱地具有控制作用&
表H!元阳梯田景观中各类型间的邻接边数目百分比 $O&

"#$%H!T,-5,).#/,14),(/’$1-()/)8A$,-#A1)/G#.5’.:G,+() 8̂#):#)/.,--#5,34(,23+2#)3+5#G,$O&

;; ;! ;# !; != !" =; =! == #; "= &% H; 合计 ’条(

;; O $5& ="5; $5< $5& $5# !!5! ;#5H $5# $5$ ;%5= $5= H5! ;%$&

;! ;#5= O !%5$ $5$ ;5= $5$ =!5" ;;5& $5$ $5$ <5; $5$ "5! &&

;# !!5$ $5H O $5" ;5" $5" !%5< ;<5H ;5; $5$ ;"5% $5$ ;;5! !"%;

!; !H5$ $5$ !H5$ O $5$ $5$ H5$ !$5$ !5$ !5$ ;$5$ !5$ $5$ "$

!= <5H $5H =;5& $5$ O $5$ !<5= ;!5! ;5% $5$ ;5% $5$ ;=5$ ;!=

!" ;&5; $5$ #$5$ $5$ $5$ O !5< ;#5= $5$ $5$ !5< $5$ !!5< ="

=; ;&5= ;5! ==5# $5! ;5& $5$ O ;<5H !5! $5; ;!5< $5; ;;5$ !$%$

=! ;"5= $5% =!5" $5% ;5$ $5= !%5! O ;5H $5= %5$ $5; ;"5! ;""%

== "5= $5$ !;5H $5H ;5" $5$ ==5H !;5; O $5H !5= $5$ ;!5H ;==

#; $5$ $5$ %5= %5= $5$ $5$ ;H5H =;5= %5= O %5= $5$ !"5$ ;%

"= !#5! $5% =%5H $5" $5! $5; !#5" H5& $5= $5; O $5; #5$ ;$H=

&% =H5" $5$ $5$ &5& $5$ $5$ ;"5# ;"5# $5$ $5$ &5& O ;"5# ;=

H; ;=5# $5# !<5# $5$ ;5% $5H !=5! !#5= ;5& $5# #5# $5! O <&#

!注".c对应的各景观类型名称见表!

!!总体上看!元阳梯田景观中绝大多数类型都与旱地的邻接比例较高!而旱地本身主要

与林地邻接!说明旱地是景观中的优势类型!对其他类型有非常重要的制约作用!而且它

主要由林地转化而来&

=%=!景观格局与元阳梯田的规模美特征

!!从旅游美学价值看!元阳梯田景观最吸引旅游者的景色是 $规模巨大而分布广泛的水

梯田%!即其具有规模美的特征!无数旅游者都被境内那些规模巨大的 $田山%所 折 服&
如前所述!元阳水梯田类型的面积为=""&=5&%B>!!占景观总面积的;%5$b!共!"=个

斑块!斑块平均面积为;#$5%B>!!斑块间的距离为#%<5#>!呈现出斑块面积较大且空

间分布广泛的特征!因而旅游者进入元阳境内随处可见呈大片分布的梯田!给人以震撼之

感#其次!元阳水梯田规模美的另一个特征是存在巨大而独立的梯田斑块&在梯田分布核

心区!有几片规模巨大的连片梯田///包括坝达O麻栗寨O多依树)猛品梯田片区!其中

坝达O麻栗寨O多依树片区梯田的面积达<;=!5%B>!!是景观中梯田面积最大的斑块!梯

田级数达"$$$余级!也是境内最著名的梯田观赏路线!猛品梯田片区面积为"$!5;B>!!
以其海拔高差近!$$$>而闻名#从斑块粒径分布可见!整个元阳境内水梯田斑块面积大

于"$$B>!的有;$个!它们的面积为;HH="B>!!占水梯田总面积的"=b!因此!只要具

有合适的视点!这些巨大的水梯田斑块都是非常独特的景观#其三!从田块的面积或规模

看!大者几亩!小者仅有澡盆般大小!这些参差不齐的田块与梯田田埂曲折溜滑的线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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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形成了独特的景色&

=%H!景观格局与元阳梯田的格局美特征

!!在农业景观中!常见的景观格局是耕地分布广泛而林地面积非常有限&由景观格局特

征看!元阳水梯田和旱地两者占总面积的#=5Hb!有林地和灌木林两者占#!5<b!可见

耕地和林地在景观中占有绝对优势!并呈现出均衡构架的特征!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景观

格局&因为耕地非常多的地区往往人口众多!世界各地的研究都已经证实!过高的人口压

力会使森林面积锐减!这种情况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仍依靠当地资源的欠发达地区尤为突

出&元阳梯田景观中耕地和林地的这种均衡构架!是保障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的哈尼梯田景

观持续存在的基础#另外!由景观空间邻接特征可知!耕地与林地的邻接边长度和数目都

最大!居民地与旱地)水梯田和有林地的邻接比例都比较高!体 现 出 林 中 有 田)田 中 有

林)田中有寨)寨中有林的和谐的人居环境特征!这种林田寨和谐分布的景观构型正是人

们所追求的目标#第三!元阳梯田在 ’垂直(空间上形成了林O寨O田O河的格局特征!
正是这一空间格局!形成了景观中独特的物质能量流动!使景观得以持续存在上千年而不

毁,;"-&以面积最大的坝达O麻栗寨O多依树片区梯田景观为例!从东观音山山顶沿麻栗

寨河右岸到山脚的红河河谷!直线距离!$W>!依次为林地O旱地O村寨 ’全福庄(O水

梯田O有林地O水梯田O旱地O灌木林地O水梯田O河谷等景观类型!其中水梯田空间长

度占整个剖面长度的%=b!林地占!%b!旱地占<b!村寨占!b ’图!(&由图!可见!
林地为村庄和梯田提供水源!梯田又为处于较低海拔的森林提供水源!然后再养育位于更

低海拔的梯田!形成了林养田)田育林的物质和能量循环格局&

图!!元阳县麻栗寨河沿岸景观空间分布格局

R@C5!!TBJF@Z?F@?E4?ENDG?ZJZ?KKJFE3LP?4@VB?@*@IJF@E_8?E9?EC/38EK9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元阳哈尼梯田景观格局与美学特征有";(从组分完整性看!景观中优势

类型突出!缺乏水域)裸岩或裸地类型!没有水域类型主要是因为该区山高坡陡!没有成

湖 ’库(条件!而密如蛛网的河流渠系由于宽度较窄!不能表示为斑块&没有裸岩或裸地

类型一方面是因为该区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水热条件较好!植被生长旺盛!另一方面也说

明该区的自然环境保护较好&元阳梯田景观中旱地)有林地)灌木林和水 梯 田 的 比 例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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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并形成耕地与林地面积都超过景观总面积#$b的优势格局!说明该区人为活动强烈!
而自然森林保存较好!是景观持续存在的重要基础#!(景观呈现相对破碎和连通度中等

的特征&林地)耕地和居民地的斑块密度都比较大!形状也比较复杂&景观中存在许多面

积在;$""$B>!之间的斑块!但景观面积的##5!b处于斑块面积’;$$B>!的层次上!体

现出既有处于绝对优势的连通度较高的巨斑块!又有数目众多的连通度较低的中等斑块!
两者相间分布形成相对破碎的格局#=(景观中各类型间的邻接类型数)邻接边长度和数

目百分比的差异非常显著!各类型间的相互作用比较复杂!其中绝大多数类型都与旱地的

邻接比例较高!显示了旱地在景观中的优势地位!它主要由林地转化而来##(元阳梯田

景观中不仅水梯田面积的比例高!且平均斑块面积大)斑块间距小!是形成梯田规模美的

重要格局特征#"(耕地与林地在景观中的均衡构架)林寨田的立体分布格局是梯田格局

和谐美的重要表征#%(景观空间邻接和斑块规模特征是景观格局的重要特征&同时!梯田景

观格局是其美学特征的重要方面!探讨景观格局特征与美学特征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元阳梯田景观作为中国世界遗产的备选地!具有生产)生态)文化与极高的美

学价值等多种功能!而全球气候变化)过高的人口压力与较低的生产水平!加之交通)医

疗条件的改善和哈尼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梯田景观面临水源不足以及崩塌)滑坡等灾害的

威胁&据春城晚报报道!!$$"年=""月间元阳受=H年一遇的大旱年影响!哈尼梯田核

心区内海拔H$$>到;!$$>范围内的梯田基本干涸!面积达;!$$B>!&这些梯田原本常年

保水!靠溪流灌溉!严重的干旱使部分溪流断流!保水田失去补 给!在 烈 日 下 裸 露 出 泥

土!刚刚移栽的秧苗旱死在田里,;H-&因此!如何保障梯田的持续存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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