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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要求景观沿着多功能景观的方向发展。多功能景观是景观发展的最优阶段, 正日益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
注。笔者在总结多功能景观概念和特点的基础上 ,依循“斑块- 廊道- 基质”模式, 从多功能斑块、多功能廊道和多功能基质3 个方面评
述了多功能景观的研究现状 ,并展望了多功能景观的研究方向 ,即多功能景观预演、多功能景观交错带的研究和多功能景观研究方法的
多学科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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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ZHANG Pan- pan et al  (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Shenyang , Liaoning 110016)
Abstract  Today’s social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requires landscapes to be multifunctional .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 being the opti mumstage of
the landscape development , is getting attentions fromexperts and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 Based on summarizing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 the current research situations of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were reviewed from3 aspects of multifunctional plaque , multifunc-
tional corri dor and multifunctional matrix , following the model of “plaque-corridor- matrix”. And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were
predicted , incl uding multidiscipli nary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research onthe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rehearsal and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i nterlaced
zone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multifunctional landsca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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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 人口的激增, 人类活动

对资源的影响日益强烈, 人类可利用的资源日渐短缺。为

此, 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 必须走出以往对资源的掠夺式利

用方式 , 而采取高效利用模式。

景观作为一个由不同的土地单元镶嵌组成, 具有明显视

觉特征的地理实体 , 兼具经济、生态和美学价值[ 1] , 是一种可

利用资源。人类以各种方式利用景观, 地球上许多景观正在

以比过去更大的强度被利用, 而且日趋以不同的目的被同时

使用[ 2] 。正因为如此, 景观必须沿着多功能景观方向发展。

国内外各专家学者逐渐意识到多功能景观研究的重要性, 并

开始进行相关的研究。2000 年l0 月在丹麦罗斯基勒召开的

多功能景观国际会议(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

functional Landscap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Landscape Re-

search and Management”) , 首次提出了“多功能景观”的研究议

题[ 3] ;2005 年5 月18～19 日在德国吉森大学召开了以“景观

的多功能性: 分析, 评价, 决策支持”为主题的“景观多功能

性”国际会议, 从生物多样性、生态水文和经济等几个方面探

讨了景观多功能性, 再一次把多功能景观提到了国际议程 ;

2007 年7 月8～12 日在荷兰举行的第七届国际景观生态学会

世界大会, 景观功能是其主要议题之一, 再次强调了多功能

景观研究的重要性。F . Burel 和J . Baudry 发现法国的乡村景

观已由具单一功能的景观向集保护自然、保护环境、娱乐及

生产等功能为一体的多功能景观转化[ 4] ;Prasnee Tipraqsa 等

人研究了泰国东北部整合性农业系统的多功能性, 认为整合

后的农业景观是具有食品保障、环境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

功能等多功能景观[ 5] ; 周华荣研究了干旱区湿地多功能景

观, 并对其前景进行了分析, 提出现代地理学、生态学、湿地

科学的众多研究方法, 可以用来对干旱区湿地多功能景观进

行更深入的研究[ 2] ; 徐高福等提出建设千岛湖新型多功能景

观游憩林, 使其不仅具有休闲旅游的功能, 而且还具有保持

水土、涵养水源、提供优质饮用水、为野生物种提供栖息地及

促进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等功能[ 6 - 7] ; 李洪远等研究了海河综

合开发改造与多功能生态堤岸建设, 建议将海河堤岸改造成

集防洪功能、市民休闲、娱乐的亲水功能、城市河道自然生态

系统恢复的功能与视觉审美上的河道景观功能为一体的多

功能生态堤岸[ 8] ; 谢花林等从北京山区的地理区位、资源环

境特点及首都整体功能要求等方面探讨了北京山区景观的

功能, 认为其应有生产功能、生态效应功能、休闲功能等3 个

层次的功能[ 9] 。

从总体上看, 国内外对多功能景观的关注仍旧是比较欠

缺的, 还没有形成系统。目前不同景观类型的开发利用多把

目光集中在一两种功能上 , 而过度开发一两种功能的结果

往往是以牺牲其他功能为代价[ 10 - 17] , 从而导致难以构建多

功能景观。因此, 应积极探讨多功能景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论体系 , 为多功能景观的构建提供准确有效的科学依据。

1  多功能景观的概念及特点

1 .1  多功能景观的概念  一般而言, 可将一个区域可划分

为多个景观类型, 每个景观类型又包含多个斑块。关于景观

的定义, 众说不一[ 18 - 19] 。肖笃宁综合了诸家之所长及近年

的发展, 将景观定义为: 景观是一个由不同土地单元镶嵌组

成、具有明显视觉特征的地理实体; 他处于生态系统之上, 大

地理区域之下的中间尺度; 兼具经济、生态和文化的价值[ 20] 。

多功能景观作为景观类型中的一种 , 是景观发展的最优阶

段, 国内外专家学者试着给其定义, 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

2000 年召开的多功能景观国际会议当中, 主要从抽象的

空间观点来定义多功能景观, 提出多功能性可能至少有3 个

定义: ①作为与独立的土地单元相关的不同功能的空间组合

的多功能性( 空间独立) ; ②作为不同时间 , 特别是某一周期 ,

同一土地单元的不同功能的多功能性( 时间独立) ; ③作为同

一或不同时间 , 同一或不同土地单元不同功能的整合的多

功能性( 空间整合或“真多功能性”) [ 2] 。Jesper Brandt 在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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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析了丹麦的农业景观近42 年( 1954 ～1996) 的发展趋势

后, 认为多功能景观是指同时具有景观生态系统的生汰功

能、有关土地利用的功能和社会功能等的景观[ 3] 。周华荣认

为未来的景观必须同时发挥多重功能, 即作为生命生存场所

的生态功能 ; 作为生产活动场所的经济功能; 作为旅游和特

色文化场所的社会 - 文化功能; 作为居住和景观本身存在场

所的历史功能; 作为人类感知场所的美学功能[ 2] 。

综合各家之所长 , 在景观定义的基础上, 给多功能景观

以如下定义: 多功能景观是景观在高强度人类活动作用下的

产物, 是景观发展的最优阶段, 兼具生态功能、经济功能、文

化功能、历史功能和美学功能等多重功能的综合异质单元。

1 .2  多功能景观的特点  Brandt .J 曾总结了多功能景观的

7 个特点[ 3] , 但主要是针对多功能农业景观, 特别是针对发达

国家的多功能农业景观而言。多功能农业景观作为多功能

景观的一个类型, 具有多功能景观的共性, 也有其自身的特

性。在该认识的基础上 , 通过各种类型多功能景观的比较分

析, 认为多功能景观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2.1 以某一功能为主导, 即存在主导功能。不同类型的

多功能景观其主导功能不一样, 同一多功能景观在不同的时

间尺度和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具有不同的功能。

1 .2.2 整体多功能性。从景观尺度上来看, 多功能景观作

为一个整体在某一时间尺度上具有多种功能, 或随着时间尺

度的变换, 多功能景观的主导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

1 .2 .3 组分多功能性。任何一个景观都可以看成是由斑

块、廊道和基质3 大组分构成的整体。组成多功能景观的这

3 大组分自身也具有多功能性, 即由多功能斑块、多功能廊道

和多功能基质共同构成了多功能景观。

1 .2.4 关联多功能性。作为整体的多功能景观, 或是各种

多功能组分 , 即多功能斑块、多功能廊道和多功能基质等所

具有的各种功能间存在着相互关联, 正因为有着这种关联 ,

才使得景观整体多功能性和组分多功能性得以持续下去。

如一个多功能森林景观的服务功能可以大体上分为3 个方

面, 即: 生态服务功能、生产功能、景观和社会文化功能。生

产功能主要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需求; 景观和社会文化功能

主要满足人类的精神生活需求; 而生态服务功能则为上述两

种功能的实现提供保障[ 21] 。

2  多功能景观研究现状

Forman 和 Godron 在观察和比较各种不同景观的基础上 ,

认为景观主要由斑块、廊道和基质这3 个组分构成[ 22 - 23] 。

由此, 研究多功能景观, 可以以“斑块 - 廊道- 基质”模式为

基础, 从多功能斑块、多功能廊道和多功能基质3 个方面进

行探讨。

2 .1 多功能斑块 斑块是指与周围环境在外貌上或性质上

不同, 并具有一定内部均质性的空间单元[ 24] 。在各种不同

类型的景观中, 同时存在着各种大小、形状、结构各异的斑

块。Forman 从斑块的面积大小的角度, 探讨了斑块的生态学

功能[ 25] 。陈娟等依据斑块形状原理 , 认为一个能满足多种

生态功能需要的斑块的理想的形状应该包含一个较大的核

心区和一些有导流作用及能与外界发生相互作用的边缘触

须和触角[ 21] 。景观的功能是基于自身结构的基础 , 而功能

亦是结构的体现[ 26] , 因此探讨斑块的功能必须结合斑块的

结构。目前研究的较多的有多功能绿地斑块、多功能水体斑

块和多功能建筑物斑块3 种类型。

2 .1.1 多功能绿地斑块。城市的绿地斑块大致可分为以下3

种: 城市居住小区的绿地斑块, 城市公园的绿地斑块和城市

的其他绿地斑块。城市居住小区的绿地斑块的基本功能是

为小区居民营造出一个好的生态环境, 包括能较好地制造氧

气, 净化空气, 隔离小区外的噪音功能, 提供阴凉, 减少到达

小区内部的太阳辐射。辅助功能有美化环境、遮挡、分割空

间、除尘的功能[ 27] 。城市公园的绿地斑块的主导功能则是

美化环境, 制造氧气、净化空气等功能则是其辅助功能。而

城市的其他绿地斑块具有提供生物栖息地、维持物种、能量

及物质聚集与流动等功能[ 28] 。营口市渤海大街两旁的绿地

斑块具有景观生态功能、景观功能和综合服务功能等功

能[ 29] , 可认为是多功能绿地斑块。

2 .1.2 多功能水体斑块。农业景观中水体斑块的主导功能

是提供饮用水、灌溉农田等, 非主导功能则包括休闲游憩、物

质流通等功能。城市居住小区、公园、风景区中的水体斑块

则以美化环境、休闲游憩、提高景观质量等作为其主导功能 ,

其他功能则是辅助的了。广州市汇景新城中流动性的水体 ,

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提高了城市景观质量[ 27] 。湿地

景观中的水体斑块主要具有提供生物栖息地、维持物种、物

质循环及调节微气候等功能。马学慧等人曾对中国湿地进

行研究, 认为从生态效益上来讲, 湿地不仅能够控制洪涝灾

害、保护水源、调节微气候 , 而且还具有净化水源、改善土壤

及增加物种数量等功能[ 30] 。

2 .1.3 多功能建筑物斑块。农业景观中的建筑物斑块首先

是为农村常住人口提供住所; 其次, 具有其美学功能 , 如在发

展旅游业的农业景观中, 建筑物可以和周围的农田景观相得

益彰; 此外, 还具有加快物质循环、节约能源、净化空气等功

能, 如在许多农村已经修建的沼气池。公园、风景区中的建

筑物斑块主要具有休闲游憩及美学功能, 其次还具有提供交

流平台等社会功能。城市景观中的建筑物是基质 , 在此不作

论述。

从以上3 种主要类型的多功能斑块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

多功能斑块具有一种或两种主导功能, 多种非主导功能; 不

同类型的多功能斑块所具有的主导功能及非主导功能不一

样; 同一类型的多功能斑块在不同的景观类型中所具有的主

导功能和非主导功能也不一样。

2 .2 多功能廊道 廊道是指景观中与相邻两侧环境不同的

线状或带状结构[ 24] , 其既是物种迁移的渠道, 也可以是物种

迁移的屏障, 其作用要视具体物种而定[ 31] 。根据其组成内

容或生态系统类型, 可将廊道分为道路廊道、河流廊道、森林

廊道等类型[ 24] 。廊道类型多样, 各种类型的廊道又各具功

能, 因此从本质上讲, 廊道本身就是多功能的。廊道的主要

功能包括运输、物质能量的交流、环境保护和美学价值等[ 31] 。

现从廊道的几个主要类型, 如道路廊道、河流及堤岸廊道、电

网线廊道等来探讨多功能廊道。

2 .2.1 多功能道路廊道。道路根据其所处的位置、交通性

质、使用特点等可分为铁路、公路、城市道路、农村道路、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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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厂矿道路和人行小路等。各种类型的道路廊道所具有

的功能各不相同, 但都不是只具有单一的功能 , 也就是说各

类型的道路廊道都具多功能性。例如, 铁路除了具备其基本

的运输功能外, 还可具有城市窗口功能、广告廊道功能、旅游

景观功能[ 32] 及宣传教育功能。徐水县铁路廊道经开发建

设, 已具有了很大的利用价值[ 32] , 充分显示了他的多功能性。

若在高速公路的两旁栽树, 中间设置绿道, 则高速公路便增

加了保持水土、净化空气、吸尘防噪等功能。阿深高速公路

安阳段通过绿化景观规划, 已具有了防眩、避免裸露土壤流

失、强化景观效果等功能[ 33] 。林区道路不仅具有运输功能 ,

更为重要的是还具有为森林开发利用, 森林抚育更新、生态

旅游等提供便利的功能, 有时也会成为一些野生动物的活动

通道。

2 .2 .2 多功能河流及堤岸廊道。斑块、廊道、基质的划分不

是绝对的, 有时是不必要的。因此 , 河流廊道常常被当作河

流斑块。在前述“2 .1”中已提及到了河流斑块, 在此, 着重阐

述多功能堤岸廊道。堤岸廊道最主要的功能是防洪、蓄水 ,

但风景区或城市中的堤岸廊道往往还具有市民休闲、亲近自

然的休闲功能, 减弱城市热岛、创造生物栖息环境的生态功

能和多样性的堤岸断面与绿地构成的景观功能[ 8] 。

2 .2.3 多功能电网线廊道。随着科技的发展, 电成为了当

代人生活的最主要的不可或缺的能源之一, 网络成了人们获

取信息的最主要的载体之一。电的广泛使用及网络的普及 ,

使电网线廊道日益增多。人们在架建电网线的时候, 往往只

考虑了电网线自身的经济价值, 而没有将它同周围的环境相

联系, 甚至破坏了原有景观的美感。因此, 电网线除了应具

备输电、传播信息的功能外, 还应具有美学功能, 能与周围的

大自然景观相协调。

廊道本身就是景观结构中相当特殊的元素, 可同时起着

分割与联系的功能[ 34] 。应依据廊道所处的景观的特征来探

讨廊道的功能、发展多功能廊道, 而不能以牺牲多种功能为

代价来过度开发一种或两种功能。

2 .3  多功能基质 基质是景观中分布最广、连续性最大的

背景结构[ 24] 。在景观中, 基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景

观, 基质也不同。如在农业景观中, 农田是基质; 城市景观

中, 建筑物是基质; 森林景观中 , 森林是基质。通常情况下 ,

整个景观的功能用基质的功能来表述。目前研究较多的有

多 功 能 农 业 景 观[ 10 - 11 ,13 ,15 - 16 ,35 - 38] 、多 功 能 森 林 景

观[ 12 ,14 ,21 ,39 - 42] 、多功能城市景观[ 26 - 27 ,31 ,43] 和多功能湿地景

观[ 1 ,44 - 45] 等。

多功能农业景观中的农田基质, 除了其基本的作为粮食

生产地的功能外, 还应兼具生态功能和美学功能, 例如净化

空气、涵养水源、提供优美景观等。云南省元阳县的梯田就

是多功能农田基质的典型, 它不仅是哈尼族人民赖以生存的

基础, 还具有良好水土保持功能和极高美学价值[ 46] 。多功

能森林景观中森林应具有保护物种多样性、提供木材、涵养

水源、净化空气、提供物种栖息地、供给科学研究、满足人们

休闲娱乐等功能。据笔者野外考察, 贵州茂兰喀斯特森林可

称得上是一个多功能森林景观。多功能城市景观的建筑物 ,

首先应具有宜居功能; 其次, 还应具备生态功能、审美功能 ;

最后, 城市是区域经济的中心, 建筑物还应具有商业功能。

湿地是一种独特而又重要的景观, 且最具景观多功能性[ 2] 。

目前, 国外对多功能湿地景观的研究较为广泛和深入, 不仅

从全球尺度上探讨了湿地及其功能, 而且还探讨了湿地所具

有的各种功能的重要性以及多功能湿地景观的保护措施和

评估程序等[ 47 - 51] 。

3  多功能景观的研究展望

多功能景观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从景观生态学的

基本理论出发, 应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 以构建和谐景观为

目标, 认为未来多功能景观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3 .1 多功能景观预演  人类社会的发展 , 人口的膨胀, 具有

单一功能的景观已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因此, 景观所具有

的功能应当越多越好, 但也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 使得景

观只能具有有限的功能, 而不能囊括所有的功能。在景观设

计中, 检验多功能景观所期望具有的景观是否是最有效的 ,

可以通过景观预演来实现。多功能景观预演是指在计算机

中模拟真实景观, 使其具备多功能性, 检验其生态效应、经济

效应和社会效应。最终选取预演中最有效的多功能景观用

于现实中。

3 .2  多功能景观交叉带的研究 目前对多功能景观的研

究, 往往是以某一类型的多功能景观为主体, 而忽略了对景

观交叉带的多功能性研究。景观交叉带具有2 个或多个内

缘景观所具有的全部功能以及其自身所特有的功能。因此 ,

景观交叉带是景观中最具多功能的区域。多功能景观交叉

带的研究是多功能景观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

3 .3 多功能景观研究方法的多学科综合性 多功能景观的

功能可分为生态功能、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单靠景观生态

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多功能景观是远远不够的 , 是不

深入的、不全面的。研究生态功能时, 应与各种组织水平的

生态学相结合, 如结合种群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等; 经济

功能的研究应结合经济地理学、生态经济学、管理学等; 要研

究社会功能 , 必须要与人类文化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相联

系。因此 , 应采用多学科综合的方法来研究多功能景观。

4  结语

资源的日益短缺 , 迫使人们必须构建多功能景观, 以满

足人类社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需要。要构建多功能景

观, 首先应清楚地认识和理解多功能景观的概念及其他所具

有的特点和功能。在景观功能的开发利用和研究中, 只有正

确理解多功能景观, 准确把握多功能景观的发展方向, 并采

用正确的方法, 才能构建出真正有效的多功能景观, 否则极

有可能事与愿违, 甚至产生原生态破坏等负面效应。因此 ,

准确有效地进行多功能景观研究 , 对于构建切实可行的多功

能景观、促进生态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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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高海拔区常绿针叶林的分形维数值较低, 其余类型较

高, 说明整体上这些景观组分边界的褶皱程度均较高 , 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该区域的影响。

人类在利用山地资源的同时 , 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

不利影响 , 因此, 如何加强各种保护措施 , 减少各种对生态

环境不利的干扰, 加强区域生态景观建设和生态安全控制,

以期达到人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 是人类所面临也必须解决

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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