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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5_9F_8E_

E5_B8_82_E5_85_AC_E5_c61_646641.htm “在生活条件迅速变

化的社会中，能保持与自然和祖辈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

接触，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77）城市圈内的风景

资源的开发是创造最优人居环境的自然化，人类通过保护风

景，来享受生活。因此风景资源具有的独特环境特征和生态

功能，不仅包括客观事物（空间、植物、水体、人的活动等

）、蕴涵着无形的文脉和人类漫长时间跨度内形成的历史轨

迹，更重要的是风景资源内孕育着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

能，我们对风景资源要倍加珍惜。 来源：www.100test.com 城

市建设中，既有生态问题，也有文态问题，还有生态与文态

相结合的问题。所谓生态，主要是讲人与环境的关系---这当

然很重要，但在讲究生态时，要全面考虑园林网络系统对市

民工作和生活环境质量的提高。不能只讲生态，而很少讲文

态；也不应相反，即只抓文态，不管生态，而要把两者融会

贯通，巧妙地结合起来。 从中国悠久历史来看，人们强调“

天人合一”、“师法自然”和“患有人作，宛自天开”，主

张人与自然和谐，奉行朴素的生态观，把文化艺术等文态氛

围当作园林绿化的灵魂来对待。实现大地园林化，尤其是城

市大园林，就要求有丰富文化内涵，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

质。生态是最重要的，现在城市生态失去平衡，亟须通过整

体园林网络，来逐步收复失地、恢复平衡---这是不容置疑的

。这也是很多有识之士把城市园林地位抬得很高的实质所在



。大地园林化是个大气磅礴的理想，其重点城市园林化（大

园林）应当早日实现。 来源：www.examda.com 生态建设和文

态建设，都是实现大地园林化的重要内容。生态是重要的，

现在城市生态失去平衡，亟须通过整体园林网络，来逐步收

复失地，恢复平衡。文态建设深含风景名胜、文化历史、植

物群落的艺术性与科学性、古树名木之美与文化故事、古建

筑的艺术美、专类林、专类园（如荷花园、竹园、玉兰园、

牡丹园等）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更是我国园林古老优秀传

统、地方绿化与乡土气息的结合等。我国是世界上迄今为止

唯一一个文化历史没中断的文明古国，这是埃及、希腊、巴

比伦等无法望其项背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浩如烟海，要弘

扬、继承并发扬光大才是。当然，应该用今天的眼光来对待

传统，古为今用。要改革，要推陈出新，方可切合时代精神

，满足人民的需要。风景资源的开发作为大地园林的重要部

分，必是生态和文态建设的有效结合，对于改善都市圈环境

、增加绿量、提高人们的生存条件至关重要。研究风景资源

的生态规划，经营好城市圈这一重要元素，是做好城市绿地

规划、建设生态环境、走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条件。 

一、城市公园生态景观建设要做到质量、能量、信息的协调

来源：考试大 任何事物都具备质量、能量和信息三种属性，

三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影响和转化。对公园自身来说，

质量（或称"形质"）包括形态和空间结构，如山水形胜、地

质地貌、生态系统和有形的文化遗产，即我们所见到的当时

的景观。它是有形的，相对稳定的。能量指风景区域内部和

外在发展变化的能动力，即在历史时间中公园的形成过程。

它是无形的，连续发生的。信息指风景区域所具有的美学、



文化和科学价值。它是无形的、抽象的，依赖质量、能量而

产生，又在人的意识中可以长期独立存在的。在人们开发、

利用风景资源的过程中，人与自然必然产生质量、能量和信

息层面的交换，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物流、能流和信息流（但

公园中的物流、能流和信息流与城市中的截然不同）。比如

观赏风景就是游人与环境的信息交换；游览和设施动力输入

就是对景区的能量输入；设施及其环境建设就是对形质的改

造。 人们对风景区域形质的改变包括采石伐木、修路建景、

产生垃圾、改造地形等。严格控制风景区域中的质量改变，

控制游人与风景区域在质量交换（物流）保持在尽量低的水

平是保护生态平衡、最大限度发挥景区生态功能的首要考虑

的因素。 能量层次的交换包括能源的输入和输出、饮食输入

、资金的输入和利润的输出、游人和居民对公园生态系统的

干扰等。能量的流动会直接引起公园在质量上的改变，所以

能量的交换（能流）和它在公园生态圈的平衡也是建设公园

生态的重要方面。 信息的影响是指对公园的文化欣赏，对公

园的规划设计的虚拟未来、资源评价、级别评定以及国家颁

布的相关法律法规等。可以说，风景欣赏、风景旅游的本质

就是游人与风景进行的信息交换与混化。在使游人与城市公

园进行最大限度的信息交换（信息流）的同时做好景观资源

的保护和评价也是城市景观生态不可忽视的一方面。城市公

园系统由于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完整性（质量）、自身所具有

的运动变化能力（能量）以及景观和其他综合价值的独特性

（信息），风景自然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生物群落恢复的长

期性，因此严格限制物流，科学有效地控制能流，全面增大

信息流是科学搞好城市公园系统生态建设和管理的指导依据



。 二、景观生态理论指导公园景观建设全程百考试题－全国

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1.景观生态学 景观生态学是地理

学与生态学交叉形成的学科，它以整个景观为对象，通过能

量流、物质流、信息流在地球表层传输和交换，通过生物与

非生物的相互转化，研究景观的空间构造、内部功能及各部

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异质性发生发展及保持异质性的机

理，建立景观的时-空模型。景观生态学把景观Landscape定义

为一个空间异质性的区域，由相互作用的拼块patch或生态系

统组成，以相似形式重复出现。景观是由景观元素Landscape

element组成。景观元素是地面上相对同质的生态要素或单元

，包括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可以视之为生态系统。景观的

这一定义尤其适合于土地利用的规划，自然与人文因素并重

的共同特点使之同样能非常恰当地应用于城市园林绿化中。

景观在这里与复合生态系统的概念相类似，但避免了不同等

级生态系统在实际研究和应用中易引起的混乱。景观生态学

中“模块”、“廊道”、“网络”、“结点”等概念为城市

园林绿化系统的整体描述提供了手段，把园林绿化与整体的

城市景观联结起来，赋予了新的内涵。 2.景观生态学理论指

导公园景观建设 城市园林绿化是对城市公园系统、绿地系统

和城郊风景区的规划与管理，城市是其对象与主体。从景观

生态学角度看，城市是典型的以人类干扰为主的景观，是一

种连续动态变化的特定景观，也就是说，城市园林绿化的主

体是一种特殊的景观，其主要特点在于自然景观的破坏和人

工景观要素的扩大。具体表现为： ①工业拼块数量增多，环

境污染源增多、面扩大； ②内部绿地和水域等环境资源拼块

锐减；采集者退散 ③城市建筑急剧膨胀，向郊区扩展，取代



农田模地和绿地拼块； ④城市景观的平均净生产力呈负值，

比其它任何景观都更具有依赖性，需要依靠廊道运输大量燃

料及其它形式的能量来维持其正常运转。 城市公园系统是城

市绿量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城市中的生态景观。这些景观的

形成既有自然的因素又有人为干扰的因素，有引进拼抉又有

残留拼块，具有镶嵌度高、景观元素类型多种多样、异质性

大的特点。这类景观把自然伸入到城市之中，为改善生态环

境服务，是一种开放空间，开敞度大，以近自然的特色与魅

力吸引人们去享受、理解，并提供开放游憩的功能。 总之，

城市景观的质量问题较为突出，如何治理城市环境，提高其

景观生态质量，对城市的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提高城市

环境质量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减少污染；二是提高绿地面

积，增强城市景观的自净能力。城市公园系统的绿量是城市

绿量的主体，城市公园系统生态状况，生态功能发挥状况是

衡量城市景观质量的重要因子，它的开发建设要与模拟地带

性生态，贯穿景观生态学的规划原理。 3.可供借鉴的景观生

态规划与设计原则 （1）整体优化原则 景观是-系列生态系统

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与功能的整体，在规划中应把景观作为

一个整体单位来思考和管理，达到整体最佳状态，实现优化

利用。 （2）异质性原则 异质性是景观的重要属性，景观宅

间异质性的维持与发展是景观生态规划的重要原则。 （3）

多样性原则 景观多样性是描述生态镶嵌式结构拼块的复杂性

、多样性，可以采用多度、均匀度、渐嵌度和连通度等加以

描述。 （4）景观个性原则 每个景观都具有与其它景观不同

的个性特征，即不同的景观具有不同的结构与功能，这是地

域分异客观规律的要求。 （5）遣留地保护原则 即绝对保护



自然保留地和宝贵的历史文化遗迹。 来源：www.100test.com 

（6）生态关系协调 原则 指人与环境、生物与环境、生物与

生物、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景观利用的人为结构与自

然结构及生态系统与生态系统网的协调。把社会经济的持续

发展建立在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之上，实现人与自然共生。 

（7）综合性原则 百考试题论坛 景观是自然与文化生活系统

的载体，景观生态规划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综合多种因素

，满足人类各方面的需求。 我们在公园生态景观建设中可直

接借鉴这些原则，为景区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当然，这

些原则并不是在每一个景区的建设中都能得到体现，不同自

然资源地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兼加考虑、应用的生态学原则

也必然有所不同及侧重。如多样性原则、生态关系协调原则

在自然风景区生态景观规划中应用的较普遍，在此前提下尽

可能考虑其它原则；而名胜古迹和纪念性园林规划则应更多

地考虑遗留地保护原则、景观个性原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