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

环境与发展4卷7期
ISSN: 2661-3735(Print); 2661-3743(Online)

为能进一步推动城市与环境和谐相处，就要重视环

境功能，合理设计城市环境，从而推动城市绿化环保发

展。将景观生态学应用到城市规划与管理中，能落实环

保理念，充分体现城市魅力，保证城市的稳定、可持续

发展。

1　景观生态学内涵和评价指标

1.1 内涵

景观生态学中所涉及到的相关知识较多，比如自然

生物、景观设计等学科内容。将景观生态学引入到实际

城市规划与管理中，能根据城市内发展环境，来设计与

城市环境相符的自然尽管，保证城市景观与生态更加贴

合。从具体角度分析可以涉及到三个方面，分别是基底、

廊道和斑块 [1]。在这基础上来完善城市生态环境，能进

一步调整优化城市生态。基底在城市规划中具有调节生

态环境的特点，能优化环境。廊道属于景观生态学的特

殊内容，通过廊道的方法能连接基底。斑块从中起到保

护城市生态稳定循环，不仅能从中保证城市景观美观，

而且还能优化城市气候。在城市规划与管理中应用景观

生态学，能提高城市景观实用性。

1.2 评价指标

城市景观价值充分体现景观宜人性，也就是要满足

人类生存需求，细化则是对景观质量的考核。第一，位

置。地价等级能对某一地区内土地资源使用价值得以体

现，街道面积和交通体系能反映出城市的交通便捷性。

第二，空间特点。针对空间而言，则是分为建筑密度和

容积率。相关研究人员提出，城市空间可以分为积极和

消极，积极是指在城市中自然景观，消极是指在城市中

的建筑空间。第三，环境。绿化率不仅是指城市公共绿

地面积，而且还有城市视觉和单位面积，其中噪音也是

评价城市环境质量重要标准。

1.3 价值体系

景观生态价值理论依据中有经济学上的效用和边际

效用。景观效用是指满足人们需求，景观边际效用是指

增加单位景观所带来的效用。生态价值能从为人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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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用来体现。当前，城市景观评价正在向定量化所

转变，很多研究人员采取目标导向和多元统计方法。

2　景观生态学在城市规划与管理中应用原则

2.1 整体性原则

在城市规划与管理中应用景观生态学，应该从整体

角度分析，明确在城市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并细化其中

内容。在开展城市规划和设计上，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内

容，都应该能合理管控，并体现整体性原则。所以，规

划管理人员在具体应用景观生态学上，应该将整个城市

看做成体，并整合多种景观元素，突出体现景观功能，

切实满足功能和视觉需求。在实际进行城市规划上，则

是要充分了解不同景观等级需求，保证各级景观独特性

特点较为明显 [2]。并结合当地城市发展情况，保证应用

景观生态学能与人们需求相符，遵循整体性原则。

2.2 可持续发展原则

我国社会在发展中，已经制定完善的保护环境制度，

并落实节能政策，利用这些方法来减少对环境影响。因

此，各行业在发展中都应该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景

观生态学应用于城市规划和管理上，就应该充分落实可

持续发展原则，注重资源使用同时，保护生态平衡。根

据当地情况来有效利用资源，合理分配湿地、森林和河

流等，有效维护生态平衡，坚持可持续发展。

2.3 独特性原则

我国各地区环境不同，城市在实际发展上所具备的

环境特点也各不相同。因此，在景观生态学应用于城市

规划和管理上，就应该体现出环境、气候特点，并遵循

历史文化原则，能结合当地文化和自然景观，从而来突

出体现城市魅力。要改变以往城市规划和管理单一问题，

充分体现城市魅力，实现城市人文之间的紧密结合，有

效明确城市特点，达到城市居民审美需求 [3]。

2.4 文化特色原则

随着城市开发，原有的各类文化特色也在逐渐消亡。

因此，为能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就应在城市规划中遵

循文化特色原则，加强对文化的保护。比如，可以建设

博物馆，来直观的展示城市建筑所存在的历史背景、文

化内涵等，游人从中不仅能感受文化，还能加深印象，

这是提高景观价值的关键。同样的景观因为自身存在的

文化内涵各不相同，将文化内涵和景观有效结合，就能

体现出城市景观的个性。

3　城市规划和管理制度评价标准

3.1 人均绿化面积

这是对城市景观实际效果的重要体现，也是指城市

人口和绿化面积。在绿色环保理念的落实下，我国城市

绿化面积在逐步增加。通过绿化面积不仅能提高景观观赏

性，而且还能对城市环境加以改善，营造一个良好空间，

为人们提供更加优质的生活，有效提高城市环境质量。

3.2 人口密集度

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实际目的是为人们营造一个舒

适、便捷的居住环境，也是有效提高城市人们居住水

平的重要方法 [4]。所以，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上，就应该

能突出体现城市实际发展情况，并把控城市人口容纳能

力。只有在实际城市规划和管理上，将人口密度维持在

合理范围内，才能提高资源利用率，也能减少资源过度

浪费问题。

3.3 控制建筑密度

城市所能容纳的人口就直接影响建筑密度，如果建

筑密度较大，就说明城市人口多。城市建筑密度小，就

说明城市人口少，人均占地面积更大，能从中有更多土

地面积种植植物，从而提高城市绿化，推动城市可持续

发展。

4　景观生态学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中具体应用

不同城市结构形式各不相同，所能产生的环境效应

也各不相同。在带状、方格状和星状等形态下，星状城

市景观能更好的消除大气污染问题。因为城市廊道和梯

度场的存在，在以往城市发展中过于重视经济效益，导

致空间扩展没有深入分析，严重的破坏城市景观和生态。

而城市廊道则是沿着交通线路来优化环境，其强度跟随

等级变化。景观在星状下演变到同心圆结构，能形成成

熟的城市蛛网结构。所存在的自然廊道，能对城市中的

污染吸收、降解等，还能进一步的降低密度和流量。所

以，在城市发展中纳入自然廊道，就能将自然和人工两

方面进一步结合，能有效的解决在城市不深入分析考虑

下所导致的环境恶化问题。这一景观格局意味着在发挥

廊道效益的同时，还能根据最大效益流年，来将各类土

地资源有效保护。

4.1 道路廊道系统设计

道路边缘绿地规划是建设道路廊道基础，在种植边

缘植被上，需要注重垂直结构，不仅突出层次感，而且

还增加物种类型。因此，在道路边缘种植绿地上，根据

地段情况，结合多种树木种植，比如灌木、乔木等，并

结合季相植物，丰富植物生态景观。

4.2 河流廊道系统设计

河流廊道是指在沿着河流分布，并且与周围基质植

被带不同。在这其中包括边缘、河漫滩、堤坝等。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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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必须宽度符合要求，并且要能做好连接，在景观设

计中应用能取得一定效果。在处理水岸边亲水上，应远

离岸线，应充分考虑栈道。栈道形式保持美观，满足河

岸基底要求。在城市景观设计中，应对自然河岸尽量保

留，并让河流和坡地等融合，从而加强保护岸堤。

4.3 绿色网络系统

景观生态学的原理能为景观保护生态系统提供依据，

想要尊重原有地貌，要能合理利用资源，增加景观连接

地，来实现各要素连接。在规划上要能注重连通绿色廊

道，增加各斑块连通。比如，在夏天通过绿色廊道来引

入凉风，减少城市热岛效应。在冬天设置防风林，这些

都是发挥绿色廊道作用。廊道能对不同地域尺寸绿地连

接，影响城市园林绿化网络连通性。特别是水体和植被

廊道，两者的有效规划，能改善道路和场地环境，还能

连接各个景观斑块，从而实现区域内外环境的连接。

4.4 建立绿色生态斑块

从景观生态学角度分析，不仅要增加绿地数量，而

且还要能均匀分布，将大斑块和小斑块结合在一起。在

设计生态绿地上，所选择的位置要与景观整体格局相符，

要注重连接点的分析，并明确关键环节情况，从而开辟

绿地斑块，保证整个城市绿地景观生态效应。比如，公

园就应该在对应节点位置，也要发挥自身的美观、生态

效应，这也是诠释公园规划为什么要选择合适服务半径，

注重整体效果同时，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作用的交接，

从而覆盖整个景观面积。

5　景观生态学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上的应用对策

在实际城市规划中，城市建设下的生态建设是关键。

想要能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中有效应用景观生态学，就需

要构建生态系统，在保护环境情况下，提高城市环境质

量。如果城市发展中，过于增加建筑面积，不断缩小绿

化面积，会导致城市空气质量下降，资源消耗过大。而

应用景观生态化，能让城市规划和管理更加科学，也能

满足城市居民要求。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上，必须要从实

际情况入手，来合理分析结构，在原有城市规划情况下

能有效分析，进而才能在有限空间内建设更加优质城市
[5]。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上，也需要满足景观生态学要求，

减少对生态环境影响，突出对环境保护，这也符合当前

社会发展环保要求。

5.1 景观质量与评价

通过应用景观生态学能评估工作开展效果，从而来

为城市规划和管理提供帮助。利用景观生态学能有效优

化城市环境，而且还能为城市人们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

因此，在构建城市景观上，则是要能从多个方面入手，

不仅要突出体现景观的欣赏性，而且也应综合考虑生态

等要素，真正实现共同发展。在评估城市景观上，要能

先了解城市发展和景观结构，明确是否促进城市发展。

其次，要能了解城市美观是否能满足居民需求 [6]。最后，

还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入手，能通过对景观生态学应

用，从而正确指导城市景观评价方案。完善景观体系结

构，能赋予城市景观科学、客观性特点。

5.2 空间结构和景观规划

景观生态学的应用会直接影响城市景观生态规划工

作效果，这一工作在开展上，是为能从城市发展入手，

来构建完善的生态系统。将景观生态学应用其中，能与

城市发展相吻合。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上，则是要能充分

秉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以此来实现两者的共同

向前发展。此外，还应该能根据实际要求来优化自然环

境，在优化上也要突出体现自然、多样等特点，确保不

会破坏城市景观。如果在后续工作中发现已经对环境有

所破坏，所以就要及时采取对应措施，减少对环境影响。

当前，我国空间环境发展受到城乡一体化所影响，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规划和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

将景观生态学应用其中，能更好提高生态规划水平，也

能推动城市更好向前发展 [7]。

但是，这一方法下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高强

度开发，使得中心城人口功能降低，还有就是多中心发

展城市布局存在较大压力、高层建筑布局不规范，生活

空间缺少和谐统一，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这些

都需要在政策和技术下配合，来逐步的完成规划目标，

营造一个良好空进环境。

5.3 绿地系统

首先，在城市绿地规划上，应该能体现生态城市美

观、绿化等特点，并适当的扩大城市绿化面积，以此来

提高城市景观水平，优化城市绿化结构。其次，在应用

景观生态学上也会影响生态格局，所以就需要工作人员

能合理应用生态景观，并加强理论知识应用，完善绿地

系统。最后，要能充分了解城市环境，并改变以往环境，

充分了解环境变化，明确其中的问题，从而来为城市绿

地系统设计提供参考。工作人员在城市规划与管理上，

要分析绿地系统的作用，并且在绿地系统中应用景观生

态学，提高绿地系统水平，为城市环境建设提供帮助。

5.4 景观利用和开发

城市景观具有经济性、观赏性等特点，通过突出城

市特点，能让城市居民感觉更加亲切，也能体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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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价值，这是体现城市吸引力的重要体现。在这其中，

开发和利用景观占据非常关键位置，为能推动城市景观

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适当开发，

有效保持原有生态环境循环。在开发景点上，也应该深

入优化，特别是要能体现当地资源作用。比如，旅游时

在满足人们休闲要求同时，能满足人们对于文化的追求，

而想要能提高景观价值，就要突出当地的特点 [8]。可以

将人文和自然结合在一起，尊重原有地区的文化特点，

然后加强城市景观开发和利用，这是紧跟时代的体现。

5.5 保护景观绿地

从景观生态学分析，完善廊道景观生态功能，对内

部区域平衡加以维护。布置绿地斑块上，则是要针对性

的设置，为城市居民能提供休息环境。在每一个景观单

元的中心，都应设置广场和接头绿化，并精心设置立交

桥。针对地方文化特点，因地制宜的设置，并充分利用

城市荒芜地，从而让城市公园体系能在空间布局上合理

分布，建立完善的绿地服务制度。

6　结语

总而言之，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上，要更好保护生态

环境。而将景观生态学应用其中，能更好落实这一要求。

与此同时，应用景观生态学还能让城市规划和管理变得

更加合理，更好调整城市结构，从而有效达到城市居民

要求。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上面，要提高视觉美感，让人

们能生活在环境更好的城市中。生态城市建设是未来城

市建设重要发展方向，能将环境建设和城市发展结合，

就能给人们带来较好的环境，推动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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