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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农村景观格局特征分析

——以株洲市石塘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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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景观生态学为基础，并以株洲市石塘村为例，选取斑块密度、斑块平均面积、景观多样性、均匀性、

优势度、分离度、破碎度、分维度等景观格局指数，对长株潭地区典型农村景观格局特征进行研究。研究结果

表明：1）石塘村水域、耕地、林地景观优势较好，具有良好的景观资源，这部分景观功能结构完整，但其人

为干扰程度较强，边界无规则，存在景观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可能；2）石塘村水域虽分布均匀，但分离度较高，

村民无意识的开挖活动使村内水系统存在断裂性；3）石塘村居住用地破碎度较大，公共用地较少，村内基础

设施尚未得到有效建设，较大的公共广场用地位于龙门寺前坪；4）石塘村产业用地密度较小，分离度较高，

对农业依赖性较大；5）石塘村除道路广场用地外，其他各景观斑块的分维度约为 1.5，边界形状无规律，边缘

效应的生物多样性较大，存在生物生态不稳定性。基于此，提出相关政策，如平衡区域土地发展、连接各水循

环系统、减少对林地的人为干扰强度等，以提高整体景观的稳定性与多样性，形成良好的农村稳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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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Landscape Pattern of Chang-Zhu-Tan Rural Area：
A Case Study of Shitang Village in Zhu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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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hitang village in Zhuzhou city has been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landscape ecology, as an object 
for a case study of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which includes patch density, average patch area, landscape diversity,  
homogeneity, degree of dominance, isolation, fragmentation, dimension, etc., followed by a research 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ypical rural landscape pattern in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rural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advantages of waters, farmland and woodland landscape in Shitang village is obvious, with a great potential landscape 
resources.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is landscape are complete, but the tremendous human disturbance, as well as 
its irregular boundary, makes the landscape ecosystem vulnerable to disruption; 2) The distribution of waters in Shitang 
village is uneven but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separation. Random excavation activities of the villagers make th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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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fragile, easy to be fractured; 3) The residential land in Shitang village is characterized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fragmentation, with a shortage of land for public use. The infrastructure in the village has not yet been effectively 
improved, with a larger public square site located in front of Longmen Temple. 4) The small density of industrial land 
and a high degree of separation in Shitang village makes it much more dependent on agriculture. In addition to the 
land area for road or square use, the dimension of other landscape patches in Shitang village is about 1.5, indicating an 
irregularity in its boundary shape. With its great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edge effect, the biological ecology in this area 
will be extremely unstable. In view of this, some relevant policies have been put forward, such as balancing regional 
land development, connecting the water cycle system, and reducing the intensity of human disturbance on the forest 
land, so a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andscape stability and diversity, thus helping to form and maintain a good rural 
stability system.

Keywords：rural landscape pattern；plaque；Shitang village

0 引言

景观生态学中，景观格局是指自然或人为形成的

一系列大小以及形状各异、排列不同的景观要素，是

各种复杂的物理、生物和社会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 [1]。

作为景观生态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景观格局是景观功

能与动态分析的基础，是研究景观结构组成特征及空

间配置的主要方法之一 [2-4]。在景观格局研究中，构

建景观格局特征分析模型至关重要。构建景观格局特

征分析模型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地区范围内景观

斑块分布与所处的阶段性景观价值，并明确地区的未

来发展方向。

目前景观格局分析模型发展较为成熟。国外学者

关于景观格局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

变化 [5] 和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两个方面，如有研究

认为景观是由多个生态系统构成的异质性地域或不同

土地利用方式的镶嵌体 [6]，也有研究认为景观格局动

态变化能反映土地与人类之间的交互关系。此外，国

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IGBP）与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

划（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IHDP）提出 3 个研究

重点，即土地覆盖变化机制、土地利用变化机制、

全球模型，其后，这成为全球研究热点 [7-8]。如 E. P. 
Odum 和 M. G. Turner 研究了 Gorgia 州在 50 年内的

景观动态变化，K. E. Medler 和 B. W. Okey 研究了美

国 Ohio 州农业景观的结构变化 [9]。国内对乡村景观

格局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研究 [10-11]、

乡村景观格局特征分析及演变 [12-13]、乡村社会文化

空间维度分析 [14] 等。综合来看，现有成果的研究区

域以市、县、镇居多，对处于亚热带地区的长株潭区

域研究较少，这与长株潭广大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

不相适应。最新的《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20
年）》强调了生态景观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进一步

开展乡村生态化建设的规划 [15]。本文即以此为切入

点，以处于亚热带地区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的典型农

村——株洲市石塘村为例，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对株洲

市石塘村的景观格局特征进行深入分析，旨在对该村

景观格局的现状评价与未来农村规划发展提供一定

的理论参考，同时也为类似地区及周边农村区域明确

转型方向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

1.1 基本情况

石塘村位于长株潭绿心株洲片区南侧，西以湘潭

为界，东至京珠高速，离株洲市市中心 20 km，具有

良好的区位优势。石塘村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热充足。冬季多为西北风，

夏季多为正南风，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为 16~18 ℃。

石塘村村域总面积约为 365.14 km2，其中村域范

围约 2.66 km2 已经划入长株潭绿心范围。作为长株

潭绿心“两型示范”村庄建设，石塘村紧扣“生态绿心”

特征，依托自身特色开展可持续发展产业项目。

1.2 景观现状

石塘村现有景观资源如图 1 所示。

   

   

a）缓丘景观                           b）稻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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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湖南省农林工业勘察设计研究院完成

了对石塘村的规划工作。石塘村地处缓丘地带，位于

五云峰片区，拥有良好的景观资源，不仅有山林环绕

与清澈水塘，更有千年古迹龙门寺。石塘村的经济发

展以现代农业为主，以大面积的耕地为基础，依托良

好的区位优势，主要发展休闲农业、农村体验中心、

现代农业推广、农业结合养殖业产业等，区位上对接

天元区，为太高工业园提供相关服务，并结合太高水

库和长株潭绿心区来发展旅游业，以完成从传统单一

农业为主到多元产业支撑的农村转型建设。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根据 2016 年 9 月勘测土地现状利用地形图，运

用 AutoCAD 软件，并与卫星地图对比，同时结合

Arcgis 软件，得到相关数据。    
2.2 研究方法

2.2.1 景观类型分类

依照对石塘村景观风貌、景观功能、景观元素的

认识与选取，以乡村规划用地分类为依据，将石塘村

景观类型分为以下 7 类：水域（主要以水塘为主）、

林地、耕地、居住用地、村庄公共用地、村庄产业用

地（村庄生产储存仓储用地）、道路广场用地。石塘

村相关景观类型、面积及斑块数量如表 1 所示。

2.2.2 景观指数选取

景观格局特征能反映地区景观功能与相应景观分

布之间的关系，明确景观各斑块之间的联系度；而景

观指数的选取能高度浓缩景观格局，反映景观结构组

成特征、空间配置某些方面的简单定量指标 [16]。分析

景观格局特征的景观指数较多，其个别指数相对于本

研究存在意义相同，所以本文根据典型指标分析，从

数量特征和基本空间格局特征两个方面选取主要的 9
类景观指数，分别为：斑块密度（patch density）、

斑块平均面积（mean patch area）、最大斑块指数

（largest patch index）、景观多样性指数（shannon’s 
diversity index）、 景 观 均 匀 度 指 数（shannon’s 
evenness index）、 景 观 优 势 度 指 数（landscape 
dominance index）、斑块分离度（splitting index）、

景观破碎度（landscape fragmentation index）及斑块

分维度（patch fractal dimension）[17]，并且给出相应

的计算公式 [18]。

1）斑块密度

该指标间接反映景观斑块的分割破碎程度，其计

算公式为

                           ，

式中：m 为景观类型总数；

ni 为斑块数量；

ai 为景观类型面积。

2）斑块平均面积

该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斑块破碎化程度，其计算

公式为

                            MPA=ai / ni。

3）最大斑块指数

该指标反映景观内部优势种、其他种的丰富度等

生态特征，其计算公式为

                        LPI=max(aij)/ A，
式中：aij 为景观中斑块 ij 的面积；

A 为景观总面积。

4）景观多样性指数

该指标反映景观斑块类型在空间、时间及其功能

方面的多样化和异质性，其计算公式为

                      SHDI  ，

式中 pi 为景观类型 i 所占面积比例。

5）景观均匀度指数

该指标描述景观斑块类型在空间分布的均匀状

况，其值越大，景观分布越均匀，其计算公式为

表 1 石塘村景观类型、面积及斑块数量

Table 1 Landscape type, area and plaque quantity 
in Shitang village 

c）水塘景观                               d）龙门寺

图 1 石塘村景观现状

Fig. 1 Landscape status of Shitang village 

景观类型

水域

林地

耕地

居住用地

村庄公共用地

村庄产业用地

道路广场用地

总计

面积 /km2

  27.66
153.30
138.20
  30.84
    1.75
    4.11
    9.28

365.14

所占比例 /%

  7.68
41.98
 37.85
  8.44
  0.48
  1.13
 2.54

100

斑块数量 / 块

 78
  51
  80
  63
    5 
    4 
    7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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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特征。由表 2 可以得知：景观斑块密度指数大小

依次为村庄公共用地 > 水域 > 居住用地 > 村庄产业

用地 > 道路广场用地 > 耕地 > 林地，斑块平均面积

大小依次为林地 > 耕地 > 道路广场用地 > 村庄产业

用地 > 居住用地 > 水域 > 村庄公共用地，而最大斑

块指数集中于林地、耕地和居住用地。图 2 为斑块密

度与斑块平均面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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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式中 Hmax 为最大景观多样性指数。

6）景观优势度指数

该指标描述景观斑块在整个景观系统中的优势

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

7）斑块分离度

该指标描述景观斑块在空间的分离程度，其计算

公式如下：

                         

以上各式中：Fi 为景观类型的分离度；

Di 为景观类型距离指数；

Si 为景观斑块类型的面积指数。

8）景观破碎度

该指标描述景观斑块在空间上的破碎程度，其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对斑块的破坏程度和斑块内

生物存活与生态系统的完整度，其计算公式为

                          
9）斑块分维度

该指标测定斑块形状对斑块内部生态过程的影

响，取值范围为 1~2，取值接近 1 说明斑块形状愈简

单，接近 2 则斑块形状愈复杂。其计算公式为

                        PFD=2ln(0.25li)/lnai，

式中 li 为斑块边长。

3 结果与分析

3.1 数量特征分析

利用 EXCEL 软件与景观指数公式，得出数量特

征景观指数情况，如表 2 所示。

图 2 斑块密度与斑块平均面积比较

Fig. 2 Comparison of plaque density and plaque average area

表 2 数量特征景观指数情况

Table 2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dscape index

景观类型

水域

林地

耕地

居住用地

村庄公共用地

村庄产业用地

道路广场用地

斑块密度 /( 个 •km-2)

2.820
0.333
0.579
2.043
2.857
0.973
0.754

斑块平均面积 /km2

0.355
3.006
1.728
0.490
0.350
1.028
1.326

最大斑块指数

0.003
0.056
0.026
0.055
0.002
0.009
0.003

景观多样性指数

0.196
0.364
0.368
0.209
0.025
0.051
0.093

景观均匀性指数

0.936
0.820
0.836
0.905
0.848
0.830
0.845

景观优势度指数

2.904
1.653
2.320
2.545
0.945
0.474
2.410

 3.1.1 景观基本数量特征分析

一个景观类型所占总面积的比例，在一定意义上

可反映出这种景观类型对整体景观的贡献率 [19]。表

1 数据显示，各景观类型的贡献率大小依次为林地 >
耕地 > 居住用地 > 水域 > 道路广场用地 > 村庄产业

用地 > 村庄公共用地。288 块总斑块中，林地的贡献

率最大，其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为 41.98%；其次为

耕地，其面积所占比例为 37.58%；贡献率最小的为

村庄公共用地，其所占比例不到 1%。石塘村位于株

洲市近郊区，拥有良好的景观资源，其中种植业是石

塘村的主要经济来源，故林地与耕地所占比例较大；

但其与大部分乡村类似，缺乏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服务设施落后，故村庄公共用地较少，与居住用

地均达不到平衡状态，显示数据基本符合石塘村实际

情况。

斑块密度与斑块平均面积均反映景观斑块破碎

程度，最大斑块指数反映地区斑块中的景观生态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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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知：村庄公共用地、水域和居住用地的

斑块密度较大，但其平均斑块面积均较小，而林地和

耕地则反之。这表明前三者景观斑块镶嵌于整体景观

基质中，分布较为均匀，能满足村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后两者景观斑块平均面积较大，但存在不同程度的景

观破碎度，形成区域聚集性。

3.1.2 景观多样性、均匀性、优势度指数分析

景观多样性反映景观斑块类型的丰富复杂程度，

其值与人类的干扰程度具有间接关联性。表 2数据中，

多样性指数最高的斑块类型为耕地，指数为 0.368，
多样性指数最低的斑块类型为村庄公共用地，其值为

0.025，两者相差 0.343，说明石塘村现景观多样性存

在发展不均衡性，与耕地、林地、居住用地、水域相

关的生产生活活动较多，干扰性较强，而对公共服务

用地、产业用地的重视度不够，仍然依靠单一传统农

业，尚未实现农村经济转型。

均匀性与优势度均是对整体景观资源的综合评

判。图 3 为景观多样性、均匀性和优势度指数比较。

图 3 中各类景观斑块的均匀性指数波动幅度不大，依

次为水域 > 居住用地 > 村庄公共用地 > 道路广场用

地 > 耕地 > 村庄产业用地 > 林地，最大指数与最小

指数相差仅 0.116。优势度指数大小依次为水域 > 道

路广场用地 > 居住用地 > 耕地 > 林地 > 村庄公共用

地 > 村庄产业用地，指数相差较大，最大指数与最

小指数相差为 1.959，显示出的波动幅度较为明显。

这表明石塘村的整个景观系统虽各景观功能均有所

涉及但却没有得到整体完善。

 

3.2 空间特征分析

以斑块分离度、景观破碎度、斑块分维度作为石

塘村景观空间特征分析指数。

3.2.1 斑块分离度分析

石塘村景观空间特征指数情况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各斑块分离度指数相差较大，最大值为村庄

产业用地 4.620，最小值为耕地 0.289。在整体乡村

景观破碎化情况下，石塘村有部分景观资源发展良

好，如大块的耕地、连绵的山脉和网状的道路系统。

其他如水域、居住用地、村庄公共用地分离度较大，

表明其居住密度较小，保留完好的田园风光，尚未被

城市用地侵占，但水域系统未在村内形成整体，造成

部分生物缺少基因交流，阻碍了生物多样性发展。 

3.2.2 景观破碎度分析

景观破碎度指数表明景观斑块的破碎化程度，在

一定意义上反映人类活动对其的干扰程度，是衡量区

域景观生态完整的标准之一。对表 3 相关数据作折线

波动图，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知，村庄公共用地和

居住用地的破碎度指数分别为 2.857, 2.056，表明人

类对其干扰程度较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国家对

农村基础设施服务的增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

得以提升，同时石塘村正在加快速度开发以龙门寺为

中心的旅游业，以完成农村转型。从图 4 中的折线波

动情况来看，水域、林地、耕地等软质景观未受到强

烈的人为活动干扰，且目前石塘村将重心置于硬质景

观建设，如公共用地、居住用地、道路广场建设等。

 

3.2.3 斑块分维度分析

斑块分维度指数描述景观斑块的复杂程度，其值

越大，说明斑块的自形似性越差，形状越没有规律。

斑块的理想程度是正方形，分维值接近 1[6]。对表 3

表 3 石塘村空间特征指数情况

Table 3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index in Shitang village

图 3 景观多样性、均匀性和优势度指数比较

Fig. 3 Comparison of landscape diversity, 
uniformity and dominance index

景观类型

水域

林地

耕地

居住用地

村庄公共用地

村庄产业用地

道路广场用地

斑块分离度

3.051
0.445
0.289
2.464
1.417
4.620
0.747

景观破碎度

0.335
0.332
0.579
2.056
2.857
0.973
0.754

斑块分维度

1.602
1.549
1.487
1.622
1.498
1.473
1.226

图 4 景观破碎度折线图

Fig. 4 Plaque fragmentation line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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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维度指数作雷达图（如图 5 所示），可直观显示

各景观斑块类型的斑块分维度情况。图 5 显示，除

了道路广场用地的分维度较小，其余斑块分维度数值

维持在 1.5 左右。分维度指数大小排列依次为居住用

地 > 水域 > 林地 > 村庄公共用地 > 耕地 > 村庄产业

用地 > 道路广场用地。这与农村发展不同于城市整

体规划设计有关，大多数农村景观格局以村民生产生

活自主发展而形成，其边界形状模糊无形。但这样的

边界复杂度有助于增强物种的边缘效应，增加边缘物

种的丰富度和多样性，进而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

4 结论及建议

根据数量特征指数与空间特征指数分析，以石塘

村为代表的长株潭乡村具有以下景观格局特征：

1）耕地与林地所占整体景观比例较大，该区域

田园景观资源较好，农业发达，景观多样性较强，受

人为干扰较大，但是整体土地利用率不高，其他斑块

类型没有得到有效重视，导致整体景观存在一定的破

碎性。

2）居住用地与水域在整体景观中分布较为均匀，

但是分离度与破碎度较高，居民用地相对分散，导致

水域在村内没有形成良好的水体系统，这与农村在发

展之初无总体规划设计以及村民没有生态环境意识

有关。

3）村庄公共用地发展在目前看来虽有响应国家

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没有良好的规划，依旧存在分

布不合理现象；另外村庄并没有利用良好的资源和便

利的交通而大力发展以龙门寺为中心的旅游业，仍然

以农业为单一的经济来源，忽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尚未成功完成农村经济发展转型。

4）各类景观斑块形状不规则，边界人为干扰程

度较强，边缘效应生物多样性较大，但存在生物生态

不稳定性。

综上所述，针对现阶段石塘村景观格局特征状

况，提出相关优化政策，以期为长株潭地区农村发展

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在原来保留良好的田园景观基础上，以政府

力量划定生态红线区域，依靠法治保护农田景观，提

高广场与村庄产业用地的斑块密度，平衡区域土地发

展，开通水渠，连接各水循环系统，保护生态多样性

稳定。

2）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将居住用地与村庄公共

用地的破碎度指数降低至 0.8 以下，均衡整体景观结

构，尽快摆脱传统单一经济来源，形成多元化的经济

发展，利用村内自然景观和交通便利发展旅游业等相

关服务，快速完成农村经济转型。

3）减少对林地的人为干扰强度，保证景观生态

系统的多样性稳定。由于各斑块分维度指数较低，边

界形状不明确，容易造成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整体景

观格局脆弱。建议将各板块边界连接成整体，稳定边

缘区域的生态稳定，从而推动农村区域的可持续发

展，形成良好的农村稳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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