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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生态保护生态效应与生态规划(套装全3册)》由高吉喜编写。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是国家级大型
综合性环境科研机构。建院30年来，为适应国家环境管理需要，开展了大量环境管理和实用技术的研
究与开发。为国家环境管理决策提供了雄厚的技术支持。随着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多样化和复杂化，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顺应时代要求，积极探索科研体制改革的新路子，以“自然和谐、厚积薄发”为
理念，致力于全球性、区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的环境科学问题研究，在生态环境、水环境、大气环
境、固体废弃物等问题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学科特色与优势。
生态所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最早成立的二级科研单位之一，也是国家公益性科研事业单位科技改革
首批试点单位之一。相继成立了“区域与城市生态保护”和“环境变化生态系统效应”二个创新基地
，学科方向涉及生态监测与评估、生态格局与过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规划与修复、生态系统
效应以及生态多样性与生物安全等领域。在开展区域生态保护与管理技术研究的同时。不断加强全球
和流域尺度的生态保护与管理科学研究。承担了多个国家重大基础性研究项目、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以
及地方政府应用咨询项目，产出了丰硕的成果。生态所已经成为国内区域生态领域的知名研究队伍，
有力地支撑了国家和地方的生态环境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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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 生态系统结构、过程与功能　　白洋淀流域景观空间格局随高程分异研究　　1 引言　　景观
格局，一般是指其空间格局，是指大小和形状各异的景观元素在空间上的排列形式。它既是景观异质
性的具体体现，又是各种生态过程在不同尺度上作用的结果。景观空间格局、景观功能和景观动态的
研究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而其中的景观空间格局研究又是进行景观功能和动态研究的基础
和关键，因此对景观的空间研究是分析景观格局、了解景观过程、把握景观动态的基础。　　地貌特
征尤其是高程是影响景观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因子，它通过影响立地条件，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和各种
干扰的发生的频率、强度和空间格局来影响着景观格局变化。因此对景观空间格局随高程分布的特征
的研究，对于更好地了解研究区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因子和变化规律，从而指导该区的景观生态建设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尽管当前我国学者对景观空间格局的研究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对景观空间
格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研究区整体或功能分区或行政分区的基础上进行格局的研究，而对景观格局
随高程带变异特征的研究较少。　　白洋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内，近年来由于白洋淀流域上游集水山
地植被稀少，涵养水源功能差，水土流失严重，出现了淀区面积缩小，水质污染，鱼类减少等生态环
境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国内外有关人士的关注，对白洋淀流域景观格局的研
究有利于对其生态环境进行正确的评价，并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同时，白洋淀流域是个典
型的农牧交错带，具有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以及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响应的敏感性，因此，研究白洋
淀流域的景观格局，对于研究交错带脆弱生态环境具有典型的意义。　　2 研究区自然概况与研究方
法　　2.1 自然概况　　白洋淀流域是指白洋淀及其以上呈扇型分布的大清河7条支流（本文讨论的范
围不包括大清河北支拒马河引入的白沟引河）的集水区，位于太行山东麓永定河冲积扇与滹沱河冲积
扇相夹峙的地区，流域总面积21045平方公里。流域地势自西向东倾斜，中山、低山、丘陵、平原、洼
地逐级下降。流域地处温带半干旱季风区，多年平均降水量563.7毫米。降水空间分布总的趋势是西部
山区迎风坡最高，东南部平原区最低。西部山区景观以草地和林地为主，而东部平原主要分布着旱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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