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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扩张带来的生境破坏及生态系统服务水平下降导致城市生态风险加剧。景观生态网络规划成为解决

这一矛盾并响应国家生态文明政策的主要途径。基于对现有景观生态网络规划方法及其不足的梳理，提出构建

以生态系统服务绩效提升为目标，基于融合功能与结构空间优先级的景观生态网络整体优化的概念与方法框架。

该框架回应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对生态空间体系规划的新需求，并强调了 4 个核心策略：基于城市生态问题

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诊断、整合生态资源供给与人类社会需求的生态源识别、遵循生态系统服务交付过程并结

合城市发展规划的廊道提取与网络结构修正、兼顾网络功能与结构价值最大化的生态用地多情景开发，以探索

适应城市扩张、提高生态系统服务绩效的生态网络规划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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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ansion of cities has l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habitats and the decline of ecosystem services, 

which result in the aggravation of urban ecological risks. Landscape ecological network planning is the main way 

to solve this contradiction and respond to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olicy.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existing traditional landscape ecological network planning methods and shortcomings,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a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overall optim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network based on 

the spatial priority integrating function and structure, which aims to improve ecosystem service performance. 

The framework responds to the need for ecological space system planning under the system of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and highlights four core strategies: key ecosystem service diagnosis based on urban ecological risks, 

identification of ecological sources integrating ecological resources supply and human society demands, extraction 

of corridors and structural modification of network following the ecosystem service delivery process and combined 

with urban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and ecological land use structure scheme development stressing the 

maximal value of ecological network function and structure, aiming at exploring the ecological network planning 

path to adapt to the expansion of cities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of ecosystem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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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国土空间规划对景观生态网络规划提出

了新要求

景观生态网络规划是对以林地、草地、湿

地、水体、未利用地等国土生态空间为主要规

划对象的土地利用类型及布局的规划 [1]3948。作

为对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的落实和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生态空

间体系的构建是以生态空间体系保护与管控为

核心的国土空间协调规划。在国家构建生态文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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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实施“绿色发展”的大背景和城市持续扩

张的压力下，国土空间规划需要景观生态网

络规划在完成对生态空间体系有效保护的同

时，担负起协调与城乡建设空间和农业生产

空间的统筹，为“三区三线”划定提供依据。

1.2  生态系统服务提升是景观生态网络规

划与优化的新目标

景观生态空间是构成多层次、网络化、

功能复合的生态网络的空间载体，是具有生

态服务功能、对生态系统和生物生境保护具

有重要作用的空间 [2]。生态系统服务是在区域

及城市尺度上落实生态空间体系规划的基础，

其测度、评价和管理是认识生态系统与人类

福祉联系的重要环节与管理决策手段 [3]。在

此背景下，通过修复与加强受损的景观生态

网络，提升生态系统服务整体绩效、解决城

市内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空间错配等问题，被

视为从根本上缓解城市生态问题的重要途径，

也是在相应尺度上进行生态廊道规划、自然

保护地体系规划、城乡绿地系统规划、生态

保护红线规划等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生态专

项规划的核心目标。

2  景观生态网络规划的核心思想：空

间优先级体系及其关联
2.1  景观生态网络规划核心：空间优先级

及空间关联的识别与测度

在土地稀缺与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在现

有空间与资源基础上，基于特定目的识别有

效且高效的生态空间作为修复与强化受损生

态网络的优先空间，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生

态安全格局构建、景观生态网络规划等空间

决策十分重要 [4]。目前研究中进行景观生态网

络规划的核心，是基于空间优先级的思想选

取作为生态节点、生态源及生态廊道等网络

基本构成要素的生态空间 [5]783。学者们从不同

的理论基础出发并通过多样化的方法与模型，

在区域和城市等不同尺度上展开生态网络构

建与优化的实践研究（表 1）。虽然在实践中，

生态网络规划的结果往往表现为结构与功能

同时的优化，例如：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的生态

网络规划实践，其结果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实现部分功能的被动优化。但总体来说，现

有景观生态网络规划方法存在 2 种侧重点不

同的技术路径和从不同维度出发的规划概念：

1）以结构优化为空间优先级原则；2）以识别

功能优先空间为核心。

2.2  以结构优化为空间优先级原则的景观

生态网络规划方法的不足

基于景观生态学“斑块 – 廊道 – 基质”

理论 [1]3950, [6-7] 以及网络分析 [8-11] 的规划方法更

多关注于景观生态网络的空间分布与格局，

较少考虑生态空间本身价值及其对周边环境

的生态服务功能与价值，未对生态空间本身

的功能或对城市的生态服务功能进行评价，

使得规划的网络缺乏针对性以及与农耕空间、

建设空间的内部联系，因此无法依据其真实

的生态服务功能调整与其相邻的城市建设用

地的土地利用方式，使生态空间与建设空间

形成良性互动 [19]。

2.3  以识别功能优先空间为核心的景观生

态网络规划方法的不足

2.3.1 以焦点物种保护目标和景观 – 生态绩效

为优先原则

以焦点物种保护为目标基于空间适宜性评

价的规划方法形成的景观生态网络所具备的功

能单一 [12]1183, [13-14]，生态决定论下的网络构建忽

略了自然资源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城

镇间的联系，未能从人类对于生态资源的需

求方面进行评价，因此限制了资源保护管理

与城镇发展的良性互动 [17]103。基于景观 – 生态

绩效的规划方法单从空间功能的角度建立评

价指标体系 [15], [16]50，缺乏基于空间明确信息的

评价指标，使景观生态网络的功能优先空间

不能落实到具体的生态用地空间上，无法指

导区域或城市生态用地布局的优化。

2.3.2 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优先原则

目前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优先原则的

规划方法，大部分关注的是斑块作为生态系

统服务提供者的生态维度，忽视了生态系统

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18]702。虽

然 Zhang 等 [18]703 在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评价

的基础上加入了对人类生态需求的考虑及重

要性评价，但研究成果停留在识别区域整体

表 1  现有基于空间优先级进行景观生态网络实践的理论基础及方法模型

Tab. 1  Theoretical basis and method model of existing landscape ecological network practices based on spatial priority 

理论基础
方法模型

相关文献 网络构建模式及识别依据
生态源识别 生态廊道识别

景观生态学“斑块 - 廊 

道 - 基质”理论
景观异质性评价、景观格局分析、景观形态学分析

最小成本路径分析、景观阻力评价、生物流情

景模拟分析
[6-7] 模式：以空间结构优化为原则

空间优先级识别依据：景观格

局指数、景观中心度、网络结

构指数等网络分析方法 景观格局分析、景观中心度评价

基于图论的网络连接模式构建、网络分析法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简称 ANP）模型、

网络连接度指数分析

[8-11]

基于焦点物种保护的空

间适宜性评价

栖息地适宜性分析评价、生态敏感性分析、景观连

通性指数分析

最小成本路径分析、空间句法分析、基于图论

理论分析
[12-14]

模式：以识别功能优先斑块为

核心

空间优先级识别依据：生态适

宜性、景观 - 生态绩效等

景观 - 生态绩效
生态敏感性分析、建立基于景观 - 生态绩效（景观

格局、生态及社会服务功能等）的评价指标体系
最小成本路径分析、生态累积耗费距离模型 [15-16]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的生态重要性评价

生态系统服务评价与制图（方法：价值评估、指标测

度、能值分析、等效因子法、供需匹配评价等）

最小成本路径分析、最小累积耗费距离模型、

最小累积电阻模型、电路理论
[5,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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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安全格局，尚未进一步落实到城市尺

度这一更加精细的建设层面。同时，基于虚

拟网格单元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价与制图，也

使评价结果难以直接对应并落实到具有实际

边界的空间当中 [20]7，削弱了实践操作水平上

对景观生态网络构建与生态用地布局优化的

指导性。此外，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选

取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和评价指标与生态系

统服务评估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息息相关。为

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应基于对研究区域生态

特征与生态问题的诊断，选取关键的生态系

统服务进行评价并作为识别重要生态斑块的

依据。这也是目前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生

态网络规划的研究中比较欠缺的。更重要的

是，此类方法以评价生态系统服务总量为原

则识别生态斑块，再通过构建阻力面进行结

构优化，其本质仍是以识别功能优先空间为

核心，并未形成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优先与提

升的整体方法论。单纯以生态系统服务总量

增加为原则选择功能优先空间容易忽略景观

生态系统的结构性，如忽略生态系统服务交

付过程的路径、割裂景观空间的历史脉络、

割裂城市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空间联系；仅以

结构优化为原则的廊道构建，一方面未必符

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流与生态流的动向，另

一方面也不一定满足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在空

间上的匹配关系。

3  以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为目标的景观

生态网络规划方法
3.1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优先与提升进行景

观生态网络规划的优势

1）从网络功能规划的维度来说，生态系

统服务的评价综合了供需双方的因子，包括

评价自然资源的生物物理指标以及评价人类

需求的社会经济指标 [21]，从而建立生态空间

与人类建设空间的互动关系与响应机制，以

定量化的评价结果为生态空间格局的规划提

供科学依据。2）从网络结构规划的维度来

说，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与服务

流（服务从供给区到受益区的空间联系）的评

价与制图，清楚呈现景观结构内部的功能流

与生态流从服务供给区向需求区的动态交付

过程，有助于确认景观空间构型在城市潜在

的功能结构层面及内部运作过程中是否发挥

了作用 [22] ；通过提供不同类型服务流机制下

生态系统服务交付过程所需的连接空间 [23]31，

加强网络结构与周围环境的深层次功能联系。 

3）从功能与结构整合规划的维度来讲，生态

系统服务制图对城市用地决策和呈现空间信

息至关重要，能显示在区域或城市内部生态

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具体位置 [24]156，

准确找出网络中生态系统服务水平较低的薄

弱环节，有利于城镇发展趋势及内部土地利

用方式的确定。总之，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优

先与提升进行生态网络规划，不仅是对结构

空间的布局加以优化或选择出功能优先的空

间；只追求生态网络功能或结构的最优化，无

法兼顾生态系统服务总量与效率共同提升的

目标。应该注重生态系统服务总量与效率间

的价值博弈与权衡，即考虑生态网络规模优

化与结构优化之间的协同效应，形成功能与

结构共同价值最大化的生态网络优化结果。

3.2  以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为目标的景观生

态网络规划概念框架与方法逻辑

景观生态网络是建立于“结构性网络”

和“功能性网络”相互叠合的一种复合型系

统 [16]4，其功能性表现为网络所提供的生态系

统服务的总量，其结构性则与生态系统服务

传递与交付的效率息息相关。因此，实现提

升生态系统服务这一最终目标的思路与策略

在于以下两方面。1）提升生态系统服务的

总量。通过弥补缺失的生态功能或增强现有

生态服务，实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

求总量的匹配；对应的手段是通过增加构成

网络的生态斑块的数量和面积，或调整其布

局以吻合服务高需求空间，从而实现网络规

模的优化。2）提高生态系统服务效率。通

过保证不同生态系统服务流机制所需的必要

连接空间、强化网络的连通性和可达性等结

构属性，增加或维护生态过程以保证生态系

统服务的交付过程，提高服务总体效率，最

终反馈并表现为功能的增强；对应的手段是

构建生态廊道，作为孤立斑块之间或服务供

给区域和需求区域之间的空间连接，实现网

络整体结构的优化。基于上述思路，构建以

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为目标与策略的景观生态

网络规划的逻辑框架（图 1），厘清“提升生

态系统服务总量与效率”这一核心目标与总

体策略与网络优化中“功能优先”与“结构 

优先”这 2 个具体操作层面之间的逻辑关联。

3.3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的景观生态网

络整体优化的方法框架

以生态系统服务为理论基础，以识别并

测度融合功能与结构的空间优先级为技术核

心，将生态空间体系的生态系统服务综合效

能提升作为最终目标，对景观生态网络进行

整体优化的方法框架主要包括以下 4 个部分

（图 2）。

现实问题

分 析 问 题 解 决 问 题

核心目标 总体策略 对应手段 技术方法

提升服务总量 景观生态网络规模优化

景观生态网络整体结构优化

景观生态网络功能最大
化与结构最优化结果协

调下二者价值最大化结果

功能与结构优先空间相
协调下的生态空间体系
构建（表现形式：景

观生态网络）

识别结构空间优先级

识别功能空间优先级

提高服务效率

实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
供给与需求总量的匹配

正效应   正反馈

解
决
问
题

针
对
目
标
的

总
体
策
略
下
的

的
有
效
工
具

具
体
实
现
途
径

具
体
操
作
层
面

增加生态斑块数量和面积，
调整布局以吻合需求空间

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流所
需必要生态空间；构建
生态廊道连接孤立斑块

识别构建景观生态网络
的廊道与高可达性空间

识别构建景观
生态网络的斑块

增加或维护生态过程，保
证生态系统服务交付过程

发 现 问 题 

快速城市化地
区生态系统服
务综合水平下
降， 生 态 问 题

与风险频发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绩 效

的 提 升

1  以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为目标与策略的景观生态网络规划的逻辑框架
Logical framework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network planning with the goal and strategy of improving ecosystem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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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区域特征分析与问题诊断。通过

查阅与该区域相关的已有文献、进行专家访

谈、对利益相关者的问卷调查等方法，以研

究区域面临的核心生态问题、具有的典型生

态特征、与当地居民福祉密切相关 3 个方面

为依据 [25]47，对能解决研究区域问题所需的

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诊断，并选择相应的

评价指标。例如，Wei 等 [25]48 以中国新疆典型

的绿洲—荒漠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对该

地区由地势特征导致的严重水土流失，以及

因紧邻沙漠而具有的严重风沙侵蚀等核心生

态问题的诊断，相应选取了土壤保持和固沙 

2 个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及

其评价指标；同时，基于对该干旱地区表现出

对水的高度需求、对气候变化的敏感和对森

林生态系统的重视等典型特征的分析，相应选

取了水文调节、气候调节和栖息地维持 3 个

以回应需求为导向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及其

评价指标。

2）识别并测度功能空间优先级体系。首

先，选择现实中存在实际边界的空间单元作

为评价与制图的基本单元，使评价结果在实

践规划单元中的落实更易实现。市域尺度上

常见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价与制图单元有土地

利用单元 [26]、城市绿地单元 [27]、邻里街区单

元 [28] 等。

其次，为每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选择能

够描述服务不同方面的生物物理指标或代理

（proxy）。对于服务的实际供应，选择相应的

生物物理指标进行直接计算，此类指标诸如：

水体可调蓄水量 [29]、森林固碳量 [30]545、水体

氮净化量 [31] ；对于服务的相对能力，通过基

于代理的方法选择一系列综合代理指标估计

其自然潜力，如将栖息地质量指数作为测度

生物多样性维持服务的代理，并将其量化为

栖息地与公路、农田、城镇等威胁源的距离，

栖息地类型对不同威胁源的敏感性，每种威

胁源的相对影响及栖息地受法律保护的程度

等综合代理指标的函数进行计算；此类代理

还包括：水源涵养重要性综合指数 [32]、土壤

效率系数 [33]、森林游憩指数 [34] 等。

除了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外，生态

斑块满足人类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能力也

是其作为生态源的必需 [18]702。从生态系统服务

需求侧出发选择指标，对研究区域对于关键

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进行评价与制图。需求

指标的获取往往处于以下 2 个角度。①人类

社会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实际需求，如通过消

费量和市场价格获悉人们对商品服务的需求

量 [35]544，或是基于人类偏好或意愿以及对风险

防范需要的期望来推测对非商品服务的需求

水平 [36-37]。②城市中的环境质量要求和政策目

标，如空气质量指标 [24]149，通过以明确、可量

化的环境质量标准代替难以量化的服务需求，

尤其是对调节服务的需求。根据量化测度结

果，通过直接制图、经验制图、模型或代理

等方法 [20]3 将供给和需求评价的数值表达为空

间上的分布，得到研究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

供给与需求地图。

最后，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关系匹

配评价，识别由供给能力强、需求水平高的

生态斑块作为构建景观生态网络重要的生态

源。例如，Chen 等 [35]546 对上海的研究中，通

过构建“生态供需比”模型将生态系统服务

的实际供给与人类需求联系起来，以揭示空

间上过剩或短缺的本质；陈骏宇等 [30]546 通过

建立“供需指数”来刻画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

状态：盈余、平衡或赤字。基于生态系统服务

供需测度结果构建二者间的数量关系，将有助

于供需关系匹配的量化评价和空间制图。

3）识别、提取并增补结构优先空间。首

先，基于对生态系统服务不同类型流机制的

分析和对生态系统服务流的制图，厘清生

态系统服务提供区域与受益区域的空间关 

系 [23]32，识别必要的空间联系，即生态系统服

务交付过程中潜在的流区域。例如，Vrebos

等 [23]31 基于对生态系统服务流机制的分类（原

位流、重力单方向流、全方位流等），对基于

服务流机制影响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进行了

量化评价与空间制图。Field 等 [38] 基于多重生

态系统服务间的相互作用和服务流特征评估

了多种服务对景观空间的联合影响，并利用

空间网络理论方法识别了生态系统服务节点

之间的连接性空间。其次，在此基础上通过

构建阻力面提取连接各个独立生态源的潜在

生态廊道。然而，只有可达性较强的生态空

间才能在用地受限的快速城市化地区充分发

挥功能。空间句法模型可以将研究区域的功

能优先空间与生态廊道叠加所构成的潜在网

络转化为直观的关系图，从空间可达性的角

度对整个网络格局中各个生态空间及连接廊

道进行结构优先级的评价与分级，筛选级别

高的空间提取为景观生态网络空间格局的优

化结果。最后，结合区域发展和城市增长实

际需求，参考重要的结构性指标及相关规划

对缺失的结构性廊道或节点（如重要的绿道、

林带、自然或水源保护区等）进行人工增补。

+

1 研究区域特征分析与问题诊断

将功能提升与结构优化结合的价值最
大化网络优化结果落实于土地利用层面

2 识别并测度功能空间优先级体系

3 识别、提取并增补结构优先空间4 空间调控与价值权衡

核心生态问题
&

典型生态特征
&

与当地人类
福祉的相关性

基于研究区
域特征分析

    与问题诊断，
选择关键生
态系统服务

识别供给能力强
的生态单元和需
求水平高的空间
单元为网络生态
节点及生态斑块

生态系统服务
供需关系匹配
下功能最大化
的功能空间优

先级体系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侧的测度与制图

开发不同生态用地情景，
对生态用地布局调整的

最优方案进行比选

（选择与实践规划单元相对接的评价与制图单元） 边界吻合

结构空间识别与网络修正解决途径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侧的测度与制图

生态系统服务流的评价与制图及生态系统服务流机制的分析（厘清生
态系统服务提供区域与受益区域的空间关系，识别其必要的空间联系）

基于连通性、连接度、可达性等依据，提取基于结构优先原则的
生态廊道（最小路径分析、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空间句法模型等）

基于区域发展及城市增长需求的结构性指标（如水面环通度）或相关规划
（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生态红线保护规划）对网络进行修正（人工增补）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测度与制图

2  融合功能与结构空间优先级的景观生态网络整体优化方法框架
Framework of integrated optimization method for landscape ecological network based on spatial priority of function and 

struct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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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魏家星等 [12]1184 利用空间句法分析，基

于结构优化视角对南京市浦口区绿色基础设

施网络进行优先级的识别，并结合城市的生

态红线、绿地系统规划对绿色基础设施网络

规划结果进行优化调控，从而使绿色基础设

施网络的构建更加科学。

4）空间调控与价值权衡。通过多情景分

析的方法可以对生态用地布局的调整优化方

案进行比选，找到协同效应下兼顾景观生态

网络功能与结构价值最大化的土地利用布局

最优方案，从而将对景观生态网络的优化落

实到城市中具体的生态用地及土地利用规划

这一层面。例如，Kain 等 [39] 以瑞典斯德哥尔

摩市为例，通过对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

评价，以对服务供给的促进和优化作为关注

焦点与评判依据，比较了 2 个基于不同计划

与设想的城市土地利用可选方案的优劣，其

结果用以指导未来土地利用规划的发展。

3.4  景观生态网络规划需适应国土空间体

系规划的新要求

中国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为

生态空间体系的规划提出了新要求，以生态

系统服务总体绩效提升为目标的景观生态网

络优化框架从以下 4 个方面对此做出了回应：

1）生态空间体系规划需面向新时代国土

空间规划的战略要求，以生态文明为根本导

向，以推进高质量发展、引导高品质生活、实

现高水平治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 [40]1。 

这就决定了在实施以景观生态网络构建为重

要规划手段的生态空间体系规划的基础工作

阶段，首先进行重大问题的研究是十分重

要且必要的：诊断核心生态风险及其带来

的生态问题与人民高品质生活和社会高质量

发展间的矛盾，厘清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需 

求 [41]27，并以此作为识别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

重要依据。

2）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工作阶段，国

土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

价是针对生态空间体系展开的重要前置性基

础工作之一，其首要需求就是梳理、识别核

心的生态源 [42]。而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

空间优先级识别与评价，为此提供了生态空

间服务供给现状的可视化信息：生态空间的

优先级别越高，表明它提供的服务功能的重

要性越大，维持或提升服务的难度越小，这

一生态空间就越应该被优先识别为重要的生

态源而纳入景观生态网络中。此外，秉承国

土空间规划“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 

理念 [43]，在网络优化过程中不再以增加生态

空间数量与面积为主要目标，而是通过整合、

匹配自然资源供给与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服

务的实际需求，在现有生态资源的基础上识

别供需优先级，从而对生态空间实现分级、

分类、分区管控。

3）在国土空间规划的方案编制阶段，对

山水林田湖草等构成的生态空间体系格局的

优化是国土空间总体格局优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中，通过提取遵循生态系统服务交付过

程的连接空间以优化蓝绿网络体系，以及识

别连通性、可达性高的生态廊道以强化城乡

格局与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空间的衔接，为

生态空间体系格局的优化提供重要的内容支

撑与规划策略。与此同时，以保持总量不变

和结构贯通为前提的网络结构性修正，也便

于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与生态空间体系相

关的其他专项规划进行衔接，以形成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一张图 [40]6，如城市风廊规划、绿

道建设规划、慢行交通系统规划等。

4）在生态空间体系规划的方案编制阶

段，得到对生态用地调控的重要支撑有助于

规划的落实，并使之有效指导约束其他涉及

生态空间的专项规划内容的编制 [44]20。通过开

发并比较不同的生态用地规划情景，选择在

生态系统服务绩效、环境空间公平性、服务

供需空间匹配度等方面较高的最佳生态用地

管理方案，为生态空间体系规划方案编制过

程提供定量化辅助决策的信息 [41]26 以及与其他

相关规划的同步调整，这是不可或缺的前期

工作，也是全过程中的技术支持 [44]21。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的生态网络优化

框架对国土生态空间体系规划需求的回应，

可总结为该优化方法的 4 个核心策略：基于城

市生态问题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诊断，整合

生态资源供给与人类社会需求的生态源地识

别，遵循生态系统服务交付过程并结合城市

发展规划的廊道提取与网络结构修正，以及

兼顾生态网络功能与结构价值最大化的生态

用地方案比选。

4  结论与讨论
中国城市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正面临前

所未有的干扰和冲击。在这种现实需求下，

探索构建并优化景观生态网络的新途径，提

升区域及城市生态系统服务整体绩效，促进

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

学术和社会价值。然而，作为方法论的主体，

基于国土空间结构优先的传统景观生态网络

规划方法表现出诸如网络构建过于结构化和

形态化、网络要素选择依赖于自然决定等弊

端；现有基于国土空间功能优先的景观生态

网络规划方法发展相对较弱，且存在网络功

能缺乏基于空间位置的分析、网络构建成果

缺少与土地利用层面规划实践的对接等不足。

因此笔者提出：应注重生态系统服务总量与

效率间的价值博弈与权衡，即考虑网络规模

优化与结构优化之间的协同效应，形成功能

与结构共同价值最大化的景观生态网络优化

结果，并构建了融合功能与结构空间优先级

的景观生态网络整体优化方法框架。该框架

强调以下 4 个核心策略：基于城市生态问题

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诊断、整合生态资源供

给与人类社会需求的生态源地识别、遵循生

态系统服务交付过程并结合城市发展规划的

廊道提取与网络结构修正、兼顾网络功能与

结构价值最大化的生态用地多情景开发。虽

然目前已有很多实践应用基于各个策略展开，

但尚未有研究能够综合并统筹各策略，从而

形成融合功能与结构空间优先级的景观生态

网络整体优化的技术路径。因此，笔者提出

的景观生态网络优化方法框架可成为以生态

系统服务提升为目标进行景观生态网络规划

实践的指导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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