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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郊区乡村景观的特色与空间分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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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景观生态学原理和 JC> 技术，在提取乡村景观类型的基础上，对福州郊区乡村旅游景观特色及其组合形成

的空间分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丘陵山地针叶林景观构成了福州郊区乡村景观的基质；丘陵山地农田景观与森林

基质构成有特色的山岳森林田园风光；乡村景观多样性高，可满足多种乡村景观旅游审美需求；平原城市景观和丘

陵山地人工马尾松林景观面积较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乡村景观的旅游美学价值。结合福州郊区乡镇行政区划，分

析福州郊区乡村自然景观、乡村经营景观、乡村人文景观和乡村水域景观的空间分异，为其乡村景观旅游资源的错

位开发经营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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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乡村景观是乡村地域范围内由自然斑块和人工

经营斑块所组成的嵌块体，包括乡村聚落景观、乡村

经济景观、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人文景观等［$F"］。乡

村景观具有提供农产品、保护与维持生态环境平衡

和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等 I 方面的功能，是乡

村资源的重要类型［I］。通过乡村旅游开发可以促进

乡村景观的改善，而乡村景观的改善又进一步促进

了乡村旅游的发展。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蓬勃发

展，乡村景观作为重要旅游资源的潜在价值和开发

利用日益受到重视，也逐渐成为相关研究的一个热

点［+F$#］。在乡村旅游规划和开发中，乡村景观的特

色与地域分异是游客产生旅游动机的核心吸引物，

但在以往乡村旅游规划和开发的研究中，对于乡村

景观的特色与空间分异的认识较多采用的是定性描

述［+F$#］，缺 乏 定 量 的 分 析。本 文 在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JC>）的支持下，应用景观生态学理论，试图用定量

分析的方法，对乡村景观要素及与之组合的特色及

空间分异的关联进行剖析，从而为乡村旅游规划和

开发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与参考。

$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为福州郊区乡村，在行政区划上为除福

州城区之外的 $$ 个乡镇，分别是晋安区的日溪乡、

寿山乡、岭头乡、宦溪镇、新店镇、岳峰镇、鼓山镇、鼓

岭乡、马尾区的马尾镇、亭江镇及琅岐经济开发区的

琅岐镇。该区域地处福建东部沿海，闽江下游，北纬

"ENE*O P "GN "EO，东 经 $$LN $#O P $$LN +$O，总 面 积

%L +E+) %*L 27"，主要位于福州的北郊和东部，毗连

福州城区。研究区内山水相间，树木茂盛，乡村自然

景观秀丽多姿。特别是晋安区的北峰地区山峰挺

拔，峡谷幽深，溪流纵横，湖影如铺，森林覆盖率高，

是目前福州郊区生态环境较好，自然景观资源丰富

的地区之一，极具观赏价值；宜人的气候、茂密的森

林、清新的空气，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良好的自然条

件，是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绝好空间，素有榕城“ 后

花园”美誉。

" 数据提取与研究方法

") $ 数据处理与提取

参考以往学者 6/9:2［$$］、赵羿［$"］对景观分类的

研究成果并结合研究实际，从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

响强度和乡村景观的结构功能两方面入手，构建了

景观型—景观单元的乡村景观分类体系：$）根据人

类干扰强度的大小，分为乡村自然景观（ 包括森林、

草地等景观）、经营景观（ 农田、果园等农业景观）、

人文景观（ 包括乡村聚落与其他人工建筑等景观）

和水域景观等 + 类景观型；"）以乡村所处的地貌为

线索，以地表覆盖为标志，并结合人类利用方式，将

乡村景观型进一步划分出平原稻田景观，山地果园

景观等 II 个景观单元，详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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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福州乡村景观单元类型和斑块特征值

乡村景观单元类型
斑块

# 个
占总斑块

# $

景观单元

面积 # %&’

占总面积

# $

平均斑块

面积 # %&’

最小斑块

面积 # %&’

最大斑块

面积 # %&’

平原阔叶林景观（相思树 ( 木麻黄） ) *+ ,’- ’.,+ !,! *+ -’. /)+ .). -!+ ,*0 !-/+ !’,
平原果园景观（龙眼 ( 桔等） !. -+ *,/ 0-!+ ,’* *+ 1’! ),+ 0,, !!+ ,0/ !10+ ./1
平原农田景观（稻田） )) 1+ *.- . -,*+ 0*, /+ 00’ !’’+ ’,1 ,+ .), /1.+ 0’!

平原城市建筑景观 - *+ /!0 ) /,*+ ’-1 .+ ,1* ! ./*+ *,* !1)+ -)- - /,1+ /)1
平原乡镇村建筑景观 ’. .+ !)) 1!!+ ,/! !+ !), -/+ )0) .+ .,* !/,+ )1!

平原独立工矿景观 ! *+ ’*/ )1+ ,-0 *+ */- )1+ ,-0 )1+ ,-0 )1+ ,-0
平原人文宗教建筑景观 ’ *+ )!’ .-+ )*! *+ */0 ’/+ 0*! .+ .!- )0+ ,,,
平原河流景观 ) *+ ,’- ’ .*’+ .// -+ !.* /’.+ /)’ ,+ *1* ’ *10+ 101

平原湖泊坑塘景观 ’! )+ -’! -!.+ -’* *+ -10 !.+ *!. *+ 1), ./+ ,0!
平原沙洲滩涂景观 - *+ /!0 ’’+ *.’ *+ *-’ !!+ *’/ /+ -’- !.+ 0’1
丘陵针叶林景观（马尾松） /’ !’+ 0.0 ’! 10/+ /-, ’0+ /., -.)+ )/’ *+ /’’ - 1/*+ ’0’

丘陵竹林景观（毛竹 ( 绿竹） . !+ *’1 ’)’+ !// *+ -*. ),+ )-- ’+ !-- !*0+ ’)0
丘陵阔叶林景观（米槠 ( 甜楮 ( 木荷）等） !. -+ *,/ - 00)+ 1!0 )+ 0.! ’.!+ //! ’+ ’’. ! !/*+ ,*,

丘陵灌草丛景观（乌饭 ( 继木等） ’1 .+ 1/0 ’ -*1+ 1.! ’+ 1*0 01+ /.- ’+ *!, .’!+ .//
丘陵果园景观（桔等） , !+ /)/ !’.,+ -/’ !+ .,) !.0+ ’1. !*+ )!/ 01/+ ’)*
丘陵农田景观（稻田） )/ 1+ )/. ’ //1+ /*) -+ -/* .,+ *-. -+ ,!/ ’0’+ --)

丘陵乡镇景观 ) *+ ,’- ))+ 1’/ *+ *.0 !!+ ’-! !+ )!) !,+ 1.1
丘陵乡村景观 ’’ )+ .’0 !*.+ 10) *+ !-- )+ ,!0 *+ /!. ’0+ .-!
丘陵独立工矿景观 ! *+ ’*/ ,*+ .’! *+ !*! ,*+ .’! ,*+ .’! ,*+ .’!

丘陵人文宗教景观 . !+ *’1 !!!+ 1/- *+ !)! ’’+ -1- *+ ,*’ !*’+ )-1
丘陵河流景观 ’ *+ )!’ /-+ /11 *+ *,* -!+ ,.* -*+ .*. --+ !1)

丘陵水库景观 !/ -+ ’1’ ’.,+ *.- *+ -’. !/+ !’, !+ ,.- .)+ 1.*
山地针叶林景观（马尾松） )- ,+ ,), !0 0!,+ ,*/ ’’+ -** )!’+ */. !)+ !-0 . ’-)+ 1).
山地竹林景观（毛竹 ( 绿竹） , !+ /)/ ! ..1+ ./- !+ 1/- !1)+ 1). ’*+ **’ -0-+ !-/

山地阔叶林景观（青冈栎 ( 栲树等） !- ’+ /0. ) ,’’+ .-0 /+ */1 -0*+ 1/) ,.+ 1), 1.’+ .’’
山地灌草丛景观（山芝麻 ( 南岭荛）等） ’/ .+ -.* - -,’+ !11 )+ ’.0 !-*+ *,. ’+ **. 01-+ ’..
山地茶园景观 / !+ ’-. ! /’’+ )00 ’+ *)’ ’0*+ )!- 0+ 1/. ! -.!+ )*0

山地果园景观（柑桔等） ’ *+ )!’ !..+ 0-’ *+ !1/ 00+ ,// -!+ )!1 !’)+ -!-
山地农田景观（稻田） -’ /+ .,) ’ ’!!+ ,!/ ’+ 0,) /1+ !!1 ’+ .1! ’0-+ 0!.

山地乡镇景观 ! *+ ’*/ ,+ */- *+ *!* ,+ */- ,+ */- ,+ */-
山地乡村景观 !) ’+ ,,! !))+ -*) *+ !,’ !*+ -*0 !+ *!* .)+ *.!
山地人文宗教景观 ’ *+ )!’ ,+ 0!, *+ *!! )+ -.1 *+ .10 ,+ !’!

山地水库景观 ’ *+ )!’ !0+ ,!. *+ *’’ ,+ 1*0 )+ 1’) !’+ ,1!
合 计 ),/ !**+ *** 01 ).)+ 0,1 !**+ ***

" " 研究基础数据为福州 !2 .* *** 地形图、!2 .* ***
土地利用现状图（’**- 年）、! 2 .* *** 植被图等图

件，经过配准，将各图件统一到高斯3克吕格投影（.)
北京坐标系）上，然后应用 456789:-+ - 软件进行研

究区乡村景观类型信息提取，编制研究区乡村景观

单元图（图 !）。利用 456;<=1+ ’ 计算和统计出研究

区内各乡村景观类型的面积、斑块数目、斑块面积和

周长等相关数据结果（详见表 !），供乡村景观特色

及空间分异分析。

’+ ’ 乡村景观空间格局指数计算

本文借鉴景观生态学空间格局指数的方法来定

量分析福州郊区乡村景观特色与空间分异规律。选 图 !" 福州郊区乡村景观单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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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景观生态学较为成熟的指标，包括景观丰富度

指数 !"（ ! # （$ % $!"#）$%%& ）、多 样 性 指 数

’（(’)* # +"
,

- # $
［.- &’（.-）］）、优势度指数 )（) #

’!"# / "
,

- # $
［.- &’（.-）］）、 均 匀 度 指 数 0（0 #

（’ % ’!"#）1 $%%&，’ # + &()*"（.-）
*）、破碎度指

数 2（2 #"3- % 4），通达度指数 $" # (5 % 4 1 $%%&

等指标［$+6$,］。上述式中 .- 为景观类型 - 所占面积比

例，, 为景观类型数目，4 为景观的总面积。限于文

章篇幅，各指数的景观生态学意义在此不一一赘述。

+ 结果分析

+- $ 乡村景观特色分析

从表 $、表 *、表 + 的计算结果并经统计分析，可

以看出研究区乡村景观具有以下的资源特色。

表 *. 福州郊区各乡镇的乡村景观空间格局指数

乡 镇 丰富度 ! 多样性 ’ 优势度 ) 均匀度 0 破碎度 2 通达度 $
鼓岭乡 $/- 000 *- %*/ %- ,,/ %- 1%, %- ,20 %- 1$0
鼓山镇 ++- +++ *- %3% $- 3+3 %- 011 %- 0*+ $- 33/
宦溪镇 00- 000 *- *2+ $- ,$, %- +/$ %- 3,0 %- 020
琅歧镇 +2- 22/ *- ,*1 $- %2$ %- 3/2 %- /22 %- 2%,
岭头乡 +1- $$$ *- $+/ $- 31* %- 00* %- /1+ %- 0*$
马尾镇 *3- %%% $- 202 $- +** %- 002 %- 0/$ %- 3%$
日溪乡 +2- 22/ *- 1+0 $- $,+ %- 32* %- 21$ %- *1
寿山乡 0,- *** *- 13/ $- 0*/ %- 3*1 %- /32 %- 0,
亭江镇 00- 000 *- 31+ $- 0+, %- 0,3 %- 0,/ %- 1*1
新店镇 0$- 11, *- *,/ $- 1*, %- 031 %- ,11 $- $/
岳峰镇 $1- 11, $- ,,3 %- 2$% %- 312 %- 1,2 *- ,%$

表 +. 福州郊区各乡村景观型的景观格局指数

项目 4 乡镇
乡村自然景观

多样性 优势度 均匀度 ’!"#

乡村经营景观

多样性 优势度 均匀度 ’!"#

研究区 *- +31 $- $%0 %- 330 +- 03/ *- *,3 %- 3++ %- 1,, *- 2%,
鼓岭乡 $- +$* %- *,+ %- ,1% $- 323 %- /,0 %- %*1 %- /3% $- %%%
鼓山镇 %- 1+3 $- +13 %- $1/ *- %%% %- *11 %- ,+3 %- $+% $- %%%
宦溪镇 $- 0/, $- %22 %- +23 *- 323 $- 3+0 %- 01, %- 13, *- %%%
琅歧镇 $- %+2 %- 30, %- 33/ $- 323 %- /2* $- %$2 %- 0+0 *- %%%
岭头乡 $- ,1+ %- 2** %- 30% *- 323 %- 320 $- %%$ %- $/+ $- 323
马尾镇 $- %$$ %- 3,0 %- 3** $- 323 %- 31/ %- 0+$ %- +2* $- %%%
日溪乡 *- $,1 %- 1+* %- 1,* *- 2%, %- /,% %- %+% %- /0$ $- %%%
寿山乡 *- $2* %- 2$2 %- 32$ +- %%% %- //1 $- %%0 %- ++% *- %%%
亭江镇 $- %/+ %- 0/* %- 3$1 $- 323 *- %%+ %- 32* %- 12+ *- 323
新店镇 %- 12* $- +$2 %- $,/ *- %%% %- 2,3 %- ,$% %- *+3 $- 323
岳峰镇 %- ++* %- 112 %- $,1 $- %%% %- %%% %- %%% 5 %- %%%

项目 4 乡镇
乡村人文景观

多样性 优势度 均匀度 ’!"#

乡村水域景观

多样性 优势度 均匀度 ’!"#

研究区 $- $%$ *- +3/ %- *%* +- 03/ $- *30 $- ++$ %- +$/ *- 323
鼓岭乡 %- %%% %- %%% 5 %- %%% %- %%% %- %%% 5 %- %%%
鼓山镇 %- +$/ *- %%+ %- %3* *- +** %- %$+ %- /2, %- ++2 $- %%%
宦溪镇 *- $3, %- $13 %- 22% *- +** %- 1+, %- +1+ %- 033 $- %%%
琅歧镇 $- %%$ %- 320 %- 1$0 $- 323 %- //, $- %%+ %- +/0 *- %%%
岭头乡 $- $%1 %- 2/0 %- +33 *- %%% %- %%% %- %%% 5 %- %%%
马尾镇 %- $1+ %- 2+, %- %1/ $- %%% %- 02$ %- 3$/ %- */2 $- %%%
日溪乡 $- 32* %- %%+ %- //1 $- 323 %- 113 %- ++3 %- 02, $- %%%
寿山乡 %- 2/3 %- 1/% %- 0+0 $- 323 %- 201 %- $30 %- ,+$ $- %%%
亭江镇 %- *3/ $- +*1 %- %,$ $- 323 %- 3*% $- 02% %- $*% *- %%%
新店镇 %- 2%$ $- $// %- *3% *- %%% %- 03, %- 30+ %- *,1 $- %%%
岳峰镇 %- 1*+ %- /1* %- *,1 $- %%% %- %30 %- /01 $-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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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然景观占优势，丘陵山地针叶林构成基

质。从地貌类型看，福州郊区平原面积 "#$% &’ ()*，

占总面 积 的 "+% ,’- ，丘 陵 面 积 .*+% $, ()*，占

#"/ #&- ，山地面积 ."’% 0* ()*，占 .$% ,+- ；从乡村

景观 型 构 成 看，福 州 郊 区 乡 村 自 然 景 观 面 积

0’&/ #0& ()*，占福州郊区总面积的 ,&% 0.#- ，乡村

自然景观占绝对优势。此外，从乡村景观单元面积

统计来看，在 .. 种乡村景观单元类型中斑块面积最

大的是丘陵针叶林景观，面积达 *"$% ,’’ ()*，占总

面积 *,% ’0+- ；第 二 是 山 地 针 叶 林 景 观，面 积

",,/ "++ ()*，占 **/ .&&- ；两 类 合 计 共 占 总 面 积

#$% $0+- 。因此，丘陵山地针叶林景观构成了福州

郊区乡村景观的基质，形成了“ 绿色、生态”的乡村

景观特色。

*）农田斑块较多，与森林基质构成田园风光。

福州郊区乡村经营景观面积 "#&% ." ()*，仅占福州

郊区总面积的 ",% ’0+- ，乡村经营景观总面积不

大，但乡村农田景观的斑块数量却很多。在平原区，

农田景观斑块比例 .’% &,- ，明显占优势；在丘陵和

山地区，农田景观斑块数量也仅次于针叶林景观，占

该区域景观斑块数的 *"% #*- 。同时，由于受地貌

地形的影响，丘陵山地的农田多为梯田景观，在福州

郊区乡村广大的森林基质上，农田景观与森林景观

交错相连、交相辉映，构成了生态环境良好，观赏价

值极高的山岳森林田园风光。利用森林与农田形成

的互补优势，可以开发出具有本地区特色的乡村田

园观光旅游产品。

.）景观多样性高，可满足多种旅游审美需求。

旅游价值要以一定的景观多样性为基础。研究表明

在小尺度（面积在 . 1 .& ()* ）的风景资源评价中，

过分注重多样性并无充分理由［"+］。本研究区面积

有 ,$#% 0+" ()*，因此，在广大的区域内景观的多样

性对提高旅游观赏和体验具有积极意义。从表 . 可

看出，福州郊区乡村自然景观和经营景观的多样性

分别是 *% .0’ 和 *% *,0，明 显 高 于 乡 村 人 文 景 观

（"/ "&"）和水域景观（"% *0#），说明在福州郊区乡村

自然景观和经营景观的构成较为复杂。原因是福州

乡村不仅在地貌上跨越平原—丘陵—山地（ 低山、

中山），而且福州南部为盆地，东边鼓山至鼓岭一带

为典型的断块山，北部为火山岩中低山，再配合上多

姿多彩的地表覆盖，可以为福州乡村景观旅游带来

不同的审美需求和旅游体验。

#）受人类影响较深，其生态环境及美学质量不

足。从表 . 可以看出，一方面福州乡村自然景观的

多样性指数（*% .0’）与最大可能取值（!)23 4.% #0$ #）

还有一定差距，说明福州乡村自然景观的多样性还

不够高；另一方面其人文景观的优势度是所有景观

类型中最高的，也说明福州郊区乡村地区人类影响

自然较为深刻。从乡村景观的角度看，高覆盖的人

工景观若不加以控制会导致乡村景观风貌的加速退

化和沦丧。此外，由于福州郊区乡村的阔叶林面积

少，呈孤岛状分布，而占绝对优势的植被是以马尾松

为主的人工林，过于单一的树种使森林生态系统自

我调节能力下降，稳定性趋弱，导致乡村生态环境质

量下降；同时，单一的林相，容易造成审美疲劳，降低

研究区的旅游美学价值。

.% * 乡村景观空间分异研究

受自然地理和人类社会干扰的影响，乡村景观

在空间上存在着一定的分异。研究乡村景观的空间

分异特点，能够进一步明确不同乡镇乡村旅游的开

发重点与发展方向，为不同乡镇实现乡村旅游错位

经营提供科学依据。

.% *% " 乡村自然景观的空间分异! 研究区中，除岳峰

镇（""% +&* ()*）、鼓岭（*$% .., ()*）面积小于或接近

于 .& ()* 外，其余乡镇面积均明显大于 .& ()*，因

此，从乡村自然景观的旅游价值角度出发，乡村景观

多样性高的乡镇可以提供更多的旅游观赏和体验的

效果，其乡村景观的旅游价值也较高。从表 . 计算

结果可看出，福州郊区各乡镇中乡村自然景观多样

性前 . 名分别是寿山乡（*% "+*）、日溪乡（*% ",’）和

岭头乡（"% ,’.）。这 . 个乡位于福州郊区的北峰，

区内山高谷深，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良，是开

展乡村生态旅游很好的目的地。

.% *% * 乡村经营景观的空间分异! 经营景观是乡村

田园风光构成的主体。从乡村旅游审美价值的角度

看，田园风光在构成上需要有大面积的分布才较易

形成旅游的吸引物，这一点对于福建“ 八山一水一

分田”的农业生产环境特点更具有意义。因此，利

用景观优势度指数可以很好地反映不同乡镇经营景

观的空间分异。从表 . 可以看出，福州郊区经营景

观优势度 前 . 名 分 别 是 琅 歧 镇（"% &"+）、寿 山 乡

（"/ &&#）、岭头乡（"% &&"）。琅岐镇拥有大面积的水

稻田（占其总面积 .,% 0"#- ）构成了景观优美的平

原稻田风光；寿山乡和岭头乡则拥有较多的山地

（丘 陵 ）梯 田，分 别 占 其 总 面 积 的 "#% 0#+- 和

,/ *"+- 。但是，多样性也反映了农业经营的多样

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也为乡村旅游提供了新的选择

和吸引物。从表 . 可以看出，总体上福州郊区各乡

镇乡村经营景观的多样性都比较低，说明其农业经

营的种类较少。其中，亭江镇和宦溪镇的经营景观

的多样性大大高于其他乡镇，构成了自己的特色。

如亭江镇拥有平原果园和稻田，丘陵果园和稻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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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茶园和稻田等多种景观单元，为其乡村景观旅游

提供了多种的选择。

!" #" ! 乡村人文景观的空间分异$ 乡村人文景观作

为人类活动和干扰的创造物，与自然景观相对立。

从表 ! 可以看出，福州郊区乡村人文景观的多样性

指数总体上较低，优势度较高，说明人工景观单元类

型较少。人文景观的多样性指数前 ! 名分别是宦溪

镇（#" %&’）、日溪乡（%" &(#）和岭头乡（%" %)*）。而

从优势度指标看，鼓山镇（#" ))!）、亭江镇（%" !#*）

和新店镇（%" %++）的优势度较高，这是由于鼓山镇、

新店镇和岳峰镇处在城乡接合部的近郊，福州的城

市化进程影响显著的地区，! 个镇的大片土地已经

被城市化建筑所占据；而亭江镇的优势度高则是由

于其处在沿江经济发达地区，沿江平原乡村居民建

筑面积较大所致。

!" #" , 乡村水域景观的空间分异$ 福州地处闽江下

游，闽江自西流入，经长门、梅花注入台湾海峡，流经

境内 %!&" # -.，是福州的重要景观，但福州郊区乡

村水域景观多样性指数（! / %" #&,）与最大多样性

指数（!.01 / #" &(&）之间有较大差距，原因是闽江沿

岸地区多为城市建筑，能体现出乡村水域景观的区

域不多。研究区乡村水域景观优势度前 ! 名分别是

亭江镇（%" ,()）、琅歧镇（%" ))!）、鼓山镇（)" +(’），

说明大面积水域仍集中在闽江边上，但乡村水域景

观多样性 前 ! 名 分 别 是 琅 歧 镇（)" ++’）、寿 山 镇

（)2 (,*）和日溪乡（)" **&），说明在山区也可以欣赏

到多样的水域景观。

!" #" & 乡村廊道通达度的空间分异$ 福州郊区丘陵

山地广阔（占 (%" #!*3 ），公路是福州郊区乡村旅游

最主要的通道。因此，本文以公路面积计算分析研

究区乡村廊道通达度的空间分异。研究区乡村廊道

的通达度 前 ! 名 分 别 是 岳 峰 镇（#" ’)%）、鼓 山 镇

（%2 &&+）、新店镇（%" %+)），这 ! 个乡镇毗邻福州城

区，交通条件好；通达度差的是日溪乡（)" #*)）、岭

头乡（)" ,#%）、寿山乡（)" ,’)），这 ! 个乡不仅远离

城区，而且地处福州北峰山区，交通不便，乡村旅游

的可进入性差。

, 讨论

通过以上对福州郊区乡村景观特色与空间分异

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456 技术能方便提取乡村景观类型，建立乡

村景观类型信息数据库，为定量分析和认识乡村景

观的构成提供技术支持，提高了对大区域空间上的

乡村景观研究与认识的科学性。

#）运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定量分

析乡村景观特色与空间分异特征，如不同的乡村景

观在不同景观型（自然景观、经营景观、人工景观和

水域景观等），或在不同空间上（ 自然地域或行政辖

区）呈现出的不同特色和空间分异特征，可以为乡

村旅游规划和开发研究提供新理论和视野。

!）乡村景观空间异质性的研究，不仅为不同区

域乡村旅游的开发明确了方向，而且为各地乡村旅

游的发展提供了资源上的优势互补，使乡村旅游错

位开发经营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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