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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本研究基于相关文献统计分析,对我国生态基础设施研究的历程、

文献类型、期刊来源等进行分析,认为我国生态基础设施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历了起步、初步发展和快速发

展3个阶段。同时采用主观筛选法和PearsonCor-relation分析法相结合,对生态基础设施研究的13篇硕士、博士论文和

90篇重点文献进行综述,结果如下:(1)文献研究中案例研究是主导,理论研究较少;(2)研究内容主要有规划、建设、安
全、保护与利用、文化遗产廊道、调控机制、定量和其它研究,其中规划和建设研究文献占主体;(3)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

主,定量研究稀少等。最后,在研究的基础上,对6个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引起学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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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中国

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7.92%,2012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52.5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在城市取得重大发展

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低,生境破坏的恢复性差;水土流失加剧;地质灾

害严重;环境污染突出,自净能力差;景观生态基质穿孔(Perforation)效应上升;热岛、浊岛效应明显等。如何解

决这些问题已成为当前学界思考的课题,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简称EI)方法与理论由此应运

而生。所谓生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和健康的关键性空间

格局,是城市和居民获得持续自然服务(生态服务)的基本保障,是城市扩张和土地开发利用不可触犯的刚性限

制[1]。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1984年,在该报告中提出了生态

城市规划的五大原则:①生态保护战略;②生态基础设施;③居民生活标准;④文化历史的保护;⑤将自然引入城

市[2]。MAB的研究推动了全球生态城市研究的进展。在我国,直到1999年才有学者涉足这方面的研究,最早

的论文是俞孔坚的《生物保护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一文,该文在1999年1月发表在《生态学报》刊物上,认为不

论景观是均相的还是异相的,景观中的各点对某种生态具有重要性,而一些局部、点和空间关系对控制景观水平

生态过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些起关键性作用的局部、点是现有的或是潜在的生态基础设施[3]。2005年,刘海

龙等在《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及其研究进展综述》一文中对生态基础设施的概念、内涵、相关理论思想研究进展以

及逐步的系统与完善进行综述,强调在中国城市化和国土面临巨变背景下提出的关于建立具有前瞻性的生态基

础设施的理论方法和战略[4]。通过文献检索得知,近年来我国生态基础设施研究在论文数量大量增长的同时,
在理论研究和规划方面有新的发展。本研究以我国生态基础设施为研究对象,采用PearsonCorrelation分析法

对文献间相关性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生态基础设施研究提供参考。

1文献的研究方法

1.1获取文献的方法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为基础,在期刊全文数据库、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分别以检索项“主题”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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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生态基础设施”进行检索,在此结果中再以检索词“城市”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13年2月18日17:00,文
献范围为全部期刊和博、硕学位论文。通过上述检索共获取博士学位论文1篇、硕士学位论文12篇、全部期刊

文献101篇;其中《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版)》来源期刊论文59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2008─2009年)来源期刊文献26篇,EI工程索引(美)(2012)来源期刊2篇。

1.2研究历程分析

年度/年

图1 生态基础设施研究文献年度数量对比

从历年研究文献数量分布来看,我
国生态基础设施研究大致经历了3个阶

段(图1):第一个阶段(1999─2002年):
处于生态基础设施研究的起步阶段,这

一时期研究成果少,发表论文仅6篇,处
于探索阶段。第二个阶段(2003─2006
年):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共发表论文27
篇。这一时期的文献在中文核心期刊、

CSSCI来源期刊等发表的论文明显增

加。第三个阶段(2007─2012年):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共发表论文79篇,这一

时期发文量大,文献来源除中文核心期

刊、CSSCI来源期刊外,还有2篇来源于

EI工程索引(美)(2012)的论文。

1.3研究方法

为了对研究文献进行合理、科学地综述,在主观筛选的基础上拟采用PearsonCorrelation分析法对个体文

献间相关性进行分析并层次聚类[5]。具体方法如下:
(1)根据全部研究文献的主题选取主参考变量PA(PA 为选出的主参考词;A=1,2,3,…k(k∈N));
(2)根据个体文献的主题提取所有变量Ca(Ca 为选出的个体研究文献所有关键词;a=1,2,3,…k(k∈N));
(3)把个体研究文献提取的所有变量Ca 与主参考变量PA 作比较并规定:Ca 中任一个变量与PA 中任一个

主参考变量比较,并按照完全不同、比较相近、相近、比较相同和完全相同分别按1~5相应赋值,使个体研究文

献中所有变量Ca 通过与主参考变量PA 比较赋值后获取数值化处理;
(4)根据个体研究文献中所有变量Ca 通过与主参考变量PA 比较赋值获取数值化处理后的结果,按照个体

研究文献为单位,运用 MATLAB7.0数学工具软件计算,其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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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Zxy代表两两个体研究文献间的相关系数;xi、yi(i=1,2,3,…k(k∈N))分别代表个体研究文献变量的赋

值数;n(n=1,2,3,…k(k∈N))为个体研究文献变量的个数。
(5)根据主参考变量PA 为主类标准分析Zxy,再分析Zxy划分亚类Pa(Pa为主类PA 内的亚类,a=1,2,3,…

k(k∈N)),以此类推;
(6)根据t分布双侧百分位数表(P t(m)>ta(m[ ])=a)对Zxy进行检验。

2研究文献综述内容分析

2.1综述研究内容分析体系构建

根据上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生态基础设施研究的1篇博士论文、12篇硕士论文和90
篇重要期刊论文发现,研究人员从9个方面 (主类)关注我国生态基础设施的研究,P9=(规划研究、建设研究、安
全格局研究、保护与利用研究、文化遗产廊道研究、调控机制研究、定量研究、综述研究、其他研究)。相关文献研

究领域(主类)、研究视角(亚类)、数量、比重和个体文献间相关性分析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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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国生态基础设施研究文献综述分析体系表

研究领域(主PA=P9) 研究视角(亚类Pa)
研究文献数量/篇 占全部文献数量比重/%

单项 累 积 单项 累 积
研究文献相关系数≥Zxy

规划研究 P4

规划方法 16(5) 43(9) 43(9) 15.53 41.72 41.72 ≥0.928

规划模式 7(2) 6.78 ≥0.914

规划设计 7(1) 6.78 ≥0.892

规划实证 13(1) 12.62 ≥0.861

建设研究 P4

建设原则 6(1) 22(1) 65(10) 5.83 21.34 63.06 ≥0.957

建设途径 7 6.78 ≥0.932

对策分析 4 3.88 ≥0.849

建设实证 5 4.85 ≥0.915

安全研究 P2
生态安全 4 9(2) 74(12) 3.88 8.73 71.79 ≥0.825

景观安全 5(2) 4.85 ≥0.923

保护与利用研究 P3
保护与管制 5 8 82(12) 4.85 7.76 79.55 ≥0.917

开发利用 3 2.91 ≥0.942

文化遗产廊道研究 P4
线性文化遗产 5 8(1) 90(13) 4.85 7.76 87.31 ≥0.895

文化景观 3(1) 2.91 ≥0.825

调控机制研究 P2
空间结构研究 2 4 94 1.94 3.88 91.19 ≥0.873

调控途径与对策 2 1.94 ≥0.927

定量研究 P2
评价模型研究 3 4 98 2.91 3.91 95.10 ≥0.878

识别模式研究 1 1.00 =1

文献综述 P1 文献进展 3 3 101 2.91 2.91 98.01 ≥0.963

其它研究 ——— ——— 2 2 103 1.94 1.94 100

总计 103(13) 100

 注:研究文献数量栏括号内数值为硕士、博士论文数量

2.2综述研究内容分类述评

2.2.1生态基础设施规划研究 该领域重点研究我国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问题,文献总量43篇,约占文献

总量的41.75%。研究视角主要有规划方法(16篇)、规划模式(7篇)、规划设计(7篇)、规划实证(13篇)等4个

方面。各个研究视角的文献相关系数分别为0.899、0.917、0.834、0.905,均大于0.750,在双尾t检验为0.06、

0.02、0.04、0.01的水平上有显著相关,说明该研究领域内各研究视角中的文献内容有很强的相关性。

1)生态基础设施规划方法在城市规划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必须有合理科学的规划方法为指导,很多学者在

这方面进行了研究。吴宇华以生境理论为基础,把城市规划过程分为3个阶段:生境规划阶段、经济社会规划阶

段和规划评价与调整阶段[6]。俞孔坚及其研究团队在这方面研究较多,内容包括两个方面:①探讨“反规划”理
论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法和把生态基础设施与土地利用规划相结合的实施途径[7-8];②探讨生态基础设施与城市

风貌规划相结合的方法[9]。汪洋等以GIS和RS空间信息技术建立区域生态基础设施定义的基本方法与技术路

线,并应用于广州市萝岗区,提出萝岗区空间规划和发展战略[10]。吴耀宇强调尊重自然的思想,关注生物多样性

保护,把开发控制作为规划的重点[11]。侯伟认为以“反规划”为途径建立生态基础设施是引导城市规划的基础之

一,并应用于城市形态、用地评价和选择方面[12]。梁振然等反思我国旅游传统规划存在的问题,采用逆向的规划

方法,提出景区不可建设区域即生态基础设施[13]。张莉、宋真真等把“反规划”理论应用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空

间布局上,以河南泌阳县为例,在分析区域土地现状特征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生态服务功能评价,形成多层次的

景观格局图层,对这些图层进行叠加得出区域生态基础设施,并以此划定土地生态控制线,对土地进行优化布

局[14-15]。孙攀讨论了基于生态基础设施理念的城镇绿地系统规划方法[16]。王悦、李肖亮提出基于农村功能的

“三生”(生产、生活、生态)农村基础设施分类框架,探讨了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组织、管理的方法[17-18]。

2)近年来,生态基础设施规划模式成为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朱强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先建立一个网格

化的微观生态基础设施,然后再进行道路和建筑布局,形成基于绿网的网格城市,构建了格网型城市结构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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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19]。冯艳从生产层面的斑块和廊道、生活层面的村庄聚落和生态层面的湿地这三方面景观规划模式进行研

究[20]。祝明建通过保障土地生命系统完整性和富有地域特色的生态基础设施来建立城市防洪模式,可以有效实

现城市防洪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等多功能的协调和统一[21]。邱强根据城市建成区为生态斑块,提出以生态廊道

保护为重点,以林地和外围郊区农田为生态基质”的结构模式[22]。孙庆荣在对黄河三角洲区域的自然资源、经济

和社会发展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该区域独特的生态环境,提出生态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规划模式和主导

产业发展策略[23]。周婷婷以湖北省京山县为例,通过建立区域生态基础设施,确立基本农田保护区、自然和人文

景观保护区、林业用地等主要非建设用地的合理空间布局模式,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重目的[24]。

3)在生态基础设施发展中,规划设计是一个瓶颈问题,在城市规划中如何让生态基础设施优先设计部分学

者进行了思考。姜耀明强调要对自然资源条件与人文资源现状进行分析评价,确定保护和控制区域,建立完善

的生态基础设施和景观格局[25]。俞孔坚等介绍了重庆市江津区、北部新区的城市设计理念与方案,以生态基础

设施作为框架结构,用以组织城市的空间形态和功能布局[26]。刘帆从水、生物栖息、乡土遗产、休闲游憩、灾害防

护和视觉感知等方面研究了遂宁的生态基础设施规划设计[27]。周雯指出,城市蓝色空间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

部分,针对蓝色空间存在的问题,研究生态基础设施视角下的城市蓝色空间格局优化和功能系统的生态服务和

生态影响[28]。

4)在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实证方面,研究对象主要集在中东部地区。李力等把生态城市规划的内容分为3个

子系统:生态基础规划、生态社会规划和生态产业规划,并以常州为例,将常州新北区生态城市规划分为生态基

础规划、生态社区规划、生态工业规划、生态农业规划等[29]。俞孔坚等以浙江台州为例,阐述了城市物质空间的

“反规划”途径,构建了保障土地生命系统和生态基础设施的完整性[30]。并认为生态城市的设计关键是建立生态

基础设施系统,为城市提供生态系统服务[31]。彭德胜、高绢等强调城市规划应先控制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并在沅

江市、唐山市等城市总体规划中加以应用[32-36]。

2.2.2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研究 学者们从总体上研究我国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研究文献共有22篇,占研

究文献总量的21.35%,研究视角主要有建设原则(6篇)、建设途径(7篇)、建设实证(6篇)和对策分析(3篇)等

4个方面。4个研究视角文献相关系数分别为0.957、0.932、0.849、0.915,均大于0.750,在t双尾检验为0.04、

0.01、0.02、0.05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在该领域内各研究视角中的研究内容相关性强。

1)目前,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原则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杜士强等在分析生态基础设施的构成、生态基础设

施在改善城市环境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原则,即:①生态基础设施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

基础部分的原则;②重要生态用地划分及对其重点保护的原则;③网络体系的原则;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

合的原则[37]。俞孔坚等为应对中国未来巨大的城市化压力,提出了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保护和

建立多样化的乡土生境系统;维护和恢复河流和海岸的自然形态;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将城郊防护林体系与城

市绿地系统相结合;建立无汽车绿色通道;开放专用绿地;建立乡土植物苗圃基地等十大战略原则[38-39]。王如松

等提出生态城市建设的三大支柱是安全生态、循环经济与和谐社会[40]。崔晶等阐明了生态基础设施对于构建生

态城市的重要性,指明了我国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着力点[41]。白家泽运用生态经济理论、城乡一体化理论、系统

理论、土地可持续利用等对城市新区景观生态建设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城市新区景观生态规划的原则[42]。

2)建设途径在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周年兴等提出农田与城市的自然融合观点,认为

农田溶入城市能实现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并探讨了实现途径[43]。谢浩强调,在城市规划中完善生态基础设施,注
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高城市绿化的景观和环境质量,创造富有时代特征和地域性、民族性的城市建筑文

化[44]。雷一东等提出了加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保护,加强环境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开展城市景观调查,重视乡

土植物景观保护与利用等思路[45]。张毅川等分析了黄河滩地所发挥的生态基础设施功能、“生物廊道”功能、生
态“绿道”功能、生态防灾功能和遗产廊道功能,从生态学途径出发构建了黄河滩地景观[46]。

3)对策方面,部分学者对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策略作了思考。冯维波等从绿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水域

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几方面提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策略[47]。张景春等从山水格局、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提出

了张家口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战略[48]。杨文英等对重庆市城市绿化现状和城市森林工程的开展情况进

行调查,提出关于重庆市城市森林建设的对策意见[49]。

4)建设实证案例分布广泛。俞孔坚等以浙江台州为例,通过建立保障土地生命系统的完整性和地域特色的

生态基础设施,在分析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尺度上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形态的基础上,建成独特的城市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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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模式[50]。沈莉莉等以江苏常州市为例,探讨以“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文生态设计”为重要控制点的城市景

观生态建设之路[51]。董云仙等在分析昆明市生态系统基本类型基础上,提出昆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框架和

主要工程内容[52]。吴秀英等分析了大连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战略,探讨生态基础设施对城市发展的意

义,从而促进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53]。

2.2.3生态基础设施安全研究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生态基础设施安全面临巨大挑战。城市生态安全成为生

态基础设施安全的基本保障和主要途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该领域文献数量共9篇,约占

文献总量的8.38%。研究方向主要有生态安全 (4篇)、景观安全(5篇)等两个方面,各视角文献相关系数分别

为0.913、0.887,均大于0.750,在双尾t检验的0.05水平上相关性强,说明该领域内各研究视角中的文献内容

相关性强。

1)生态安全成为生态基础设施安全的基本保障和主要途径。俞孔坚等运用GIS和空间技术分析,判别出维

护各种过程安全的关键性空间格局并进行叠加,从宏观尺度、中观尺度和微观尺度等方面构建了具有各种安全

水平的生态基础设施安全格局[54-55]。张春柱等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和景观安全格局分析方法,建立

高中低3种不同安全水平的生态基础设施[56]。李红举等以北京市密云县土地整理为例,构建以水体安全为核心

的生态基础设施,实现了研究区的景观安全格局[57]。

2)在生态基础设施安全研究中,学者们通过建立景观安全格局构建生态基础设施安全。李薇等应用景观格

局原理对武汉科技新城的景观格局进行分析,通过保护生态基础设施,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实现研究区的发展,最
大限度的保护研究区的生态功能和山水格局[58]。刘英以景观格局为研究对象,对武汉市东南部现有景观格局中

的廊道、斑块和基质进行分析,运用生态基础设施优先规划的手法,形成新的、安全的景观生态格局[59]。雷忠兴

在其学位论文中探讨了城市生态安全格局与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关系,寻找生态基础设施在二者之间的重要作

用[60]。

2.2.4保护与利用研究 生态基础设施保护与利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

在保护与利用之间找到平衡学者们关注颇多。该领域文献数量共8篇,约占文献总量的7.76%。研究方向主要

有保护与管制 (5篇)、开发利用(3篇)两个方面,各视角中文献相关系数分别为0.942、0.861,均大于0.750,在
双尾t检验的0.05水平上相关性强,说明该领域研究视角中的文献内容相关性强。

1)在城市规划过程中,生态基础设施保护与管制是规划的前提和基础。彭瑶玲等针对城市绿色生态空间规

划和建设存在的问题,从区划依据、方法和空间管制的对策、措施以及机制等方面对绿色空间管制规划进行了探

索,以达到保护的目的[61]。俞孔坚等分析了黄泛平原区“水城”的景观形态和形成机制,提出从水伦理、宏观生态

基础设施规划和场地生态设计3个层面进行“水城”保护和建设[62]。李博将生态基础设施与精明保护结合起来,
探讨了其对我国相关研究和保护规划的借鉴意义[63]。曹鹏飞认为城市湿地是城市重要的生态基础设施,在阐述

城市湿地生态基础设施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恢复和保护的措施[64]。

2)在对生态基础设施保护和管制的前提下,对城市空间合理开发利用是学者们规划的目的。崔玲、霍铮、潮
洛蒙等提出城市湿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重要生态基础设施,认为城市湿地具有调蓄雨洪、降污净水、调
节小气候、补充地下水、改善生态环境、为市民提供休闲场所等重要功能,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开发与保护湿地的

对策[65-67]。

2.2.5文化遗产廊道研究 文化遗产廊道是生态基础设施研究内容的重要体现,部分学者对此给予了关注。该

领域文献数量共8篇,约占文献总量的7.66%。研究方向主要有线性文化遗产 (5篇)、文化景观(3篇)等两个

方面,各视角中文献相关系数分别为0.918、0.892,均大于0.750,在双尾t检验的0.05水平上相关性强,说明该

领域研究视角中的文献内容相关性强。

1)线性文化遗产在生态基础设施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学者们对此研究较多。俞孔坚等在探讨京杭大运河

遗产、生态安全、输水与航运、休闲通道等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京杭大运河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方略和实施途径,为
大运河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及遗产廊道保护提出具体实施途径[68-71]。王肖宇创立“京沈清文化遗产廊道”,对其保

护既是保护这条线性文化遗产景观的需要,也是建设前瞻性和高效性生态基础设施的需要[72]。

2)文化景观在文化遗产廊道研究中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俞孔坚等认为文化景观廊道的建设思路是把遗

产和生态休闲活动作为一种空间水平过程,基于遗产廊道元素和土地利用属性不同阻力分布,模拟其空间扩张

状况,由此分析确定适合建立廊道的区域。并以浙江台州市为个案,进行了较详细研究[73],认为遗产内涵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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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不断扩大,新增加的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遗产类型需在景观或区域尺度上进行保护[74]。

2.2.6调控机制研究 生态基础设施要进一步优化,调控机制研究必不可少。滕明君等通过对城市生态基础设

施景观结构特征与形成机制的分析,探讨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景观结构特征的形成机制,提出生态系统承载力与

压力评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估量、生态适宜性评价以及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分析为基础的多尺度综合调

控机制[75]。俞孔坚等认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依靠综合、系统的途径,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来整合相关的

景观结构与生态过程[76]。刘超针对西部地区生态基础薄弱的问题,从加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产业结

构调整的力度,提高西部生态力,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统一起来等4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77]。
汤放华对长株潭城市群进行空间重构,即构建区域一体的“流动空间”体系,构建以生态基础设施为空间分割的

组团式空间结构,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78]。

2.2.7定量研究 通过文献检索分析,直接涉及生态基础设施定量研究的文献仅4篇。秦趣等以绿地系统、水文

系统和大气系统为依据,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法、模糊数学法构建模型,对我国部分城市的生态基

础设施现状及演化进行了研究[79-81]。汪洋等讨论了生态基础设施元素的空间结构识别模型与空间信息提取方

法,应用多源空间数据挖掘原理构建了区域生态基础设施结构的信息识别方法,对广州市萝岗区进行了评价研

究[82]。

2.2.8其它研究 除以上研究领域外,其他有关学科也逐渐进入到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研究中来,如高均凯等把

生态基础设施概念与理论应用于森林生态建设中,提出应将森林定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在分

析森林生态系统特点的基础上,认为森林基础设施属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主体由活体的生物材料构成,权属

带有明显的多元性质,因此林业生态建设的管理体制和模式既要遵循基础设施的基本原理,又要考虑森林的特

殊性[83-84]。

3研究文献评述与展望

3.1研究文献评述

通过研究我国生态基础设施文献发现,在研究内容的视角参考、研究类型的范式选择和研究方法的科学运

用等方面呈现出以下特征:①我国生态基础设施规划研究和建设研究文献占主体地位,其他领域文献逐渐增加。
规划研究文献43篇,建设研究文献22篇,共65篇,约占文献总量的57.02%,重点关注规划方法、规划模式、规
划设计、规划实证、建设原则、建设途径、对策分析等视角;对我国生态基础设施的关注程度逐渐提高,在其他研

究领域内出现了包括调控机制、文化遗产廊道、保护与利用和安全研究等相关研究文献,且呈增长趋势。随着我

国生态基础设施研究的深入,多学科理论融入其中,我国生态基础设施研究领域与视角会不断拓宽,理论也会不

断完善。②我国生态基础设施案例研究文献较纯理论研究文献占主导。通过文献分析可以看出案例研究以及

理论和案例相结合的研究文献为79篇,约占全部研究文献总数的69.30%。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事物的

认识过程具有反复性,认识往往要经过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归到实践中进行检验的多

次反复才能完成。生态基础设施研究在我国起步晚,发展慢,是一个新鲜复杂的事象,起初难以准确认知,这为

学者们发展奠定了研究基础。因此,案例型研究文献开始较多,可是,理论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基于实践

性的生态基础设施感性认识也应上升到理性认识,不断归纳出生态基础设施的发展理论并能对其提供合理的科

学指导。③我国对生态基础设施定量研究文献稀少,定性分析居多。通过检索只发现4篇文献,且研究方法单

一,仅从绿地系统、大气系统和水文系统3个方面进行探讨,未能全面反映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整体状况。定量

研究与分析能更准确地了解生态基础设施的现状与发展情况,所以在今后研究中应加强生态基础设施的定量研

究与分析。
从目前已有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研究文献来看,我国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已有一定的研究,但还不够全面,

不够完善,没有形成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目前对生态基础设施的研究概

念性内容较多,而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基本理论和技术体系研究很少,未能形成系统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

设和管理理论体系,尤其没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立足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

结构的耦合关系并不确定,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优化途径和调控方法。③在城市生态基础

设施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尚未建立科学、合理、全面而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④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未来发

展趋势进行预测的研究鲜有涉足。这些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当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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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研究趋势与展望

近年来,学界对我国生态基础设施的关注越来越高,其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但作为一个性质多样复杂的事

象,仍有一些问题尚待学界今后深入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初步展望今后我国生态基础设施的6个重要

研究方向,以期引起学界关注:①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和理论体系构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是一个相当复杂

的非线性系统,被学界逐渐重视,学界对其研究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尤其在理论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薄弱。其

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主要有:景观生态学理论,如景观生态的多样性与异质性理论、景观生态格局理论等;城
市空间相关理论,如城市生态理论、城市形态与景观理论、城市理想模式理论、景观建筑学理论、场所理论等;环
境行为相关理论,如环境行为动机理论、认知理论等。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加强研究,分析总结,形成独有的、富有

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构建属于中国的理论平台[85-86]。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与城市空间的耦合研究。城市生态

基础设施是城市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城市空间具有交叉重叠性。所以必须加强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与城市空

间的耦合研究,主要包括耦合方法研究和耦合机制研究等。③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指标体系研究。城

市生态基础设施规划是把社会科学知识与技术和环境设计融为一体的艺术,是社会经济规划与物质规划的综

合。所以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指标体系。④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管理研究。城市生态基础设

施的管理从根本上说是对自然与文化的创造和管理,涉及到影响人们的城市自然环境与城市文化环境,包括给

人们提供各种生态服务的空间,因此要加大研究力度。⑤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安全与预测研究。城市生态基础设

施的安全级别怎样,未来发展情况如何,这些都需要学界关注。⑥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和多元化定量分析方法

综合研究我国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现状并探寻其优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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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ogressandProspectofResearchontheUrbanEcologicalInfrastructureinChina

QINQu1,2,FENGWeibo3,DAIWen1,YANGHong1

(1.SchoolofEnvironmentalandResourcesSciences,LiupanshuiNormalUniversity,Liupanshui,Guizhou553004;

2.ResearchInstituteofDevelopmentintheWumengshanRegion,Liupanshui,Guizhou553004;

3.CollegeofGeographyScience,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China)

Abstract:Itisakeypointfortheurbanecologicalinfrastructureintheacademicfieldatpresent.Thispaperanalyzestherelatedre-
searchonecologicalinfrastructureinChinawithanemphasisonresearchprocess,documenttype,andjournalsourceadoptedinChi-
na.Theresearchofecologicalinfrastructurebeganintheendof1990sandithasundergonethreephases,namelythebeginning
stage,tentativedevelopmentstageandfastdevelopmentstage.Atthesametime,weattemptedtocombinethemethodofsubjective
screeningwiththeanalyticmethodofPearsonCorrelationinordertomakearesearchsummaryscientificallyon13masteranddoc-
toratethesisand90importantpapersontheecologicalinfrastructureinChina.Theresultsareasfollows:①Mostliteratureswere
aboutvariousresearchcases,buttheresearchliteraturesonpuretheoreticalaspectswerelimited;②Theresearchcontentsmainly
involvedinplanning,construction,security,protectionandutilization,culturalheritagecorridor,regulatorymechanism,quantita-
tive,andotherfields;③Intheliterature,theamountofresearchesusingqualitativemethodsislarge,andthatusingquantitative
methodsissmall.Finally,basedonthesummarizedresearchesofthispaper,theauthorsforecastedsixresearchtrendsaboutthe
ecologicalinfrastructureinChinainordertohavethesympatheticresponsesofthescholars.
Keywords:ecologicalinfrastructure;researchprogress;reviewandprospect;China

(责任编辑 陈 琴)

941Vol.31No.5     Journalof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 http://www.cqnuj.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