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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在景观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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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宏观生态学分支学科，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其研究内容和方法论的发

展与遥感、以5等现代对地观测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近年来遥感技术在景观牛态学中的运用，从

景观结构研究、功能研究、动态研究 、尺度研究以及景观生态学应用研究五个方面加以总结，进而分析遥感技

术在景观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优势特征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未来遥感技术在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应

用发展方向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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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景观生态学是以景观结构、功能和动态为主要

研究内容的一门新兴宏观生态学分支学科’1，其研

究对象一般为几平方公里至几百平方公里的中尺度

异质性地表区域曰。对于这种跨度范围较大的宏观

生态学研究单兀，由于涉及到复杂的自然和人为过

程的影响，景观组分(element)的数量较多，时空格局

和动态变化过程复杂，因此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需要

采集和处理的数据量非常庞大，仅仅依靠传统的调

查、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往往受到人力、物力和自然

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基础资

料的收集难度大、覆盖面不全、定量化程度不高、管

理困难等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景观生态研

究水平的提高。

    近年来，生态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将大量地面样

地调查与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结合起来作为

景观生态研究中基础数据获得的重要技术手段。遥

感是一种以物理手段、数学方法和地学分析为基础

的综合性应用技术川，其最大优势在于强大的数据
获取能力。通过该方法可以及时获得大范围、多时

相、多波段的地表信息，为不同时序上从局域到全球

各种现象的综合分析创造了条件。自八十年代初期

以来 ，遥感技术迅 速成 为景 观生态学研 究的重 要技

术支撑手段，极大地促进了景观定量研究的发展和

景观结构、格局及动态分析的不断深人，为各种景观

模型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141:本文
旨在回顾和分析近年来遥感技术在景观生态学研究

中的应用现状、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今后的

发展提 出具体 的意见和建议 。

2 遥感技术在景观生态学研究中的应

    用现状分析

2.1景观结构研究

    景观结构是指景观的组分构成及其空间分布形

式，包括景观的空间特征(如景观组分的大小、形状

及构架等)和非空间特征(如景观元素的类型、面积

比重等)研究两部分内容;景观格局一般是指景观组

分的空间分布和组合特征 景观结构与格局研究的

目的是剖析异质性地表不同景观组分的组成情况和

构建特点，总结景观异质性的内在规律，从表面上无

序的景观中发现潜在有意义的有序性，从而深人了

解景观空间结构的基本特点 在景观结构与格局研

究中 ，需要大量的基 础数据来全 面描述景观组 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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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特征，并为进一步的数量分析方法的使用奠定

坚实的资料基础，因而成为遥感技术应用最为广泛

的一个研究领域。

    景观结构、格局遥感研究首先需要根据研究目

的，结合各种地面调查数据或其它历史资料，对获得

的遥感数据进行影像合成与分析处理;然后把经过

分类处理的影像数据进行结构简化，将其转换成可

用于具体分析过程的基础数据或图件;最后以面向

用户的原则将其引人景观结构和格局模型中，借助

数量分析手段进行景观结构或格局规律的探讨t”1。

目前，大多数学者在该领域研究中沿用着这一思路，

只是因研究目的、信息源和分析手段的不同而在具

体的研究流程设计上有所差别。

    遥感技术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景观结构与格局

数量分析方法的发展，现有的大多数景观结构与格

局描述指数的筛选和完善几乎都与遥感技术的应用

联系在一起。大量的景观指数中，蔓延度、优势度以

及分形指数为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景观格局分析手

段。Fmhn运用指数建立的系统方法对蔓延度和分

形指数进行分析评价。鉴于分形指数没有考虑栅格

数据结构基础的周长面积关系，对于可预测的几何

形状的景观不能给出连续的结果;蔓延度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于空间分辨率，其结果受景观多样性影响

较大等问题，设计了PPU ( Patch-Per-Unit)，和SqP

(Square-Pixel )两个新的格局指数，分别用于测量景
观斑块的碎裂化情况和复杂程度[6_。大量出现、不
断完善的数量分析方法，使景观结构与格局的研究

完成了由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转化。这种量化分
析无疑有助于人们对景观格局的理解，更为重要的

是，这种量化分析可以将景观格局与景观过程联系

起来[[61，为了解景观结构与格局的发生和发展机制，
解释各种复杂的景观现象奠定 了基础

用，证明热红外遥感数据对景观流以及景观组分间

再分配的了解有着重要的作川，可用于景观表面温

度测量、能量交换、景观流的理解、以及地球表面现

象能量平衡模型的优化等问题研究171。不过，热红
外遥感数据还没有被广泛的运用于景观结构、功能

以及变化的研究上，Quattmchi将其归结于三个原
因，首先，在理论以及应用上，景观生态研究人员对

热红外遥感数据还不够理解;其次，对于不熟悉这些

数据特征和属性的人来说，热红外遥感数据的获取

与利用是困难的;最后，从卫星上获取的热红外遥感

数据空间分辨率太大，为得到景观热能流而进行数

据校准，还没有能够有效消除误差的成熟技术工艺

过程VI
    在其他生态流研究中，遥感技术同样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Wessman等的研究表明，结合地面调查，

可以利用遥感数据来研究生态系统的N循环，并民

给出了成功的应用案例[al。利用示踪电子设备，结
合雷达遥感技术对动物种类的迁移活动进行研究，

在国外已成为最新的相关研究手段。但迄今为止，

遥感技术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物种流方面的研究

报道并不多。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物质流与物种流

研究虽然多用实验与野外调查的方法获取基线数

据，但由于诸如植被、土壤的宏观特征能够用于指示

景观功能，因此只要建立起这些指示特征与各种遥

感数据源之间的关联分析模式[9]，利用遥感技术全
面研究景观功能是完全可能的

2.3 景观 动态研 究

2.2 景观功能研究

    景观功能研究目前还主要集中在景观内部和景

观之间的能流、物流和物种流研究上。尽管与景观

结构与格局研究相比，遥感在景观功能研究中的应

用还相对较少，但有限的研究报溥表明，遥感技术是
景观内各种生态流研究的一个可靠的工具，并且随
着遥感技术自身的发展，对于生态流研究寻求新的

突破将形成有力的支撑。

    从现有的研究报道看，遥感技术在景观能流研

究中的应用相对成熟一些，Quattmchi和Luvalt探讨
了热红外遥感在景观生态过程研究中的方法及其应

    作为一个宏观生态学研究单元，景观动态研究

的时间跨度通常较长，而景观结构和功能方面的详

细历史资料积累很少，因此，以往不少景观动态研究

采用地理相关法和经验判断，大致地恢复景观中部

分组分类型的中长期变化过程，存在着很大程度上

的不确定性。遥感技术为景观动态分析工作开辟了

一条全新的途径，地表大范围遥感信息的积累已有

几I-年的历史，各类遥感资料客观地记录了覆盖区

域内景观结构的历史特征。利用这些资料，结合各

种自然、社会、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恢复景观的动态

变化过程，可以大大提高分析精度，并有利于进一步

发现景观动态变化过程的内在驱动机制和规律性。

    国内外关于近、现代的景观动态变化研究，绝大

多数都使用了某种类型的遥感资料:10,111，特别是在
近50年尺度上的景观动态研究，遥感手段具有其他

任何数据采集方法都难以替代的优势。例如，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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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影像与GIS结合的基础上，Luque对新泽西国家森
林保护区的景观组成与结构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研

究一’2」，并用景观结构指标对人类活动与自然干扰对
景观变化的影响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在16年研究

期间，自然和人类的干扰导致景观结构(斑块数目、

大小和形状)变化及产牛的镶嵌景观，体现了一系列

尺度干扰机制作用的特征("I. Seixas根据10年

Landsat TM图像，提取出景观异质性指标— 植被
和土壤变量，并将其用于推断荒漠化过程，结果证

明，从生物量上推算出的景观异质性增加与荒漠化

正反馈模型一致[14 国内类似的研究起步相对较

晚，其中肖笃宁关于沈阳酉郊景观动态变化的研究

和曾辉关于珠江三角洲东部地区城市化景观动态变

化的研究是国内景观动态遥感应用研究中比较有代

表性的工作{15-17。
    由于现代各种遥感信息的积累只有不足100年

的时间，某些景观动态研究工作通常需要多种不同

遥感资料的综合运用方能够满足100年以内时间尺

度的研究需求。对于一些更长时间尺度(通常超过

100年)的动态研究工作而言，仅靠遥感资料往往无

法满足需要。针对这种情况，目前比较常用的做法

是将不同类型的遥感资料结合各种自然、社会、经济

和历史资料，来恢复一些关键时段的景观原貌，进而

为景观动态研究创造必要的资料条件〔’“，’9]。

Johnson和Mye。等对在不同分辨率下的景观墒值进
行了研究，结果得出一个条件墒断面，用于描绘了当

空间分辨率降低时信息损失率[211，这项研究又可以
为具体景观问题研究的合理尺度选择，提供一个判

定标准

    由干景观的异质性特征，基于遥感数据的景观

分析方法在不同分辨率条件下的可预测性同样具有

重要的意义。只有相关方法对空间分辨率的反应可

预测，不同分辨率的空间格局分析结果才能够进行

比较，否则，我们将无法判断景观格局指数的变化是

因为空间分辨率变化的结果，还是真实景观格局变

化所致。针对这一问题，Frohn对自己提出的PPU

指数和SqP指数，在60m到1000m不同分辨率的基
础上进行了对比试验。结果表明，PPU指数与空间

分辨率呈对数负相关，SqP指数与空间分辨率线性
相关困。两个景观指数空间分辨率的可顶测性，使

得综合运用各种不同分辨率、不同传感器的数据成

为可能，从而显著扩大了景观分析的基础数据源。

2.5 景观生态学应 用研 究

2.4 景观尺度效应研究

    尺度效应是景观生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

是遥感技术应用比较1’泛的一个研究领域。景观现

象的尺度差异可以直观地利用时空分辨率水平来表

达，遥感技术的应用无疑可以为这类研究(特别是空

间尺度效应)提供厂便利的机助实验条件，因为不同

传感器本身的分辨率水平就是空间尺度效应研究的

重要素材，而某些高分辨率遥感资料具有对地表特

征的细节覆盖面全的特点，可以通过合理的重采样

实验设计进行连续的尺度变化效应分析。

    利用遥感资料进行景观尺度效应研究工作中，

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研究领域是关于景观分析方法的

尺度灵敏性研究，国内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快速城市

化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景观格局随分辨率的不断降

低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斑块数量、周长、景观整

体破碎度及斑块形状等景观指数为分辨率敏感指

数，而斑块面积比例、景观多样性、优势度和组分碎

裂化指数为分辨率弱敏感指数[201，这一分析结果可
以作为不同尺度条件下景观分析方法的筛选依据

    应用研究是景观生态学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

来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学科基础之一。在目前景观

生态学的诸多应用分支领域中，遥感技术的普及对

于这些应用领域的发展同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促

进作用，其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和景观生态规划

是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应用研究领域

2.5.1 景观尺度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白九十年代初成为一个全

球性热点问题后，生态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人类活动

导致生境丧失是对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相关的

保护和恢复问题应从更大的尺度上来进行研究[221
这就给景观生态学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结合提

供了一个机遇 由于景观结构及其组分与生物多样

性(包括景观元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因此，遥感手段成为最

适合于景观尺度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和物种多样性调

查的工具之一[23。目前，遥感数据与地面调查数据

结合，用地理信息系统进行空间模拟与分析，已成为

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的主要方法2礴。

    生境质量和景观结构是物种丰度预测的两个重

要指标，也是通过遥感方法获取生物多样性基线状

况的基础。Moilanen和Hanski最近的研究证明，景

观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只在特定的空间尺度

表现 出来 ，低于或 高于某个临 界值时，生境 质量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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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121 o Davenporl和他的同事
在英国牛津郡用机载光测 DAR测定作物高度，进而

对云雀的生境质量做出了正确的评估。这种大面积

作物高度的测定仅仅依据地面调查工作是很难完成

的，遥感技术的大面积快速监测能力确保了上述研

究工作的顺利完成fw1。   Griftiths将英国陆地牛态协
会卫星土地覆盖图与生物信息中心的生物分布数据

结合起来，开展植物多样性顶测研究，并检验了景观

结构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假说。结果表明，}」星遥感

技术完全可以用于区域、国家尺度上的生物多样性

监测[271。不过，正如Nagendra在对卫星影像作为生

物多样性管理工具的评价研究中指出的那样，在监

督分类的基础卜，景观组分的类型可以被确切鉴别，

进而组织一个生物多样性的管理程序，而非监督分

类的遥感影像不具备高准确性的景观组分类型分

类，因此不适合于生物多样性的管理28。这一点至

少可以说明，遥感技术应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需要有严格的技术流程设计予以保障，可惜这方面

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见

2.5.2 景观规划研究

    景观规划是景观生态学的另一个重要应用研究

领域。景观规划的最基础性工作就是将传统调查方

法与现代技术(包括航空相片判读、计算机图像处理

等)相结合，从微观到宏观的不同层次上充分搜集景

观信息，为进一步的问题辨识和规划方案论证提供

尽可能多的基线信息[29。遥感技术在景观规划中

的应用集中体现在景观评价、景观模拟辅助决策等

主要环节上，并且通常是与GIS或其他数量分析技

术共同使用

    景观评价是景观规划中问题辨识的核心环节，

也是形成合理景观规划方案的重要基础，遥感技术

在景观评价中主要作为基础数据供给环节，并且在

与其他数据处理方法和工具的结合中，形成合理的

景观评价模式。最近几年来，这方面的应用有了较

大的发展，例如Lee曾在相关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在

区域尺度上将 GIS与遥感手段结合，解决景观评价

问题的具体方案Iml;H。则发明了一种可以综合几

种数据类型(遥感数据为量重要的数据源之一)，刘

大尺度、异质性景观中森林组分进行评价的方

法1311。上述方法论问题的解决，无疑大大促进了遥

感技术在景观评价工作中应用的深度和广度

    遥感技术对于景观预测与决策研究的应lfl主要

体现在促进相关方法论的发展方面，最近儿年来，越

来越多的景观预测和决策系统建设需要考虑遥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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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特点和数据特性，进行适宜的系统建设，以顺利完

成景观规划的模拟与决策辅助分析环节 并由此产

生了一些新的模拟和决策方法。例如Grabaum在景

观规划与ix域发展策略研究中提出的多口标优化辅

助决策方法〔321和Nath在水产业空间决策研究中总

结的一系列遥感与 GIS技术应用方法等33J o而

Kohley建立的土地利用生物多样性专家辅助决策系
统，帮助政府部门在土地利用规划时对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进行预测和评价[341，并最终将相关考虑结合
到规划方案的编制过程中，无疑将这种方法论方面

的发展 向种能 化方向推进 了一步 C

3 遥感技术应用的优势特征分析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遥感技术的应用已经

涵盖了现代景观生态学的几乎所有研究领域，并且

与其他景观生态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紧密衔接，

成为促进景观卞态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从景观

生态学自身的发展需求看，推动遥感技术大量应用

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景观的时空过程

研究中，只有定位、定量、定时地描述不同景观组分

之间 的生态学联 系，才能 较好地揭示 各种景观现 象

的内在规律性;二是传统生态调查方法无法满足定

量分析方法对大量景观特征数据的需求。根据上一

节对现有相关工作的总结可以看出，利用遥感方法

作为景观生态研究的基本数据获取手段具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显著优势:

    (I)利用遥感技术，可以方便地获取区域尺度

的时空信息资料，大大提高了景观研究中的数据获

取能力，特别是某些遥感平台在获取地面资料时，不

受天气和地形条件的影响，可以有效地克服地面调

查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限制C另外遥感数据易于管

理、更新周期快、更新费用低的特点也是其他数据获

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

    (2)不同类型、不同分辨率和多时相的遥感资

料，可以满足不同研究工作的需要。例如，航空相片

具有较高的分辨率，通常被用于进行土地利用结构

研究;TM和MSS卫星遥感数据常用于区域性的景
观格局和动态研究;而NOAA一AVHRR资料虽分辨

率低，但重复性好，可以用于大尺度景观动态监测研

究。利用遥感信息，还可以在由计算机和各种应用

软件构成的实验系统中进行多种时空尺度、多种专

题的景观分析，这一点仅仅通过传统调查方法显然

难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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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野外景观生态调查和采样方法还没有规

范化的今天，利用遥感分析来确定工作区或实验区，

辅以必要的地面调查，无疑可以为景观分析建立更

加扎实的资料基础。此外，利用遥感资料进行景观

调查方法的优化分析，可以建立起更加科学的景观

数据采集方法

    (4)景观生态研究所涉及的现象通常具有较大

的空间和时问跨度，要弄清这些现象一方面需要有

足够的景观特征数据，另 方面还必须借助各种数

量分析方法来描述景观的空间过程和时间过程 遥

感数据具有多时相、高密度和区域性特点，为空间分

析方法和多种统计学分析方法在景观生态研究中的

应用提供了可能

    (5)随着景观生态学理论和应用问题11趋复

杂，区域性景观生态分析对于普适性分析模型和专

用分析系统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这些模型和系统的

建设、验证和使用环节均需要大量与之相匹配的数

据支持。与传统生态调查相比，遥感伯息无疑能够

更好地满足上述景观生态学方法论发展的需要，因

而成为各种景观分析模式和专用分析系统建设研究

工作中的主要数据供给来源

4 遥感技术应用的主要问题与未来的

    努力方向

    尽管在过去二 I年的时间I. >遥感技术以其他

数据获取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成为景观生态学理

论、应用和方法论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但

两者之间的组合优势和潜力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

发挥1其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遥感技术本身还有很多

缺陷，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受到自身某ab技术胜不足

的严重约束;另 t方面则是由于遥感技术人员和景

观生态学 }_作者之间的固有学科隔阂，使很多景观

生态研究人员因不了解遥感技术特点、无法获得遥

感数据或缺乏适宜的分析工具而与遥感技术的应用

失之 交臂 。

    从遥感技术发展的角度看，尽管其在数据获取

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是应当看到在月前的景

观生态学研究中，地面调查和统计数据的重要性仍

然是不可替代的。-I通用遥感数据的宏观性，决

定了其误差较大，严重阻碍了该技术在景观牛态学

的一此细节性研究中的应用。Mack等曾就遥感解

译结果与地面统计的生境面积数据在种一面积模;f,0

中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在小面积的林地斑块统计

中遥感技术误差较大，而用地面调查统计的数据得

出的种一面积关系在描述鸟的种类数量上要显著好

于遥感数据[35卜由此可见，遥感技术欲在景观生态
学研究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其分辨率、景观特征还

原(解泽)、误差校正等技术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和

改进

    景观生态学和遥感技术之间缺乏学科层次的沟

通和了解也是阻碍两者之间紧密结合的重要原因之

一。Gulinck曾注意到1994-1996年期间国际遥感

杂志仁发表的文章中，涉及景观生态学研究内容的

文章非常少，而景观生态学杂志在1994年以前发表

的文章中，竟然没有一篇文章直接涉及遥感数据应

用研究内容。部分文章在景观格局的数量分析力法

中运用了诸如棚格模m等方法，但在具体研究工作

中，也仅仅是将遥感技术作为一种普通的数据来源

加以利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无疑是由于遥

感技术与景观生态学之间缺乏沟通所致，一方面遥

感技术在学科方向选摔和相关技术设计过程中，很

少考虑到景观生态学理论和实际应用研究的需求，

特别是景观生 态学的大 尺度时空格局 、功能 和动态

研究需求还几乎没有为遥感领域的研究人员所注意

到;另一方面，景观生态学工作者很早就注意到遥感

与GIS等现代对地观测技术的优越性，但由于技术
理解与应用的复杂性限制，加上相关产品的获得渠

道不畅，成本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遥感技术

的应用[37
    值得欣慰的是，遥感技术与景观生态学的结合

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相关研究 人员的关注 , 1997年召

开第三届陆地会议(上题为:理解陆地环境一景观格

局和景观变化)上，第一次集聚了一大批遥感领域与

景观生态领域研究人员，其目的在于鼓励两者的对

话与接触’“。本次会议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是:景

观生态学与遥感的结合，需建立一个包含两个领域

的不同对象、范例、术语、单兀以及技术的框架，并进

一步定义，以达到两者的协同发展[36。随着遥感图
像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以及新的传感器发射，必

将提高重要生态参数的获取机会，遥感数据对景观

生态学的贡献无疑将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景观

生态学的发展，也将促进景观生态学工作者遥感图

像理解程度的不断提高，进一步拓展遥感技术在景

观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研究中的应)II范围

    综 卜所述，景观生态学和遥感技术工作者的相

互r解和密切配合，着力解决目前学科一衔接方面的

一些关键问题 将成为两个学科共同发展基础 可

以预见 ，以 卜四个方 面的 问题 将成 为双方共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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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点问题:(1)进一步拓展遥感技术的应用范围，

特别是在大尺度景观功能研究中，两个学科应分别

从自身的技术创新出发，探讨适宜的方法论衔接方

式，弥补目前存在的明显不足;(2)开展规范化的机

助景观调查方法研究，从遥感信息特征和不同景观

生态问题研究的需要出发，总结一套合适的机助景

观调查方法，在保证高效快速完成景观调查工作的

同时，还应使获得的数据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实际景

观的结构、功能和动态特征;(3)建设智能化的景观

专用分析系统，根据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基本特点，在

景观机助调查方法和景观分析模式研究不断成熟的

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专家知识库研究，完善智能化

景观分析系统的研究与建设;(4)大力推进景观生

态学应用研究，充分利用遥感技术的各种优势，大力

开展应用研究，为区域性的环境保护、土地开发和国

土整治工作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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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tilities of Remote Sensing Technique in Landscape Study

                  W Shu-Juan, ZENG Hui

( Dept. of urban aad Enaironmeraa1 Science. Pekir,p L'nir-iry, Beying  t00871. Ch. )

Abstract:  Based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earch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deal with the utility

problems of remote sensing( RS) technique, the new land monitoring technology, in landscape ecological studies. Five，-

search areas were discussed respectively:

    Structure and pattern study: The attribute description of landscape structure and the utility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need large amount of basic data, therefore the landscape structure and pattern study is the category that RS tech-

nique has been used extensively. Using RS technique has also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landscape structure and pattern study. Choosing and improvement of most landscape indice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pattern, are strictly related to the appliealtion of HS technique.

    Function study: RS data is mainly used in energy flow study of landscape, combined with field survey information,

it can also be used for transferring research of nutrient elements in landscape. Although the application of RS technique in

landscape function study has not achieved greatly, but a finite number of literature indicates that RS technique is a reli-

able tool for different ecological flow study on landscape. Along with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RS technique will produce a

strong support to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in ecological function study.

    Dynamic study: Most of landscape dynamic studies have used RS technique, by integrating the RS data with differ-

ent kinds of natural ,social,economic ,and historical information, the landscape changing process can be reconstructed, and

the analysis precision can be enhanced greatly. These advantages have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study of internal driving

mechanism of landscape changing.

    Scale effect study; Scale effect is also a category that RS technique has been used widely. In the study of scale ef-

feet by using RS data, a fruitful study area is the scale sensitive analysis of landscape study methods. Because of the he

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predictability of landscape analysis methods

based on RS data in different resolution status.

    Practice study: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landscape planning are the two typical practice areas of landscape e-

cology. Becau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attributes and biod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is very complicated, RS

technique has become the best tool for landscape scale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and species survey. Application of RS tech-

nique in landscape planning concentrates mainly in the areas of landscape assessment, landscape simul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support ,and often be used together with CIS and other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RS technique,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

lopment of landscape ecology, has covered almost all landscape study areas .This technique has significant superiority in

landscape study, but its advantages and potentials have not been practiced adequately. Tasks needed henceforth include

the extending its using scope, standardization computer assistant survey methods, developing intellectualized landscape

analysis system, and stimulating landscape practice study.

Key  words:   landscape ecology;remote sen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