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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风景林作为特种用途林的一个亚林种，是满足人们生态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风景林的概念、
发展历史和研究动态等的分析，探讨了风景林的研究方向和前景，提出开展相关研究，对推动建设景色优美、健康

稳定的风景林和生态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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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mmary of the Scenic Forest Ｒ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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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enic forest，as a kind of special-use forests，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eeting people's ecological
need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concept，development history and research trends of the scenic forest，dis-
cussion was made on research direc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scenic forest． It is suggested that it should be
an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launch relevant researches on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eau-
tiful，healthy and stable scenic fores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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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森林经营理念转变和森林旅游业的持续发

展，人们越来越追求良好的风景资源，风景林也已成

为当前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尤其是以森林植被为

主体的森林公园，在森林风景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生态文化知识普及和生态旅游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截至 2013 年，全省森林公园总数为 121 处，

总面积 74. 96 万 hm2，森林公园面积占全省国土面

积和林业用地面积比例分别为 1. 54% 和 3. 13%，基

本形成与四川省生态旅游业“十二五”发展相协调

的发展格局( 林纪，2014) 。跟国内很多风景林情形

类似，我省森林公园的风景林大多也是由国有用材

林转变而来，同龄林多、结构单一、林分密度偏大、生
态效益低以及景观效果差( 王超、翟明普等，2006) ，

无法为公众提供优美的景观游憩空间。

因此，了解国内外风景林的发展动态，针对我省

风景林现状，尽快制定和开展相关研究和试验示范，

为建设结构合理、功能良好、景色优美的风景林，进

一步推进我省生态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风景林概念

关于风景林，比较普遍的说法是“风景林是具

有较高美学价值并以满足人们审美需求为目标的森

林的总称”( 宋爱云、张大鹏等，2011; 张丽君、刘永

金等，2009; 王超、翟明普等，2006; 吴福明、唐 敏，

2008; ) ，引用文献多指向 Louise M． Arthur( 1977 ) 发

表在 Forest Science 上的一篇论文。在引用文献中，

其实没有提出明确的定义，主要是开展对“森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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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Forest landscape) 的美景度评估技术”等的研究。
杨玉坡和李承彪( 1990) 认为，“风景林是以供观赏、
游览憩息为主要目的，具有森林环境的一种森林类

型”，并对主要风景林的特点进行了概述。也有将

将风景林看成是风景旅游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

中自然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孟平、吴诗华，1995)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风景林被列在“特

种用途林”中，2012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林业行业标

准《林种分类》中，风景林列为“物种用途林”的一个

亚林种，表述为“以美化环境和旅游休闲地，维护自

然生态景观为主要经营目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风景林已经不再仅仅是风景

旅游区、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 ( 蒋有绪，200; 刘

俊琴、亢新刚，2011; 翁友恒，2001; 王瑞辉、马履一

等，2005; 陆瑛、段渊古，2007; 胡传伟，2009 ) 。道路

景观美学研究也已成为道路景观规划设计的重要研

究内容( 王云、崔鹏等，2006 ) 。研究对象不仅包括

天然林，也包括人工林以及各种不同的人工景观营

建等方面。
因此，风景林可以理解为是一定区域范围内，主

要以美化环境和维护自然生态景观，满足人们审美

需求的森林植被。

2 风景林发展背景

有学者将风景林研究划分萌芽、形成和发展 3
个阶段( 陈鑫峰等，2000; 章志都，2007) 。

萌芽阶段( 18 世纪 － 1885 年) ，最早的对森林

科学化的研究起始于欧洲德国 ( 陈鑫峰等，2000 ) 。
直到 19 世纪中叶，伟大的地植物学家和自然地理学

家 A． Von Humbold 将“景观”作为一个科学的术语

引用到地理学中，并将其定义为“某个地球区域内

的总体特征”( Naveh Z． Liberman，1993 ) 。随后，景

观生态思想的产生使景观的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

化，景观作为生态系统的能流和物质循环的载体，它

又是社会精神文化系统的信源而存在，这也正是园

林风景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从景观概念及其

研究的发展来看，森林植被作为景观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大多数园林风景学者来说，也主要是从视觉

美学意义上进行评价 ( 俞孔坚，1987 ) 。直到 1885
年，森林美学创始人德国林学家 Salisch 出版了第一

本《森林美学》，标志着森林美学学科的诞生，为风

景林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 陈鑫峰等，2000; 钟永

德，2004) 。
形成阶段( 1885 年 － 上世纪 70 年代) ，森林美

学研究趋于系统化，风景林已作为一种经营类型。
尤其是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以美国为中心开展

的“景观评价”研究，也主要是就景观的视觉美学意

义而言的，从客观的意义上讲，景观评价 ( 风景评

价) 是对景观视觉质量的评价。景观的“视觉质量”
被认为是景观“美”的同义词，Daniel 等人将其称为

“风景美景度评价”( Daniel，T． C． and Boster，Ｒ． S． ，

1976) ，风景评价( 景观评价) 实际上是风景美学研

究的中心，也是指导风景资源管理，合理地进行风景

区规划的基本依据。上世纪 50 年代，国内学者曾将

风景林作为一类森林进行了探讨 ( 周荣伍，安玉涛

等，2013) 。
发展阶段 ( 上世纪 70 年代后) ，随着生态学理

论与实践的不断完善，利用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

原理开展风景林植被恢复和林分改造研究( 王希华

等，2003a; 蓝 振 江 等，2004 ) 、抚 育 经 营 ( 马 椿 平，

2009) 、保护 ( 吴福明、唐敏，2008 ) 。景观生态学在

自然资源管理、保护及开发利用等方面起着越来越

显著的作用( 张俊国、张铁峰、王彪，2008) 。随着景

观生态学的发展，开展了景观评价( Thomas C． Brown
＆ Terry C． Daniel，1984; Thomas C． Brown ＆ Ｒon S．
Boster，1976; Louise M． Arthur，1977; Thomas C．
Brown＆Terry C． Daniel，1986 ) 、森林景观结构 ( 徐化

成，1994; 郭晋平、阳含熙、薛俊杰等，1999 ) 、森林景

观空间格局分析( 郭晋平、阳含熙、张云看等，1999;

刘先银、徐化成、郑均宝等，1994; 郭晋平、张云香、薛
俊杰，1999; 郭晋平、王俊田、李世光，2000 ) 、森林景

观动态及其群落生态效应( 郭晋平、薛俊杰、李志强

等，2000; 范兆飞、徐化成，于汝元，1992; 徐化成、范

兆飞，1993) 、森林边际效应及动态( 彭少麟，1991 ) 、
森林斑 块 动 态 与 物 种 共 存 ( 藏 润 国、刘 静 燕 等，

1998) 、森林景观格局与生物多样性( Forman Ｒ． TT，

1995) 等相关研究，通过森林景观评价，提出风景林

的经营目标和发展规划，结合风景区的自然、经济和

文化技术等条件，进行风景林区划，将经营目标和经

营措施落实到山头地块 ( 张丽君，刘永金等，2009;

周肖红，2010) ，随着 3S 等研究方法的引入，开展了

林分 景 观 管 理 ( Chris et al． ，2011; William，2012;

Tahvanainen et al． ，2001) 、森林动态模拟( Crookston
et al． ，2010; Chinsu Lin et al． ，2012) 等方面的研究。

从风景林的发展历史来看，森林美学、森林景观

评价一直是风景林的核心研究内容，并成为景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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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设计和风景林经营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

3 风景林美景度评价

视觉审美因素通常被称为“风景质量”、“视觉

质量”、“美景质量”或“自然风光”。Daniel 和 Boster
( 1976) 以及 Daniel 和 Vining ( 1983 ) 提出“美景度”
一词最能体现在视觉上领会森林美学资源的意义。
也就是说，美景度既不是风景固有的，也不是单纯的

“旁观者眼中的景色”，而是观察者和美景二者相互

作用的产物。
由于在理论和方法上各具特色，国外森林景观

评价已形成四大学派，即专家学派、心理物理学派、
认知学派和经验学派 ( Daniel，T． C． and Vining，J．
1983; Zube，E． H． ，Sell，J． L． and Taylow，J． G． ，

1982; Zube，E． H． 1984 ) 。尤 其 是 美 景 度 评 价 的

SBE 法，大大推进了景观评价的定量研究。SBE 法

的基本特征是 Boster 和 Daniel ( 1972 ) 及 Daniel 等

( 1973) 的早期研究中提出，Daniel 和 Boster ( 1976 )

进一步阐释了 SBE 法的心理物理学理论基础，特别

是瑟氏量表模型 ( Torgerson，1958; Nummally，1978 )

和信号检测理论原理( Greent 和 Swetts，1966 ) ，论述

了这种方法的理论是充足的，使得心理物理学派成

为采纳和使用最广泛的方法。国外大多数研究结果

表明: 美景度随着林龄和林分平均胸径的增大、可透

距离的增加、林下草本或地被物的增多而提高，小径

木、倒木及采伐剩余物量大、密度过大则景观质量较

低( Buyhoff G L，Leuschner W A，Arndt L K． ，1980) 。
但 Ｒudis( 1988) 等人认为有限的倒木有利于提高林

分的美景度( Ｒudis V A，Gramann J H，Ｒuddell E J，et
al，1988) 。大多数研究表明人为经营活动会降低林

分观赏价值，但 Shafe( 1969) 等研究表明经择伐过的

混交林比没有择伐过的同类混交林具有更强的景观

吸引力。
在研究方法上，国内的森林景观评价一般采用

描述因子法 ( 吴楚材，1995 ) ，多为定性评价或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 ( 李世东，1993 ) 。此外，系统

综合评价法、P － Ｒ 法、粗糙集评价法、心理物理学方

法等也开始应用( 黄建等，2006; 陈秋华，2003; 文益

君等，2009; 陈鑫峰，2000 ) 。褚泓阳 ( 1997 ) 对华山

风景区旅游资源评价时，将风景区划分成若干单元，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参数，采用综合因素评分确

定指标权重，分级确定各指标标准化值，计算出某区

域的综合评价指数。然后将各单元连接起来，并根

据评价指数级别划分标准，得出较大区域范围内旅

游环境质量评价结果。鄢武先等 ( 2007 ) 初步构建

了四川生态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总的来看，国外美景度评价研究已经相当成熟，

相关成果在风景林规划设计和管理中已广泛应用。
国内风景林研究虽然起步于上世纪 50 年代，但真正

的研究时间短，评价方法和评价研究水平相对落后;

定量研究少，理论研究较多，研究实例报道少; 评价

因子筛选主观性大，客观性不够，可操作性差。

4 风景林经营管理

对以提高景观价值为目标的森林经营技术方面

的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几乎都是以集约经营

的工业用材林为对象，并集中在与采伐有关的各个

环节上，即研究采伐、道路及建筑物和其它设施对景

观视觉质量的影响等方面 ( 陈鑫峰，2000 ) ，作业方

式以主伐乔林占主导地位，对抚育间伐较少应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森林作用认识的

提高以及生态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皆伐作业方式

的缺点和弊端逐渐显露。为更好地保护人类赖以生

存的生态环境，充分发挥森林的各种功能，世界林业

发达国家已开始调整自己的森林经营理论与技术，

如德国的“近自然林业理论”、美国的“生态系统经

营”和加拿大的“综合林地管理系统”( 张鼎华、林

卿，2002; 刘东兰，1994) 。这些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

适于风景林的经营的 ( 林天喜、徐炳芳等，2003; 邓

华峰，1998) 。
国内风景林抚育时的林木分级一般采用定性描

述法，如将风景林划分为优良木、有益木、有害木、后
备木、多余木、伴生木等，将其中有害木、多余木和伴

生木作为间伐对象( 徐国祯，1994; 王爱珍，1994; 王

超、翟明普等，2006; 马椿平，2009) 。张荣( 2003 ) 运

用数量化方法对抚育措施和合理密度及相关林型的

间伐木选择及间伐强度进行了探讨，王超等( 2006 )

应用惠刚盈引入的林分空间结构理论进行风景林的

空间结构分析，并结合风景林自身特点和功能要求，

探讨出一种全新的风景林抚育间伐方法，并进行了

实践应用。
但总的说来，尽管国内将风景林划分为特种用

途林的一个亚林种，但其抚育研究偏向理论性，缺乏

可操作性强的技术指标，没有配套的抚育技术，很多

方面借鉴于用材林，出台的相关技术规程仅提供原

则，难以指导生产实施( 王超、翟明普等，2006; 马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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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2009) 。

5 结论

作为特种用途林的一个亚林种，风景林在推进

生态旅游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省风景林相关研究

还处于起步阶段，要充分发挥森林公园森林植被尤

其是风景林的作用和生态功能，应根据我省森林公

园风景林现状和公众的生态旅游需求，划出一定的

区域，应尽早制定相关的研究计划，建立我省风景林

规划设计和管理理论体系。
针对我省主要的风景林类型，开展林分特征与

景观评价预测模型研究，并建立固定监测点，进行模

型验证，建立景观评价、发展规划、培育改造和经营

技术等的试验示范点，为技术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

持。
以美学研究为切入点和研究中心，同时融合当

前不同学科的发展前沿和先进的技术手段，为科学

合理的经营管理提供依据，从而建立既具有较高审

美价值又健康稳定的风景林生态系统。随着生态旅

游的篷勃发展和人们对优美环境需求的日益增强，

风景林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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