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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景观承载着许多现代人的“乡愁”情怀，乡村景观的规划与保护在逐的被重视的情况下，乡村景观的质
量评价是在乡村景观规划和保护中较为缺少的部分。本文系统分析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国内外乡村景观质量
评价的研究现状，总结了以往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的指标、方法及相关的研究等等，最后以川西林盘为例，针对现阶

段乡村景观质量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提出今后进行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的建议。认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

究：（１）建立适合的景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２）规范景观质量评价中的操作过程；（３）分类景观进行对比评价；（４）
关注景观格局和景观美学的关联；（５）重视乡村景观地域性文化。
关键词：乡村景观；景观质量评价；评价指标；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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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景观是兼具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
和美学价值［１］的自然和城市景观之间的过渡景观。

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来说，乡村景观作为在乡村土

地上的斑块，其大小、形状、多样性有所不同与景观

格局及景观质量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我国作为几千

年以来的农业大国，农业面积占据了我国国土的大

部分面积，目前城市建成的面积所占不到国土面积

的１％，其余都是以农业景观为主的农村土地［２］。

同时，乡村景观是我国几千年以来“农耕文化”的具

体表现，代表着我国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人文

文化。

乡村景观的延续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也是对我国人文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现代人对

“乡愁”的一种寄托。乡村景观的规划和发展在各

地区逐渐被重视，但很多地区乡村景观视觉资源的

评价还不够深入，乡村景观的地域美感和景观价值

未在景观建设的过程中未被充分展现，因而很大程

度上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千乡一面”的现象。乡

村景观质量评价的开展急需进行，为乡村景观的规

划与发展指明方向。本文归纳和总结了乡村景观质

量评价国内外现阶段的研究现状，探讨了现阶段方

法所存在的不足及现阶段景观质量评价所存在的问

题，为以后系统、准确的开展乡村景观质量评价奠定

坚实的基础。

１　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的研究现状

景观源于人们对于自然景物的感知［３］，后来是

指一片或一块乡村土地［４］。景观由于人类生活和

生产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自然景观、乡村景观和城

市景观［５］。乡村景观和自然景观的相比，乡村景观

具有更多人工的痕迹，其包含着乡村的生产方式，生

活痕迹，代表着其乡村文化；乡村景观与城市景观相

比，其土地的利用更为粗放，景观结构的稳定性更

强，景观斑块的面积更大。

１．１　国外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研究现状
美国的景观评价起源较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起，美国就颁布了《野地法》（１９６４）对乡村景观进行
保护［６］。美国的景观保护主要在于对景观资源的

保护，对自然景观类型、乡村、郊区或者更大的景观

类型进行保护［７］。英国的景观质量评价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开始，成熟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８～９］。其评价

方式主要是以定性为主，主要是为体现乡村景观的

场所感的同时区别不同区域的景观特征。该方法的

主要特点在于人的感官评价占据更高的地位，强调

的是引入公众的参与性［１０］。

在２０世纪末，澳大利亚、俄国、加拿大等国家在
也在逐渐探索和管理规划乡村景观［１１］，之后乡村景

观质量评价也在逐渐进行。Ｋ．Ｈｅｎｄｒｉｋｓ［１２］等人对
荷兰的 ＷｅｓｔＦｒｉｅｓｌａｎｄ中有机农庄和一般的农庄进
行景观质量评价，采用专家打分的方式，对两种类型

的农庄中的景观要素进行评分，是荷兰较早对乡村

景观质量进行评价的方式。后在Ｍ．Ａｒｒｉａｚａ［１３］等人
的乡村景观视觉评价的文章当中指出乡村景观质量

评价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比较公众对景观的偏好性以

达到一致性。这种方法的运用在早期学者的相关文

章中就有所印证［１４～１６］。

１．２　国内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的研究现状
１．２．１　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的指标

乡村景观评价相比国外而言，中国的乡村景观

评价系统发展较晚。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内才
有较多的有关于景观质量评价的理论和技术。刘滨

谊［１７］（２００２）等与王云才［１８］（２００３）等较早的提出美
景度评价是作为５个指标设立的乡村景观评价指标
体系之一的重要评价指标，张茜［２３］提出景观质量评

价的一般方法可分为３个步骤：一是确定目标和原
则；二是选择指标并确定指标的衡量方法，并指出建

立一个合理的指标分类框架，将能够有效的提高指

标选择的效率和准确性；三是进行景观质量评价。

其中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景观质量评价的重点，表１
为近年来乡村景观质量评价所选用的指标。

１．２．２　景观质量评价的方法
景观质量评价的方法有很多种，主要分为层次

分析法和心理物理学派的方法。较早的是谢花

林［１］运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法对乡村景观评价体
系进行了探讨，后发展出了心理物理学方法。心理

物理学方法是近 ２０多年来发展迅速的一种方法，
被认为是风景评价中最严密和精确的方法［２５，５４～５５］。

心理物理学派把景观－审美关系理解为刺激－反应
关系，在许多的研究当中证明了不同评价者及团体

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２６］。俞孔坚认为心理物

理学派的方法在风景资源评价理论当中应用最为成

熟［２７］。心理物理学的方法有很多，语义分析法

（ＳＤ）［２８］、美景度评价法（ＳＢＥ）［２９～３１］、平均值法
（ＡＶＱ）［３９］等都是心理物理学的方法之一，而 ＳＢＥ
法被认为是目前最为严格，最准确的方法［６，３２］。在

近年来的发展过程当中，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的方法

呈现多样性。主要还有层次分析法（ＡＨＰ）［１，４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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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评价指标汇总表

作者 研究对象 评价指标和具体因子

肖笃宁［１９］
景观分类与评价———景
观的美学价值

空间尺度、景观结构的有序性、景观类型、景观整洁性、清洁度、安静性、持续性和自然性［１９］

刘滨谊［１７］ 乡村景观美景度评价

客体质量评价：地形破碎度、植被覆盖度、建筑的特色和保留程度等、水体的形态等；吸引力：景观
的文化品位、风俗民情、宗教活动等；认知程度：景观易解性、奥秘性、知觉认知和意象认知；人造
景观协调度：景观的扩散范围、容积率、色彩、自然化和乡村化、用材的自然化、高度上的协调性

（通视走廊）分布的集中度和隐藏性［１７］

谢花林［１］ 乡村景观美感

从自然性、奇特性、环境状况、有序性、视觉多样性、运动性
具体为：绿色覆盖率、地貌奇特度、名胜古迹丰富度、地面垃圾的处理、区域噪声、景观类型相对丰

富度［２０］

郑文俊［２１］ 乡村景观美学质量

自然性、奇特性、有序性、多样性和文化性
具体为：绿色覆盖度、人类干扰度、景观稀有度、景观模糊度、景观破碎度、景观均匀度、空间秩序

感、季节多样化、文化艺术价值等［２１］

赵海艳［２２］
农村居民住宅环境的景
观视觉质量

有序性、清洁性、生态性、特色性、多样性５个评价维度指标
具体为：自然山水环境、建筑整体风貌、建筑色彩、墙面整洁、建筑特色、植物覆盖、植物色彩、植物

形态、水体质量、道路硬化等［２２］

张茜［２３］
村镇景观特征的美学价
值

开阔性、多样性、自然性、周期变化性、宁静性、对视觉干扰的吸收能力、管理水平

具体为：景观的多样性指数、丰富对指数、视觉干扰等、建筑物的整洁程度等［２３］

张俊玲［２３］ 民族村镇景观美学质量

奇特性、协调性、环境状况
奇特性：自然景观奇特度、景观珍稀度、景观规模性；协调性：自然景观美感度、聚落空间美感度、

景观协调度和景观布局合理性；环境状况：环境质量指数、噪声污染状况、村容整洁度［２４］

卷调查法［２３］、灰色关联分析法［２１］等。

ＳＢＥ法是由 Ｄａｎｉｅｌ和 Ｂｏｓｔｅｒ在 １９７６年提出
的［３３］，ＳＢＥ法操作简单，大小样本均因此被认为更
为有效［３２］。ＳＢＥ法在我国运用比较广泛，主要在森
林公园、绿地、风景游憩林、居住区住宅植物配置、观

光茶园等都有所运用［３４～３７］，在乡村景观中的评价较

少，在林清［６］文章中，是运用 ＳＢＥ法对福州的郊区
乡村景观进行质量评价的较早的例子。

１．３　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的相关研究
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乡村景观

的景观特征［２３］、绿地景观美学质量［３９］、乡村景观视

域格局［４１］、乡村景观生态评价［４２］等方面。在国外，

Ｖａｌ等运用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景观格局分析软件计算景观指
数（斑块丰富度、斑块多样性、斑块数量）并通过所

得到的数据与景观美景度进行了关联性的研究。

Ｄｒａｍｓｔａｄ等运用多样性指数、异质性指数等指数与
美景度建立研究，发现景观格局的很多指数都与美

景度存在直接关系［４３～４４］。

随着我国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增强，运用计算机

软件对景观质量进行分析的研究也逐渐增多。陈玲

玲［４５］以南京市为例，在对城市旅游景观美学质量评

价时就结合了ＧＩＳ、ＲＳ方法对景观空间格局进行了
分析，得出景观美景度与斑块数量、斑块密度之间呈

负相关关系。张茜［２３］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采用栅格叠加、
区域统计等方法在村镇级的尺度上开展景观质量评

价。齐律达结合 ＧＩＳ与 ＳＢＥ法对旗山国家公园景
观进行了视觉评价［３０］。

２　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当前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的相关研究的总

结，发现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的研究存在着较多不足，

主要表现为以下的几个方面。

２．１　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研究区域零散
研究的区域较为零散，开展乡村景观质量评价

的区域不多，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的江苏［４６］、浙

江［３９］、福建［６，４７］、河北［４８］等地，而西部地区开展乡

村景观质量评价的还较少，例如四川、西藏、等地区。

例如川西林盘是分布于川西平原上古老的乡村聚落

形式，也是川西平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聚居形

式，展现了一种生态的居住模式［４９～５１］，是最为独特

且能够代表成都本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之一。但

针对川西林盘景观质量评价的研究却较少，川西林

盘的景观美学价值也未能深入评价。

２．２　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的体系薄弱
虽然乡村景观已经被部分学者所关注，但是乡

村景观的美学价值（景观质量）却不够深入。基本

都是源于谢花林［１］提出的景观评价的理论，而未能

得到新的进展。有关于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的研究较

为零散，未能形成一个系统的评价方式，评价的方式

多样但未形成完善的评价体系。目前国内乡村景观

质量的评价只能运用相关的景观质量评价的方法，

结合国外相关经验对进行乡村景观质量评价。

２．３　乡村景观质量评价指标不一
乡村景观质量评价在选取指标的时候，选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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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在近年来的景观质量

评价的研究当中，出现在有些相同的地区所选取的

指标有部分相似，但却未能形成统一的景观质量评

价的指标体系。景观质量评价的指标的不同，使得

乡村景观质量难以进行不同区域的纵向对比，导致

同一景观评价指标不一，存在差异的情况。

２．４　乡村景观质量评价方法不足之处
对于景观质量评价来说，运用的最多的就是心

理物理学的方法。但由于天气、光线、角度等［３０］问

题，所反映出来的景观美景度有一定的偏差；参与的

公众的文化背景有所不同，公众对于乡村景观的审

美很有可能存在偏差。

３　展望

乡村景观质量评价是在对乡村景观美景价值充

分了解之后，对乡村景观的美学价值的评估，是乡村

景观规划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乡村景观质量评价也

是实现现代乡村景观建设地域性特色及独特性保护

的重要手段。因此，为了能够推进乡村景观质量评

价的进展，针对现阶段乡村景观质量评价所存在的

问题，对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的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

议。

３．１　建立适合的景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的重点是首先建立景观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选定评定因子对乡村景观进行整体

景观质量评价。总结前人在乡村景观质量评价当中

所选用的评价指标，同时结合当地景观的独特性和

地域性来建立，为深入开展乡村景观质量评价做好

前期的准备。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等一些少数民

族地区应当突出其少数民族的文化，重点建立文化

因素指标；例如在皖南旅游区等自然地理位置优越、

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集中的地域应当关注于旅

游所带来的变化，重在社会指标的构建。

３．２　规范景观质量评价中的操作过程
由于照片的拍摄角度等因素将会对和现场所观

所感造成一定的差异，在景观进行照片采集的时候，

应该注意统一照片的拍摄角度及所选高度等可控因

素，尽可能的将照片和现实差异降低到最小。整个

采集的过程由同一人员完成，可尽可能的减小照片

拍摄过程的差异情况。同时尽可能的拍摄多的照

片，以便选取能够准确的展示乡村景观的真实性的

照片。

３．３　分类景观进行对比评价
乡村景观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形成了新

旧交替的景观文化，建筑风格及景观造型形成了明

显的差异。因此，乡村景观可能会被划分新、旧、新

旧融合的景观类型。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乡村景观

质量进行评价对比，将会更有利于明确乡村景观规

划保护的方向。

３．４　关注景观格局和景观美学的联系
通过对乡村景观的景观格局的分析，可得到景

观格局的相关指数如景观多样性、景观优势度、斑块

密度［５２］等因素。景观的多样性、优势度等因素在现

有研究当中被作为景观质量评价因素。例如在通过

ＧＩＳ等技术手段对乡村景观多样性指数进行分析将
能更加准确的判定景观的丰富度和多样性，同时可

通过这些因子来判定乡村景观的生态价值。

３．５　重视乡村景观地域性文化
现代乡村景观在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之中在多个

地方形成“千乡一面”的情况，究其原因还是乡村的

地域性文化未被全面的发掘和展现所导致的。在进

行乡村景观质量评价的过程中应该重视乡村文化指

标的构建，尽可能的发掘当地乡村景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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