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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着力于解决长江干流两岸绿化断带、森林生态功能脆弱等问题，构筑连续完

整、结构稳定的沿江森林生态系统。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识别石首市在工程实施前后森林生态格局，筛

选森林生态源地，结合景观类型、人类活动强度等因素构建阻力面，提取森林生态廊道，进行重要性分级，构建森

林生态网络。结果表明：石首市森林资源相对丰富，景观构成斑块大型化，破碎化，难于与周边其他景观产生物质

能量交流；景观斑块面积和连通性重要程度不呈绝对的正相关关系。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的实施促进长江及其支

流两岸沿江绿化断带合拢，森林景观资源斑块面积增大，边缘复杂程度降低，缓解斑块破碎化程度，加强森林景观

斑块间连通性，利于物种迁移与基因交流。工程实施后的源地生态廊道分布不均匀，通过生态网络规划，显著提高

了研究区域内森林生态斑块的连接水平，增加森林网络连接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合理规划生态网络可连通森林资源，

联合农田林网可形成结构稳定、功能完善的山水林田湖复合生态网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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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具有为物种提供栖息地，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功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1],森林生态系统具有碳汇库、基因库、

资源库、营养库、蓄水库等功能，对维持区域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用[2]。在以农业产出为主的两湖平原，持续扩张的建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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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及农业生产活动不断蚕食森林斑块，导致森林景观破碎化严重，斑块连通性降低，从而干扰生态调控能力，减少生物多样性，

威胁平原湖区的生态安全[3,4,5]。生态网络依靠生态廊道连接重要生境，为生物提供迁移及扩散通道，组成完整的栖息地网络，可

反映破碎化生境的连通性水平
[6]
。目前已有大量学者基于生态网络视角开展生境质量评价

[7]
、国土空间规划

[8]
、生态红线划定

[9]

等。因此，森林生态网络的构建能够提高景观连接性[10],促进斑块间的物种迁移和基因交流[11],维系物种迁徙扩散[12],实现从结构

连通到功能连通[13]。近年来，学者将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orph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MSPA)方法应用到生态网

络分析中[14,15]。MSPA强调结构性连接，识别目标要素将图像形态分为互不重叠的七类，从形态学角度识别出对维持景观连通性具

有重要作用的景观类型[16]。与传统景观分析针对斑块和廊道单独进行提取分析不同的是，MSPA 是从像元层面识别重要生境斑块

和廊道对景观连通性有重要作用的区域，其强调结构性连接。 

石首市所处的两湖平原作为中国农产品主产区，其乡村地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农业生产优势，发展多功能农业
[17]
,森林

资源相对丘陵、山区有所不足。近年来，在国家推行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湖北省推行长江两岸造林

绿化专项工程，以期到 2020年建成连续完整、结构稳定、功能完备的沿江森林生态系统。本文以石首市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

实施前后森林资源分布为研究对象，采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法识别工程前后石首市森林生态格局，识别生态源地，提取生态

廊道构建森林生态网络[18]。分析森林网络结构，旨在了解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对区域森林生态格局的影响，为森林保护与营造

工作提供依据，为区域森林生态网络优化提供对策。 

1 研究区概况 

石首市是长江经济带重要城市(图 1),位于湖北省中轴线南端，两湖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地理中心，属平原，兼有

山岗，长江南为高亢平原，中间以平地为主，江北为平原，整个地势略呈西北高、中间低、向西南倾斜。石首市紧紧围绕长江两

岸实现应绿尽绿、森林质量明显提升、沿江生态防护体系基本完善的总体目标，在河湖沿岸、通道沿线、村庄周边大力推进造林

绿化和质量提升。至 2020年，石首市完成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造林 5365hm2,森林质量提升 6680hm2,绿化类型主要包括岸线绿

化、堤防绿化、通道绿化、环湖绿化、城镇绿化、村庄绿化，助力长江大保护，助推乡村大振兴。 

 

图 1研究区位置与土地利用现状图 

2 数据与研究方法 

2.1研究数据及预处理 

本研究包含数据主要有石首市最新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及 2018年 SPOT-5卫星 2.5m空间分辨率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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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其中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由石首市自然资源局提供。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是林业管理部门管理

林地资源的矢量数据库，包含地类、森林类别、林种等因子。 

基于 GIS平台导入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中的森林矢量数据，比对土地利用现状图林地资源，将 SPOT-5卫星影像转换投

影为 CGCS2000坐标系，按照研究区边界配准后的影像进行裁剪，在土地利用现状图基础上参考影像对其他地类进行修改与校正，

参照学者研究结果[19]及区域实地研究范围尺度，最终得到空间分辨率为 10m×10m的土地利用现状，以满足市域景观分析精度要

求。 

2.2研究方法 

2.2.1基于 MSPA方法的森林景观格局分析 

MSPA是 Vogt等[20]基于数学形态学原理提出的一种制图算法，可精确分辨出研究区景观类型与结构。根据研究目的将研究区

景观重分类为前景与背景，本文将森林资源作为前景，其余地类为背景。为了避免景观细节的过于破碎或丢失，经过多次数据试

验，选择栅格分辨率为 10m×10m 的研究尺度。利用 MSPA 方法可将前景分割为 7 种互不重叠的具有不同功能及生态学含义的景

观类型[21](图 2,表 1)。 

 

图 2 MSPA结构类型示意图 

表 1 MSPA景观类型及生态学含义 

景观类型 生态学含义 

核心区 
前景中不含周长的内部区域，通常为较大的生境斑块， 

是物种的主要栖息地，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岛状斑块 
与其他前景要素不相交的小面积区域，通常为孤立破碎的小型生境斑块， 

斑块间及与外界的生态过程交流可能性小 

桥接区 连接不同核心区的廊道，对物种在生境斑块间的迁移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支线 
一端与孔隙、边缘、环道或桥接区相连的通道，用于连通核心区与外部景观， 

实现大型生境斑块内部与外围景观的物质及能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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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区 
核心区的外部边缘，即大型生境斑块与其外围非生境景观间的过渡地带， 

具有边缘效益，起到减少外部景观对生境斑块内部干扰的作用 

环道区 连接同一核心区内部的廊道，是物种在生境斑块内部迁移扩散的通道 

孔隙 核心区的内部边缘，即大型生境斑块与其内部非生境景观间的过渡区域 

 

2.2.2景观连通性评价与森林生态源地识别 

景观连通性是区域生态过程联系程度的衡量指标，能够定量表征某一景观是否利于源地斑块内的物种迁移，维持系统的连

通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意义[22]。目前，常用的景观连通性指数主要有整体连通性(The Integral Index 

of Connectivity,IIC),可能连通性(The Probability Index of Connectivity,PC),斑块重要性(dI)等。 

 

式中：n表示景观中斑块数量；ai、aj表示斑块 i和斑块 j的面积；AL表示景观总面积；pij
*表示物种在 i、j斑块间扩散的最

大可能性，PC 的阈值处于[0,1],值越大表示景观连通性越高；dI 用于反映所要素的重要程度，I 某种景观连通性指数，本研究

指整体连通性指数(IIC)和可能连通性指数(PC),I′表示将斑块 i从该景观中剔除后的景观连通性指数值。 

源地是生态系统物种栖息与扩散的基础，对维持区域景观连通性与促进区域生态过程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3]。本文以石

首市森林景观作为前景进行 MSPA分析，将核心区景观类型作为潜在源地斑块，通过计算连通性重要指数 dPC评价核心区斑块的

景观连通性重要程度以识别森林生态源地，从而避免因面积因素忽略斑块的连通性作用。 

2.2.3阻力面与生态网络构建 

景观阻力是反映研究区生物在不同单元间的迁移、扩散难易程度，景观阻力面即为研究区景观格局间与生态过程流相互作

用关系的表达
[24]

。本文研究对象为森林资源，以石首市地带性植被亚热带常绿阔叶树种香樟为研究服务对象，结合其自然扩展条

件，地形因子对森林分布无显著影响，因此阻力面的构建考虑景观类型、人为活动强度两个因素[25],结合生境、人类干扰程度对

研究区森林物种在各类景观迁移的难易程度进行阻力赋值(表 2)。景观类型阻力值范围[1,1000],森林源地作为适宜生境阻力值

为 1,其余林地根据林地亚类赋值；研究区域未利用地以江滩洲及荒山荒地为主，有森林适生条件，阻力值设定次之；耕地一定

程度受人为活动干扰，对物种迁移有阻碍，阻力值大于未利用地；水域对森林物种的迁移有隔绝作用，阻力值大于耕地；建设用

地及交通运输用地同时也是人类聚集地，人为干扰地面，阻力最大。耕地、建设用地规模与人口活动一定程度上呈比例关系，因

此本文不再考虑人口密度的阻力分布。 

表 2景观类型阻力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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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类型 亚类 阻力值 

源地  1 

林地 

乔木林地 10 

灌木林地 60 

其他林地 100 

未利用地  150 

耕地  300 

水域  700 

建设用地  1000 

 

MCR(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模型是计算物种在景观阻力面上两地间迁移扩散的最小累积阻力，获取最优成本路

径[26]。 

 

式中：MCR 为最小累积阻力值；fmin 为未知的正函数，反应空间中某点最小累积阻力值与该点到所有源地的距离及景观基面

特征的正相关关系；Dij为物种从源地 j到空间 i的距离；Ri为空间 i对物种扩散的阻力。 

潜在生态廊道是生态源地之间的最低累积阻力谷线，为生物迁徙扩散提供通道。基于生态源地和景观阻力面，利用 MCR模型

构建石首市森林生态网络。基于重力模型构建研究区森林生态源地间的相互作用矩阵[27],定量评价各源地斑块间的相互作用强度，

科学地判定所构建潜在廊道的相对重要性。 

 

式中：Gij表示核心斑块 i、j 的相互作用力；Lmax为是研究区所有廊道累积阻力的最大值；ai、aj分别为斑块 i、j 的面积；

Lij为斑块 i、j间廊道的累积阻力值；Pi、Pj分别为斑块 i、j的平均阻力值。 

采用网络闭合度(α)、线点率(β)、网络连接度(γ)3个网络结构指数评价构建网络的闭合度、连通性及复杂程度[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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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反映网络中环路出现的频率；β表示网络中节点连接线的通达程度；γ反映网络节点的连通程度；L为网格中廊

道数量；v为节点数量。 

3 结果与分析 

3.1基于 MSPA的森林景观分析 

以石首市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实施前后森林资源作为前景进行 MSPA分析(图 3),统计各类景观的面积与比例(表 3)。石首

市森林景观在研究区景观类型中占比较大，仅次于耕地。在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实施前，森林景观核心区占总体景观比例为

14.46%,主要分布于长江及支流藕池河两岸沿线、东北部小河口镇及东南部桃花山镇、桃花林场。在森林景观中，核心区类型面

积为 20351.85hm2,所占比例最大，达 74.47%,分布于市域范围各处，长江两岸的核心区景观连通性较好，桃花山区域森林核心区

景观集中连片分布。由于石首市为农业生产集中区，农业生产为主导，市域范围内江北、江南平原区森林景观面积不大，但是斑

块数量多，多以农田林网及道路防护林形式存在，景观分散，连通性差，森林景观形态破碎。边缘区、支线、岛状斑块类型占比

次之，占比分别为 16.50%、3.52%、2.54%,说明石首市森林景观斑块边缘复杂，形态破碎，且大型斑块的周边支线较少，说明其

不易与周边其他景观产生物质能量交流。桥接区作为景观的结构性廊道，连接两个核心斑块，对区域范围内不同斑块间物种的迁

徙和扩散有重要作用，面积为 632.19hm2,占比仅为 2.31%,研究区桥接区的数量不足且分布破碎；环道区是斑块内部物种迁移的

捷径，有利于物种在相同斑块内迁移，占比仅为 0.18%,说明研究区内核心区斑块开口较少，图 3(a)中几个大的核心区之间桥接

连通性明显缺乏，物种间迁移和基因交流有限，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主要在长江、藕池河两岸及重点林业集中区进行绿化造林，工程实施促进长江及其支流两岸沿江绿

化断带合拢，加强森林景观斑块间连通性，有利于物种迁移与基因交流。工程实施后核心区类型面积为 23345.09hm2,占比达

77.99%,边缘区、支线、岛状斑块比例大幅度降低，说明石首市森林景观资源呈现出大型斑块为主，且边缘复杂程度降低，斑块

破碎化程度缓解的趋势，尤其是岛状斑块的面积及数量减少程度显著。桥接区作为连接不同核心区的重要廊道因为核心区的大

型化、集中化而面积、数量有所减少，环道区和孔隙所占比例则变化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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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基于 MSPA的工程实施前(a)后(b)景观类型 

表 3工程实施前后 MSPA景观类型统计表 

景观类型 

工程实施前 工程实施后 

面积(hm2) 占森林景观比例(%) 占总体景观比例(%) 面积(hm2) 占森林景观比例(%) 占总体景观比例(%) 

核心区 20351.85 74.47 14.46 23345.09 77.99 16.59 

岛状斑块 693.68 2.54 0.49 497.77 1.66 0.35 

桥接区 632.19 2.31 0.45 614.86 2.05 0.44 

支线 963.03 3.52 0.68 848.24 2.83 0.60 

边缘区 4509.65 16.50 3.20 4428.92 14.80 3.15 

环道区 48.41 0.18 0.03 57.77 0.19 0.04 

孔隙 129.05 0.47 0.09 141.23 0.47 0.10 

总计 27327.86 100.00 19.42 29933.88 100.00 21.27 

 

3.2景观连通性特征分析 

对石首市实施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前后森林景观资源核心区按照斑块面积大小进行降序排列并编号，选择面积大于 100hm2

的斑块将其作为研究区潜在森林生态源地，工程实施前后潜在森林生态源地斑块数量分别为 30块、33块，计算各斑块连通性重

要值参数，以 dPC为参考值进行降序排列编号(表 4),dIIC作为辅助参考值，最后选取 dPC>4的森林斑块作为研究区生态源地(图

4),将剩余核心区分为极重要核心区(1<dPC<4)、重要核心区(0.1<dPC<4)、一般核心区(dPC<0.1)。根据表 4可知，石首市在实施

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前后森林生态源地总面积分别为 8669.42hm2、12246.70hm2,分别占市域范围内森林面积的 31.72%、40.91%。

由图 4可以看出，石首市实施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前，其森林生态源地集中于长江两岸及桃花林场区域，在西部、西南部无分

布，藕池河沿岸虽有面积较大的护岸林，但是由于斑块面积不大且斑块不连续，导致无法评价为源地区。工程实施后，石首市森

林生态源地数量增加 2块，西部区域连片森林斑块被评估为生态源地，笔架山、东升长江沿岸斑块连通为大型斑块，但 12个源

地斑块占据大比例说明市域范围内森林景观破碎化严重。斑块的连通性是表示源地斑块同周边核心区的关联性和物质交流程度，

工程实施后部分大面积斑块由于连通周边原有的小面积核心区，使得在连通性指数值上有所降低。同时，对比森林斑块面积与连

通性重要值大小关系可知，斑块面积和连通性重要程度不呈绝对的正相关关系，最典型的为工程实施后(b)25 号斑块，面积仅

139.60hm2,但是具有较好的连通性，因为 25 号斑块是 6号与 7 号斑块的重要连接区域，使得 3个斑块组成市域范围西部区域的

大型生态源地。 

表 4工程实施前后核心区景观连通性重要程度排序 

排序 

工程实施前 工程实施后 

斑块编号 dPC dIIC 斑块面积(hm2) 斑块编号 dPC dIIC 斑块面积(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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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30.80 31.52 2146.21 1 27.07 31.24 3056.50 

2 2 29.25 30.38 2104.72 3 20.85 21.69 1793.34 

3 3 13.53 13.03 1178.77 2 18.43 18.94 2173.41 

4 4 8.99 8.04 966.03 4 13.70 13.35 971.08 

5 9 5.29 3.77 453.65 6 8.67 5.72 845.92 

6 6 5.14 4.04 577.28 7 7.63 4.52 702.77 

7 17 4.96 3.21 222.93 25 6.30 2.95 139.60 

8 18 4.82 3.09 218.55 12 5.61 4.26 454.44 

9 8 4.47 3.22 460.69 9 4.97 3.70 635.03 

10 10 4.38 3.45 340.59 10 4.78 3.52 603.97 

11     13 4.53 3.74 368.60 

12     11 4.37 2.92 502.04 

 

 

图 4工程实施前(a)后(b)森林生态源地分布图 

3.3生态网络结构特征 

以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实施后的石首市森林生态景观为基础，基于景观类型及人类活动强度考虑得景观阻力面(图 5)。由

图 5可知，研究区阻力值较高的斑块主要集中于城镇、农村人口聚集区、交通运输用地及长江、河流湖泊等区域，阻力值低的区

域主要为森林源地、森林景观核心区、未利用地及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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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石首市森林景观阻力面 

基于源地与阻力面，本研究 12 块生态源地斑块运用 MCR 模型提取研究区生态廊道 66条，构建石首市森林生态网络(图 6)。

平原湖区目前大部分森林均为人工林，人力是森林延伸的主要因素，香樟的自然扩展主要依靠鸟类及植食性动物，研究区大量的

农田林网林带宽度均较小，且人为干扰大，导致野生动物数量主要集中于丘岗森林中，为保证野生动物迁徙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将廊道宽度设置为 30m 宽，统计廊道中各景观类型所占面积和比例(表 5),分析潜在廊道的景观结构类型。潜在廊道的景观组成

直接决定廊道的功能可行性，根据表 5,潜在廊道的总面积为 956.41hm2,其主要组成景观为乔木林地，占廊道总面积 87.55%;由

于长江的阻隔作用，水域景观占比为 4.06%;而灌木林地、其他林地和未利用地由于研究区域范围内面积较小，其所占比重均不

足 1%;1号与 7号源地斑块间的廊道完全穿越城区，因而占用大面积建设用地。大面积水体对物种迁移有阻碍作用，但水体作为

动植物的水源地，与附近的林地成为迁移途中的暂息地，研究区中长江基本完全阻隔了陆生动物的南北迁徙，对植被的扩散也有

一定限制作用，难以通过风媒及陆生动物传播，但是森林扩散可依靠鸟类食用、排泄植物种子完成。建设用地在物种迁移的过程

中起着较大的阻碍作用，因此，在网络规划中，应尽量避免廊道穿越成片建设用地。 

 

图 6石首市森林生态网络重要性分级 

表 5潜在生态廊道的景观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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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类型 总面积(hm2) 在廊道中面积(hm2) 占廊道总面积比例(%) 

乔木林地 29399.75 837.31 87.55 

灌木林地 411.30 2.96 0.31 

其他林地 384.72 3.19 0.33 

未利用地 2771.06 9.24 0.97 

耕地 70454.72 27.8 2.91 

水域 24265.62 38.83 4.06 

建设用地 12637.78 37.08 3.88 

总计 140324.95 956.41 100.00 

 

基于重力模型构建 12个森林生态源地间的相互作用矩阵(表 6),定量评价各源地斑块间的相互作用强度，科学地判定所构建

潜在廊道的相对重要性。根据矩阵结果和研究区域实际，判定斑块间相互作用强度大于 100的廊道为重要生态廊道，其余为一般

廊道。其中，重要生态廊道 11 条，165.67hm2,主要连通研究区内三大板块，分别形成东北部小河口镇森林组团、江北部天鹅洲

森林组团、西部南口-绣林森林组团三个生态源地集中区。图 6、表 6 结果显示，前述 3 个源地集中区所涉及斑块的相互作用值

是最高的，斑块间排列相对紧凑，只需要构建较短距离的廊道就可连通形成大面积的源地斑块群。1号斑块是研究区最大的生态

源地，西侧为石首市区，北部及东侧为长江，南部则为大面积的水域及耕地，且距离 2号源地较远，因此难以同其他斑块构建重

要生态廊道。从研究区全域来看，生态源地和所构建的生态廊道集中于长江两岸和东南部桃花山，而西南部藕池河沿岸有大面积

森林分布，但是地形因子的原因使得森林景观有断带情况，大面积森林不能够形成相互作用强烈的森林景观组团，导致全域范围

的生态网络格局不够完善。因此将重力模型生成的廊道提取出来，作为研究区生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规划构建新的生态

源地和廊道来完善区域生态网络。 

表 6基于重力模型的源地斑块间相互作用矩阵 

斑块编号 1 2 3 4 6 7 9 10 11 12 13 25 

1 0 14 6 5 41 85 11 8 11 4 5 50 

2  0 7 5 5 6 5 3 5 5 7 5 

3   0 313 3 3 58 30 65 153 743 3 

4    0 3 3 31 17 33 2076 121 3 

6     0 221 4 3 4 2 2 1947 

7      0 5 4 5 2 2 466 

9       0 933 2176 23 38 4 

10        0 414 13 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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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0 25 4 44 

12          0 2 78 

13           0 2 

25            0 

 

3.4生态网络优化 

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实施后石首市森林生态网络的西南部连通性较差，缺乏必要的网络连接，因此在网络规划中以藕塘

河区域现有的森林资源为基础，综合考虑核心区斑块的空间分布，通过生态建设提升其生境质量，并根据斑块间的阻力值规划 20

条 30m宽的短距离生态廊道，连通河流两岸破碎零散的森林景观资源，同时连通南口-绣林森组团；以石首市区南岳山森林公园

的森林斑块为跳板，连通 7 号与 1 号源地斑块，并通过构建廊道使 1 号源地闭合，形成市域范围中部—西部—西南部的大型森

林生态网络体系。规划廊道总长度为 16.17km,最长的单条廊道仅为 2.2km,是短期可实施的设计量。 

采用网络闭合度(α)、线点率(β)、网络连接度(γ)3个网络结构指数评价构建网络的闭合度、连通性及复杂程度，各数值

越大说明网络结构越完善、连通性越高。由表 7可知，规划后的生态网络较规划前更完善，连通西南部森林核心区，廊道数量显

著增加，而廊道结点增量较少，显著提高了研究区域内森林生态斑块的连接水平，增加森林网络连接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图 7研究区生态网络规划图 

表 7连通性指数计算结果 

指数 规划前 规划后 

α 0.21 0.40 

β 1.38 1.75 

γ 0.47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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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生态网络视角分析石首市实施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前后森林景观及连通性，对工程实施后森林生态格局特征进

行探讨，并就生态网络结构优化展开讨论。根据 MSPA方法识别森林源地，分析森林景观特征及斑块质量；通过连通性指数反映

森林生态廊道重要程度，利用结构指数分析森林网络空间结构；统计研究区廊道景观结构及网络分布情况，分析其森林格局特征

及差异。研究结果表明： 

(1)位于平原湖区石首市森林资源相对丰富，景观构成呈现两极分化，首先是以大型斑块为主，但是空间分布不均衡，市域

范围北部、南部分布较少；其次是小型斑块破碎化，森林景观斑块边缘复杂，且斑块的周边支线少，难于与周边其他景观产生物

质能量交流。 

(2)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的实施促进长江及其支流两岸沿江绿化断带合拢，森林景观资源呈现出大型斑块化，边缘复杂程

度降低，斑块破碎化一定程度上缓解，加强了森林景观斑块间连通性，利于物种迁移与基因交流。 

(3)工程实施后的源地生态廊道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于长江沿岸森林，全域范围的生态网络格局不够完善。通过生态网络

规划，显著提高了研究区域内森林生态斑块的连接水平，增加森林网络连接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石首市林业生态建设探讨。长江在石首市域范围内自西北向东南穿流而过，对于森林生态网络来说是一道天然的屏障，生态

网络结构可以长江为界，分江南、江北板块构建。通过景观连通性分析，发现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实施前后市域范围森林景观

格局的不合理之处，并通过设计生态廊道提质改善全域森林生态格局，为国土空间规划及 2021～2030年全市林业发展规划提供

支撑。江南区域以长江南岸沿线、藕池河两岸沿线、桃花山森林、南部上津湖以及完善后的农田林网可形成结构稳定、功能完善

的山水林田湖复合生态网络格局。江北区域通过后续的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可连通现有长江北岸沿线、天鹅洲、小河口镇森林，强

化江北农田林网建设，可形成长江沿岸森林风光带和复合农田林网景观，以此发展生态旅游，践行乡村振兴行动。 

本文在景观分析尺度上参考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实际数据进行了多个分辨率的分析试验，同时平原湖区是以农

业生产为主，分布大量农田林网，是研究区森林生态景观不可缺失的部分，30m×30m空间分辨率在石首市域研究尺度上在 MSPA

环节会丢失较多信息，最终选择 10m×10m 进行 MSPA 景观分析以保证分析细节和数据量。本研究是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来

讨论森林景观格局，讨论工程建设对区域森林景观格局影响，但由于平原湖区现有林地多为人工林，林分自我延展能力极弱，人

力是影响森林分布的主要因素，因此在阻力面构建时基于自然更新原则选择地带性植被香樟作为研究服务对象，研究结果主要

为林业主管部门下一步营造林工作提供参考。判定斑块的重要性是通过森林景观斑块规模及其与周边森林的连通性来判定，对

于不同森林类型在空间分布上对应的生态服务功能差异，将在后期研究中加以探讨。长江两岸造林绿化工程背景下的石首市生

态格局分析，本文仅以森林作为前景进行分析，在今后的研究中以山水林田湖草复合生态体系为主导，将综合森林、湿地、耕地

及代表物种扩散能力进行生态格局相应特征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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