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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文化空间作为传统人居智慧与场所精神的体现，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着力点之一。加强乡村文

化空间建设，提升乡村文化服务功能，与自然生态相结合开展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以进一步满足乡村居

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珪后村文化空间景观为研究对象，运用GIS和Fragstats等空

间分析软件，选取体现乡村文化景观发展特征的景观指数，对乡村物质文化景观空间的形态和结构进行量

化分析。结合景观生态学的“斑块—廊道—基质”理论，探讨乡村振兴中生态振兴对文化振兴的触发作用，

提出景观可持续设计策略，以期为乡村生态振兴促进文化振兴寻找实现路径，为乡村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

提供方法和案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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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景观指数分析的福建漳州珪后村文化景观
可持续设计研究
Research on the Sustainable Design of Cultural Landscape in Guihou 
Village, Zhang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Based on Landscape Index 
Analysis

Abstract
As the embodiment of traditional human settlement wisdom and place spirit, rural cultural space is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to 
achieve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al area, improve the service func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carry out the sustainable design of cultural landscape in combination with natural ecology to further meet the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for a better life. This paper takes the cultural space landscape of Guihou Village in Zhang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es GIS and Fragstats and other spatial analysis software, selects the landscape index that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and conduct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form and struc-
ture of rural material cultural landscape space. Combined with the “patch corridor matrix” theory of landscape ec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iggering effect of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on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proposes 
sustainable landscape design strategies to find a path for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vide 
methods and case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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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景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村民自

发建设的状态，规划、建设和使用都由当地

居民依据风俗和生活习惯等自主安排，存在

着无序性、凌乱性等特征 [1]。在城市化进程

的发展下，乡村振兴战略开始在各地紧密实

施，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为乡村发展注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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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遇，但同时也出现了盲目模仿城市建设、

总体布局单一等问题，使乡村生态景观格局

遭到破坏 [2]。如何平衡乡村发展与生态环境

之间的关系，突出乡村文化特色，成为乡村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乡村中的文化空间作为传统人居智慧与

场所精神的体现，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

的主要着力点，是乡村振兴工作的内核。文

化景观研究方面，汤茂林 [3]提出文化景观是

指人类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使自

然材料变成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景观。乡村

文化景观是人类缔造文化景观的关键类型之

一，体现了乡村社会及族群日积月累的生活

智慧，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联，是农业

文明的结晶[4]。乡村在长久发展历程中积累

的独特文化和场所精神是乡村人情美的体现，

而外部的环境空间以及各类建筑则作为载

体，对于传达这些历史文化和场所精神具有

重要作用。

目前乡村文化景观建设中，文化景观格

局的修补主要以物质空间构成要素及分布的

解译为依托，借助场所理论、空间句法、图

底理论等传统的空间分析方法解释文化景观

的空间现状特征和问题 [5-6]。这些方法着重于

物质空间层面的外形解析，无法深入了解乡

村文化景观空间内生发展的模式与趋势，难

以从根本上推动乡村文化景观的可持续发

展。同时，传统的乡村景观设计方法多从感

官角度出发，存在一定的主观性，难以从区

域层面上掌握景观空间肌理特征，弱化了乡

村文化景观在“斑块—廊道—基质”上的整

体协同。在乡村建设中，以乡村生态保护为

基础的生态景观设计，一方面能够维持和提

升乡村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另一方面可以

满足人们对生态景观多功能的需求 [7]。乡村

生态建设正从单纯的环境治理发展到生态

品质的提升，乡村文化景观不仅具有生态系

统功能，更是乡村精神文化的载体。乡村文

化景观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功能的触发将提

升乡村景观的可持续性。由于乡村景观具有

敏感性和脆弱性，需要逐步进行提升改造，

减少盲目建设的风险。乡村景观规划是综合

性的研究工作，其中景观生态过程的分析是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乡村文化景观的建设尤

其注重景观生态过程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

及景观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以提高

乡村景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8]。随着GIS空间

分析、遥感技术等方法的不断发展，乡村文

化景观的定量分析逐步深入和丰富，有助于

进一步了解乡村生态基底情况 [9]。如何突破

传统空间及景观设计方法的局限，探索乡村

文化振兴和生态振兴的实现路径，优化乡村

文化景观格局，是乡村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思考。

文章以福建省漳州市珪后村文化空间

景观资源为研究对象，选取多个景观生态

学中的景观指数进行量化研究，利用GIS和

Fragstats等分析软件，分析珪后村乡村文化

景观空间的形态和结构。基于指数计算的结

果，探讨生态振兴对文化振兴的触发作用，

提出景观可持续设计策略，为乡村生态振兴

促进文化振兴寻找实现路径，为乡村文化景

观可持续发展提供方法依据和案例支持。

1 研究区域概况

珪后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岩溪镇

的中心位置，村庄地形走势低缓，属于南亚

热带海洋性气候。农业资源丰富，耕地面积

占全村面积的75.29%。珪后村历史文化景观主

要是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宗祠

建筑和民居建筑（图1）。村庄聚落中追远堂、

棣芬堂、叶文龙故居、普济岩、赠公祠、升

图1   珪后村区位示意与平面图
Fig. 1   Location diagram and plan of Guihou Village

1

基于景观指数分析的福建漳州珪后村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研究      朱志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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厝、楼仔厝、聚星堂这8处建筑被列入福建

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然而保护

措施效果不明显，村落历史建筑资源搁置，

未能有效形成旅游路线和引导游客行为，也

影响了游客的体验感。周边建筑风貌差异明

显，公共空间以硬质铺装为主，绿地较少，

且空间破碎化严重（图2）。

2 研究方法

2.1 景观指数

景观格局的分析是景观生态学中阐释

景观格局变化及其生态效应的重要方法 [10]，

景观指数是体现景观结构及过程的量化指

标，在一定程度上展现景观空间的组成及配

置，是景观格局信息的浓缩 [11]。景观指数主

要通过斑块水平、类型水平及景观水平三个

层次进行分析，其测算依托GIS和Fragstats软

件，通过GIS将景观空间的信息实现由栅格到

矢量的处理，提取需要的空间信息，再利用

Fragstats对空间信息进行统计计算，得到对应

的景观指数，用以体现景观空间的形态、结

构，反映景观格局的特征 [12-13]。

本文从聚落层面和景观斑块层面选取反

映乡村文化景观特征的景观指数，包括斑块

密度、蔓延度指数、连通度指数、最大斑块

指数、斑块类型面积、斑块面积百分比和散

布与并列指数等（表1）。蔓延度指数和连通

度指数能体现景观的连通性，指数越大，景

观的连通性越高。散布与并列指数表征景观

格局的空间分布排列特征，数值越大，斑块

分布越均匀，景观多样性越高。以此描述珪

后村文化景观空间的形态、结构和异质性，

解释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之间的关系。

利用GIS软件的shp面数据勾绘工具对

珪后村主聚落区景观类型，包括交通及通

行、农田、水域、建筑、未知用地、绿地以

图2   珪后村文化景观分布图
Fig. 2   Cultural landscape distribution map of Guihou Village

图3   乡村文化景观格局优化路径
Fig. 3   Pattern optimization of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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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文化景观进行详细的分类提取。在核对之

后，为各类景观类型的shp矢量数据添加类

型属性字段，获取包括景观分类属性的矢量

图层。利用GIS软件转换成栅格数据，导入

Fragstats软件进行景观指数计算。

在此基础上，从斑块、廊道和基质三个

层面剖析乡村文化景观的空间特征。景观斑

块层面，以乡村文化景观斑块的优势度及其

特点为研究重点；景观廊道层面，主要分析

乡村文化景观廊道连接度及通达性；景观基

质层面，重点探讨乡村文化景观面域上的破

碎化程度及空间分布格局。

2.2 景观优化路径

乡村文化景观蕴含着深厚且独特的风土

人情，由村落山水空间格局、位置形态、承

载文化价值的空间实体，如街巷、广场、建

筑等的物质要素，以及乡村长期发展累积形

成的独特民俗风情、节庆活动、集体记忆和

价值认同等非物质要素组成。乡村文化景观

的优化，首先需要对主体结构复杂的乡村文

化景观进行梳理划分，然后构建适宜乡村发

展的从景观格局分析到景观设计的景观指数

化分析和优化路径（图3）。针对乡村文化景

观的空间特性，通过对已有的一些景观或资

源分类与评估体系进行分析和总结，结合实

地调研，根据研究对象实际的文化景观特征

进行调整，将乡村物质要素层面的文化景观

分为民居建筑、宗祠建筑、历史遗迹类、农

业生产类和公共空间等5类。

3 乡村文化景观格局分析结果

3.1 文化景观格局指数

从村庄聚落层面（表2，图4）上显示，

珪后村建筑密度较高，斑块数量较多，斑块

功能单一，整体布局较为零散，景观破碎度

表1   景观指数计算及说明
Tab. 1   Calcul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landscape index

景观指数
Landscape Index

公式
Formula

说明
Explanation

斑块密度

（PD）/（斑块数

/100 hm2）

斑块密度反映了斑块在单位面积上的斑

块数量，体现景观类型在景观格局中的优

势度，斑块密度越大，表明该斑块类型在

空间中数量越多，彼此间的影响力也越大

蔓延度指数

（CONTAG）/%

值域为（0，100]，展现景观里不同斑块类

型的聚集水平或延展趋向。一般来说，高

蔓延度值说明景观中的某种优势斑块类

型形成了较好的连接性；反之则表明景观

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散布格局，景观的破

碎化程度较高

连通度指数

（CONNECT）/%

值域为[1，100]，连通度指数反映了景观组

成之间的功能连接性，连通度指数越大，

表明斑块间连通性越强，与连通性与物种

扩散息息相关

最大斑块指数

（LPI）/%

整个景观被最大斑块占据的程度，某斑

块最大面积与景观总面积的比值，值域为

[0，100]，最大斑块指数有助于用以确定景

观优势类型

斑块类型面积

（CA）/hm2 CA
CA等于某一斑块类型中所有斑块的面积

之和（m2），除以10 000之后转化为公顷

（hm2），即某斑块类型的总面积

斑块面积百分比

（PLAND）/%

各种类型地类占总面积的比例，aij代表第

i类景观类型中第j个斑块的面积（m2）；A
为景观的总面积（hm2）；斑块面积百分比

值接近于零时，表示景观中该斑块类型减

少，比值等于100时则表示整个景观中只由

1类斑块构成

散布与并列指数

（IJI）/%

描述景观空间格局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值

域为（0，100]，取值小时表明斑块类型仅

与少数几种其他类型相邻接；表明各斑块

间比邻的边长是均等的，即各斑块间的比

邻概率是均等的

表2   珪后村聚落层面上的景观指数
Tab. 2   Cultural landscape landscape level index of Guihou Village

景观指数
Landscape index

数值
Value

斑块数量（NP）/个 2 259
斑块密度（PD）/（斑块数/100 hm2） 1 159.64

连通度指数（CONNECT）/% 0.35
蔓延度指数（CONTAG）/% 60.24
散布与并列指数（IJI）/% 81.74
最大斑块指数（LPI）/% 9.24

基于景观指数分析的福建漳州珪后村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研究      朱志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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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从斑块密度来看，普通民居斑块密度

为612.72个/hm2，文化景观中农业生产类景

观斑块密度为3.063个/hm2，景观破碎化程

度较高。现有的斑块功能较为单一重复，削

弱了景观异质性，让游客和居民产生审美疲

劳。珪后村廊道景观呈现主轴廊道占优势，

主要以主聚落南两侧的G355国道及村落内

交通干线组成，但景观连通性低。聚落层面

上，珪后村景观蔓延度指数为60.24，连通度

指数为0.35，表现出珪后村整体景观连通度

指数较低，景观空间连通性较差。从景观

斑块层面（表3）上显示，历史遗迹类景观

的连通度为0.039，宗祠建筑景观连通度为

0.047，文化景观的连通度处于较低水平。农

田（40%）是珪后村的优势景观类型，绿地、

水域等生态用地面积占比次之。聚落层面的

IJI指数为81.73，处于较高水平，景观多样性

表3   珪后村斑块层面上的景观指数
Tab. 3   Landscape index at patch and type level of Guihou Village

景观类型
Landscape 

type

斑块类型
Patch type

景观指数
Landscape index

PLAND/%
PD/（斑块数
/100 hm2）

AREA_MN/hm2 CONNECT/% IJI/%

交通及通行
屋前广场 2.1376 25.7014 0.0832 3.0204 71.4782

街巷 9.2493 1.0281 8.9969 0 83.7367

农田 农田 40.1813 245.1913 0.1639 0.85 75.2886

水域
河流 1.0985 0.4679 2.1371 0.0628 6.4506

水塘 12.0426 92.0570 0.1309 0.6883 70.7140

建筑
普通民居 10.5778 612.7212 0.0173 0.2257 82.9056

特色建筑 2.2653 125.4228 0.0181 0.8905 73.8618

未知用地 未知用地 1.8656 12.3367 0.1512 3.2609 77.0077

文化景观

民居建筑 0.3694 1.4024 0.0903 0.1325 72.7543

宗祠建筑 0.1261 0.4783 0.0308 0.0452 63.4363

历史遗迹类 0.1087 0.4127 0.0708 0.0390 68.6023

农业生产类 3.0620 11.6243 2.9926 1.0982 69.5842

公共空间 0.5313 2.0170 0.0799 0.1905 74.6723

绿地
林地 16.0337 17.9910 0.8912 3.1933 69.7311

宅间绿地 0.3509 10.7946 0.0325 3.3333 81.5244

图4   珪后村主聚落区景观破碎度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in the main settlement area of Guihou Village

图5   珪后村部分文化景观及其周边环境
Fig. 5   Some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thei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n Guihou Village4

c  升厝周边环境及其位置示意

a  叶文龙故居周边环境及其位置示意 b  聚星堂周边环境及其位置示意

d  追远堂周边环境及其位置示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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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在景观斑块层面，河流景观斑块的散

布与并列指数较低（6.45），空间分布明显不

均。文化景观中，宗祠建筑及公共空间则拥

有相对较高的散布与并列指数，空间分布较

为均衡。

3.2 文化景观格局特征

3.2.1 斑块层面的特征

在斑块层面，文化景观斑块呈现较为破

碎化和离散分布的格局。珪后村文化景观斑

块在功能上存在单一重复的问题，多为民居

建筑及宗祠建筑，且建筑外围多为硬质铺装

的空地，绿化效果不佳（图5）。以公园绿地

为主的公共空间占比较小，仅为0.5313，斑

块密度为2.017个/hm2，破碎度较高，连通度

指数仅有0.1905，难以满足居民日常交往活

动需求的同时，生态性较为匮乏。

3.2.2 廊道层面的特征

珪后村文化景观的主轴廊道位于其核

心保护区的南侧，是连接内外交通的重要廊

道，其吸引力与活力明显高于内部景观斑块

通道，形成主轴廊道突显，内部文化廊道断

裂的格局（图6）。在珪后村现有的景观规划

中，未能形成较合理的景观游线，以将不同

功能的景观斑块紧密串联，增强景观廊道的

连通性与延伸性。珪后村文化景观廊道存在

较多断点，完整性与延伸性不足，不利于文

化景观的可持续发展。

3.2.3 基质层面的特征

从珪后村主聚落景观的破碎度空间分布

可以看出，核心保护区内破碎度较高，整体

文化景观处于较高破碎化。文化景观破碎度

过高，会降低景观的吸引力，不利于人流聚

集，难以激发分区活力。而在文化景观类型

分布上，核心保护区内部以传统文化景观如历

史建筑、宗祠建筑为主，核心保护区以外新

建地块则以现代文化景观如党建公园、法治

文化公园等为主，同时，在新建的景观斑块

中，存在大体量的现代景观地标小品（图7），

相较于传统的历史遗迹等景观，缺乏地方文

化特性，削弱了珪后村文化景观的辨识度。

4 乡村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策略

4.1 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目标

珪后村文化景观格局特征存在斑块功能

单一，生态斑块匮乏；廊道主轴突显，文化

廊道断裂；基质活力不足，分区特色缺失等

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制定文化景观可持续

设计策略。乡村生态振兴在乡村振兴中具有

基础性作用[14]，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发展趋势

正在变得更加系统与综合，也更加关注人文

主义在其中的表现 [15]。在乡村文化景观的建

设过程中，以景观生态学“斑块—廊道—基

质”范式开展针对性的文化景观更新建设，

基于景观格局分析的结果，寻找提高景观指

数适应性的对应策略，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图6   珪后村主轴廊道及内部廊道示例
Fig. 6   Example of main shaft corridor and internal corridor in Guihou Village

图7   珪后村现代景观地标小品
Fig. 7   Guihou Village modern landscape landmark pieces

6

7a  珪后村党建公园 b  珪后村入口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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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为乡村文化景观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实现渐进式的乡村文化

景观可持续发展。

珪后村有着丰富多样的传统风俗，位于珪后村中心的普济岩供奉着

文天祥、张世杰和陆秀夫三位民族英雄，珪塘叶氏族亲们会在每年的农

历正月十七至十八日齐聚于此，举行“三公下水操”纪念活动，至今已

有700多年。每年在追远堂举行的元宵点灯活动，在2018年列入漳州市

级非遗项目，是珪塘叶氏宗祠文化的重要展现载体。珪塘民俗文化节上

演的芗剧、舞龙等，展现了独特而源远流长的闽南民俗文化，这些文化

活动至今已达百年以上，历经岁月的洗礼愈加珍贵。因此，珪后村文化

景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包括4个方面，即延续传统风俗、传承宗族文

化、保护传统古建和助力经济发展（图8），以实现文化景观的文化性、

经济性和生态性的协调发展。

4.2 斑块层面：整合斑块提升景观整体性

整合和修补珪后村内部分体量微小且功能重复的景观斑块，强化

斑块功能，实现文化景观斑块的内在提质和破碎度的改善，进而提升生

态功能，以生态振兴促进文化振兴（图9）。对于珪后村主聚落区西侧的

活动中心、篮球场、法制公园等公共空间，重点优化提升服务水平，增

加居民交流活动的景观斑块，满足居民日常所需。通过整体设计将主聚

落区内零散分布的宅间绿地合并串联，提升宅间绿地的美感度和村域特

色。位于主聚落区中心位置的党建公园、健身广场以及古树保护区等公

共绿化空间，以强化重要节点为手段，进行节点空间绿化的重点提升。

4.3 廊道层面：修复廊道增强景观连通性

根据场地的立地条件和历史文化沿革，将珪后村人文空间的游线

规划大致分为“珪后历史文化游线”和“珪后风土人情游线”（图10）。

其中“珪后历史文化游线”位于核心保护区的西南面，主要有楼仔厝、

普济岩、叶文龙故居、追远堂4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节点，建成时间的

跨度从唐代到民国将近1 300年，可以从不同时期的建筑里领略年代独

特的文化韵味。“珪后风土人情游线”位于核心保护区的东北面，主要

有升厝、大学厝、下仔厝三个具有一定人文底蕴的节点，对其进行策略

性塑造，构建完善的游线系统。这三处古厝各具特色，功能齐全，从

居住到教学再到祭祀，可以从这条游线了解珪后村的风土人情。同时，

在廊道规划设计中增加点状的休憩交流空间，丰富景观层次，搭配乡土

植物，形成观景与生活相交织的廊道功能，满足居民和游客的不同需

求。以廊道的修复串联不同的景观斑块，从而增强景观的连通性，实现

图8   珪后村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目标
Fig. 8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of cultural landscape in Guihou Village

图9   珪后村文化景观斑块整合图
Fig. 9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patches in Guihou Village

图10   珪后村文化景观廊道修复
Fig. 10   Linear repair of cultural landscape in Guihou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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珪后村文化空间生态廊道功能的提升。

4.4 基质层面：优化分区提高景观多功能性

针对珪后村聚落内文化景观分散且发展

水平不均的现状，从优化区域特色重点着手，

挖掘不同分区的特色所在，塑造多景观功能

分区（图11）。利用主聚落区北侧现有的乡情

馆，打造文化展示功能区，同时完善区域解

说、游览等配套设施。主聚落西侧整合公共

空间及周边闲置用地，增设具有村域文化内

涵的景观小品，提升景观特色感知度，打造

居民休闲和活动的空间。主聚落区南侧作为

对外展示的名片，进行功能性创新的文化景

观提升，配建文化服务中心，引入VR、AR等

新技术展现村域历史盛景。主聚落区西侧部

分建筑单体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前提下，进行

修复和改造，同时整治周边环境，引入现代

休闲业态，提升片区发展活力。

5 讨论

5.1 景观指数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景观指数是将景观空间的结构与其对

生态过程的影响对应起来 [16]，其研究的重

点领域在土地利用变化、覆被变化及水土保

持 [10,17-19]、生态系统服务、景观生态评价、生

态安全格局等方面 [16,20-21]。近年来，也有学者

将景观格局的变化引入文化景观的发展保护

研究中[12,22-23]，景观指数的发展呈现从自然景

观生态领域向文化景观领域延伸的趋势。相

关研究印证了景观指数法在文化景观研究中

的适用性，提供了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新

方向[24-25]，启发了本研究“景观格局分析—景

观规划设计”的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路径。

景观指数分析方法在珪后村文化景观可持续

建设中的研究表明，从景观生态学“斑块—

廊道—基质”三个层面选取适宜的景观指

数剖析乡村文化景观的空间特征，并进一步

总结和揭示乡村文化景观格局现存问题，由

此提出相应的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目标及策

略，对乡村文化景观格局优化及建设具有一

定的指导意义。

5.2 “景观格局—景观设计”的设计策略

运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方法进行景观设

计，已有多位学者进行了相应的尝试，张志

豪等 [26]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格局—过程—设

计”模式，从斑块、廊道、基质三个层面开

展面向未来社区建设的景观更新设计方法的

研究，为城市老旧小区空间优化提供了新的

规划设计视角；傅伯杰等 [27]提出景观生态

学的研究应从景观格局延伸至生态系统过程

和服务，深入理解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服务

之间的关系在生态系统管理及景观设计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证明，景观生态学

的研究方法能够科学有效地指导景观规划设

计。因此，本研究基于景观指数分析，对乡

村物质文化景观的空间格局进行量化研究，

从“斑块—基质—廊道”层面开展文化景观

针对性的景观设计，形成景观格局分析到景

观规划设计的设计模式，将景观文化服务和

自然生态相融合，探讨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

策略。这一研究模式为乡村文化景观的布局

调整及优化设计提供一种新的尝试，同时延

伸了景观生态学研究范式在乡村文化景观设

计中的应用。

5.3 生态振兴触发文化振兴的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全面建设现代化乡

村的新征程。其中，生态振兴是根基，文化

振兴是灵魂，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生态

宜居的基底环境，也离不开源远流长的人

文底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生态

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自然环境破坏

与资源消耗趋紧使众多乡村产业面临转型的

考验 [28]。生态失衡会导致乡村文化景观流失、

变迁甚至消亡，因此，乡村文化景观应走上

图11   珪后村文化景观分区优化
Fig. 11   Optimiz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zoning in Guihou Villag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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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的道路。本研究基于景观指数分析，

深入剖析乡村文化景观格局基底，通过景观

格局特征分析，明晰存在的问题，制定针对

性的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乡村文

化景观格局优化路径及可持续设计策略，以

提升乡村文化景观生态功能，促进文化景观

服务和自然生态相融合，进而触发生态振兴

激发文化振兴，保障乡村可持续发展。

6 结语

随着城乡统筹进程的加快，乡村文化景

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蚀和改变，因此，

在乡村文化景观保护的进程中，传统的设计

方法已难以适用乡村发展，结合乡村实际情

况，适应乡村生态环境的文化景观可持续设

计路径亟待开发。将景观指数分析方法用于

乡村聚落文化景观评价和设计中，针对性地

选择合适的景观指数用于解释乡村文化景观

格局特征，结合不同层面景观指数的量化研

究，明晰了珪后村乡村文化景观格局存在的

斑块功能单一、文化廊道断裂、分区特色缺

失等问题。进而运用“景观格局—景观设计”

的景观指数化分析优化路径，基于“基质—

廊道—斑块”研究范式，提出乡村景观可持

续设计策略。乡村文化景观可持续设计包括：

（1）整合和修补功能重复的景观斑块，更新

强化斑块功能，实现文化景观斑块的内在提

质和破碎度的改善；（2）修复内部文化廊道，

串联特色景观斑块，丰富景观游线，提升景

观异质性及文化空间生态廊道功能；（3）优

化区域特色重点，挖掘分区特色，塑造多景

观功能分区。最终以乡村文化景观的可持续

设计的方式呈现符合乡村特色的，生态友好

的乡村文化空间新格局。这一分析方法和设

计策略不仅适用于乡村文化景观格局优化，

也对生态振兴促进文化振兴的路径探索有着

积极的启发意义，为乡村文化景观可持续设

计研究提供了发展方向的参考。然而，乡村

文化景观格局的时空演变趋势，文化景观建

设中人的活动和需求，以及景观可持续设计

策略提出后的落地实践等问题，仍需要在后

续研究中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注：文中图表均由作者自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