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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体现农业景观特色的土地整治美学评价指标体系棳该指标体系的准则层为自然性暍多样性暍开阔性暍整洁性暍宁

静性暍运动性和奇特性棳并界定了每个指标设计内涵及标准椈对指标进行了量化与标准化处理棳探讨了土地整治美

学评价的方法暎通过土地整治美学表现形式的量化评价研究棳可以揭示农业景观的现状问题及改善空间暎
关键词暋土地整治椈农业景观椈美学评价椈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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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土地整治作为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暍统筹土地资

源配置的手段棳对补充耕地数量棳提高耕地生产能力

和集约利用度成效显著暎不容忽视的是棳土地整治

工程对农业景观具有双重效应椇一方面它能提升农

业景观的整洁度椈另一方面棳当缺乏生态景观理论和

技术指导时棳土地整治极易对农业景观造成负面影

响暎因此棳在土地整治中注重生态景观建设尤为必

要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暍提供视觉美感也是土地整

治的目标之一暎

国外美学评价研究发展 为成熟的是公路路域

景观美学研究棳如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暍林业部和土

地管理局均出台了关于公路美学设计的指导手

册椲棻灢棾椵棳美国国家高速公路和交通运输协会出版的手

册椲棻椵对公路方案设计暍路面美学处理暍道路边坡及桥

梁设计等方面提供了具体设计标准暎当前国内相关

研究聚焦于景观评价棳侧重利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

研究土地整治对农业景观造成的影响棳通常采用景

观指数描述景观格局及变化的定量研究方法椲棿灢 椵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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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指标体系只能表明农业景观的生态特征棳并
不能体现美学表现形式的变化暎

国内外针对土地整治的美学表现形式的研究尚

未成熟棳本研究主旨不是评价土地整治项目实施后

农业景观美与不美棳而是构建一套能够衡量土地整

治前后农业景观美学表现形式的评价指标体系棳从
而实现对农田景观美感的量化评估棳丰富土地整治

项目的后效益评价工作棳旨在为今后土地整治工程

规划设计和实际施工提供理论依据暎
棻暋土地整治美学评价的内涵

作为土地整治对象棳农业景观包括自然因素构

成的风景和人类改造自然形成的景象棳是人工自然

复合系统棳因而土地整治评价需同时考虑自然风景

评价和人工风景评价暎农业景观的美体现在生产性

与审美性的结合椲椂椵棳农业景观的生产能力是使人产

生美感的前提椲椃椵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和水网密布

的桑基鱼塘使人感受到强烈的美感棳与其基于农业

的生产性和可持续性共同造就的地方特色和地理个

性密不可分暎农业景观是自然美和形式美的统一棳
丰富的季相变化暍生机勃勃的田园景象无不彰显着

自然魅力棳而自然美又以形式美为基础棳可抽象成为

农田的色彩暍肌理暍质地和线条等基础构成要素暎
土地整治美学评价对象是农业景观的美学表现

形式暎对于农业景观而言棳除了大众眼里垃圾遍地暍
水质浑浊暍恶臭熏天暍喧闹或是杂乱无章等普遍意义

的丑陋景观外棳并没有绝对的美或不美之分棳只是表

现形式各有千秋暎
棽暋土地整治美学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作为衡量土地整治前后农业景观美学表现形式

的指标体系棳选择指标应遵循以下 方面原则椇
棻棭客观性暎选取指标收集信息的方法与在此基

础上获取的信息真实可靠棳指标应能准确提炼农业

景观的美学表现形式暎
棽棭完整性暎指标选取需要同时考虑农业景观的

构成和土地整治的特点棳尽量覆盖田暍水暍路和林综

合整治范围暎
棾棭独立性暎指标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信息重叠

关系棳为避免重复计算指标所蕴含的信息棳应满足相

互独立原则暎
棿棭符合人们普遍的审美标准暎不同时空暍地域

和文化背景下的人受审美意识及尺度的影响从而对

美的感知能力也不同棳因而需要选择具有普适性的

审美标准暎
棭可比暍可量性暎只有在时间暍空间上能相互比

较的指标才具有普遍适用性棳切实可操作才能保证

评价工作顺利进行暎
棾暋土地整治美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棾棶棻暋指标体系总体框架

美感是由人们感知暍思维活动引起的情感和情

绪方面的感受椲椄椵棳源自外物形式契合内心所产生的

和谐感与愉悦感椲椆椵暎国内外学者对审美机制和途径

进行系统的研究椲椆椵棳形成诸多景观审美的重要理论暎
美的表现形式各异棳公众对美的偏好也并不完全一

致暎总的来说棳人们对农业景观美感的普遍判断标

准包括椇
棻棭自然性暎人类行为过程模式研究认为棳人类

偏爱有良好植被覆盖和水域特征棳并具有视野穿透

性的景观椲棻棸椵暎大规模的土方改造极易对自然景观

造成破坏暎尽可能弱化人工设施对景观的干扰棳巧
妙运用自然素材和土地条件棳通过融合暍嵌入暍浓缩

和象征等手段保持景观的原有风貌棳能使景观焕发

自然美的魅力暎
棽棭多样性暎春耕夏种棳秋收冬藏棳人们从田园景

观丰富的季相变化中感悟自然的规律棳感受生活的

松弛度和节奏感暎植物搭配的层次美和多彩设计营

造出富有趣味性的视觉效果棳更具生态性和艺术性暎
棾棭开阔性暎视野广阔开朗的景观棳例如大面

积的水域暍草原和田野棳能使人获得悠闲自在感棳
无限延伸的田园具有大地特有的稳重感暎在耕地

边缘密度较低的区域可形成开阔暍集中连片的农

田景观暎
棿棭整洁性暎环境的清洁性和空间元素的有序性

对农业景观美感具有重要影响暎清澈的水质棳干净

舒适的环境使人心旷神怡椈未处理的垃圾和废弃品

则会严重损害景观的美感暎一般建设用地和未利用

地较多的地区容易聚集污染物和废弃物椲棻棻椵棳具有较

大的污染概率暎破碎度较低的区域可以形成整洁的

农业景观暎
棭宁静性暎田园景观的吸引力还在于它能够赋

予人安宁感暎人处于嘈杂喧闹的环境容易滋生焦躁

烦乱的情绪棳即使风景再美也难以让人愉悦暎而动

中写静的手法更能令人从心灵深处感受到大自然的

空寂暎

棽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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椂棭运动性暎无人欣赏的风景缺乏应和棳无法引

起情感共鸣棳也就无所谓美感棳景观的可达性使审美

成为现实暎绿色廊道为生物提供栖息场所和迁移渠

道棳景观元素自由的流动性象征着生命力棳都具有流

畅的美感暎
椃棭奇特性暎物以稀为贵棳人们对特异的风景总

是偏爱有加暎高大壮观暍线条柔美的梯田使人感受

到恢宏的气势棳地方特色浓郁的建筑群落和乡土植

物给人带来无穷无尽的新奇感暎
因此棳根据指标选取的原则暍人们对农业景观美

感的普遍判断标准棳构建土地整治美学评价指标体

系棬表棻棭暎指标体系共棾个层次椇目标层棳即土地整

治农业景观美感效果椈准则层棳包含农业景观美的椃
种表现形式暘暘暘自然性暍多样性暍开阔性暍整洁性暍宁
静性暍运动性和奇特性椈指标层棳分别具体阐释每个

准则的构成暎
表棻暋土地整治美学评价指标体系及各指标含义

斣斸斺旍斿棻暋斏旑斾斿旞旙旟旙旚斿旐旓旀旍斸旑斾斻旓旑旙旓旍旈斾斸旚旈旓旑斿旙旚旇斿旚旈斻斿旜斸旍旛斸旚旈旓旑斸旑斾旚旇斿旐斿斸旑旈旑旂旓旀旈旑斾斿旞斿旙
目标层

斣斸旘旂斿旚
旍斸旟斿旘

准则层

斆旘旈旚斿旘旈旓旑
旍斸旟斿旘

指标层

斏旑斾斿旞旍斸旟斿旘
指标含义

斖斿斸旑旈旑旂旓旀旈旑斾斿旞

土地整治

农业景观

美感效果

自然性

多样性

开阔性

整洁性

宁静性

运动性

奇特性

植被覆盖率 指农作物暍防护林暍自然植被占区域总面积的百分比

水域面积比 指水域占区域总面积的百分比

道路铺装与功能的适应性 指道路表面材质暍色彩等是否与道路的交通特性暍功能相适应

道路线形与地形的协调度 指道路线形与周围地形的协调程度

灌排设施与景观的相宜性 指灌排系统布置对农业景观的影响棳是否与周围景观相协调

道路边坡绿化结构 指绿化结构的层次性和多样性棳是种类单一还是组合搭配的

景观类型多样性 用景观多样性指数反映

耕地斑块边缘密度 利用单位耕地面积上斑块边缘长度反映耕地斑块的破碎程度

耕地斑块聚集度 指农田集中连片程度棳用斑块聚集度指数计算

景观破碎度 用景观破碎度指数反映

水体质量 指水质清澈暍透明程度

污染概率 指污染和废弃物发生和消纳的可能性

其他附属设施与景观的相宜性 指标志牌暍广告牌暍电线杆等其他附属设施的设置对农业景观的影

响棳是否与周围景观相协调

安静状况 反映区域内噪声干扰的程度

道路网面积密度 反映田间道路疏密程度棳用道路总里程与区域总面积的比值表示

水体动态 指水体是否具有动态棳是静止还是流动的

地形起伏度 用坡度衡量

树种特色性 指栽植树种是否具有地方特色棳是乡土树种还是普通树种

棾棶棽暋各指标设计内涵及标准

棾棶棽棶棻暋自然性

自然性准则可用植被覆盖率暍水域面积比暍道路

铺装与功能的适应性暍道路线性与地形的协调度暍灌
排设施与景观的相宜性来衡量暎

棻棭植被覆盖率暎指耕地暍林地暍园地暍草地和其

他自然植被所覆盖的面积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百分

比暎它反映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高低以及绿化功能

的优劣程度暎植被覆盖率高的景观自然性较强暎
棽棭水域面积比暎即水域面积占研究区域总面积

的百分比暎
棾棭道路铺装与功能的适应性暎指道路表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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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暍色彩暍结构和形式与道路交通功能的匹配性暎道

路铺装首先应根据其承担交通功能的要求棳对路面

材料暍结构和形式加以选择棳建成耐磨暍防滑且具有

一定强度的路面椲棻棽椵暎采用水泥暍沥青和混凝土材料

铺筑的路面能够满足强度暍稳定性和耐久性的要求棳
然而过度硬化的道路表面颜色单调棳与周围环境不

协调暎因此在满足基层承载力的前提下棳田间道路

和生产道可采用砂石暍泥结碎石暍石灰岩碎屑和素土

压实路面棳不仅同样能发挥交通运输功能棳还能弱化

道路对农田斑块造成的分割作用棳与田园风光相

适宜暎
田间道路与城市道路暍高速公路不同棳车流量只

在农忙时节稍大些暎设置双向车道将增大道路占地

面积棳与我国耕地资源紧缺暍粮食安全压力大的国情

不符暎田间道路在必要的地方留有可供车辆转弯或

倒车的场所设计即可棳只追求道路宽度而忽视对耕

地资源的保护是不合理的暎双向车道设计不仅浪费

土地资源棳过度硬化的道路表面也不利于雨水下渗棳
与农田景观格格不入暎借鉴国内外高速公路中央隔

离带的设计手法棳田间道路中央可保留部分草本植

被棳道路边坡设计采用乔灌草多种组合棳只将车轮行

驶的部分路面修筑成泥结碎石路面或素土压实路

面棳体现田园风光的自然性和亲和性暎
棿棭道路线形与地形的协调度暎指道路线形设计

与周围环境的协调程度暎平面线形和纵面线形被广

泛应用于道路线形设计中棳其中平面线形以直线暍平
曲线与缓和曲线为主棳纵面线形则以纵坡与竖曲线

为主暎
从平面线形设计来看棳各种线形具有不同的特

征暎水平直线方向明确棳能以 短的距离连接两地棳
具有延伸感且充满力度棳规则化的直线道路设计为

人们提供了开阔的视野棳给人以安定暍永恒之感暎平

曲线变化性强棳具有很好的视线导向作用暎缓和曲

线是棽个不同曲率的线形之间的过渡曲线棳缓慢变

化的曲率能保证道路线形变化连续棳增强线形的一

致性和柔和感暎在道路设计中灵活运用曲线棳能营

造出自然流畅暍舒展悠扬的景象棳提升道路景观的

美感暎
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 出台的 相关文件 中提

出椲棻棾椵棳道路的平面设计应顺应地形暍保持道路的先

进性能并与公众的价值观保持一致暎优秀的线形设

计需要遵从自然轮廓特征并不损害道路沿线的美

感暍风景暍历史遗迹和人文资源暎例如棳道路布设忽

视河流线条特征棳人工痕迹明显棳致使道路沿途景观

质量较低椈而道路线条与河流廊道的弯曲度基本保

持一致棳灵活运用曲线设计棳使人能观赏到沿途优美

的河岸风光棳显著提升景观视觉质量棳同时又不失节

奏和意趣暎
从纵面线形设计来看棳道路线形设计需要考虑

地形暍设计时速的 小停车视距暍车流中卡车和其他

重型车辆的数量暍路基的横截面以及湿地暍历史遗迹

等自然环境因素暎过长或反复出现的纵坡容易破坏

道路线形的连续性棳或形成视线盲区棳影响视距暎
棭灌排设施与景观的相宜性暎指灌溉暍排水设

施的布设与周围环境的相容性暎一般而言棳管灌设

计与农田景观相宜棳而渠灌设计若不经绿化处理棳突
兀出现容易破坏整体景观的自然性暎

畦灌暍漫灌和渠灌等传统农业灌溉方式普遍存

在耗水量大暍水资源利用率低的缺点暎而沟渠是否

经过硬化棳感官体验有所不同暎例如棳经过水泥混合

土完全硬化的沟渠棳裸露的边坡没有任何植被覆盖棳
具有明显的人工痕迹棳明沟暍明渠的质地暍纹理与周

围农田不协调椈未经硬化的沟渠棳沟渠两岸的少量自

然植被作为沟渠和农田之间的过渡带棳既能防止土

壤侵蚀棳又能提升农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棳为生物

栖息暍转移提供场所暎如果水分条件充足棳茂盛的水

生植被几乎完全掩盖住了沟渠棳增强了沟渠外在形

态的自由性棳使得整体环境显得更加自然和谐暎
相对于渠灌而言棳管灌有输送水量大暍节水效果

好暍适用范围广的优点暎管道埋入地下后被破坏的

可能性及对周围环境的负面影响均大大降低暎由于

管道铺设具有灵活性棳造价和耐用性优于渠道棳对农

田规模和地形地质条件的要求较低棳因而可适用于

各种大中小型灌区暎在无力发展喷灌和微灌的地

区棳采用管灌不仅同样能取得显著的节水效果棳而且

推广成本低棳具有更强的适用性暎
喷灌暍滴灌被广泛应用于现代农业中棳在田园间

形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暎喷灌节水性能好棳灌
溉时间短棳效率更高棳但是灌溉效果受大风等恶劣天

气影响会有所减弱暎一般情况下棳喷灌间距以保持

棸棩暙椂棸棩的润湿直径为宜椲棻棿椵暎滴灌能耗低棳节水

效果比喷灌更佳棳但是一次灌溉需要的时间较长暎
滴灌设置的间距应与作物间距相适宜暎选择喷灌还

是滴灌棳要综合考虑种植环境暍作物类型等因素椇大
田作物暍园林绿化及观赏植物以喷灌为主棳设施大棚

作物用滴灌的形式更佳椈叶面需水量较大的植物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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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喷灌较好棳而根系需水量较大的植物则采用滴灌

为宜暎
棾棶棽棶棽暋多样性

多样性准则可用道路边坡绿化结构暍景观类型

多样性来衡量暎
棻棭道路边坡绿化结构暎绿化植被是公众 为关

注的指示路旁风景质量的特征之一暎斄旊斺斸旘等椲棻 椵

经过调查研究得出椇相对于单一的绿化植物棳公众更

喜爱多种类型组合搭配的绿化结构椈路旁带有开花

植物的草坪并有远树相伴的绿化结构在调查中 受

欢迎椈其次受欢迎的是经过稍微修剪暍带有开花植物

的草坪棳偶然伴有树丛的草坪棳修剪后整齐划一的

草坪暎
棽棭景观类型多样性暎景观元素在研究区域中所

占 比 例 的 变 化 用 香 农 多 样 性 指 数 棬斢旇斸旑旑旓旑
斾旈旜斿旘旙旈旚旟旈旑斾斿旞棳斢斎斈斏棭反映棳其取值范围是斢斎斈斏曒
棸暎计算公式为椇

斢斎斈斏椊棴暺
椊棻

旍旑 棬棻棭
其中椇 为区域内某种景观类型 占区域总面积的

百分比棳 为景观类型数量暎当斢斎斈斏椊棸时棳说明

景观仅由单一要素组成椈当斢斎斈斏逐渐增大时棳表示

景观类型增加暎若景观由棽种及以上的要素构成棳
当各景观类型所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差异增大时棳
说明景观的多样性下降椈当各景观类型所占比例相

等时棳说明景观的多样性达到 高值暎
棾棶棽棶棾暋开阔性

开阔性准则可用耕地斑块边缘密度暍耕地斑块

聚集度来衡量暎
棻棭耕地斑块边缘密度暎指单位面积上耕地斑块

边缘长度棳可反映耕地斑块的破碎程度暎耕地边缘

密度数值高说明耕地细碎化棳分布散乱椈数值低代表

耕地形成集中连片棳具有开阔性暎
斝斉斈椊 棷 棬棽棭

式中椇斝斉斈代表斑块边缘密度棳 代表每个斑块

的边缘长度棳 为耕地面积暎
棽棭耕 地 斑 块 聚 集 度暎 可 用 聚 集 度 指 数

棬斄旂旂旘斿旂斸旚旈旓旑斏旑斾斿旞棳简称 斄斏棭表示耕地斑块的临近

程度暎
斄斏椊 暺

椊棻 棴
掛
掝梹梹

掤
掫梹梹椲 椵暳棻棸棸 棬棾棭

式中椇 为第 种景观类型占研究区域总面积的百

分比棳 为根据单一计算方法得到的某类型斑块像

元间的邻接数量暎斄斏的取值范围是棸曑斄斏曑棻棸棸暎
斄斏仅用于计算同类型斑块的邻近程度暎当 斄斏为棸
时棳景观中的同类斑块呈 大程度的离散分布椈当
斄斏逐渐增大时棳此类型斑块的聚集程度也更为紧

密暎农田的集中程度可用斑块聚集度指数计算暎
棾棶棽棶棿暋整洁性

整洁性准则可用景观破碎度暍水体质量暍污染概

率暍其他附属设施与景观的相宜性来衡量暎
棻棭景观破碎度暎景观破碎度与人类活动密切相

关棳农田基质被道路暍沟渠等线性地物和农村居民点

切割成散乱无序的状态棳整洁度下降暎运用景观破

碎度指数 衡量景观的破碎化程度椇
椊 暺 棷 棬棿棭

其中椇 为景观中所有类型的斑块总数棳 为研究区

域总面积暎破碎程度低的景观整洁度较高暎
棽棭水体质量暎指水质的清澈程度暎
棾棭污染概率暎指污染暍废弃物发生和消纳的可

能性暎污染和废弃物出现概率小的农业景观较整

洁暎潘影等椲棻棻椵利用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密度表示

北京市农业景观整洁度棳本研究沿用该方法棳采用建

设用地密度表示污染概率暎
棿棭其他附属设施与景观的相宜性暎农业景观不

可避免地存在标志牌暍电线杆等其他附属设施棳这些

附属设施的设置对景观的整洁度同样具有影响暎在

很多国家棳电力网络不断改善升级棳但是新建设施对

乡村景观明显存在干扰作用暎斈斿旜旈旑斿灢斪旘旈旂旇旚等椲棻椂椵

进行了一项关于公众对再生能源技术接受性的调查

研究棳英国棻 棻椆名成年人参与了问卷调查暎为探

寻与乡村景观相适宜的高压线铁塔设计方案棳受访

者对输电线布置的椆种缓和措施采用 分制打分

棬棻代表强烈反对棳 代表非常同意棭暎椆种措施中棳
暟输电线完全埋于地下暠的得分 高棳为棿棶棽 分椈暟远
离居民点和学校暠其次棳为棿棶棻椄分椈得分 低的是

暟为视觉污染提供经济补偿暠和暟新型高压线铁塔设

计暠棳得分分别为棾棶棽椆和棾棶棾棿暎由此可见棳其他附

属设施在景观中出现的频率越小越好棳附属设施在

景观中越不明显棳公众对其接受程度越高暎符合区

域审美习惯的设计风格比新型暍引进的设计风格更

容易被公众认可暎
棾棶棽棶暋宁静性

宁静性准则可用安静状况衡量暎安静状况反映

区域内受声音干扰的程度棳是令人烦躁的棳可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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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和谐悦耳的暎
棾棶棽棶椂暋运动性

运动性准则可用道路网面积密度暍水体动态衡量暎
棻棭道路网面积密度暎即道路总里程与区域总面

积的比值棳计算公式为椇
道路网面积密度棷棬旊旐棷旊旐棽棭椊 道路总里程棷旊旐

区域总面积棷旊旐棽

棬棭
田间道路的交通流量较小棳因此评价指标应侧

重于通达性暎道路网面积密度越大棳道路的通达度

越好暎不同服务功能的道路在交通流动性和可达性

之间存在一定关系椇农村干道暍支道具有相对较高的

交通流动性棳可达性往往比田间道路低椈而田间道路

的流动性较低棳可达性较高暎
棽棭水体动态暎不同形态的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

风韵暎海洋暍江河暍流泉暍瀑布和外流湖泊以动态为

主棳内陆湖和部分淡水湖则以静态为主椲棻椃椵暎流动的

水体比静态的水域更灵动暍富有生机暎研究统计了

公众对农业景观不同水域形态的喜好偏差棳椃椆名被

调查者中棳 喜欢溪流暍河流暍湖泊和水库的人数分

别是棾棸暍棾 暍棻棾和棻椈对于水体的形态棳偏爱动态水

域的人数为椃棸棳占总人数的椄椄棶椂棩棳偏好静态水域

的人数为椆棳占棻棻棶棿棩暎
棾棶棽棶椃暋奇特性

奇特性准则可用地形起伏度暍树种特色性来

衡量暎
棻棭地形起伏度暎地形地貌的奇特性程度可用地

形坡度来衡量暎独特的地形地貌能给予人 强烈直

观的视觉冲击暎丘陵坡地别致丰满棳平原草地一望

无垠棳令人浮想联翩暎
棽棭树种特色性暎指绿化栽植树种地方特色的有

无暎公众普遍认为具有乡土代表性的树种更美暎
棿暋土地整治美学评价方法

棿棶棻暋指标量化与标准化处理

表棽的棻椄个指标中棳定性指标难以用准确的数

据量化棳采用一定的准则进行分级评价棳标志值统一

为棻棸棸分暎
表棽暋美学评价定性指标分级标准

斣斸斺旍斿棽暋斈斿旂旘斿斿斻旘旈旚斿旘旈旓旑旓旀旕旛斸旍旈旚斸旚旈旜斿旈旑斾斿旞斿旙旓旀斿旙旚旇斿旚旈斻斿旜斸旍旛斸旚旈旓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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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路 铺 装 与 功 能

的适宜性

道路铺装与功能相符棳
碎石暍砂石铺装

道路铺装与功能相符棳
素土压实

道路铺装与功能相符棳
水泥混凝土暍沥青混凝

土铺装

道路铺装与功能不符

道 路 线 形 与 地 形

的协调度

道路线形与地形起伏

变化相适宜

道路线形与地形起伏

变化比较适宜

道路线形与地形起伏

变化不适宜

灌 排 设 施 与 景 观

的相宜性

喷灌暍滴灌暍暗管排水 渠灌棳未硬化棳边 坡有

良好植被覆盖

渠灌棳未硬化棳边 坡 有

零星植被覆盖或硬化棳
边坡有良好植被覆盖

渠灌棳硬化棳有零星植被

覆盖

道路边坡绿化结构 有稀疏乔木棳灌 木暍草

本植物混栽

乔灌草有其中两种 只有一种植被 裸露棳无任何绿化植被

水体质量 水质清澈 水质清澈度一般 水质浑浊不清 水体被污染

其 他 附 属 设 施 与

景观的相宜性

布置合理棳对景观的负

面影响很小

布置较合理棳对景观造

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布置不合理棳对景观造

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安静状况 声音悦耳棳令人愉悦 可忽略 声音刺耳棳令人烦躁

水体动态 动态 静态

地形起伏度 地形起伏大棳有新奇感 地形 起 伏 平 缓棳有 韵

律感暋
地形平坦棳无起伏 地形高低不平棳有洼地

树种特色性 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地方特色不明显 无地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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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定量指标中棳植被覆盖率暍水域面积比暍污染概

率暍道路网密度可利用 斄旘斻斍斏斢对矢量图层属性表

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暎将矢量图层栅格化后导入

斊旘斸旂旙旚斸旚旙棾棶棾景观格局软件便可得到景观类型多样

性暍耕地斑块边缘密度暍耕地斑块聚集度暍景观破碎

度的计算结果暎
逆向指标与评价结果存在负相关关系棳值越大

表示越不利于评价结果暎为消除指标性质造成的差

异棳首先需对逆向指标作正向化处理暎由于各指标

的量纲差异对美学评价结果也存在影响棳可采用

斱灢斢斻旓旘斿法对所有数据作标准化处理暎
棿棶棽暋土地整治美学评价

各指标对土地整治农业景观的美景度均存在不

同程度的影响棳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筛选对农业

景观美学表现形式影响程度较大的指标暎这种方法

的优点在于能用少数几个相互独立的主成分概括大

多数线性相关的指标所涵盖的信息棳通过降维处理

获得客观暍合理的评价结果棳避免指标信息重叠以及

人为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干扰暎
暋结论与讨论

通过梳理人类对农业景观的普遍审美标准棳重
点构建了一套土地整治美学评价指标体系棳用于评

价土地整治前后农业景观的美学表现形式棳包括自

然性暍多样性暍开阔性暍整洁性暍宁静性暍运动性和奇

特性椃个准则和棻椄个基础指标暎根据指标体系分

析农业景观现状不足及改善空间棳进而提出土地整

治措施棳对于提升农业景观的美感具有积极意义暎
当前我国美学设计型土地整治技术研究相对较

少棳在今后的工作中棳需要加强对土地整治美学设计

技术的重视和研究棳并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暍提供

景观视觉美感为目标棳在土地整治过程中强化美学

评价暍落实设计细节暎本研究仅提出基础指标设计

内涵及标准棳确定土地整治美学评价方法棳但未进行

实例分析棳后续研究将选取土地整治项目区加以

论证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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