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理 研 究
GEOGRAPHICAL RESEARCH

第39卷 第4期

2020年4月

Vol.39, No.4

April, 2020

人文自然耦合视角下过渡性地理空间概念、
内涵与属性和研究框架

邓 伟 1,2,3，张少尧 1，张 昊 2,3，彭 立 1，刘 颖 1

（1. 四川师范大学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成都 610101；2.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成都 610041；3.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摘要：从人文自然耦合的视角看，过渡性地理空间是介于自然和人文之间的复合地带，凸显人

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其中，山区是过渡性地理空间的主体，是全国国土空间高

质量发展与治理的关键区域，对其系统深刻理解与认知亟待全面加强。立足于人文自然耦合

系统层面阐释过渡性地理空间的概念、内涵与属性，并借鉴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结合地理编解

码技术，探索性提出基于色差渐变原理的过渡性地理空间研究的科学框架，以期深刻阐释过渡

性地理空间人文自然耦合演化过程及其机理，并为提升过渡性地理空间国土空间功能与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供科学指导和决策依据，这对于丰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做出新的探

索具有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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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纵观人类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特点，特别是从人文自然耦合的视角看，就会发现一
系列具有不确定性、渐变性、介于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交织的复合空间，表现出一种过
渡性特征，并使其凸显人地关系地域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导致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多
重影响和约束，在现代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进中，是国土空间多功能权衡与调控的关键
区域。

过渡性地理空间是客观且广泛存在的，特别是在山区表现的更为直观普遍。全国广
泛分布的山地（占陆域国土面积的65%）导致陆地表层显著的空间分异[1]，以三大阶梯的
地貌格局强烈地塑造了全国多层级、多尺度过渡性地理空间，凸显其空间组分多样性
（空间异质性）、结构复杂性和功能多样性。由此也造成了山区人文自然时空耦合过程的
差异性、变化性与不确定性，导致二者的关联与相互作用关系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具有
不同的特征，呈现出多重过渡性的地理综合体。

从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推动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行动看，国土空间发展的协调与可
持续性至关重要。就山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而言，其过渡性地理空间往往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短板集中区域，保护与发展的博弈非常强烈，是国土空间发展与治理的难点和关键
区域。基于山区过渡性地理空间呈现着人文自然强烈交互作用的特殊性质，面向新时代
国土空间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开展山区人文自然耦合时空分异规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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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过程、区域特征与模拟预测研究，对揭示其机理、阐明其调控机制与途径、优化山区
国土空间结构与功能、提升国土空间开发质量和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以及对促进过渡性
地理空间认知的地理学发展、完善多目标国土功能的权衡方法、着力解决重点和关键山
区过渡性地理空间人地关系协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深层次地理问题，均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2 概念、内涵与属性

2.1 关于过渡性与过渡性地理空间
什么是过渡性，即事物由一个阶段或一种状态逐渐发展变化而转入另一个阶段或另

一种状态[2]。就地理空间而言，其包涵两层意思，一是空间特征的具体地理位置，二是这
种空间状态的时间性。很显然，从人文自然耦合视角看，过渡性地理空间状态或时段是
既非纯自然态（N）也非纯人文态（H），是N向H或H向N过渡的时空渐变态，在性质
上介于N和H之间，其时空状态存在偏向于N或偏向于H的多种可能性，并与地理时空
尺度密切相关。从地理连续过渡说可知：地表所发生的地理现象，一般均具有连续变化
和逐渐过渡的特征[3]。显然，地理空间的过渡性既体现于自然景观的渐变性，也体现在人
文景观的渐变性，这种渐变性缘于自然因素和社会与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多组分异
质性明显，并具有显著的地理时空分异性。

我们理解的过渡性地理空间，主要是指地貌形态、气候类型、土地利用与覆被、人
口密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呈现不同结构、功能与特征的非均质性国土空间。其层
级、序次、结构、功能均呈现特有的时空性与演变规律，明显有别于城市和自然生态
区，主要是以山区地理空间为主体，并且生态空间组分占比很高（＞40%），生态屏障功
能（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和乡村聚落与农牧及经果林生产功能高度复
合，其国土空间重要价值性是不可替代的。

山区过渡性地理空间是人文自然耦合所呈现的多层级、多类型的复杂区域，具有生
态过渡性（生态交错带）、产业过渡性（农牧交错带、农林交错带、林牧交错带）和社会
过渡性（城-乡过渡带、集镇-村落过渡带），是中心与边远/边缘的过渡地带。
2.2 国内外相关研究

据文献检索与分析可知，国内外涉及过渡性地理空间的相关研究与各种交错带概念
的提出和应用有一定的联系和启示。如生态交错带[4]、农牧交错带[5]、城乡交错带[6]、水
陆交错带[7]等地理空间范畴（表1），在不同的文献中也可见到交错带、过渡带、边缘区
与环境梯度带等常见的术语，其共同点是指生态和地理空间异质性的交互地带。

生态学家将不同群落间的生态交错带视为一个生态实体，代表着两个相邻群落间的
过渡区，其组分处于激烈的竞争状态，对环境变化敏感，植被容易受到胁迫而呈现明显
的动态性，并由于生态交错带的边缘效应而增加了生物多样性[8]。生态交错带研究已经拓
展到生态脆弱带、生态屏障功能等研究中，通过阐释生态交错带的特征、结构、功能和
生物多样性，并与全球变化相关联，有力地支撑了生态系统管理。

最早涉及城乡之间过渡地带的概念是 1936年由德国地理学家赫伯特·路易斯（H.
Louis）提出的[6]，主要是研究与刻画城市空间扩张的城区、近郊和远郊不同土地利用及
功能景观。由于城市到乡村的中间地带呈现非城市、非乡村的土地利用景观特征，形成
了一个城市边缘带和乡村边缘带，即城乡交错带，其具有极为明显的“渐变性”与“动
态性”特点[9]。通过研究城乡交错带区域的空间位置与形态、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发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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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解析工业、服务业以及非农产业增长迅速的乡村地区的城市化实现过程[10]，明确指
出城乡交错带作为各类矛盾冲突的集中地区，包含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系统，
强调建立统一的要素标准对其空间界限进行识别[11]。很显然，城乡交错带也是新时代国
土空间治理的重点地带。

农牧交错带是集约农业地带向游牧区的过渡带。赵松乔先生于1959年首次将中国农
牧交错带的范围完整地勾勒出来，并对其生产方式及自然地理条件等做了详尽调查，为
全国农牧交错带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基础性资料[5,12]。由于农牧交错带的人类活动，使其
具有社会经济属性，又因其具有自然生态脆弱性，所以农牧交错带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研
究的热点之一[13]，但在农牧交错带的人地关系研究中普遍存在“重自然、轻人文”的现
象，对自然与人文要素复合作用下的内部演化过程及总体特征的认识尚显不足[14]。

过渡带或交错带的概念也在其他一些研究加以引用或扩展。比如水陆交错带、绿洲
荒漠过渡带，还有山地-平原过渡带（地形和景观） [15]，都是借用了生态交错带的概念和
内涵，进而对过渡带或交错带的地理、生态、景观和人文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包括
界限测定和区域划分。
2.3 内涵与属性

从人文-经济地理学视角看，过度
性地理空间是有别于自然生态过程主导
和人文过程主导的地理空间（图 1），既
非单一的自然生态空间，也非单一的城
市空间，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渡区
和渐变区，是一个绝不能以城市化替代
的地理空间，是具有特殊内涵和属性的
国土空间。

从人类活动方式与强度看，过渡性

表1 过渡性地理空间部分相关概念及其属性
Tab. 1 Related concepts and attributes of transitional geospace

相关概念

生态交错带[4,8]

城乡交错带[6,9-11]

农牧交错带[5,12-14]

水陆生态过渡带[7]

山地平原过渡带[15]

绿洲荒漠过渡带[13]

地理属性

相邻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带称为生态交错带。它具
有由特定时间空间尺度以及相邻生态系统相互作用
程度所确定的一系列特征。

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即中
心城的连续建成区与外围非农土地利用之间，兼具
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

集约农业地带向游牧区的过渡带，范围的界定以年
降水量 400 mm为重要指标。系统具有敏感性，易
受外来影响。

内陆水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之间界面区，具有
半水半陆复合性。

山地与平原两大地域单元的交接地带，具有明显的
自然地理边缘效应，形成高度异质的景观特征。

贴近绿洲边缘的荒漠地段, 受到一定程度人为作用
过程的产物, 发育在固定半固定风沙土壤的稀疏植
被带。

主要研究内容及应用

全球变化的响应与反馈、景观生态、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管理与保
护区划分等。

城乡融合、风险防范、景观结构调
整、土地开发、建设用地空间优化、
区域综合治理等。

区域生态与福祉、农牧民生计、乡村
地域类型划分与转型发展、乡村聚落
与空间重构等。

湿地生态与生物多样性、洪泛区、岸
带功能与保护和利用等。

地形因子与景观格局关系、景观格局
空间优化、森林生态系统管理、生态
过程调节。

土壤和生物分布、荒漠化过程和机
制、绿洲系统功能维持与生态恢复、
资源安全利用等。

图1 过渡性地理空间属性示意
Fig. 1 Schematic of transitional geospatial 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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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具有人类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包括居民生计多样性，其内涵与实质凸显
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直接关系的密切性、脆弱性与易变性和风险性，并受多种因素影响和
驱动（气候变化、城市化、市场、政策等）。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人类仅以能够生存为基
本要求，也是以传统的方式耕作土地，形成了乡村地理空间。其生活在乡村的人数与可
利用的土地和生产方式是相关的[16]，特别是在山区的乡村，耕地适宜性更具有约束性。
乡村土地功能以第一产业为主，体现农业社会的属性；在工业社会和城市化的现代社会
里，乡村集镇的建设与乡镇企业和旅游休闲业态的融合，导致土地功能承载着第一、第
二和第三产业，也使乡村居民的生计变得多样化，生产、生活空间赋予了土地功能的现
代社会新内涵与属性。新的国土空间发展规划依据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突出强调“生产
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功能的协调与格局的优化，而山区过渡性地理空间恰是国
土“三生空间”功能的完整体现，三者是相互依存关系，存在土地多功能权衡与协同性。

从地理学的系统综合观来看，过渡性
地理空间具有半自然半人文的属性，人
口、资源和环境呈现不同的时空特征和演
变规律，尤其是在山区凸显其人地关系地
域系统的特殊性（图 2），有着丰富的人与
自然相互作用的研究内涵，是地理学研究
的重点和热点区域。山区过渡性地理空间
具有环境梯度大，空间异质性强，作用过
程强烈且效应的级联性显著，也是国土空
间发展多要素耦合与协同作用的关键协调
区域，在发展政策与治理手段方面需要特
定的工具。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深化认识
山区过渡性地理空间的时空演变特征和规律。

3 研究框架

很显然，过渡性地理空间的研究必定是多学科交叉和多种理论的综合，也包括方法
的创新。借助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结合中国复杂的山区基本特点，从现代国土
空间发展与治理的新视野，思考和构建过渡性地理空间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科学框架。
3.1 理论基础

既然过渡性地理空间充分体现了从自然到人文的过渡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论、陆
地表层系统科学是揭示这样一个特殊性地理空间特征与演变规律的重要理论指导，而鉴
于其国土空间多功能性，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国土空间发展规划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
论等，是认识其国土空间特性、空间发展路径选择与可持续机制建立的重要科学遵循，
也是地理学进行区域综合研究的理论基础。
3.1.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论 吴传钧先生早在 1991年就明确指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
理学研究的核心[17]，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与时空
规律。通过建立人地系统结构、解析人地关系的非线性效应、模拟人地关系耦合及其演
进的理论与方法[18]，认识到人地系统是一个不稳定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状态的耗散
结构，遵循“熵增原理”，并具有时空变化性，进一步指出人地关系是否协调抑或矛盾，
主要取决于人类活动的影响，明确强调自觉地按照地的规律加强因地制宜性，以达到更

图2 过渡性地理空间人地关系的特殊性
Fig. 2 Particularity of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in

transitional geo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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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为人类服务的目的，科学提出从自然和人文变量识别指标体系去分析人地关系，阐
释其结构和机制[17]。
3.1.2 陆地表层系统科学 陆地表层是由水、土、气、生等自然要素及人文要素共同组成
的复杂综合体，已成为地球科学研究的核心方向[19]。黄秉维先生倡导的陆地表层系统综
合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地理学研究内涵，并融入了多圈层相互作用与互馈对地表过程的
影响，强调自然社会系统的对立统一性，指出其各个子系统相互联系，特别是人类活动
对自然界施加作用而引起某些变化，人类活动是改变地表过程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并与
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并明确提出陆地表层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是研究的重点，做好区
域划分可以更加精准地研究物质、能量在不同地理环境中的转移与转化[20]。这一研究具
有学科综合性和交叉性，研究内容包括地球表层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理和调控途径，研
究过程需要耦合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 [21]，充分体现了地理学的现代性：不仅要解释过
去，更要解决当前资源、环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还要预测未来发展趋势[22]。

人类活动正在加剧改变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产生了全球性和区域性资源、环境和
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平衡问题困扰着世界，导致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多重严峻
的挑战。地理科学正在转向这些问题与挑战，在研究的视角、科学逻辑和理论与方法方
面努力迈向一个新的阶段，跨学科的科学家们采用新的地理学概念、工具和技术加深对
环境变化、可持续性、全球化、人口动力学等重要议题的理解，尤其是未来地球计划的
科学理念和指导思想，进一步促进了地球科学系统研究中的陆地表层系统研究的创新，
并在研究实践中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成果和解决方案，直接服务于社会发展，
应对环境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认知和应对经济社会快速的空间重组，以及更好地改
善社会和环境[23]，彰显了地理科学的时代学术地位、战略方向和科学指导作用。
3.1.3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环境意识的深刻觉醒，是一种划时代的思想。
《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
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4]。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其核
心在于正确辨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理论在于深刻揭示“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
统的运行机制 [25]。可持续发展理论从资源、环境和人口构成的经济社会复杂巨系统出
发，深度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审视发展的属性，并综合了地理学、生态学、资源
科学、经济学、环境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知识体系，从全球、国家和区域等不同尺
度诊断和评估经济社会发展的状态与趋势，从而指导特定地域的空间发展和治理，增加
空间约束性与限制性和协调性，促进可持续性。

30多年来，可持续发展由概念到理论，分析、评价与模拟方法不断创新发展，形成
了以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等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的综合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为国土
空间开发格局的优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3.1.4 国土空间规划与发展 国土空间规划是在准确认知国土空间动态复杂巨系统及其内
部多种要素正负反馈机制和动态演变规律的前提下，基于历史过程演化数据构建多元、
线性、非线性、动态及离散化情景模拟和趋势预测模型，对未来国土空间开发利用进行
科学预测与合理规划[26]。关于国土空间，分区是基础，功能是体现，优化是手段，而最
终目标是实现国土空间的高效利用[27]。国土空间规划旨在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
和生态空间，统筹区域空间协调发展，防控国土空间结构失调和无序发展。

地理学是国土空间规划理论的基础，尤其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性。在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解决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快速转型中存在的国土
空间开发秩序混乱和资源环境代价沉重等问题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在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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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大科学命题[28]。国土空间规划关注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交互耦合效
应，是推动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特点的国土开发方式和空间治理方式的
转型，是生态文明战略导向、资源环境约束加强背景下探寻高质量空间发展路径的制度
创新[29]。
3.1.5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区域协调发展就是指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巨系统在一定地域范
围内，其子系统间职能互补、相互促进，并具有克服冲突、协调矛盾的能力以实现区域
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发展[30]，既要保持区域经济整体的高效增长，又能促进各区域的经济
发展，使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稳定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并逐渐收敛，达到各区域协调互
动、共同发展的一种区域发展战略[31]。在时间维上，区域协调发展具备可持续性（区域
内经济、社会、生态3个子系统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在空间维上，区
域间发展具备传递机制和空间格局优化的态势，使区域间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区域协调
发展理论的重点是理解“协调”和“发展”的涵义。协调包含三个涵义：协作、调整、
和谐，其内涵的实质是协作。
3.2 新思路与新方法
3.2.1 地理不确定性与地理过程 地理过程是地域单元状态转移、变迁与演化过程中所蕴
含的具有地理学意义的过程性步骤、阶段与活
动。地理过程传统上分为自然地理过程（水文过
程、生态过程等）与人文地理过程（城镇化、人
口迁移、文化传播等） [32]。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
围内，往往自然地理过程与人文地理过程相互交
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地域单元，如土地利用变
化、粮食安全与全球变化等。在地理过程中，地
域单元的状态在不同时空尺度上均处于或快速或
缓慢、或显著或轻微、或分散或集中的转移、变
迁与演化中，造成地域单元的状态具有多样性与
动态性，我们将这种性质称之为地理不确定性。
不同的地域单元在不同的地理过程中表现出不同
的状态丰富度、多样性与动态性，状态多样性与
动态性越高，其地理不确定性越高，反之亦然。
但是在时空域的某一单位刻度下，不同尺度的地
域单元状态趋于相对稳定（图3）。
3.2.2 色差渐变与过渡性地理空间表征 针对过渡性地理空间的复杂性、交互性、多尺度
性、动态性与不确定性，我们提出用色差渐变原理来表达过渡性地理空间及其时空过
程。如图4所示，将典型二元地理空间视为不同的颜色矩阵，中间颜色渐变地带表示过
渡性地理空间上的地理过程与地域单元空间状态的交织、关联与过渡。基于色块变化来
表达不同地域单元的过渡，不同的格网大小、形状、采样模式与排列组合表征不同尺度
过程下的过渡性地理空间单元。基于格网色块的色差渐变（取色的范围与概率）代表过
渡性地理空间属性与地域功能的变化，将每一个格网色块的取色概率视为地理过程不确
定性的独立随机事件，通过尺度转换将不同空间的取色概率拟合为泊松分布函数（或其
他概率函数），根据泊松函数的分布曲线在时空序列下的位移波动，明晰不同地域功能的
正负向互馈半径与力度，表征过渡性地理空间小尺度下的空间属性与地域功能变化蕴含
着大尺度中过渡性地理空间的演变机制，揭示其人文自然要素的交互过程与作用机理。

图3 地理不确定性示意图
Fig. 3 Illustration of geographical 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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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时空尺度转换，将局部单元的地理不确定性映射到整体空间的地理确定性上，将局
域空间自相关推向全局空间自关联，实现不同地域单元之间的多尺度过渡与关联，进而
揭示过渡性地理空间复杂性、交互性、多元性的变化过程。色差渐变原理作为过渡性地
理空间不确定性的形象表达，是过渡性地理空间过程与模式研究的有力工具和重要的方
法理念创新。
3.2.3 地理编解码与人文自然耦合过程解析 过渡性地理空间人文自然多要素耦合性和多
层级性对传统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新的分析逻辑去揭示过渡性地理
空间的要素关联与地理过程变化机理。对此，我们提出基于耦合性与多尺度性的地理分
析技术，并综合前沿数值分析与机器学习方法的地理编解码技术框架（图5），定量揭示
过渡性地理空间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特征与人文自然耦合过程。具体思路如下：根据色差
渐变原理，提取单一地理过程要素的不确定性指数和信息熵，由此计算不同地理过程之
间的互馈信息与相对熵。根据联合概率分布函数，解析不同地理过程下人文自然多要素
的存在概率与关联作用，阐释不同地理过程在格网结构属性上的空间表达性，实现多尺
度地理空间要素的编码；在地理编码基础上，将不同地理过程的编码数据层进行叠加，

图5 过渡性地理空间的地理编解码分析框架示意图
Fig. 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geocoding and decoding in transitional geospace

图4 过渡性地理空间的色差示意图
Fig. 4 Illustration of color gradients in transitional geo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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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综合性的过渡性地理空间的多元要素、多时空域的关联性与过渡性的空间表达面

板。基于串并行法则将空间尺度域地理过程映射到时间域栈列中，利用小波分析频域与

时空域的转换功能，探测不同尺度下不同地理过程的二阶平稳性与尺度依赖性，解析时

空域多尺度、多层级人文自然要素的配置模式与尺度关联性，实现过渡性地理空间的解

码过程；根据地理编码的多要素综合和地理解码的特征结构解析，揭示过渡性地理空间

人文自然耦合要素空间规则与平稳结构特征，表征地理不确定性的时空过程，并将其用

于关键地理单元的空间优化中。这就为过渡性地理空间的人文自然耦合空间演化路径及

其作用机理的分析提供了定量表达与认知工具。

3.3 研究的科学逻辑及其框架

针对过渡性地理空间在人文自然耦合过程中的多尺度性、多层级性、动态性与不确

定性，其结构、功能、过程、机理与效应的研究仍需遵循地理学中格局、过程、机理与

决策的科学逻辑，实现过渡性地理空间的综合性、系统性与集成性研究。在研究中，首

先从地理空间格局入手，把握过渡性地理空间的本质特征，聚焦于过渡性地理空间中的

关键节点，基于地理大数据构建人文和自然要素过渡性的判别标准与指标体系，准确识

别多尺度下过渡性地理空间位置、范围、分布与层级等空间格局的结构与功能特征；在

格局分析基础上，充分运用色差渐变原理与地理编解码技术，破解过渡性地理空间的不

确定性表征难题，深化“过渡性”的地理本质认知，明晰人文自然多要素组分结构与空

间关联性，从而定量揭示人文自然耦合过程机理与效应特征，深刻阐述塑造过渡性地理

空间格局的地理空间过程；在此基础上，以典型单元区为例，研究过渡性地理空间中不

同尺度人文自然复合作用过程对水土要素耦合、土地利用变化、生态服务、社会经济活

动与地域功能的影响及其效应的空间传递过程，解析过渡性地理空间功能体系与区域发

展的关联机制，实现研究从地理过程刻画向地理机理阐释的转变；基于政策实践与地理

不确定性的空间关联性，将栅格单元和政策实践单元进行功能定位匹配的弹性权衡，揭

示过渡性地理空间不确定性与地域功能的计量关系，从而实现大尺度地域功能优化目标

下的降尺度关键格网单元功能分配，为国土空间优化提供地理决策依据（图6）。

图6 过渡性地理空间的集成研究框架与科学逻辑
Fig. 6 Integrated research framework and scientific logic of transitional geo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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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集成研究框架，过渡性地理空间的研究工作可以较好地从学科理论、方法
论与区域发展政策实践等角度回答其所蕴含的关键科学问题，实现人文自然耦合过程的
综合研究。

4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可以认识到：基于人文自然耦合视角下过渡性地理空间具有特定的地理
属性与内涵，凸显半自然半人文的过渡性特征，且二者的作用关系、强度和效应与影响
具有明显的时空多尺度性、差异性与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山区广泛分布着过渡性地理空
间，呈现出人地关系的特殊性，具有多层级、多尺度的过渡性特点，形成了结构分异明
显、演变规律独特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以地理学的系统综合观，融合多学科知识，探索性提出了色差渐变原理，并结合地
理编解码和空间分析技术，构建的人文自然耦合过渡性地理空间科学研究逻辑框架，给
出了过渡性地理空间表征与刻画的可行技术方案，这有望其研究取得重要的成果和新的
突破，还可为丰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做出新的实践与创新。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山区的可持续发展是关乎国家现代化全局的关
键区域。山区作为人文自然耦合过渡性地理空间的独特区域，实现其国土空间科学、合
理、高效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亟待破解而获得决策依据。因此，亟
需加强人文自然综合集成研究与新技术新方法的探索与创新，要充分理解地理“耦合”
的本质，提升地理“集成”研究的层次和质量[33]，深入探究和解析山区过渡性地理空间
结构与功能，破解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地理与国土问题；系统回答山区过渡性地理空间多
尺度人文自然耦合作用过程和生态系统服务演变，并量化其效应及其空间传递机制，为
山区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优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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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al geo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nature
coupling: Concept, connotations, attributes, an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DENG Wei1,2,3, ZHANG Shaoyao1, ZHANG Hao2,3, PENG Li1, LIU Ying1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s Scienc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1, China;

2. Institute of Mountain Hazards and Environment, CAS, Chengdu 610041, China; 3.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upling of socioeconomic and natural sciences,
transitional geospace is the composite zones between natural- socioeconomic system,
highlighting the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regional system of human- nature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the type, the mountainous transitional geospace, which we need to
focus on and deepen its understanding and cognitionis, is the key areas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modern territorial space in China, as well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frontiers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In the light of the elaboration of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attributes of transitional geo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upling of socioeconomic and natural systems, and referring to multidisciplinary concepts,
theories and methods, inspired by the principle of color gradients, this study exploratively
proposes a scientific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ransitional geospace based on the geocoding and
decoding technologies, aiming to explain the socioeconomic- natural coupling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its mechanisms in transitional geospace,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decision
guidance and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territorial space function and optimizing its 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e transitional geospace. It also has application values to enrich the explorations and
practices for the research of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and regional systems.
Keywords: coupling of human- nature; transitional geospace; geocoding and decoding; color
gradients; geospatial attributes representation

7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