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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荒漠典型区LUCC及景观格局时空

变化驱动机制研究
——以尉犁县为例

宣 勇，范一大，王兴玲，王志强
(I．民政部国家减灾中心。北京100124；2．民政部卫星减灾应用中心，北京100124)

摘要：在GIS和遥感技术支持下，利用景观生态学的相关指标，采用1995年和2000年Landsat 13t影像为基

础数据。对塔里木河流域核心区一尉犁县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过程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i土地利用覆被动态

变化是“二增三减”，即耕地、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林地、草地、未利用地面积减少。景观分析表明：在人类活动的干

扰下。斑块数目增加，景观破碎度上升，景观多样性下降，草地优势度降低，耕地和未利用地优势度增加，研究区生

态系统结构趋向简单，功能趋向减弱。驱动力分析表明，研究区的人类活动历史、人口素质、开发方式对土里利用／

覆盖变化的发展趋势有决定作用，降水、风速、土壤质地、植被覆盖度等自然因素对其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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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荒漠化是目前全世界关注的重大环境问

题，被列为影响全球环境的十大问题之首。它不仅

威胁到人类居住的生态环境，而且威胁区域人们的

生存、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是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景观生态学是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研

究手段。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全球环境变化和可

持续发展日益显著的影响，使人类逐步认识到在全

球生态环境变化研究中，探讨土里利用／覆被变化的

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景观格局

及其变化特征分析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核心研究之

一，对于探寻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演变的关系、揭示

景观演替的机制与规律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定量遥

感的发展，遥感数据在景观格局变化研究中发挥了

极大的作用。许多学者围绕景观格局特征、景观格

局特征时空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分析方面进行了大量

研究。宋开山等选择三江平原为研究区域，采用

GIS空间分析功能下对三江平原土地利用方式及格

局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定量研究；赵伟等利用景观空

间格局分形模型，获取景观类型的分形维数和稳定

性指数以及景观多样性指数、分离度指数、破碎度指

数、均匀度指数和优势度等指标，对重庆市进行景观

格局动态变化研究；刘春雨等在3S技术支持下，采

用景观生态空间分布格局分析方法，从各类土地分

布面积变化和类型转移趋向与幅度两个方面，分析

了额济纳天然绿洲25 a来LUCC及景观格局变

化[2—4|。

长期以来，在人为因素的干扰活动下以及受到

自然因素的影响，塔河中下游流域LUCC及景观类

型与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生态环境表现出不稳

定波动。本文选取尉犁县为研究区，利用遥感和

GIS技术对其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以及景观格局进

行研究分析，结合当地自然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综合

分析我国西部荒漠典型区LUCC的驱动因素，旨在

为该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及持续

发展提供对策。

1研究区域概况

尉犁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北缘，地理位

置为东经84。02’50"，北纬40010’30”～41039’47”，地处

塔里木河流域腹心地带，塔河穿境而过，境内流长达

590 km。总面积5．92万km2，人口9．7万。属温带大

陆性干旱气候，气温年较差、日较差大。≥10％积温

4 121．20C；年平均降水量仅为50．7 mm，蒸发量高达

2 730．3 rnm，蒸发量为降水量的54倍，风沙、霜冻、

干热和局部地区的冰雹等是其主要自然灾害。境内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罗布泊和台特玛湖为孔雀

河、塔里木河的归宿。东北部为库鲁克山中低山；地

表基岩裸露，风蚀作用强烈，降水较平原区多，约

100 mm；植被稀疏，仅沟谷中生长有白榆、柽柳、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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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等乔、灌、草植被【5|。中部为塔里木河、孔雀河冲

积平原，沿河流水分充沛的地带为植物生长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绿洲就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南部为塔

克拉玛干沙漠及库鲁克沙漠，两沙漠被塔里木河下

游绿色走廊分隔哺J。典型的绿洲农业与荒漠交错区

域，是中国西部荒漠生态景观的典型代表区域。

2研究方法

2．1数据源及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有：(1)1995年、2000年

尉犁县Landsat TM遥感影像数据，分辨率为30 m；

(2)尉犁县有记录的历年统计数据(气象、土壤、植

被、土地利用情况、社会经济、人口)；(3)国家基础

地理信息中心l：25万数据库的行政界线数据。本

研究遥感数据的几何精校正系统采用最小二乘法计

算。校正方程根据控制点法取情况采用2次多项式

进行。像元重采样采用最近邻点法或双线性插值

法。校正后每个像元的分辨率为30 m。在Arc GIS

9软件环境下，以影像栅格文件为背景，通过人机交

互方式提取目标地类。研究区影像判读提取目标地

物的最小单元一般规定面状地类大于6 X 6个像元，

图斑短边宽度最小为4个像元。判读精度要求各图

斑要素的判读精度应>95％；屏幕解译线划描迹精

度为一个像元点。最后经过外业核查验证，本次遥

感调查判读准确率平均达97．7l％【7|。

2．2土地利用及景观分类

本研究依据原国家环保总局西部生态现状调查

工作方案，结合研究区景观的实际情况，采用两级分

类系统，一级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城乡工矿

居民用地和未利用土地6种景观类型。其中林地包

括有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和其他林地，草地包括

高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和低覆盖度草地，水域

包括河渠、湖泊、水库、滩地，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包括

城镇、农村居民点用地、工交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包

括沙漠、戈壁、盐碱地、沼泽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

和其他。

2．3数据分析·

2．3．1 LUCC过程分析在土地利用变化分析中，

运用ArcGIS 9．3对2个时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图进行

统计和叠加分析，得到2个时期之间的土地利用类

型转移矩阵，并采用土地利用变化幅度模型和土地

利用／覆被转移矩阵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的变化过

程。

2．3．2 景观格局分析 本文利用ARCGIS的Con．

version tools模块将各时段矢量数据转换成30 m x 30

nl的栅格，然后采用FRAGSTATS计算景观格局指

数，在分析景观结构和空间异质性变化的基础上，分

析景观格局在时间上的变化规律，进而寻找产生景

观演变的内在机制[8]，根据研究区特点和研究需要，

选择斑块类型水平和景观水平的景观格局指数：斑

块数(NP)、斑块密度(PD)、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

数(FRAC AM)、景观优势度指数(D)、景观多样性

指数(SHDI)，分析尉犁县景观格局的演变情况。其

生态学意义如下：

1)景观破碎程度：采用斑块数(NP)和斑块密

度(PD)。

胛是景观中斑块的总数。取值范围：NP≥l，
无上限。反映景观的空间格局，描述整个景观的异质

性，其值的大小与景观的破碎度也有很好的正相关

性。

PD=N／A，PD表示每km2的斑块数，指征景

观的破碎程度。

2)景观形状及分布：采用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

维数(FRAC AM)和景观优势度指数(D)。

FRAC—AM=蓥i 1薯I[等掣[轰aii]]=』：I ⋯、”V 7 I／』 I

式中，口“是斑块面积，Pi，是斑块周长，m指斑块类型

数目，n是各类型包含的斑块数目，FRAC AM主要描

述斑块形状的复杂性特征，能够在斑块类型水平和

景观水平上反映斑块形状的变化特征。

景观优势度指数(D)，D=日。。+∑P^In(Pk)

3)景观多样性：采用景观多样性指数(SHDI)

SHDI=一∑[Pi l092(Pi)]，Pf是i斑块类型在

景观中出现的频率(通常以该类型斑块的面积占景

观总面积的比例计算)，m是景观中斑块类型的总

数。该指数是度量景观结构组成复杂程度的重要指

标。

3结果与分析

3．1 LUCC变化分析

由表1可得，1995--2000年尉犁县的土地覆被动态

变化的是“二增三减”，即耕地、建设用地面积增加，

林地、草地、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其中，耕地面积的

增加主要是由草地、未利用地、林地转换过来的；城

镇居民点及工矿交通用地主要是由草地转变的；在

减少的类型中主要是林地转变为旱地，草地转变为

建设用地和旱地，有些未利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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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值的注意的是：在1995--2000年期问，耕地

面积转变为未利用地的面积有128．82 hm2，未利用

地转变为耕地的面积2 865．24 hm2，说明一方面尉

犁县对未利用地的开发非常严重，另一方面耕地退

化现象也很严重。

圈1 1995年尉犁县土地利用／土地疆盖状况分布围

Fig 1 Land use／land coverage pattern in Yuli County in 1995

围2 2∞O年尉罩县土地利用／土地疆叠状况分布圈

Fig．2 Land use／land coverage paaern in Yuli County i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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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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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林地斑块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在生态环境保护背景

1)1995年至2000年，尉犁县林地的斑块数由 下，研究地区植树造林成果显著，特别是塔河中下游

783个增为989个，景观破碎度指数由0．0132上升 的绿色走廊一胡杨林保护区的建设，造成林斑块数

为0．0167，耕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的破碎度也 目较多，但斑块面积小容易引起林斑退化。

有所提高，而居民用地的景观破碎度基本上没变。

袭2研究区景观格局特征值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pattems in 1995 and 2000

1995芷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居民用地 未利用地 整体景观

Farmland Forest Grassland Water Urban area Unused land Total

斑块数Patch number 120 783 906 97 I 13 862 2881

分维数Fractal dimension 1．3220 1．2740 I．3103 I．3163 1．2730 1．2976 1．1990

优势度Dominance 0．0261 0．1472 0．2600 0．0184 0．0199 0。5285 1．0000

破碎度Fragmentation 0．0020 0．0132 0．0153 0．0016 0．0019 0．0146 0．0487

多样性指数Diversity index 1．8940

舢年 墨。 麓 G：。 撼愁竺 黧兰 整笺观

2)耕地的分维数明显下降，而其他地类的分维

数变化不太明显。这主要是近五年来，尉犁县耕地

面积增加，这些增加的耕地斑块形状规整，因此，分

维数明显减少。

3)林地的优势度由0．1472上升为0．1510，水

域由0．0184上升为0．0217，说明近几年来，生态保

护工程的实施引起该地区林地、水域面积的增加，景

·观优势度大幅度上升；但草地优势度降低，而耕地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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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利用地的优势度都有所增加，说明当地居民开荒

垦地的现在还是屡有发生，耕地面积增加的来源主

要是草地面积的减少和开发未利用地。

4)就整个研究区而言，斑块数目由2881个增

加为3564个，景观破碎度由0．0487上升为0．0603，

同时，土地利用系统内各地类之间的相互转化，景观

多样性由1．894下降为I．787，说明在人类活动的影

响下，景观结构日趋破碎，但多样性却逐渐下降。

4 LUCC及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机制

分析

从以往的该对于区域研究成果，结合当地实际

的自然社会情况，可以说研究区LUCC的过程就是

土地荒漠化发展与治理的过程，具有历史继承性。

自然因素决定了研究区域的环境背景，虽然在短时

间内对荒漠化发展的影响较小，但仍有必要把它作

为一个重要方面的来分析，因为它决定了整个LUCC

及景观格局变化的发展方向。另外，不合理人类活

动也会加快和加重LUCC的过程，因此，区域荒漠化

进程与土地开发历史具有密切的关系。

4．1自然驱动力分析

4．1．1 气象因子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发生与发

展的影响

1)1957年以来年平均温度的变化趋势分析。

由图3可知，1957--2000年年平均温度变化不大，基

本上是在IO。C一12℃之间波动。由此推断气温对

尉犁县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影响不是很大。

&文蚊武瞅敝鹦泌跽涮姆附矿
年份Year

圈3年平均温度的变化趋势

Fig．3 The changing a'end of average temperature in Yuli

2)1957年以来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分析。由

图4可知，尉犁县降水的年际变化较大，尤其是1992

年以来的10年间有6年的年平均降水量低于多年

的平均值。在干旱地区，少水年往往也伴随着弃荒

现象的发生，成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速度加快的年

份。

典敞蛱盼淑醇≮妖舟州文贰潋矿
年份Year

。

图4年平均降水量的变化趋势

Fig．4 The oh,rasing trend of average precipitation
in Yuli

3)1981年以来年平均风速的变化趋势分析。

由图5可知：从1981年开始，该区域内每年的平均

风速总的趋势是逐年降低，除1986、199l—1994年

之间有所升高外。1995—2000年风速逐年降低的原

因主要与当地决策者的环境保护意识加强有相当大

的关系。沿塔里木河沿岸的绿色走廊的建设，遏制

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向北蔓延的趋势；人工绿洲的建

设改善了荒漠地区的生态环境，荒漠地区开始逆向

发展。从下表3可以看出在每年的4—7月份是大

风和沙尘暴频繁出现的时间。

一罾

羹
享董

圈5年平均风速的变化趋势

Fig．5 The ch丑Ilging trend of 8,vel帮wind spt划in Yuli

表3尉犁县大风与沙尘暴日数

Table 3 Days of wind and dust atom in Yuli

大风日数(d)

Number of clays with moag WiIld

多年平均4--7月 最多年

Average for Ap．1一 Maximum

years July in a year

沙尘暴日数(d)
Number of days诵tII sandstorm

多年平均 4—7月 最多年

Average for Apnl--Maximum

years July in a year

16．5 lI．7 28 11．8 7．4 28

4．1．2特殊的土壤质地丰富的沙质物是土地沙

漠化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根据物探资料，本区第

四系沉积厚度在500 m以上，其中300 m以上均为

中晚更新统冲、湖积粉细砂，中细砂层夹多层厚度不

超过2 in的亚沙土、亚粘土薄层。冲积层在钻井深

度70 111内，主要由细沙、粉沙和亚沙土组成。(见表

4和表5)。

∞加∞如∞如加m

0
^Eg—uoIl要ld弓DJd哪*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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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尉犁县土壤剖面质地构成

Table 4 Soil profile texture configuration in Yuli

埋深Depth(m) 岩性Texture

O一3．17

3．17-5．20

5．加一7．89

7．89-12．88

12．88一13．38

13．3S一22．31

22．3l一23．2l

23．21—37．17

37．17—40．56

40．56—45．12

45．12—50．12

50．12一∞．16

60．16一鹋．35

68．35～70

亚沙土、粉沙、哑粘土

Mild sandy soil，dust sand．mild cl且y

粉沙Dust sand

细沙、哑沙土、亚粘士

Fine sand，mild咖soil，mild clay

细沙Fine sand

亚沙土Mild sandy mil

细沙Fine sand

亚沙土Mild sandy soil

细沙Fine sand

亚沙土Mild sandy soil

细沙Fine sand

牯土、亚粘土Clay。mild clay

细沙、中细沙、亚沙士

Fine sand，medium fine sand．miId sandy soil

细沙Fine sand

中沙、细沙Medium sand。fine sand

4．1．3 地表植被覆盖的影响 地表植被覆盖在沙

漠化过程中具有复杂的作用。首先植被保护沙质地

表免遭风力吹扬，防止土壤风蚀；其次植被具有降低

风速的作用。根据在无植被的空旷沙地、红柳灌木

林地、胡杨疏林地和胡杨密林地四个观测场的观测

数据，2 m高处，空旷沙地的风速为4．66 m／s，而红

柳灌丛、胡杨疏林和胡杨密林中的风速分别降低了

70．6％、48．5％、97．0％；第三，植物还是当地降水条

件中水汽及有机核的主要来源，缺乏有机核时的水

汽凝结，要在更低的温度下才形成，干燥裸露的地表

具有巨大的发射率和有效辐射的能量损失，造成导

致气候干燥的大气下沉作用发生或加强。总之，植

被的消失促使风沙活动的加强，造成土壤与近地面

大气干旱及土地沙漠化的产生(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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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6尉犁县土地沙化引起的地表形态变化过程

rig．6 Changing Proce鸽of Topography for soil

desertitlcation in Yuli

裹5尉犁县沙质地表颗粒组成

Table 5 Configuration of sand land in Yuli

采样地点及地貌部位

Sampling site and its

geomorphologic position

各类级含量(％)(粒径：m)
Proportion(％)(Particle diameter：m)

中沙

Medium sand

O．5—0．25

细沙

Fine sand

O．25—0．125

极细沙

0．125—0．063

粉沙

Dust sand

<0．063

最大粒径

Max particle

diameter

(mm)

平均值

Average

(mm)

尉犁}冬哩子西节河亨岸l m高河沙0．02 9．35 67．15 23．5 0．171 0．078
Sandl“of a river balIk

。

尉犁县塔河南岸盐碱地上6 m高残丘底部

Bottom of n 6 mmonadnoek in saline land

尉犁县塔河南岸洪水沟附近灌丛沙堆

Sandpile in a bush

尉犁县东河滩公社芦苇滩上20 m高沙丘顶部

Top of a20m sand dune

尉犁县东河滩公社芦苇塔特勒克苇滩10 m

高沙垅顶部

Top of a10m sand rid驴

尉犁县东河滩公社芦苇水塘岸边冲积沙

Fluvial sand of n pool hank

尉犁县东河滩公社西4 km苇滩8 m高沙垅

顶部

Top of a8m sand ridge

0．04

0．铝

●——

O．02

0．04

0．04

36．12

41．73

50．酌

20．76

I．86

23．83

2．84 0．188 0．112

52．89 4．9 0．21 0．“4

48．22

76

47．65

74．78

1．12 0．191 0．12l

3．22 0．165 0．099

50．5 0．14l 0．062

1．35 0．189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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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人类活动驱动力分析

LUCC的驱动因子，包括自然驱动因子和人文

驱动因子。自然驱动因子常常是在较大的时空尺度

上用于LUCC，引起大面积的景观格局发生变化；人

文驱动力包括人口，技术，政治体制，政策等，它们对

景观的影响十分重要。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

发展，人类活动对LUCC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已经成

为主要的变化驱动因素，其中，政策因素对LUCC有

重要的影响【9-lo|。

4．2。1政策因素与人口数量压力造成林地、未利用

地减少，耕地增加，分维数减少，多样性下降塔里

木盆地沙漠中分布着众多的历史遗迹，从这些文物

古迹和历史记录可以看出当地自然环境的演化对人

类活动的影响，以及人类活动在自然环境演化中的

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地区进入大发展时期，至

1958年耕地面积扩大到7 800 hm2，粮食播种面积

5 653 hm2。总产量上升到676．54万kg。195卜1961
年因受“大跃进”影响盲目开荒，生态环境受到较大破

坏，耕地面积猛增加到1．031×104 hm2。1995--2000

年，全县人口持续增长。2000年，全县总人口达10

万，耕地面积达3．6×104 hm2，是1949年地10多倍。

由图7可知，由于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均资源占

有量的下降，在广种薄收，农作物单产较低的情况

下，为了增加粮食总量，只能靠扩大耕地面积，盲目

垦荒，其直接后果是植被破坏、土地沙化、生产力不

断下降。生产力的下降又导致大规模的开荒，使整

个生态系统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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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7尉犁县近十几年人口变化

Fig．7
The chains trend of population in Yuli

4．2．2人口密度分布不均造成景观结构破碎，但景

观多样性减少 从表6可知，人口密度而言，尉犁县

1995年人口密度为1．51人／km2，2000年为1．75

人／km2。根据联合国1977年的建议，人口密度在于

旱区不应超过7人／km2，在半干旱地区不应超过20

人／km2并提出上述地区进行适度开发的原则。以

此为标准，尉犁县的尉犁镇、西尼尔镇团结乡等处于

严重超载超载状态，但人口在整个县域的分布还是

均匀的。

P§

互!

莓芒
董2

表6 20000年尉犁县各乡镇人口密度(人／km2)

Table 6 Population Density of towns in Yuli

4．2．3劳动力素质低也是造成林地、草地减少的原

因 从社会统计数据看：尉犁县产业结构中农牧业

占主体，人口的90％为农牧民，主要靠农牧业提供

基本生活资料和基本经济来源；尉犁县劳动力素质

比较低，其中高中和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占5％，

而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为3．8％，小学和初中文化

程度的人占81．2％。

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既有正作用也有负作用。

正作用包括对荒漠生态系统的合理投入和人工进行

植被恢复和建设的各种措施等。负作用主要体现在

放牧、垦荒、樵采等。不同的作用类型对生态系统的

影响程度不同，例如垦荒和人工植被建设往往导致

植被类型的突变，而放牧、樵采和封育等对植被影响

一般是长时间的渐变的过程。由于植物和群落对外

界干扰具有一定程度的补偿效应，因此轻微的人类

经济活动(如轻度放牧)，对植被的影响不大，当人类

干扰作用超过了植被自身的补偿作用和恢复机制

时，随着有效干扰持续时间的延长和强度的增加，可

导致植被的彻底破坏。

4．2．4生态治理致使林地、水域斑块面积增加20

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投巨资对塔里木河进行综合

治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塔里木河近期综合治理

等工程相继实施，特别是几次生态输水工程的实

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生态环境恶化，中下游在河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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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一定范围内的生境有所改善，研究区内林地斑块

数增加显著，由783增加到989，水域斑块数由97增

加到141，但斑块面积较小，容易引起退化。

4．2．5过度放牧、樵采导致草地优势度降低、破碎

度增加过度放牧是造成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正

常的放牧、适当的割草等对草地进行合理利用，能促

进牧草的发育，再生能力增强，营养价值提高，并能

促进土壤生草化发育过程。加大放牧强度，超过牧

草地应有的载畜能力，必然使牧地受到抑制和破坏，

使植物丧失繁殖能力，导致原有植物种类发生改变，

特别是牲畜喜食的优良牧草逐渐衰退，生产力下降。

图9 1995—2000年尉犁县畜牧数量动态变化

Fig．9 The change trend of quantity of animal in Yuli

尉犁县农牧民的主要燃料是柴草，加上冬季严

寒，沙区农牧民取暖的需要，平均每户每年需烧柴

5 000—7 000 kg。这些薪柴大多来自沙区的灌木和

半灌木。由于人们对薪柴的大量樵采，搂草致使许

多牧草连根拔掉，特别是一些疏丛单子叶植物及大

量地面芽植物，分蘖节紧挨地表，搂草使大批牧草越

冬器官裸露．更新芽受损，从而严重地影响了牧草翌

年的越冬能力。在人口较密集的地方，原生灌木已

经被采伐殆尽，从而导致风蚀加重，土壤肥力下降。

有的甚至采伐固沙植物，使固定沙丘活化。总之，不

合理的乱采滥搂是造成草地退化、沙化的主要原因。

此外，对草地资源的保护不利，经济制度落后，也是

造成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

另一种是副业性的采集，该县盛产甘草、麻黄等

药材，每年都进行大量的采集，每年都进行大量的采

集。特别是甘草要挖根采集，秋季采集甘草根之后，

地面上土坑密布，使原有的植被遭到破坏，为沙丘的

活化打开缺口，导致了土地荒漠化的发生和发展。

还有不合理的工矿交通建设、水资源的过度开发等

也是该区发生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5结论与讨论

1)1995--2000年，尉犁县的土地覆被动态变化

的是“二增三减”，即耕地、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林地、

草地、未利用地面积减少。耕地面积转变为未利用

地的面积有128．82 hm2，未利用地转变为耕地的面

积2 865．24 hm2，说明一方面尉犁县对未利用地的

开发非常严重，另一方面耕地退化现象也很严重。

2)1995年一2000年，研究区林地的斑块数增

加，优势度上升。主要原因是在生态环境保护背景

下，研究地区植树造林成果显著，特别是塔河中下游

的绿色走廊一胡杨林保护区的建设。草地优势度降

低，而耕地和未利用地的优势度都有所增加，说明当

地居民开荒垦地的现在还是屡有发生，耕地面积增

加的来源主要是草地面积的减少和开发未利用地。

耕地的分维数明显下降，因为新增加的耕地斑块形

状规整，就整个研究区而言，斑块数目增加，景观破

碎度上升，景观多样性下降，说明在人类活动的影响

下，研究区生态系统结构趋向简单，功能趋向减弱。

3)塔里木河流域是我国西北生态脆弱地区，具

有自然资源丰富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双重性特征，尉

犁县地处塔河流域的核心区，是典型的绿洲农业与

荒漠交错区域，是土地荒漠化治理的“前沿阵地”。

通过局部、微范围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可拟定科学合

理、针对性强的生态恢复和重建方案，实施精细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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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erosion in
’

Qinba mountainous area of Shaanxi based on GIS

LAN Min

(College of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Northwest A&F VniⅫity，Yangling，Shaanxi 712100，Ch／na)

Abstract：Characteristics of soil erosion of Ningqiang County in Qinba mountainous aIea were studied to provide sci·

entific basis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soil erosion control in this area．Data about land use types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wel'e obtained by interpreting remote sensing image，and DEM Was obtained by processing topographic map data

with GIS technology，and then soil erosion modulus was calculated through plugging these data into USLE model．The

domination soil erosion types in study area were mild(47．015％)，moderate(33．36％)and strong(12．53％)，and

serious soil erosion area wag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ast of the study area which mainly included irrigated paddy

field，irrigated filed，dryland and vegetable field．Soil erosion modulus and all erosion area of each erosion grade in

Ningqiang County were successively estimated through USLE model combined with GIS and remote sense．卟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orresponded to the past monitoring programs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with second adjustment results．

Keywords：GIS；USLE；soil erosion；Qinba mountainous area：；Ningqia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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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 change of landscape pattern and LUCC in the

·

‘typicaldesert region of West China

——TaHng Yuli County as an example

XUAN Yong，FAN Yi-da，WANG Xing-ling，WANG Zhi-qiang

(1．National Disaster Reduction Center of China，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Being 100124，Ch／na；

2．Satellite Application Centerfor Disaster Reduction，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Beijing 100124。China)

Abstract：Based on GIS and remote sensing imagines，the changes of land use／coverage and landscape pattern of

Yuli County from 1995—2000 were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reas of farmland and residential land in-

creased obviously．while the areas of forest，grassland and unuesd land decreased．The analysis of landscape index showed

that due to the disturbance of human activities，landscape fragmentation index increased while land diversity index de-

creased．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ecosystem became increasingly simpler and weaker．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hu·

nlan activities．such鹪urbanization，population quality and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ere dominant factors for

these changes．and the natural factors like precipitation，wind speed，soil texture and vegetation coverage眦also driving

factors．

Keywords：LUCC；landscape：spatial—temporal change：Yul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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