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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谷是集自然的精华与众多的人文景观于一体的带状地域3在山丘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山丘区退化河流生态系统的恢复和洪水过后的灾后重建过程中3河谷土地的空间分异特征以及洪水干扰对河谷景观

安全的制约作用3是确定河谷土地利用策略和指导河岸植被带建设的重要依据?本文以景观生态学原理为指导3调查了

河北太行山地区的9条河流3在全面分析主流河谷土地利用格局及7>2#洪灾格局的基础上3深入研究了太行山地区河谷

土地的空间分异规律?以洪水干扰为主导因素3提出由上至下在纵向上把河谷划分为 =个区段3即上游侵蚀区3上中游侵

蚀<堆积区3中游侵蚀堆积区3中下游堆积<侵蚀区3下游堆积区8由河道向两侧山体在横向上把河谷土地划分为弹性利用

带@脆弱利用带和稳定利用带 A条土地带3同时阐明了每种土地带的空间范围和确定方法?
关键词;太行山地区8河谷土地8空间分异8土地利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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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5"3 (̂.+ _[\]<‘4a"3b(.+ ĉ]5"3de _[0]5<fc! 6"2ghijklkmnopkqrst

usvklwvr2xkiyijz3"$$$7"8!2usvklwvrgs{{kzkst|k}kimzvin~{w~vo{!ji"kvliwr3xospijz3$9"$$$::

#WKCQMYC;$c%\&%a11\’c(a()&c*0+,0]\c]-[c.[)[\]a)4&a1.&\a/a]0]4/\&04([4/a]1a]0(.a*\(a&\

.0]5&\5a)\02,]’ac[a]5/04])ac]a&\a(0+‘\1\c*&0%c].\3&c%\&%a11\’0..4*c\(0]1’a104)"$*\&.\])0+

)[\)0)a1a&\a0+/04])ac]a]0[c11&\5c0]314)c)5a)[\&(a1/0()a11)[\c][a1c)a]).0]()&4.)c0]1a]0a]0

+a&/1a]0-c)[)[\[c5[\()*&004.)c%c)’1\%\12$c%\&%a11\’[010()[\2\’*0(c)c0]c](4()ac]a11\0\%\10*/\])

()&a)\5’c])[\a&\a(2)]3)[a]0=)[%454()"77>3a5&\a)+1000c]5&a&\1’c])[\10.a1[c()0&’0..4&&\0c]

’ac][a]5/04])ac]a&\ac]‘\1\c*&0%c].\2’[\10((\(+&0/)[\+1000c]5-\&\(\&c04(c])[\&c%\&c]\a&\a2

’[\.0/*&\[\](c%\[4/a]a.)c%c)c\(1\0)0)[\0\5&a0a)c0]0+-a)\&([\0\]%c&0]/\])a]01\.a/\)[\.a4(\

+0&)[\+&\44\].’+10002-0)[\+04]0a)c0]0++1000.0])&01a]0&c%\&\.0105c.a1&\()0&a)c0]c(*&\0c.a)\00]

)[\(.c\])c+c.&\.05]c)c0])0)[\&41\(0++10000c(a()\&a]0)[\(*a)ca10c++\&\])ca)c0]0+%a11\’1a]0(3a]0a1(0

1a(\00])[\\()a11c([/\])0+a0a*)c%\*01c.’2’[\.0&\0+)[\*01c.’-a()04(c]51a]0(&\a(0]a11’)0/a2\

)[\1a]0<4(\*a))\&](a0a*))[\(*a)ca10c++\&\])ca)c0]0+%a11\’1a]0(a]0*0((c11\+1000c])[\a&\a2,])[c(

*a*\&34(c]51a]0(.a*\)[\0&c\(a]0/\)[00(3)[\*&011\/-a(()40c\02

’[\04)(c0\c]%\&()c5a)c0]-a(*\&+0&/\0+&0/54]\)0541’c]"779a]0ba’)054]\c]"77#26a(\00]

a.a(\()40’0+)[\7>2#+10003)[\.a[]5\(0+%a11\’1a]a<4(\*a))\&](-\&\c]%\()c5a)\0.0/*1\)\1’2’[\

/ac]%a11\’(0+9&c%\&(<7a],[c38a([a36\c1c436a]’4a]07a0,c10.a)\0c]94*c]5.04])’36\c([aa]0_[4<

10]510.a)\0c]74a]([c.04])’3-\&\(\1\.)\0)01\)[\)’*c.a1&\(\a&.[10.a)c0](2Za12c]500-]+&0/

[\a0()&\a/a10]5)[\&c%\&3)[\()a)4(0+1a]0<4(\a]07>2#: +10000c(a()\&-\&\(4&%\’\01’c])\&%c\-c]5

-c)[10.a1*\0*1\-[0\;*\&c\].\0)[\\%\])2’[\()a)4(0+1a]0<4(\-a(0\(.&c1\01’3*[a(\(0+*&\<

+1000304&c]5+10003a+)\&+1000a]0*&\(\])2b\a]-[c1\)[\.[a]5\(0+1a]0<4(\*a).[\(3&c%\&.[a&a.)\&c()c.(

a]0)[\&a]5\0+1a]0a++\.)\01’+1000-\&\\%a14a)\01’1a]0/\a(4&c]5a]00&a-c]50])[\*&\(\])1a]0

<<<<<<<<<<<<<<<<<<<<<<<<<<<<<<<<<<<<<<<<<<<<<<<<<<<<<<<<<

<

万方数据



!"#"$%$!"&%’()#!"#*$+#,#%-+%"$+#.%"/-,#"#%,-+/01!0/$(203,*#,$3-3&’%,#$+#*/44#,#0-#".#5

$6##0,#1/30"%0*,/7#,"8-9%""/4/-%$/306%"-%,,/#*3!$%--3,*/01$3$+#’,%-$/-%9"/$!%$/30"349%0*5!"#.#5

43,#:;;<%0*%4$#,;<(=4933**/"%"$#,/07%99#>34?%/+%01&3!0$%/0%,#%"(?+#9%0*5!"#’%$-+6%"-9%""/5

4/#*/0$3"#7#0$>’#"54%,&9%0*87/99%1#843,#"$9%0*83,-+%,*8,#"#,73/,3,’30*8.%,,#0"%0*"3,.#%-+8%0*

,##*4/#9*@6+/9#$+#;<(=4933**/"%"$#,6%"-9%""/4/#*/0$3$+,##$>’#"5*#"$,3>#*84933*#*%0*"#*/&#0$%$#*

’%$-+(

A"/01$+#-3,,/*3,%0%9>B/01&#$+3*349%0*"-%’##-3931>8$+#,/7#,-3,,/*3,6%"$3*/7/*#/0$3$+,##

"#-$/30"34&%$,/C8’%$-+%0*-3,,/*3,(D%"#*30-3&’,#+#0"/7#%0%9>"/"349%0*5!"#%0*4933*’%$$#,0"/0

&%/0,/7#,7%99#>"34E,/7#,"8%0*#&’+%"/B#*F%0B+/,/7#,43,%-%"#"$!*>8$+#"’%$/%9*/44#,#0$/%$/3034

7%99#>9%0*"6#,#"$!*/#*/09301/$!*/0%9%0*-,3""*/,#-$/30(?+#,#"!9$"6#,#%"439936"G

:(?+#6+39#$,#0*"347%99#>-+%,%-$#,/"$/-"/09301/$!*/0%9*/,#-$/306#,#$+%$G%93016/$+$+##C$#0*5

/0134,/7#,4,3&+#%*"$,#%&$3*360"$,#%&8$+#1,%/0-3&’3"/$/3034,/7#,.#*&%$,/C,#*!-#*87%99#>9%0*5

43,&$#0*#*$31#0$9#%0*7%99#>1,%*!%99>6/*#0#*/0"$#’"8%0*$+/"’,3-#""6%"!"!%99>,#9%$#*$3.,%0-+

-307#,1#%0*"6#,7#(?+##,3"/30’,3-#""1,%*!%99>6#%H#0#*6+/9#*#’3"/$/30’,3-#""#0+%0-#*(I%99#>

9%0*"%,#*/"$!,.#*#C/$#0"/7#9>.>+!&%0.#/01%-$/30".#-%!"#34.#/01$+#-#0$,%9B30#43,’,3*!-/01%0*

9/7/01(J,$/4/-/%99%0*"-%’#$>’#"$33H!’$+#&%/0’%,$"34$+#7%99#>9%0*"-%’##C-#’$$+#,#"/*!%90%$!,%9

9%0*"-%’#$>’#"3--!,,#*/0!’"$,#%&7%99#>(?+#’,3’3,$/3034%,$/4/-/%99%0*5!"#%,#%/0-,#%"#*4,3&+#%*5

"$,#%&$3*360"$,#%&8$+#+!&%0*/"$!,.%0-#/0*#C6%"KK(L=M8%0*$+#,#"#,7#*6%$#,-3!,"#NO(==M(

D#"/*#"$+#/049!#0-#349%0*43,&"86#-3!9*%9"33.$%/0#*$+#"%&#,#"!9$4,3&$+#-+%01#"343$+#,<,/7#,

7%99#>"(

D%"#*30$+3"#-+%,%-$#,/"$/-"86#-3!9**/7/*#*%7%99#>/0$34/7#B30#"/09301/$!*/0%9*/,#-$/30GP:Q

!’"$,#%&#,3"/30"#-$/30/06+/-+$+#,39#34,!0/016%$#,6%"$3#,3*#*3608PNQ!’5&/*"$,#%&"#-$/30/0

6+/-+$+#,39#34,!00/016%$#,6%"$3#,3*#*360%0*"/*#8PRQ&/*"$,#%&"#-$/30/06+/-+$+##,3"/30

’,3-#""6%"-3,,#"’30*$3%--!&!9%$/308PLQ&/**9#5*360"$,#%&/06+/-+$+#%--!&!9%$/306%"$+#&%/0

’,3-#""6+/9#$+##,3"/306%""#-30*8%0*PKQ*360"$,#%&/06+/-+$+#%--!&!9%$/306%"$+#&%/0’,35

-#""(

NSJ9$+3!1+$+#%’’#%,%0-#347%99#>9%0*"-%’#$#0*#*$3+3&31#0#/$>.#-%!"#34$+#93015$#,&/049!5

#0-#*.>+!&%0%-$/7/$/#"8$+#+#$#,31#0#/$>347%99#>9%0*%$$,/.!$#"6%",#49#-$#*.>$+#*/"$,/.!$/30’%$5

$#,0"349%0*5!"#$>’#"/0-,3""*/,#-$/30(20$+#&3!0$%/0%0*+/99%,#%8$+#&3"$$>’/-%99%0*"-%’#-+%,%-5

$#,/"$/-"6#,#$+%$G-+%01/014,3&-+%00#9$3+/99"/*#8$+#9%0*5!"#$>’#""+36#*"#%"30%9-+%00#9T,/’%,/%0

43,#"$.#9$6+/-+6%"-30$/0!3!"3,*/"-30$/0!3!"T%,$/4/-/%9,/7#,.%0H6/$+43,#"$.#9$3,"-%$$#,#*$,##"
T/,,/1%.9#9%0*"!"!%99>6#,#4%,&9%0*"3,3,-+%,*"T,3%*"6/$+43,#"$.#9$/0.3$+"/*#T7/99%1#"!,,3!0*

6/$+43,#"$.#9$T"93’/014/#9*6+/-+34$#06#,#*,>4%,&9%0*"3,/,,/1%.9#9%0*"T.%,,#09%0*"3,936*#05

"/$>43,#"$9%0*"(?+#9%0*"-%’#"34-+%00#9/0$+#’9%/0"#-$/306#,#"3&#*/44#,#0$%0*$+#$>’/-%9&3*#9

6%"$+%$G"#%"30%9-+%00#96+/-+6%"3--!’/#*&3"$9>.>4%,&9%0*"83--%"/30%99>*/"$,/.!$#*.>.,/-H>%,*
T0%$!,%9"3/9,/7#,.%0H6/$+"-%$$#,#*$,##"T9%,1#5%,#%4%,&9%0*83--%"/30%99>3,-+%,*"T7/99%1#%0*,3%*

"!,,3!0*6/$+43,#"$.#9$(

D%"#*30$+#%0%9>B/0130$+#6/*$+346%$#,493684933*#*%0**#"$,3>#*,%01#/043,#5%0*5%4$;<(=

4933*8$+#/049!#0-#,%01#344933*/0-,3""*/,#-$/308%0$+#$>’#"34*/"%"$#,8%7%99#>6%"*/7/*#*/0$3$+,##

B30#"54,%1/9#!"#B30#8"$%.9#!"#B30#%0*#9%"$/-!"#B30#(?+#"’%$/%9,%01#34%0*#7%9!%$/30&#$+3*43,

#%-+B30#6#,#/99!"$,%$#*%"439936"G

P:Q4,%1/9#!"#B30#,#4#,,#*$3$+3"#,/7#,.#%-+9%0*"8/06+/-+$+,#,#6#,#036%$#,/0-3&&30’#,/5

3*8.!$*!,/01$+#4933*/01"#%"30$+3"#9%0*"6#,##%">$3.#*#"$,3>#*(A"!%99>$+#9%0*"6#,#7#,>$+/08

ORR: 生 态 学 报 N:卷

万方数据



!"#$%&’(!)(*+,(-*"$,.!#/+,-+0*+,#!+$1"1+,*(#%"$,(-1+$%(’"1+,#$0"1+2’(32*+45(2"21##-#’#"%31#6

%#7"1#($.18+!"#$1&)+0"*9+"’8-"2!%"$,."%*(#$’%3,+,*(!+0"1+2’(32*+-"2!%"$,*08#’80+2+93#%19&

’"22&#$:*(#%-2(!(18+2)%"’+(2"’’3!3%"1#$:-2(!18+0"1+24;’’(2,#$:1(18+,32"1#($(-31#%#7"1#($.18#*

<#$,(-%"$,*0+2+"%*(’(3%,9+’%"**#-#+,#$1(10(<#$,*==*+"*($"%1+!)(2"2&3*+7($+08#’8’(3%,9+

3*+,#$*)2#$:"$,"313!$"$,"$$3"%*8(211+2!3*+7($+08#’8’(3%,9+3*+,#$08(%+&+"2,32#$:’(!6

!($&+"24>8++?"%3"1#($!+18(,-(29(187($+*0+2+"*-(%%(0*@

A#,18(-+%"*1#’3*+7($+B0"1+2’(32*+0#,18"-1+2-%((,6"?+2":+0#,18(-0"1+2’(32*+#$’(!!($

&+"2

#4A#,18(-*+"*($"%1+!)(2"2&3*+7($+B!"/#!3! 0#,18(-0"1+2’(32*+#$$(2!"%&+"26"?+2":+

0#,18(-0"1+2’(32*+#$’(!!($&+"2

##4A#,18(-"$$3"%*8(211+2!3*+7($+B0#,18(-0"1+2’(32*+"-1+2-%((,6!"/#!3!0#,18(-0"1+26

’(32*+#$$(2!"%&+"2
CDE-2":#%+3*+7($+2+-+22+,1(18(*+2#?+2*#,+%"$,*.-(208#’818+%"$,*0+2++"*&1(9+-%((,+,"$,

*+,#!+$1"1+,,32#$:-%((,#$:.9319"*#’"%%&0+2+$(1,+*12(&+,4F*3"%%&18+%"&+2(-*(#%0"*2+%"1#?+%&

,++).931’($1+$1(-*"$,0"*8#:8."$,(-1+$%(’"1+,($18+2#?+29"$<4>8#*<#$,(-%"$,!"#$%&#$’%3,+,

18+2"$:+*9+10++$2#?+29"$<"$,?#%%":+(22(",45(2"21#-#’#"%31#%#7"1#($.18+!"#$1&)+*0+2+)2(,3’#$:

%"$,**3’8"*-"2!%"$,.(2’8"2,*+1"%4.!(*1%&’(!)(*+,(-1+22"’+*."$,"%*(#$’%3,+,*(!+0"1+2’(32*+

-"2!%"$,*4>8#*)"21(-%"$,*0+2+!"#$%"$,2+*(32’+*-(218+2+*#,+$1*1(!"<+%#?#$:4#$08(%+&+"2,326

#$:’(!!($&+"24>8++?"%3"1#($!+18(,0"*"*-(%%(04

A#,18(--2":#%+3*+7($+B0#,18(--%((,+,?"%%+&6!"/#!3!0#,18(-0"1+2’(32*+#$$(2!"%&+"2
CGE*1"9%+3*+7($+2+-+22+,1(18(*+2#?+2*#,+%"$,*.-(208#’818+%"$,*0+2+$(1+"*&1(9+-%((,+,

+?+$,32#$:-%((,#$:4F*3"%%&18+%"&+2(-*(#%0"*2+%"1#?+%&,++).!"#$%&’(!)(*+,(-*%()+"’’3!3%"1#($

!"1+2#"%*.!#/+,)"21%&*+,#!+$1"1+,!"1+2#"%*."$,(-1+$%(’"1+,$+"218+9(11(!(-8#%%#$?"%%+&45(2"21#6

-#’#"%31#%#7"1#($.18+!"#$1&)+*0+2+?#%%":+*.-"2!%"$,*"$,2(",*.!(*1%&’(!)(*+,(-1+22"’+*4>8#*)"21

(-%"$,*0"*!"#$)%"’+-(218+2+*#,+$1*1(93#%,18+#28(3*+*4>8(*+%"$,**8(0+,"%(1(-",?"$1":+*#$

%"$,*’")+*+’32#1&.’%#!"1+*#13"1#($"$,(18+2"*)+’1*4>8++?"%3"1#($!+18(,0"*"*-(%%(0@

A#,18(-*1"9%+3*+7($+B0#,18(-?"%%+&60#,18(--%((,+,?"%%+&

>8+*)"1#"%,#--+2+$1#"1#($(-?"%%+&%"$,#*3$#?+2*"%%&+/#*1+$1#$%($:#13,#$"%"$,’2(**,#2+’1#($4H(

"’’(2,#$:1(18+"9(?+6!+$1#($+,!+18(,*.0+’"$"$"%&*#*18+*)"1#"%,#--+2+$1#"1#($’8"2"’1+2#*1#’*(-(186

+22#?+2*#$>"#8"$:!(3$1"#$"2+"4;1)2+*+$1.18+!"$":+!+$1’(2+(-!(*12#?+2+’(6*&*1+!#*1(<++)

18++’(%(:#’"%#$1+:2"%#1&(-2#?+2+’(6*&*1+!.931?"%%+&%"$,*"$,-%((,#$:)%"#$8"?+9++$9+#$:3*+,-(2"

%($:1#!+.#10"*3$)2"’1#’"%1(2+12+"1-2(!3*#$:18(*+%"$,*4A+!3*1*+"2’8-(2%"$,63*+0"&1(%#?+

0#182#?+2"$,-%((,4>8+2+*3%1*"2+8+%)-3%-(218+2+*1(2"1#($(-,#*"*1+2#$>"#8"$:!(3$1"#$"$,+?+$

(18+22+:#($*."’’+%+2"1#$:18++*1"9%#*8!+$1(-2#)"2#"$?+:+1"1#($08#’8!"#$%&’(!)(*+,(-12++*.’($*+6

I3+$1#"%%&+$8"$’#$:18+2+*#*1"$’+(-2#?+2#$+%"$,*’")+1(-%((,,#*1329"$’+."$,)2(:2++#?+%&’"22&#$:(31

18+2+*1(2"1#($(-18+,+:+$+2"1+,2#?+2+’(%(:#’"%*&*1+!4

JKLMNOPQ@>"#8"$:!(3$1"#$"2+"*R2#?+2?"%%+&%"$,R*)"1#"%,#--+2+$1#"1#($R%"$,3*+7($+
文章编号@STTT6TUGGCDTTSETV6SGDU6ST 中图分类号@5GTSWDXRYSZSWX 文献标识码@;

河谷土地的利用格局对河流生态系统的空间联接和生态功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过去.河流生态系统

的管理更多的是在未考虑生态系统自然动态的情况下实施的.甚至压制了时空异质性\S]X̂[而近些年来为

控制洪水而采取的许多措施.多数都是针对防洪工程和集水区的坡地而言的.对近河区景观特别是河谷土

地的利用格局关注较少.忽视了包括洪水在内的各种自然干扰事件对河谷景观形成和河流生态系统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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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作用!这种状况已经导致了许多河流生态系统的退化"
流域生态环境的退化也是导致洪水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随着修复损坏工程成本的不断提高和涉及

到的环境问题!人类必须要探索与河流及洪水共存的土地利用方式#$%&’"景观生态学认为土地具有异质性

的特点#(%)!*’!这种异质性是不同环境因子相互耦合的结果!也是决定潜在景观格局的内在机制"在河谷

内!由于存在多条生态交错带#+’!加之洪水的干扰和人类活动的深刻影响!河谷土地的空间异质性表现 得

更为突出"因此!了解河谷土地的空间异质性!对于指导河谷景观现实格局的规划,近河区土地的洪水灾后

恢复和山丘区河流防护林带建设的范围和模式都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河北省太行山地区的 &条河流为例!
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

- 研究区自然地理概况

河北太行山区是我国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之一#.’!河 谷 土 地 的 开

发历史久远!河谷内自然植被破坏严重!许多河流断流或干涸#(/’"本次研究从太行山地区的整体性和代表

性出发!选择阜平县和元氏县为研究靶区"在两个县调查了 &条河流!阜平县有大沙河,胭脂河,北流河,板

峪河和鹞子河0有少量常年流水1!元氏县有潴龙河和北沙河0没有常年流水1"
元氏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地处 ((+2(/3%((+24.35和 4&2+/3%4&2$$36之间"元氏县属太行山隆起带的

东缘!地势西高东低!具有低山,丘陵和山前平原 4种地貌类型!海拔在 $/%$//7之间"全县土地总面积

8*(97)!海 拔 在 (//7以 下 的 地 区 面 积 为 4+*8&:7)!占 总 面 积 的 $(;()<!(//%$//7的 丘 陵 面 积 为

4/(4+:7)!占 ++;(.<"潴龙河,北沙河都发源于本县境内!在栾城县汇入 河!是滏阳河的支流"阜平县地

处太行山东麓!位于 ((42+$%((+24)5和 4*24.%4.2/*6之间"县境西端为太行山山脊!具有中山,低山和

丘陵 4种地貌类型!海拔在 )//%)///7之间"全县总面积 )$)&;(+97)!海拔 )//%(///7之间的土地占

&&;&)<!其中以 )//%$//7的面积最大!为 .(&44:7)!占总面积的 4&;()<"大沙河是阜平县境内的主干

河流!发源于山西省灵丘县太白山麓!自西北向东南贯穿阜平全县!在曲阳县纳入磁河后汇入大清河的一

条大支流潴龙河"胭脂河,北流河,鹞子河和板峪河是其主要支流"

= 研究方法

于 (..&年 8%&月份和 (..*年的 $%8月份对 (..8年洪水前后的河谷土地利用格局变化进行了野外

调查"从河流的源头向下游方向徒步行走!边走边进行访问调查!边拍摄土地利用和受灾情况!记录洪水

前,洪水期间,洪水后和当前的河谷土地利用情况!并在 (>(万土地利用现状图上直接绘出土地斑块,河流

特征在上述 +个时期的变化情况!必要时借助测量工具进行辅助定位"调查时以河段为基本描述单位"根

据土地利用方式相近,河谷河道特点0宽度,通直度,河岸类型等1相近,地貌类型和自然植被状况相近等河

谷及河流的特点!把一条河流分成若干个河段#((’"土地斑块类型划分基本上以国家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类

型划分为准#()’!按当地的土地利用现状图进行调查"

? 太行山地区河谷空间分异规律分析

?;- 太行山地区河谷的纵向分异性

?;-;- 河谷的纵向梯度变化 河流在纵向上是一个贯穿于多种景观的线状连续体"从各个支流的源头到

汇入干流的汇入口!以及到干流的入海口!一级一级呈梯度变化!随着河流等级的这种变化!无论是河流两

侧的地貌,岩性,土壤,植被!还是河岸附近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格局!甚至是河流内的各种生物0包括水

生生物和陆地生物1及河流的各种属性0河床物质,水流特性等1也随之而呈等级式的梯度变化#(4%)/’"水流

是联接河流上下游的纽带!太行山地区的众多河流受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流量急剧减少!许多已经变成

季节性河流"本次调查的阜平县 $条河流河道内都有常年流水!上下游水流宽度变化在 (%($7不等!元氏

县的 )条河流为季节性河流"虽然各河流之间略有不同!但从河谷土地的实际利用情况和对河流的影响及

依赖程度来看!都具有广泛的共性"这里仅选择阜平县的胭脂河的情况来说明这种变化规律"对于胭脂河!
全河共划分了 8个 (级河段和 )4个 )级河段0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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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胭脂河河谷河段的总体特征

"#$%&! "’&(’#)#(*&)+,*+(,-.)&#(’&,+/0#/1’+)+2&)2#%%&3

河段

45678

河段长度

95:;<8=>
?5678@AB

海拔范围

46:;5=>
6C<D<EF5@AB

河谷宽度

GDF<8=>
H6CC5I@AB

河谷

通直度

J<?6D;8<5:
F5;?55=>
H6CC5I

洪水前

河道宽度

K86::5CLDF<8
M5>=?5NOPQ
>C==F@AB

人为干扰

指数R

S:F5T=>
8EA6:

FDU<E?M6:75

河道比例

V?=W=?<D=:
=>

786::5C@XB

河床基质

K86?67<5?DU<D7U
=>?DH5?M5F
UEMU<?6<5

Y ZO[[ \YZZ]NQ[ \[ [PNZ ^ [P[[ [P[

以 大 卵 石 为 主_直 径 在 YA
左 右‘S<DUA6D:CI7=AW=U5F
=>MD;U<=:5U6:F<85D?FDa
6A5<5?U6?56M=E<YA

\ YZb[ NQ[]Q̂[ Z[ [PN̂ Y[ \[Pbb \NPQ

c \\b[ Q̂[] \̂[ cb [PQQ \b \cP̂c bZPb

Z \Y\[ \̂[]Ob[ \[ [PQO \[ OOPZQ ccPb

b c[c[ Ob[]b̂[ Z[ [PQO c[ Z[PN̂ Z\P[

以 大 卵 石 为 主_直 径 Q[7A
左 右_河 沙 含 量 很 少‘S<DU
A6D:CI 7=AW=U5F => MD;
U<=:5U=>FD6A5<5?U6M=E<
Q[7AP d85?5 6?5 6 C5UU
U6:FU

O YZb[ b̂[]bb[ Yb[ [PNN \b Q̂PcY YNPb

^ ^̂[ bb[]bcQ \[[ [PN̂ c[ N\Pb[ \\PN

Q Ybb[ bcQ]bYb Y[[ [PNZ c[ ObP̂c \[PO

N YN[[ bYb]ZQ[ Yb[ [PQ\ \[ ÔPc[ YNPQ

Y[ Y[b[ ZQ[]Ẑ[ c\[ [PQY c[ Q[P[[ YQPc

YY \Z[[ Ẑ[]Z\[ \[[ [PQc c[ ^̂POZ ŶPc

Y\ \Zb[ Z\[]cNb Y\[ [PNQ c[ OQP[N \\PO

Yc cNb[ cNb]cb[ Q[ [PbZ \b O\PON ccPc

以中型卵石为主_直径\[]
b[7A 之 间‘S<DUA6D:CI
7=AW=U5F => ADFFC5aUDe5
W5MMC5U6:F<85D?FD6A5<5?U
6?5 M5<L55: \[7A 6:F
b[7A

YZ YZ[[ cb[]cZ[ \b[ [PQ\ c[ Q\PY[ Y\PQ

Yb YNQ[ cZ[]c\[ \O[ [PN[ \[ Q̂P\N YYPY

YO YQY[ c\[]c[Z b[[ [PNN c[ NYPQY NP[

Ŷ \\c[ c[Z]\N[ Z[[ YP[[ c[ N̂PNc QPN

YQ \[\[ \N[]\̂O [̂[ YP[[ [̂ QQPZN P̂b

YN YQc[ \̂O]\OZ b[[ YP[[ Yb[ bQP̂Y \cPN

\[ Z[Q[ \OZ]\Zb Zb[ [PNc Yb[ bYPN[ ccPZ

以 河 沙f小 砾 石 为 主_直 径

\[7A左 右 的 卵 石 也 有 较

多分布_在整个河段内变化

都 不 大_比 较 均 一@可 能 与

大 型 卵 石 多 数 被 用 于 居 民

建筑和垒筑田埂有关B‘S<DU
A6D:CI7=AW=U5F=>U6:FU
6:FUA6CCW5MMC5UPd85?5
6?5A6:IW5MMC5UL8D78FDa
6A5<5?U6?56M=E<\[7AP
d85786:;5U=>A6<?DT6?5
:=<=MHD=EU@d8DUDU?5C6<5F
<=<86<MD;U<=:5U86H5M55:
EU5F<=MEDCF8=EU5=?>D5CF
?DF;5B

\Y Zb\[ \Zb]\\b b[[ [P̂b YQ[ b[PcZ cYP[

\\ cOZ[ \\b]\[N Qb[ YP[[ \[[ OYP̂Q \\PY

河床以沙为主_小卵石和砾

石 的 含 量 明 显 减 少‘S<DU
7=AW=U5F=>U6:FU_L8DC5
<856A=E:<U=>UA6CCW5Fa
FC56:F;?6H5CF57?56U5=Ma
HD=EUCI

\c Ob[[ \[N]YQO b̂[ YP[[ \[[ cYPbY YQPY

以 细 沙 为 主_含 少 量 淤 积

土‘S<DUA6D:CI7=AW=U5F=>
>D:5aUDe5U6:FU6:F6CD<<C5
U5FDA5:<6?IU=DC

R人为干扰指数gg农田与村庄的面积之和与河谷面积的百分比‘

cccYQ期 王 成等h河北太行山区河谷土地空间分异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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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香炉石河段!第 "河段# 从胭脂河的发源地%%百草坨&到香炉石村&河谷长 ’())*&宽度

在+)*左右&河道宽度 ,-")*.这一段海拔在 /0)*以上&山高坡陡&河谷多呈1字型.两侧山坡上为大片

天然林&植被盖度大.河床以巨型卵石为主&河岸为自然的土石&生长着以青杨2桦木为主的阔叶林&河道内

基本没有农田&保持着自然风貌.这一河段仅划分为 "个 +级河段.

!+#香炉石$口上村河段!第 +河段# 河谷全长 00,)*&宽度 +)-’)*&河道宽 ")-+)*&海拔 ,3)-

/0)*&河两侧山坡植被生长良好.河床以大型卵石为主&河谷多呈 1字型.河道两侧的河岸上也有小块农

田出现.有多条 "2+级支流先后汇入.河岸多为斜坡状的自然山体.这一段根据河谷宽度及土地利用情况

的不同又划分为 ’个 +级河段.

!4#口上村$大岸底河段!第 4河段# 这一段河谷蜿蜒曲折&河道深切&地势变化比较大&有多条 "2+
级支流汇入.河谷长 ",,+)*&宽度 0)-4))*&而河道宽度一般只有 ")-+)*.海拔 4,)-,3)*&河谷也基

本上呈陡峭的1字型.山坡上植被生长良好.河岸基本上为自然山体&但有许多农田紧靠河岸分布&大多是

用河道内的卵石垒成台田状&形成了比较陡峭的半人工垂直河岸.河床以中型卵石为主&直径在 +)-,)5*
之间.河岸上一般都有树木生长.这一段又可分为 0个 +级河段.

!’#大岸底$石猴大桥河段!第四河段# 先后有 4条 4级支流汇入主河道&河谷开始变得开阔&地势

相对平缓&农田也急剧增多.河谷长 ",4,)*&宽度 +,)-,))*&河道宽 +)-",)*.海拔高度为 +’,-4,)*.
两侧山坡上的植被明显退化&以散生的刺槐和荆条等灌木为主.河床物质变化不大&以粗河沙为主&散布有

直径 +)5*的卵石和砾石&比较平坦.河床中原有的卵石大多被用于垒砌河岸和田坎&从而使河床物质变得

较为均一.河左岸基本上以人工垒的石墙为主&而右岸是自然山体.河岸林很少&以散生的杨树为主&在村

庄和桥梁附近大多有片林分布.这一段又分成 3个 +级河段.

!,#石 猴 大 桥$北 果 园 大 桥 河 段!第 ,河 段# 河 段 全 长 0"()*&河 谷 宽 ,))-0,)*.河 道 宽 "0)-

+))*&河床基质以沙为主&海拔 +)/-+’,*&河谷进一步加宽&河谷内地势比较平坦&两侧山体坡度平缓.河

岸以人工垒石和沙堤为主&河两岸都有保存较好的林带&但都与农田混交.河漫滩有很大一部分被利用为

农田&种植的作物有红薯2玉米和小麦等.河谷两侧山体的植被以灌木为主&在支沟的沟道内有枣树分布&
但植被的整体状况明显不如上一个河段.这个河段又可以分成 +个 +级河段.

!(#北果园大桥$王快水库河段!第 (河段# 这一河段是王快水库的库前区&河谷宽阔而平坦&有成

片芦苇分布.河谷全长为 (,))*&宽度为 3,)*&海拔 "0(-+)/*.河岸基本上为两侧的山体&仅在开始一段

为人工沙堤和垒石岸.河道宽度为 +))*&河床以细沙为主&河两岸有散生的杨树.两侧山坡及支沟内分布

着多个村庄&山坡植被很少&在沟道内有枣园.水库前的大片滩涂被开发为临时农田.
胭脂河河谷特征纵向变化总的趋势是6随着河流从源头向下游方向的逐步延伸&河床基质的粒级组成

不断降低&河谷地势趋于平缓&河谷宽度呈等级逐渐加宽&变化的位置一般是支流汇入2河流转弯的地方7
河谷内侵蚀作 用 逐 渐 减 弱 而 堆 积 作 用 不 断 增 强&人 为 利 用 土 地 面 积 比 例 不 断 增 大&全 河 人 为 干 扰 指 数 为

,,8’09&保留河道比例为 +)8009.从其它 (条河流主流河谷特征的变化来看&除了受地形2地貌等因素的

影响以外&基本上也表现出这种总体的变化规律.因此&河谷及河谷土地在纵向的空间分异性十分明显&在

太行山地区的河流中是普遍存在的.

:8;8< 河 谷 的 纵 向 分 异 根 据 以 上 分 析&河 谷 在 纵 向 上 的 变 化 梯 度&主 要 表 现 在 海 拔 不 断 降 低2河 谷 拓

宽2自然景观减少2人为景观增加等方面.据此&可以将河谷在纵向上划分成 ,个部分.

!"#河流源头部分 这部分河床流水的作用为向下侵蚀作用.河谷两侧整个集水区自然植被保存的比

较完好&河道较深&河床比降较大&河水湍急&河床基岩外露.河道内没有农田和村落分布&有的河有河岸林

连续分布.洪水基本在河道内.由于农田和村落基本分布于在河道以外&所以洪水危害较轻.

!+#上中游部分 河谷以向下和侧方侵蚀作用为主&在局部有堆积现象.河谷内自然植被仍然占主体&
河谷仍然比较陡峭&但在河流转弯和支流汇入等较宽阔的局部地段有堆积现象&发育有冲积洪积扇&坡度

在 ,-")度之间&这里多是村落和农田所在地.洪水发生时&可对河道内的小块农田造成毁坏.

!4#河谷中游部分 河谷内侵蚀和堆积过程相当.这部分河谷地形变化较大&经常弯曲.由于河谷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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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两侧水流差别明显!从而造成河流一侧以侵蚀为主!而另一侧则产生堆积"从整个河道来说!则是侵蚀

和堆积交替发生!凡侵蚀强烈处!则侧方为岩石!凡堆积强烈处!则有阶地出现"河床仍然多有基岩外露!河

岸上散生有树木"农田面积增加!人工堆垫和改河造地的现象比较普遍"村庄数量增多!面积也增大"洪水

冲毁了部分人工堆垫的河道地!而且在局部地段还比较突出"

#$%河谷中下游部分 这部分河谷表现出以堆积为主!以侵蚀为附的特点"由于支流汇入多!河谷宽度

增大!河水对河谷地貌的影响以堆积作用为主!河床很少有基岩外露!基本被卵石和河沙所覆盖"河道经过

人工整治变得非常规整!河岸防护林带和堤坝建设比较普遍"河谷中的农田面积急剧增加!河谷中的村庄

面积也进一步增大且分布集中"被洪水淹没和冲毁的农田集中连片!特别是在支流汇入附近通常有大面积

的农田被冲毁!受灾的土地类型也增多!其中林地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河谷下游部分 这部分河谷以堆积过程为主"河谷宽阔平坦!河床以冲积淤积的河沙为主!河漫滩

的面积增多"河谷内的农田面积进一步增多!保留的河道都人工修建了石坝或沙堤!堤坝两侧通常有 ’()
行林带保护"洪水冲毁的面积减少!淹没面积显著增加!并有很大一部分受泥沙淤地的危害"

河谷的这种纵向分异规律!是调整土地利用格局!确定不同管理对策的基础"

*+, 太行山地区河谷的横向分异性

*+,+- 河谷的横向梯度变化 从河谷的横向来看!随着由河道向两侧坡地或山体距离的增加!陆地在土

壤.水分条件.坡度.高度等方面发生连续的梯度变化!而作为这些内在变化的外观体现!无论是自然植被

类型/’0(’1!)23!还是人为土地利用类型!以及洪水的波及范围和影响后果也都随之而呈梯度式变化"

#’%河谷内的土地虽然经过长期的人类活动影响!在景观外貌特征上趋于同质化!但土地属性内在横

向的异质性仍然可以从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配置格局体现出来"在山区或丘陵区!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观特

征 是4随着从河道向山坡的过渡!土地类型表现为季节性河道5河岸林带#连续或间断的%5人工河岸#有

林 带或散生的树%5水浇地#农田或果园%5道 路#两 边 有 林 带%5村 庄#四 周 有 林 带%5坡 地#旱 田 或 水 浇

地%5荒草地或疏林地"而在平原区的河道及其附近的景观则有所不同!典型的表现为4季节性河道#大部

分被利用为农田!间或有砖厂分布%5自然土岸#上面散生有树木%5大片的农田#间或有果园分布%5村庄

及公路#有林带包围其周%"

#)%洪水是河谷内频繁出现的干扰事件!是河谷景观形成和发展主要自然动力/’!’6!))3!对河谷景观要

素的干扰形式也是多样的!并在范围上表现出明显的梯度分异"本次对 6条河流在 71+8洪水前后的水流

宽度.洪水水淹宽度和冲毁宽度变化的调查表明!洪水在河谷内横向的波及范围对于不同的洪灾类型来说

是不一样的"以胭脂河为例!洪水干扰类型和范围是呈带状分布的#见表 )%"
从胭脂河河谷宽度和洪水淹没宽度的变化来看!虽然不同河段的范围不同!而且都表现出从上游向下

游逐渐增加的趋势!但洪水的淹没范围通常不会达及整个河谷!在许多河段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一定宽度的

未受洪水影响的安全地带"这种地带在河流的中游前后河段出现较多!而在源头和下游河段相对较少"洪

水后的河道宽度和洪水前的河道宽度的差异也表现出这种特点"而这种基于洪水干扰波及类型和范围变

化所表现的河谷土地这种横向分异性!在上述河谷纵向上的 &个部分都是普遍存在的"不管是在自然状态

下的河谷内!还是在农田.村镇等人工土地利用类型已经占据河谷景观的主体的河谷内!洪水是不可避免

的干扰事件!仍然是河谷景观的最大扰动因素/’$!))!)03"因此!河谷土地利用规划以及河流的生态恢复!都必

须把洪水作为首要问题来考虑"

*+,+, 河谷的横向分异 根据以上分析!从河谷土地在洪水期的安全性角度出发!沿河道向两侧山体!可

以将河谷土地在纵向上划分成 0条土地利用带"

#’%弹性利用带 是指在平水期没有流水而在洪水期容易淹没并冲毁的河滩地!一般土层极薄!大多

以沙为主!混有少量的淤积土!通常处于河道内"从人工利用的角度看!主要是临时河滩田!也包括部分人

工堆垫的河道地"又可以根据利用的持续时间分成两种4季节性临时利用带#可在春季或秋季利用%和年际

性短期利用带#可在平水年的全年利用%"具体确定方法如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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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胭脂河不同河段 "#$%洪水波及范围调查&’(
)*+,-! ./0-1234*235/567*/4-*66-82-9+:6,5593/9366-7-/27-*8;-13/<=4=12>""#

河段

?@ABC

河谷宽度

DAEE@F
GHIJC

KLLM年调查时的

水道宽度

NCAOO@EGHIJCGC@O
HOP@QJHRAJHSOHOKLLM

LT$M洪水时的

水淹宽度

UESSIGHIJCHOVWRWQJ
LT$M

LT$M洪水前

河道宽度

NCAOO@EGHIJCX@YSZ@
LT$MYESSI

LT$M洪水后

河道宽度

NCAOO@EGHIJCAYJ@Z
LT$MYESSI

K K[ \ K] ^ ^
_ ‘] \ K[ K] K]
\ \[ K[ _[ _[ _[
‘ _] K] _] _] _]
[ ‘] K] \] \] \]
T K[] K[ M] _[ \̂
^ _]] K] ‘] \] \]
M K]] K[ [] \] \]
L K[] K] ‘] _] _]
K] \_] K[ [] \] []
KK _]] K[ [] \] \]
K_ K_] _] ‘[ \] \]
K\ M] K] \] _[ _[
K‘ _[] _] M] \] T]
K[ _T] K] L] _] []
KT []] K] \]] \] ]̂
K̂ ‘]] [ ‘]] \] M]
KM ]̂] K] K]] ]̂ ]̂
KL []] _] ‘[] K[] _]]
_] ‘[] _] ‘[] K[] _]]
_K []] \] ‘M] KM] __]
__ M[] \] T]] _]] _]]
_\ [̂] \] [̂] _]] _]]

弹性利用带 a 冲后河道宽度 b 常年平均水道宽度

c季节性临时利用带 a 平水年最大水道宽度 b 常年平均水道宽度

d年际性短期利用带 a 冲后河道宽度 b 平水年最大水道宽度

式中e冲后河道宽度指洪水过后没有经过人为恢复时的河道宽度f常年平均水道宽度指多年平均的水流宽

度f平水年最大水道宽度指平水年河水流量最大时的水流宽度g

&_(脆弱利用带 是指在洪水期容易淹没淤地但基本不会被冲毁的河岸土地e一般土层较厚e但土壤

中沙粒含量较高e通常处于河岸之上e在空间上主要包括河岸与村庄h道路之间的土地g从人工利用的角度

看e主要是农田h果园等生产性用地e以阶地为主e其中也包括部分人工堆垫的河道地e是河谷内居民维持

生活的主要土地资源g具体确定方法如下i
脆弱利用带 a 洪水淹没宽度 b 冲后河道宽度

&\(稳定利用带 是指在洪水期一般也不会被淹没的土地带e一般土层较厚e主要以坡积物为主e混有

部分淤积土e通常处于河内的坡脚处g从人工利用的角度看e这一地带主要是村庄h农田以及交通用地g主

要是经过平整的阶地e是河谷内居民房屋建筑的主要场所e在景观安全h气候条件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

性g具体确定方法如下i
稳定利用带 a 河谷宽度 b 洪水淹没宽度

根据以上河谷内土地带的计算方法e以阜平县胭 脂 河 LT$M洪 水 的 实 际 情 况 为 例e确 定 了 不 同 河 段 \
类土地带的宽度&见表 \(g

由表 \可知e随着河谷的加宽e胭脂河河谷内 \种土地带的宽度也呈现增加的趋势g对于弹性利用带

来说e虽然宽度变化很大e但在河流的各个河段都是普遍存在的e其中季节性临时利用带的宽度不大e而年

际短期利用带在中下游河段的宽度很大e这是河谷内围绕河道利用而产生人与水争地的主要地带f在河流

的中上游河段稳定利用带的宽度要大于脆弱利用带e而在下游河段以脆弱利用带居多e这种分布格局与河

谷地形的关系很大e同时也受支流汇入h河流转弯等因素的影响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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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河谷和河谷土地在横向和纵向上的这种分异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按照上述方法!可以对太行

山地区的其它河流进行纵向和横向分异特征的解析!对世界上任何一条河流也可以进行这种划分"当然!
以上这种计算是针对太行山地区 #$%&洪水的干扰范围而言的"从暴雨强度和洪峰流量考虑!太行山地区

#$%&暴雨洪水是 ’()一遇!是继本地区 $*%&暴雨洪水后最大的一次"从洪水的波及范围和发生过程看!这

两次洪水极为相似+,-."因此!从河谷内土地利用持续的时间/经济收益以及农民在心理上可承受能力方面

考虑!以本次洪水的波及范围确定土地利用带的空间界线!在实际应用时也是可以接受的"
表 0 胭脂河河谷内不同河段的土地利用带的宽度1234

567890 :;<=>?@86A<BCD9E?A9D?@<;@@9F9A=F96G>9D;AH6AE>;F;I9FI6889J

河 段

KL)MN

弹性利用带 OP)QRSMTQLUVWL
季节性临时利用带

XL)QVW)PRL3YVZ)Z[
TQLUVWL

年际性短期利用带

\WWT)PQNVZR]RLZ3
TQLUVWL

合 计

V̂R)P

脆弱利用带

_Z)‘SPLTQLUVWL
稳定利用带

XR)aPLTQLUVWL

b b%’ b%( ,%’ *%( ’%(
, b%’ -%( ’%’ ’%( ,’%(
* c%’ d’%( ,%’ (%( b(%(
- ’%( (%( ’%( (%( (%(
’ ’%( b(%( b’%( (%( b(%(
$ c%’ c%( b-%’ -%* c(%(
c ’%( b(%( b’%( b(%( b$(%(
& c%’ (%( c%’ ,(%( ’(%(
# ’%( (%( ’%( ,(%( bb(%(
b( ,%’ ,(%( ,,%’ (%( ,c(%(
bb c%’ (%( c%’ ,(%( b’(%(
b, b(%( db(%( (%( b’%( c’%(
b* ’%( ’%( b(%( ’%( ’(%(
b- b(%( ,(%( *(%( ,(%( bc(%(
b’ ’%( *(%( *’%( -(%( bc(%(
b$ ’%( ’(%( ’’%( ,*(%( ,((%(
bc ’%( $(%( $’%( *,(%( (%(
b& ’%( ’(%( ’’%( *(%( $((%(
b# b(%( b$(%( bc(%( ,’(%( ’(%(
,( b(%( b$(%( bc(%( ,’(%( (%(
,b b’%( b$(%( bc’%( ,$(%( ,(%(
,, b’%( b-(%( b’’%( -((%( ,((%(
,* b’%( b-(%( b’’%( ’’(%( (%(

1由于本次野外调查时间是在 b##&年 ’ec月间!太行山地区刚刚进入雨季!因此调查的水道宽度并不是 b##&年胭

脂河最大的水道宽度f同时!考虑到不同河段/不同年代的差异!本文采用调查时水道宽度的 b%’倍作为常年平均水道宽

度!以水道宽度的 ,倍作为平水年最大水道宽度"在实际确定具体河段的水道宽度时可根据当地多年的经验适当修改

之"表中计算的各土地利用带的宽度中!负值和零表示不存在这类土地利用带!而宽度值是整个河谷内这种土地利用带

的宽度!若考虑到河流是分左右岸的特点!取值应该是这个值的二分之一!但实际当中河流并不是正好处于河谷中央!有

时一侧紧靠山体!可利用的土地全部集中在另一侧"因此!在实际应用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下调整"

g 小结与讨论

河流是河谷景观形成的基本动力!而洪水则是对河流及河谷景观影响最为强烈的自然干扰事件!由此

而产生的河谷景观的潜在格局是复杂多样的"在多数地区!河谷本身就是一个镶嵌体!是由叠加在河流各

类因子变化梯度之上的各种镶嵌体构成的一个河谷镶嵌体2h)PPL[3VQ)SMQ4!具有高度的异质性+b."但是!
河谷景观的这种自然属性由于受到人类活动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并导致多数河

流生态系统的退化"因此!人为干扰形成的现实格局与河谷景观的潜在格局存在巨大的差别!河谷内人力

维持的景观外貌和格局通常抹杀了河谷土地内在的空间异质性!是人为的同质化过程"人类对于河流本身

及 近河区景观2KSiLZSWLP)WjQM)YLQ4的影响!不仅割裂了自然干扰系列!降低了河谷生境的空间异质性!切

断了物质/能量/物种交互流动的途径!使河谷生境趋于破碎化!破坏了河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而且降低

了河谷景观抗洪水干扰的能力!加剧了洪水给河谷景观造成的损失+b!b*."因此!对于防洪减灾和河流生态

系统的恢复!不仅要注意河流集水区内坡地的生态建设!还必须在充分认识河谷景观的空间分异规律的基

础上!注意河谷特别是近河区景观格局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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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多数河流生态系统管理的目标主要是针对 "种情况进行#沿着河谷的横向$纵向和垂直三个方

向 跨越一系列尺度的环境梯度的重建%景观要素之间生态联接&’()*)+,(-*()../(0,1,023关系的重建%一些

自然动态准平衡状态的重建45!5"!657!其核心是要保持河流生态系统的生态整体性4"!58!6879从河流生态系统

恢复的范围来看!由于河谷土地及洪泛平原已经长期被人类利用!完全退出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实现9河

谷地区的发展历史说明!保持河流的生态整体性与连续性!是和满足流域内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密切相关

的!靠贫穷维持河流生态环境的稳定难以实现!靠环境退化达到使河谷内居民脱贫也不能长久9同时!洪水

作为河流的一种自然属性!它对于河谷景观的威胁是永远也无法消除的9因此!防洪减灾和河流生态恢复

的关键!是如何确定合理的河谷土地利用策略!特别是要考虑对于洪水的安全问题9
本文根据河谷环境的空间分异性!并结合太行山地区 :;<=洪水在河谷内的成灾范围和分布格局!以

恢复河流生态系统的空间生态联接和保证河谷景观的生态安全为目的!把河谷和河谷土地在纵向上由上

向下划分为 8个部分!即上游侵蚀为主区!上中游侵蚀为主局部堆积区!中游侵蚀和堆积过程相当区!中下

游堆积为主侵蚀为附区!下游堆积为主区%在河谷的横向上由河道向两侧山体依次划分成弹性利用带$脆

弱利用带和稳定利用带 "条土地带9这种划分方法和研究视角!不仅反映了河谷景观异质性的梯度变化规

律!也体现了河谷景观基于洪水干扰影响的空间分异规律9因此!本项研究为基于洪水安全的土地利用调

整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指导太行山区乃至其它地区的洪水灾后重建!加快以林木为主体的河岸植被

带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中国森林生态网络体系建设中河流沿线的绿化工作!从而增强近河区景观抗洪水干

扰的能力!逐步实现退化河流生态系统的恢复!都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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