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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景观动态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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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新祖石河子1̀0团场为研究地区，衬只1982- 1995年景观动态及其原因进行l研究 结果丧明.景观变化I要体

现n以卜方面 首先是景观草质由拼地转变为荒草地 16次.从嵌块体类型着，在绝对面积上.荒草地‘林地和r民汽足增

加的，其余的嵌块体类t均旱现出减少的趋势 第 _从嵌块体的转换过R看.莱地、弃拼地、园地和沙地的转化率最高，均

在ao;_以卜.而筑草地和拼地的转化率均在2}, V,左右。就其原因而言，主要有人工绿洲尾殆过程中非人为主观原因引起

的绿洲地下水高水位区的形成.以及人口g化、粮食单产提高和经济环境变动等

关健词:绿洲景观:功态变化;新摄

The analysis on theoasis landscape dynamics
JIA Bao-Quan-. CI Long-Jun'。REN Yi-Ping' n . Insre(.,e

Sri.....4.76011)
，召rrn- 川0091:2

Ace. Ero(o尸re. S认1叨

Ymjianx 1-i-, ,f Eu}fn}y and (-g-ph,

2001.21(11):1941一 1957.

u! F'.v}.自  y. Chi....血udr.av.d Fo}-rvr-,

(h,ntse dcadenn" of喻heme.〔no. "q， .

Ahstract: Landscape change, or landscape dynamic]，one of the central research topic., in landscape ecolo-

gc. Casts is one of specific landscapes that exist with desert in the arid zone. In China. owes are mainly

distrihuted m the deserts and gobtea between Helanshan Wugiaoliag Mountains and the west frontier of

the country. Although it takes up only 4/o- 环of the total area of the region. over，〔)兀of the popula-

trop and ever 95然social wealthy are concentrated within it. The east, is not only the essence of the r(

gton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ctivity [,it, also artificial disc-bauce fact., at regional scale in and --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landscape dynamics and us driving forces of No. 150 Regimen

of Mosouwan Cultivated Farmland to Shihesi District. Xinjiang Cygi】r Autonomous Region. I.aml-use

traps with the scale of I :25 000 in 1932 and 1996 were used in the study. Furdrenuure. eight patch types

were classified into I) cropland. 2) vegetable land. 3) orchard. 4) forested land. 5) residential site. 6) a

bsndoned cultivated Ian小7) wasted grassland. and 8) sand land.八ccordmg to the influential degree cf

human activities. they also were amalgamated as three patch kinds artificial (1)̂ t5). natural(为~(川，

and semi natural patch (6).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was adopted to complete the trend amJysis cf

landscape patch dynamic.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al variations of landscape dyuattdcs. the regiment was di

vtded into 3 soh-regimts in terms of similarity of natural condi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direction a,

well integrity of administrative unit. They an. southern grain-cotton gray desert soil region, central gram-

cotton-residual bog soil region. and northern gram cotton sheep gray desert soil region. "I be following r

stilts with respect to landscape changes have been drawn: I川andscape matrix was changed from cultvated

land to wasted grassland. 2) of the eight patch types the areas of wasted grassland, forested land. anti res

idcntial site had been increased and other decreased among which sand land. cultivated land, and aban

Boned cultivated land took the dramatic decline. 3) the transuion probabilities of vegetable but小 .ba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0071004,39990190)和巾国科学院资源与生态环境重大研究(KZ951 131-213)资助项月

收格日翔 NM I)'26修订日期:9.01:1-o9-02

作者简介 贾宝全(1969- ).男，陕西洛川人.博士.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于Yix资源环I9 ,绿洲及荒议化研究工作

万方数据



1948 牛 态 学 报 21卷

coned cult,vatcd Ian小 orchard and sand land pstrh., were over 40y. while wasted grassland and cultieat

ed land about 20厂m the pro...... of patch transition. There exist the ddCe.en;ia;hn of suds landscape

changes for the different landscape sub region, of ..search area. SeIC-s;abduy of artificial oa-公;. could be

summar,zed from the pi,enon,ena and driving forces of above mentioned landscape change,丁I,, ,tab,hty

was indicated by the decrease of sand land which was the most sever threat to the ecunontic activ,tics and

daily life of the oasis. and correspondingly the dramatic increase of wasted grassland wh. re was the n,o=;

-lnable element, to the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of the oasis. Its internal mechanisms lied in the forma

,ton of ground water raised zone due tot h, objective oasis management practices. The biggest t卜,,r,,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a,i, comes from the natural elements and influences of ;he other oas s.

Key words:oans; landscape dynamics; Shift- region; Xm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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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动态变化是景观牛态学研究的核亡问题之一。‘e.是指景观结构、功能、空间格局随时间的变化情

况’:通过对景观变化的分析.可以揭示景观演替的机制与规律，找寻人类活动和景观变化的关系.进而

预测景观的未来变化趋势气尸]，最终实现景观的可持续利用门本文选择新疆石河子地区的莫索湾k- 'F I to

团场为研究对象，对其景观动态，原囚，变化趋势等进行探讨:

I 研究地区自然概况

    150团场地处新授准噶尔盆地西南缘，深入古尔块通古特沙漠fi0km.是20世纪51)年代在ri占荒原上

建立起来的现代绿洲:全团总肉积451km'.地势白东南往西北倾斜，地面坡降。74 。年降水量117. -e-no,

潜在燕发1 942mm，年均气温6.1(。

2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的图件为1982年和1995年的1;2.5万土地利用现状图，共有8种嵌块体类型。(I)耕地;

(2)菜地 〔3)园地 ((4)林地 “〕居民点;(6)弃耕地 (7)荒草地 (8，沙地 根据嵌块体受人类影响的程度.

又将其归为3类:人工嵌块体，包括(1)一〔5);自然嵌块体，包括(7),招);华白然嵌块体，仅(6) 个类型

    在进行X观嵌块体变化趋势分析时 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建立转移概率矩阵“ 生。

    为了探讨景观动态的空间差异，将团场自南而北共划分为:南部粮棉灰漠十区〔简称南部IX ).中部粮

棉干青土区(中部区)和北部粮棉羊灰漠七区(北部区)等3个景观亚区「”

3 结果与讨论

3. 1 景观的总体变化

    从表1可以发现,荒草地、林地和居民点3类嵌块体的面积是增加的，其，}，以m草地变化最人，共增加

了5 501. 94h_';地区分布r. ,以南部区增加最多 增加的直接动因是绿洲区地「水位的11高 该地在A. n

垦之前是以梭梭、自梭梭、琵琶柴、假木贼为主的固定、半固定荒漠，当地100--150mi,:的降水完全可以满

足这些荒漠植物的生存需求，故以草甸为代表的隐域性植被不发育。人工绿洲的崛起与扩钱则完全改变了

其原始的荒凉向貌 研究指出[[.2，位于荒漠地区河流下游的绿洲，在未开采地下水时，绿洲灌溉水人渗补给

地下水，形成了以绿洲为中心的地下水高水位区。监测结果表明 该区20世纪50年代地下水位埋深1u-

12m.60年代8-I0..80年代7-- 9m ,现仍以侮年0. 04n、的速度上升 地下水位的上升为依赖地下水牛存

的荒草地草甸隐域植被的发育创造了条件 由于由147,148,149,150等4个团场组成的莫索湾垦区自南件

北延伸 地表水与地下水也沿此方向从南往北流动，因此，南部区受水资源的影响最人，故而荒草地血积也

增加最多

    居民点面积的增加与人n的增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开始注重牛活质量的改

善。林地增加则是由该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资源现状所决定的.该团深人荒漠达s。余公里.无天然林木叮

供利用。居民建筑及牛活用材完全依赖于两方面. 是位于渠、路上的防护林;另一方而则卞要靠在绿泌内

栽植片林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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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团场及各餐观区各嵌块体面积变化(U,m'1

fable 1  the change of patch types in 150 regiment and different so卜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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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卜述3类面积呈增加趋势的嵌块体外，其余嵌块体均呈现减少趋势 其中以沙地、耕地、弃耕地面积

减少最多

    沙地面积的减少与荒草地面积增加是相对应的。150团场内部 随着地下水位的F升 以及农阴排水等

导致的局部地段水分状况的改善，完全改变了沙地的自然状况，使得部分距农田较近的抄地演化为荒草

地 同时开荒造田、拉沙改土也使 部分沙地演化成了农田 另外在沙丘仁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也是其面积

减少的因素之-

    耕地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人口的减少，减轻了耕地资源的压力 由图卫可以看出，亥

团人n从1978年的2. 8万高峰以后，一直处于下降的发展趋势 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基本维持在2

万左右 其次是粮食单产的提高‘图I),1959年时，仅1 9508即ht,t' , SO年代后期以来.粮食单产基本保持在

10ookglhm=以卜的水平。第3个原因是水资源总皇的限制 由于150团地处灌区最下游 每年的春季农业

都存在着 一定的用水缺口。因而农林、农牧等存在着很大的用水矛盾，本区地下水埋深义大，开采、利用都

有 定难度 故彻底解决这一矛后的唯一途径就是减少耕地面积 人日的减少与单产的提高 使tS这种可

能性成为了现实

                                                      弃耕地大都位于绿洲边缘.其拼作层沙性较强 庄

:}土
银食单产Gain yield (,1000kgthi, })
人[7 Population万人)一一六

图1  151,团场)l ii与粮食单产变化

厂tg. 1  Changes of population and gram vAd iu

)三n [,,meal

于在开垦时没有计划 开垦后因无水或土质较差面弃

耕 弃耕之后便朝不同的方向演化，一类演化为沙地

(转移概率东2% 下同),{9大劣数因靠近绿洲的缘故.

受绿洲水文影响较大，结果朗荒草地方向弯化

(66 .1jo)另外也有相当一部分 在弃拼数(Y之后又被

重新垦殖(25.79 0 _再有一部分被林业利用而成为林

地(0.36 Y)

    园地与菜地是最具有市场潜力的两种上地利用类

塑 它们的NAR少与国家大的经济环境变动密切相关 :0

嗽纪80年代初尚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市场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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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故以连队为基本单元.常安刹卜一定数量的菜地与园地 以解决职1的吃菜、吃果间题 进入20世纪90

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J.L"行.以及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使得这两种上地类}12首先受到冲击〕

该团地处灌区最下游，团场内部的市场需求很小，加之其即离较大城市 一 石柯子的距离又远，因此.1.10

团场本身是市场条件下的辐射区 可以说 菜地与园地的减小，是市场经济规律下’‘种不如买”的最好明证

同时.随着新疆棉花、甜菜荃地等的相继确、).也为团场经济发展提供r另外的选择途径

3】2 景现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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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8之、1995年嵌块体面积、比例表

Table 2  Areas and proportions of patches

                in 1982 and 1995

1982年 19q二年

,F 8Lem= (51 $!(ahma
比例

pcrcen
17hi F:!h,o2

  比例

  c ;=o )

p亡IC七U几

川
川
01
脚
脚
侧

菜地V,g,,,日e land      2引.6 .〕8

袂地Cro日and “岁川3 朽 6

园地0rcha,d                 140.03 1).4

林地Fureaed land           32. 23 0. 1

居民点R-d,nual.i,,      7朽.” 2. 1

弃拼地Abandoned land   1456. 84 4. 7

荒草地W,,,red g.... la,记6589.8 21.2

沙地 Sand land          7740. 77 24. 8

  12走 93

12197-5

      6 Oj

  1113.4I

  917.36

    191.57

12091;121;7:::

按嵌块体廊道一基质模型’来表述.从1982年到

1995年则基质发牛了变化(表2). 1982年耕地面积

占到整个景观区面积的45.6浅，而其余类型1M(块体

面积比例均在 3/n以下，故耕地为名符其实的基质;

]9，5年 拼地占90.1;0.荒草地山38.8少「011此很难

从A积上，A定哪 个是基质 若从连接度上讲 r1样

也很难区分_从动态控制看.由于荒草地基本上可称

之为自然景观要素 而耕地则纯为人工要素，只有分

析弃耕之后的可能变化情况 才能确定控制作R3大

小。在该地区.耕地被弃耕之后朝两个力向演化一

是沙地 一个是荒草地 由于大部分耕地都分布于古

河河道所形成的狭长冲积地带 地势低.有利于水分

的汇聚 因此耕地弃耕之后大部分朝荒草地方向演

变。故从控制作用$A定，1995年荒草地为基质1

3一3 景观变化趋势分析

3.3. 1 整个团场的景观嵌块体变化趋势及其特点 从表3中可以看出，菜地、林地、弃耕地、园地、的转移

概率均在，「)%以卜沙地也达到了44 0/ 荒草地与耕地较低，分别为24%和19. 87A 各类嵌块体主要的转

化方向有2个，一是耕地.二是荒q地

                                  表3 巧。团场各类嵌块体转移矩阵(%)

                        Table 3 The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of patches in 150 reg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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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3还可以看出，在这一转换过积中能够保持50漏以上面积的嵌块体类型仅有4个:耕地、居民点、

荒草地和沙地。dd d,嵌块体在转换过程中具有极大的时空不稳定性.这将对绿洲景观环境的持续性带采 -

定的负面影响 就绿洲内部而言.发生变化较大的嵌块体都是占有比例较小的嵌块休。从经营的角度看.林

地和园地应具有时空上的相对稳定性，才能充分实现其价值 过大、过频的变动 往往会使其失去获得最件

经济与生态效益的时机。弃耕地的变化说明，该区存在着边治理、收复边产生新的弃耕地的事实

3.3. 2 嵌块体变化趋势的区域差异 首先‘从稳定性 卜来看，不论是在那个区，人工嵌块体与自然嵌块体

中的荒草地至少有70 V,以上的面积可以保持其原来状况〔表4)而其中最不稳定的嵌块休当属半自然嵌

块体— 弃耕地，其保持原状的概率均在1.5%以下 弃耕地朝荒草地力向的演化.以南部区和北部区最

大，转移概率分别达到了7.1. 1环和 72. n6%;朝人工嵌块体的演化，转移概率最大的是中部区，为‘d. 4 F

沙地的稳定性程度居于上述两类之间 南、中部区保持概率分别为67. 28兀和54. 81 Y 北部区仅41. 42Y}

    其次 从演化方向来看 不同类型嵌块休有 一定差异 人T嵌块体主要是朝自然嵌块体中的荒草地方

向演化 其转移概率最大为南部区 其次北部区 中部区仅11. 82 ，而在自然嵌块休中，荒草地与沙地的演

化方向有 定差异 荒草地主要方向有二，一是朝人工嵌块体转换 这是主导方向 其转换概率中部区为

13. R4 Yo，北部区和南部区分别为11. 91厂和R. 91火;其另 方向为沙地，其最人发生区域在南、中部仄.转

侈概率分别为8. 1鱿和12. , 。北部Ix仅 1. 44 0/ 对于沙地 其主导的转换方向为荒草地，其中北部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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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为50.32!.南、中部区强度相差小大.分别为30. 38 is和38.01"!0同时 还1.i当看到，无论人上嵌块体

还是白然、半自然嵌块体，只均有一定数量转换为沙地 虽其量值不大.且主要发生于南.'N部景观区 但囚

其牛态环境后果严重 故该问题不容忽视 如若不注意进行改造、治理 极有可能引起该地区环境质量的小

可逆性变化

                                    表3  ISO团场各景观区转移概率矩阵('! 7

      Table 4  The transition probability of different patches in three sub-regions of landscape of 150 reg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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