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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青海沙珠玉沙区英德尔乡和陕西榆林沙区可可盖乡两个典型荒漠化地区两个时期的土地利用和荒漠化数据2
分析了多样性J优势度和均匀度等景观多样性指标在两个地区的变化规律及其指示的景观生态学意义A研究结果表明2
这些指标在两个地区都能够较好地评价荒漠化土地的动态变化规律2对分析荒漠化土地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好的指示意

义A但由于景观基质的影响2上述指标在两个地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变化趋势2即随着荒漠化土地的增加2在沙珠玉沙区

表现为多样性指数增加J优势度指数减小和均匀度指数增大:在榆林沙区则表现为多样性指数减小J优势度指数增加和

均匀度指数减小A
关键词=景观多样性:荒漠化:景观基质:沙珠玉沙区:榆林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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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观生态学中5景观多样性是分析景观要素动态变化的重要指标之一5其在土地利用方面的应用已

很成熟5但在荒漠化地区的应用研究还不多见YNZU[5尤其是对景观基质不同的两个荒漠化地区景观多样性

变化的比较研究5目前还未见报道\本文以青海沙珠玉沙区和陕西榆林沙区为例5阐述了景观基质对景观

多样性变化影响的初步研究成果\

] 研究区自然概况

沙珠玉沙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共和盆地5属高原温带干旱草原气候区5海拔 ŜUNZR̂UO65
年均气温 S_W‘5年均降水量 SWa_R665年蒸发量 NUNa_U665全年大风日数平均 TO_a’5最多可达 QU’5风

向主要为西b西北5平均风速 S_U6c$5最大风速可达 WO6c$\
该区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于沙珠玉河谷区5尤以沙珠玉河南岸为主\主要沙丘类型为新月形沙丘和新

月形沙丘链5沙丘高度一般 RZN̂65在西北风的作用下5沙丘向东南方向移动5年移动速度为 UZ N̂6c#\
榆林沙区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5属温带半干旱季风区5海拔 NSOOZNTOO65年均气温 _̂N‘5年均降水

量 R̂R665年蒸发量 SROO665全年大风日数平均 SW’5最多可达 UU’5风向主要为西北5平均风速 S_̂6c$\
该区荒漠化土地集中分布在长城一线以北地区\主要沙地类型为沙丘地b风蚀滩地和风蚀梁地5其特

点是沙丘地与风蚀滩地b梁地交错分布\

d 研究方法

d_] 研究单元选取

沙珠玉沙区选择青海省共和县英德尔乡作为研究单元L榆林沙区选择陕西省榆林市可可盖乡作为研

究单元\

d_d 景观要素类型划分

根据研究需要5景观要素类型划分采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的一级系统\英德尔乡景观要素类型主要有

耕地b林地b草地b城镇用地b水域b流动沙地b半固定沙地和固定沙地 种̂5以草地作为景观基质L可可盖乡

景观要素类型主要有耕地b林地b流动沙地b半固定沙地和固定沙地 T种5以流动沙地和半固定沙地作为景

观基质\
根据收集到的英德尔乡 NQQW年 Ae卫片5结合地形图5在现地调查的基础上5运用遥感解译技术5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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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沙珠玉沙区英德尔乡景观要素类型数目"面积及所占

比例

#$%&’! ()*%’+, $+’$$-. /’+0’-1$2’34&$-.50$/’

’&’*’-156-76-2.’8’+#39-5:6/

景观要素

;<=>?@<AB
BCBDB=E?

FGGH年 FGIJ年

斑块数目

KLDMBN

面积

OPDQR
SNB<

所占比

例OTR
UBN@B=V
E<WB

斑块

数目

KLDMBN

面积

OPDQR
SNB<

所占比

例OTR
UBN@B=V
E<WB

耕地X J IFYZ[Q \[\ Q QZGQ[H F[J
林地] Y \\QY[J Q[Q Y \\QY[J Q[Q
草地^ FQ F_HH\Y[_ YJ[\ FQ F\_ZJ\[Q JI[I
城镇用地‘ H \YF[G _[Q I QQ_[J _[F
水域a \ QFFH[\ F[H Y FG_Y[Y F[\
流动沙地b Z FH\QQ[H G[H FY JHFJ[I I[I
半固定沙地c Q FHJGH[F G[Z F F_YZ[Z _[Z
固定沙地d Y J\YG[\ I[I F HHZY[_ Q[G
总计e HJ FIQGGQ[_F__[_ IF FIQGQQ[_F__[_

Xf<NDC<=>g] fhNB?Eĝ iN<??C<=>g‘jB?k>B=Ek<C
<NB<ga l<EBNgb mhnk=W?<=>>L=Bgc oBDkVpkqB>?<=>
>L=Bgd fkqB>?<=>>L=Bge rhE<C
表 s 榆林沙区可可盖乡景观要素类型数目"面积及所占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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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块

数目

KLDMBN

面积

OPDQR
SNB<

所占比

例OTR
UBN@B=V
E<WB

耕地X I_ Q\\[F H[_ F\ QYQ[Q H[I
林地] Y \ZJ[J Y[I QY GYF[H FY[I
流动沙地^ FF QZ_G[I HY[I \F QQFH[Q \J[_
半固定沙地‘ Q\ Q_YJ[I \I[I FY ZQJ[H FQ[I
固定沙地a F_ H\Z[_ Z[I \F FYY_[Z QJ[I
总计b F__ IJQY[GF__[_ FFZ IJQY[GF__[_

X f<NDC<=>g] fhNB?Eĝ mhnk=W?<=>>L=Bg‘oBDkVpkqB>
?<=>>L=BgafkqB>?<=>>L=Bgb rhE<C

绘出了 FGGH年的英德尔乡景观要素类型分布图g利
用 FGIJ年 本 区 的 地 形 图,绘 出 了 FGIJ年 景 观 要 素

类型分布图w在此基础上,利用电子求积仪分别在调

绘图上对各个图斑 量 算 两 次,在 允 许 范 围 内 取 平 均

值,并用图幅理论面积进行控制,使图幅各部分之和

与 图 幅 理 论 面 积 之 差 小 于 FxQ__,计 算 出 了 英 德 尔

乡两个时期不同景 观 要 素 类 型 的 斑 块 数 目"面 积 和

所占比例O表 FRw
根 据 收 集 到 的 可 可 盖 乡 FGIJ和 FGG\年 FyI

万航片资料,通过判读解译,勾绘出了可可盖乡两期

的景观要素分布图,并 利 用 软 件 计 算 出 了 两 期 不 同

景观要素的斑块数目"面积和所占比例O表 QRw

sz{ 景观多样性评价指标

景观多样性是指不同景观要素在景观中所占面

积的比例和类型的多少w包括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

数和均匀性指数w

sz{z! 多 样 性 指 数 多 样 性 指 数 反 映 景 观 中 要 素

类 型 的 多 样 性w多 样 性 指 数 采 用 信 息 理 论 的

oP<==h=VlB<=BN指数来表示w其计算公式为|

}~!"
#

$~F
%$ChWQ%$

式 中,} 为 多 样 性 指 数,%$为 要 素 $的 景 观 比 例,&
为要素的种类w

sz{zs 优 势 度 指 数 优 势 度 指 数 是 计 测 景 观 中 一

种 或 几 种 景 观 要 素 支 配 景 观 的 程 度w其 计 算 公 式

为’J(|

)~ }D<q*+
#

$~F
%$ChWQ%$

式 中,)为 优 势 度 指 数,%$为 要 素 $的 景 观 比 例,&
为 要 素 的 种 类,}D<q为 研 究 区 各 类 型 景 观 所 占 比 例

相等时,景观拥有的最大多样性指数w其数学表达式

为|

}D<q~ChWQ&

sz{z{ 均匀度指数 均匀度指数是描述景观中不同景观要素分配的均匀程度w其计算公式为’G(|

,~ }x}D<q

式中,,为均匀度指数,}为修正的 okDA?h=指数|

}~! ChWQ +
#

$~F
O%$R’ (Q

{ 结果与讨论

{z! 多样性指数

从两个地区多样性指数变化看,沙珠玉沙区英德尔乡多样性指数呈增加趋势,榆林沙区可可盖乡多样

性指数却表现为减小趋势O表 \Rw但从荒漠化土地动态变化看,两个地区荒漠化土地都表现为扩展的趋势

O表 F"表 QRw这说明尽管两个地区多样性指数变化是截然相反的,但其指示的景观生态学意义却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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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都揭示出荒漠化土地增加的信息"
研究表明!这与两个地区景观基质的差异有密切的关系"沙珠玉沙区的景观基质是草地!荒漠化土地

呈斑块状分布在草地中"表 #的结果表明!随着荒漠化过程加剧!沙珠玉沙区表现为荒漠化土地斑块数和

面积不断增加!草地面积逐渐减小的趋势"从景观格局变化看!景观基质$草地%面积的减少!其它景观要素

$荒漠化土地%斑块数和面积增加说明景观异质性增大!多样性增加"榆林沙区的景观基质是荒漠化土地

$主要是流动沙地%!当荒漠化过程继续加剧时!荒漠化土地面积进一步增加!其结果使面积较小的荒漠化

土地斑块通过相互连通!形成面积较大的荒漠化土地斑块!造成荒漠化土地斑块数减少$表 &%"从景观格局

变化看!景观基质$荒漠化土地%面积增加!斑块数减少表明景观异质性降低!多样性下降"
从 上 述 分 析 看!随 着 荒 漠 化 过 程 加 剧!对 以 非 荒 漠 化 土 地$草 地’林 地’耕 地%作 为 景 观 基 质 的 景 观 格

局!景观多样性指数呈增加趋势(对以荒漠化土地作为景观基质的景观格局!景观多样性指数呈减小趋势"
表 ) 英德尔 乡 和 可 可 盖 乡 景 观 多 样 性 指 数’优 势 度 指 数

和均匀度指数

*+,-.) */.012.34156! 07819+9:.+90 .2.99.4419

;190.<.3+90=.>.?+1*7@94/1A

指数
英德尔乡

BCDEF<FG

可可盖乡

HFIFJKC

LDEFM #NOP #NNQ #NOP #NNR

多样性指数

SCTFGUCVW
XYNQ #YZQ &YXZ #Y[[

优势度指数

S\]CDKD̂F
&YXZ #YRZ XY&Z XYOO

均匀度指数

_TFDDFUU
XY#Q XYRQ XYP# XYZO

)‘a 优势度指数

从两 个 地 区 优 势 度 指 数 变 化 看!沙 珠 玉 沙 区 英

德尔乡优势度指数 呈 减 小 趋 势!而 榆 林 沙 区 可 可 盖

乡 优势度指数则表现为增加趋势$表 R%"但两个地

区 优 势 度 指 数 变 化 揭 示 的 景 观 生 态 学 意 义 是 一 致

的!即都指示出荒漠化土地扩展的趋势"
与多 样 性 指 数 类 似!优 势 度 指 数 的 这 种 变 化 也

与两个地区的景观基质有关"沙珠玉沙区的景观基

质是草地!其在整个景观起着支配作用!是控制景观

的主要景观要素"但随着荒漠化过程加剧!荒漠化土

地斑块数和面积的增加!草地面积的逐渐减少!草地

对整个景观的控制 能 力 逐 渐 减 弱!荒 漠 化 土 地 对 景

观的影响相对增强$表 #%"从景观格局变化看!草地作为景观基质的优势已呈下降趋势"榆林沙区的景观基

质是荒漠化土地$主要是流动沙地%!同时也是整个景观的支配要素"当荒漠化过程继续加剧时!荒漠化土

地面积进一步增加!荒漠化土地不但仍保持着原来的优势!而且对整个景观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增强"从景

观格局变化看!荒漠化土地作为景观基质的优势正在不断增加"
上 述 分 析 表 明!随 着 荒 漠 化 过 程 加 剧!对 以 非 荒 漠 化 土 地$草 地’林 地’耕 地%作 为 景 观 基 质 的 景 观 格

局!景观优势度指数呈减小趋势(对以荒漠化土地作为景观基质的景观格局!景观优势度指数呈增加趋势"

)‘) 均匀度指数

从两个地区均匀度指数变化看!沙珠玉沙区英德尔乡景观均匀度指数呈增加趋势!而榆林沙区可可盖

乡景观均匀度指数则表现为减小趋势$表 R%"与多样性和优势度指数变化指示的景观生态学意义一致!两

个地区均匀度指数变化也都揭示出荒漠化扩展的信息"
与多样性和优势度指数类似!两个地区均匀度指数的不同变化也与它们的景观基质有关"沙珠玉沙区

的景观基质是草地!它是影响景观变化的主要因素"从表 #的结果可以看出!随着荒漠化过程加剧!荒漠化

土地斑块数和面积的增加!草地面积相应地减少!草地对景观的影响作用逐渐减弱!荒漠化土地控制景观

的能力相应增强"从景观格局变化看!景观基质$草地%面积的减少!荒漠化土地斑块数和面积的增加表明

景观格局逐渐趋向均匀化!景观均匀度增加"榆林沙区的景观基质是荒漠化土地$主要是流动沙地%"当荒

漠化过程继续加剧时!荒漠化土地面积进一步增加!使荒漠化土地对整个景观的影响作用进一步加大"从

景观格局变化看!景观基质$荒漠化土地%面积增加说明景观非均匀化程度继续增加"
从上述分析看!随着荒漠化过程加剧!对于以非荒漠化土地$草地’林地’耕地%作为景观基质的景观格

局!景观均匀度指数呈增加趋势(对于以荒漠化地作为景观基质的景观格局!景观均匀度指数呈减小趋势"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我国荒漠化发生’发展的模式基本上属于沙珠玉沙区和榆林沙区这两种类型"
沙 珠玉沙区类型是指以非荒漠化土地$耕地’林地’草地等%作为景观基质!由于人类不合理活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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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荒漠化土地呈斑块状在景观基质中分布的景观格局!对于这类荒漠化问题"其重点要放在保护上!对非

荒漠化区域"尤其是荒漠化土地与非荒漠化土地交错区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护"杜绝荒漠化发生的一切

不利因素"使之不再产生新的荒漠化土地#同时对荒漠化土地要加大治理力度"使之逆转"减少其成为景观

基质的可能性!
榆林沙区类型是指以荒漠化土地作为景观基质"非荒漠化土地呈斑块状在景观基质中分布的景观格

局!对于这类荒漠化问题"其重点要放在治理上!首先"在对现有植被保护的基础上"要加大治理力度"遏制

荒漠化发展的势头#其次"在遏制的基础上"对局部地区进行重点突破"治理一片"见效一片"增加景观的异

质性和多样性"减少荒漠化土地作为景观基质的优势度和对整个景观的影响!

$ 结论

本文以青海沙珠玉沙区英德尔乡和榆林沙区可可盖乡两个典型荒漠化地区的两期资料为基础"较详

细地论述了 多 样 性 指 数%优 势 度 指 数%均 匀 度 指 数 &个 指 标 在 两 个 地 区 的 不 同 变 化 规 律 和 景 观 生 态 学 意

义!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指标在两个地区都能够较好地评价荒漠化土地的动态变化规律"对分析荒漠化土

地的发展趋势具有较好的指示意义!但由于景观基质的影响"上述指标在两个地区存在着完全不同的变化

趋势"即随着荒漠化土地的增加"在沙珠玉沙区表现为多样性指数增加%优势度指数减小和均匀度指数增

大#在榆林沙区则表现为多样性指数减小%优势度指数增加和均匀度指数减小!
本文研究也表明"在利用多样性%优势度和均匀度等景观指数分析荒漠化土地的动态变化时"一定要

充分考虑景观基质问题"景观基质不同"这些指标所指示的景观生态学意义并不一致!只有正确区分研究

区域的景观基质"才能准确运用景观指数分析荒漠化土地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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