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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遥感技术与+,-技术的支持下3对中国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子进行了分析E首先通过 6p

6$万中国土地利用数据库经过分层提取3生成中国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格局数据库3在此基础上对中国

土地利用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9而后在引入景观多样性指数D优势度指数D均匀度指数D破碎度指数的基础

上3对中国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进行了定量分析E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土地利用景观多样性指数D优势度指

数D均匀度指数D破碎度指数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规律性;随着人类活动的逐渐增强3景观的多样性指数

逐渐增加3优势度指数逐渐减少3破碎度指数逐渐增加9而当人类已经彻底改变自然景观3多样性指数则逐

渐减少3优势度指数增加3而破碎度指数逐渐减少E同时3针对中国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及其生态背景的特

点3选择北纬 #$qD!8q和 !#q三条样带3东经 6$8q和 66#q两条样带3对中国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因 子 进 行 了

分析E
关键词;+,-技术9土地利用9景观格局9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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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是自然基础上的人类活动的直接反映+土地利用特征具有显著的空间特点和时间特点+通过

遥感获取的时间序列信息+为恢复重现土地利用的空间信息和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TIUV景

观生态学是地理学W生态学及系统论W控制论等多学科交叉W渗透而形成的一门新的综合学科TNUV景观生态

学的迅速发展+为综合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全面开展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并已在国土

整治W资源开发W土地利用W自然保护W区域规划W环境整治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V因此+本文在遥感技术

与 XYZ技术的支持下+通过引入景观生态学因子+对中国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的景观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

子进行了分析+为更好的研究土地利用[土地覆盖时空演变规律+为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依据V

\ 数据获取

所使用的数据集来自中国资源环境数据库+主要有中国 NJ世纪 KJ年代末期土地利用的 I]IJ万的土

地利用数据W全国生态背景数据M温度W降雨W地形地貌O以及中国分县行政界限数据等V土地利用数据是通

过对 <̂_‘Z<aab 图像进行人工目视解译得到的M见中国资源环境数据库的数据采集部分OV判读前首

先进行 ab图像的几何纠正与辐射纠正+而后进行图像的镶嵌W整饰V判读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地形地貌图

等辅助数据+并进行了实地勘察V根据中国c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d和土地的用途W经营特点W利用方

式和覆盖特征等因素作为土地利用的分类依据+区分差异性+归纳共同性+从高级到低级逐级划分+将土地

利用类型分耕地W林地W草地W水域W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和未利用土地共 Q个一级类型和 NQ个二级类型V
以上土地利用数据与行政界限数据均被统一到统一的坐标系和投影下V所采用的投影为等面积割圆

锥投影+并采用中国统一的中央经线和双标准纬线+中央经线为东经 IJef+双标准纬线分别为北纬 Nef和北

纬 Pgf+所采用的椭球体为 hi<ZjkZhl椭球体V在 <%4[Y):-软件环境下+二期土地利用数据均被统一栅

格化成 IJJ.mIJJ.的 XiY‘数据V

n 中国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分布特征

中国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分布特征的研究是基于前面生成的 IJJ.土地利用栅格数据库的基础上+按照

刘纪远先生提出的 I2.数据通用研究平台设计思想TLU+在 <%4[Y):-软件支持下+按土地利用分类信息对

土地利用栅格数据库进行分层提取+分别生成全国耕地W林地W草地W水域W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I2.栅格

数据+其中每一栅格像元代表了该种土地利用类型在整个土地利用类型所占百分比的高低V
彩图oM见刊后彩图O为 NJ世纪 KJ年代末期中国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格局V从中可以看出G耕地主要分

布于中国东部地区+以大兴安龄=张家口=榆林=兰州=藏东南边缘为界+其东南部占中国土地总面积的 Pep+
而耕地却占总面积的 RR5Qp+而西北部虽占中国土地总面积的 Pep+而耕地仅占 II5Qp+从而使中国农业

形成了农W牧两大作业区域V从耕地所处的生态环境背景来看+耕地主要分布在温度等级的中温带W暖温

带W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地区H在不同降雨带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 PJJ..等降水线以东的地区+即半湿润

和湿润区+PJJ..等降水线以西的半干旱和干旱区H从地势上看+耕地主要分布于中国东部第 L级阶梯上+
在第 N级阶梯上只有四川盆地W黄土高原区W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绿洲区分布比较集中+而在第一级地势

上只有零星分布V中国林地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的大小兴安岭区与南方山地丘陵区V从温度带来看+林地

大部分分布在中温带W寒温带等地区H从降雨带来看+主要分布于半湿润区和湿润区+从地势上主要分布于

山地与丘陵区V草地的基本空间格局以分布于中国中西部为多+而在东部分布相对较稀少V从温度带与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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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带来讲!草地主要分布于寒温带与中温带!降雨带的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即大致在大兴安岭"阴山"吕梁山

"横断山一线以西地区#从地势地貌上则主要分布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天山山脉与塔里木盆

地等周围地区#从遥感影像上解译的水域主要包括天然陆地水域和水利设施用地!如河流$湖泊$水库$海

涂$滩地以及冰川和永久积雪地等#我国水资源数量比较丰富!其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但分布比较

分散#建设用地主要包括城镇农村居民用地$工矿用地等#由于建设用地是直接供人们使用的土地!因而与

人口的空间分布密切相关!也与耕地的分布趋势一致#所以中国建设用地的总体分布格局为)建设用地主

要分布于暖温带$北亚热带和中温带地区*降雨带的湿润$半湿润地区!而在干旱$半干旱区分布稀少*从地

势上来看主要分布在地势的 +级阶梯上!包括沿海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等地区!西部的四川盆地$关中盆地与河套平原$河西走廊等地区#未利用地主要指目前还未利

用的土地和难利用的土地!包括沙地$戈壁$盐碱地$沼泽地和裸土$裸岩地等#未利用地的空间分布格局)
主要分布于温带和暖温带荒漠区和青藏高寒地区!这些地区由于置身于欧亚大陆中心!四周离海洋均极为

遥远!又为一系列高山高原所环绕!湿润的海洋气流很难进入!因此!其主要自然特色是气候极为干旱!景

观以各种类型的温带与暖温带荒漠为主!特别是流沙茫茫的沙漠和砾石累累的戈壁#沙漠主要分布在北方

干旱$半干旱地带!包括最大的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沙地主要有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

沙地和呼伦贝尔沙地等*戈壁主要分布于西北干旱区!盐碱地分布范围较广!几乎遍 及 淮 河$秦 岭"巴 颜 喀

拉山"念青唐古拉山"冈底斯山"昆仑山以北的大半个中国!而盐碱地分布最广的是西北干旱区!占整个中国

盐碱地面积的 ’,&-.(#

/ 中国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分析

土地利用0土地覆盖是由各种类型的斑块组成!斑块的空间分布称为格局!通过空间格局分析可以把

土地利用0土地覆盖的空间特征与时间过程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可以更好分析土地利用0土地覆盖的时空

演变规律#

/12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计算模型

由于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景观格局的空间结构$功能$变化以及景观规划管理等!为此!景观

生态学家对景观的空间格局定量分析提出了许多不同指标!如景观多样性$均匀度$优势度$聚集度$分离

度$破碎度等指数!为景观空间格局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为了研究中国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同时!
景观指数直接与人类对自然的影响程度习习相关!如通过景观多样性指数和破碎度指数的计算!可以反映

人类对自然景观的影响过程*景观破碎度指数主要反映景观的破碎化程度!也可以定量衡量一种生态系统

中物种的生存能力*多样性指数是反映景观中各类斑块复杂性和变异性的量度!生态学家也认识到!一个

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的大小并不能完全反映该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高低!但对于相似的生态系统!多样性指

数的大小可以反映该生态系统修复功能的强弱!同时研究也显示一个多样性指数较低的生态系统更容易

受到外来物种所侵扰#通过计算各类景观指数!可以定量地了解中国土地利用景观分布的空间格局及人类

影响过程#现选择景观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破碎度指数进行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变分

析!其计算公式与生态涵义见表 3#

/14 计算结果分析

在 567089:;软件空间数据管理与分析功能支持下!根据 %<种土地利用景观类型!通过编制 5=>宏

程序!同时结合大型统计分析软件包 ?@??!实现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景观指数的计算与分析#
彩图A为以行政区县为分析基本单元计算的 %B世纪 .B年代末期中国土地利用景观多样性指数$优

势度指数$均匀度指数和破碎度指数空间分布图#土地利用0土地覆盖景观多样性是土地利用类型多样性

和复杂性的量度!C值的高低反映了土地利用类型的多少以及各类型所占比例的变化#景观优势度指数用

于测度土地利用类型中一种或几种类型支配整个土地利用0覆盖的程度!它与景观的多样性指数近似成反

比!对于景观类型数目相同的地区!C 值越大!其 D值越小#从中国土地利用景观多样性指数和优势度指

数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多样性指数与优势度指数空间分布比较有规律!多样性指数 BE3&BB-的区域集

中 分 布 在 中 国 中 东 部!包 括 北 京$河 北$山 东 部 分 区 域 以 及 河 南$江 苏$安 徽$浙 江 等!地 理 位 置 相 对 集 中!

3,<-期 王思远等)中国土地利用格局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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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景观空间格局特征指标及其生态涵义"#$%&

’()*+! ’,+-.(/0123.4.0-+5(0-+41*1/.4(*6+(0.0/173,+28(3.(*8(33+9017*(0-24(8+
名称 :;<= 计算方法 >=?@AB 生态涵义 CDAEAFGD;E<=;HGHF

IJ斑块面积KLM与斑块周长KNM OPQ软件统计获得
景观空间格局分析基础 R@=;H;ESTGTU;TGDAV
E;HBTD;W=W;??=XH

YJ景观多样性指数KZM
Z[\]

^

_[I
‘_a EAFY‘_

‘_为斑块 _的景观比例$̂ 为斑块种类

反映景观中各类斑块复杂性和变异性的量度

R@=DA<WE=bG?S;HBc;XG;UGEG?SAVE;HBTD;W=
W;?D@=T

dJ景观优势度指数KeM
e[ Z<;bf ]

^

_[I
K‘_MEAFYK‘_M

Z<;b[EAFYK̂ M

反映斑块在景观中占有的地位及其对景观格

局 形 成 和 变 化 的 影 响 R@=T?;?gT;HB
VgHD?GAH AVW;?D@=TGH E;HBTD;W= W;??=XH
D@;HF=

hJ景观均匀度指数KiM
i[ KZjZ<;bMa Ikkl

Z[\ EF"]
^

_[I
K‘_MY&Z<;b[ EFK̂ M

反映景观由少数几个主要景观类型控制的程

度 m=FX==?An@GD@E;HBTD;W=GTDAH?XAEE=BUS
V=nW;?D@=T

#J景观破碎度指数KoM
o[ ]p_j]L_

qp_r景观斑块总个数sqL_r景观总面积

反映景观的破碎化程度 >=;TgX=T?@=UXAt=H
B=FX==AVE;HBTD;W=W;?D@=T

而该区域景观优势度指数相对较大$为 YJYuvwdJYk#x通过分析中国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可以发现$该区域

土地利用景观类型主要由耕地y建设用地组成$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强$耕地与建设用地已经占绝对优势$从

而彻底改变了自然景观而形成了人文景观$土地使用类型相对单一$景观的多样性指数减小$属于人类影

响最强区x多样性指数为 IJkkhwYJkkzy优势度指数为 IJdzdwYJYuv的区域主要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内蒙

古y新疆y青海部分区域以及中国中部较少区域$该区域景观类型主要以草地y沙漠未利用地等自然景观为

主$人口分布稀疏$人类对自然景观的影响很小$故土地利用景观的复杂性较小而一种或几种景观类型的

优势较明显$属于人类影响最弱区x多样性指数为 YJkkzwdJ#Idy优势度指数为 kwIJdzd的区域位于中国

中南部大部分区域以及青海y新疆y内蒙古部分区域$该区域景观类型以林地y耕地y草地以及建设用地为

主$由 于 人 类 活 动 的 逐 渐 增 强$人 类 对 自 然 景 观 的 影 响 逐 渐 加 大$导 致 土 地 破 碎 程 度 增 加$景 观 多 样 性 增

加$属于人类影响渐强区x均匀度指数描述了土地利用不同类型分配的均匀程度$破碎度指数反映了土地

利用j覆盖被分割的破碎程度$它与土地资源保护密切相关x从彩图{的景观均匀度指数和破碎度指数分

布图可以看出r均匀度指数 kwYzJvzz的区域由人类活动影响最强区和人类活动影响最弱区组成$在人类

活动最强区域由于人类的活动已经彻底改变了自然景观而形成相对单一的人文景观$而在人类活动最弱

的区域由于人类干扰很少$自然景观也相对单一$从而均匀度指数相对较低$破碎度指数也相对较低$为 kJ

kk#wk|IIIx均匀度指数 YzJvzzw%YJ#的区域分布较分散$而均匀度指数为 %YJ#wu#J#I%的区域分布相

对集中$主要分布于中国中南部地区以及福建y广东沿海区域$属于人类活动较密集的区域$通过分析最近

Ik;中国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可以发现此区域由于人类干扰逐渐加强$非农建设用地K居民地y工矿用地

与交通用地M增加$占用一些耕地和林地$从而造成耕地与林地减少$土地利用景观的均匀度指数增加$同

时景观破碎度指数增大$为 kJ#dzwkJz#x这一区域$人类活动愈强烈$景观的均匀度指数愈大$土地利用j
覆盖的破碎程度也愈深x

} 基于样带的中国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影响因子分析

}|! 样带选择

样带是指在全球变化或区域环境变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地带和敏感地带x在选取样带时$考虑的主要标

准是典型性y易用性和完备性x我国地域辽阔$从南到北跨越热带y亚热带y温暖带和温带$从东到西包括了

湿润y半湿润y半干旱y干旱地区$形成多种生态系统$具有代表性的有亚热带生态系统y暖温带生态系统y
温带生态系统s自然景观上从东向西为~三级阶梯!分异特色$东部湿润的平原y中部半湿润半干旱的高原y
盆地y西部干旱的沙漠戈壁x故在样带的选择上$针对中国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点$纬向选择温带与暖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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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的北纬 !"#$暖温带与北亚热带过渡的北纬 %&#$北亚热带与南亚热带过渡的北纬 %!#三条样带’经向选

择我国地形二$三级阶梯(中部高原与西部荒漠)交接处的东经 *"&#$一$二级阶梯(东部沿海平原与中部高

原)交接处的东经 **!#两条样带+各样带内’通过土地利用,土地覆盖格局特点的比较研究’来分析土地利

用景观格局的影响因子+土地利用景观类型变量为-耕地覆盖率(.*)’林地覆盖率(.%)’草地覆盖率(./)’
建 设用地覆盖率(.!)’未利用地覆盖率(.0)’由于水域与地域影响因子相关程度较小’故把水域变量排除

在外+综合考虑中国土地利用格局的生态背景’选择影响因子变量为-土地利用程度(1*)’年降雨量(1%)’
年日照时数(1/)’年均温(1!)’"2积温(10)’*"2积温(13)’湿润度(14)’环境综合指数(1&)’高程(15)’
植被指数(1*")’经纬度(1**)+

678 样带分析原理与方法

因子分析是一种用较少的综合变量来表达多个观测变量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基本思想是-若确定一

组变量或观测 数 据’就 可 能 存 在 一 个 变 量 维 数 小 于 原 始 变 量 数 的 子 集’用 此 子 集 基 本 上 可 以 解 释 整 个 问

题+
因子分析的基本方法-

(*)数据标准化 多指标评价’由于各个指标量纲不同’数据缺少可比性’因此’必须将数据标准化’以

使得各个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最常用的标准化方法是正规化处理’即对每个指标的各个样本值 9*’9%’

:’9;做如下变换-

令 <=>
9=? 9@
A ’ (=> *’%’/’:’;)

式中’9@> *
;B

;

=>*
9=’ A> *

;? *B
;

=>*
(9=? 9@)C %’然后’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下一步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由于各个样本值总能分解成 D个成分(即另外的 D个变量)’且 D个成分能确定地预报

D个变量(线形变换)’要寻找的是 D个成分中的 E个成分(DFE)’它包含数据的大部分信息’能解释数据

的大部分方差’而剩下的 D?E个成分对方差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这样找到的 E个成分就是潜在因子或

公因子+其数学模型为-

GHG> GIGJGKGL GMG
式中’I为公因子载荷矩阵NK为公因子载荷向量NH为原变量向量NM为 D?E个成分对数据方差的

影响+由于剩下的 D?E个成分对方差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即 M的影响可以忽略’这时数学模型就变为-

GHG> GIGJGKG
如果 K中的各个变量均为正交’则就变为主因子分析+其数学模型为-

GOG> GPGJGHG
式中’O为主因子向量NP为主因子变换矩阵NH为原变量向量+

67Q 基于样带的影响因子分析

6RQ7S T!"#样带影响因子分析 对 T!"#样带影响因子进行主因子分析’提取前 /个主成分’其累积贡献

率为 4%7/U+同时选取大于 "74的变量作为主因子的解释变量’得到主因子的线性组合表达式为-

K*(第一公因子)V"7&*5.*(耕地覆盖率)L"750*1*(土地利用程度)L"750"1%(年降雨量)?"74"/

1/(年日照时数)L"75341!(年均温)L"7&!514(湿润度)L"7&0/1&(环境综合指数)

K%(第二公因子)V"75!"10("#积温)L"75/!13(*"#积温)

K/(第三公因子)V?"75"*./(草地覆盖率)
可以得出-影响 T!"#样带土地资源空间分布的第一综合影响因子与耕地覆盖率$土地利用程度$年降

雨量$年均温$湿润度与环境综合指数呈正相关’而与年日照时数呈负相关+由于第一公因子主要与自然环

境因素有关’所以可以命名为自然环境因子N第二综合影响因子主要由 "2积温和 *"2积温构成’可以 称

为积温因子’这也说明了除了自然环境因子的控制作用外’积温因子对北纬 !"#样带土地资源空间分布起

着特殊的控制作用N第三综合影响因子主要由草地覆盖率有关’可以称为生物量因子或生态因子+这样’影

/03!期 王思远等-中国土地利用格局及其影响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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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北纬 !"#样带土地资源空间分布的综合因子为自然环境因子$积温因子与生物量因子%

&’(’) *+,#样带影响因子分析 对 *+,#样带影响因子进行主因子分析$提取前 -个主成分$其累积贡献

率为 ./0-1%同时选取大于 "0.的变量作为主因子的解释变量$得到主因子的线性组合表达式为2

345第 一 公 因 子67"0,/8945土 地 利 用 程 度6:"08";9+5年 降 雨 量6<"0,.,9-5年 日 照 时 数6:

"08"89!5年均温6:"08;+9;5"=积温6:"08!,9/54"=积温6:"08+!9.5湿润度6:"0,./9,5环境综合

指数6<"08--985高程6:"08;89445经度6

3+5第二公因子67"0.+;>45耕地覆盖率6<"084!>+5林地覆盖率6

3-5第三公因子67"0.-"94"5植被指数6
这样$影响 *+,#样带土地资源空间分布的第一综合 影 响 因 子 与 土 地 利 用 程 度?年 降 雨 量?年 均 温?积

温?湿润度?环境综合指数以及经度呈正相关$而与年日照时数?高程呈负相关%由于第一公因子主要与自

然综合环境因素有关$为自然环境综合因子@第二综合影响因子与耕地覆盖率呈正相关$与林地覆盖率呈

负相关$可以定它为生态系统公因子@第三综合影响因子主要与植被指数有关$可以称为生物量因子或生

态因子%这样$影响北纬 +,#样带土地资源空间分布的综合因子为自然环境综合因子?与生物量有关的生态

系统公因子和生物量因子%

&’(’( *+!#样带影响因子分析 对 *+!#样带影响因子进行主因子分析$提取前 !个主成分$其累积贡献

率为 ./0!1%同时选取大于 "0.的变量作为主因子的解释变量$得到主因子的线性组合表达式为2

345第 一 公 因 子67"0.+.945土 地 利 用 程 度6:"0,-,9+5年 降 雨 量6<"0./-9-5年 日 照 时 数6:

"0,!49!5年均温6:<"0,./985高程6:"0,-+9445经度6

3+5第二公因子67"0,!->+5林地覆盖率6

3-5第三公因子675无6

3!5第四公因子675无6
可以得出2影响 *+!#样带土地资源空间分布的第一综合影响因子与土地利用程度?年降雨量?年均温?

高程?经度呈正相关$而与年日照时数呈负相关%由于第一公因子主要与自然综合环境因素有关$而经度可

以代表水分?温度从西到东的变化$海拔高程也表示从沿海到内陆的梯度性变化$因此可以认为第一公因

子代表与地势?海陆分布有关的综合因子%第二综合影响因子主要代表了林地覆盖率$可以定它为生态因

子@第三综合影响因子?第四综合影响因子很难确定%这样$影响北纬 +!#样带土地资源空间分布的综合因

子为与自然环境有关的地势综合因子和与生物量有关的生态系统公因子%

&’(’& A4",#样带影响因子分析 对 A4",#样带影响因子进行主因子分析$提取前 -个主成分$其累积贡

献率为 ..041$同时选取大于 "0.的变量作为主因子的解释变量$得到主因子的线性组合表达式为2

345第一公因子67"08./9+5年 降 雨 量6<"084+9-5年 日 照 时 数6:"08/;9!5年 均 温6:"08!,9;

5"=积 温6:"08++9/54"=积 温6:"08!"9.5湿 润 度6<"0,"-9,5环 境 综 合 指 数6<"0,48985高 程6<

"08,-9445经度6

3+5第二公因子67"0,4/>45耕地覆盖率6

3-5第三公因子675无6
可以看出2影响 A4",#样带土地资源空间分布的第一综合影响因子与年降雨量?年均温?积温?湿润度

呈正相关$而与年日照时数?环境综合指数?高程?经度呈负相关%由于第一公因子主要与自然综合环境因

素有关$而纬度可以代表水分?温度从南到北的变化$海拔高程可以表示地形地势的变化$因此可以认为第

一公因子代表与地势?地理位置有关的综合因子%第二综合影响因子主要代表了耕地覆盖率$它表示在这

一经度样带上 耕 地 的 分 布 比 较 均 匀$同 时 也 代 表 了 人 类 活 动 的 影 响 因 子@第 三 综 合 影 响 因 子 意 义 很 难 确

定%这样$影响东经 4",#样带土地资源空间分布的综合因子为与自然环境有关的地势综合因子和与人类活

动有关的综合因子%

&’(’B A44!#样带影响因子分析 对 A44!#样带影响因子进行主因子分析$提取前 +个主成分$其累积贡

献率为 .+0-1$选取大于 "0.的变量作为主因子的解释变量$得到主因子的线性组合表达式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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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公因子$%&’(")*+#年 降 雨 量$,&’()-*.#年 日 照 时 数$/&’00(*-#年 均 温$/&’(11*1

#&2积温$/&’(-+*3#"&2积温$/&’(1+*)#湿润度$,&’(03*""#经度$

!+#第二公因子$%&’0-14"#耕地覆盖率$
可以得出5影响 6""-7样带土地资源空间分布的第一综合影响因子与年降雨量8年均温8积温8湿润度

呈正相关9而与年日照时数8经度呈负相关:表示第一公因子主要与自然综合环境因素有关9而纬度可以代

表地理位置从南到北的变化9因此可以认为第一公因子代表与自然气候要素8地理位置相关的综合因子:
第二综合影响因子主要代表了耕地覆盖率9它表示在这一经度样带上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这样9影响

东经 ""-7样带土地资源空间分布的综合因子为与地理位置有关的自然综合因子和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综合

因子:

< 结束语

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出发9对中国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子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说明5#"$应

用遥感与 =>?技术9通过建立土地利用@土地覆盖时空数据库9可以客观8快速8准确的把握土地利用@覆盖

的 时空演变过程9支持土地利用@覆盖现代过程的研究9进而为整个国家的宏观决策提供支持;#+$从景观

生态学的角度考虑土地利用@覆盖变化9不仅可以反映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自然过程9而且可以更有效地

研 究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驱动因子9从而更好地把握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现代过程;#.$由于中国地域

辽阔9自然资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显著9只有按自然生态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进行土地资源

的空间分区或分带研究9同时充分考虑各类影响因子9在此基础上进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时空建模9才

能从全国尺度上有效把握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驱动因子:

ABCBDBEFB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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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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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X[RVSKXWLZ7O?O8’95y9"(("9<:5"-1.d"-3.O

H"&I oQTX\hOrZ[L]̂ WX[QRbTX]ZUTnRnT[[RVXTX]]K__RVRX[KT[KWXW__VT\KbRRXYKVWXSRX[KXNLbKXnVR_RU[LVRO4(uvw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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