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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人类活动日益加强3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D但目前

更多的工作侧重于研究人为因子3如人口增长C政策变化等因子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3其实土地利用在

宏观尺度上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环境背景3因此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自然环境背景特征对于进

一步探讨土地利用变化的自然驱动力具有重要意义D土壤类型的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将影响土地利用的

空间分布格局和变化过程D本文利用遥感C地理信息系统3通过选取景观格局指标3以于桥水库流域为例3
研究了土地利用与土壤类型空间分布之间的相互关系D结果表明=7#<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弱的土地利用类

型3如有林地C稀疏林地C灌木林地C其他林地和草地3主要分布在淋溶褐土C褐土性土以及棕壤地区:而与

人类活动密切的土地利用类型3如山区旱耕地C丘陵区水田C丘陵区旱耕地和平原区旱耕地主要分布在淋

溶褐土C褐土性土和潮土地区:7!<同类地区土地利用的多样性指数要比土壤的低D并且土地利用和土壤类

型多样性均表现出明显的地形梯度效应3从中低山区C低山丘陵区C丘陵平原区到山间盆地区3土壤多样性

指数从小到大有规律地变化D而土地利用类型多样性变化较为复杂3反映出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格局的影

响较强3而对土壤类型的影响相对较小:7"<随着平均斑块面积的增加3流域多样性指数将呈下降趋势D土

地利用多样性指数与流域总面积之间的相关性较差3但土壤多样性指数与流域总面积表现出的相关性较

好:7><土地利用类型与土壤类型之间3平均斑块面积上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3但在多样性指数之间存在着

较好的相关性D土壤类型丰富多样的地区3土地利用的多样性指数也相对较高D
关键词=土地利用:土壤:空间分布格局:流域尺度: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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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和人地矛盾日趋尖锐0土地利用9覆被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已经成为生态学和地理学界关注的焦点]F̂ _‘a士地利用9土地覆被变化一方面与自然环境演变相关0另一方

面与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强密切有关]b0[‘a作为人类活动集中体现的综合体0土地利用方式和强度在一定程

度 上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干扰的性质和过程0而土地资源E土壤G作为人类活动赖以生存的物

质基础0也为土地利用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基础0它在空间上的分布格局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土地利用的空

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过程]b̂ FJ‘a目前更多的研究重视从人为因素方面探讨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及其驱动

力以及土地利用9覆被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0而从自然环境背景方面探讨各种背景因子的空间分布

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展的工作相对较少]c0FŶ Fb‘a研究土地利用与土壤空间分布格局之间的相互

关系0对于探讨自然因素E如土壤G在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0同时有利于辨识不

同景观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中自然和人为驱动因子的贡献和差异a本文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0通过选取

典型景观分析指标0以于桥水库流域为例0研究了土地利用与土壤类型空间分布之间的相互关系a

d 研究地区概况

于桥水库流域位于蓟运河上游0北纬 MZe_bf̂ NYeJMf与东经 FF[eJbf̂ FFceFJf之间a地跨河北省和天津

市两地0面积 JY_J;$Ja该流域属于温带大陆季风型半湿润气候0年均温度 FYgN̂ FFg_h0多年平均降雨量

为 [Nc$$0主要集中在 [̂ Z月份a流域内地形复杂0海拔 _YY$以上的山地占全流域面积的 JNg_i0其中

北部主要以中低山为主I中部为比较平坦的山间盆地型平原0与南部的丘陵平原之间为一个低缓的中道山

相隔I在研究地区的东南部边缘地带为低山丘陵a研究地区在景观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DEFG北部林草区0
包括长城以北山区和中部中道山区0林草地面积占 bYi^[Yi0是流域中林地j草地最为集中的地区0也是

流域内主要用材林和板栗生产基地a该区耕地面积相对较少0仅分布于山间河谷平原和河流阶地上aEJG南

部农j果j林综合区0长城以南的所有丘陵地区0耕地面积增加0梯田和坡耕地较为集中0主要作物有玉米j
小麦a林业用地中以经济林面积最大0是流域内水果集中产地aEMG中部工农业用地区0主要分布在流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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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盆地和平原区!是农田"居民地"工业"交通集中分布的地区#农田面积较大!多以玉米"小麦"花生"水

稻四大作物为主!是流域中粮"油集中产区!同时也是居民点"工业用地所占比例较高的地区#研究地区土

地利用概况如图 $%所示!表 $显示了于桥水库流域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在各小流域的分布特征#

土地 利 用 类 型 &%’()*+,-./+01 丘 陵 区 水 田 20034%5+(6%078%’(3’59+8.:9388*; 山 区 旱 地 <%3’=6+(6%078%’(3’59+

7.)’5%53’.)*%0+%; 平原区旱地<%3’=6+(6%078%’(3’59+68%5>8%3’; 丘陵区旱地<%3’=6+(6%078%’(3’59+8.:9388*;
有 林 地 ?..(8%’(; 灌 林 地 @90)A8%’(; 稀 林 地 @>%0*+:..(8%’(; 其 他 林 地 B59+0:..(8%’(; 中 覆 盖 度 草 地

C.(+0%5+-./+0%4+40%**8%’(; 低 覆 盖 度 草 地 &.:-./+0%4+40%**8%’(; 水 库 坑 塘 D.’(*%’(0+*+0/.30; 城 镇 用 地

<+*3(+’53%88%’(
土 壤 类 型 @.385E>+*1 水 体 ?%5+0AE(E; 潮 土 F8)/.%G)3-*.38; 棕 壤 H0.:’6.0+*5*.38; 棕 壤 性 土 2’6%’5A0.:’

6.0+*5*.38; 中性粗骨土 I+)50%8*J%8+5.’*.38; 褐土 K3’’%7.’*.38; 潮褐土 F8)/.%G)3--3’’%7.’*.38; 淋溶 褐 土

&+%-93’4-3’’%7.’*.38; 褐 土 性 土 2’6%’5-3’’%7.’*.38; 中 性 石 质 土 I+)50%840%/+8*.38; 石 灰 性 褐 土 &37+

-3’’%7.’*.38; 红粘土 <+(-8%E+E*.38; 钙质粗骨土 K%8-3)7*J%8+5.’*.38; 酸性粗骨土 L-3(*J%8+5.’*.38

图 $ 于桥水库流域主要土地利用与土壤类型空间分布图

F34M$ N3*503A)53.’7%>.6&%’(=)*+,-./+03’O)G3%.0+*+0/.30A%*3’

P%Q土地利用类型图 &%’()*+7%>;PAQ土壤类型图 @.387%>

流域中土壤类型主要有棕壤"褐土和潮土三大类型#并从北向南!从山区向平原呈带状分布#棕壤主要分布

在兴隆县和蓟县的中低山地区!遵化县只有零星分布!在流域内又表现为 R个亚类1山地棕壤!棕壤性土!
生草棕壤和粗骨棕壤#潮土分布在流域的西南部丘陵SS平原地带!海拔较低!地势低洼的地方!属非地带

性土壤!分布面积不大#界于两者之间的是褐土分布区!是流域内最主要的土类!在平原"丘陵和低山均有

分布!表现为淋溶褐土!典型褐土!石灰石褐土和褐土性土等 T个亚类!成土母质较厚!有机质含量高!土壤

通透性好!多为流域内的农业用地P图 $AQ#

U 研究方法

UVW 资料来源

在 分 析 研 究 地 区 土 地 利 用 与 土 壤 类 型 空 间 分 布 之 间 的 相 互 关 系 时!主 要 选 用 资 料 包 括1X &%’(*%5

YC 遥感影像P$ZZ[\$ZZT年Q土地利用类型解译!结合野外调查和其他相关资料!编制$]$̂万土地利用

图;_ ‘̂ 世纪 â 年代全国土壤普查资料!土壤类型图!$]bV[万;c $]‘[万的地形图P$ZâQ#

UVU 研究方法

UVUVW 土地利用遥感影像解译与流域分区 该项研究工作主要借用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编制的 $

]$̂ 万研究地区土地利用遥感影像解译图!结合野外调查资料和近年的相关资料!结合 $]$̂ 万地形图!
编制研究地区 $]$̂ 万土地利用图#为了进一步研究土壤和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

依据不同水系和区域人类活动特点将研究地区划分为 ‘a个小流域P研究单元Q!然后根据不同小流域所处

的 主 要 地 貌 类 型 特 征!将 ‘a个 小 流 域 划 分 为 中 低 山 区"低 山 丘 陵 区"丘 陵 平 原 区 和 山 间 盆 地 区 四 大 类 型

P表 $Q#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小流域土地利用与土壤空间分布的相互关系#

UVUVU 景观格局分析指标 景观分析指标主要选取了以下指标1斑块个数PI>Q"平均斑块面积PD%Q"景观

ZZR‘$‘期 陈利顶等1流域尺度土地利用与土壤类型空间分布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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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指数和相关系数!"#$%&’(在计算景观格局分析指标时)土地利用分类体系主要采用的是中国科学院

遥感应用研究所编制全国土地利用遥感解译图时制定的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土壤分类体系用的是土壤中

的亚类(
表 + 于桥水库各小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及其他基本特征

,-./0+ 1-2345067890:-238;<0:-;;:=.4;058>0-7<54.?@-;0:5<03=2A4B=-8C050:98=:D-;7<E02;

地貌分区

FGHIJKLMN
控制小区

OPQRSGTULNVUI

主要土地利用类型 WGXHYGHIPNUTZ[UN\]^

林地

_KKIYGHI
草地

‘LGNNYGHI
耕地

aGLMYGHI
城镇用地

bLQGHYHGI
其他

cTVULN

人口密度

dK[PYGTXKH
IUHNXTZ

\dULNKHN6eM%̂

fgR# hijhi kj#% #jl" &ji &jlm %nh
fgRh %#ji% lmj"k "hj&h "jmm &j&" m"k

中低山区 fgRn "kj#" mnjnn mlj#i ij"# mjmn i&#
WKIRVXoV fgR"& hj&n #hj%n nj&% &jki mjnk im#
MKPHTGXHN fgR"" lijhl i%jki %j% p &jm" "hl

fgR"% ljl" h"jik ""jln "ji% &j&% il#
fgRl n&jkl mjmm ij"" "j#h &j"m %&#
fgR" n&jlm mjnm ij"# p "jm# %"k
fgR% ikjhh m"jil "kjmi lj%# &j&k il#

低山丘陵区 fgRm lnj"# %%jhl "ijmh mjii &j"k i"k
FKSMKPHTGXH fgR"h k"j%k "hj"h "#jnn %jkl p %nn
GHIVXYYN fgR%h lnj#h %%jih "#jln &j"l p %hi

fgR%# h#jnl "%j&l p p p %%l
fgRk h#jk# %jim mjk &j%" kj&n %"&
fgR"m m"jlh "kjlk i"jll njh &jl" l&h
fgRi "kjnm mkjhh mnjli kjkl p m%m
fgR"i %ijmh #j%i lmjm" "ijhl &j%% lk"

丘陵平原区 fgR"l i%jn% %jmn ilj%h nji" p ihk
FKSVXYYNGHI fgR"k "%j&" &ji #"jm% "ljl" &j#k lh&
JYGT[YGXH fgR"# m"j## p l#j&n ""j&# &j&# ihk

fgR"n &jm% p hljmm "ijml p l&#
fgR%i %ljm" p l&jmh "ljmm hjnh i"njm
fgR%l "ij%m %%jh& mmjl% "&jki "hjh" ih#
fgR%k lhjik hj&m %hji lj&n &j&% mnm
fgR%& m#j% njh% mkjhk "ljnk &j"k nil

山间盆地区 fgR%"q i&jn p ihj#i "&jmk p ll&
rHTULRVXYYN fgR%% ""jk" ljk" #"jn" nj#k "j"" i%%
QGNXHN fgR%m mijhi &j%n ihjnk "ljk" &jm kk#

由于集水控制区\%"̂面积太小)计算的各项指数时可能会出现较大的误差)因此在分析计算时忽略了该流域

s 结果分析与讨论

sj+ 土地利用与土壤的空间分布关系

表 %显示了于桥水库流域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在各种土壤中分布概况)从中可以看出主要土地利用类

型与土壤分布之间的关系(在空间分布上)有林地t稀疏林地和其他林地主要与淋溶褐土t棕壤t褐土性土

分布相重合*而灌木林地分布地区土壤类型较为复杂)主要有褐土性土t淋溶褐土t棕壤t棕壤性土t中性石

质土和钙质粗骨土)反映出灌木林地在空间上分布的广泛性*草地主要分布在淋溶褐土t褐土性土地区)同

时在棕壤t棕壤性土t潮土地区也有分布*山区旱耕地主要分布在淋溶褐土t褐土性土t潮土和棕壤地区)丘

陵区水浇地主 要 分 布 在 潮 土t棕 壤 性 土 和 淋 溶 褐 土 地 区)而 丘 陵 区 旱 耕 地 主 要 分 布 在 淋 溶 褐 土 和 潮 土 地

区)同时在棕壤性土t中性石质土和褐土性土地区也有分布*平原区旱耕地分布的地区主要为淋溶褐土(

sju 平均斑块面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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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于桥水库流域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与土壤的分布关系

"#$%&! "’&(&%#)*+,-’*.-$&)/&&,)’&%#,01-&)2.&-#,0-+*%*,314*#+5&-&(6+*(7#-*,

土壤类型

89:;<=>?@

土地利用类型 ABCDE@?<=>?@FGH

IJKL IJKMN IJKMO IJK> PJ PJK@ P8J PJK9 QJKL QJK; RJKS
棕壤 TS9UCV9S?@<@9:; WXWW YXNZ OWX[\ NXOO NOXY] YXW X̂]O \X̂O
褐土 _:CCBL9C@9:; NX[W
红粘土 ‘?Da;B=?=@9:; YXY\ YXZ YXÔ YX̂[
中性石质土b?E<SB;cSBd?;@9:; YXNZ OXe] YXY[ NXYe NNXZ[ YXe]
棕 壤 性 土 :CVBC<fS9UCV9S?@<
@9:;

NXYZ OOXO OXWe OXO YX[̂ NNXY] YXYW [X\O

潮土 V;Ed9BgB:a@9:; \XN[ \[XYN ZOXY[ ZX]e NX]\ X̂\ OX[̂ ẐXN[
淋 溶 褐 土 A?BaM:Cca:CCBL9C
@9:;

[̂XZ\ ZX\e ŶXN] NYY WOX\ \ZXWZ ÔX]O \]X\[ ẐXY\ eOXNZ ẐX]\

褐土性土 :CVBC<a:CCBL9C@9:;O[XŶ NX\O NX̂\ YX]] [̂X̂O NYXWZ [eXZ YX[Z
石灰性褐土 A:L?a:CCBL9C@9:; NXY]
钙质粗骨土 _B;a:EL@hB;?<9C@9:; X̂\O NXY[
酸性粗骨土 ia:D@hB;?<9C@9:; [X\Z YXê YX][
中性粗骨土 b?E<SB;@hB;?<9C@9:; ZXNN YXOW YXYO YX[e
其他 j<M?S@ YXN] YXW\ YXY\ YXZ] YXÔ OXY\ YXOW
合计 k9<B; NYY NYY NYY NYY NYY NYY NYY NYY NYY NYY

l IJKL 山区旱耕地‘B:CKV?DVBSL;BCD:C<M?L9EC<B:C9E@BS?BmIJKMN 丘陵区水田nSS:cB<?DVBSL;BCD:C<M?;9U

M:;;@mIJKMO 丘 陵 区 旱 耕 地 ‘B:CKV?DVBSL;BCD:C<M?;9UM:;;@m IJK> 平 原 区 旱 耕 地 ‘B:CKV?DVBSL;BCD:C<M?V;B<

>;B:C PJ 有林地P99D;BCDmPJK@ 稀疏林地8>BS@?U99D;BCDmP8J 灌木林地8MSEf;BCDmPJK9 其他林地j<M?S

U99D;BCDmQJKL 中覆盖度草地 o9D?SB<?a9d?SBc?cSB@@;BCDmQJK; 低覆盖度草地 A9Ua9d?SBc?cSB@@;BCDmRJKS 城

镇用地 ‘?@:D?C<:B;;BCD

表 [显示了于桥水库流域土壤和土地利用类型的基本特征及其有 关 指 标 之 间 的 相 关 性p图 O至 图 Z
分别显示了土壤类型和土地利用类型不同格局指数之间的相互关系q

在总体上p土地利用类型的平均斑块面积稍小p而土壤类型的平均斑块面积较大q同时可以看出在地

形 的 转 换 地 带rr 丘 陵 平 原 区p土 地 利 用 和 土 壤 类 型 的 平 均 斑 块 面 积 之 间 差 异 较 为 明 显p前 者 为

N[ZXNMLOp后者为 [YeX[MLOq从四大类型区上比较p土地利用类型的平均斑块面积变化较大p而土壤的平

均斑块面积差异不大q其中山间盆地区p土壤类型的平均斑块面积最小p反映出山间盆地地区p由于地形变

化较大p水文和养分变化过程复杂p导致土壤类型复杂多样p出现了较小的土壤斑块q
对于土地利用类型来说p不同类型区之间平均斑块面积差异明显q在中低山和低山丘陵地区p土地利

用类型的平均斑块面积相对较大p分别达到了 O[]XZMLO和 ÔWX[MLOm丘陵平原和山间盆地 地 区p土 地 利

用类型的平均斑块面积要小得多p分别为 N[ZXNMLO和 NZeX\MLOq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丘陵平原和山间

盆地地区人类活动强度要比中低山和低山丘陵地区大得多q丘陵平原和山间盆地区出现了由人类活动控

制的果园s旱耕地s水田等p斑块较小m而在中低山区和低山丘陵地区p主要为大面积的林地和草地斑块p整

体上平均斑块面积较大q

tXt 多样性指数比较

在多样性方面p土地利用和土壤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p总体上土地利用类型的多样性指数要比土壤

的低q对于土地利用类型来说p不同地貌类型区之间差异较大p其中在中低山区出现了最低的多样性指数p
为 YXZOp山 间 盆 地 区 多 样 性 指 数 最 大p为 YX̂eq低 山 丘 陵 地 区 和 山 间 盆 地 地 区 的 多 样 性 分 别 为 YX̂N和

YX̂ p̂介于中低山区和山间盆地区之间p从中低山区s低山丘陵区s丘陵平原区到山间盆地区p多样性指数

从低到高呈比较明显的地形梯度效应q说明在中低山区p由于地形条件比较一致p土地利用类型简单p主要

为一些大面积的土地利用类型所控制p而在人类活动影响强烈的地区p如丘陵平原地区和山间盆地区p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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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地貌单元复杂多样!人类干扰明显!自然和人为影响的土地利用类型均有分布!因此出现了较高的多样

性指数"
表 # 于桥水库流域土地利用与土壤空间格局分布特征

$%&’(# $)(*)%+%*,(+-.,-*./01/-’%234%235.(.6%,-%’6%,,(+2-2758-%/9(.(+:/-+;%.-2
流域编号与特征

<=>?@A=BCDB@EFG>?=ABH=IB
土地利用类型特征

JH>A>K?=ALB?LKBCDM>NI@B=
土壤类型

JH>A>K?=ALB?LKBCDBCLM

流域

O>?=ABH=I

流域面积

PA=>CD
G>?=ABH=I
QHRST

类型

UVW=B

斑块个数

X>?KH
N@RE=A

平均斑块

面积 Y=>N
W>?KH>A=>
QHRST

多样性指数

ZL[=ABL?V
LNI=\

类型

UVW=B

斑块个数

X>?KH
N@RE=A

平均斑

块面积

Y=>NW>?KH
>A=>QHRST

多样性指数

ZL[=ABL?V
LNI=\

]̂ F_ ‘aSb b Sc Sd‘ec fe‘f b da S_ae‘ fegf
]̂ Fg Sb__ h da d_fec fe‘a h _ _gdef fe‘g
]̂ Fb ‘‘cg h dg Shdef fe_d b dh Sggec fe_f
]̂ Fa S_gh _ da dc_eh fe_h h dd Sc‘eS feh‘
]̂ Fdf cShh h dh Sf‘ed fec_ ‘ g ‘hheh feS‘
]̂ Fdd dcb_d _ cg cg‘e‘ fec‘ df cd ‘‘heb fehh
]̂ FdS cSa‘ h df cSae_ feSa g dd Saae_ fe_f
平均 P[=A>i=_fcf j j Scbe‘ fe‘S j j ch_ef fe_c
]̂ Fd S‘cS ‘ h ‘f_e‘ feSd h ‘ hfbed fe_‘
]̂ FS _cch h cf dggea feh‘ a da Sbfea fehh
]̂ Fc ‘a_h h ‘d dSfea fe‘b b Sd Schef feg‘
]̂ Fdb hhfd b ‘a dc‘eg fegf dc Sh S_cea febf
]̂ FSg d‘ff _ d‘ dffef fe_‘ g a d__e_ feca
]̂ FSb bcb_ h d‘ _abea fe‘g dS cd Sgfe_ feb‘
平均 P[=A>i=‘b_S j j S_hec fe_d j j cffeb fehh
]̂ F‘ db_a h S_ g‘e‘ fehS b dS d_‘ea fega
]̂ Fh _db‘ b dg cf_ef feca a Sb db_ed fegb
]̂ Fdc b‘_b a __ d_ceb fehS dc ca Sdhea feaS
]̂ Fd‘ ddSbS h bg dSaeg fe_S df cf cghed febd
]̂ Fd_ aa‘g h bf dS‘e‘ fehf g S_ cagea fehh
]̂ Fdh acbd b gg dSdeb fe_d df da ‘aceg fega
]̂ Fdg _‘ba h cb d‘‘e‘ fe‘g b dg cSSea fegS
]̂ Fda daSf c dg ddcef feda ‘ h cSfed fecb
]̂ FS‘ S‘ab _ cd bfeh fe_a df a Sgge_ fe_d
]̂ FS_ _Scg b cb dcgeb feg_ df db Sadef fegf
]̂ FSh _b_c df h_ afed fega S_ dh ch_eb fegh
平均 P[=A>i=hdfd j j dc‘ed fe__ j j cfaec fegd
]̂ FSf dddgg a g_ d‘aef fegb dh _f SSce_ febh

]̂ FSdk bfc c _ dhfeh fe‘d h dd gced feh‘
]̂ FSS ddaa‘ g bf d‘aea fe‘‘ dS ‘d SaSe_ feaf
]̂ FSc gah_ df _c d_fec fe_h df S‘ ccdea feg‘
平均 P[=A>i=dfcga j j d‘aeg fe_a j j SbSeh feb‘

k ]̂ FSd未列入计算的项目中

与土地利用多样性一样!从中低山区到低山丘陵地区l丘陵平原区l山间盆地区!土壤的多样性指数也

表现出明显的梯度效应!由小到大!呈规律性变化"说明了土壤发育过程沿着这个地形梯度!从简单到复杂

逐渐变化!土壤类型趋于多样化"在丘陵平原地区和山间盆地地区!由于生态过程受到地貌单元和人类活

动的强烈影响!土壤类型出现了多样性的特征!而在山区由于地貌和环境条件分异较小!土壤类型发育相

对比较简单"

#em 平均斑块面积对多样性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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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分别显示了研究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壤的平均斑块面积与多样性指数之间的相互关系%
总体上可以看出#随着平均斑块面积的增大#土地利用和土壤的多样性指数将会下降%并且土地利用类型

比土壤表现出更为明显的相关性%从表 &的相关系数分析可知#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与平均斑块面积的相

关系数达到了’()*+,#而土壤平均斑块面积与多样性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可见土地利用的

多样性指数与平均斑块面积具有相对较好的相关性%
表 . 土壤与土地利用相关关系比较

/0123. 45563207859:5;<068=59137>339?8@@36397209?A=389?8:3=63B06?89B75=58209?209?A=3

类型 CDEFG
小流域总面积与多样性指数

HID"J"KE"ILM"DEKGNEOPGOQPEKGQDRQSOET
平均斑块面积与多样性指数

UE"SV"DWN"KE"PGOQPEKGQDRQSOET
土地利用类型 X"SOYGE ()&&- ’()*+,
土壤 ZIQJ ()[(( ’()-*,

土壤与土地利用 ZIQJ"SOJ"SOYGE
平均斑块面积 UE"SV"DWN"KE" 多样性指数 \QPEKGQDRQSOET

()&-( ()*[*

图 ! 平均斑块面积与多样性指数之间的关系

]Q̂_! HNEKEJ"DQISGNQV$EDMEESFE"SV"DWNGQ‘E"SOOQPEKGQDRQSOET

a"b土地利用类型 X"SOYGEDRVEGca$b土壤类型 ZIQJDRVEG

d)e 流域面积与多样性指数的关系

图 f显示了流域总面积与多样性指数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流域总面积分析#土地利用类型与多样性指

数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表明土地利用的多样性指数并不会因为流域面积的增加而增大#二者之间的

相关系数仅为 ()&&-%但对土壤类型来说#随着流域面积的增大#多样性指数存在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二

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 ()[(#说明土壤类型的变化和多样性特征受到流域面积的较大影响%因此#在中

大尺度上研究土地利用格局特征时#可以忽略区域面积对格局特征的影响#但在研究土壤格局的空间分布

特征时#必须考虑面积大小对它的影响%

d)g 土地利用与土壤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图 &"#图 &$分别显示了研究地区土地利用与土壤之间平均斑块面积h多样性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在平

均斑块面积方面#土地利用类型与土壤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 ()&-(c而二者

之间的多样性指数具有较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 ()*[*%说明土壤斑块面积的大小对土地利用斑块的

大小影响不大%这是因为#土壤主要受到自然因素的强烈影响#而土地利用类型除了自然因素影响外#还受

到人类活动的 强 烈 影 响#通 过 人 类 活 动 可 以 改 变 区 域 土 地 利 用 斑 块 的 大 小#但 却 不 能 改 变 土 壤 斑 块 的 大

小%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壤多样性指数呈现出较好的正相关#表明土壤类型丰富多样的地区#为土地利用提

供了多样性的基础#说明土地利用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将受到区域土壤多样性的影响%

. 结语

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不仅受到人类活动的直接驱动#而在较大程度上与区域的环境背景密切相关%土

壤作为人类活动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之一#为人类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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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流域面积与多样性指数之间的关系

"#$%! &’()(*+,#-./’#01(,2((.,’(2+,()/’(3/#4(+.33#5()/#,6#.3(7

8+9土地利用类型 :+.3;/(,60(/<819土壤类型 =-#*,60(/

图 > 土壤与土地利用类型之间平均斑块面积与多样性指数相关性比较

"#$%> ?--)(*+,#-.+.+*6/#/-.@(+.0+,A’+)(++.33#5()/#,6#.3(71(,2((./-#*+.3*+.3;/(,60(/

8+9平均斑块面积 B(+.0+,A’+)(+<819多样性指数 C#5()/#,6#.3(7

域土地利用的形成和变化D研究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格局与土壤空间分布之间的相互关系E对于探讨自然

因素8如土壤9在土地利用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D本文利用遥感F地理信息系统和景观生态学的方

法E通过选取典型景观分析指标E以于桥水库流域为例E分析了土地利用与土壤空间分布之间的相互性D结

果 表明G8H9受人类活动干扰稍弱的土地利用类型E如有林地F稀疏林地F其他林地 灌 木 林 地F其 他 林 地 草

地E主要分布在淋溶褐土F褐土性土以及棕壤地区<而与人类活动密切的土地利用类型E如山区旱耕地F丘

陵区水田F丘陵区旱耕地和平原区旱耕地主要分布在淋溶褐土F褐土性土和潮土地区D8I9同一类地区总体

上土地利用多样性要比土壤多样性低D同时发现土地利用和土壤类型的多样性具有明显的地形梯度效应E
从中低山区F低山丘陵地区F丘陵平原区到山间盆地区E由小到大有规律地变化D8!9平均斑块面积与多样

性指数具有较好的相关性E随着平均斑块面积的增加E流域多样性指数将呈下降趋势D而流域总面积与多

样性指数之间 的 相 关 性 较 差E但 土 壤 多 样 性 指 数 与 流 域 总 面 积 表 现 出 的 相 关 性 要 比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的 好<

8>9土地利用类型与土壤之间E在平均斑块面积上没有明显的相关性E土壤斑块的面积不会影响土地利用

斑块的大小E但土地利用和土壤多样性指数之间存在较好的相关性E一般认为土壤类型丰富多样的地区E
土地利用的多样性指数也相对较高D

JKLKMKNOKPG

QHR :#ST%&’(A-)(/,;36+)(+-U$*-1+*A’+.$(V0()/0(A,#5(/-U*+.3/A+0(W*+.3A-5()A’+.$(%XYZ[\]̂_‘[abc]
dcecY[EHffgEhi8j9Gjj!kjjl%

QIR m+.+An()mEo-5()/oET+))-/=E]Z[p%&’((UU(A,-U/’-),V,()@ /-A#-V(A-.-@#A+.33(@-$)+0’#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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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1.’!",*-#,-2",’.’.-&*-#*#",.-/*+"!
)-%#,"*#-%&+",+1)’#,34+%"$-.56789:;7<=>;?@?AB3CDDE3FGHIJKILIM5

NEO P%QR3S1’#TU3V"WV5X)/"+,-Y!"#$Z%&’+1"#0’-#’+-Z’#[*.-#)’#,"!*&&%’&*#!-’&&1*!!(".’"3\;]7
=̂?A_7<‘a=ba8a;73Iccc3deHEJKCfILCf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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