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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土壤发生类型塑造了异质的景观格局，而土壤类型上不同的土地利用实践又对原有景观格局进行重构。研究的目的

是利用景观指数识别重庆岩溶区土壤多样性的景观特征。结果表明：重庆市岩溶区土壤景观多样化和空间异质化程度不高，各

景观分布比例不均匀；土壤景观嵌块体呈现复杂的几何形状，黄壤、石灰土和黄棕壤是主要的土壤类型；除山地草甸土以林地和

草地，棕壤以林地为主要景观外，其余 9 种土壤类型都以耕地和林地为主要景观；农、林用地在重庆岩溶区土壤景观空间格局的

结构和功能中起主导作用；但因各类土壤性质和分布特点的不同，耕地和林地在各类土壤上的分配比例上存在明显差异；人类

活动在诱导耕地嵌块体数急剧增多的同时，居民工矿用地、林地、未利用地嵌块体数目也相应增加；研究可为岩溶区土地利用决

策与调控提供科学依据，加深人们对岩溶区土壤多样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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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景观多样性是生态价值评估所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 = >］。岩溶生态系统土壤作为土壤圈层的一部

分有其特殊性。碳酸盐岩相对于碎屑岩成土速率慢，岩溶生态系统土壤尤其珍贵［?］。岩溶生态系统土壤和

表层岩溶带是岩溶区岩石、大气、水、生物四大圈层的敏感交汇带和生态系统赖以存在的基础［@，A］。而在岩溶

区，土地利用方式与土壤侵蚀、石漠化关系密切［B］。景观特征是自然土壤发育过程和其在外界干扰介入背景

下的外在指示。不同土壤发生类型塑造了异质的景观格局，而土壤类型上不同的土地利用又对原有景观格局

进行重构。岩溶区土壤景观格局正是岩溶区土壤自身演变和外在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A，C］。对岩溶区

土壤景观多样性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从本底上认识岩溶区土壤发育的特点及其所拥有的景观特征，为构建

合适的土地利用方式提供理论支持。

重庆岩溶发育区主要集中于渝东北和渝东南，也是三峡库区的腹地［?］，区内的岩溶土壤景观特征研究具

有典型性。岩溶地区特有的双层地表形态结构使原本由风化较慢的碳酸盐岩发育形成的表层堆积物，在重力

和水的作用下更容易流失［A］。而这一流失不仅使岩溶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失去了根基，而且流失物的积

联累计又会导致下游河库的淤积。三峡工程淹没、城镇和企业迁建以及后期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剧了这一

区域的人地矛盾［<D，<<］。区内居民陡坡开荒，重用轻养，更是在加剧了区内原本严峻的水土侵蚀的同时，带来

了土层长期处于负增长状态［A］。某种意义上，长江黄金水道的畅通和三峡工程的安全运营依靠上游尤其重

庆居民合适的土地利用活动，而认识这一区域内土地利用活动的母体———土壤的多样性特点及其所具有的景

观特征是探寻合适土地利用活动的必要条件。本研究的目的是揭示重庆岩溶区土壤景观多样性特征，以加深

人们对岩溶区土壤多样性的理解。

)* 材料与方法

)& )* 研究区概况

重庆介于 <D?E<AF = <<DE<<FG 和 HBE<DF = IHE<IFJ，国土面积 B& H> 万 86H。碳酸盐岩出露面积 IHDIB&
<>86H，占国土面积的 IB& CK （图 <）。碳酸盐岩面积占其总土地面积 ?DK 以上的区（县）有 C 个，占 IDK 左右

的有 ? 个。石灰岩山地土地资源以石山坡地为主，土壤侵蚀严重，发生逆向演替［<H］。为类似地中海型，具溶

洼—丘峰的侵蚀—溶蚀亚热带裸露岩溶景观。渝东北主要分布的是大于 CDD6 的中山地貌，各时代碳酸盐岩

地层广布，峰丛横生，基岩裸露；渝东南主要分布的是 IDD6 以上，IDD = @DD6、@DD = CDD6 和 CDD6 以上各个高

程区域相间分布的低、中山地貌，岩溶发育，为典型的亚热带岩溶景观；渝中和渝西南部主要分布的是小于

@DD6 呈平行状分布的岭谷、低山丘陵地貌，为 L、2<，H 的碳酸盐岩地层，形成“一山两岭一槽”或“一山三岭两

槽”式的地貌景观。据 <CBI = <CB? 年第 H 次土壤普查资料统计，重庆岩溶区土壤可量算面积 ICDCH& I>86H

（图 H）。黄壤、石灰土和黄棕壤是岩溶区主要土壤类型，且这 I 类土壤在渝东北呈现出连片分布格局，面积相

差不大，共同起着支配地位。在渝东南则呈现出相间分布态势，且黄壤面积大于石灰土与黄棕壤面积，占有明

显优势。

)& +* 研究方法

以重庆 <MID 万土地利用现状图（HDDD）、<M@D 万土壤图（第 H 次土壤普查资料）以及 <DD6 等高距地形图

和原四川省 <M@D 万地质图作为基本分析图件。应用 N5( $ O.4) POQ 软件分别数字化输入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壤

图、地形图和选择性录入重庆地质图，生成矢量数据文件。在 N5(R,’% POQ 软件的支持下，将土壤类型、土地

利用类型和岩溶区岩层、等高线高程等属性数据分别与各类型单元图对应输入到土壤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地

质图和地形图的属性数据库中，生成数字化图。把生成的重庆土地利用图、地质图和土壤图叠加，得到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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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区土壤景观分布图。土地利用景观格局，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划分为 / 类景观嵌块体类型，包括耕地、林

地、园地、未利用地、草地、居民工矿用地、水域。土壤景观多样性特征采用景观空间格局指数标度，包括景观

单元特征指数和景观整体指数［0，12 3 14］。

!" 结果分析

!& #" 区域土壤景观多样性格局

土壤景观多样性、均匀度指数相对都较小，而优势度指数则相对较大（表 1）。这说明，重庆岩溶区土壤景

观的多样化和空间异质化程度不高，各类景观分布比例不均匀，有少数一种或几种景观在整体中占有支配性

地位。棕壤景观的多样性、均匀性程度最低，优势度较大；黄棕壤景观的多样化、均匀化程度次之，优势度最

大；新成土景观的多样化、均匀化程度最大，优势度较低；其余土壤景观的多样化程度按山地草甸土、水稻土、

黄壤、粗骨土、黄褐土、红壤、紫色土、石灰土的顺序依次增加，均匀度都处于 5& 06 3 5& 47 之间，变幅较小。表

明岩溶区土壤景观的均匀化程度相似，而优势度在 5& 81 3 1& 0/ 之间，变幅较大，按山地草甸土、黄褐土、粗骨

土、石灰土、红壤、紫色土、黄壤、水稻土的顺序递增。

土壤景观嵌块体数目从新成土的 28 个到黄壤的 40/9 个，形状指数从山地草甸土的 8& 67 到黄壤的

102: 29，两者的变幅都较大。但两者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新成土（山地草甸土）; 红壤 ; 粗骨土 ; 棕壤 ;
黄褐土 ; 水稻土 ; 黄棕壤 ; 紫色土 ; 石灰土 ; 黄壤（表 1），表明重庆岩溶区土壤景观嵌块体基本随数目的增

加，形状指数增加，对应的嵌块体形状也趋于复杂。而岩溶区土壤景观嵌块体的分维数处于 1& /5 3 1& 86 之

间，其变化趋势与平均斑块大小相反。说明重庆岩溶区土壤景观嵌块体呈现出复杂的几何形状。重庆岩溶区

主要分布于地貌复杂的低、中山区，各类土壤的形成和利用方式受地形的影响，分布具有较强的垂直地带性。

同时，也是人类活动干扰的结果。

土壤景观嵌块体密度值都很小，处在 5& 10 35& // 个·<= >9之间。说明各类土壤单位面积上拥有的景观嵌块

体个数都不算多，土壤景观被分割破碎的程度很低，空间异质性较小（表 1）。边界密度在 1& 86 30& /5<= >1之间，

数值都较小，说明重庆岩溶区土壤景观被边界的分割程度低，也同样反映出各类土壤景观的破碎化程度低，空间

异质性程度低。粗骨土景观的边界密度最大，为 0& /5<= >1，破碎化程度和空间异质性程度最高；棕壤景观最小，

为 1& 86<= >1，破碎化程度和空间异质性程度最低，而黄棕壤次之；其余土壤利用景观的值差别不算太大，破碎化

程度和空间异质性程度居中，与整个岩溶区的破碎化程度和空间异质性程度相近。

土壤景观人工干扰指数不大，但各土壤类型间变幅较大，从棕壤景观的 5& 59 到水稻土景观的 9& 71，并按

棕壤、山地草甸土、黄棕壤、黄褐土、石灰土、黄壤、粗骨土、新成土、紫色土、红壤、水稻土的顺序依次增加。这

一顺序与各类土壤的利用强度顺序相一致，说明人类活动对上述各类土壤景观的改造总体程度不强。但按上

述顺序依次加强，这不仅与各类土壤的养分状况有关，还与各类土壤分布的地势地貌有关。

!& !" 不同土壤景观多样性下的土地利用

重庆岩溶区土壤利用景观除了山地草甸土以林地和草地两类景观嵌块体占优势，棕壤以林地为主要的森

林景观占优势外，其余 8 种土壤类型都是以耕地和林地两类景观嵌块体为主要的优势农业景观和森林景观，

而其它各类土地利用景观嵌块体在土壤景观上的分布均很少，甚至没有（表 9）。但由于各类土壤性质和分布

特点的不同，耕地和林地在各类土壤上的分配比例存在明显差异，粗骨土、黄褐土、黄壤、黄棕壤、山地草甸土、

石灰土和棕壤 / 类土壤景观是以林地景观占优势。黄壤、黄棕壤和石灰土 2 大主要土壤景观都是以林地景观

的面积最大，分别为 47& 98? 、/6& 82? 和 42& 44? ；耕地景观次之，分别为 2/& 67? 、10& 88? 和 27& 59? ；其余

各类景观面积都比较小，在 5& 54? 3 4& 07? 之间。红壤、水稻土和紫色土 2 类土壤景观以耕地景观占优势，

而新成土景观差不多是耕地和林地景观各占一半。反观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在各土壤景观上的分布，可以看

出，耕地及草地在黄壤、黄棕壤和石灰土 2 类土壤上分布的嵌块体数量较多，水稻土和紫色土次之，其余土壤

类型上的嵌块体数目都较少；园地、林地、未利用地和居民工矿用地在黄壤、石灰土和紫色土上分布的嵌块体

数较多，黄棕壤与水稻土次之，其余土壤类型上的嵌块体数目都很少；而水域在黄壤与紫色土上分布多，石灰

1459@ 4 期 @ @ @ 邵景安@ 等：重庆岩溶区土壤景观多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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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水稻土次之，其余几乎没有。

!& "# 区域主要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土壤景观多样性

重庆岩溶区主要土地利用方式下的土壤景观多样性差异较大（图 / 0 1）。从土壤景观构成看，黄壤和石

灰土在耕地、林地、园地和居民工矿用地中所占比例较大，黄棕壤和紫色土所占比例次之，而其它土壤类型所

占比例较小，甚至没有（表 2）。即是说，黄壤、石灰土、黄棕壤和紫色土在所选主要土地利用方式土壤组成中

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所选主要土地利用方式中石灰土大于紫色土，与文献联系起来［32］，石灰土的土地利用方

式是否合理呢？目前的资料可能难做进一步分析。从土壤景观多样性指数看，相对于其它土壤景观，黄壤嵌

块体个数在耕地、林地、园地和居民工矿用地中均是最多，分别达 2414、132、356 个和 3777 个。而这一数值，

石灰土和黄棕壤在耕地中镶嵌 3573 个和 3277 个，紫色土和石灰土在林地中分布 64/ 个和 658 个，紫色土和

石灰土在园地中分别为 4/ 个和 89 个，石灰土和紫色土在居民工矿用地中分别为 859 个和 678 个。土壤景观

形状指数在所选主要土地利用方式下的态势与嵌块数目趋势基本一致，黄壤景观形状指数最大，沿耕地、林

地、园地和居民工矿用地分别为 373& 64、97& 74、38& 21 和 /5& 89，其次是黄棕壤、石灰土和紫色土。土壤景观破

图 /: 主要土地利用下的土壤嵌块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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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主要土地利用下的土壤嵌块形状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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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主要土地利用下的土壤嵌块分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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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主要土地利用下的土壤嵌块破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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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度呈现黄壤景观破碎程度最强，达 /& /0 1 /2 34 5 6& 76 1 /2 37，其次是黄棕壤、石灰土和紫色土。可见，土壤

景观嵌块数目和形状指数与土壤景观类型构成态势接近，土壤景观类型构成和嵌块数目决定景观破碎程度。

图 48 主要土地利用下的土壤嵌块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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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8 主要土地利用下的土壤嵌块边界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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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其它主要土地利用方式，耕地中土壤景观嵌块数目和形状指数较大。而林地和园地中土壤景观嵌

块数目和形状指数呈现相反的态势，进一步分析可知，林地嵌块数目较少，平均嵌块面积较大，形状规则，而园

地则相反。嵌块分离度在园地所镶嵌的土壤景观中最大，同时土壤景观嵌块破碎度在林地中展现较大趋势，

这与不同土壤景观的适宜性以及同一土壤景观介质下人类活动的强度有很大关系。土壤嵌块密度和边界密

度均呈园地 C 居民工矿用地 C 耕地 C 林地依次降低趋势，说明在重庆岩溶山区，园地和居民工矿用地布局分

散，而耕地和林地布局则相对集中连片。

土壤景观多样性差异通常先天性受制于不同土壤特性所决定的主要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土壤景观多

样性主要是由自然力作用的结果，而由自然力塑造的不同土壤特性又在大的环境背景下决定土壤本身的适宜

性。土地利用方式正是土壤的自然适宜性与人类社会经济适宜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自然适宜

性控制着土地利用的基本趋势，而人类社会经济适宜性则仅仅对前者作一修改。重庆岩溶区黄壤、石灰土、黄

棕壤和紫色土在主要土地利用方式中起主导作用，以及它们嵌块数目、形状指数和破碎度相对于其它土壤较

大，正是这些土壤景观类型的适宜性广泛作用的结果，即它们具有多种适宜性。而土壤景观的嵌块密度和边

界密度在主要土地利用方式中的分布就与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有很大关系。如水稻土作为人为土，其主要分

布在地势相对低洼平缓的地区，居民工矿用地和园地中水稻土嵌块密度和边界密度大于耕地。水稻土肥沃的

质地与优越的地势条件而使得村镇扩张和农业结构调整是诱发这一格局出现的主要原因。村镇扩张使得周

围大量优质水田被占用，农业结构调整驱使大量水田由种植大宗作物向经济效益更高的经济林果转变。

!" 结语

在中国，土壤科学正由重视养分循环增加粮食产量向以土壤质量对环境和人类发展的影响为主要研究目

的的转换，土壤的性状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岩溶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生

态环境建设的薄弱区域，面对吃饭、建设与生态保护三者矛盾，往往最易于出现的是为生存或短期的经济行为

所驱使的盲目开垦、不当的利用方式，破坏自然土壤固有的生态学特征和多样性格局，造成各种形式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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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退化甚至濒于消失，尤其是人类的这种行为作用于像重庆岩溶区这样既具有特殊位置，又是重要工程安全营

运保障的区域。分析土壤多样性的景观格局特征，可以从宏观上辨识土壤景观格局的演化，探寻导致这种演

化的背后潜在驱动因素，为环境与资源的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与调控依据。重庆岩溶区土壤多样性的

景观特征分析表明：重庆市岩溶区土壤景观的多样化和空间异质化程度不高，各景观分布比例不均匀；土壤景

观嵌块体呈现复杂的几何形状，黄壤、石灰土和黄棕壤是主要的土壤类型；除山地草甸土以林地和草地，棕壤

以林地为主要景观外，其余 / 种土壤类型都以耕地和林地为主要景观；农、林用地在重庆岩溶区土壤景观空间

格局的结构和功能中起主导作用；但因各类土壤性质和分布特点的不同，耕地和林地在各类土壤上的分配比

例上存在明显差异；人类活动在诱导耕地嵌块体数急剧增多的同时，居民工矿用地、林地、未利用地嵌块体数

目也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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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重庆岩溶区不同土壤多样性的景观格局指数

#$%&’ !" #(’ )*+’, -. &$*+/0$1’ 1$22’3*/ 4*+’3 +)..’3’*2 1’+-+)5’3/)26 )* 7$3/2 $3’$ -. 8(-*9:)*9

土壤类型

!"#$ %&’()

周长

*(+#,(%(+
（-,）

嵌块数目

.")/#0 12,3(+
（’/%04）

平均大小

.(/1 ’/%04
/+(/ （-,5）

嵌块分维数

6+/0%/$
7#,(1)#"1

形状指数

!4/’( #18(9
嵌块密度

7(1)#%&
（’/%04 -, :5）

嵌块边界

密度

;8<( 7(1)#%&
（-, :=）

多样性

7#>(+)#%&
均匀性

?1#@"+,#%&
优势度

7",#1/10(
人工干扰指数

7#)%2+3/10(
#18(9

粗骨土 !-($(%"1 )"#$ ABBC A= ==D =C EF =C BA =AC 5= FC GG DC GF =C D= FC HH =C =G FC AB

红壤 I(8 )"#$ G=FC EE JG 5C EJ =C JD =EC BD FC D5 EC DE =C HF FC HE =C E= =C BF

黄褐土 K($$"L 0#11/,"1 )"#$ E=AJC == EHG 5C 5E =C BF E=C G= FC DH EC BJ =C DH FC HA =C =E FC HD

黄壤 K($$"L )"#$ AG=FHC J= HDG5 EC 5F =C JB =DEC E5 FC E= EC JD =C EH FC DJ =C DA FC AH

黄棕壤 K($$"L 3+"L1 (/+%4 =G=DDC EB =GEE EC HB =C J= A=C D= FC 5J 5C GA =C F= FC EA =C JF FC =J

山地草甸土 ."21%/#1 ,(/8"L )"#$ EGHC BD DF 5C BF =C J= BC JA FC ED EC 5D =C FB FC HH FC B= FC FE

石灰土 M#,()%"1( )"#$ E5EBJC FF E=JB 5C D5 =C B= =FDC =E FC D= DC =B =C HH FC HH =C 5A FC A=

水稻土 */88& )"#$ G=DHC DJ =FHA =C DJ =C BD H=C =E FC AJ DC HJ =C ED FC DJ =C DG 5C A=

新成土 ;1%#)"$ 5JGC F5 EB =C HG =C BJ =FC EH FC AD DC AJ =C AA FC AD FC B5 FC GJ

紫色土 *2+’$( )"#$ =AHHJC =5 =JAH =C B5 =C BD GJC =B FC H5 DC AE =C HF FC HE =C E= =C HE

棕壤 N+"L1 (/+%4 5EHFC =B =AG GC FB =C GF =BC 5B FC =D =C BJ FC AF FC 5A =C G5 FC F5

表 ;" 重庆市岩溶土壤利用景观格局单元特征指数

#$%&’ ;" #(’ 0($3$02’3)/2)0 )*+’, -. /-)& &$*+/0$1’ 1$22’3* 4*)2 )* 8(-*9:)*9 7$3/2 $3’$

土壤类型

!"#$ %&’()

嵌块体类型

.")/#0
%&’()

面积

O+(/
（-,5）

周长

*(+#,(%(+
（-,）

嵌块数目

.")/#0
12,3(+
（’/%04）

平均大小

.(/1 ’/%04
/+(/ （-,5）

形状指数

!4/’(
#18(9

分离度

P)"$/%#"1
破碎度

6+/<,(1%/%#"1
嵌块密度

7(1)#%&
（’/%04·-, :5）

嵌块边界

密度 ;8<( 8(1)#%&
（-, :=）

比率

I/%(
（Q）

粗骨土

!-($(%"1 )"#$
耕地 R2$%#>/%(8 $/18 HAC JA 5BEC FD AF FC BH =FC BJ FC JE =C =B S =F :A =C FA HC =H EJC 5D

林地 6"+()% $/18 J=C 5= E=JC 5E 5E EC HE BC BJ FC EA EC == S =F :E FC 5J EC B5 HDC AF

园地 T+04/+8 $/18 5C =G =BC 5E G FC E= EC AB GC DE 5C 5H S =F :E EC 5E JC JA =C DA

未利用地 ?12)(8 $/18 DC 5J EJC DF B FC DJ HC 5D DC 5G HC GG S =F :E 5C =F JC BG 5C JJ

草地 U+/))$/18 5C AD =5C F5 E FC JJ 5C FB DC FF AC F= S =F :E =C =D DC HH =C GJ

居民工矿用地 I()#8(1%#/$
/18 ,#1#1< $/18

=C HD =JC AB =5 FC =E DC 5H =EC G= DC =J S =F :E GC GB =5C =D =C FD

水域 V/%(+



! ! 续表 "

土壤类型

#$%& ’()*+

嵌块体类型

,$+-%.
’()*+

面积

/0*-
（12"）

周长

3*0%2*’*0
（12）

嵌块数目

,$+-%.
4526*0
（)-’.7）

平均大小

,*-4 )-’.7
-0*- （12"）

形状指数

#7-)*
%48*9

分离度

:+$&-’%$4
破碎度

;0-<2*4’-’%$4
嵌块密度

=*4+%’(
（)-’.7·12 >"）

嵌块边界

密度

?8<* 8*4+%’(
（12 >@）

比率

A-’*
（B ）

红壤 A*8 +$%& 耕地 C5&’%D-’*8 &-48 @"EF GH GIJF "K @K LF @J EF EE HF "@ JF MI N @H >G HF @@ "F ME J@F EE

林地 ;$0*+’ &-48 KEF LI @MMF JL "H "F KI MF @M HF JJ LF @J N @H >K HF K@ GF JG "GF J@

园地 O0.7-08 &-48 HF HK @F KJ @ HF HK "F HJ @MLF LE "IF HH GJF IH HF H"

未利用地 P45+*8 &-48 "HF KH @H"F II "@ HF LM JF K@ @F J" MF "I N @H >G @F HG IF HG LF EK

草地 Q0-++&-48 @F IG JF "@ @ @F IG @F K" KF M@ HF JI KF HJ HF MK

居民工矿用地 A*+%8*4’%-&
-48 2%4%4< &-48

MF J@ J"F KL "L HF "J JF KH IF HL MF EG N @H >K GF E@ EF "@ GF JM

水域 R-’*0 HF KL GF JL @ HF KL @F KL @KF JL "F HK MF IG HF "K

黄褐土

S*&&$T .%44-2$4+$%&
耕地 C5&’%D-’*8 &-48 "IIF "J @""@F L" "GL @F HM "@F JH HF EI "F JL N @H >K HF LK KF ML G"F HK

林地 ;$0*+’ &-48 KJLF IL @IK@F EE E IEF MH "HF @H HF HE KF HK N @H >G HF H" GF "E IEF LI

园地 O0.7-08 &-48 KF HH @LF JL K @F HH "F ME MF HJ @F MJ N @H >G @F HH KF L" HF IH

未利用地 P45+*8 &-48 @MF "I EMF K@ @K @F "G IF LI GF HJ JF K@ N @H >K HF E@ IF HM "F @M

草地 Q0-++&-48 GHF @K @KMF GE "K @F "J MF IE "F "L "F KI N @H >K HF EH KF EL GF ME

居民工矿用地 A*+%8*4’%-&
-48 2%4%4< &-48

"HF GL @KLF EG JE HF GH LF GM IF M@ @F "K N @H >G GF GG MF GI "F IJ

水域 R-’*0

黄壤 S*&&$T+$%& 耕地 C5&’%D-’*8 &-48 JJ"GF EM "L"GIF JL "MEM "F GE @H@F KM HF IG JF GM N @H >M HF K" KF K@ GMF EJ

林地 ;$0*+’ &-48 LEKIF ML G@JGJF EL E@" @"F @G LHF HM HF @L @F GL N @H >J HF HE GF "@ IJF "L

园地 O0.7-08 &-48 JMF MI KMKF "G @IK HF KK @JF "E @"F @@ "F J" N @H >J "F "M MF HH HF GL

未利用地 P45+*8 &-48 K@EF IK ""K"F @K KIE HF L@ GHF LJ GF GE "F J@ N @H >E @F HL IF GJ "F GL

草地 Q0-++&-48 GHGF KE @GHMF "L "@H @F KI "@F "H GF @J "F GL N @H >J HF JL KF G@ @F MG

居民工矿用地 A*+%8*4’%-&
-48 2%4%4< &-48

@LHF LJ @MKIF EE @HHH HF @L GIF JL @HF LI @F @K N @H >M IF "K LF @K @F HL

水域 R-’*0 KKF GG KJGF JL I@ HF EM @LF JM @HF JI @F M@ N @H >J @F @I @HF KJ HF "I

黄棕壤 S*&&$T
60$T4 *-0’7

耕地 C5&’%D-’*8 &-48 LG"F GL IMGGF II @"HH HF ME IGF HK @F KM @F LG N @H >J @F "L JF @I @KF LL

林地 ;$0*+’ &-48 KLHLF LI LIMJF IE @HH KLF @H GEF J@ HF HE KF MM N @H >J HF H" @F LI MEF LG

园地 O0.7-08 &-48 @KF EL @H"F II "L HF I@ MF I@ @KF "J JF GL N @H >I @F LI JF EL HF "K



! ! 续表 "

土壤类型

#$%& ’()*+

嵌块体类型

,$+-%.
’()*+

面积

/0*-
（12"）

周长

3*0%2*’*0
（12）

嵌块数目

,$+-%.
4526*0
（)-’.7）

平均大小

,*-4 )-’.7
-0*- （12"）

形状指数

#7-)*
%48*9

分离度

:+$&-’%$4
破碎度

;0-<2*4’-’%$4
嵌块密度

=*4+%’(
（)-’.7·12 >"）

嵌块边界

密度

?8<* 8*4+%’(
（12 >@）

比率

A-’*
（B ）

未利用地 C45+*8 &-48 @D"E FF GHDE FH @@I DE IJ @KE LH GE @I @E II M @D >J @E @F GE JI @E LF

草地 N0-++&-48 "G"E FK @DJIE FD @II @E "H @HE FL "E "K @E "D M @D >F DE JI GE GF KE HD

居 民 工 矿 用 地 A*+%8*4’%-&-48
2%4%4< &-48

@GE IL @GIE ID HK DE @L @DE HD "FE FH "E HL M @D >L LE "L @DE D@ DE "G

水域 O-’*0 KE KL @KE I" F DE LJ "E @K "LE "G @E "H M @D >I @E GH GE @@ DE DF

山地草甸土

,$54’-%4 2*-8$P +$%&
耕地 Q5&’%R-’*8 &-48 KE L" "JE D@ @@ DE KK GE D@ GE HG "E DD M @D >K KE DG JE GL KE @"

林地 ;$0*+’ &-48 JHE D" "G@E GD @F FE "J JE LJ DE "L LE J" M @D >" DE @H KE DF LIE DL

园地 S0.7-08 &-48

未利用地 C45+*8 &-48 DE FJ FE HF K DE @H "E "K @LE KJ @E IK M @D >K FE "L @DE GG DE GH

草地 N0-++&-48 K"E IH @D@E FI @@ "E HH FE DD DE FG @E FG M @D >" DE KK KE DH "IE KK

居民工矿用地 A*+%8*4’%-&
-48 2%4%4< &-48

水域 O-’*0

石灰土

T%2*+’$4* +$%&
耕地 Q5&’%R-’*8 &-48 "JI"E F@ @KKHKE J" @FD@ @E IF J@E JK DE L@ KE II M @D >J DE FG GE I@ KLE D"

林地 ;$0*+’ &-48 G@KLE JI @G"@DE GF GFL HE DJ L"E G@ DE "K @E JJ M @D >F DE @@ KE GG FKE FF

园地 S0.7-08 &-48 GKE LI "LIE IG LH DE LK @@E GH IE KL @E JL M @D >L @E FI LE @F DE FJ

未利用地 C45+*8 &-48 G"@E F@ "DJGE GL KFL @E @I "IE FG @E HJ GE LD M @D >I DE IG GE H" FE GL

草地 N0-++&-48 @LFE FG H@JE @F @"I @E "H "DE @G KE DD "E GJ M @D >F DE JJ FE FG "E @G

居民工矿用地 A*+%8*4’%-&
-48 2%4%4< &-48

@@FE "H @@KJE KG LFH DE @J "HE H" HE JH @E JD M @D >L FE J" HE IJ @E GH

水域 O-’*0 FHE GH KHLE DG "D "E HJ @GE FD KE KD @E GJ M @D >G DE KG LE LL DE JJ

水稻土

3-88(+$%&
耕地 Q5&’%R-’*8 &-48 @DLGE F@ KHLDE GD K"D KE KK KGE "H DE KK "E DF M @D >F DE KD KE J" LIE KD

林地 ;$0*+’ &-48 KL@E @K "@F@E "L K"I @E @D K@E HI DE HH "E @D M @D >L DE H@ FE HL "KE @J

园地 S0.7-08 &-48 @JE D@ @@LE GI KG DE FD JE HI LE JJ @E DL M @D >F "E DD LE IF @E DH

未利用地 C45+*8 &-48 GLE DF K@LE "" HK DE FD @KE @L GE @K JE LJ M @D >F "E D" LE IJ "E HF

草地 N0-++&-48 HE KG LDE @" @I DE F" FE FL IE HJ "E @I M @D >J @E HK LE GG DE 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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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类型

#$%& ’()*+

嵌块体类型

,$+-%.
’()*+

面积

/0*-
（12"）

周长

3*0%2*’*0
（12）

嵌块数目

,$+-%.
4526*0
（)-’.7）

平均大小

,*-4 )-’.7
-0*- （12"）

形状指数

#7-)*
%48*9

分离度

:+$&-’%$4
破碎度

;0-<2*4’-’%$4
嵌块密度

=*4+%’(
（)-’.7·12 >"）

嵌块边界

密度

?8<* 8*4+%’(
（12 >@）

比率

A-’*
（B ）

居民工矿用地 A*+%8*4’%-&
-48 2%4%4< &-48

CDE DF CGHE D" "CI HE @I @IE H@ JE I" @E DI K @H >D DE CC FE CC "E F"

水域 L-’*0 @DE @J @@HE CI @D @E H@ IE H" DE HC @E FD K @H >C HE FF ME "F HE FM

新成土 ?4’%+$& 耕地 N5&’%O-’*8 &-48 "DE M" @"@E DM @C @E IC JE MM HE DM @E MH K @H >G HE DC CE MG C@E F"

林地 ;$0*+’ &-48 "ME @I @@ME C" @@ "E CM JE GJ HE CI "E "G K @H >" HE CH CE G" CCE G@

园地 P0.7-08 &-48

未利用地 Q45+*8 &-48 GE IF @IE "M C HE FM "E J" "E H@ ME @G K @H >G @E HG CE MH JE GC

草地 R0-++&-48 GE "G @DE FJ G @E HI "E D@ "E @H @E D@ K @H >" HE FG CE FC DE "J

居民工矿用地 A*+%8*4’%-&
-48 2%4%4< &-48

@E @G @@E "J J HE @F "E FF IE CF JE @@ K @H >C DE G@ FE FJ @E IC

水域 L-’*0 HE "H "E DC @ HE "H @E JH @FE DI DE HH @"E MH HE GG

紫色土 350)&*+$%& 耕地 N5&’%O-’*8 &-48 "HJDE HC IH"FE HC J@I GE GC CFE F@ HE GJ @E M" K @H >D HE GH GE IF DME M@

林地 ;$0*+’ &-48 @@MME FI J@IHE FH CMG "E CF DHE IM HE DD "E JC K @H >M HE CH DE "D G"E F@

园地 P0.7-08 &-48 G@E "M "G"E HM MG HE CG @@E M" IE @M "E H@ K @H >J "E GG ME C" HE IM

未利用地 Q45+*8 &-48 @CIE @I F@DE @G @FF HE MC "@E "C "E ID DE DG K @H >J @E GC JE @I CE @C

草地 R0-++&-48 DDE GF "MCE H@ D" @E HM @HE CH GE IF @E @C K @H >J HE FC CE FD @E DD

居民工矿用地 A*+%8*4’%-&
-48 2%4%4< &-48

JME I" JJ@E @C CHJ HE @M ""E JI IE IF "E "J K @H >M DE FF FE MD @E IF

水域 L-’*0 GGE GC "JDE IG CC HE MJ @GE H@ DE FD CE IC K @H >J @E G" ME FM HE FG

棕壤 S0$T4 *-0’7 耕地 N5&’%O-’*8 &-48 @FE HF @J@E F@ JJ HE "F @HE CM ME G" DE CF K @H >D GE CJ IE CI @E J@

林地 ;$0*+’ &-48 @HDME FJ @MC"E CJ "I GME MI @DE @G HE HF CE JH K @H >C HE HG @E JD IFE G"

园地 P0.7-08 &-48 HE HI @E FG " HE HC @E FG GHCE @F JE DF K @H >J "DE HH "CE @G HE H@

未利用地 Q45+*8 &-48 @GE H@ J@E JG @J HE I@ CE IG DE "F @E GI K @H >C @E "G CE MC @E @H

草地 R0-++&-48 FCE "C GI"E "J DD @E M@ @@E @" @E GD IE JJ K @H >C HE DI CE HJ ME FJ

居民工矿用地 A*+%8*4’%-&
-48 2%4%4< &-48

水域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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