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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生态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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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定量分析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承载力变化情况，促进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以鄱阳湖自然保护区为例，利用 X- 与

+,- 技术获取 #97W、#99W、!$$W 年 4 个年份的保护区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计算出相应年份的生态承载力，分析其动态变化和空间

分异情况，并结合生态盈亏情况和生态协调情况，对保护区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鄱阳湖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土地

利用类型相对比较稳定，变化主要集中在草地（增加了 #W2 !!Y）、水域（增加了 "2 $WY）和未利用地（减少了 #72 #9Y）；人均生

态承载力在不断提高，4 个年份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分别为 $2 7!76、$2 7W57、#2 $W46?;!。其中，保护区生态承载力较高的吴城镇、

铁河乡、昌邑乡处于生态盈余状态，三角乡、沙湖乡处于生态持平，其他乡镇处于生态赤字。整体上，保护区东南面生态承载力

较好，西北面生态承载力较弱，整个保护区生态协调度为 #2 6#6，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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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FG 年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以来，到 HIIF 年共建立 H=E> 个自然

保护区，占国土总面积的 =>& JK 以上，远远超过 JK 的世界平均水平［=］。由国务院批准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工

程”于 HII= 年 =H 月 H= 日已经全面启动，根据该项工程规划，到 HI=I 年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将达到 ==FF 亿

!<H，约占国土面积的 =G& =>K ；至 HIFI 年，自然保护区数量达到 HFII 个，总面积 ==LHJ 亿 !<H，占国土面积的

=JK 。同时，自然保护小区总数达到 =I 万个，总面积达 MJI 万 !<H［H］。自然保护区已成为一类特殊的土地利

用类型，在景观生态、生物多样性、气候调节、生态安全方面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相关问题也逐渐显

现出来，如自然保护区管理问题、经费短缺问题、保护与利用问题、与周边社区的矛盾问题等。特别是自然保

护区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滞后，缺乏对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定量化评价，导致保护区的规划布

局、生态补偿、自然资本运作等方面工作开展困难。

为了定量分析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情况，促进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鄱阳湖自然保护区为例，利

用 D7、N;7 技术，分析鄱阳湖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 HI 多年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结合生态足迹（’()*)+,(-*
:))"#6,."）理论，对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承载力（’()*)+,(-* (-#-(,"2）进行动态分析，为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定量化的评价，为自然保护区可持续管理提供参考。

)*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概括

江西鄱阳湖自然保护区于 =EJM 年 G 月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原名为“江西鄱阳湖候鸟保护区”，

=EJJ 年 F 月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更名为“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EEH 年 L 月我

国政府加入《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组织时，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EEL 年鄱

阳湖被指定加入了东西亚鹤类保护网络；HIII 年又被世界自然基金会（OOP）列入“全球重要生态区”；HIIH
年被列入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保护区；HIIH 年 =I 月在南非召开的世界生命湖泊大会上，鄱阳湖正式代表中

国湖泊加入“世界生命湖泊网”。鄱阳湖自然保护区是我国 >I 个 Q 级保护区之一，是全球环境基金（NRP）资

助的“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项目”中 F 个示范保护区之一。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位于长江中下游、江西省北部，东经 ==FSFFT U ==GSIMT，北纬 HESIFT U HES=FT，保护区管

辖有大湖池、沙湖、蚌湖、朱市湖、梅西湖、中湖池、大汊湖、象湖、常湖池等九个湖泊，地跨二市（南昌、九江）、

三县（星子、永修、新建）、=G 个乡（镇）场（由于 =EEJ 年“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和 HIIH 年县乡机构

改革，至今保护区涉及的乡镇减为 E 个，即：星子县的蓼南乡、蛟塘镇、苏家#乡、沙湖乡，永修县的吴城镇、九

合乡、三角乡，新建县的铁河乡、昌邑乡），总面积为 HH>II!<H，占所涉及乡镇总面积的 HHK 。每年秋去冬来，

水落滩出，沼泽星罗棋布，水草繁茂，鱼虾众多，是候鸟理想的越冬地。据调查，保护区内有鸟类 M=I 种，兽类

>L 种，爬行类 >J 种，鱼类 =HH 种，贝类 >I 种，昆虫类 HHL 种，浮游动物 >L 种，浮游植物 FI 种，高等植物 >LG
种。鸟类中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I 种，属于中日候鸟保护协定中保护的鸟类有

=FM 种，占该协定中鸟类总数的 GLK ；属于中澳候鸟保护协定中保护的鸟类有 >L 种，占该协定中鸟类总数

的 FJK ［M，>］。

+*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 =EJF、=EEF、HIIF 年的 /V 卫星影像（拍摄时间分别为 =EJF 年 =I 月 HM 日、=EEF 年 ==
月 H 日、HIIF 年 =I 月 M= 日，轨道号为 =H=@>I）。利用 R60-5J& G、Q6(N;7E& I 软件对遥感影像进行几何纠正、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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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转换，依据中科院土地资源遥感影像解译分类系统，并利用目视判读和实地调查方法检验，将每年的遥感数

据解译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居民点和工矿用地、未利用地等 / 大类，形成鄱阳湖自然保护区 0 个时相的

土地利用类型图，用于土地利用变化相关分析。

!& "#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结构总体变化

通过对 0 个时相卫星遥感解译数据可知（见表 1，各土地利用类型比较中的数据以百分比计，“2 ”号表示

增加，“3 ”号表示减少）：1445 年与 1465 年比较，土地利用类型中增减幅度最大的分别是水田（增加 7& 178 ）

和旱地（旱地减少 7& 008 ），未利用地变化也较大（减少 0& 498 ）；9::5 年与 1445 年比较，土地利用类型中增

减幅度最大的分别是草地（增加 15& 1/8 ）和未利用地（减少 17& 658 ），水域变化也较大（增加 5& //8 ）；9::5
年与 1465 年比较，土地利用类型中增减幅度最大的分别是草地（增加 15& 998 ）和未利用地（减少 16& 148 ），

水域（增加 ;& :58 ）、水田（增加 ;& 1/8 ）面积都有一定的增长，其它用地面积都在不同程度的下降。

表 "#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结构比较

$%&’( "# $)( *+%,( -* ’%./ 01( -* 2-34%.5 6%7( .%80+( +(1(+9(

土地利用类型

<-.= >?’ "@#’
水田

#-==@ A,’*=
旱地

=B@ *-.=
林地

A)B’?"
草地

#-?">B’
水域

C-"’B -B’-

居民点用地

D>,*" >#
-B’-?

未利用地

E.’F#*),"’=
*-.=

1465 面积（!G9 ）（7） 1;/00& 61 11:1/& 5/ 0:/6& 99 1776& 69 7/9/6& 7/ 1409& 0; 9151;& 69

比例（8 ）（5） 1;& 17 1:& ;1 9& 46 1& 71 77& 4; 1& 66 9:& 41

1445 面积（!G9 ） 160/7& :5 1:504& 59 0:51& ;6 1774& /1 7/6;5& 41 1401& 60 9:/;0& 0/

比例（8 ） 1;& 61 1:& 971 9& 4; 1& 71 75& 5/ 1& 66 9:& :4

9::5 面积（!G9 ） 1664/& ;; 1:95;& /9 0:51& ;; 1//4& 01 7450:& 16 1415& 74 1;/:0& 49

比例（8 ） 16& 0; 4& 4; 9& 4/ 1& /9 76& 17 1& 6/ 1;& 11

1445 与 1465 变化面积（!G9 ）（/） 2 ;0:& 97 3 7;;& :7 3 1/& 77 2 :& ;4 2 /:;& 75 3 :& 57 3 677& 7/

结构比较（1） 变化比例（8 ）（;） 2 7& 17 3 7& 00 3 :& 50 2 :& :/ 2 1& 01 3 :& :0 3 0& 49

9::5 与 1445 变化面积（!G9 ） 2 509& ;9 3 961& 4 3 :& :1 2 914& ; 2 9/57& 9; 3 1/& 07 3 0:/4& 77

结构比较（9） 变化比例（8 ） 2 9& 4: 3 9& /6 3 :& :: 2 15& 1/ 2 5& // 3 :& 65 3 17& 65

9::5 与 1465 变化面积（!G9 ） 2 19/9& 4/ 3 ;56& 47 3 1/& 75 2 99:& 74 2 09/1& ;9 3 1/& 66 3 0410& 4

结构比较（0） 变化比例（8 ） 2 ;& 1/ 3 /& 64 3 :& 57 2 15& 99 2 ;& :5 3 :& 6; 3 16& 14

H H （1）I)G#-B,.+ "!’ *-.=J>?’ =-"- ,. 1445 %,"! "!-" ,. 1465；（9）I)G#-B,.+ "!’ *-.=J>?’ =-"- ,. 9::5 %,"! "!-" ,. 1445；（0）I)G#-B,.+ "!’ *-.=J>?’

=-"- ,. 9::5 %,"! "!-" ,. 1465；（7）-B’-；（5）#B)#)B",).；（/）(!-.+’ -B’-；（;）(!-.+’ #B)#)B",).

由此可知，保护区成立前 1:-，受保护区政策的影响，土地利用状况基本没有变化；最近 1:-，因为受“平垸

行洪，退田还湖”工程的影响，水田、水域、湖滩草洲面积都有一定的增长，其他土地类型都呈下降趋势。

!& !#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各乡镇土地利用结构总体变化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原涉及 1/ 个乡（镇）场，1446 年开始实施“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工程之后，涉及乡镇数

减至 4 个，为便于比较分析，以保护区目前涉及的 4 个乡镇来进行土地利用变化分析（见表 9）：土地利用变化

主要集中在耕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其他几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很小，这与当地地势低洼，受鄱阳湖洪水

的影响较大，交通不便，地方较偏僻，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社会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很多村民以渔业为生，有很

大的关系。

保护区土地利用结构的总体变化趋势是，未利用地不断减少，水域、草地在不断增加。将不同年份土地利

用图叠加分析，从其不同土地类型变化转移矩阵可知，因为水域和草地的扩张，水田不断受到挤压，很多旱地

被改为水田。这与鄱阳湖保护区近几年实施的管理政策和人们土地利用观念的变化相吻合。

:#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生态承载力动态分析

生态承载力即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是自然体系调节能力的客观反映，指在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不受破

坏的前提下，生态系统对外界干扰特别是人类活动干扰的承受能力［5 K 6］。生态足迹是指在现有技术条件下，

按空间面积计量的支持一个特定地区的经济和人口的物质、能源消费和废弃物处理所要求的土地和水等自然

05;7H 11 期 H H H 蔡海生H 等：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生态承载力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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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数量。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构成的变化反映了资源利用和供给结构的转变，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

的差值反映了生态盈亏。

表 !"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各乡镇土地利用结构比较

#$%&’ !" #(’ )*$+’ ,) &$-. /0’ ,) 12&&$3’0 $-. 4,5-0 2- 6,78$-3 9$:’ ;$4/*’ <’0’*1’

乡镇

/,**-+’0 -.1 ")%.0
耕地（2 ）

34-5*’ *-.1
林地（2 ）

6)4’0"
草地（2 ）

7-0"84’
水域（2 ）

9-"’4 -4’-

居民点

用地（2 ）

:8,*" 8# -4’-0

未利用地（2 ）

;.’<#*),"’1
*-.1

总面积（!=> ）

?)"-* -4’-

蓼南乡 @ABC D& EFDA D& DGA@ D& DD>A D& >AG> D& D@AG D& @ED@ FHHG& H@

I,-).-. @AAC D& ECGC D& DGBE D& DD>A D& H>D@ D& D@AG D& @>@E

>DDC D& EFFD D& DGBE D& DD>A D& H@@F D& D@AG D& @>@H

蛟塘镇 @ABC D& EAEF D& D@FA D& DHCH D& H@BC D& D@CA D& @@BA EGC>& D@

J,-)"-.+ @AAC D& EAAH D& D@>A D& DHCH D& H@BC D& D@CA D& @@B@

>DDC D& EAAH D& D@>A D& DHCH D& H@BC D& D@CA D& @@B@

苏家#乡 @ABC D& @EFC D& DHCB D& DH>H D& EB>D D& DDB@ D& >ACH @HC>>& C@

K8L,-1-.+ @AAC D& @EB> D& DHCB D& DH@H D& EBHB D& DDB@ D& >A>B

>DDC D& @E>B D& DHCB D& DEGF D& EA@> D& DDB@ D& >GEC

沙湖乡 @ABC D& >CBF D& D@CD D& DD>B D& @GGB D& DDHE D& CE>E H@HD& B

K!-!8 @AAC D& >BEH D& D@CD D& DDDD D& @F>B D& DDHH D& CHEF

>DDC D& >B>E D& D@CD D& DDDD D& @F>B D& DDHH D& CHFC

吴城镇 @ABC D& DGAC D& D@BF D& D@E@ D& FAAA D& DDC@ D& @B>B HG>>@& AH

98(!’.+ @AAC D& DBDC D& D@BF D& D@E> D& GDED D& DDC@ D& @GGC

>DDC D& DBEC D& D@BF D& D@E> D& GBD@ D& DDC@ D& DAGE

九合乡 @ABC D& FEAG D& DDDD D& DFGB D& >CHA D& D@C@ D& D@HE HBFB& @G

J,8!’ @AAC D& FHBF D& DDDD D& DG>C D& >G>@ D& D@C@ D& DD@F

>DDC D& FHBF D& DDDD D& DG>C D& >G>@ D& D@C@ D& DD@F

三角乡 @ABC D& B@AB D& DGBF D& DDEE D& DGGB D& D@BB D& DDDF FBHE& HF

K-.L,-) @AAC D& B@@G D& DGAF D& DDEE D& DBCF D& D@BB D& DDDD

>DDC D& B>G> D& DGAF D& DDE> D& DGDD D& D@BB D& DDDD

铁河乡 @ABC D& CDCE D& DBHG D& DDDD D& @A@H D& D>DH D& @AAH GBFD& EE

?,’!’ @AAC D& CHEF D& DBHG D& DDDD D& @EBG D& D>DH D& >@>G

>DDC D& CH@G D& DBHG D& DDDD D& @HFG D& D@B> D& >>AF

昌邑乡 @ABC D& >BF> D& DDHC D& DDDD D& HEGF D& DCCC D& HDGH @AHCB& CH

M!-.+N, @AAC D& >BCH D& DDHC D& DDDD D& HGCF D& DCCC D& >BD@

>DDC D& >BCH D& DDHC D& DDDD D& HGEE D& DCCC D& >B@H

=& >" 保护区相应年份生态承载力计算

生态承载力计算公式：!" # $ % &’，&’ # #
F

( # @
（)( % !* % +(）

式中，!" 为生态承载力；$ 为人口数；&’ 人均生态承载力；)( 为人均实际占有生物生产面积；! ( 为均衡因

子；+(为产量因子；( 表示相关土地利用类型，包括耕地、林地、草地、能源用地、建筑用地、水域等。

在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计算中，均衡因子（’O8,P-*’.(’ Q-(")4）和产量因子（N,’*1 Q-(")4）是影响计算结

果的 > 个关键因素。（-）均衡因子：表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土地潜在生产力之比，根据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

织（63R）提供的数据资料，以全球各类用地平均生产力为 @ 来衡量其它各类用地，均衡因子分别取值为：耕地

>& B、林地 @& @、牧草地 D& C、建筑用地 >& B、化石能源用地 @& @、水域 D& >。均衡处理后的 F 类面积即为具有全球

平均生态生产力的、可以相加的世界平均生物生产面积。（5）产量因子：即某个国家或地区某类土地的平均

生产力与世界同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的比率。本文所采用的产量因子是由鄱阳湖区单位面积的生态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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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同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的比例。

因为鄱阳湖保护区的生态生产力情况和资源进出口情况无法统计，故采用江西省的相关数据，根据《江

西省统计年鉴》及其相关资料［/，01］，计算和采用的相应年份均衡因子、产量因子取值如表 2，保护区人均生态

承载力和各乡镇人均生态承载力计算结果如表 3、表 4。

表 !"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相应年份采用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

#$%&’ !" ()*+,$&’-.’ /$.0123 $-4 5+’&4 /$.0123 +- 67+-$ +- 8195$-: ;$<’ =$0*2’ >’3’2,’

土地类型

5-.6 78’ "9#’
耕地

:;-<*’ *-.6
草地

=-8"7;’
林地

>);’8"

建筑用地

?7,*" 7#
-;’-8

化石能源地

>)88,* ’.’;+9
*-.6

水域

@-"’; -;’-

均衡因子（! !）

AB7,C-*’.(’ D-(");
E& F 1& 4 0& 0 E& F 0& 0 1& 4

产量因子（"!） 0/F4 0& E/ 1& 0E E& 1G 0& E/ 1& 11 0& H1

I,’*6 D-("); 0//4 0& 43 1& EF E& 32 0& 43 1& 11 0& E0

E114 E& 1E 1& 24 1& /2 0& /1 1& 11 0& 31

表 ?"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相应年份人均生态承载力计算汇总

#$%&’ ?" (.1&1:+.$& .$@$.+05 .$&.*&$0+1- 1/ 8195$-: ;$<’ =$0*2’ >’3’2,’ （!JE $ (-#）

年份

I’-;8

耕地

:;-<*’
*-.6

草地

=-8"7;’
林地

>);’8"

建筑用地

?7,*" 7#
-;’-8

化石能源地

>)88,* ’.’;+9
*-.6

水域

@-"’;
-;’-

生态供给

A()*)+9
87##*9

扣除多样性

K).8’;C-",).
)D <,)6,C’;8,"9

生态承载力

A()*)+,(-*
(-#-(,"9

0/F4 1& H213 1& 1114 1& 13E4H 1& 13E4 1& 1111 1& EE44 1& /303 1& 0021 1& FEF3

0//4 1& G040 1& 110E 1& 13HF 1& 13GF 1& 1111 1& 0HEG 1& /G2H 1& 00HF 1& F4HF

E114 1& /EH1 1& 110H 1& 10G4 1& 14GE 1& 1111 1& 0/3F 0& 0/G0 1& 032G 0& 1423

L L 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KAM）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人类应将生物生产土地面积的 0EN 用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因此，

在计算生态承载力时，应从生态供给总数中扣除这一部分L @);*6 K)7.(,* )D A.C,;).J’." -.6 M’C’*)#J’." （@KAM）!-8 D,+7;’6 ,. "!’ ;’#);" “O7;

K)JJ). >7"7;’”"!-" #’)#*’ 8!)7*6 ,.#7" 0EN )D *-.6 -;’- ). "!’ <,)6,C’;8,"9 ().8’;C-",).& P!78，%’ 8!)7*6 6’67(" "!,8 #-;" %!,*’ (-*(7*-",.+ ’()*)+,(-*

(-#-(,"9

表 A"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涉及乡镇相应年份人均生态承载力计算汇总

#$%&’ A" (.1&1:+.$& .$@$.+05 .$&.*&$0+1- 1/ ,+&&$:’3 $-4 01B-3 +- 8195$-: ;$<’ -$0*2’ 2’3’2,’ （!JE $ (-#）

年份

I’-;8

星子县 Q,.+R, ()7."9

蓼南乡

5,-).-.
蛟塘镇

S,-)"-.+
苏家#乡

T7U,-6-.+

永修县 I).+V,7 ()7."9

沙湖乡

T!-!7
吴城镇

@7(!’.+
九合乡

S,7!’

新建县 Q,.U,-. ()7."9

三角乡

T-.U,-)
铁河乡

P,’!’
昌邑乡

K!-.+9,

0/F4 1& 4H30 1& 3G/G 1& 43G1 1& GH0E 0& F1/H 1& 3243 1& F/3F 0& 4FF/ 0& HE1/

0//4 1& H1G0 1& 40F2 1& 4240 1& FF11 0& 4FF1 1& 3G1G 1& //0E 0& F1HE 0& G023

E114 1& H330 1& 3//3 1& 4HE4 0& 02/1 E& 20231 1& HE/2 0& E2GG E& 12E1 0& 4GEE

L L E11E 年，原新池乡并入蓼南乡，蚌湖乡并入苏家#乡，桑海器乐集、共青企业集团的相关农场也已经搬迁，故以最新乡镇区划计算L W. E11E，

"!’ D);J’; V,.(!, ")%.8!,# ,.") *,-).-. ")%.8!,#，<-.+!7 ")%.8!,# ,.")87U,-6-.+ ")%.8!,#，"!’ ;’*-"’6 D-;J8 )D T-.+!-, -.6 X).+B,.+ !-8 J)C’6

!& C" 保护区生态承载力动态分析

!& C& D" 近 E1 年来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生态承载力动态变化

经过生态承载力计算可知，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区域人均生态承载力整体呈上升趋势，0//4 年人均生态承

载力与 0/F4 年相比提高了 2& 32N，E114 年与 0//4 年相比提高了 EE& /4N。由此可以看出，在鄱阳湖保护区

建立的前 01-，变化不很明显，但在近 01-，特别是因为 0//F 年洪水以后，整个鄱阳湖区实施“退田还湖，移民

建镇”工程，包括桑海企业集团西庄分场、西湖分场，以及共青企业集团江益区、蚕桑企业集团八分场、吴城镇

河东村等地方居民都异地搬迁，减轻了土地资源压力，湿地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的恢复，对保护区的建设起到了

非常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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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保护区周边各乡镇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变化情况，基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涨幅最大的是吴城

镇，涨幅较小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有蛟塘镇、昌邑乡。保护区周边各乡镇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保持较高水平的有

吴城镇、铁河乡、昌邑乡、三角乡、沙湖乡等区域。通过比较可知，保护区生态承载力较高的吴城镇、铁河乡、昌

邑乡处于生态盈余状态，三角乡、沙湖乡处于生态持平，其他乡镇处于生态赤字。整体上，保护区东南面生态

承载力较好，西北面生态承载力较弱。结合保护区管辖的九个湖泊进行分析，朱市湖、梅西湖、中湖池、大汊

湖、象湖、常湖池受周边社区压力较缓和，大湖池、沙湖、蚌湖受到的压力较大。

!& "& "# 与同期我国生态承载力和江西省生态承载力比较分析

生态承载力是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的重要指标，是判断区域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因

为有关社会经济数据难以获取，无法计算鄱阳湖自然保护区人均生态足迹状况。为评价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的

可持续发展状况，现将保护区生态承载力与同期全国人均生态足迹和江西省人均生态足迹比较见表 /［01 2 03］。

表 $# 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生态足迹动态变化比较分析

%&’() $# *+,&-./0 12 34) )/1(15./&( 211367.,3 6)7 /&6.3& ., 819+&,5 :&;) ,&3<7) 7)0)7=) （!43 $ (-#）

年份

5’-67

全国人均生态足迹

8’6 (-#,"- ’()*)+,(-*
9))"#6,." )9 :!,.-

生态足迹

;()*)+,(-*
9))"#6,."

生态承载力

;()*)+,(-*
(-#-(,"<

生态赤字

;()*)+,(-*
=’9,(,"

江西省人均生态足迹

8’6 (-#,"- ’()*)+,(-*
9))"#6,." )9 >,-.+?, #6)@,.(’

生态足迹

;()*)+,(-*
9))"#6,."

生态承载力

;()*)+,(-*
(-#-(,"<

生态赤字

;()*)+,(-*
=’9,(,"

保护区人均生态足迹

8’6 (-#,"- ’()*)+,(-* 9))"#6,." )9
8)A<-.+ B-C’ .-"D6’ 6’7’6@’

生态足迹

;()*)+,(-*
9))"#6,."

生态承载力

;()*)+,(-*
(-#-(,"<

生态赤字

;()*)+,(-*
=’9,(,"

0EFG 0& 01E/ 1& EH/H I 1& 0JHH 1& FFG1 1& /3G1 I 1& 3/11 1& FFG1 1& F3FK I 1& 1G//

0EEG 0& KKGK 1& FFH1 I 1& G/3K 0& 1H/1 1& //11 I 1& HJ/1 0& 1H/1 1& FG/F I 1& 0JE3

311G 0& GKJ1 1& JH11 I 1& F0J1 0& 033/ 1& /E/1 I 1& K3// 0& 033/ 0& 1GHK I 1& 1/E3

L L 因统计数据问题，无法计算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的人均生态足迹，故保护区的生态盈亏计算中采用了江西省的人均生态足迹，用作比较分析

L M’(-D7’ "!’ 6’*’@-." 7)(,-* ’().)4,( =-"- ,7 !-6= ") )N"-,.，(-. .)" (-*(D*-"’ "!’ #’6 ’()*)+,(-* 9))"#6,." ().=,",). ,. "!’ O’7’6@’ "!’6’9)6’ D7’ #’6

’()*)+,(-* (-#-(,"< ,. >,-.+?, ,. ’()*)+,(-* 7D6#*D7 -.= =’9,(," (-*(D*-",).

比较可知，保护区生态承载力呈增长趋势，并一直高于同期江西省人均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也小于同期

全国和江西省的生态赤字。为评价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情况和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协调情况，可以用

人均生态协调系数（!"）作为判断依据，当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达到平衡时，认为生态环境处于最协调的状

态。此时，人均生态协调系数（!"）为!3（或者定为 0& K0K）［E］。人均生态协调系数（!"）计算公式为：

!" P （#$ Q #%）& #$3 Q #%! 3

式中，!" 为区域人均生态协调系数，#$ 为区域人均生态阻足迹，#% 为区域人均生态承载力。!" 越接近 0
时，区域协调性越差；!" 越接近 0& K0K 时，区域协调性越好，越接近生态需求和供给平衡状态。

利用以上公式计算鄱阳湖自然保护 H 个年份的生态协调系数分别为：!"0EFG等于 0& K0K，!"0EEG等于 0& K1F，

!"311G等于 0& K0K。可见，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生态协调度非常稳定，处于非常协调的状态，保护区的建设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

># 结论与讨论

自然保护区已成为一类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总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 0KR 以上，其不仅具有保护野生动

植物资源的功能，而且在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地方经济的发

展，资源和开发利用活动日益加剧，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自然保护区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极大

的考验。利用 OS 与 TUS 技术获取保护区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计算出相应年份的生态承载力，分析其动态变

化和空间分异情况，并结合生态盈亏情况和生态协调情况，对保护区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为生态承载力的计

算和应用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该方法通过在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的应用，结果与事实基本吻合。这种方法虽然

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量化和简单化，但仍有一些缺陷：（0）计算公式中产量因子和均衡因子的确定，因为不同

年份、不同区域的变化难于把握，容易带来计算方面的误差；（3）生态承载力计算中过于强调土地的数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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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土地的质量，造成计算结果缺乏科学性；（/）这种分析方法只是一种静态分析模型，缺乏对未来的预测功

能；（0）方法应用受到空间尺度的限制，小尺寸很难完成有关社会经济数据的统计工作。

尽管该方法存在一些缺陷，但作为一种宏观、定性的研究，该方法具有很好应用前景：（1）利用土地利用

的动态变化，分析区域生态承载力动态变化情况，特别是结合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的生态足迹计算结果进行比

较分析，了解生态承载力潜力情况，可以进一步为生态安全预警、可持续发展评价提供宏观决策信息；（2）在

自然保护区规划中，可以对保护区的范围的确定提供数据支持，更好地实现保护区的“生态完整、纪念完整和

可持续发展”；（/）通过分析生态承载力的变化和生态盈亏情况，并依据生态补偿与生态承载力的变化幅度和

生态盈亏的多少，实现生态补偿的量化分析，使生态补偿更加合理；（0）通过比较生态盈亏情况，对保护区资

源利用进行合理规划，使保护与发展相协调，在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实现资源经济。

!"#"$"%&"：

［1 ］3 4, 5 6，78-. 9，4, 5 :& ;"8<= ). >’?)8@(’? A",*,B-",). -.< >’*’C-." 4’+,?*-",C’ D??8’? )E F-"8@’ >’?’@C’? )E G!,.-& H)@’?" D.C’.")@= -.< I*-..,.+，

2JJK，/1（0）：LL KJ&

［2 ］3 G8, M H& ;#’(,-* @’?’-@(! E,’*<? -.< !)" ?#)"? ,. ?(,’.(’ )E .-"8@’ @’?’@C’?& 5)8@.-* )E N’,O,.+ H)@’?"@= A.,C’@?,"=，2JJ0，2K（K）1J2 1JL&

［/ ］3 P!).+ 7 9，9,-) 5 G& Q!’ ;"8<= )E N,)*)+= R8*",#*,(,"= I@)"’(",). )E "!’ F-"8@’ I@)"’(",). S@’- ,. I)=-.+ 4-T’& U.C,@).V’."-* ;(,’.(’ -.<

R-.-+’V’."，2JJK，/1（2）：WJ W/&

［0 ］3 48 N，G!’.+ ; P& S. S.-*=?,? )E "!’ U()*)+,(-* U.C,@).V’." )E "!’ I)X=-.+ 4-T’ F-"8@’ I@’?’@C-",). P).’& Q@-.?-(",).? )E Y(’-.)*)+= -.<

4,V.)*)+=，2JJ/（/）：/L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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