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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遥感和 GIS 的巢湖流域生态功能分区研究

王传辉1,吴摇 立1,*,王心源2,王官勇3,孙叶根1,胡降临1

(1. 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 芜湖摇 241003; 2. 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北京摇 100094;
3. 滁州学院地理信息与旅游学系, 滁州摇 239000)

摘要:生态功能分区是区域自然资源科学管理及可持续发展利用的基础。 基于生态功能分区原则,考虑流域———子流域完整性

进行巢湖流域生态功能分区。 在综合分析巢湖流域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确定生态功能分区原则、依据、方法及命名,基
于遥感与 GIS 在数据采集方面及多层面叠加功能的优势,通过遥感数据对研究区土地利用信息的提取以及利用 DEM 空间分析

进行子流域划分等技术手段,探讨了遥感和 GIS 技术支持下的研究区子流域生态功能划分方法,形成了巢湖流域生态功能分区

方案,将全流域分为 5 个生态功能区和 12 个生态功能亚区,并阐明了不同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重点与经济社会发展约束。
对于新调整行政区划的巢湖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为流域产业布局、生态防灾减灾、环境保护与建设

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遥感和 GIS;巢湖流域;生态与环境;生态功能分区

RS鄄 and GIS鄄based study on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in the Chaohu
Lake Basin, Anhui Provi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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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one of the important methods for conducting geographic spatial division, is
based on environmental resource, ecological sensitivity,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By using
this method, an entire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different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s.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Chaohu Lake Basin of Anhui Province, China, the principles, basis,
methodology and nomenclature of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have been determined. The purpose is to clarify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fragile areas,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ground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planning of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security, rational use of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tudied area.

As the sub鄄valley is an independent geographic unit within the entire basin, its ecosystem has ecological integrity from
upstream to downstream. Thus, conducting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in sub鄄valley
unit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regional ecosystems.However, most sub鄄valleys
cover multiple economic or administrative units, and thus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the thematic inform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each sub鄄valley.The superiority of RS and GIS is embodied fully here.The advantage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multilayer superstition are made full use of for solving the difficult problems of ecological information extraction.The data for
the research include: 1 颐 50000 basic digital geographical data of the Chaohu Lake Basin, such as data layers of river
systems, residential areas, railway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nd contour lines; digital data layers for resour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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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s derived from the vectorization of 1颐250000 soil type, land type, and land use maps; and 1颐100000 land use
maps interpreted from Landsat TM images from January 11, 2009.The above data layers are tested and updated from Landsat
TM images.

Through extraction of land use information from remote sensing data and sub鄄valley divisions from DEM analysis,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methodology of sub鄄valley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in the study area,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RS and GIS technology.The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of the Chaohu Lake Basin was established and
five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s and 12 sub鄄regions determined. The dominant factor of the first鄄level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 is the boundary of the sub鄄valley, reflecting the general pattern of ecological function with the sub鄄valley as a unit.
The dominant factor of the second鄄level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 is the land use type.However, characteristics of landform
or climate, ecosystem type, and ecosystem service function should also be embodied.The second鄄level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 is the basic unit of ecological function type, reflec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cological function inside the first鄄level
division.The focu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the economic鄄social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of each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
were also clarified.

The above technique reduces costs greatly and improves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the graphics, realizing the
classic graphical principles (e.g., principles of the dominant factor and superposition) excellently.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realistic meaning for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Chaohu Lake Basin, and provides scientific
grounds for comprehensive control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ecological hazard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the planning of construction in this area.

Key Words: RS and GIS; Chaohu Lake Basin;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以区划思想为代表的空间分区研究一直是地理学的传统和永恒主题,其起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 Humboldt
Alexander 提出的区域分异理论[1] ,而后 Merriam 于 1898 年提出了对美国农作物带进行的农业区划方案[2] 。 然而,真正意义上

的生态区划方案是 1976 年由 Bailey 提出并编制的美国生态区域图[3]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人地矛盾不断加剧和可持续发展

观念逐步成为世界的主流思潮,学术界开始注重生态功能分区、生态分区、生态经济区划、生态系统生产力区划以及水生态功能

分区等研究[4鄄8] 。 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有关生态功能分区也从“十五冶开始,并于 2001 年以甘肃省为试点完成了生态功能分

区[9] 。 国务院西部地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环保总局组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2002 年编制了《生态功能区划暂

行规程》 [10] ,由此揭开了指导规范各省开展生态功能分区的序幕。
生态功能分区的概念有别于生态分区、水生态功能分区等,其中,生态分区主要侧重从生态系统和生物地理分布的角度构

建一种多尺度生态区域分级嵌套区划和评价系统[11] ;而生态功能分区是根据资源环境要素、区域生态系统类型、生态系统受胁

迫过程与效应、生态敏感性与生态服务功能空间分异规律而进行的地理空间分区,从而将某区域划分成不同的生态功能区[10] 。
水生态功能分区则是近些年来基于对流域内不同类型区域生物区系、群落结构和水体理化环境的异同比较以及流域水生态系

统空间格局和尺度效应的分析提出的一种分区方法,其侧重点关注水生环境系统在地带和区域等不同尺度上的空间分异特

征[12鄄13] 。 由上述比较可以看出,生态功能分区的主要目的是明确区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脆弱区,为制定区域环境保护与建

设规划、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以及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工农业生产布局等提供科学依据,为环境管理和决策部门提供管理信息和管

理手段[14]。 它是实施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理的基础和前提[15],在参与政府管理、指导生态环境保护和规范生态建设中将发挥重

要作用。 2012 年巢湖市行政区划被重新调整,本研究对于新调整行政区划的巢湖流域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与实践参考意义。
1摇 巢湖流域生态环境特征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1.1摇 流域生态环境的基本特征

巢湖流域位于安徽省江淮地区中部,东以浮槎山、黄山、凤凰山、银屏山、冶父山等与长江下游安徽段沿江平原为界,西以大

别山鄄江淮分水岭与淮河流域为界。 地理坐标为 116毅24忆30义—118毅00忆00义E,30毅58忆00义— 32毅06忆00义N,在行政区划上包括合肥市

区全部,合肥市肥东县、肥西县、庐江县以及长丰县的一部分,还有巢湖市区、六安市舒城县的部分区域,以及安庆市岳西县的小

部分,总面积约为 9131 km2 [16] 。
巢湖流域地形西南高东北低,总体渐向巢湖倾斜,高海拔区主要分布在西南部,最高峰海拔高度近 1500 m;最低处为巢湖

湖盆,海拔仅 5 m 左右。 从东到西大体可以分为东部构造剥蚀低山、北部剥蚀丘陵、西部剥蚀壑丘、西南部大别山地、中部巢湖

盆地等五个地貌单元,NNE 向横断裂鄄郯庐断裂带穿过巢湖[17] 。 流域气候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性湿润季风气候,控制本区

的大气环流以西风环流和亚热带环流为主[18] 。 流域内降水时空分布不均,主导风向夏季为东南风,冬季为东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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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流域属长江下游左岸水系,沿湖共有河流 33 条,呈向心状分布汇入巢湖,其中,杭埠鄄丰乐河、白石山河、派河、南淝河

等主流主要发源于流域西部的丘陵山地,4 条河流占流域径流量 90%以上[19] 。 巢湖水系的河流从北、南、西三面汇入湖内,然
后在巢湖市区出湖,经裕溪河东南流至裕溪口注入长江[20] 。 流域土壤与植被受气候、地貌类型和成土母质的影响。 本区地带

性土壤为黄棕壤,主要土壤类型有水稻土、黄褐土、紫色土、棕壤、黄壤、石灰土等[21] 。 流域地带性植被类型为北亚热带混交林

夹少数耐寒常绿阔叶林,但原生植被基本已不存在,现存植被主要为人工栽培林、次生林、灌木丛和草类,以及大范围分布的种

植农作物[22] 。 其中,森林植被较单调,分布于巢湖、肥东、舒城、庐江等市县,主要包括针叶林、阔叶林、经济林以及杂树灌丛等;
农业种植作物主要以水稻、蔬菜类为主,水生植物群落主要是蓝藻和原生动物[21] 。
1.2摇 流域生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1)水资源与水环境问题突出。 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体污染严重以及巢湖水体严重富营养化,全湖的综合水质劣于芋
类水质标准,73.3%水域处于富营养化的状态,湖区主要污染物 TP、TN 分别超过芋类标准 4 倍和 3 倍[23] ,西湖区尤为严重,已
经对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造成胁迫,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流域可持续发展[24] ;(2)矿产资源赋存及利用不当。 特别是巢

湖周边山地石炭鄄二叠系地层中磷矿和石灰岩等开采较乱,因管理不善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暴雨降水径流和水土流失使

大量含磷物质进入湖泊水体,加速了湖泊营养化过程[25] ;(3)土地资源紧张,土地退化严重。 为解决人口迅速增长对粮食和经

济发展需求而进行的山地毁林开荒和围湖造田,已造成较大范围的生态破坏和严重水土流失[26] ,流域森林覆盖率仅为 15.2%,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8.9% [23] ,而水土流失导致的湖岸崩塌年损失农田超过 16 hm2 [27] ,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日益尖锐;(4)自
然生态系统损毁严重,并引发一系列灾害。 由于自然生态系统受损,生态多样性破坏严重,引发生态灾害,流域过去一直注重耕

地的利用,忽视了对草山草坡的开发,草地资源日益退化,流域上游(尤其是杭埠鄄丰乐河流域)植被破坏加重了地表面状侵蚀,
入湖泥沙量增多,湖盆淤积变浅严重,使得湖面扩大、水位升高,对湖岸构成威胁,同时减弱了水体对污染物的自净能力[27] 。

巢湖流域环境的恶化有区域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28] ,但最主要的是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影响的结果。 巢湖流域生态安全问

题不仅关系到流域近 700 万人民的生产与生活,而且影响到省会合肥市及以合肥城市发展为核心区域的省会经济圈的生态安

全,这已成为制约该区域自然鄄社会鄄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为了遏制巢湖流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进行生态功能分区,因
地制宜,并对各生态功能区进行生态恢复与重建,旨在为流域生态功能区划、生态保护与建设提供科学借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2摇 巢湖流域生态功能分区

2.1摇 流域生态功能分区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巢湖流域独特的区域环境背景和地理位置,使它一直是学者研究关注的焦点[29鄄30] 。 巢湖是国家重点治理的“三湖一库冶之
一[31] ,国家和安徽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着重治理巢湖水体污染、富营养化、湖岸崩塌、湖盆淤积等问题。 作为安徽省生态环

境保护与建设的重大基础性工作,巢湖流域生态功能分区是实施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理的基础,明确了流域生态安全重要区和

保护关键区,辨析其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与脆弱区,为流域内生态保护和规划提供科学依据[32]。 2003 年 9 月,作为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批准试点建设生态省之一的安徽省提出了《安徽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 [15],将安徽省分为 5 个生态区、16 个生态亚区和

47 个生态功能区。 其中,巢湖流域属于江淮丘陵岗地生态区中的巢湖盆地农业与城镇生态亚区,包括环巢湖东部丘陵与圩畈农业

生态功能区、巢湖西部平原圩畈农业与面源污染控制生态功能区、合肥城市及城郊农业生态功能区以及巢湖湖泊生态功能区[15]。
然而,从对国家以及各省区提出的不同指标体系看,巢湖流域生态功能分区工作仍存在着若干问题有待研究。 第一,近年

来由于人口膨胀和经济活动加强,使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尖锐,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而流域内目

前的生态功能分区主要是从自然生态因素出发,几乎没有考虑到作为主体的人类在生态系统中起的作用,存在很大局限性。 第

二,生态功能分区工作也面临着落实难的问题,区划工作的可操作性不高,特别是在面积有 9131 km2的巢湖流域,行政区划上包

括合肥市、县级巢湖市,还有庐江、肥东、舒城、无为、肥西等县,区域内地形复杂水系众多,将如此大的一个区域分成五个功能

区,并且这些功能区的边界和行政区的边界不同,区划工作的难落实性可想而知。 第三,安徽省生态功能区划方案是从宏观上

参考全国尺度生态区划的三级区,结合安徽省气候、地理特点,划分省域尺度的生态区,并作为中国生态功能区划分区单位,这
是基于省域并考虑行政区划划分的生态功能区;本研究针对完整的流域,而巢湖正是具备一个完整的流域。
2.2摇 流域生态功能分区的原则和依据

生态功能分区以景观生态学理论、自然鄄社会鄄经济复合系统理论为指导,遵循以下原则[10, 33鄄38] :淤可持续发展原则。 生态

功能分区的目的是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增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支撑能力,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于整体

性原则。 按照系统论中“结构鄄功能冶原理,一定的系统结构决定其功能,功能的完整性必须由结构的完整性作保证;同时,区划

单元应是个体的、不重复出现的和在空间上连续的。 生态功能分区应遵循景观生态单元以及景观生态单元组合结构的完整性

原则;盂相似性与差异性原则。 主要体现在一定范围内区域间环境要素的相似性及区域环境分区间的差异性;榆发生学原则。
决定生态功能区域分异的因素中,有些是起主导作用,在划分生态功能区时应根据区域生态环境问题与生态系统结构、过程、格
局、功能的关系,确定区划的主导因子及区划依据。 虞综合性原则。 巢湖流域开发历史悠久,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本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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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深刻的铬印。 因此,在进行生态功能分区时,应在自然分区的基础上,结合考虑社会经济因素;愚可调整性原则。 生态功能

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生态功能分区具有时效性,结合历史演变过程随时间调整分区以适应生态与环境的变化。
流域生态功能分区的原则和依据,则是在上述生态功能分区基础上,考虑流域-子流域完整性为背景进行。 因此,本区划

依据子流域划分进行全流域内的生态功能分区。 由于子流域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流域内的生态系统具有从上游至下游的

生态完整性,以子流域为单元进行区域生态环境监测和管理,对于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具有重要意义[39鄄40] 。 但是由于绝大多

数子流域是跨经济单元或行政单元的,很难获取子流域的生态环境专题信息。 传统方法进行人工策划和人工统计的数据,大多

数是以行政区为单元进行汇总的,如果重新采用传统方法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统计,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较多,所耗时间

较长,难以实现实时更新,而且统计时人为干扰因素较多,统计数据的精度有限,实施起来困难很大。 遥感与 GIS 技术的运用,
解决了流域生态信息提取难的问题[41] 。 遥感能提供区域全面综合的观测资料,为流域生态系统研究提供大量数据,GIS 则对

这些数据进行存贮、分析、统计、建立评价模型和管理策略,将零散的、不断更新的数据和图象资料(如各类图表、记录)加以综

合并存贮在一起。 因此,通过遥感数据对研究区土地利用信息的提取以及利用 DEM 空间分析进行子流域划分等技术手段,流
域生态专题信息提取问题得以解决。 在综合分析巢湖流域生态环境特征的基础上,主要考虑子流域气候鄄地理特点、生态系统

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的区域分异规律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等,利用 GIS 技术对多源数据进行叠加,作为其进一步分区

的主要依据。 同时,结合流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安徽省生态功能区划[15] ,提出细化的生态功能分区方案,并指出各功能区

的保护措施和发展方向。
2.3摇 数据来源和制图方法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有 3 个来源:淤巢湖流域 1颐5 万的数字化基础地理数据,包括水系、居民点、铁路、行政区划界限、等高线等

8 个数据图层;于对已有的巢湖流域 1颐25 万土壤图、土地类型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土地利用分区图进行矢量化,得到的流域相关

资源环境要素数字化数据图层;盂根据 2009 年 1 月 11 日的美国陆地卫星 Landsat TM 影像解译得到的流域 1颐10 万土地利用图,并
根据 Landsat TM 影像对上述数据进行必要的校核和更新得到的数据图层。 对已有的矢量数据在ArcGIS 9 软件平台下进行编辑修

改,并建立统一的坐标系统;利用高程数据构建不规则三角网(TIN),再内插生成 25 m 分辨率的数字高程模型 DEM;基于高程数

据信息和 DEM 对研究区一级子流域进行提取划分,提取的具体方法详见文献[42],其中较大的子流域包括杭埠河鄄丰乐河鄄白石山

河流域、南淝河鄄店埠河流域、派河流域、柘皋河流域等,其它还有一些沿湖平原上发育的短促沟谷小流域(图 1)。

图 1摇 基于 DEM 提取的研究区一级子流域

Fig.1摇 Sub鄄valley extraction for the study area based on 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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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功能分区采用以子流域划分为基础的叠置法[43鄄46] 。 首先,利用地形信息和 DEM 并基于 D8 算法在 ArcGIS 中提取区

域沟谷系统,自动进行子流域区域划分,作为一级分区界线的主要参考。 在此基础上,叠置土地利用一级类型图层,利用

ArcGIS 9 软件的多层叠加功能,进行资源环境要素及行政分区界线等的叠置,取重合最多处为界线,对重合较少处按主导生态

要素划分界线,然后进行必要的修正,确定生态功能二级分区界线。 最后通过实地调研,综合考虑一级功能分区和二级功能分

区的合理性及区划原则,结合安徽省生态功能区划[15] ,进行必要的修正,从而确定最终的全流域生态功能分区方案,具体流程

见图 2。

图 2摇 巢湖流域生态功能区划流程图

Fig.2摇 Follow chart of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in the Chaohu Lake Basin

2.4摇 流域生态功能分区及命名

巢湖流域生态功能区划分为二级,一级生态功能区以子流域范围为主导因素,反映以子流域为单元的生态功能总体格局。
其命名采用子流域名称+生态功能区两名法。 子流域主要包括杭埠河鄄丰乐河鄄白石山河流域、南淝河鄄店埠河流域、派河流域、
柘皋河-烔炀河流域等。 二级生态功能区以土地利用类型为主导因素,同时体现地貌或气候特征、生态系统类型与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等特点,反映一级分区内生态功能的差异性,是基本的生态功能类型单位,采用地名+地貌特征或生态系统类型+生态功

能特点+生态功能亚区四名法。
2.5摇 流域生态功能分区方案及各生态功能区特征分析

遵循上述子流域生态功能分区原则和处理流程,可以将巢湖流域划分为 5 个生态功能区及 12 个生态功能亚区(表 1 和图

3)。
(1)南淝河鄄店埠河流域生态功能区包括合肥城市及城郊农业、东部丘陵平原农业和江淮分水岭南部丘陵农业与水土保持

3 个生态功能亚区。 该区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强、城镇化区域面积较大,特别是省会合肥市也位于该区域内。 因此,本区的生态

保护重点主要是从流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平衡城市扩张与农业生态系统的关系,防止基本农田被城市扩张侵占。 此外,在
江淮分水岭南部丘陵区还要防止水土流失,使丘陵农业发展与水土保持措施相配套。 但是,本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约束也显而易

见,主要表现在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合肥市,使得以合肥为中心的周边地区都承受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抵消了原本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的效益与财富,同时也带来了河流水质污染、垃圾废弃物堆积、雾霾天气增多等生态破坏现象。 该区今后在生态环境

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同时还应适当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保证其不超过该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
(2)柘皋河鄄烔炀河流域生态功能区包括柘皋河流域丘陵与圩畈农业和烔炀河流域丘陵岗地农业两个生态功能亚区。 该区

位于巢湖的东北部,历史上一直以农业生产为主,多丘陵岗地,城镇化区域面积很小。 本区的生态保护重点主要是基本农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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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山体。 该区以基本农田为基础的丘陵与圩畈农业和丘陵岗地农业不仅担负着该区域内人民生产生活必备的粮食供给,同
时还要大量供给周边的合肥市和巢湖市周边地区。 由于本区东西部边缘都有一些富含磷矿和石灰岩的丘陵山体,过去的滥采

滥挖不仅破坏了丘陵山体本身,还造成了水土流失和大量含磷水土随径流进入巢湖,加剧了湖泊的富营养化。 因此,加强对开

矿采掘的管理势在必行。 本区域内由于没有中心城市,工业基础很薄弱,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提高很慢,需要在合肥市和巢湖

市的共同支持下发展区域内的次级中心城市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表 1摇 巢湖流域生态功能区特征

Table 1摇 Features of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s in the Chaohu Lake Basin

一级区名称
Name of the first鄄level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

二级区名称
Name of the second鄄level
ecological function sub鄄region

面积及所占比例
Area and its proportion

玉南淝河鄄店埠河流域生态功能区 玉1合肥城市及城郊农业生态功能亚区 约 366 km2, 4.0%
玉2东部丘陵平原农业生态功能亚区 约 919 km2, 10.1%
玉3江淮分水岭南部丘陵农业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亚区 约 390 km2, 4.3%

域 柘皋河鄄烔炀河流域生态功能区 域1柘皋河流域丘陵与圩畈农业生态功能亚区 约 530 km2, 5.8%
域2烔炀河流域丘陵岗地农业生态功能亚区 约 178 km2, 1.9%

芋 派河流域生态功能区 芋1北部城镇与城郊农业生态功能亚区 约 158 km2, 1.7%
芋2南部岗地平原灌溉农业与土壤侵蚀控制生态功能亚区 约 478 km2, 5.2%

郁 杭埠河鄄丰乐河鄄白石山河流域 郁1巢湖西部平原圩畈农业与面源污染控制生态功能亚区 约 2664 km2, 29.2%

生态功能区
郁2大别山北麓中低山森林水源涵养、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

功能亚区
约 2138 km2, 23.4%

吁 巢湖湖泊与滨湖生态功能区 吁1巢湖湖泊湿地洪水调蓄与农业生态功能亚区 约 760 km2, 8.3%
吁2沿湖东部丘陵岗地石料开采、塌陷恢复与生态保护生态功能亚区 约 329 km2, 3.6%
吁3沿湖西部平原圩畈水网湿地与农业生态功能亚区 约 220 km2, 2.4%

(3)派河流域生态功能区包括北部城镇与城郊农业和南部岗地平原灌溉农业与土壤侵蚀控制两个生态功能亚区。 该区北

部主要与合肥市接壤,城镇化水平较高,交通路网发达,主要发展城郊农业。 城市扩张占地与基本农田保护依然是该区的主要

矛盾之一,需要处理好二者之间协调发展的关系。 南部岗地平原地区主要是要协调好灌溉农业发展与土壤侵蚀控制的关系,防
止因土壤侵蚀导致的含化肥农药等水土物质流失进入巢湖,加剧湖泊淤积和水体污染等。 由于该区域基本属于派河子流域,区
域自西北向东南延伸较狭长,平原地区主要沿派河两岸展开分布,大多已开垦成农田,能够用于城市和工业发展的用地不多,所
以其近期发展主要还是得益和依附于合肥市西南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且合肥市城市化地区向肥西扩张最为明显,使得肥西县城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联系主要位于北面,而对南部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较弱,影响了本区内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
(4)杭埠河鄄丰乐河鄄白石山河流域生态功能区包括巢湖西部平原圩畈农业与面源污染控制和大别山北麓中低山森林水源

涵养、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两个生态功能亚区。 由于多丘陵山地,本区经济社会发展受到自然地理条件限制明显,发展

较为落后,生活水平不高。 本区生态保护重点在北部主要是巢湖西部平原圩畈地区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而在南部主要是对大

别山北麓中低山地区进行森林水源涵养、水土保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巢湖西部平原圩畈发展始于近代以来,虽然增加了可耕

地面积,但是加剧了巢湖湖泊的淤积以及水体面源污染,近些年已陆续开始退田还湖以维持巢湖本身的生态承载能力和水体自

净能力。 大别山北麓的中低山地区生物多样性丰富,森林植被覆盖面积大,是巢湖最大的入湖河流———杭埠鄄丰乐河的源头区

和水源涵养区,具有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功能,也是土壤侵蚀敏感区和省水土流失重点监督预防区[26] ,目前

已建有龙河口水库等自然保护区。 今后应以大别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严格控制旅游规模,在源头区实施封山育林以涵养

森林水源和保持水土,并对各类水利水电工程项目严格审批,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和施工环境监管,避免造成新的生态破坏。
虞巢湖湖泊与滨湖生态功能区包括有巢湖湖泊湿地洪水调蓄与农业、沿湖东部丘陵岗地石料开采、塌陷恢复与生态保护以

及沿湖西部平原圩畈水网湿地与农业 3 个生态功能亚区。 该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湿地生态保护、洪水调蓄、水源涵养等功能,也
是水体富营养化敏感区、国家水污染重点监督预防和治理区。 目前本区是巢湖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后应

重点加强巢湖周边丘陵岗地的水土流失防治,从严审批区内新建矿山开采项目,关闭沿湖东部禁采区内的全部矿山,限期关闭

限采区或开采区内规模小、技术水平低的矿山;禁止 25 度以上坡地开荒,对湖泊及沿湖湿地制定实施严格的保护措施;禁止在

区内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布局重要建设项目;严格监控巢湖湖泊水体、平原水网湿地和入湖支流水质,禁止高密度水产养殖、湖区

围垦和占用破坏沿湖湿地的行为。
3摇 结语

通过巢湖流域生态功能分区的研究以及生态功能分区图的编制可以看出,与传统的区划制图方法相比,以遥感和 GIS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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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巢湖流域生态功能分区图

Fig.3摇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of the Chaohu Lake Basin, Anhui Province

为基础进行生态功能分区,可以充分利用其在数据采集方面的优势及多层面叠加功能,解决了流域生态信息提取难的问题。 在

进行生态功能分区的过程中,考虑流域鄄子流域完整性为背景是一个新的探索,为实施和改进生态系统管理、促进宏观生态学发

展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以主导因素的流域鄄子流域划分界线为基础,作为独立地理单元的子流域上游至下游生态系统完整性得

到体现;生态区域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层次结构,再利用遥感和 GIS 技术叠置其它资源环境要素以及行政区划等的单要素分

区界线,多要素图层叠加,最后依据区划原则进行手工修正,可以更好地贯彻传统区划制图中“主导因素法冶和“叠置法冶的技术

路线,并极大地节约成本,提高制图精度和更新效率。
本研究综合考虑了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对巢湖流域生态系统叠加影响的特点,将全流域分为 5 个生态功能区和 12 个生态

功能亚区。 巢湖流域生态功能分区指明了区域生态系统的脆弱地区、保护关键区以及不同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保护重点与经济

社会发展约束等,对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以及遏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继续破坏和丧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实现区域社

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了基础,也为实施流域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的分区管理、区域产业布局、生态防灾减

灾、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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