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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类别众多，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生态意识。 本研究以县级行

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基于民族类别及其人口定量测度了西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并比较了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１０ 年的

动态变化。 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指数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整体上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格局。 虽然文化多样性指数在时间

序列上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总体上县域尺度的文化多样性水平偏低。 此外，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文化多样性指数逐渐增加，
即西南地区整体上表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省域尺度上，文化多样性的差异总和与各组分差异均随时间的推移

而减少，同时，其民族构成的相似性趋于增加，表明西南地区各民族人口的分布更加融合，民族交融成为趋势。 在西南地区的生

态环境背景下，文化多样性的空间分布与平均坡度密切相关。 最后，本研究探讨了民族融合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了阶梯过渡

带具有较高文化多样性的原因，并呼吁加强对西南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与保护。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民族；分布格局；生态要素；西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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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文化多样性”在《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被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

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他们内部及其间传承” ［１］。 最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中也指出“作为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自然那样必不可少” ［２］。
科学研究多从民族、语言、文化产业或文化产品等方面测度文化多样性［３⁃５］。 其中，“民族”反映出特定的社会

结构，从而形成文化多样性的基底。 同时，民族的综合性和多元化特征，也使得民族多样性成为文化多样性的

主体，加之民族类别及其人口数量的易统计性，因此，从民族角度来度量文化多样性，具有内涵上的丰富性的

和测度上的简明性［６］。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因其生活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产方式等因素的不同，在历史的演

化中逐步形成了各民族独具特色、多姿多彩的文化。 我国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类别与人口数量最多的地方，
除汉族以外，世居的 ３４ 个民族人口约有 ５４１３ 万［７］。 西南各民族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体现在生活

方式、语言文字和民俗文化等多种方面［８］。 西南民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我国多民族的民族属性，其文化也

极大地丰富着我国文化的内容［９］。 作为多种民族文化的共生区，西南地区形态多样的文化类型和种类繁多

的文化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但这些研究主要针对较小区域和特定人群，且多是对单个民族的

文化及人群环境行为的分析，缺乏大尺度上的综合性探讨。
西南各民族在探索认识自然规律、适应和改造生存环境、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并实现与自然环境系统和谐

相处的同时，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生态意识，并在人口再生产、人与生态环境协调共进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１０］。 但是，随着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深，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人口流动与文化变迁中，
在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和短期效益的挤压和侵蚀下，植根于各民族社会历史与习俗传统中的民族文化正在发生

前所未有的变化［１１］。 因此，在生态失衡日趋严峻的当下，识别并分析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的时空分布格局及

动态变化，在大尺度上探究生态要素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有助于在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继承并弘扬

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为西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在自然区划概念下，中国西南地区主要包括青藏高原东南部、巴蜀盆地、云贵高原和两广丘陵西部等地形

单元［１２］。 在本研究中，西南地区涵盖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和云南省的全部，以及西藏自

治区的拉萨市、那曲地区、山南地区、林芝地区、昌都地区与青海省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含格尔木市飞地唐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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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乡）。 西南地域辽阔，横跨 ８５°３０′—１１２°３０′Ｅ，２０°５４′—３６°２９′Ｎ，总面积达 ２３２．９３ 万 ｋｍ２，占中国国土面积

的 ２４．１８％。 除四川盆地与广西沿海，西南地区的海拔大多超过 １０００ ｍ，青海与西藏都在 ４０００ ｍ 以上，属于典

型的高原地带（图 １）。 本研究中 ２０１０ 年西南地区人口总数为 ２．３９ 亿，占中国总人口的 １８．６２％，而其少数民

族人口总数为中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４８．３２％。

图 １　 西南地区地理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１．２　 数据来源

研究中，行政区划与边界矢量数据、水体矢量数据以及数字高程模型（３０ ｍ × ３０ ｍ）来源于中国科学院遥

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民族人口数据来源于国务院主持的第四次（１９９０ 年） ［１３］、第五次（２０００ 年） ［１４］ 和第六

次（２０１０ 年） ［１５］人口普查。 普查中由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有 ５６ 个，还包括“未识别民族”和“外国人加入中国

籍”２ 类，故本文按照总计 ５８ 个“族类”进行统计。 研究中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研究单元，因行政区划的局部

变动，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对应的研究单元总数分别为 ５８８ 个、６００ 个和 ６０３ 个。
１．３　 文化多样性指数

生态学中，一般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或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来构建生物学和景观生态学的生物多样性指数和

景观多样化指数［１６⁃１７］。 本研究为定量分析文化多样性，借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来计算文化多样性指数

ＣＤ，具体表示为［３］：

ｐｉ ＝
Ｐ ｉ

∑
Ｎ

ｉ ＝ １
Ｐ ｉ

（１）

ＣＤ ＝－ ∑
Ｎ

ｉ ＝ １
（ｐｉ·ｌｎｐｉ） （２）

式中，Ｐ ｉ为研究单元中第 ｉ 个族类的人口数，ｐｉ为研究单元中第 ｉ 个族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Ｎ 为族类的总

数。 当各族类人口比重相等，即 ｐ１ ＝ ｐ２ ＝ … ＝ ｐＮ ＝ １ ／ Ｎ 时，文化多样性指数 ＣＤ 达到最大。
１．４　 文化多样性区域差异

研究中采用 Ｔｈｅｉｌ 指数来探究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的空间分异组成。 Ｔｈｅｉｌ 指数是运用信息理论推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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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以按加法分解的不平等指数，其优点在于可以把总体的差异分解为组内差异与组间差异［１８⁃１９］。

Ｒ ｊ ＝
ＣＤ ｊ

∑
ｎ

ｊ ＝ １
ＣＤ ｊ

（３）

ＲＭｘ ＝ ∑
ｎＭｘ

ｊ ＝ １
Ｒ ｊ （４）

Ｔ ＝ ∑
ｎ

ｊ ＝ １
Ｒ ｊ·ｌｎ ｎ·Ｒ ｊ( )[ ] （５）

ＴＭｘ ＝ ∑
ｎＭｘ

ｊ ＝ １

Ｒ ｊ

ＲＭｘ
·ｌｎ ｎＭｘ·

Ｒ ｊ

ＲＭｘ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６）

式中，ＣＤ ｊ为第 ｊ 个研究单元的文化多样性指数，ｎ 为西南地区研究单元的数量，Ｒ ｊ为第 ｊ 个研究单元的文化多

样性指数占西南地区的份额，ＲＭｘ为第 ｘ 个省级行政区 Ｍｘ 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占西南地区的份额，ｎＭｘ为第 ｘ 个

省级行政区 Ｍｘ 内的研究单元数量。 如上，计算得到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指数的差异总和 Ｔ 与第 ｘ 个省级行

政区 Ｍｘ 内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差异 ＴＭｘ。 其中，Ｔａ、Ｔｂ分别表示全部省级行政区的组内与组间差异，具体表

示为［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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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民族构成相似性

Ｗｏｌｄａ 改进了 Ｍｏｒｉｓｉｔａ⁃Ｈｏｒｎ 指数用于测度群落或生境间的相似性系数［２１］。 为避免区域的人口总量对相

似性系数的影响，本研究中利用省级行政区 Ｍｘ 内的 ５８ 个族类的人口比例来计算不同省级行政区之间民族

构成的相似性 ＳＭｘ－Ｍｘ＋１，具体表示为：

ＳＭｘ－Ｍｘ＋１ ＝ ２·
∑
Ｎ

ｉ ＝ １
（ｐｉ（Ｍｘ）·ｐｉ（Ｍｘ＋１））·ＮＭｘ·ＮＭｘ＋１

∑
Ｎ

ｉ ＝ １
ｐ２

ｉ（Ｍｘ）
／ Ｎ２

Ｍｘ ＋ ∑
Ｎ

ｉ ＝ １
ｐ２

ｉ（Ｍｘ＋１）
／ Ｎ２

Ｍｘ＋１

（１０）

式中，ｐｉ （ Ｍｘ ）为第 ｘ 个省级行政区 Ｍｘ 内第 ｉ 个族类的人口比例，ＮＭｘ为第 ｘ 个省级行政区 Ｍｘ 内的族类总数。
１．６　 生态要素分析

根据数字高程模型、水体矢量数据与县级行政区边界数据，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平台［２２］ 的区域分析工

具“Ｚｏｎａｌ”与表面工具“Ｓｌｏｐｅ”，采用地理坐标系统 ＧＣＳ＿ＷＧＳ＿１９８４，提取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期每个

研究单元的生态要素值，包括区域面积、平均海拔、海拔标准差、平均坡度、坡度标准差、水体面积、水体周长与

水体覆盖率。 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统计工具“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分别将 ３ 期全部研究单元的文化多样

性指数与对应年份的各生态要素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对彼此间的空间关系进行建模、检查和探究。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文化多样性时空格局

２．１．１　 县域、市域和省域尺度文化多样性分布格局

文化多样性指数低的县级单元主要分布在整个地区的北部，主要是青藏高原西北部和四川盆地；同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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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的广西沿海也形成连片状的低值区（图 ２）。 而文化多样性指数高的县级单元多分散在南部的云贵高原，
且在云南西南部靠近边境处与西北部横断山区有聚集。 整体而言，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期的县域尺

度文化多样性指数空间格局基本稳定。 统计可知，文化多样性指数低于 ０．２ 的县级单元最多，而高于 １．４ 的最

少，表明西南地区县级单元的文化多样性水平总体偏低，反映出县域尺度上各民族的空间分布倾向于相对独

立而非混族而居。 对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文化多样性指数的变化分析发现，不同县级单元在空间上增减不一，且幅

度较小。 文化多样性指数变化超过 ０．５ 的研究单元仅有两个，一个是广西的贵港市港南区（－０．５０），另一个是

四川省的绵阳市平武县（０．６５）。 多样性指数有明显减少（＜－０．２０）的县级单元有 ６ 个，而有明显增加（＞０．２０）
的有 ２７ 个；多样性指数呈减少趋势的占 ２０．９０％，而呈增加趋势的占 ７９．１０％。 以上结果都表明西南地区文化

多样性水平在时间序列上总体呈现出提高，反映出县域尺度上各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向于杂居分布。

图 ２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０ 年西南地区县域尺度文化多样性指数空间分布及其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

文化多样性指数低的市级单元主要分布在青海与西藏的青藏高原，还有四川盆地平原，以及广西沿海地

区；文化多样性指数高的市级单元多分布在云南与贵州省境内（图 ３）。 整体而言，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期的市域尺度文化多样性指数空间格局也基本稳定。 统计可知，文化多样性指数低于 ０．２ 的市级单元较多，
其次为 ０．５—０．９ 和 ０．９—１．４ 的，而 ０．２—０．５ 和高于 １．４ 的均较少，表明西南地区市级单元的文化多样性处于

中等水平，反映出市域尺度上各民族的空间分布既有混族而居又有聚族而居。 对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文化多样性

指数的变化分析发现，文化多样性指数有明显增加（＞０．２０）的 ７ 个市级单元在地区东侧的重庆市有聚集，并
散布于其他区域，而有明显减少（ ＜－０．２０）的 ３ 个市级单元都位于广西境内；多样性指数呈减少趋势的占

１７．１４％，而呈增加趋势的占 ８２．８６％。 以上结果也表明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水平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提高趋

势，反映出市域尺度上各民族趋向于杂居分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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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０ 年西南地区市域尺度文化多样性指数空间分布及其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

文化多样性指数低的省级单元分布在北部，而文化多样性指数高的省级单元分布在南部（图 ４）。 统计可

知，不存在文化多样性指数低于 ０．２ 的省级单元，同时高于 ０．９ 的省级单元较多，表明西南地区省级单元的文

化多样性处于较高水平，反映出省域尺度上各民族的空间分布倾向于混族而居。 对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文化多样

性指数的变化分析发现，除广西以外的其他省级单元的多样性指数都呈增加趋势，且在青海部分发生明显的

增加，反映出省域尺度上各民族的杂居分布进一步深入。
２．１．２　 不同尺度文化多样性指数对比

当以市域尺度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时，绝大部分基于市级行政区的文化多样性指数都高于基于县级行政

区的，但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１０ 年在四川境内分别有 ８、５ 和 ６ 个市的基于市级行政区的文化多样性指数低

于基于县级行政区的；同时，在广西境内也分别有 ２、３ 和 ３ 个市发生相同的情况。 而当以省域尺度为研究对

象进行分析时，１９９０ 年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和青海部分，２０００ 年广西、重庆、贵州、云南和青海部分，２０１０ 年

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部分和青海部分的文化多样性指数都随着空间尺度的扩大而逐渐增加（表 １）。
但 １９９０ 年与 ２０００ 年西藏部分的基于省级行政区的文化多样性指数低于基于市级行政区的，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１０
年四川的基于市级行政区的文化多样性指数低于基于县级行政区的。 这反映了文化多样性水平随空间尺度

改变的同向变化，但也存在局部小尺度的多民族交融甚于较大尺度的情况。
当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扩大为整个西南地区时，对比基于不同尺度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发现（图 ５）：随着

空间尺度的依次扩大，文化多样性指数呈明显的逐级增加态势，定量化地确认了西南地区整体上“大杂居，小
聚居”的分布格局，即，在大尺度上各民族混合而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文化多样性水平较高；而在

小尺度上各民族倾向于聚族而居，维持单一的民族文化传统，从而使得文化多样性水平较低。 并且，经过统计

分析 ｕ 检验，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县域与市域尺度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均值都在 ０．０５ 显著性水平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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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０ 年西南地区省域尺度文化多样性指数空间分布及其变化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

差异。 此外，随时间的推移，不同空间尺度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均有一定幅度的增加；而 １９９０ 到 ２０００ 年基于省

级行政区的异常变化可能与重庆市在 １９９７ 年成为直辖市有关。

表 １　 基于不同空间尺度的省级行政区文化多样性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ｃａｌｅｓ

区域
Ｒｅｇｉｏｎ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基于县级
Ｃｏｕｎｔｙ

基于市级
Ｃｉｔｙ

基于省级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基于县级
Ｃｏｕｎｔｙ

基于市级
Ｃｉｔｙ

基于省级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基于县级
Ｃｏｕｎｔｙ

基于市级
Ｃｉｔｙ

基于省级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广西 ０．５２８５ ０．５７８５ ０．９０７９ ０．５５０５ ０．６２５３ ０．９１８２ ０．５６３４ ０．６０２２ ０．９０４０

重庆 — — — ０．１３７６ ０．２００６ ０．２８７３ ０．１４２３ ０．２９３１ ０．２９７６

四川 ０．１９０８ ０．２３１３ ０．２５９２ ０．２０２５ ０．１９５５ ０．２６５４ ０．２１３５ ０．２０６９ ０．３０８５

贵州 ０．８１９３ １．００１７ １．３２６４ ０．８４９７ １．０８５８ １．４２６６ ０．８５９０ １．０８０３ １．３８３１

云南 ０．８５７０ １．１０３３ １．４０４０ ０．８８７２ １．１７５７ １．４０５４ ０．９０７８ １．１８５７ １．４０７５

西藏（部分） ０．１４１８ ０．２７９５ ０．２２１２ ０．１９２３ ０．３７３０ ０．３６４３ ０．２５１１ ０．４２６１ ０．４２７６

青海（部分） ０．２１１７ ０．５３４９ １．２０１２ ０．２５５０ ０．５５４６ ０．９３１０ ０．２７５２ ０．５６７４ ０．９５９４

２．２　 文化多样性的差异性与相似性

２．２．１　 文化多样性区域差异

由于文化多样性水平在西南地区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研究中运用 Ｔｈｅｉｌ 指数对文化多样性指数的区

域差异进行计算并分析。 在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差异组成中，省级单元文化多样性的组间差异最大，约占

差异总和的四成，表明各省级单元之间的文化多样性水平具有较为明显的差距（图 ６）。 在组内差异中，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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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占主导地位，其次为云南，随后是广西、贵州，重庆略高于西藏部分，而青海部分几乎可以忽略。 对比 ３
期的文化多样性差异组成发现，差异总和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同时，每个组分的差异也在此过程中逐渐降

低，但各组分的差异占比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广西的差异占比呈增加趋势，西藏部分呈减少趋势，而其他区

域则呈现出波动变化（表 ２）。 一方面，重庆市于 １９９７ 年成为直辖市，改变了组内差异的构成，并影响了各组

分的占比；另一方面，西南地区各民族人口的增减与迁移减少了区域间的人口分布差异，从而使得不同区域内

部与区域之间的文化多样性水平的差异呈缩小的趋势。

图 ５　 基于不同空间尺度的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指数

　 Ｆｉｇ． ５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ｃａｌｅｓ

图 ６　 西南地区省域尺度文化多样性差异组成

　 Ｆｉｇ．６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表 ２　 西南地区省域尺度文化多样性差异占比 ／ ％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年份
Ｙｅａｒ

广西
Ｇｕａｎｇｘｉ

重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贵州
Ｇｕｉｚｈｏｕ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西藏（部分）
Ｘｉｚａｎｇ
（ｐａｒｔ）

青海（部分）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ａｒｔ）

组内
Ｗｉｔｈ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组间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１９９０ 年 ９．１５ — ２９．６８ ６．９９ １０．５２ ３．３８ ０．３３ ６０．０５ ３９．９５

２０００ 年 ９．３０ ４．５７ ２２．９４ ６．５５ １０．３９ ３．２６ ０．５９ ５７．６０ ４２．４０

２０１０ 年 ９．８２ ４．３５ ２３．６６ ６．８３ １０．４４ ２．８５ ０．５４ ５８．４９ ４１．５１

２．２．２　 民族构成相似性

在分析文化多样性指数区域差异的基础上，将 Ｗｏｌｄａ 改进后的 Ｍｏｒｉｓｉｔａ⁃Ｈｏｒｎ 指数应用于民族构成相似性

的计算，可进一步发掘大尺度上西南地区民族构成的异同。 由表 ３ 可知，与广西的民族构成相似性最高的是

云南，其次为贵州，四川与重庆的相当，均超过 ０．８４。 ２０００ 年，重庆与四川的民族构成相似性达到 ０．９９８２，为
全部省级行政区中相似性最高；此外，与贵州和云南的相似性也都高于 ０．９０。 四川与云南的民族构成相似性

也较高且较为稳定，３ 期都超过了 ０．９３。 贵州与云南的相似性也很高，达到 ０．９６。 位于西南地区的西藏和青

海部分与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的民族构成相似性都很低，尤其是西藏部分大多不足 ０．１０，但两者间具

有很高的相似性，超过了 ０．９２。 对比 ３ 期的民族构成相似性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省级单元的民族构成相似

性趋向于增加，表明西南地区各民族人口的分布在大尺度上更加融合，民族交融成为趋势。
２．３　 生态要素分析

由于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特征，对不同的生态要素与文化多样性指数进行

分析有助于理解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分布格局产生的生态环境基础。 运用探索性回归的分析方法，可以将区

域面积、平均海拔、海拔标准差、平均坡度、坡度标准差、水体面积、水体周长与水体覆盖率各生态要素作为解

释变量来判断它们对文化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影响。 其中，变量显著性可以反映出生态要素对文化多样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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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测程度。 由表 ４ 可知，平均坡度的变量显著性在 ３ 期均为 １００％，体现出了研究单元内地形坡度的平均值

对文化多样性指数的空间分布具有很强的影响。 类似地，１９９０ 年的水体覆盖率的变量显著性也达到９８．９９％，
表明研究单元内水体面积占区域面积的比值在 １９９０ 年对文化多样性指数的空间分布产生强烈影响。 而区域

面积的变量显著性最低（＜２４．２４％），水体周长的变量显著性也很低（＜２７．２７％），反映出研究单元的区域面积

大小与水体的周界长度对文化多样性指数空间分布的影响较弱。 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均海拔和水体覆盖率的

变量显著性有所降低，表明这些要素对文化多样性指数空间分布的影响有所减弱。 综上所述，在西南地区的

生态环境背景下，文化多样性分布格局始终受到平均坡度的重要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水体覆盖率

的影响。

表 ３　 西南地区省域尺度民族构成相似性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ｔｈｎ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年份
Ｙｅａｒ

区域
Ｒｅｇｉｏｎ

重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四川
Ｓｉｃｈｕａｎ

贵州
Ｇｕｉｚｈｏｕ

云南
Ｙｕｎｎａｎ

西藏（部分）
Ｘｉｚａｎｇ （ｐａｒｔ）

青海（部分）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ａｒｔ）

１９９０ 年 广西 — ０．８４８８ ０．８５５１ ０．８７４６ ０．０３７２ ０．２０９５

重庆 — — — — —

四川 ０．９４４２ ０．９３４７ ０．０５７２ ０．２８６５

贵州 ０．９６５６ ０．０４１２ ０．２３０９

云南 ０．０４３６ ０．２２５１

西藏（部分） ０．９２５０

２０００ 年 广西 ０．８４１６ ０．８４２８ ０．８５７３ ０．８８６１ ０．０６２１ ０．２９４４

重庆 ０．９９８２ ０．９０１７ ０．９２６３ ０．０７９２ ０．５４２６

四川 ０．８９８７ ０．９３１６ ０．０９４７ ０．３７６８

贵州 ０．９６１５ ０．０６５１ ０．３１１３

云南 ０．０７１７ ０．３２８４

西藏（部分） ０．９４４６

２０１０ 年 广西 ０．８５７６ ０．８５６６ ０．８７３７ ０．８９４４ ０．０８９５ ０．３２５８

重庆 ０．９９７７ ０．９３２７ ０．９３２５ ０．１０７１ ０．３９１５

四川 ０．９２７２ ０．９３６３ ０．１２６７ ０．４１００

贵州 ０．９６８４ ０．０９６６ ０．３５１９

云南 ０．１０１２ ０．３５８６

西藏（部分） ０．９４９８

表 ４　 西南地区各生态要素对文化多样性指数的变量显著性 ／ ％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年份
Ｙｅａｒ

区域面积
Ａｒｅａ

平均海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海拔标准差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ＳＤ

平均坡度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ｌｏｐｅ

坡度标准差
Ｓｌｏｐｅ ＳＤ

水体面积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水体周长
Ｗａｔｅｒ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水体覆盖率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１９９０ ２４．２４ ８０．８１ ７３．７４ １００ ５７．５８ ２１．２１ ３８．３８ ９８．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０ ７７．７８ ７３．７４ １００ ６０．６１ ２６．２６ ３７．３７ ８４．８５

２０１０ ２３．２３ ５４．５５ ７３．７４ １００ ６０．６１ ２７．２７ ４０．４０ ７４．７５

３　 结论与讨论

从文化多样性指数的时空格局分析可以看出，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水平在时间序列上表现为提高，体现

出各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向于杂居分布。 与此同时，对文化多样性的大尺度差异分析也表明不同区域内

部与区域之间的文化多样性差异都在降低。 此外，省域尺度的民族构成相似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趋向于增加，
也反映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人口的分布更加均匀化。 历史上，由于自然条件改变、政治与战争因素导致的民族

内徙和人口迁移促进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２３］。 建国以后，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民族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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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使得各地区的民族构成更为多样化［２４］。 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
在投资、经济等拉力作用下，我国形成一个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的人口潮［２５］。 随后，西部大开发战

略又刺激人口从中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２６］。 整体而言，市场经济与政府调节的双重作用影响着我国近

现代西南地区大尺度的民族构成。
西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文化多样性指数高的县级单元多聚集在横断山区至青

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交界处，以及云南西南部靠近边境处至贵州腹地。 而由生态要素的分析可知，坡度对文

化多样性指数具有重要的影响。 进一步分析发现，文化多样性指数较高的分布区多位于我国第一、第二级阶

梯过渡带与第二、第三级阶梯过渡带，其平均坡度一般较大。 一方面，西南地区广泛流传着“汉族占街头，壮
族占水头，瑶族占箐头，苗族占山头”这样的谚语，反映出各民族依循不同的海拔高度与地形状况而栖居于适

宜的地理位置［２７］。 而坡度较大的阶梯过渡带地貌复杂、生态环境多样，为多民族混族而居提供了空间与条

件。 另一方面，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横断山区奇特的地质形成历史、复杂的周边界面条件、易变的高山气候和

强烈的太阳辐射等山地环境，以及云贵高原南部边缘的南方喀斯特所留存的全球同纬度地带上类型最为独

特、覆盖面积最大、连续分布的喀斯特原始森林，都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创造了条件［２８］。 而生物多样性是文

化多样性的基础，满足不同人群可利用生物资源在类型、分布和数量上差异［２９］。 因而，阶梯过渡带因地形复

杂所引起的高文化多样性在我国西南地区是十分特殊并值得深入研究的。
文化多样性时空格局的识别与生态要素的探究为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分布提供了空间上的静态信息与

时间上的动态变化。 文化多样性同生物多样性一起作为保持复合生态系统健康的基础，使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在面临干扰时依然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态功能［３０］。 民族文化具有一种敬畏自然的朴素生态伦理观，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保证当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价

值［３１］。 但就整体而言，我国西南地区县域尺度的文化多样性水平不高，并面临着气候变化的加剧、经济全球

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等自然、经济与社会等多方面的挑战［３２］。 因此，加强对文化多样性的重视与保护迫在

眉睫，这不仅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也能够为西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有益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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