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８ 卷第 ２３ 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３８，Ｎｏ．２３
Ｄｅｃ．，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３０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１１； 　 　 修订日期：２０１８⁃０９⁃２９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ｘｕｋｐ＠ ｃａｅｐ．ｏｒｇ．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８０５１１１０３９

迟妍妍， 许开鹏， 王晶晶， 张丽苹．京津冀地区生态空间识别研究．生态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２３）：　 ⁃ 　 ．
Ｃｈｉ Ｙ Ｙ，Ｘｕ Ｋ Ｐ，Ｗａｎｇ Ｊ Ｊ，Ｚｈａｎｇ Ｌ Ｐ．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ｂｅｉ．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８，３８（２３）：　 ⁃ 　 ．

京津冀地区生态空间识别研究

迟妍妍， 许开鹏∗， 王晶晶， 张丽苹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１２

摘要：生态空间识别是有效维护生态环境和减缓环境退化的有效方法之一，也是生态学目前研究的重要领域。 京津冀地区自然

禀赋先天不足，由于持续高强度的开发活动，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生态压力增大，脆弱的自然生态本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

冲突激烈。 为了探索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生态空间管控有效方法，依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和敏感性评价，以及重点生

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等生态保护重要区域识别，确定了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空间。 浑善达克沙漠

化防治生态功能区、冀北燕山山区和冀西太行山山区，这些重要的区域关系到京津冀地区水资源和生态安全，是京津冀生态安

全的重要屏障。 生态空间识别将为京津冀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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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空间管控应致力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重目标，任何只注重单一目

标的发展都是不可持续的，这是全球千年生态计划的核心思想［１］。 目前最为通行的方法是对资源与环境进

行生态空间识别并划分生态红线，该方法是对稀缺资源和退化环境采取保育或生态修复措施，以便提升该地

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达到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２⁃３］。 生态空间管控可促使土地管理者修改土地利用规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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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减轻甚至避免生态环境风险问题出现。 生态空间识别只有和土地利用规划相互协调，并实现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提升，才能给人类社会提供资源价值，体现其自身的存在意义［４］。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在 １９９７ 年对全球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进行了定量评估，在生态系统服务基础上的空间识别已经成为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的热

点和前沿［５⁃６］。 一些学者将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内涵和价值评价方法与生态空间识别相结合，探讨生态系

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关系问题。
生态空间是指用于自然保护、山林保护、生态防护等功能的地域［７］。 通常来讲，对于生态系统和生物生

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的地区都可视为生态空间。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生态空间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对生态

资源总是采取掠夺式的开采或粗放式的管理，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生态系统各项服务功能减弱［８⁃９］。 随着生

态学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性，保育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实现人类可持续

发展的前提之一［１０⁃１１］。 由于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大部分功能缺乏深入的生态学解释，致使能够为决策者提供

依据的生态学信息非常少，这直接影响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保育和管理，因此，生态空间识别是一种切实

解决生态服务功能退化的有效手段之一。

１　 研究区简介

京津冀地处内蒙高原、太行山脉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华北平原的关键区域，在华北平原生态安全格

局中具有重要地位。 京津冀北部是华北平原的主要生态屏障，其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防风固沙功能直接影

响京津冀地区甚至华北平原生态系统安全［１２］。 该区长期以来的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造成草原生态系统严重

退化，当地土地沙化特别严重、沙漠化敏感性程度极高，该地区是北京市乃至华北地区主要沙尘暴源区。 京津

冀水资源短缺，全域均出现河流断流和湿地萎缩问题，全年存在断流现象的河流比例约为 ７０％，永定河、潮白

河、小白河、新洋河、滹沱河、民主渠、永金渠等主要河渠存在全年断流现象。 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及

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城镇人口数量激增，带来环境污染加剧、生态承载力降低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１３⁃１４］。
雄安新区内的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稳定性趋向脆弱，湿地洪水调蓄、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功能退化显著。 因此，
京津冀区域生态空间识别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野外调查和遥感影像处理相结合方式进行数据处理。 植被覆盖度采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ＮＡＳＡ） 数据信息服务中心（ＤＩＳＣ）提供 ＭＯＤＩＳ 数据产品，空间分辨率为 ２５０×２５０ ｍ。 图像处理过程包括大

气校正、辐射校正、格式和投影转换等。 我们利用最大合成法（ＭＶＣ）将 １６ ｄ 的 ＮＤＶＩ 数据合成为月均值，生
成逐月数据集［１５］。 植被覆盖度和 ＮＤＶＩ 之间存在线性关系，通过建立二者之间的转换关系，提取植被覆盖度

信息［１６］。 基于像元二分模型设计的遥感估算方法，以 ＮＤＶＩ 值为参数，计算植被覆盖度［１７］。
２．２　 生态空间识别方法

针对研究区的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土地沙化等主要生态问题，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在
区域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价的基础上，参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三省（市）主体

功能区规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中国湿地保护行动

计划》等文件中明确的重点关注区域，结合本文研究方法提出生态空间。 对于生态空间识别，我们采用生态

服务功能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来进行评估，主要包括 ５ 个方面评估内容。
２．２．１　 水源涵养

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产水量模型，通过径流调节量的大小进行评估。 其主要原理是基于 Ｂｕｄｙｋｏ 曲线和年均降雨

量，径流量等于降水量减去蒸散量，公式如下：

Ｙｘｊ ＝ （１ －
ＡＥＴｘｊ

Ｐｘ
） ．Ｐｘ （１）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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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ＡＥＴｘｊ是 ｊ 类土地利用类型中像元 ｘ 的年实际蒸散量，Ｐｘ为像元 ｘ 的年降雨量。 ＡＥＴｘｊ ／ Ｐｘ是 Ｂｕｄｙｋｏ 曲线

的一个近似值［１８］。 其中径流调节为潜在径流量与实际径流量之差。 借助 ＩｎＶＥＳＴ 产水量模型，估算不同植被

覆盖程度的流域年度产水量（径流量）及其空间分布特征［１９⁃２０］。
２．２．２　 土壤保持

本研究采用通用水土流失方程 ＵＳＬＥ 进行评价，包括自然和人类活动因子，降雨、坡度坡长、植被、土壤和

土地管理等 ５ 个因素。
ＵＳＥＬｘ ＝ Ｒｘ × Ｋｘ × ＬＳｘ × Ｃｘ × Ｐｘ （２）

式中，ＵＳＬＥｘ表示栅格 ｘ 的土壤侵蚀量；Ｒｘ为降雨侵蚀力；Ｋｘ为土壤可蚀性；ＬＳｘ为坡度－坡长因子；Ｃｘ为植被覆

盖因子；Ｐｘ为管理因子［２１⁃２２］。
２．２．３　 防风固沙

以生态系统防风固沙服务能力指数作为评估指标，计算公式为：
ｓｗｓ ＝ ＮＰＰｍｅａｎ × Ｋ × Ｆｑ × Ｄ （３）

Ｆｑ ＝
１

１００∑
１２

ｉ ＝ １
ｕ３ ＥＴＰ ｉ － Ｐ ｉ

ＥＴＰ ｉ
{ } × ｄ

ＥＴＰ ｉ ＝ ０．１９ （２０ ＋ Ｔｉ） ２ × （１ － ｒｉ）

ｕ２ ＝ ｕ１ （ ｚ２ ＼ ｚ１） １ ＼７ Ｄ ＝ １ ／ ｃｏｓ（ｑ）
式中，Ｓｗｓ 为防风固沙服务能力指数，ＮＰＰｍｅａｎ为多年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平均值，Ｋ 为土壤蚀性因子，Ｆｑ 为多年

平均气候侵蚀力，ｕ 为 ２ ｍ 高处的月平均风速，ｕ１、ｕ２分别表示在 ｚ１、ｚ２ 高度处的风速，ＥＴＰ ｉ为月潜在蒸发量

（ｍｍ），Ｐ ｉ为月降水量（ｍｍ），ｄ 为当月天数，ｉ 为月平均气温，ｒｉ为月平均相对湿度（％），Ｄ 为地表粗糙度因子，
θ 为坡度（弧度）。
２．２．４　 水土流失敏感性

按照土壤侵蚀发生的动力条件分类，水土流失包括水力侵蚀和风力侵蚀。 以风力侵蚀为主带来的水土流

失敏感性将在土地沙化敏感性中进行评估，本节主要对水动力为主的水土流失敏感性进行评估［２３］。 根据通

用水土流失方程的基本原理，通常选取土壤可蚀性、地表植被覆盖、降水侵蚀力、坡度坡长等指标［２４］。 将反映

各因子对水土流失敏感性的单因子进行评价，最后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进行乘积运算，公式如下：

ＳＳｉ ＝
４ Ｒ ｉ × Ｋ ｉ × ＬＳｉ × Ｃ ｉ （４）

式中，ＳＳｉ为 ｉ 空间单元水土流失敏感性指数，评估因子包括降雨侵蚀力（Ｒ ｉ）、土壤可蚀性（Ｋ ｉ）、坡长坡度

（ＬＳｉ）、地表植被覆盖（Ｃ ｉ）。
２．２．５　 土地沙化敏感性

土地沙化会导致荒漠化的发生，因此本研究参照《生态功能区划暂行规程》，选取干燥度指数、起沙风天

数、土壤质地、植被覆盖度等指标。 本研究利用 ＧＩＳ 系统的空间分析功能，先将单个因子的敏感性分布图罗列

出，然后进行乘积运算，得到研究区的土地荒漠化敏感性等级分布图［２５⁃２６］，公式如下：

Ｄｉ ＝
４ Ｉｉ × Ｗｉ × Ｋ ｉ × Ｃ ｉ （５）

式中，Ｄｉ为单元评估区的土地沙化敏感性指数，Ｉｉ、Ｗｉ、Ｋ ｉ、Ｃ ｉ分别为评估区域干燥度指数、起沙风天数、土壤质

地和植被覆盖的敏感性等级值（表 １）。

３　 区域生态空间重要性和敏感性评价

３．１　 区域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

重要性评价的目的在于明确研究区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程度，以及对该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作用，并根据重要性进行等级划分，明确其空间分布［２７⁃２８］。 结合京津冀实际，我们选用了 ３ 个指标进行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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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土地沙化敏感性评估指标分级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指标
Ｉｎｄｅｘ

干燥度指数
Ａｒｉｄｉｔｙ

≥６ ｍ ／ ｓ 起沙风天数
≥６ ｍ ／ ｓ Ｄａｙｓ ｏｆ
ｓａｎｄ ｂｌｏｗｉｎｇ

土壤质地
Ｓｏｉｌ ｔｅｘｔｕｒｅ

植被覆盖度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分级赋值（ｓ）
Ｒａｔｉｎｇ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不敏感 Ｎｏ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１．５ ≤１０ 基岩、粘质 ≥０．６ １

敏感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１．５—１６．０ １０—３０ 砾质、壤质 ０．２—０．６ ３

极敏感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１６．０ ≥３０ 沙质 ≤０．２ ５

３．１．１　 水源涵养重要性评价

京津冀地区水源涵养重要性评价结果见图 １，区域较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分别在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

域、官厅水库上游的永定河流域、潘家口水库上游的滦河流域以及西大洋水库、王快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

库的汇水区域。
３．１．２　 土壤保持重要性评价

京津冀地区土壤保持重要性评价结果见图 ２，区域重要的土壤保持区分布在张家口的坝上高原、永定河

上游的山间盆地地区、官厅和密云水库上游河谷地区、滦河水系上游山川河谷地区以及保定、石家庄西部太行

山山区等地区。

图 １　 京津冀地区水源涵养重要性评价

　 Ｆｉｇ．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图 ２　 京津冀地区土壤保持重要性评价

　 Ｆｉｇ． 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３．１．３　 防风固沙重要性评价

防风固沙重要性主要反映风沙对大城市等目标的影响程度，京津冀地区防风固沙重要性评价结果见图

３。 北部张承地区为防风固沙重要区域，东部和南部地区为防风固沙的一般区域。 北京毗邻防风固沙重要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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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区域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价

３．２．１　 水土流失敏感性评价

京津冀地区水土流失敏感性评价结果见图 ４，水土流失极敏感地区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地区，而在北部

的太行山东坡和燕山山地容易引发生态和贫困的恶性循环，并对北京的饮用水库行洪和供水的造成巨大

压力。

图 ３　 京津冀地区防风固沙重要性评价

　 Ｆｉｇ．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ｉｎｄ ａｎｄ ｓａｎｄ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图 ４　 京津冀地区水土流失敏感性评价

　 Ｆｉｇ． 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ｌｏｓ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３．２．２　 荒漠化敏感性评价

京津冀地区荒漠化敏感性评价结果见图 ５，区域荒漠化敏感性较高，重点地区在河北省北部张承地区，华
北平原上较易发生荒漠化的土地为永定河、潮白河下游等干涸河道地区。

４　 京津冀地区生态空间识别

４．１　 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和敏感区

根据区域土壤保持、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土壤保持功能极重要和重要区

分别占区域总面积的 ２５．２％和 ３６．９％，主要分布在承德、北京、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等地［２９］。 防风固沙功能极

重要和重要区分别占区域总面积的 ２％和 ２．６％，主要在张家口与承德的坝上地区。 水源涵养功能极重要和重

要区分别占区域总面积的 ５１％和 ２０％，主要分布在承德、张家口、北京、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等地（图 ６）。
综合土壤保持、水源涵养、防风固沙等三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京津冀地区生态服务功能“极重要－重要”

区域面积约为 ６．３５ 万 ｋｍ２（表 ２），面积比例约 ３０％，主要分布在西部、北部山区［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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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京津冀地区荒漠化敏感性评价

　 Ｆｉｇ．５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

图 ６　 京津冀地区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布局

Ｆｉｇ．６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

表 ２　 京津冀地区生态服务功能评估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京津冀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土壤保持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防风固沙
Ｓａｎｄｓｔｏｒｍ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水源涵养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亿吨 ％ 亿吨 ％ 亿吨 ％

极重要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０．９６ ２５．１３ ２．４７ １．９９ ５２２．６９ ５１．４８

重要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１．４１ ３６．９１ ３．１９ ２．５８ １９８．５６ １９．５６

中等重要 Ｍｅｄｉｕｍ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０．９１ ２３．８２ １０．７２ ８．６６ １５０．１８ １４．７９

一般 Ｃｏｍｍｏｎ ０．５４ １４．１４ １０７．４７ ８６．７７ １４３．９１ １４．１７

总量 Ｔｏｔａｌ ３．８２ １２３．８５ １０１５．３４

４．２　 重点生态功能区

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京津冀共有 １ 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即浑善达克沙漠化防治生态功能

区，河北省的坝上高原风沙防治区位于此区内。 根据三省（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共有 ２ 处省级重点生态功能

区，包括冀北燕山山区和冀西太行山山区，总面积 ９０７８６ 平方公里，关系到京津冀地区水资源和生态安全，是
京津冀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图 ７）。
４．３　 重要生态功能区

根据《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京津冀共有 ３ 处重要生态功能区，包括京津冀北部水源涵养重要

区、太行山区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重要区以及浑善达克沙地防风固沙重要区［３１］。 京津冀北部水源涵养重要

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重要水源地的涵养区及滦河、潮河上游源头，该区的水源涵养对京津冀地区的供水安全

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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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京津冀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布

Ｆｉｇ．７　 Ｋｅ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

太行山区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重要区位于河北省、
山西省与河南省交界处，太行山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

的分水岭，其水源涵养功能对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极其重

要。 浑善达克沙地防风固沙重要区地处阴山北麓东部

半干旱农牧交错带、燕山山地、坝上高原，该区是北京市

乃至华北地区主要沙尘暴源区。
４．４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京津

冀共有 ２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包括内陆陆地和水

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中的太行山区、海洋与海岸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中的黄渤海保护区域（表 ３）。
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部分地区包含在太行山

区内。 已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１８ 个，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 １２ 个。 河北省唐海、黄骅滨海湿地和天

津市的汉沽、塘沽、大港盐田湿地包含在黄渤海保护区

域内，该区海洋资源丰富，海洋沿岸湿地是鸟类的重要

栖息地，也是海洋生物的产卵场、索饵场和越冬场，要加

强对该区域内湿地的恢复与保护。
４．５　 生态空间划分

本文识别的生态空间包括生态功能极重要区、生态

环 境极敏感 ／ 脆弱区、重点（要）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

表 ３　 京津冀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

类别 Ｔｙｐｅ 名称 Ｎａｍｅ 范围 Ｒａｎｇｅ

内陆陆地和水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太行山区 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部分地区

海洋与海岸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黄渤海保护区域

河北省唐海、黄骅滨海湿地和天津市的汉沽、
塘沽、大港盐田湿地

表 ４　 京津冀地区生态空间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ｂｅｉ

京津冀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北京 天津 河北 合计 ｔｏｔａｌ

面积 Ａｒｅａ ％ 面积 Ａｒｅａ ％ 面积 Ａｒｅａ ％ 面积 Ａｒｅａ ％

生态功能极重要区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ｒｅａ ５６１９ ３４．２ ２４３４ ２０．４ ４５１４５ ２４．１ ５３１９８ ２４．６

生态环境敏感 ／ 脆弱区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 ４２６２ ２６．０ ２５５ ２．１ ３９０５６ ２０．８ ４３５７３ ２０．２

重要生态功能区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ｓ １１２５９ ６８．６ ３０２２ ２５．３ ９０７８６ ４８．４ １０５０６７ ４８．６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ａ ９０４４ ５５．１ ５５４ ４．６ １７２９０ ９．２ ２６８８８ １２．４

禁止开发区
Ｎ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３０２３ １８．４ １４９２ １２．４ １８４８８ ９．９ ２３００３ １０．６

重要湿地区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ｒｅａｓ １４５ ０．９ ２２８ １．９ ５５５ ０．３ ９２８ ０．４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１５２６ ７０．２ ４４９９ ３７．８ ９５７２１ ５１．０ １１１７４６ ５１．７

７　 ２３ 期 　 　 　 迟妍妍　 等：京津冀地区生态空间识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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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保护优先区、禁止开发区等。 京津冀生态空间面积占区域面积的比例为 ５１．７％，其中，北京市生态空间占其

市域国土面积的比例为 ７０．２％，天津市生态空间占其市域国土面积的比例为 ３７．８％、河北省生态空间占其省

域国土面积的比例为 ５１．０％，这些区域是需要严格保护的地区。

５　 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 ＧＩＳ 技术，结合京津冀国土空间范围内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开展生态

功能重要性评价和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价，确定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域及极敏感

区域，并建议将此地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 本文对京津冀生态空间识别旨在使人们清楚认识到京津冀自然生

态系统的重要性和敏感性，生态空间划分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也有助于相关职能部门制定决策时参考，
促进经济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生态空间识别成为区域生态保护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措施，还需要开展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基本理念，基于从山体到海洋的地理构成，构建京津冀地区生态安

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重要生态空间面积

比例 ５１％以上。
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修复湿地、森林、草地等受损的自

然生态系统，扭转河湖湿地等水生态系统持续恶化的态势，严格保护自然岸线，全面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

务功能。
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统一保护的理念，将生态建设、开发审批、执法监管、生态修复工程等建立统一的生态

监管体制。 研发生态环境监测预警、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红线评估管理、生态廊道构建等关

键技术，建立一批生态保护与修复科技示范区。
加强跨界地区生态保护管理一体化。 京津冀地区统筹制定空间规划，建立区域一体化的规划和生态保护

建设体系，逐步打破行政边界，执行统一的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切实落实生态空间管控

制度，保障自然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强生态空间管控力度。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Ｃａｏ Ｓ Ｘ， Ｚｈａｎｇ Ｊ Ｚ， Ｃｈｅｎ Ｌ， Ｚｈａｏ Ｔ 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ｔｅｒ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１８３（Ｐｔ ３）： ８４３⁃８４９．

［ ２ ］ 　 迟妍妍， 许开鹏， 王晶晶， 张丽苹． 新型城镇化时期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框架．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５， ４２（２３）： ６３⁃６５．

［ ３ ］ 　 丁雨賝， 冯长春， 王利伟． 山地区域土地生态红线划定方法与实证研究———以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１６， ３５（７）：

８５１⁃８５９．

［ ４ ］ 　 林勇， 樊景凤， 温泉， 刘述锡， 李滨勇． 生态红线划分的理论和技术．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６（５）： １２４４⁃１２５２．

［ ５ ］ 　 尚文绣， 王忠静， 赵钟楠， 邱冰， 郑志磊． 水生态红线框架体系和划定方法研究． 水利学报， ２０１６， ４７（７）： ９３４⁃９４１．

［ ６ ］ 　 王金南， 许开鹏， 迟妍妍， 王晶晶， 张箫， 陆军， 王夏晖． 我国环境功能评价与区划方案．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４， ３４（１）： １２９⁃１３５．

［ ７ ］ 　 王金南， 许开鹏， 蒋洪强， 王晶晶． 基于生态环境资源红线的京津冀生态环境共同体发展路径．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５， ４３（２３）： ２１⁃２５．

［ ８ ］ 　 王云才， 吕东， 彭震伟， 高璟． 基于生态网络规划的生态红线划定研究———以安徽省宣城市南漪湖地区为例． 城市规划学刊， ２０１５，

（３）： ２８⁃３５．

［ ９ ］ 　 Ｚｈａｎｇ Ｊ Ｚ， Ｚｈａｏ Ｔ Ｙ， Ｊｉａｎｇ Ｃ Ｃ， Ｃａｏ Ｓ Ｘ．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ｏｓ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６， ５０： ６７⁃７３．

［１０］ 　 许开鹏， 步秀芹， 曾广庆， 马蔚纯， 王金南， 包存宽． 环境功能区划的空间尺度特征． 城乡规划， ２０１７， （５）： ８２⁃８９．

［１１］ 　 许开鹏， 迟妍妍， 陆军， 王金南． 环境功能区划进展与展望． 环境保护， ２０１７， ４５（１）： ５３⁃５７．

［１２］ 　 Ｈａｏ Ｙ， Ｚｈａｎｇ Ｍ Ｈ， Ｚｈａｎｇ Ｙ， Ｆｕ Ｃ Ｌ， Ｌｕ Ｚ Ｍ．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Ｊｉｎｇ⁃Ｊｉｎ⁃Ｊｉ）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１８， ３６９： ６６⁃７６．

［１３］ 　 Ｃａｉ Ｂ Ｆ， Ｌｉ Ｗ Ｘ， Ｄｈａｋａｌ Ｓ， Ｗａｎｇ Ｊ Ｈ．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ａｔ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

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２０６： ７８６⁃７９９．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４］ 　 Ｐｅｎｇ Ｊ， Ｌｉｕ Ｙ Ｘ， Ｌｉｕ Ｚ Ｃ， Ｙａｎｇ 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Ｈｅ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 ２４６： ２２１⁃２３３．

［１５］ 　 Ａ Ｄ， Ｚｈａｏ Ｗ Ｊ， Ｑｕ Ｘ Ｙ， Ｊｉｎｇ Ｒ， Ｘｉｏｎｇ Ｋ．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ｌ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３３ ｙｅａ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ａｒｔｈ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５３： １０３⁃１１７．

［１６］ 　 Ｆｅｎｇ Ｈ Ｈ， Ｚｏｕ Ｂ， Ｌｕｏ Ｊ Ｈ．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ｒ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 ５５０：

２２０⁃２２９．

［１７］ 　 Ｇｏｎｇ Ｚ Ｎ， Ｚｈａｏ Ｓ Ｙ， Ｇｕ Ｊ Ｚ．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７， ２７（２）： １４３⁃１６０．

［１８］ 　 余新晓， 周彬， 吕锡芝， 杨之歌． 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北京山区森林水源涵养功能评估． 林业科学， ２０１２， ４８（１０）： １⁃５．

［１９］ 　 郭洪伟， 孙小银， 廉丽姝， 张大智， 徐燕． 基于 ＣＬＵＥ⁃Ｓ 和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南四湖流域生态系统产水功能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 应用生

态学报， ２０１６， ２７（９）： ２８９９⁃２９０６．

［２０］ 　 马良， 金陶陶， 文一惠， 吴秀芹， 刘桂环．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研究进展． 生态经济， ２０１５， ３１（１０）： １２６⁃１３１， １７９⁃１７９．

［２１］ 　 李婷， 刘康， 胡胜， 包玉斌． 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秦岭山地土壤流失及土壤保持生态效益评价．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４， ２３（９）：

１２４２⁃１２５０．

［２２］ 　 王敏， 阮俊杰， 姚佳， 沙晨燕， 王卿． 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生态系统土壤保持功能研究———以福建宁德为例． 水土保持研究， ２０１４， ２１

（４）： １８４⁃１８９．

［２３］ 　 包玉斌， 李婷， 柳辉， 马涛， 王怀香， 刘康， 沈茜， 刘心浩． 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陕北黄土高原水源涵养功能时空变化． 地理研究， ２０１６，

３５（４）： ６６４⁃６７６．

［２４］ 　 周彬， 余新晓， 陈丽华， 张振明， 吕锡芝， 范敏锐． 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北京山区土壤侵蚀模拟． 水土保持研究， ２０１０， １７（６）： ９⁃ １３，

１９⁃１９．

［２５］ 　 刘焱序， 傅伯杰， 王帅， 赵文武． 从生物地理区划到生态功能区划———全球生态区划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７（２３）： ７７６１⁃７７６８．

［２６］ 　 傅伯杰， 陈利顶， 刘国华． 中国生态区划的目的、任务及特点． 生态学报， １９９９， １９（５）： ５９１⁃５９５．

［２７］ 　 赵运林， 黄田， 李黎武， 文彤， 曹永卿， 曾敏． 基于 ＧＩＳ 空间分析的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以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为例． 城

市发展研究， ２０１０， １７（１１）： １⁃４．

［２８］ 　 徐明华， 冯树丹， 孟祥楠， 倪红伟． 三江平原湿地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２０１２， （１）： ５９⁃６０．

［２９］ 　 欧阳志云． 中国生态功能区划． 中国勘察设计， ２００７， （３）： ７０⁃７０．

［３０］ 　 傅伯杰， 刘国华， 陈利顶， 马克明， 李俊然． 中国生态区划方案．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１， ２１（１）： １⁃６．

［３１］ 　 王效科， 欧阳志云， 肖寒， 苗鸿， 傅伯杰． 中国水土流失敏感性分布规律及其区划研究．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１， ２１（１）： １４⁃１９．

９　 ２３ 期 　 　 　 迟妍妍　 等：京津冀地区生态空间识别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