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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慧鹏，王世杰，白晓永，唐红，吴路华，陈飞，肖建勇，王明明，李汇文，操玥，陈欢，冉晨，罗旭玲．西南典型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时空演变特征———
以贵州省普定县为例．生态学报，２０１８，３８（２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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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Ｋａｒｓ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ｕ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８，３８（２４）：
　 ⁃ 　 ．

西南典型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时空演变特征
———以贵州省普定县为例

习慧鹏１，３，王世杰１，白晓永１，唐　 红１，吴路华１，３，陈　 飞１，２，肖建勇１，２，王明明１，３，李
汇文１，３，操　 玥１，３，陈　 欢１，２，冉　 晨１，２，罗旭玲１，２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贵阳　 ５５００８１

２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３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为揭示我国西南典型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时空演变特征，选取贵州省普定县为研究对象，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ＤＥＭ 等影像数据，提

取了坡度和 ４ 期植被覆盖度、岩石裸露率分布图，并利用地理探测器获得各自的贡献率，反演了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 ４ 期石漠化空间

分布信息，进而讨论了石漠化时空演变特征。 结果表明：（１）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间，普定县石漠化演变复杂，经历了由好转到恶化

再到好转的阶段，总体趋势在好转，局部恶化，石漠化治理仍需加大力度；（２）中度以上石漠化集中分布在三岔河沿岸附近，轻

度以下石漠化则分布较散乱；（３）潜在和轻度石漠化演变方向复杂，潜在石漠化平均变化速率最大（２．７５ ｋｍ２ ／ ａ），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年间更是达到了 １６．５ ｋｍ２ ／ ａ；（４）植被覆盖度与岩石裸露率的变化主要呈负相关，前者的增加主导了石漠化的好转，而后者的增

加则控制了石漠化的恶化；（５）石漠化演变存在突变，在三岔河沿岸附近，存在无 ／潜在石漠化突变为重度以上石漠化的现象；

在靠近城乡居民地附近，存在重度以上石漠化突变为无 ／潜在石漠化的现象；（６）植被覆盖度、岩石裸露率、坡度能较准确反演

石漠化，贡献率分别为 ４４％、４２％、１４％。 本文提供的石漠化反演方法快速高效，制作的图件、数据为同行提供了参考，得出的结

论为石漠化治理提供了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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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８１，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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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ｒｏｃｋ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ｗ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１）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ｔ ｒ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ｏｏ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ｂａｃｋ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ｒｅｎｄ ｗ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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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５）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ｕｄｄ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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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Ｒｏｃｋ ｅｘｐｏｓ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ｌｏｐｅ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４４％， ４２％， ａｎｄ １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ｆａｓ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ｓ ｏｒ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ｏｃｋ ｉｎｄｅｘ； ｇｅｏ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存在着非常严重的石漠化问题［１⁃３］，在此地区的自然灾害和贫穷发生率极高，严重

制约着该地区的发展。 目前，研究其空间演变规律已成为治理石漠化的重要前提，以往学者利用不同方法分

析了石漠化的空间演变规律：熊康宁等基于 ２０００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影像和实际调查数据，将贵州省石漠化分为 ６
级并探讨了贵州省石漠化的现状及其空间演变趋势［４］；胡宝清等基于 ２０００ 年 ＴＭ 影像提取了广西省石漠化

信息，并利用数理统计等方法探讨了石漠化的分布演变规律，得出了人类活动是石漠化产生的主要原因［５］；
白晓永等基于 １９８６、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 ３ 期贵州省石漠化数据，利用转移矩阵等方法探讨了贵州省石漠化的时空

演变规律［６］。 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基于实际数据和数理统计的方法综合分析，所取得的成果对早期的石

漠化治理提供了巨大的科技支撑，然而研究方向多集中于省域级大尺度低空间分辨率上，且研究年限多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２１ 世纪初，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方法对已治理了 ２０ 余年的石漠化指导意义不足。

此外，如何快速高效地获取石漠化各因子的贡献率一直是众多学者的研究重点，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通

过数学分析的手段总结出了很多经典的方法。 蓝安军等基于主成分分析、相关性分析，并建立了有关石漠化

的动力指数公式，对贵州省的石漠化众多影响因子分析得出了包括植被覆盖度、喀斯特面积、河网密度、耕地、
未利用地、草地、海拔、土地开垦率和 ２５°以上的土地面积等 ９ 个因子是导致石漠化产生的驱动因素［７］；胡宝

清等基于主成分分析，主要分析了岩性、地貌、水热条件、土壤和 ＮＤＶＩ 等 ５ 个指标，计算得到石漠化地质背景

区的环境生态指数回归模型［８］；皇甫江云等基于专家打分的方法，对各等级石漠化对应的影响因子归类打

分，得出草地石漠化中各因子的贡献率［９］。 可以看出，以往的经典方法受人为影响较大，且由于喀斯特环境

的复杂性，石漠化影响因子回归模型无法推广。
因此，针对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两大问题，本文选取贵州省中部典型喀斯特地区普定县为研究区，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ＤＥＭ 等 ３０ ｍ 分辨率数据，提取了植被覆盖度、岩石裸露率和坡度等 ３ 个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来精确反

演石漠化［１０⁃１２］，旨在解决以下 ３ 个问题：（１）寻找更加高效快速的石漠化模拟反演方法。 （２）引入地理探测

器，采用更科学的方法确定各因子的贡献率。 （３）研究各等级石漠化分布规律，分析新形势下贵州典型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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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地区的石漠化演变速率，揭示石漠化的时空演变特征（技术路线见图 ４）。 研究结果中获得的各因子贡献率

为反演石漠化提供了参考，发现的石漠化分布演变规律为石漠化治理提供了方向。

１　 研究区与数据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位于贵州省中西部地区的普定县（图 １），全县国土面积约 １０８１．８ ｋｍ２，喀斯特面积为 ８６９．６４ ｋｍ２，年均降

水量约 １２００ ｍｍ，年均温 １５．３℃，平均海拔为 １１００ ｍ，地势南北高，中间低。 截止 ２０１３ 年，普定县人口密度达

到 ４４０ 人 ／ ｋｍ２，远远高于我国西部其他地区。 由于岩溶地貌的广泛发育，石灰土比重占到了 ６３％，连年的高

强度降水和人类活动，使得普定县石漠化极为严重，２００８ 年，普定被确定为全国 １００ 个、全省 ５５ 个石漠化综

合治理试点县，众多科研单位在此地区开展石漠化治理工作，普定县成为了石漠化防治研究的典型地区。

图 １　 研究区位置图，左图为研究区在贵州省的位置，右图为生成的普定县 ＴＩＮ（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２　 数据源

本研究使用的实验数据主要包括：普定县岩性图、普定县石漠化分布图、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ＯＩＬ、ＤＥＭ 等 ３０ ｍ 空

间分辨率数据，具体见表 １。

表 １　 主要数据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数据类型 Ｄａｔａ ｔｙｐｅ 数据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网址 Ｗｅｂｓｉｔｅ

普定县岩性分布图 Ｔｈｅ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ｍａｐ 喀斯特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ｋａｒｓｔｄａｔａ．ｃｎ ／

普定县石漠化分布图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喀斯特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ｋａｒｓｔｄａｔａ．ｃｎ ／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ＤＥＭ 地理空间数据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石漠化指标

２．１．１　 岩石裸露率

岩石裸露作为石漠化地区最显著的特征，在石漠化信息的提取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拟采用 ＮＤＲＩ
来获取研究区岩石裸露率，ＮＤＲＩ（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ｏｃｋ Ｉｎｄｅｘ）是指归一化岩石指数，基于喀斯特碳酸盐

岩的光谱信息在短波红外波段具有较大差异［１３⁃１４］，基于 ＮＤＶＩ 思想，在 ＥＮＶＩ ５．２ 软件下进行波段运算，根据

公式 １ 得到研究区的 ＮＤ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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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ＤＲＩ＝Ｂａｎｄ５－Ｂａｎｄ３
Ｂａｎｄ５＋Ｂａｎｄ３

（１）

根据像元二分模型原理，假设像元由岩石裸露和非裸露两部分组成，根据 ＮＤＲＩ，计算得到基岩裸露率

（Ｆｒ）：

Ｆｒ ＝ ＮＤＲＩ－ＮＤＲＩｒ
ＮＤＲＩｒ－ＮＤＲＩｏ

（２）

式中， ＮＤＲＩｒ 为全由岩石裸露得到的像元值，ＮＤＲＩｏ 为全无岩石裸露得到的像元值。 在统计得到的所有像元

值中，取频率 １％的像元值为 ＮＤＲＩｏ，取累计频率为 ９９％的像元值为 ＮＤＲＩｒ。
２．１．２　 ＦＶＣ（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ＦＶＣ 植被覆盖度指的是植被冠层在地面的垂直投影面积与所处地总面积之比［１５⁃１６］，同样根据像元二分

模型原理，本文拟采用 ＮＤＶＩ 来获取研究区植被覆盖度，公式如下：

ＦＶＣ＝ ＮＤＶＩ－ＮＤＶＩｒ
ＮＤＶＩｒ－ＮＤＶＩｏ

（３）

在计算得到像元的 ＮＤＶＩ 值后，统计其百分比，取 １％的像元值为 ＮＤＶＩｏ，作为没有植被存在的像元值，取
９９％的像元值为 ＮＤＶＩｒ，作为完全由植被覆盖的像元值。
２．１．３　 Ｓｌｏｐｅ

本文选择的 ＤＥＭ 数据为 ＧＤＥＭＤＥＭ ３０ ｍ 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数据标识为 ＡＳＴＧＴＭ＿Ｎ２６Ｅ１０５，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下对其进行投影转换为 ＡＬＢＥＲＳ 等面积投影，坐标系为 Ｋｒａｓｏｖｓｋｙ＿１９４０＿Ａｌｂｅｒｓ，掩膜提取后制作得到

坡度图。
２．２　 贡献率获取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和利用空间分异性的工具［１７］，在空间一致的情况下，通过采集样本点上各自变量和因

变量的值，可以利用公式计算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大小，公式表达式为：

Ｑｘ，ｙ ＝ １ －
∑ ｈ

ｉ ＝ １
Ｎｉ

Ｎδ２ δ２ ｉ （４）

式中，ｘ 为自变量，即 ＮＤＲＩ、ＦＶＣ、ｓｌｏｐｅ 等因子等级，ｙ 为石漠化等级。 Ｎ、Ｎｉ分别为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样本点

总数，d
２、d

２
ｉ 为分别为 ｙ 和 ｘ 的栅格值方差，ｉ 和 ｈ 分别为第 ｉ 类因子等级及其等级总数，Ｑ 值取值在 ０—１ 之

间，值越大说明自变量 ｘ 对因变量 ｙ 的解释能力越强。 为快速准确地获取贡献率，采用自然间断法将自变量

分为 １０ 级，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中以 ５００ ｍ 为间距均匀布点，并且布点位置仅在已发生石漠化区域，石漠化影像裁

切于喀斯特科学数据中心 ２０００ 年贵州省石漠化分布图（图 ２），各因子等级分布图由 ２００１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遥感影

像获得（图 ３）。

图 ２　 ２０００ 年石漠化及其布点图

Ｆｉｇ．２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ｔｅ ｍａｐ ｉｎ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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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各因子十级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Ｔｅｎ ｌｅｖｅ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ａｃｔｏｒ

２．３　 石漠化分类定级标准

基于前人工作建立石漠化分级分类标准［１０， １８⁃２１］ （表 ２），通过地理探测器得到各因子贡献率之后，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平台下按照下表进行重分类，并叠置分析，基于普定县岩性图和土地分类结果剔除非喀斯特

地区和水体、城乡建筑等不可能发生石漠化的地方，得到石漠化空间分布图。

表 ２　 石漠化分类定级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等级
Ｒａｎｋ

岩石裸露率 ／ ％
Ｒｏｃｋ ｅｘｐｏｓｅｄｎｅｓｓ

植被覆盖度 ／ ％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１ 无石漠化 ＜２０ ＞７０ ＜５°

２ 潜在石漠化 ２０—３０ ５０—７０ ５°—８°

３ 轻度石漠化 ３０—５０ ３０—５０ ８°—１５°

４ 中度石漠化 ５０—７０ ２０—３０ １５°—２５°

５ 重度石漠化 ７０—９０ １０—２０ ２５°—３５°

６ 极重度石漠化 ＞ ９０ ＜１０ ＞３５°

２．４　 石漠化空间动态变化分析

石漠化动态变化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传统的数字分析表达能力欠佳，因
此本文在探讨石漠化时空演变时将数学模型与制图综合在一起，旨在探讨以下科学问题：第一是明确石漠化

因子的变化特征，以探讨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影响大小；第二是明确石漠化的转移方向；第三是明确各等级石漠

化的转移快慢。 因此，有必要对石漠化的因子变化和时空转变分别构建模型讨论。
２．４．１　 石漠化因子变化

本文中石漠化的影响因子主要由植被覆盖度、岩石裸露率、坡度等组成，而坡度由于变化较小无法捕捉，
故不在此讨论。 在石漠化演变过程中，像元中的植被覆盖度和岩石裸露率等级必然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两
者的变化必然与石漠化演变具有密切关系，基于此，构建下述公式：

Ｑ ＝ ｑ１ － ｑ２ （５）
式中，Ｑ 指两个不同年份的因子在栅格计算器下相减后的值，ｑ１指一段时间内该像元变化前的等级，ｑ２指变化

后的等级。
２．４．２　 石漠化转移矩阵

在某一时间段内，石漠化的演变方向与演变规模大多较复杂，且时常因地而异，因此需要定量化地讨论以

明确其大致的演变方向和趋势，构建转移变化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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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ｎ ＝

Ｓ１，１ Ｓ１，２ ．．． Ｓ１，ｋ

Ｓ２，１ Ｓ２，２ ．．． Ｓ２，ｋ

．．． ．．． ．．． ．．．
Ｓｋ，１ Ｓｋ，２ ．．． Ｓｋ，ｋ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６）

式中，Ｓ 为面积，单位为 ｋｍ２；ｍ，ｎ 为一段时期内前期和末期石漠化的等级；Ｓｋ，ｋ为在该时期内石漠化的转移面

积，单位为 ｋｍ２。
２．４．３　 石漠化转移变化速率

仅仅探讨石漠化的转移方向和面积对于治理石漠化的指导意义是远远不够的，石漠化的演变快慢反映了

一种类型石漠化在该地区的变化发展模式，在横向比较上更具有科学价值，也更能说明石漠化的演变情况。
因此需要建立模型以探讨石漠化的演变速率。

Ｐ ｉ ＝
Ｓ２ － Ｓ１

Ｔ
（７）

式中，Ｐ ｉ为某一类型的石漠化演变速率，单位为 ｋｍ２ ／ ａ；Ｓ２为一定时间段内末期的面积，Ｓ１为前期的面积，单位

为 ｋｍ；Ｔ 为该时间段，单位为 ａ。
２．５　 技术路线

图 ４　 技术路线图

Ｆｉｇ．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ｏａｄｍａ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权重分析

在地理探测器中根据石漠化和各因子等级计算得到各自所占的权重，结果表明，三个指标中植被覆盖度

和岩石裸露率主要控制了石漠化的分布：ＦＶＣ（０．４７）＞ＮＤＲＩ（０．４５）＞Ｓｌｏｐｅ（０．１５），由于三者相加大于 １，故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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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权重所占的百分比即为本文中得出的石漠化贡献率：ＦＶＣ（４４％）、ＮＤＲＩ（４２％）、Ｓｌｏｐｅ（１４％）（表 ３）。

表 ３　 石漠化各因子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影响因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岩石裸露率
Ｒｏｃｋ ｅｘｐｏｓｅｄｎｅｓｓ

植被覆盖度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坡度
Ｓｌｏｐｅ

Ｑ 值 Ｑ ｖａｌｕｅ ０．４５ ０．４７ ０．１５

Ｐ 值 Ｐ ｖａｌｕｅ ０．９９ ０．９９ １

贡献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 ％ ４４ ４２ １４

　 　 Ｑ：百分比权重，ｑｕａｎｔｉｌｅ；Ｐ：置信度，ｐｏｗｅｒ

３．２　 石漠化分布及各因子等级图

按照表 ２ 已划分的石漠化等级标准，在 ＥＮＶＩ ５．２、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下制图分类，得到普定县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 ＦＶＣ、ＮＤＲＩ、Ｓｌｏｐｅ 等级图，并在地理探测器中获得其各自的贡献率，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下叠置分析，并结合 Ｌａｎｄｓａｔ
影像，在 ＥＮＶＩ 下得到土地利用分类图，剔除了水体、城乡建筑地等不可能发生石漠化的地区，得到各年份石

漠化空间分布图。
３．２．１　 ＮＤＶＩ 提取植被覆盖度

首先在 ＥＮＶＩ ５．２ 下波段运算得到的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不同年份的 ＮＤＶＩ，然后再根据公式 ３ 计算得到植被覆

盖度，并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软件下利用 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工具进行重分类，按照表 ２ 将其分为＞７１％、５１％—７１％、３１％—
５０％、２１％—３０％、１１％—２０％、＜１０％共六类并分别赋值为 １、２、３、４、５、６，得到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植被覆盖度分布

图（图 ５）。 由图中可以看出，越靠近河流和城镇地区，植被覆盖度的等级越低。

图 ５　 植被覆盖度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３．２．２　 ＮＤＲＩ 提取岩石裸露率

首先根据公式 １，在 ＥＮＶＩ ５．２ 下波段运算得到的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不同年份的 ＮＤＲＩ， 再利用公式 ２ 计算得到

岩石裸露率，并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下重分类，将其按照表 ２ 分为＜２０％、２１％—３０％、３１％—５０％、５１％—７０％、７１％—
９０％、＞９０％共六类并分别赋值为 １、２、３、４、５、６，得到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岩石裸露率分布图（图 ６）。 由图中可以看

出，越靠近河流和城镇地区，岩石裸露率的等级越高，且 １９９７ 年的岩石裸露面积明显最小。
３．２．３　 ＤＥＭ 提取坡度

在投影变换后，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的 Ｓｌｏｐｅ 工具根据 ＤＥＭ 数据提取坡度，并按照表 ２ 的标准，重分类得

到普定县坡度空间分布图（图 ７），由图中可以看出，坡度较陡的区域多沿着普定县 ＳＷ—ＮＥ 方向分布，总体呈

现出南北坡度大，中部较平坦。
３．２．４　 石漠化分布图

在得到各年段的植被覆盖度、岩石裸露率和坡度分布后，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中的叠加分析工具，按照地理

探测器计算得出的各因子贡献率叠加制图，并剔除非喀斯特地区和水体、城乡建筑等不可能发生石漠化的区

域， 得到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和 ２０１５ 年的石漠化空间分布图（图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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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岩石裸露率空间分布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ｃｋ ｅｘｐｏｓｅｄｎｅｓｓ

图 ７　 坡度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ｏｐｅ

图 ８　 石漠化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２．５　 精度验证

为检验反演效果，本文选取了喀斯特科学数据中心提供的 ２００５ 年普定县石漠化实际分布图作为标准，将
制作得到的 ２００６ 年数据进行了对比，由图 ９ 和表 ４ 可以看出，石漠化在总体上反演精度较高，达到了 ８０％，该
石漠化反演方法可信度较高。
３．３　 时空演变分析

３．３．１　 石漠化面积统计分析

根据石漠化空间分布图，利用栅格计算器计算得到普定县不同年份的各等级石漠化面积，统计如下表 ５，
可以看出，无石漠化面积占比最大最稳定，而极重度石漠化由于面积小，变化面积不明显，而潜在石漠化、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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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漠化和中度以上石漠化的面积在不同年段发生着剧烈地变化。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年间，石漠化面积减少了 ７０．９５
ｋｍ２；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年间，石漠化面积增加了 ２１６．４５ ｋｍ２；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间，石漠化面积又减少了 １１１．０５ ｋｍ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间，石漠化面积增加了 ３４．５０ ｋｍ２。 综上，普定县轻度以下石漠化分布面积在喀斯特地区均有大

量分布，而中度以上多分布在三岔河流域沿岸附近；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间，普定县石漠化演变复杂剧烈，经历了

由好转到恶化再到好转的阶段，演变总体趋势在好转，但局部在恶化，说明治理石漠化不可掉以轻心，还需要

加大治理力度。

图 ９　 实际与模拟石漠化对比

Ｆｉｇ．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表 ４　 石漠化反演精度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４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年份
Ｙｅａｒ

无石漠化
ＮＫＲＤ

潜在石漠化
ＰＫＲＤ

轻度石漠化
ＬＫＲＤ

中度石漠化
ＭＫＲＤ

重度石漠化
ＳＫＲＤ

已石漠化
ＫＲＤ

２００５ 年 ／ ｋｍ２ ３７９．１０ １６４．７９ ２２５．５７ ９２．５２ ７．６０ ３２５．６９

２００６ 年 ／ ｋｍ２ ３０６．９９ １７１．２３ ２７１．９６ １００．６５ １８．８０ ３９１．３６

精度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 ％ ８０．９８ ９６．２４ ８２．９４ ９１．９２ ４０．５３ ８３
　 　 表中石漠化类型均为英文简写，ＫＲＤ：石漠化，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ＫＲＤ：无石漠化，Ｎｏ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ＫＲＤ：潜在石漠化，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ＫＲＤ：轻度石漠化，Ｌｉｇｈｔ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ＫＲＤ：中度石漠化，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ＫＲＤ：重度石漠化，Ｓｅｖｅｒｅ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表 ５　 各级石漠化在喀斯特区域的面积和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ａｒｅａ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年份
Ｙｅａｒ

Ａｒｅａ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无石漠化
ＮＫＲＤ

潜在石漠化
ＰＫＲＤ

轻度石漠化
ＬＫＲＤ

中度石漠化
ＭＫＲＤ

重度石漠化
ＳＫＲＤ

极重度石漠化
ＥＳＫＲＤ

１９９０ 面积 ／ ｋｍ２ ３２７．９８ ２９５．７８ １５０．９７ ７４．５９ １８．５３ １．７８

比例 ／ ％ ３７．７１ ３４．０１ １７．３６ ８．５８ ２．１３ ０．２０

１９９７ 面积 ／ ｋｍ２ ３６１．４５ ３３３．２２ １１７．６８ ４９．０３ ７．８５ ０．４

比例 ／ ％ ４１．５６ ３８．３２ １３．５３ ５．６４ ０．９０ ０．０５

２００６ 面积 ／ ｋｍ２ ３０６．９９ １７１．２３ ２７１．９６ １００．６５ １８．７５ ０．０５

比例 ／ ％ ３５．３０ １９．６９ ３１．２７ １１．５７ ２．１６ ０．０１

２０１５ 面积 ／ ｋｍ２ ３４３．０４ ２４６．２３ ２２３．２９ ５０．４１ ６．５２ ０．１５

比例 ／ ％ ３９．４５ ２８．３１ ２５．６８ ５．８０ ０．７５ ０．０２
　 　 ＥＳＫＲＤ：极重度石漠化，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ｅｖｅｒｅ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３．３．２　 石漠化因子时空演变分析

根据图 ５ 以及公式 ５，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下运用栅格计算器进行减法运算，将各年份植被覆盖度相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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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１９９７—２００６、２００６—２０１５、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间的植被覆盖度变化图（图 １０），其中，正值表示该地

区的植被覆盖度等级在升高，负值则表示在下降。 可以看出，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年植被覆盖度大都在减少，而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却大都在增加，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年间，植被覆盖度的变化则具有明显的地理位置特征。

图 １０　 植被覆盖度时空演变

Ｆｉｇ．１０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

再次运用栅格计算器工具，将图 ６ 中的各年份岩石裸露率相减，得到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１９９７—２００６、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间的变化图（图 １１），同样，正值表示该地区的岩石裸露率等级在升高，负值则表示在下

降。 可以看出，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年岩石裸露率等级大都在升高，而在其他年段则大都在降低，结合普定县行政区

分析，升高的地区多位于普定县中东部城关镇一带。

图 １１　 岩石裸露率时空演变

Ｆｉｇ．１１　 Ｒｏｃｋｙ ｅｘｐｏｓｅｄｎ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

３．３．３　 石漠化转移变化时空演变分析

根据公式 ６，在栅格计算器下通过栅格叠加得到某一年份对应另一年份的石漠化面积，统计结果见图 １２
（ＮＫＲＤ—无石漠化；ＰＫＲＤ—潜在石漠化；ＬＫＲＤ—轻度石漠化；ＭＫＲＤ—中度石漠化；ＳＫＲＤ—重度石漠化；
ＥＳＫＲＤ—极重度石漠化；Ｎｏｎ—ｋａｒｓｔ：非喀斯特区域）和图 １３，可以看出：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年，石漠化好转的比例

（２５．０６％）＞恶化（１６．７６％）；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年，石漠化好转（９．７３％）＜恶化（３７．８３％）；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石漠化好转

（２８．２６％）＞恶化（１４．２０％）；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石漠化好转（２４．６５％） ＜恶化（２５．４７％）；此外，在图中可以看出由

无、潜在石漠化转变为重度以上石漠化的面积虽然不大，但占比极高，结合影像分析（图 １４），发现此种演变方

式集中于三岔河流域沿岸附近，笔者认为由于河道拓宽，导致沿岸一带植被减少、基岩裸露率增大，且此地区

坡度均较大，是石漠化发生急剧变化的主要原因。 而重度以上石漠化转变为无、潜在石漠化面积较少，结合影

像分析（图 １４），发现此种演变方式多发生于城关镇一带，此处靠近普定县城，且海拔较低，有利于土壤积累，
极少部分较为严重的石漠化地区突变为了无石漠化或潜在石漠化，笔者认为是居民的开垦荒地导致附近的石

漠化土地演变为了耕地或林地，因此可以看到人类活动的两面性。
综上，在石漠化演变过程中，轻度以下石漠化演变最为剧烈，尤其是潜在石漠化和轻度石漠化，演变面积

大，方向难测；石漠化的演变方式因地而异，在靠近河流沿岸地区，石漠化常发生突变而恶化，而在城乡居民地

附近，常发生重度石漠化突变为无石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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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石漠化转移变化分布图

Ｆｉｇ．１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中石漠化类型均为英文简写，ＫＲＤ：石漠化，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ＫＲＤ：无石漠化，Ｎｏ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ＫＲＤ：潜在石漠化，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ＫＲＤ：轻度石漠化，Ｌｉｇｈｔ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ＫＲＤ：中度石漠化，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ＫＲＤ：重度石漠化，Ｓｅｖｅｒｅ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ＳＫＲＤ：极重度石漠化，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ｅｖｅｒｅ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图 １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石漠化转移矩阵

Ｆｉｇ．１３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ｎ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３．３．４　 石漠化转移变化速率

再次运用栅格计算器计算得到普定县石漠化转移速率变化图（图 １５），并统计其转移矩阵如图 １６，可以

看出重度以上石漠化演变速率极低，几乎等于 ０，这也验证了前人的工作基础［６， ２２］。 在 １９９０—１９９７ 年间，轻
度⁃潜在石漠化变化速率最大，为 １１．２ ｋｍ２ ／ ａ；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年间，潜在⁃轻度石漠化变化速率最大，为 １６．５ ｋｍ２ ／
ａ，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间，轻度⁃潜在石漠化变化速率最大，为 １０．４ ｋｍ２ ／ ａ，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间，潜在⁃轻度石漠化变化

速率最大，为 ３．２２ ｋｍ２ ／ ａ。 计算各等级石漠化平均变化速率得出（图 １７），潜在石漠化恶化的速率最大，为 ２．
７５ ｋｍ２ ／ ａ，其中，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年间中速率达到了 １６．５ ｋｍ２ ／ ａ，演变十分迅速。 此外，在各年段上，中度以上石

漠化整体均在好转，而轻度以下石漠化则反复无常，尤其是潜在石漠化，好转的速率极小，而恶化则十分迅速，
因此需要加强对轻度以下石漠化的监察与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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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石漠化解译与实际影像和卫星图对比

Ｆｉｇ．１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ｕ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ｍａｐ

４　 讨论

４．１　 石漠化时空演变分析

１）１９０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７ 年间，石漠化面积减少了 ７１．０ ｋｍ２，实际上是在好转，而在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６ 年间，石漠

化面积又快速增加了 ２１７．０ ｋｍ２，尤其是潜在向轻度石漠化的转变面积最大，速度最快，这段时间正处于经济

发展的黄金期，人类不合理活动强度的增大是导致恶化的主要原因，直到 ２００５ 年后，政府开始实施退耕还林

政策，大量石漠化土地被禁止开发，石漠化面积才又开始逐渐减少［２３⁃２４］，从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石漠化面积又

减少了 １１０．０ ｋｍ２。 整体来看，从 １９９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石漠化面积增加了 ３４．５ ｋｍ２，普定县石漠化经历了由好转

到恶化再到好转的演变，总体趋势虽然在好转，但局部地区仍在恶化，石漠化的治理不可掉以轻心。
２）石漠化转移变化平均速率最快的是潜在石漠化，平均速率为 ２．７５ ｋｍ２ ／ ａ，其中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年间，速

率达到了 １６．５ ｋｍ２ ／ ａ；变化速率最慢的是极重度石漠化，平均速率为 ０．０００２ ｋｍ２ ／ ａ，这也验证了前人的工作成

果，石漠化变化速率与等级高低成反比。 此外，好转速率最快的是中度石漠化，平均速率为 ０．８０ ｋｍ２ ／ ａ，恶化

速率最快的是无石漠化，平均速率为 ３．１０ ｋｍ２ ／ ａ，由图 １７ 看出，轻度以下石漠化变化方向不易确定，而中度以

上石漠化则几乎都在好转，因此，在治理中度以上石漠化的同时，更要注重轻度以下尤其是潜在石漠化的防治

工作。
３）结合石漠化因子转移变化图与石漠化空间变化图可以看出，植被覆盖度与岩石裸露率的变化成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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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石漠化转移速率分布图

Ｆｉｇ．１５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Ｘ—Ｘ 为石漠化等级无变化区域，即石漠化演变速率为 ０；ＮＫ 为非喀斯特地区，非喀斯特地区不涉及问题石漠化

关系，在植被覆盖度增加高的区域，石漠化演变多以好转为主，多集中在普定县中部、东南一带；而在岩石裸露

率增加高的区域，石漠化演变多以恶化为主，多集中在三岔河一带。
４）由图 ８ 分析得出，在石漠化空间分布上，本研究发现普定县中度以上石漠化多集中分布在三岔河沿岸

附近，而轻度以下石漠化则分布较散乱，无太大规律。
５）由图 １３、图 １４ 看出，在三岔河附近，常发生着无或潜在石漠化突变为重度石漠化的现象，笔者认为这

往往是由河道拓宽，雨水冲刷，导致无或潜在石漠化地区植被剧减，岩石裸露率暴增导致。 此外，在城关镇靠

近县城一带，也会出现重度石漠化突变为无石漠化的现象，笔者认为由于此处地势较低，易于土层堆积，人类

的开垦荒地等城镇化活动使得重度或极重度石漠化也变为了无或潜在石漠化，从而这也体现了人类活动对石

漠化演变的积极一面。
４．２　 展望与不足

本文使用的数据由于依赖于遥感影像，因此难免受到卫星过境时间和天气云量等的影响，加之获得的植

被覆盖度、岩石裸露率等常受到季节变化的干扰，很难去计算全年的平均值，此为最大的局限性。 本文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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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石漠化转移速率矩阵

Ｆｉｇ．１６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ｒａｔ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图 １７　 各级石漠化平均变化速率

　 Ｆｉｇ． １７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ａｌｌ ｇｒａｄｅｓ

方法在总体上反演石漠化精度较高，因子权重较为合

理，在喀斯特中小尺度地区内反演石漠化具有一定的

优势。

５　 结论

本文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ＤＥＭ 等数据提取得到的普定县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 ４ 期石漠化影像展开分析，重点讨论了

普定县的石漠化空间演变规律，主要认识如下：１）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间，普定县石漠化演变复杂剧烈，经历了

由好转到恶化再到好转的阶段，总体演变趋势虽然好

转，但局部地区仍旧在恶化，石漠化治理力度需要加大。
２）普定县中度以上石漠化集中分布在三岔河沿岸附

近，轻度以下石漠化则无明显地理分布特征。 ３）潜在和轻度石漠化演变方向复杂，潜在石漠化变化速率最大

（２．７５ ｋｍ２ ／ ａ），最大时在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年间达到了 １６．５ ｋｍ２ ／ ａ。 ４）植被覆盖度与岩石裸露率的变化呈负相关，
前者主导了石漠化的好转，后者控制了石漠化的恶化。 ５）石漠化演变存在突变，在三岔河沿岸附近，存在无 ／
潜在石漠化有突变为重度石漠化的现象；在靠近城乡居民地附近，也存在重度以上石漠化突变为无石漠化的

现象。 ６）植被覆盖度、岩石裸露率、坡度等能较准确反演石漠化，贡献率分别为 ４４％、４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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