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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峰丛洼地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权衡度及其分异特
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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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西南喀斯特峰丛洼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与剧烈的人类活动导致石漠化现象以及生态功能退化，制约了区域生态－福
祉耦合效益的提升。 本文首先从数值变化与空间变异综合的角度，构建了融合均方根偏差法与地理探测器的生态系统服务空

间权衡度指标，进而围绕喀斯特水源涵养－土壤侵蚀关系以及植被固碳－土壤侵蚀关系，在不同环境因子梯度下和地貌形态类

型区内开展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权衡度计算及其分异特征研究。 环境因子梯度分析表明，由于植被显著的保持水土能力，水源涵

养与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度随植被覆盖度的增大而逐渐减小；地形因子对地表水土过程与植被功能影响深刻，植被固碳和

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度随海拔和坡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大，１０００ 米以上中海拔以及陡坡地区的空间权衡度是低海拔与缓坡

地区的 ４—６ 倍。 地貌形态类型区的统计结果显示，地貌特征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空间权衡关系具有宏观控制作用，植被固

碳－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度随地形起伏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大，具体为：中海拔平原＜中海拔台地＜中海拔丘陵＜小起伏中山＜
中起伏中山，水源涵养与土壤侵蚀之间则成相反趋势。 因此，今后在以生态系统服务协同提升为目标的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工作

中，应强调环境因子作用程度的空间差异以及地貌形态特征的宏观控制作用。
关键词：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度；空间分异性；喀斯特峰丛洼地；地理探测器；均方根偏差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ｐｅａｋ－ｃｌｕｓｔｅ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ＡＯ Ｊｉａｎｇｂｏ１， ＺＵＯ Ｌｉｙｕａｎ１，２， ＷＡＮＧ Ｈｕａｎ１，２

１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ａｒｓｔ ｐｅａｋ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ｖｅ ｌｅｄ ｔｏ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Ｔｈｅｎ ｗ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ＰＰ）⁃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ＰＰ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ｌｏｐｅ．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ｂｏｖｅ １０００ 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ｅｅｐ ｓｌｏｐ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ｓ ４—６ ｔｉｍｅ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ｌｏｗ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ｔｌｅ ｓｌｏｐ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ｔｙｐｅｓ ａｒｅａ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ｈａｖｅ ｍａｃｒｏ⁃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ＰＰ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ｉｎ ＜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ｒａｃｅ ＜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ｈｉｌｌ ＜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ｌｉｅ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ｌｉｅ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ｉｓ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ｋａｒｓｔ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ｏｒｋ 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ｃｒｏ⁃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ｋａｒｓｔ ｐｅａｋ⁃ｃｌｕｓｔｅ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是人类

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所有收益［１⁃２］。 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相

互关系，生态系统服务之间表现为此消彼长的状态，称为权衡；两种或多种生态系统服务表现为同增同减的形

式，称之为协同［３］。 生态系统管理不能只追求单一的生态系统服务效益，而要兼顾多种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

过程，使其综合效益最大化，促进整个区域的平衡发展［４］。 喀斯特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破碎的地表形态以

及水土流失导致的石漠化现象，其实质是生态系统结构遭到破坏，从而导致生态系统功能的下降与丧失，更深

层次地反映了协同关系的损害［５⁃６］。 厘清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权衡和协同的空间关系，对喀斯特地

区进行石漠化综合治理以及提升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具有重要意义［７⁃８］。
近年来，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较多关注于土地利用或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单一生态系统服

务［８⁃９］，如 Ｆｅｎｇ 等［１０］运用 ＲＵＳＬＥ（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ｏｉ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模型和１３７Ｃｓ 方法进行广西峰丛洼地土壤

侵蚀的对比模拟；侯文娟等［１１］基于 ＳＷＡＴ（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模型分析喀斯特山区的产流服务以

及不同服务变量的空间变异。 即使考虑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也偏向于研究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计

算或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变化规律，如张明阳等［１２］ 借助价值当量方法进行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评估；尚二萍和许尔琪［１３］对黔桂喀斯特山地主要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时空变化分析。 在研究方法方面，喀斯

特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协同关系的研究以定性分析或简单线性关系为主，定量化的研究相对较薄弱［９］。 如何

针对喀斯特地区强烈的空间异质性量化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空间权衡关系是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的关键问

题。 均方根偏差法是目前判断及量化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权衡关系的简单有效的方

法［１４］。 地理探测器通过分析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层异质性来揭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空间分异的解释程度［１５］。
因此本文融合均方根偏差法权衡关系的方向性判断以及地理探测器空间分析的优势，以空间权衡度的概念定

量化表征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空间权衡关系。
喀斯特石漠化问题在于水土流失引起的地表土壤损失、基岩裸露、土地生产力丧失和生态环境退化，因而

土壤保持与水源涵养服务成为喀斯特地区石漠化遏制与生态恢复的核心［１６］，同时土壤保持支撑着土壤中水

分和营养物质的持续供给［１７］，是植被生长与固碳的必然需求。 鉴于此，本文聚焦于贵州典型峰丛洼地流域的

水源涵养⁃土壤侵蚀、植被固碳－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关系，在海拔、坡度、降水和植被覆盖度等环境因子

梯度下和地貌形态类型区内开展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权衡度计算及其分异特征的研究，以期推动喀斯特地区生

态系统服务的优化以及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１　 研究区概况

三岔河流域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发源于贵州省西部乌蒙山，是乌江南源一级支流（图 １）。 河流全长 ３２５．
６ｋｍ，地理位置介于 ２６°０６′Ｎ—２７°００′Ｎ，１０４°５４′Ｅ—１０６°２４′Ｅ 之间，流域面积 ４８６０ｋｍ２。 三岔河流域地处亚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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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带季风气候区，全年气候温和湿润，降水主要集中在

５—１０ 月，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９６３—１４６０ｍｍ。 研究区属

于典型的喀斯特峰丛洼地区，水源涵养能力弱、土层浅

薄且破碎化、植被系统稳定性差致使区域生态环境敏感

脆弱，石漠化现象突出，人地关系矛盾加剧［１８⁃１９］。

２　 数据来源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２．２．１　 水文和气象数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年鉴—长江流域水文

资料乌江区》记载，三岔河流域的上游和中游地区各设

有一个水文站，分别是阳长和龙场桥水文站。 由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模拟的产流量需与流域出口处的实测径流数据进行验证，因此本文选取鸭池河水文站（位于六冲

河和三岔河汇流的乌江干流处）和洪家渡水文站（位于六冲河流域出口处），将其逐月平均流量数据的差值作

为三岔河流域的月径流量。 气象数据来源于国家气候中心，本文选取三岔河流域及周边区域 ２９ 个气象站点

的日值数据，运用专业气象插值软件 ＡＮＵＳＰＬＩＮ［２０］进行气温、降水、蒸散发等气象数据的插值。

图 ２　 三岔河流域地貌形态类型（ａ）和 ＮＤＶＩ（ｂ）的空间分布格局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ｔｙｐｅｓ（ａ） ａｎｄ ＮＤＶＩ（ｂ） ｉｎ Ｓａｎｃｈ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２．２．２　 地形和土壤数据

ＤＥＭ（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高程数据，采用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影像下载，空间分辨率为 ９ｍ。 地貌形态类型数

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图 ２ａ）。 土壤机械组成数据通过基于世界土

壤数据库（ＨＷＳＤ）的中国土壤数据集（ｖ１．１）获取，分辨率为 １ｋｍ，来源网址为：ｈｔｔｐ： ／ ／ ｗｅｓｔｄｃ．ｗｅｓｔｇｉｓ．ａｃ．ｃｎ。 土

壤的根系深度数据通过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ｈｔｔｐ： ／ ／ ｓｏｉｌ． ｇｅｏｄａｔａ．ｃｎ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ｍｌ）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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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植被覆盖和土地利用数据

ＮＤＶＩ（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图 ２ｂ） 数据以 ＨＪ１Ａ ／ Ｂ ＣＣＤ（３０ｍ）、ＧＦ１ ＷＦＶ（１６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ｒｅｓｄａ．ｃｏｍ ／ ＣＮ ／ ）以及 ＭＯＤＩＳ ＭＯＤ０９ＧＱ（２５０ｍ） （ｈｔｔｐｓ： ／ ／ ｌｐｄａａｃ．ｕｓｇｓ． ｇｏｖ）产品数据为数据源，
经过辐射定标、大气校正、正射校正等预处理后，通过近红外和红光波段反射率线性组合的方式获取。 预处理

数据经过异常值处理、数据镶嵌、投影变换和目标区域剪裁等工作后得到最终的 ＮＤＶＩ 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ｍ。 西南地区降水充沛、空气对流旺盛导致当地云量较多，对于云污染很严重的月份，本文采用 ＳＴＡＲＦＭ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时空适应性反射率融合模型［２１］，结合高时间分辨率

的 ＭＯＤＩＳ 数据在 ＨＪ、ＧＦ⁃１ 的空间分辨率上进行 ＮＤＶＩ 的预测，模拟缺失月份内与 ＭＯＤＩＳ 数据相应时间的高

分辨率的 ＮＤＶＩ 数据。 植被类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空间分辨

率为 １ｋｍ。 土地利用数据以 ２０１５ 年两景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遥感影像（美国地质调查局官网 ｈｔｔｐ： ／ ／ ｇｌｏｖｉｓ．ｕｓｇｓ．ｇｏｖ ／ ）
以及野外考察定点数据为数据源，运用 ＥＮＶＩ 软件进行监督分类解译得到三岔河流域的土地利用类型。
２．２　 方法

２．２．１　 ＲＵＳＬＥ 模型

ＲＵＳＬＥ 模型由于其结构精简、参数合理、模拟效果较好，是广泛应用的土壤侵蚀模型之一［２２］。 但是，由
于喀斯特地区特殊的石漠化情况以及复杂的地形条件，直接使用 ＲＵＳＬＥ 模型会使模拟结果产生偏差［１３］。
Ｄａｉ 等［２３］通过人工降雨模拟试验发现表层土壤侵蚀与基岩裸露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Ｒ）为－０．
０７６。 Ｇａｏ 和 Ｗａｎｇ［２４］在三岔河流域开展的土壤侵蚀研究表明，确定性系数（Ｒ２）与基岩裸露率的乘积可以解

释基岩裸露率对土壤侵蚀减少的贡献。 因此本文根据研究区石漠化情况的不同，采用不同程度基岩裸露率的

校正系数 α（表 １）对 ＲＵＳＬＥ 模型进行修正。 坡长坡度因子解释了地形对土壤侵蚀的影响，喀斯特地区复杂

的地上地下二元结构以及地表汇流的不连续性会增加坡长因子对地形数据的敏感性。 Ｆｅｎｇ 等［１０］研究发现由

于岩溶地区地表径流的不连续性，ＲＵＳＬＥ 模型中的坡长因子与累积面积阈值和 ＤＥＭ 的空间分辨率密切相

关，累积面积阈值越高，均方根误差也越高。 因此本文选择 ９ｍ 分辨率的高精度 ＤＥＭ 数据作为基础数据计算

坡长因子以提高模型模拟的精度。 同时，已有研究发现三岔河流域的土壤侵蚀量与气候因子之间存在以五年

为周期的波动性变化［２４］，因此，为消除气候年际差异对流域尺度空间权衡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基于 ２０１３ 年

到 ２０１７ 年三岔河流域的土壤侵蚀、水源涵养和植被固碳的优化模拟，以五年的滑动平均数值进行流域生态系

统服务之间空间权衡关系的研究。 ＲＵＳＬＥ 模型的计算公式如下：
Ａ ＝ （１ － ０．０７６２ × α） × Ｒ × Ｋ × ＬＳ × Ｃ × Ｐ （１）

式中， Ａ 为实际土壤侵蚀量（ｔ ｈｍ－２ ｙｒ－１）；α 表示不同石漠化程度下基岩裸露率的校正系数；Ｒ 为降雨侵蚀力

因子（ＭＪ ｍｍ ｈｍ－２ ｈ－１ ｙｒ－１），反映由降水引起土壤侵蚀的潜在能力［２５］；Ｋ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 ｔ ｈｍ２ ｈ ｈｍ－２

ＭＪ－１ ｍｍ－１）；ＬＳ 为坡长坡度因子，也称为地形因子；Ｃ 是植被覆盖因子，使用 ３０ 米分辨率的高精度 ＮＤＶＩ 反演

数据计算；Ｐ 是水土保持措施因子，与土地利用类型有关。 本文参考前人在喀斯特地区的研究［２６⁃２７］，根据研究

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对 Ｐ 因子赋值。

表 １　 不同程度石漠化的校正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ｇｒｅｅｓ

石漠化程度
Ｒｏｃｋｙ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无
Ｎｏｎｅ

潜在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轻度
Ｌｉｇｈｔ

中度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高度
Ｈｉｇｈ

重度
Ｓｅｖｅｒｅ

基岩裸露率 ／ ％
Ｂｅｄｒｏｃｋ ｂａｒｅｎｅｓｓ ｒａｔｅ ＜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１—５０ ５１—７０ ７１—９０ ＞９０

ａ １０ ２５ ４０ ６０ ８０ ９５

２．２．２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中的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模块综合考虑研究区的气候、地形、土壤深度和土地利用类型等因素，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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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平衡原理以每栅格单元的降水量减去实际蒸散发后的水量计算栅格水源涵养量［２８］。 公式如下：

Ｙ（ｘ） ＝ （１ － ＡＥＴ（ｘ）
Ｐ（ｘ）

）·Ｐ（ｘ） （２）

式中，Ｙ（ｘ）表示研究区每个栅格单元 ｘ 的年产流量（ｍｍ），ＡＥＴ（ ｘ）是每个栅格单元 ｘ 的年实际蒸散发量

（ｍｍ），Ｐ（ｘ）是每个栅格单元 ｘ 的年降水量。
在水量平衡公式（２）中利用 Ｂｕｄｙｋｏ 假设［２９⁃３０］计算水量平衡的蒸散部分 ＡＥＴ（ｘ） ／ Ｐ（ｘ）：

ＡＥＴ（ｘ）
Ｐ（ｘ）

＝ １ ＋ ＰＥＴ（ｘ）
Ｐ（ｘ）

－ １ ＋ ＰＥＴ（ｘ）
Ｐ（ｘ）

æ

è
ç

ö

ø
÷

ω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 ω

（３）

式中， ＡＥＴ ｘ( )

Ｐ ｘ( )
为 Ｂｕｄｙｋｏ 干燥指数，被定义为潜在蒸散 ＰＥＴ（ｘ）与降水 Ｐ（ｘ）的比； ＰＥＴ（ｘ）表示每个栅格单

元 ｘ 的年潜在蒸散量（ｍｍ），由标准 Ｐｅｎｍａｎ⁃Ｍｏｎｔｅｉｔｈ（Ｐ⁃Ｍ） ［３１］公式求得；ω 为植物年需水量与降水量的比值，
它是描述自然气候与土壤性质的参数。
２．２．３　 ＣＡＳＡ 模型

ＣＡＳＡ 模型是目前进行 ＮＰＰ 研究最普遍和有效的方法之一，适用于区域 ＮＰＰ 的计算和全球尺度碳循环

的研究［３２］。 ＮＤＶＩ 数据是 ＣＡＳＡ 模型中多个因子计算的基础数据，基础数据的精度及遥感影像反演的可靠性

对 ＮＰＰ 的计算结果至关重要。 因此本文选择高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的遥感影像反演的高精度 ＮＤＶＩ 数
据来计算 ＮＰＰ，公式如下：

ＮＰＰ ｔ ＝ ＡＰＡＲｔ × εｔ （４）

式中，ＮＰＰ ｔ、ＡＰＡＲｔ和 εｔ分别表示月份 ｔ 的植被净初级生产力（ｇＣ·ｍ－２·ｍｏｎｔｈ－１）、植被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

（ｇＣ·ｍ－２·ｍｏｎｔｈ－１）和实际光能利用率（ｇＣ ／ ＭＪ）。
植被吸收的光合有效辐射与太阳总辐射和植物自身的特征有关，可用公式（５）计算。

ＡＰＡＲｔ ＝ ＳＯＬｔ × ＦＰＡＲｔ × ０．５ （５）
式中，ＳＯＬｔ表示 ｔ 月的太阳总辐射量（ＭＪ ｍ－２ ｍｏｎｔｈ－１）；ＦＰＡＲｔ表示植被对入射光合有效辐射的吸收分量；常数

０．５ 为植被利用的太阳有效辐射占太阳总辐射的比例。
Ｐｏｔｔｅｒ 等［３３］认为实际光能利用率主要受温度和水分的影响，当温度和水分达到理想条件时，植被具有最

大光能利用率，其公式为：
εｔ ＝ Ｔｍａｘ，ｔ × Ｔｍｉｎ，ｔ × Ｗｔ × εｍａｘ （６）

式中，εｔ表示实际光能利用率（ｇＣ ／ ＭＪ）；Ｔｍａｘ，ｔ和 Ｔｍｉｎ，ｔ分别表示高温和低温的胁迫系数；Ｗｔ为水分胁迫因子；

εｍａｘ是理想条件下的最大光能利用率（ｇＣ ／ ＭＪ），不同植被类型的 εｍａｘ值不同。 本文参考朱文泉等［３４］对中国典

型植被类型 εｍａｘ的模拟结果，同时结合董丹和倪健［３５］对西南地区植被类型 εｍａｘ的改进，确定了三岔河流域各

种植被类型的 εｍａｘ值。
２．２．４　 空间权衡度

本文从数值变化与空间变异综合的角度，构建了融合均方根偏差法与地理探测器的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权

衡度指标，从传统意义上权衡关系的判断到融合了权衡方向、数值量化和空间分异性的探测。 均方根偏差法

定量化表征单个生态系统服务的标准化数值与平均生态系统服务标准化数值之间的差异，通过某一对生态系

统服务坐标点到 １：１ 线的距离判断生态系统服务之间是否存在权衡关系［１４］。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和利用要素

的空间分层异质性并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统计学工具［１５］。 地理探测器认为如果某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有

重要影响，那么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分布应该具有相似性［３６⁃３７］。 基于这样的假设，该方法采用 ｑ 值度量自

变量对因变量空间分异的解释程度。 具体地，本文运用均方根偏差法判断水源涵养－土壤侵蚀、植被固碳－土
壤侵蚀之间是否存在权衡关系，进而分别以水源涵养量和植被固碳量为自变量（Ｘ），土壤侵蚀量为因变量

（Ｙ），以地理探测器中体现数值空间变异的解释力因子表征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权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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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模拟验证及其空间特征

贵州省水利厅发布的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水土保持公告中 ２０１５ 年全省喀斯特区域土壤侵蚀模数为 ２７９．４７ｔ
ｋｍ－２ ａ－１，２００９ 年贵州省毕节市鸭池高原山地区平均侵蚀量为 ４．７２ ｔ ｋｍ－２ ａ－１［ ３８］。 本文中修正的 ＲＵＳＬＥ 模型

模拟的三岔河流域土壤侵蚀模数为 ３．１９ｔ ｈｍ－２ ａ－１，与上述结果基本相近。 根据水利部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

准［３９］，侵蚀等级属于微度侵蚀（图 ３ａ）。 通过与三岔河流域基岩裸露率情况的对比，印证了 Ｆｅｎｇ 等［１０］提出的

基岩露头和薄土层地区无土可流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岩溶地区的土壤侵蚀量低于非岩溶地区。 基于 ２０１５ 年的

实测月径流资料，本文采用 Ｎａｓｈ⁃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效率 ＮＥＳ 和确定性系数 Ｒ２来验证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模拟月、年产流量的

可靠性。 结果表明，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模拟的水源涵养量与实测值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即 ＮＳＥ ＝ ０．８０２，Ｒ２ ＝ ０．
９３８，模拟效果良好，结果较为可信。 图 ３ｂ 显示三岔河流域五年平均的水源涵养量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呈现出

由北向南逐渐递减的分布规律，水源涵养量范围为 １１８．７７—１２３０．１４ｍｍ，均值为 ９１７．５８ｍｍ。 张明阳等［４０］在桂

西北西部喀斯特地区运用 ＣＡＳＡ 模型模拟的 ＮＰＰ 结果为 ４２２．７３ｇＣ ／ ｍ２；王冰等［４１］ 在贵州省运用光合作用与

呼吸作用相分离的模型计算得出的喀斯特地区 ＮＰＰ 值为 ４０７ ｇＣ ／ ｍ２。 本文得出的三岔河流域年 ＮＰＰ 积累量

范围为 ０—１０３５．６８ ｇＣ ／ ｍ２，平均值为 ４５９．１３ｇＣ ／ ｍ２，该值与上述喀斯特地区 ＮＰＰ 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证明本

文 ＣＡＳＡ 模型模拟的 ＮＰＰ 值较为可信。 三岔河流域 ＮＰＰ 的累积量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图 ３ｃ），这一

分布特征与研究区的植被类型密切相关。 研究区的西北地区分布有大面积的草原，较之于东南地区的灌丛，
最大光能利用率较高，植被所能利用的水分条件较好。

图 ３　 三岔河流域土壤侵蚀强度（ａ）、水源涵养量（ｂ）、和 ＮＰＰ 的空间分布（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ａ），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 ａｎｄ ＮＰＰ（ｃ） ｉｎ Ｓａｎｃｈ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３．２　 环境因子梯度下的喀斯特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权衡关系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复杂关系受到自然因素（如海拔、坡度、气候等）和人为因素（包括政策、市场、偏好

等）的作用。 其中，自然因素是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分布的基础［４２］。 王欢等［４３］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喀斯特地区

土壤侵蚀的定量归因研究发现土地利用和坡度是决定土壤侵蚀空间异质性的主导因子；Ｗａｎｇ［４４］等认为大面

积的陡坡垦荒是造成水土流失和岩溶石漠化的主要原因；熊康宁等［３８］ 在典型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区发现随着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植被的生长和恢复，水土流失量逐年降低，石漠化治理区的植被覆盖度与保土作用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地质、地貌因素是脆弱生态系统得以存在、发展的载体与物质基础，地貌类型从宏观上控制了自然生态环境的

特征与区域水土流失强度，直接决定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维持［４５⁃４６］。
３．２．１　 环境因子梯度下水源涵养－土壤侵蚀空间权衡关系

水源涵养与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度在不同环境因子梯度下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性（图 ４）。 植被

覆盖度对水源涵养－土壤侵蚀之间空间权衡度的影响最为显著。 在植被覆盖度因子的梯度下，水源涵养与土

壤侵蚀之间空间权衡度的最大值出现在植被覆盖度 ０－０．２ 的区间内，为 ０．５５。 随着植被覆盖度的增大，二者

之间的空间权衡度逐渐减小。 不同梯度海拔因子的运行结果表明，水源涵养与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度在

以 １０００ 米为界限的低海拔和中海拔地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具体表现为二者之间的权衡度在 ８００—
１０００ｍ 的低海拔区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海拔大于 １０００ｍ 的中海拔区域权衡度较高。 坡度和降水因子

对水源涵养－土壤侵蚀之间空间权衡关系的影响较小，但权衡度在不同梯度下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图 ４　 环境因子梯度下的水源涵养－土壤侵蚀空间权衡度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３．２．２　 环境因子梯度下植被固碳－土壤侵蚀空间权衡关系

海拔、坡度、降水、植被覆盖度四项环境因子的不同梯度对植被固碳－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关系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影响，其空间权衡度的大小随因子的梯度变化表现出一定的规律（图 ５）。 在海拔因子的梯度

下，植被固碳与土壤侵蚀之间的权衡度仍以 １０００ｍ 为分界线，在 ８００—１０００ｍ 的低海拔区域内其权衡关系不

显著；在海拔大于 １０００ｍ 的中海拔地区，权衡度随着海拔的升高而逐渐增大，最大值为 ０．４５１。 在坡度梯度

下，植被固碳与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度随着坡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大，最大值出现在坡度大于 ３５°的地区，
其值为 ０．６２。 降水因子对植被固碳－土壤侵蚀之间的影响较为显著，五个降水等级下其权衡度在 ０．１９５－０．２９７
的范围内波动。 植被固碳与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度在植被覆盖度为 ０．６－０．８ 的区间内达到最大值 ０．１，
在植被覆盖度为 ０－０．４ 和 ０．８—１ 的区间内，权衡度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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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环境因子梯度下的植被固碳－土壤侵蚀空间权衡度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ＰＰ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３．３　 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权衡度

受地貌的宏观控制作用以及地貌形态特征的影响，水源涵养－土壤侵蚀、植被固碳－土壤侵蚀的权衡度在

不同地貌类型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敏感性，其值随地形起伏度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规律（表 ２）。 具体表现

为：水源涵养与土壤侵蚀之间的权衡度在相对平坦的中海拔平原地区达到最大值 ０．１６９，该值是其余四类起伏

度较大的地貌形态类型区权衡度的十倍及以上。 植被固碳与土壤侵蚀之间权衡度的最大值出现在中起伏中

山地区，其值为 ０．３３４。 随着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地形起伏度的变化，植被固碳与土壤侵蚀之间的权衡度表现

出随地形起伏度升高而逐渐增大的趋势，具体表现为权衡度在各地貌形态类型区的排序：中海拔平原＜中海

拔台地＜中海拔丘陵＜小起伏中山＜中起伏中山。

表 ２　 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权衡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中海拔平原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ｉｎ

中海拔台地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ｒａｃｅ

中海拔丘陵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ｈｉｌｌ

小起伏中山
Ｓｍａｌｌ ｒｅｌｉｅ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中起伏中山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ｌｉｅ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权衡度
水源涵养⁃土壤侵蚀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０．１６９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８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植被固碳⁃土壤侵蚀
ＮＰＰ⁃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０．０７６ ０．０９８ ０．１９７ ０．２６８ ０．３３４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讨论

在当前喀斯特地区运用 ＲＵＳＬＥ 模型进行土壤侵蚀的研究中，模型中各个因子的计算大多采用全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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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参数，未能将岩溶地区和非岩溶地区区别对待，并不能完全反映喀斯特地区特殊的石漠化现象和薄土层

地区无土可流的情况［４７］。 同时，Ｂｉｅｓｅｍａｎｓ Ｊ 等［４８］的研究发现，ＬＳ 因子和 Ｃ 因子对土壤侵蚀最为敏感，其计

算的精确性对 ＲＵＳＬＥ 模型整体有效性的影响最为显著。 因此本文考虑了喀斯特地区特殊的地质背景，在
ＲＵＳＬＥ 模型中引入不同程度基岩裸露率校正系数，以 ９ｍ 高精度 ＤＥＭ 数据计算 Ｌ 因子，运用基于 ＴＭ 影像反

演的高分辨率 ＮＤＶＩ 数据（３０ｍ）计算 Ｃ 因子，使得本文得到的土壤侵蚀量结果与 Ｆｅｎｇ 等［１０］在喀斯特小流域

尺度上获得的土壤侵蚀模数较为相似，与贵州省水利厅公布的 ２０１５ 年全省喀斯特区域土壤侵蚀模数较为

一致。
本文融合均方根偏差法和地理探测器的优势，将权衡关系的判断和空间信息的探测集为一体，构建生态

系统服务空间权衡度指标定量化研究水源涵养⁃土壤侵蚀、植被固碳⁃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关系。 结果表

明，在水源涵养与土壤侵蚀的空间权衡关系中，植被覆盖度对水源涵养⁃土壤侵蚀之间空间权衡度的影响最为

显著，其权衡度随植被覆盖度的增大而大幅减小。 原因在于植被根系及其凋落物具有较强的持水能力［４９］，高
植被覆盖度可以增强土壤的抗蚀、渗透、蓄水能力，因此植被覆盖度较高的地区土壤流失量较少，水源涵养⁃土
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度降低。 同时，这一结论从侧面印证了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治理等生态工程的实施对减

小土壤侵蚀具有重要意义。 海拔因子对水源涵养⁃土壤侵蚀、植被固碳⁃土壤侵蚀之间空间权衡度的影响在

１０００ｍ 以上的中海拔地区明显高于低海拔区域。 此种现象可能是因为我国西南地区的海拔变幅较大，随着海

拔的升高，气候、植被以及地形的综合性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权衡关系的空间差异性较为明显。 我国西南喀斯

特地区地形复杂、山多坡陡，森林一般分布在海拔较高，坡度较陡的地区［２２］。 这一结论与本文研究发现植被

固碳⁃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关系随海拔和坡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大的情况相符合。 地貌因素控制着中小尺

度空间的水热资源分配，直接决定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维持［４２］，这一结论解释了本文得出的地貌形态类型

对水源涵养⁃土壤侵蚀、植被固碳⁃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关系具有宏观控制作用。
本文通过对模型中因子的修正提高了模型模拟的精度，构建了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权衡度指标，定量研究

水源涵养⁃土壤侵蚀、植被固碳⁃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关系，结果发现不同梯度下的环境因子与地貌形态

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空间权衡关系具有显著的影响。 本文针对喀斯特地区特殊的地质条件对 ＲＵＳＬＥ 模型

进行了优化，而目前陆面模式等其他模型在喀斯特地区应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仍需深入研究。 此外，基于多

尺度的山地水土时空耦合及其效应在机理和驱动机制阐释方面仍是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今后应重视多个时

间节点或长时间序列内生态系统服务权衡 ／协同关系的时空变化，辨析不同尺度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服
务的作用机制。
４．２　 结论

本文基于对三岔河流域 ２０１３ 年到 ２０１７ 年五年平均土壤侵蚀、水源涵养以及植被固碳的优化模拟和空间

分析，在坡度、海拔、降水、植被覆盖度四项环境因子的梯度下运用空间权衡度指标阐释水源涵养⁃土壤侵蚀、
植被固碳⁃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关系及其随地貌形态类型变化的趋势。 结论如下：

（１）三岔河流域的土壤侵蚀模数为 ３．１９ｔ ｈｍ－２ ａ－１，侵蚀等级属于微度，占流域面积的 ７９．９５％；水源涵养量

范围为 １１８．７７—１２３０．１４ｍｍ，其空间分布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渐递减的趋势；年均植被 ＮＰＰ 是 ４５９．１３ｇＣ ／ ｍ２，
ＮＰＰ 累积量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

（２）由于植被显著的保持水土能力，植被覆盖度对水源涵养与土壤侵蚀之间空间权衡关系的影响最大，
其空间权衡度随植被覆盖度的增大而逐渐减小；水源涵养－土壤侵蚀、植被固碳－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度

在 １０００ｍ 以上的中海拔区域显著高于低海拔区域，其中，植被固碳与土壤侵蚀在中海拔区域内的空间权衡度

是低海拔区域的 ４ 倍。 在喀斯特山区，由于地形因子对地表水土过程与植被功能的影响，植被固碳和土壤侵

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度随海拔和坡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大，其中，陡坡地区的空间权衡度是缓坡地区的 ６ 倍。
（３）地貌的宏观控制作用及其内部特征显著地影响水源涵养⁃土壤侵蚀、植被固碳⁃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

权衡关系。 随着不同地貌形态类型区地形起伏度的变化，较平坦地区水源涵养与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度

９　 ２１ 期 　 　 　 高江波　 等：喀斯特峰丛洼地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权衡度及其分异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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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山地丘陵区较大，具体表现为较平坦地区的空间权衡度是起伏度较高的山地丘陵区的近两倍；植被固碳

与土壤侵蚀之间的空间权衡度随地形起伏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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