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４ 卷第 ５ 期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４，Ｎｏ．５
Ｍａｒ．，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２０ ＺＤ０９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５⁃１０；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３⁃１２⁃１１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ｌｉ⁃ｙａｐｉｎ＠ ｓｏｈｕ．ｃｏｍ







 



学术信息与动态

ＤＯＩ： １０．２０１０３ ／ ｊ．ｓｔｘｂ．２０２３０５１００９７８

王清荣，李阳兵，赵雯欣，汪荣，晏诗杰，夏春华，邵景安．近 ３０ 年来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热点演变及展望———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

文献可视化分析．生态学报，２０２４，４４（５）：２１５９⁃２１７２．

近 ３０ 年来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热
点演变及展望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文献可视化分析

王清荣１，李阳兵１，２，∗，赵雯欣１，汪　 荣１，晏诗杰１，夏春华１，邵景安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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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峡库区作为三峡工程建设后形成的独特地理单元，梳理探讨其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已有研究成果，对于库区土地

利用、生态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及传统文献归纳方法对文献总体特征、热点演变、主要内容、存在问

题与不足等分析发现：（１）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相关的中英文发文量持续增长，领域影响力增强，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性

等特点；（２）研究经历了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三个时段的演变：一阶段重点关注土地整理、土地生态保护等

问题；二阶段重点关注消落带、土地利用变化的地形梯度效应等问题；三阶段重点关注景观格局变化的社会－经济生态耦合、生
态系统服务等问题，与库区发展及区域政策相吻合；（３）库首、库腹、库尾关注的主要内容有所差异：库首研究以生态风险评价

及生态系统服务为主；库腹侧重对坡耕地变化的社会生态经济耦合研究；库尾因建设用地较多，在土地整治及区域规划背景下

进行研究；（４）土地利用变化从注重单一要素转向多要素、多功能研究，驱动因子研究从定性分析转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
退耕还林等生态政策实施以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体呈上升趋势、生态风险指数明显下降；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内容

更加多元化；（５）当下的研究面临着数据、方法、指标体系构建等问题，未来需要从理论构建、方法创新、实践应用等多方面进行

探索。
关键词：三峡库区；土地利用；生态环境；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热点演变

土地利用是指人类根据土地的特点和一定的社会经济目的为前提，通过一系列生物和技术手段对土地进

行开发和利用［１］。 土地系统是土地覆被、土地利用、生态系统三部分构成的，是地球表层基本的组成部分［２］。
人类活动通过不同的土地利用策略，使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利用过程等发生改变，从而对其周

围生态环境产生相应影响，这也是全球土地利用 ／覆被关注的重点内容［３］。 水库作为集水源、土地、生物等一

系列要素在内的地区，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将会引起一系列的水土环境问题，因此水库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也

一直是全球的重点关注问题［４］。 不同水库区域研究意义和内容有所不同，在干旱区，水作为稀缺资源，其对

区域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侧重库区气候变化、水土安全等研究［５］；生态脆弱库区往往是集山地

丘陵区、农业区为一体的区域，其对区域生态调节具有重要意义，侧重探讨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变化

等［６—７］。 三峡库区是集山区、农业区、移民安置区、水库区域为一体的典型生态脆弱区，其承载了供水、发电、
防洪、生物多样性保护、航运、旅游等多种功能，对于维持区域生态稳定性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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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使得该区域成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研究热点区域［８—９］。
三峡水库从建设到目前已有 ３０ 多年，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强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

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学者们对于三峡库区土地利用的研究关注点也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因此有必要梳理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研究成果。 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中，有代表性综述多利用传统的综述写作手法，梳理归纳

库区研究进展，未引入文献计量的方法进行归纳［１０—１２］；利用文献计量方法梳理，梳理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

境研究进展，则未引入知识图谱分析［１３—１４］。 这些综述研究对于推动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

的积极效应是显而易见的。 但总体来看，利用文献计量图谱分析方法，分不同区域系统性分析三峡库区土地

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的基本内容和问题，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综述较少，这不利于三峡库区土地利用

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基于此，本文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 １９９０—２０２２ 年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相关文献进行分

析，并梳理其重要研究进展，追踪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厘清不同时期研究热点以及热点之间的网络

关系，这有助于研究者们更好的把握该领域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 同时为解决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优化、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协调与权衡、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提供参考，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际价值。

１　 三峡库区概况

三峡库区（２８°５６′—３１°４４′Ｎ，１０６°１６′—１１１°２８′Ｅ）位于长江中上游（图 １），包含江津、沙坪坝、南岸、石柱、
奉节、万州、巫溪、宜昌、巴东等渝鄂 ２６ 个区县，辖区面积约 ５．８ 万 ｋｍ２。 三峡库区西邻四川盆地，东邻江汉平

原，南邻鄂西武陵山脉，库区地形起伏大且较为复杂。 三峡库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温 １５—１７℃，夏季

高温多雨湿润，冬季较为干燥，年降雨量 １０００—１８００ｍｍ，水热条件较好。 库区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严重，
是我国典型的生态脆弱区。 三峡工程建设对库区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土地利用胁迫、景
观生态格局、农业乡村发展等扰动明显，相关内容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因此有必要梳理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

态环境效应研究内容，以期为库区土地管理优化、生态功能管理分区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图 １　 研究区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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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文献总体特征

２．１　 研究方法

当下，可用于定量文献分析的软件很多，如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ＨｉｓｔＣｉｔｅ 等，本文选取常用的 Ｃｉｔｅｓａｐｃｅ 软

件作为本研究主要的分析工具［１５—１８］。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一款文献分析软件，
基本原理是分析信息知识单元的相似性和量度，通过选择不同的元素绘制不同的知识图谱，用于检测和可视

化学科的演化路径、发展前沿和研究热点［１９］。 本文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关键词共现、关键词突现等功能，制作知识

图谱，探讨三峡库区研究热点的演变及发展前沿。
２．２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以及 ＳＣＩ 引文索引（ＷＯＳ）作为样本数据源。 首先在 ＣＮＫＩ 中通过高级检索功

能，仅以 ＣＮＫＩ 中 ＳＣＩ、ＥＩ、北大核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ＳＣＤ）期刊为检

索目标，通过检索设置发现，以“土地利用”作为检索词可以涵盖较多相关的研究数据，“土地利用∗生态”为
本文研究主题作为补充，可以得到更全面的数据样本，因此在 ＣＮＫＩ 检索条件设置主题或篇名为含有“三峡库

区∗土地利用或者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 “（宜昌、兴山、巴东、秭归、巫山、巫溪、奉节、云阳、开州、万
州、忠县、石柱、丰都、武隆、涪陵、长寿、江津、渝北、巴南区、沙坪坝、大渡口、九龙坡、渝中、南岸、江北、北碚）
∗土地利用或者土地利用与生态”作为检索词，时间范围设置为 １９９０—２０２２ 年。 选择 ＷＯＳ 核心合集，引文索

引选择 ＳＣＩ 和 ＳＳＣＩ 作为检索目标，ＷＯＳ 中设置的检索条件为“ＴＳ ＝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Ｙｉｃ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ｓｈａｎ、
Ｂａｄｏｎｇ、Ｚｉｇｕｉ、Ｗｕｓｈａｎ、Ｗｕｘｉ、 Ｆｅｎｇｊｉｅ、Ｙｕｎｙａｎｇ、Ｋａｉｚｈｏｕ、Ｗａｎｚｈｏｕ、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 Ｓｈｉｚｈｕ、 Ｆｅｎｇｄｕ、Ｗｕｌｏｎｇ、 Ｆｕｌ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ｓｈｏｕ、Ｊｉａｎｇｊｉｎ、Ｙｕｂｅｉ、Ｂａｎａｎ、Ｓｈａｐｉｎｇｂａ、Ｄａｄｕｋｏｕ、Ｊｉｕｌｏｎｇｐｏ、Ｙｕｚｈｏｎｇ、Ｎａｎａｎ、Ｊｉａｎｇｂｅｉ、Ｂｅｉｂｅｉ） ＴＳ ＝ （ ｌａｎｄ
ｕｓｅ）或 ＴＳ＝（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设置时间范围为 １９９０—２０２２ 年。 ＣＮＫＩ 和 ＷＯＳ 检索分别得到 ８５２ 篇和

３９６ 篇，“通过手动剔除的方式，将无作者、无机构以及完全与本研究无关的研究文献剔除，如完全研究地质灾

害、土壤变化等文章，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除重最后得到符合条件的文章分别为 ５３２ 篇和 １１７ 篇，文章检索时间均

为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分别将 ＣＮＫＩ 和 ＷＯＳ 数据导出到电脑，通过在计量软件中建立新的工程文件对文献数据进

行计量分析（图 ２）。
２．３　 文献总体特征

从 ＣＮＫＩ、ＷＯＳ 年度发文量以及主要发文期刊看（图 ３、表 １），１９９０—２０２２ 年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

境效应相关研究发文量呈稳步增长的趋势，受关注度在不断增强。 从中英文发文增长时间可以看出，早期中

文研究更多，后期英文研究正在逐渐赶超中文，表明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在国内研究上更加成

熟，而到后期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 从相关的发文期刊来看，国内发文期刊主要是《水土保

持研究》《长江流域与资源环境》等；国外发文期刊主要是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表 １　 中英文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发文期刊及发文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中文发文期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论文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影响因子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英文发文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论文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ｐｅｒｓ

影响因子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水土保持研究》 ５１ ３．８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９ １０．７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４２ ４．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８ ５．１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３３ １．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７ ２．１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９ １．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６ ６．３

《安徽农业科学》 ２９ ０．８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６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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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数据获取与技术方法处理图

Ｆｉｇ．２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ｆｉｇｕｒｅ

图 ３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发文数量特征

Ｆｉｇ．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等，可以看出中文发文虽多，但发文期刊影响因子

较弱，发文质量有待提高。 通过刊文期刊可以看出，国内外研究成果集中在环境科学、地理学、农学等学科，由
此可以看出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性、学术性的研究领域，具有环境科

学、地理学等学科特点。

３　 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研究前沿与热点演进分析

３．１　 研究热点共现性分析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分析中英文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关键词聚类及时序演变图谱（图 ４、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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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英文关键词时序演变

Ｆｉｇ．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节点越大，出现频次越多

图 ５　 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中文关键词时序演变

Ｆｉｇ．５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出现频次较高的中文关键词有三峡库区、土地利用、重庆市、景观格局、驱动力、时空变化等；英文图谱节点较

大的关键词有 Ｌａｎｄ ｕｓ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等。 从时间

序列来看，２００６ 年前，中英文研究关键词均较少，侧重水土流失、生态保护对策、景观恢复等研究；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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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英文关键词数量增加，研究内容更加丰富，消落带、坡耕地、生物多样性等受到关注；２０１４ 年之后，中文关

键词数量趋于平缓且较前一阶段有所减少，英文关键词呈爆发增长趋势，研究热点词侧重于协调发展、撂荒耕

地、生态系统服务等。
综上可见，随着库区发展需求的变化，学者们对于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目标和内容

不断深化。 早期研究内容较为单一，集中在土地整理、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水土流失等空间上的单一

尺度变化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逐渐丰富且关注点更加多元化，侧重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土地利

用、生态系统服务等研究，从而为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更具科学的建议。
３．２　 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分析

热点词突现性反映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１９］。 图 ６ 展示了中英文突现词的前 ２５ 位，从图中可以看出突现

性较强的关键词有驱动力、时空变化、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等。 其中“驱动力”在中文突现词中突现

性最强，表明对三峡库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研究是重点内容。 而“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作为英文突现词突

现性最强的关键词，则表明在国际上生态系统服务是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的重点研究内容。 从

中文突现时间序列来看，２００６ 年之前出现的突现词是土地资源、水土流失、土地整理、驱动力，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

出现的突现词有遥感监测、地形梯度、土壤养分、影响因素；２０１４ 年之后的突现词为时空变化、时空演变、地
形、分布指数、生境质量、时空格局。 从突现词出现的时间节点来看，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的研

究是紧跟库区政策与发展需求契合的。 从突现词影响时期来看，２０１６ 年以后出现的突现词时空变化、地形、
时空演变、分布指数、时空格局、生境质量等，突现时长一直延续到 ２０２２ 年，表明三峡库区土地利用的时空变

化、生境质量等是未来重点研究内容。 英文突现出现时间都较晚，研究趋势基本和中文研究保持一致。 从整

个突现词变化中可以看出，国际上始终关注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更多的是工程建设后移民带来

的土地生态问题、山区土地、生态系统服务等，而对于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优化、土地利用驱动转型的研究内容

较少。
３．３　 三峡库区不同区域的主要研究内容分析

三峡库区是集山区、生境敏感区和移民区为一体的独特地理单元，是许多学者关注的研究热点区，已有研

究内容较为丰富、研究区域尺度较为多样。 分区域来看，以秭归为核心区域的湖北段库首地区土地利用与生

态环境效应相关研究相对较少，研究内容重点关注生态环境质量评估及生态系统服务。 早期在研究内容上重

点关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测算，后期逐渐转向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以及权衡与协同、生态系统服务驱动

因素等。 如利用连续型分布式参数模型（ＡｎｎＡＧＮＰＳ）对秭归县径流、土壤侵蚀及养分流失等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进行测算［２０］；对秭归县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研究表明秭归县生态环境质量转优转良增多，生态环

境质量逐渐趋好［２１］；运用 Ｋ－ｍｅａｎｓ 聚类分析等方法，分析三峡库区生态系统服务簇及社会驱动因素［２２］；采用

生产可能性边界方法探讨秭归县生态系统服务权衡［２３］。
以万州区、巫山县、巫溪县、奉节县等为代表的库腹地区，作为三峡库区的核心区域，已有研究成果颇丰，

研究内容较为全面，如对土地利用格局演变、生态风险评价、生态系统服务等内容进行研究，但主要侧重对坡

耕地进行研究。 早期主要关注单一耕地的利用方式及结构变化，中期逐渐向坡耕地动态变化及驱动力研究转

变，后期则逐渐关注到坡耕地多功能评价；研究目标则从坡耕地保护转向坡耕地集约优化。 总体来说，已有研

究形成了两大突出特点，一是针对库腹坡耕地研究内容更加精细化，研究目的也更加趋向于可持续性坡耕地

内容研究；二是强调坡耕地的社会⁃生态⁃经济效益及其耦合作用。
以沙坪坝区、江津区、巴南区等为代表的库尾地区，主要是在土地整治及区域规划背景下进行研究。 库尾

区是市区集中地，聚集了大部分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地区。 研究内容从早期关注特大城市城乡结合

研究、建设用地扩展、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等逐渐转向土地整治与经济耦合研究、城市扩张的生态环境效应、城
市绿地固碳效益等内容；研究目标从早期的注重经济发展转向社会⁃经济⁃生态协同发展［２４］。
　 　 消落带是三峡库区陆地和水域之间的生态过渡带和缓冲带，是库区运行过程中形成的特殊部分［２５］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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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突现词

Ｆｉｇ．６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上图是 ２００１—２０２２ 英文突现词，下图是 １９９０—２０２２ 中文突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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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消落带面积达到了 ３４０ｋｍ２，消落带土壤肥沃，水源条件好，具有很好的开发利用价值，因此受到了学者们的

广泛关注。 其研究热点随三峡水库蓄水线变化呈现出不同特征，早期聚焦在水土流失综合整治、土地资源整

治成效、水岸稳定性等；２００５ 年实现二期蓄水后，研究转向健康评价、优化利用等方面；２０１０ 年实现三期蓄水

后消落带研究热点开始转向植物筛选、动态分析、土壤环境、有机质等，重点关注消落带环境变化；而近年来则

转变为景观基质、外来植物、尺度效应等研究热点词［２６—３２］。

４　 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重要研究进展

通过梳理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近 ３０ 多年研究成果，将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

分为土地利用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生态环境评价及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土地利用环境效应三方面主要研

究内容，根据已检索到的文献梳理相关研究进展如图 ７。

图 ７　 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主要研究内容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４．１　 土地利用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

三峡工程建设以来，库区人地活动频繁，研究内容从前期土地资源配置与调控、景观生态评价向后期土地

利用与农户生计、土地利用功能、景观格局转型等转变，目标均为实现库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３３—３７］。 研究

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地理探测器、多元回归模型、聚类分析法、（ＭＣＥ）多标准评估模型、马尔

可夫模型（Ｃａ⁃Ｍａｒｋｏｖ）等［３８—４１］；研究区域更多的针对库首、库腹的消落区、山坡区［４２—４４］；研究数据逐渐精细

化，从早期地图、野外踏勘调查数据转向谷歌地球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耕地质量等级评估数据、Ｌａｎｄ ｓａｔ 高分

辨率影像数据、ＤＥＭ 数字高程数据等［４５—４９］。
三峡库区建设发展时期的土地利用类型经历了一系列演变（图 ８）。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库区耕地、草地面积

等总体呈减少趋势，林地、建设用地、水域面积总体呈增加趋势，但用地格局仍然以耕地和林地为主［５０］。 １９９４
年三峡工程建设，大量耕地、林地、草地等向建设用地、水域转移。 １９９８ 年国务院提出长江上游实施退耕还林

保护工程，对库区森林保护起到了一定作用，林地面积呈增加趋势。 ２０００ 年库区提出实施粮食绿色工程，在
库区有限耕地资源的基础上，开始探索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以实现集约利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三峡工程蓄水完

成三个阶段，最终达到 １７５ｍ，同时移民安置工程完成第四阶段。 水库蓄水、移民安置使库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期

间用地格局继续发生改变，耕地面积减少和林地面积增加较为突出，而建设用地、水域等也呈不断增加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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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除此以外，由于库区土地资源以山坡地为主，水土流失多发，一方面为减少坡度较大地区的水土流失，另
一方面为提升农户生计水平，在坡度较大的山坡区实行退耕还林、山坡耕地转园地的用地结构调整。 后期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建设用地在不断扩张，其转入来源主要是耕地。 同时在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指出加

强生态产品产出价值，２０１７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加强生态保护修复，提高森林覆盖率，因此林地面积不

断增加，转入来源为耕地、未利用地等。
总体来说，随着三峡库区土地利用格局研究的深入，更加趋向以系统思维导向来探讨土地利用格局演变。

研究内容从单一的关注用地结构、方式、强度等单一指标要素转向要素组合、功能效率等复合指标，更加强调

生态⁃社会⁃经济之间的交互影响及其耦合作用［５１］；研究区域更加精细化和重点化，对特定区域尺度进行深入

分析；引入更多模型方法进行验证。

图 ８　 近 ３０ 年三峡库区土地利用格局演变过程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土地利用变化影响机制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定性法和定量法。 定性

法包括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政策文本等为基本因素进行宏观探讨；定量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路径分析原

理、多元回归分析法、地理探测器等［３６，４８，５２—５４］。 对库区土地利用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突出对耕地驱动力、土地

转型驱动力、土地功能驱动力的研究。 分析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主要是自然因素和

社会因素。 自然因素包含气候、海拔、岩性、地形地貌、水分等，而社会因素则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人口

等。 诸多研究表明，自然因素对于土地利用转型的影响相对较小，社会因素对土地利用转型占据主导作用。
４．２　 生态环境评价及生态系统服务

对生态环境评价的研究，包含生态风险评价、生态安全、生态系统敏感性、生态系统健康、生境质量演化等

内容。 通过选取生态风险因子，运用多目标线性回归方法对土地生态进行研究。 引入生态风险指数、土地利

用指数等作为评价因素，运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ＰＳＲ）、最小累计阻力模型（ＭＣＲ）、Ｚ⁃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法、正太

云模型、层次分析法等多种评价方法，对三峡库区生态进行风险评价和生态网络构建［５５—５９］。 如对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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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覆盖度、土壤侵蚀度等进行遥感监测，探讨生态修复问题；使用相对风险模型（ＲＲＭ）进行生态风险评价；
使用生态足迹方法评价库区生态安全；基于“基础⁃结构⁃效益⁃胁迫”框架构建了土地生态状况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土地生态质量问题等。 从整体情况来看，三峡库区生态高风险区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库区生态环境逐渐

向好［６０］。
总体来看，库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 １９９０—２０２２ 年经历了先增后减再增加的趋势。 以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 等人的

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测结果为基础，对各种地类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重新赋值，进而估算近 ３０ 年大宁河

流域的生态服务价值，结果表明大宁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有一个先折损后增加的过程［６１］。 采用单一土

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相对变化率，研究了库区林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结果表明从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年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经历了先增后减再增加的过程，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林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未来呈现

增加的趋势［６２］。 通过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风险性，表明三峡库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

态风险指数在等级上呈现负相关关系［６０］。 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从以往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多数学者更关注整个库区尺度、县域尺度、流域尺度等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６３—６４］。
在当下的研究中，分析三峡库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规律尚不明显，大多数研究集中对库区生态服务

价值量，而缺乏对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以及生态系统权衡与协调的研究。
４．３　 土地利用生态环境效应

三峡库区处于我国人口聚集、土地资源缺乏、生态脆弱的地区，加之三峡工程建设使得该地区生态环境受

到严重破坏。 随着学者们对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深入，逐渐发现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壤、水文、气候、生物量和

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因子有着紧密的联系［１４］。 三峡库区作为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其土地利用方

式则是影响水土流失的重要因素。 探讨水土流失的方向很多，如利用１３７Ｃｓ 示踪法追踪土壤侵蚀速率、探讨水

土流失土地利用新模式如库岸水土农业、顺坡耕作模式等［６５］。 水域作为库区的一大典型环境，从 ２００３ 年水

库蓄水以来，水源质量受到了严重威胁，其中非点源污染对于库区水质环境起到了主导作用。 因此基于流域

水文模型（ＳＷＡＴ）、改进输出系数模型、修正通用土壤流失方程（ＲＵＳＬＥ）模型、污染风险指数、冷热点分析等

方法对非点源污染进行研究［６６—６８］。 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环境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重点关注内容，其中包括

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对土壤结构、土壤质量、土壤肥力的影响，以及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对土壤温室气体排放、重
金属污染影响等研究。 库区建设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也同样对区域内生物多样性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与蓄

水前相比库区生物物种类别、丰富度、多样性、群落水平及垂直结构等均有所不同。

５　 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当前研究不足与展望

５．１　 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当前研究不足

尽管学者们对于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但对比国内外其他库区，也存在

一些不足：如在研究视野和尺度上，国外库区多从全球视野角度出发，探讨区域土地利用与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之间的关系［６９—７０］，而三峡库区的研究更多从解决地方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问题角度进行探讨；在库区生

态修复保护方面，国外库区建立了完备的生态补偿机制，三峡库区虽然已经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但机制尚不全

面，如标准补偿不明确、补偿范围不清晰等，此外在生态环境创新管理及技术的应用方面，国外库区发展趋势

已经成熟，而三峡库区仍然缺乏相应的经验。 此外，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也存在其他一

些问题：
第一，不够精确的数据及不足的土地利用模型构建方法。 数据数量的缺乏及精度质量不够，是限制库区

土地利用与生态效应研究的重要因素。 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效应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一般包括卫星遥感影像

数据、野外调查数据、经济统计数据等，这些数据一方面其本身存在误差如影像解译精度、野外实验误差等；另
一方面，受不可抗因素使得数据获取受限，如早期经济数据统计不全、缺乏长期野外监测数据等，使得研究支

撑材料薄弱。 同时，随着库区土地利用的研究更加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的复合效应［７１］，常用于量化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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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和数量的模型已不能满足研究需求，如马尔可夫模型、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模型等。 此外，库区土地利用

注重以宏观区域为研究对象，将宏观研究结果推向微观区域具有一定的不严谨性，探讨特定微观区域的土地

利用变化，以此总结小区域土地利用发展变化，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向。 总之，积极运用新兴的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技术，从数据获取、方法构建上进行探讨是未来需要突破的问题。

第二，不完善的土地利用驱动因素分析。 库区土地利用变化主要考虑自然和社会经济因子的影响［７２—７３］。
目前的研究趋势，注重对社会经济因子的分析，而弱化自然因子，忽视其具有的长期累计效应，但自然因子是

影响人类活动最基本的要素，如地形、气候等对区域长期的作用是导致人类对土地利用作用强度的根本。 此

外，相较于国内外其他一些地区土地利用的研究，还应关注文化、价值观念、信仰等意识型驱动因子的探讨，如
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等。 再者，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效应的人文因素驱动多从定性的角

度进行探讨，如何将生态经济政策、科学技术等进行空间量化分析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缺乏适合三峡库区生态评价标准的体系。 区域生态环境评价包括生态环境质量评估、生态风险评

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等。 目前对于生态环境质量评估和生态风险评价的研究内容较多，研究多从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模型和生态风险模型构建进行区域生态质量或风险评估。 但目前，一方面评价指标体系尚没有统一

的标准，多是借鉴学者对不同区域研究的结果作为参考，指标权重的科学性有待考虑；另一方面，对于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模型尚不能做到空间量化上，风险和服务之间的内在机理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此外，研究土地

生态状况变化特征的驱动因素、构建符合区域研究的评价体系从系统角度研究区域生态系统健康问题是今后

值得关注的方向。
第四，缺乏对生态系统服务更加全面且深入的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作为国内外研究热点之一，研究

内容包括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等。 分析

三峡库区已有研究成果发现：三峡库区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服务评估种类缺乏，一是已有研究

成果更多关注生态系统服务时空价值，缺乏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服务调节及权衡等研究。 二是对于

服务评估类别往往忽视教育、美学等文化服务；缺乏科学性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如碳固持服务作为生态

系统服务中的一项重点评估内容，学者们在研究时往往使用其他地区的碳密度作为三峡库区碳密度进行计

算，使得研究结果准确性有待考虑。
第五，缺少对不同环境因子的耦合研究。 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其内部因子包含了土壤、水文、气

候、生物等。 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应即是探讨土地利用变化怎样对土壤、水文、气候、生物等生态因子产生

影响，继而如何作用于生态系统变化。 国际上对库区研究的成果中，有对土壤生物多样性对环境响应的复合

研究［７４］。 而三峡库区现有研究中多是针对某个单一生态要素进行探讨，如对区域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等进

行研究，而从多个要素耦合研究来探讨生态系统如何变化的研究较少。
５．２　 展望

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对于促进区域土地空间优化、生态修复、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有力的基础支撑。 在目前的研究中，共包括土地利用时空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生态系统服务及生态安

全评价、土地利用的生态环境效应三方面主要内容。 在未来的研究中，仍然需要从以下 ３ 方面进行努力突破：
第一，增强理论基础研究，将多学科交叉理论融入到实证研究中。 土地利用和生态的研究，决定了其必须

结合多学科理论进行探讨，这也符合目前学科发展的趋势。 而目前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效应研究理论构

建方面还有待加强，已有研究成果中极少有学者从理论创新角度进行库区研究。 三峡库区是集山区、大型水

库区域、移民区为一体的生态脆弱区域，这就促使该区域的土地生态系统更加综合化、复杂化，区域所存在的

社会、生态、环境问题也就具有不确定性。 这就要求研究者除了运用传统理论作为研究基础的同时，还要结合

区域实际情况，将地理学、生态学、环境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进行交叉融合，总结出适合本区域的理

论基础。 另外，地理学和生态学研究强调“格局⁃过程⁃机理 ／服务”的研究基础理论框架，在目前人地关系问题

更加复杂化的背景下，有效结合及优化“格局⁃过程⁃机理 ／服务”的框架模式，是实现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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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途径。
第二，增强新技术使用，提升方法层面创新。 地理学、生态学的实证研究，注重科学性、精确性，因此需要

严谨准确的数据作为研究支撑材料。 一方面，目前库区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研究中，存在着同一区域不能获

得连续时期的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数据、数据分辨率低等问题，这对于研究的准确性有待商榷。 因此，运用新兴

技术获取更加完备的数据，以及通过新方法进行数据融合，成为未来库区研究需要考虑的事情。 以外，通过定

期加强野外实地调研，验证数据准确性，也是可靠的途径。 另一方面，随着库区研究内容从以往单一的对土地

利用或者生态环境进行研究演变到目前注重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过程的耦合研究，传统单一的方法已不能满

足目前的研究需求，如何把土地利用变化模型与生态过程模型进行耦合，也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增强实践应用，面向区域土地管理和生态修复的可持续研究。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相关研究成果，

与目前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修复等国家战略相契合。 三峡库区是一个集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生态保护、
水库移民为一体的典型复合区域，使研究面向区域经济⁃社会⁃生态耦合发展，促进区域合理、科学布局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将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相关研究成果应用到区域土地优化管理、生态分区管理等以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

６　 结论

３０ 多年来，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相关的中英文发文量不断增加，其相关研究成果的国内外影响

力不断提高。 结合中英文热点知识图谱可以看出，各阶段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关注的重点

内容为土地整理、土地生态保护等问题，这也与该阶段退耕还林、粮食安全等政策的实施较为符合；２００６—
２０１４ 年，受库区蓄水及移民搬迁的主要影响，研究内容集中在消落带探讨、库区移民、土地利用变化的地形梯

度效应等问题；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年之后，生态保护作为十九大提出的重点内容，生态系统服务、社会⁃经⁃济生态耦

合的景观格局演变等内容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未来，根据山区典型特点，从地形位、分布指数等角度研究土

地利用、生态环境的时空格局演变是热点内容。
随着人地矛盾问题的加深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加强，三峡库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研究面临着理

论、数据、方法、生态评价体系、实践应用等研究限制。 未来，在理论上从“格局⁃过程⁃机理 ／服务”进行构建三

峡库区相关理论；在数据获取和方法构建上，积极运用新技术融合多源数据提升数据质量、构建适合库区发展

的模型框架；在评价体系上，结合本研究区实际情况，构建适合三峡库区生态环境评价的指标权重；在实践上，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修复政策，面向区域土地优化、生态功能修复，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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