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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重庆市长寿区 !@@"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MO5cZ=和 N̂Mc=3M3=软件#对长寿区

斑块类型水平和景观类型水平下的景观格局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 结果表明)长寿区耕地景观占全区总斑

块的 JF+QEn#占农业用地景观的 E"+EEn#耕地资源比较充足$建设用地景观平均斑块密度为 #J+FEE C

个m.P

!

#平均斑块面积为 @+B"F .P

!

#分布零散$长寿区景观格局整体较为合理#多样性较高#各景观类型分

布较均匀#无一种景观类型占据绝对优势情况$景观格局整体属散布分布#但分散度不大%

关键词!景观格局$景观格局指数$MO5cZ=$N̂Mc=3M3=$长寿区

((中图分类号!GF!B 文献标志码!M

景观是具有高度空间异质性的区域#它是由许多大小.形状不一的斑块按照一定的规律组成的*#+

0 这

些斑块在空间上的排列形式称为景观格局#它决定着自然地理环境的形成.分布和组分#制约着各种生态过

程#并与干扰能力.恢复能力.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0 景观格局数量研究主要采用景

观指数分析的方法*Q+

0 景观格局指数是指能够高度浓缩景观格局信息#反映其结构组成和空间配置某些方

面特征的简单定量指标*J+

0 景观格局指数根据不同的层次可以分为斑块水平指数.斑块类型水平指数以及

景观水平指数*E+

0 随着 cZ= 技术的发展#将 cZ= 与景观格局软件相结合进行景观格局研究已被广泛

应用*B+

0

长寿区位于重庆1一小时经济圈2以内#近年来经济发展迅猛#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力度也在逐步加强0

选择长寿区为研究对象#结合 !@@" 年土地变更调查#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从斑块类型水平和整体景观水平

对长寿区景观格局进行了全面分析#可为长寿区土地利用和生态保护提供依据与参考0

#(研究区概况

长寿区地处重庆腹心地带#介于东经 #@BxJ"yq#@Cx!Cy.北纬 !"xJQyqQ@x#!y之间!图 #"0 东南与涪陵

区接壤#西南与渝北区.巴南区为邻#东北接垫江县#西北与四川省邻水县相接0 地处川东平行岭谷地区#全

区地势呈东北高.西南低#最低海拔 #EJ P#最高海拔 # @QJ P0 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均气温 #C+C

w#年均降水量 # #BE+! PP#日照 # !JE+# .0 境内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冬暖春早.热量丰富.降水充沛0



!@@" 年#全区生产总值 # CBQ F#! 万元#年末总人口 "@+# 万人0

!(数据源与研究方法

!+#(数据源

采用的数据为长寿区 !@@" 年土地变更调查成果数据0 数据上图比例尺为 # z# 万#采用高斯L克吕格投

影方式#西安 #"F@ 坐标体系#中央经线 #@Fx0 此成果数据采用成熟的cZ=及 =̂技术#数据可靠#精度高0

图 #(长寿区区位

!+!(景观类型划分

根据长寿区自然地域分异规律.景观空间结构特点及人

类活动对景观演化影响#按景观功能.人为干扰程度和活动

强度#土地利用方式.土地覆被及斑块性质#将长寿区划分出

八大景观类型#即耕地景观.园地景观.林地景观.草地景观.

建设用地景观.交通运输用地景观.水域用地景观以及其他

用地景观0

!+Q(研究方法

景观生态学中景观格局指数用于高度概括景观格局信

息#反映其结构组成和空间配置某方面特征*C+

0 用于描述某

一指数的方法有多种#如描述斑块类型指数可以从平均斑块

面积.平均斑块形状指数#平均斑块分维指数和斑块密度等

多方面入手0 因为有些指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所以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并不需要0

结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研究从斑块类型面积与形状特征.景观多样性或异质性程度和景观聚散性 Q 个

方面选取相应的指数来反映研究区景观格局情况0

!+Q+#(斑块类型面积与形状特征指标

选用斑块个数!)]".斑块类型面积!-M".斑块密度!]A".平均斑块面积!H]="和平均斑块形状指数

!H=Z"等指标来描述斑块类型的面积和形状特征0 上述指标除平均斑块形状指数!H=Z"公式较为复杂外#

其他指标均容易理解#不再赘述0 现将H=Z公式解释如下*F+

'

H=Z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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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S

Z

6槡Z

:

J

其中#H=Z

J

表示J类斑块的平均斑块形状指数#

.

#

Z*#

S

Z

是斑块类型J的周长$

.

#

Z*#

6

Z

是斑块类型J的总面积0:

J

为

斑块类型为J总个数0当景观中所有斑块均为正方形时#H=ZT#0H=Z值越大则表示斑块的形状越复杂0

!+Q+!(景观多样性和异质性程度指标

选用香农多样性指标!=.;//%/38A2:4O82<I2/?4X".香农均度指标!=.;//%/38>:4//4882/?4X"和优势度

!A%P2/;/54"Q 个指标来反映景观多样性和异质性0 这一组指标是比较分析不同景观或同一景观不同时期

多样性变化的一个有力手段*"+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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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8为香农多样性指标#F为香农均度指标#3为优势度#C

J

为类型 J在整个景观中所占的面积比例#$

为景观中斑块类型的总数0 其中#8

%

@#@

1

F

1

##3

%

@0 8T@ 表明整个景观仅由一种斑块组成#8越大说

B"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 卷



明斑块类型增加或各斑块类型在景观中呈均衡化趋势分布$FT@ 表明景观仅由一种斑块组成#无多样性#其

值越低#各类型所占面积比例差异越大#越接近 ##则类型间的面积比例越接近$3表示景观多样性对最大可

能多样性的偏离程度#其值越高#说明景观中某一类型的斑块在面积上越占优势0

!+Q+Q(景观聚散性指标

选用散布与并列指标!Z,Z"和蔓延度指标!-*)3Mc"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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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

J\

为总体景观中斑块类型J和类型\之间的总的边缘长度#Y

J\

为景观中相邻的斑块类型 J和类型 \的

格网单元数#F为景观总的边缘长度#C

J

为斑块类型 J占总景观面积的比例#$为景观中斑块类型的总数0

二者的取值范围都为!@##@@+#Z,Z取值小时表明斑块类型J仅与少数几种其它类型相邻接$Z,ZT#@@ 表明各

斑块间比邻的边长是均等的#即各斑块间的比邻概率是均等的0 -*)3Mc值较小时表明景观中存在许多小

斑块$趋于 #@@ 时表明景观中有连通度极高的优势斑块类型存在0

Q(结果与分析

将数据源!

!

+8.V文件格式"利用MO5cZ=转化成 E WE P的cO2?栅格数据格式#再利用景观格局分析软

件NO;08<;<8Q+Q 和>X54&计算出各项景观指数值0

Q+#(斑块类型水平上的指数分析

根据景观类型分类#利用NO;08<;<8Q+Q#计算出长寿区各景观类型的斑块类型特征指标值#如表 # 所示0

表 #(长寿区斑块类型水平上的指标值

景观类型

景观指标

斑块个数
斑块面积

m.P

!

斑块密度

m!个m.P

!

"

平均斑块

面积m.P

!

平均斑块

形状指标

耕地景观 Q E#F BF CQ!+QCC E !+JCJ E #"+EQC Q #+F"Q J

园地景观 Q !CE #Q !JF+!QC E !+Q@Q B J+@JE Q #+"E# "

林地景观 #@ BE# !F "CE+C!C E C+J"# " !+C!@ E #+FJ@ B

草地景观 # #@Q J JB#+EJE @@ @+CCE F J+@JJ " !+#B" C

建设用地景观 !# #!@ #J CJ#+J#@ @ #J+FEE C @+B"F @ #+QQC "

交通运输用地景观 QJ E"F+BEE @ @+@!Q " #C+B@C E Q+"BF J

水域用地景观 J Q@@ #@ "E"+@"@ @ Q+@!J B !+EJF B #+Q@J "

其他土地景观 JBB JE@+EF@ @ @+Q!C F @+"BB " #+E@F B

由表 # 可以看出#长寿区耕地斑块面积最大#为 BF CQ!+QCC E .P

!

#占全区总斑块面积 JF+QEn$园地为

#Q !JF+!QC E .P

!

#占全区总斑块面积 "+Q!n$林地斑块面积为 !F "CE+C!C E .P

!

#占全区总斑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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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n$草地面积为 J JB#+EJE .P

!

#仅占全区斑块面积 Q+#Jn0 四者面积之和为 ##E J#C+FFC E .P

!

#占总

面积 F#+#Fn0 可见长寿区的农业用地趋于主导地位#且农业用地主要为耕地0

长寿区的建设用地斑块类型在所有景观类型中斑块数目最多#而且斑块密度最大#说明建设用地分散

分布#没有集中安置与布局#缺乏合理统一的规划0 从平均斑块面积!H]="可以看出#耕地和交通运输斑块

的分布比较集中成片#而建设用地斑块类型的分布得更加破碎0

从平均斑块形状指标!H=Z"可以看出#平均斑块形状指数较大的是交通运输用地和草地#表明这两种类

型的斑块形状差异很大#不规则$其他景观类型的平均斑块形状指数相比较小而且差异不显著0 F 类景观的

平均斑块形状指数为 #+""B "#反映出该区景观整体的形状并不十分复杂#较为规则0

Q+!(景观水平上的指数分析

将数据源整体导入 N̂Mc=3M3=软件#在景观水平上计算景观聚散性指标值#分析其多样性与异质性0

表 !(长寿区景观水平上的指标值

行政区 多样性!8" 均与度!F" 优势度!3" 散布与并列指标!Z,Z" 蔓延度!-*)3Mc"

长寿区 #+JC" ! @+C## Q @+B@@ ! BC+@J" C E"+QC! #

从上表可以看出#长寿区整体景观水平下多样性指标!8"为 #+JC" !0 而由这 Q 个指标的公式可以看

出#多样性指标的最大值为&/$!研究中$TF"#即 !+@C" J0 可知多样性指标较高#说明长寿区土地利用结

构较为合理0 整体景观均匀度!8"较高#为 @%C## Q$优势度!3"不高#为 @+B@@ !$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本区

景观多样性较高#景观类型分布较均匀#不存在景观类型控制整体的现象0

从景观的聚散性上看#散布与并列指标值为 BC+@J" Cn#表明各类型斑块间彼此有较多的邻近情况#属

于散布分布#但斑块间比邻的边长不均匀#分散程度并不高$由蔓延度!-*)3Mc"为 E"+QC! #n可以看出#即

使长寿区耕地面积将近占全区面积的一半#但其并没能形成良好的连接性#布局分散0

J(结论与讨论

研究利用MO5cZ=和 N̂Mc=3M3=软件#结合长寿区 !@@"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从斑块类型水平和整体

景观水平上对长寿区的景观格局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结构表明'

!#" 从斑块类型水平上看#长寿区 F#+#Fn的景观类型为农业用地景观#其中耕地面积 BF CQ!+QCC E

.P

!

#占全区总斑块面积 JF+QEn#占农业用地面积的 E"+EEn#耕地资源比较充足0

!!" 从各景观类型空间布局来看#长寿区建设用地平均斑块密度为 #J+FEE C 个m.P

!

#为各景观类型最

大$平均斑块面积为 @+B"F .P

!

#为各景观类型最小0 表明一定范围内建设用地斑块个数多而面积较小#即

分布零散#不集中0 相比之下#耕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则呈成片集中分布0

!Q" 从景观水平上看长寿区土地利用现状的多样性和异质性#长寿区景观多样性指标为 #+JC" !#景观

均匀度为 @+C## Q#优势度为 @+B@@ !#表明长寿区土地利用结构较为合理#多样性较高#土地利用类型分布较

均匀#没有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占绝对优势0

!J" 从整体景观的聚散性看#长寿区景观类型整体属散布分布#但分散度不大0

!E" 景观格局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其斑块数量变化和空间分布特征的动态演变还需进一步深入

研究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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