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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苍县林地景观格局变化研究

彭　成
（四川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

摘　要：本文基于ＧＩＳ空间分析技术，利用研究区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５年的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数据，运用土地利用转移
矩阵、景观格局指数定量地对旺苍县林地景观格局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旺苍县林地类型变化以乔木纯林地

和一般灌木林地为主，全县优势斑块类型保持不变，景观格局异质性程度降低，破碎化程度降低，整体斑块形状趋

于简单化演变，景观连通性增大，景观多样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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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可以及时掌握土
地利用的动态变化特点，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对

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旺苍县位于秦巴生物多样性主体生态功能区，

其优势景观主要为林地。本文采用ＧＩＳ空间分析技
术，利用旺苍县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５年两期林地保护利
用规划档案数据，通过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景观指数计算软件，
提取典型指数以及计算土地利用转移矩阵［１］，对旺

苍县林地景观格局变化进行研究。定量分析该区域

景观格局动态变化，以揭示景观格局变化对区域生

态环境的影响，进一步指导旺苍县土地利用规划的

合理化和科学化。

１　研究区概况

旺苍县隶属四川省广元市，位于四川盆地中部

北侧，米仓山南麓，地理坐标为东经 １０５°５８′２４″～
１０６°４６′２″，北纬 ３１°５８′４５″～３２°４２′２４″。东西长约
７５ｋｍ，南北宽约８１ｋｍ，全县面积为２９７５８６４ｋｍ２。
该县属大巴山地区向盆地内部方山丘陵过渡的地



带，同时还属秦巴生物多样性主体生态功能区。该

区域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热资源丰富，无霜期较

长，山地气候明显。自然植被主要为马尾松林、柏木

林、落叶栎类林、马桑黄荆灌丛及亚热带草丛等各种

过渡类型［２］。近年来，该地制定了相应的林地保护

政策，对不同区域进行了功能划分。北部地区重点

打造生态防护林来防止水土流失；东北部以野生动

植物保护为主，开发旅游生态基地；中心地区以工业

原料林为主；南部地区受人口和地理环境等方面的

影响，以经济林果以及城市林业为主［３］。

２　研究方法

以旺苍县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５年两期林地保护利用
规划档案数据（数据由旺苍县提供）为基础数据，提

取出能反映林地景观格局变化的地类因子，包括乔

木纯林、乔木混交林、疏林地、特殊灌木林地、一般灌

木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采伐迹地、宜林地、

辅助林业用地、耕地、坡耕地、牧草地、水域、未利用

地、建设用地。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基于 Ｘｉａｎ－８０坐标系
的矢量空间数据库（ＳＨＰ），采用融合空间处理工具，
生成研究区景观格局矢量图，将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５年
两期景观格局矢量图叠加，提取主要景观类型转化

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计算获得研究区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
年不同地类之间转移矩阵［１，４］。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林地景观类型，因此，通

过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景观指数计算软件在类型和景观两个水
平上选取相关性较小的典型指数［５，６］。景观水平指

数主要选取了斑块丰富度 ＰＲ、Ｓｈａｎｎｏｎ多样性指数
ＳＨＤＩ、Ｓｈａｎｎｏｎ均匀度指数 ＳＨＥＩ。类型水平指数主
要选取了斑块所占景观面积比例ＰＬＡＮＤ、斑块数量
ＮＰ、斑块密度ＰＤ、边缘密度ＥＤ、景观形状指数 ＬＳＩ、
斑块结合度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景观分割度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聚
合度指数ＡＩ来研究旺苍县林地景观格局变化特征。

３　结果分析

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来看（详见表１），土地利
用类型变化的净变化量依次排序为，耕地 ＞坡耕地
＞乔木纯林＞一般灌木林地＞乔木混交林＞特别灌
木林地＞建设用地＞水域＞宜林地＞疏林地＞采伐
迹地＞牧草地＞辅助林地 ＞未成林造林地 ＞苗圃，
其中耕地的主要来源为坡耕地；乔木纯林主要转化

为一般灌木林地、乔木混交林和耕地；一般灌木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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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转化为混交林和耕地。２０１５年林地类型增加
了疏林地、苗圃地、林业辅助用地、采伐迹地，而未利

用地全部转出为其他用地。林地总面积由

２３１４７６７２ｈｍ２减少到２２４０８５９５ｈｍ２，减少对象
主要为乔木纯林和特别灌木林地，且主要转化成非

林地类型的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

从表２和表３对比分析得知，林地斑块所占景
观面积比例减小，而非林地比例增大，可见林地面积

减少，非林地面积增加。林地景观面积比例变化最

大的是乔木纯林，５ａ间下降了５９８％。而在２０１５
年，林地景观类型中增加了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

苗圃地、采伐迹地、辅助林地，非林地景观类型中，未

利用地已经转化为其他类型。斑块数量５年间总体
减少了５９０１５个，整体景观格局异质性程度降低。

斑块密度和边缘密度都减小，说明小斑块逐渐融合

成大斑块，景观破碎化程度降低。全县景观形状指

数从２０１０年的１３１５６１，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９１１８６，
林地和非林地下降程度相当，说明整体斑块形状趋

于简单化演变。斑块结合度指数从 ２０１０年的
９５６３２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２７３７６，林地斑块结合度
指数从４４２４３增长到９０６１２，而非林地从５１３８９
降低到３６７６４，由此分析得出，全县整体景观连通
性增大，其中林地的贡献最大，而非林地因为修建道

路或其他人为因素导致景观连通性减小。景观分割

度对比得知，各景观类型的景观分割度变化不大，说

明各类型斑块的整体连通度较稳定；聚合度指数普

遍增加，说明景观类型以分散分布转向团聚分布，破

碎化程度降低［６～８］。

表２ ２０１０年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水平指数

ＴＹＰＥ ＰＬＡＮＤ ＮＰ ＰＤ ＥＤ ＬＳＩ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Ｉ
纯林 ３２．８５ １１８０６ ３．９４ ６８．９９ １６６．７３ ９９．６２ ０．９９ ８４．１５
混交林 ２８．２１ ５４２２ １．８１ ３４．８２ ９０．８２ ９９．８７ ０．９４ ９０．７２
特灌 ０．９７ ３３６０ １．１２ ５．７９ ８０．７１ ８４．０５ １ ５５．２７

一般灌木 １４．２１ ３７７４１ １２．５８ ６９．６９ ２５３．７９ ９２．５１ １ ６３．２０
宜林地 ０．９３ ７５００ ２．５０ ７．１１ １０１．２１ ６６．３９ １ ４２．５０
耕地 ３．３６ ５５３３ １．８４ １５．４７ １１５．５６ ８７．６５ １ ６５．６０
坡耕地 １５．８３ １２７２７ ４．２４ ６３．８６ ２２０．１６ ９６．０４ １ ６９．７９
牧草地 ０．０９ ２９５ ０．１０ ０．４７ ２１．９８ ７４．４４ １ ６０．２９
水域 ０．９３ ２６５１ ０．８８ ５．２６ ７６．０１ ９５．００ １ ５７．１３

未利用地 ０．３５ １３８１ ０．４６ ２．０５ ４７．６４ ７８．７１ １ ５６．２７
建设用地 ２．２８ １９４２５ ６．４８ １５．５６ １４１．００ ８２．０６ １ ４８．９２

表３ ２０１５年各土地利用景观类型水平指数

ＴＹＰＥ ＰＬＡＮＤ ＮＰ ＰＤ ＥＤ ＬＳＩ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Ｉ
纯林 ２６．８８ ７４５２ ２．４８ ４７．９９ １２８．２３ ９８．９４ ０．９９６ ８６．５４
混交林 ２９．６４ １１４００ ３．８０ ６８．３７ １７３．４３ ９７．７３ ０．９９９５ ８２．６３
疏林地 ０．１７ １７６ ０．０６ ０．６３ ２０．５０ ８７．９７ １ ７３．９８
特灌 ０．２５ １４９ ０．０５ ０．７３ １９．９３ ９２．７８ １ ７８．９９

一般灌木 １６．４３ ２２５７ ０．７５ ２０．７２ ７０．６１ ９９．３２ ０．９９７５ ９０．５８
未成林地 ０．０１ ９ ０．００ ０．０３ ４．７９ ８１．２４ １ ７０．８８
苗圃地 ０．０１ ７ ０．００ ０．０２ ３．１１ ８６．２５ １ ８３．２４
采伐迹地 ０．０９ ８０ ０．０３ ０．２８ １２．５８ ８９．０６ １ ７８．８２
宜林地 １．２０ １７３７ ０．５８ ４．３１ ５４．３０ ８９．１９ １ ７３．１０
辅助林地 ０．０４ １０２ ０．０３ ０．１８ １２．２８ ８３．６５ １ ６６．８８
耕地 ２２．１３ １１９０７ ３．９７ ７５．４９ ２２０．１４ ９８．２８ ０．９９９４ ７４．４５
牧草地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９１ ８１．７９ １ ７９．５９
水域 １．３５ ５６８０ １．８９ ８．１４ ９７．５１ ９５．６１ １ ５４．１６

建设用地 １．８１ ７８６９ ２．６２ ９．０８ ９２．５５ ９１．９６ １ ６２．５１

　　从表４得出，斑块丰富度增大，说明景观类型丰
富度增加；Ｓｈａｎｎｏｎ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都减
小，景观斑块破碎化程度降低，优势拼块类型略有突

表４ 林地景观水平指数

年度 ＰＲ ＳＨＤＩ ＳＨＥＩ
２０１０ １１ １．６５ ０．６９
２０１５ １４ １．５６ ０．５９

出，且景观多样性减少［６］。

４　讨论

在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５年的研究时间内，由于人口
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增加，以及建设交通道路、居民集

中安置点、水利工程等，部分林地转换成了耕地、建

８６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３９卷



设用地和水域。而从林地内部类型转变来看，有较

多面积的乔木纯林转化为乔木混交林和一般灌木林

地，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源于自然演替，另一方面受

经营管理活动的影响。林地景观优势斑块类型保持

不变，其异质性程度及破碎化程度都降低，斑块形状

趋于简单化演变，小斑块逐渐融合成大斑块，景观连

通性增大，景观多样性减少。旺苍县在林地面积减

少以及景观多样性减少的情况下，林地结构依然有

效地发挥森林生态功能。

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定量研究区域林地景观格局

变化特征，可以有效且及时地在区域景观层次上进

行分析和动态管理。及时发现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出

现的土地利用变化以及林地利用问题，更加科学和

合理的指导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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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讨论

（１）对美国夏威夷引进的１１个银合欢杂交新
品种，从种子千粒重、种子净度、优良度、发芽率、种

子大小等指标检测来看，Ｋ３７６的千粒重、净度最大，
种子最重和最长，但种子优良度和发芽率较差；而

Ｋ１５６虽然种子较轻，千粒重为１８４２ｇ，但种子优良
度和发芽率最高；其次 Ｋ５６５、Ｋ７８４、Ｋ６３６、Ｋｘ２的发
芽率也较好。这１１个品种在西双版纳普文的山地
试验中，发现表现最好的是Ｋ１５６、Ｋ５６５、Ｋ７８４，其次
是Ｋ６３６、Ｋｘ２，其它的品种表现较差；特别是 Ｋ１５６
和Ｋ７８４在矿山的植被恢复中，其生长表现最好。
因此Ｋ１５６、Ｋ５６５、Ｋ７８４、Ｋ６３６、Ｋｘ２这５个新品种
可作为推广，特别是在新修公路两侧、采矿区废弃地

的植被恢复中作为首选树种。

（２）银合欢种子非常坚硬，具蜡质，极难吸水，
必须经过处理才能提高种子的发芽率，采用热水处

理和硫酸处理两种方法均可，但以热水处理的效果

比用硫酸处理的效果好。这与许飞［１１］用浓硫酸处

理银合欢效果比用热水浸种好的研究结果相反，这

可能是与种子的硬实率及操作方法有关。但结果都

比许飞采用干燥处理、砂布擦破种皮处理、无水酒精

浸种处理、氢氧化钠浸种处理、ＮＡＡ浸种处理这５
种方法好。因此在生产实践中，可采用８０℃热水浸
种 １０ｍｉｎ处理和９８％ 的浓硫酸浸种 ５ｍｉｎ处理银
合欢种子，以获得较好的育苗效果。用硫酸处理种

子特别要注意把握好时间，如果处理的时间不够，种

子发芽不整齐，如果时间过长，则会损伤种子，使种

子失去发芽力。用热水处理更简便易行，且处理条

件适宜，它也是破除种子硬实的一种有效方法。建

议在处理银合欢属种子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

种。

（３）银合欢播种容易，采用两段式育苗效果较
好。与直播穴盘育苗相比，可大大节约种子，且苗木

生长较为整齐。育苗基质采用传统的森林土拌火烧

土较好，与泥炭基质相比，苗龄６５ｄ时，部分品种的
生长量提高了近１倍。银合欢种子出苗后要注意水
分管理，不宜浇水过多，育苗基质保持湿润即可，浇

水过多易得粹倒病。从播种开始发芽后第１５ｄ测
定银合欢苗木的苗高。发现从播种到生长很快，苗

龄仅１５ｄ苗高即可达６ｃ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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