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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RS和 GIS的喀斯特石漠化驱动机制分析 

— — 以广西都安瑶族 自治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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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喀斯特石漠化(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KRD)是指喀斯特区地表出现类似荒漠景观的土地退化过程。 

采用RS和GIS技术，对都安喀斯特石漠化程度分级状况与驱动因素进行全面调查，建立全县 1：1 0万喀斯特石漠 

化数据库。利用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导致石漠化的影响因子，即喀斯特石漠化的重要驱动 

力，建立了喀斯特石漠化动力指数模型，算出了各因子对石漠化的贡献值，指出石漠化产生的主导原因是不合理的 

人为活动。所建的动力指数模型输出结果与遥感调查有相对一致性，表明石漠化动力指数能较好地反映该地区石 

漠化过程，可为喀斯特石漠化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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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因地质一生态环境脆弱 

性大、敏感度高，且面临人口超载和经济社会落后的 

双重压力，致使生态环境严重退化，出现了大面积基 

岩裸露等喀斯特石漠化问题l1 ]。喀斯特石漠化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KRD)是喀斯特区特 

有的地理过程，是人地系统失衡发展的产物，即地 

质、地貌、气候、土壤和植被等自然背景因素和不合 

理的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产物[ 。石漠化地区是 

中国最典型的生态脆弱区之一，也是我国西南地区 

最突出的贫困与环境问题高发区。研究各影响因子 

之间的相关关系，确定其主导因子，建立一套合理的 

石漠化评价指标体系，对深入研究石漠化系列问题 

具有重要的意义。 

广西是我国主要的石漠化过程发生区之一，石 

漠化土地 >200×10 hm2，占全 国石漠化面积 

27．4％，而这些地区又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贫困区和 

少数民族聚居区。本论文，以广西都安为例，以遥感 

(RS)和GIS技术为支撑，在剖析喀斯特石漠化时空 

演变特征的基础上，采用图谱分析和模型分析相结 

合，系统分析土地石漠化的驱动因子特征及其与石 

漠化强度分布的空间相关性，并进行地质一生态环 

境背景、社会经济驱动与土地石漠化的相关分析，建 

立喀斯特土地石漠化综合动力模型，为石漠化预警 

分析和综合防治提供基础。 

1 研究区概况及石漠化分布特征 

1．1 区域概况 

都安瑶族自治县(简称都安县)位于广西中部偏 

西，23。47 --24。34 N，107。49 ～108。34 E，地处云贵高 

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带南端——都阳山脉的东 

麓。除在北部和东部山字型向斜轴部的三叠系碎屑 

岩形成的侵蚀中低山丘地貌外，绝大部分是典型喀斯 

特地貌，石山面积 3 634 l ，占总面积 89％，素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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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弄”之称 。气候属于弧热带季J扎气候 ，年均 

气温 馏 2～2l 7 ．年降雨量 1 200～1 900I11nl。境 

内地表水少．地下水丰富．但 减较深．水量 水位动 

态小稳．水土流失口趋严蕈：全县盘人口62 51万 

(2001年)．人口密度为 l52 54人 铀r．其中农、j 人 

口58 7万人．占93．9％。因此．都爱县喀斯特地貌广 

泛分布，人地矛盾突出．妊广西生态环境较差．且资源 

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 

1 2 石漠化分级分布特征 

根据喀靳特石演化的分报分娄理Î．引埘广西遥 

感数据源(TM影像的5、4、3波段假彩色合成)的特 

点，挑选植被覆盖度 基 棵嚣率、植被类型世其退化 

率作为喀新特石漠化遥感影像愠度的判别指标．参考 

上地生产力下降和土地质量变化状况．将广西喀嘶特 

石漠化划分为三个等级：轻度石漠化——植被覆盖度 

40％～6o％．基岩裸露21％～40％，遥感髟像呈星状 

颓包呈浅红．鲒红也；中度石漠化 植被覆盖度为 

21％～40％，基岩磔露4f1％～60％．遥感影像呈斑状 

颜色呈绿红包，红 p带白 强度石漠化—一植被覆 

盖麈<2O％，基岩裸露>61％，遥感影像呈斑状．颜色 

呈红巾带白，灰白．白色 据此分纵指标和逢感解泽 

方法，生成 l t0 部安开礁化分级分布罔(图 【】 

图 l 都安喀斯特石瀵化分级分布周 

F Lg I D 虬T u㈨ T f⋯ I ~x：ky d— l ⋯ ⋯  tvd n 1’j 

都篮县石漠化面积占全县土地面积的29 8％ 

『 碳酸盐岩出露面积的 93．47％，集中连片分布于 

县域的南部及北部地区，东部电有零早分布．其i 轻 

胜石漠化的比蒯为 17 39％ ，中度石漠化的比例为 

8 5％ ．强度打漠化的比例为3 28％ 1999年都安 

县石漠化分布特征大致为：县域中部喀斯特石漠化 

程度婴比四周的强度火，总体上呈现由中部逐渐向 

四周减弱的趋势。轻度石漠化隧 要为古I【I、地苏、 

『 福．菁盛4个乡镇，中度石漠化区 i 要为淹江、高 

岭、大兴、扳岭、龙湾5个乡镇 ，重度石漠化区上耍为 

安阳 五竹、F坳、拉烈、九渡 5个乡镇．无石漠化区 

土要为三弄、东庙、保安 永安 只羊 、百旺 加贵、 

拉仁8个乡镇。 

2 研究方法 

2 1 驱动指标体系建立 

喀斯特石漠化程度采用 4种指标衡量，其中石 

漠化比例【RI)K)，指的是石谟化面积占总面积柏比 

率．亢接地反映了石漠化在一个地区的总体分布隋 

况；石洪化指数(RI)I)．指的是 漠化的综台强发． 

不同强度石漠化所引起的环境效应和灾害状况，按 

照荒漠化的分级分类理论，根据石漠化强度的判别 

指标．轻度石漠化强度指数(RD )为 l；巾度石漠化 

强度指数(RDM)为 1 5 I重压百波化强度指数 

(RD『)～2，各单元再漠化综合强度是H各种程度右 

漠化加 平均的强度；石漠化变化率(RIX；)．指的是 

不同时期石漠化面积的变化．它直接反映了一个地 

I 漠化的变化情况，本研究分别 1988年和 

[999年作为研究期的起始和终止 ，R1)1 和 

m  分别为 1999年和 1988年的石漠化指数：综 

合指数(sHT)1)．指的是基于前 3种指标，即石漠化 

指数、石漠化比例和石漠化变化率的综合考虑。考 

虑喀渐特石漠化的空间分布现状、石漠化形成过程 

和演化特征．根据影响石漠化形成的可能因子的系 

统陆、土导陡和可比性原则．挑选出9个指标作为石 

澳化的 动冈子进行分析．这些围子指标可归结为 

2大娄，即地质 生态环境背景指标和社会经济驱 

动指标 。其中，岩性 指数 (LT) 降 水变率 

(PCR)、地貌指数(MF)、NDVI变化指数(NT}VIC) 

和土壤指数(s 为地段一生态环境背擦指标； 道 

路的距离(1ID)、人口密垤(PD) 经济密度(ED)和土 

地利用程度监化(LLJTc)为社会经济驱动指标 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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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石漠化程度及表达式与驱动力因子及代码如表 

1所示。 

2．2 驱动指标的数据处理与同化 

在建立石漠化的可能影响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经过大量的野外工作和室内资料收集，依托GIS对 

相关数据进行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处理，建立了石 

漠化相关影响因子数据库，进一步进行数学分析，对 

初步估计指标进行筛选，确定出导致石漠化的主导 

影响因子。 

2．2．1 数据准备和指标量化 在所选 9个指标中， 

岩性类型、地貌类型、土壤类型是专题地图，可经过 

数字化处理直接生成 Arc／Info的 coverage数据格 

式，而降水变率、植被指数、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土 

地利用强度、至道路的距离，则需要在 GIS支持下 

对其进行专题数字地面模型，并将各专题数字地面 

模型集成为综合性数字地面模型，进而对模型结果 

所反映的喀斯特石漠化驱动力指数的空间差异进行 

分析，为喀斯特石漠化的生态重建提供理论依据。 

2．2．2 统计数据空间化和连续化处理 统计数据 

是按一定的行政单元进行统计的，必须将统计数据 

空间化，才能和其他空间数据进行配准和分析。对 

于有些统计数据，可以通过空间插值将离散的统计 

数据按照其空间分布规律连续化，如人口统计数据 

的空间化和连续化处理。对于有些统计变量所表示 

的地理现象，由于缺乏明显的空间统计特征，因此难 

以运用空间统计规律进行空间连续化，采取按行政 

单元直接栅格化该统计变量。这种方法的实质是将 

统计单元细分，同化来自不同数据源的数据。 

表 1 喀斯特石漠化程度及各表达式与驱动力因子及代码一览表 

Table 1 Intensities and their models，and driving force indexes and their codes of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比例RDR RDl RDL+RDM+Rc 岩性指数LD B1 至道路的距离IAD B6 

指数RDI RD2 1*RDL+1．5*RDM+2*RDH 降水变率PCR 132 人El密度PD 岛 

变化率RDc RD3 (RD2—99一RI)2—88)／RD2—88*100 地貌指数MT 133 经济密度ED t38 

综合指数SRDI RD| (RDl+RD2+RD3)／3 NDVI变化指数NDVIC B4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 LUIC B9 

土壤指数 SD B5 

注：轻度石漠化(Light rocky desertification，RDL)，中度石漠化(Moderate rocky de~rtification，RD )，强度石漠化(Intensity rocky desertifica． 

tion。RDI)。石漠化比例(Rockydesertification rate，RDR)，石漠化指数(Rocky desertificationintensity，RDI)。石漠化变化率(Rockydesertification 

change，RDC)。石漠化综合指数(synthetic intensity of Rocky desertification，SRDI)，岩性指数(Lithologic type，LT)，降水变率(Precipitation 

change ratio，PCR)，地貌指数(Morphologic Type，MT)，NDVI变化指数(NDⅥ change，NDVIC)，土壤指数(SoI】density。SD)，至道路的距 

离HI)人口密度(Population density，PD)，经济密度(Economic density，ED)，土地利用程度变化(Land use intense change，LUIC)。 

2．2．3 栅格化和空间配准 考虑到矢量格式的COV— 

erage不便于空间分析和空间配准，将所有数据层转 

换为 d的格式，这个转换的过程就是空间采样的 

过程。空间采样涉及到采样密度的问题，采样密度 

太高，势必造成数据冗余，采样密度太低，又会导致 

信息丢失 。。。具体到从 coverage到 grid的数据转 

换，就是要确定一个合适的像元大小。根据该方法 

得出栅格化各指标数据层，可以既保证信息不损失， 

又适合SPSS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 

2．3 喀斯特石漠化驱动分析模型 

喀斯特石漠化形成的影响因素不仅来自于其脆 

弱的环境背景方面，也有来自人类不合理活动的直 

接和间接影响方面，是一个多因子综合作用的产物。 

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等相结合的统计一动力模 

型方法来建立喀斯特石漠化驱动模型。 

2．3．1 因子分析模型 因子分析属于多元统计分 

析，其基本思想是将实测的多指标(多维向量)，化为 

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方法 ，是一种数学的 

排序方法。目的是通过变换，将原来的一组变量(指 

标)变换成另外一组分量的变量。也可以把具有许 

多变量的高维空间，通过数学方法变换成较低维的 

空间，尤其是在直观的二维或三维空间中排列的各 

个点，而尽量减少信息的损失，使结果能保持原有高 

维空间中的重要特性。因子分析的步骤如下：①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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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地理数据标准化处理；② '十算指标间的相关系数 

矩阵．③ 用如∞b-方法求州关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 

向量 固通过计算贡献率平【I累积贡献率得出主[1d子 

的个数，⑤i r算主【H子的因 载荷矩阵，⑥对规格 

化后的因予载荷矩阵施行方趁摄火的fE交旋转 ( 

计算样本的固于得分，并据此进行样本l评价单 

分娄 

2 3 2 多元回归模型 所谓回归分析，就是对具 

相互联系的要素，根据其联系帕形态，选择 一个台迂 

的数学模式．用米近似地表达蛰素间平均变化关系 

这个数学模式称为回归模型(回归方程)。地理系统 

的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多 索性．而各要素之间叉帽 

互影响、相互联系。要研究菜一固予 ，它往往与许多 

园子有关系 造就要求我们对固变量与白变量之 

相关程度及联系形卷进行 究．采用多兀回归分析 

方法．建立多元回归横型 ， 

3 结果分析 

3 1 基于图谱分析的喀斯特石漠化综合驱动分析 

采用圈于图形栅格化与瓢动动力指标fl勺量化分 

级和主成分分析汝．得出喀浙特石漠化驱动力鲸台 

指数分级图 将都安县分成板岭一拉仁 一加贵一TT 

旺无石漠化安全区 下坳 永安 丸渡 拉烈一古 

Ilj、三只羊轻度石摸化趋势区． 县城为叶一心的北 

部、南部及东南部巾睦、强度 漠化威胁区 ．石漠化 

驱动力综合指数提出，刊于喀斯特石漠化上地 的生 

奄恢复，以及有针耐性自 峪斯}}石漠化练台治理，都 

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根据现状与潜在危险的譬值 

火小．评刘今后-一段时期各区域石漠化发艘的违度 

与趋势 园地制宦，宴施不同【J勺治理黹施，才 日皿宵 

敬地防止石漠化的进步恶化。 

3 2 运用园子分析方法计算驱动指数 

将都安县1999年各石姨化强度分布圈与符驱 

动力指数瞰于类型图进行空M叠加分析，分析 地 

石漠化强度级删与符园于炎刑的对应关系．并计掉 

备驱动心子的毕俺面 石漠化指数( ，(把轻、 

中和强度 澳化忻占的比例分刖乘以强度乐数J， 

1 5和 ．井加和所得的总数．枸：之为单位 张石漠 

化强度指数．SI)t坑)． 此f『'葬部氨各驱动 子 

百演化指数之 "扣戈系数(将各类岩 位l 积 

漠化姐度指数加帚I．)t际之，得出*樊芋：性刘石漠 

卫 罄 

化影响系数)。再将各乡镇各类因子内的类型所占 

的比例与酸类因子类型对石漠化影响系数相乘．得 

出都安县各乡镇单项 子埘其石漠化n 能发生的单 

项驱动力指数原始数据(表 2)。都安喀斯特石漠化 

的驱动机制诊断．首先采用 子分析方法计箅驯动 

指数，然后运用多)L西归方稚赴 ， {功桓 

囤2 基于图谱分析的鄂安县喀斯特石漠化 

的驱动力综台指数分组圈 

Fig 2 mth r ⋯driving1 】1 Ⅲ L r1]|】cm k̂ ⋯  k 

L】一 1f{ Ij。nf m TUI 1 1 l 

运用标准方差藏将石瀵化 动力指数囡千的原 

始数据进行标准化((表3))．据此标准fE数据椅建 

再漠化驱动力因子的相关系数矩阵；由相茺系数矩 

阼汁算特征值．以及各个主他分的贡献率与累汁贡 

献 #．前四主成分的累计贡献串已高达84％．已占 

r 4／5以上的信息量了，可厦映原球弁要素所表示 

的主要特征．故只需求出第一、第_二 第 J端凹主 

成分 zl ，z3和 ，厶 即可。在计算出的驱动困于相 

关系数的特征向量基础上进行规协化．进而计算主 

因于 J变垣的贡献(即共同』篁)．即因了裁荷矩阵．井 

刘此施行方罄最大的 交旋转；据此计算出各乡镇 

综台主 了得分，并可对评忻 ，L(各乡镇)进行丹 

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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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澄江 D．J． 42．43 75．24 18．17 108．12 17．62 0．47 311 122．7 25．13 

2 古山G．S． 46．34 71．12 14．33 92．32 13．91 0．23 116 81．1 14．10 

3 安阳 A．Y． 48．95 75．24 29．57 96．10 21．96 0．78 1315 344．9 185．83 

4 地苏D．S． 45．9o 77．22 20．36 126．11 16．96 0．39 291 20．3 92．59 

5 三弄 S．L． 49．82 79．2 26．45 125．18 18．66 0．42 173 16．7 97．11 

6 东庙 D．M． 50．08 73．32 28．75 104．15 21．94 0．35 172 12．8 139．60 

7 高岭 G．L． 47．58 74．21 25．32 107．39 20．36 0．26 310 50．1 71．02 

8 五竹 w．Z． 49．05 72．31 29．58 103．92 21．71 0．32 131 49．6 75．14 

9 大兴 D．X． 49．76 71．87 28．95 108．18 21．66 0．73 188 36．4 118．54 

10 下坳 X．A 39．74 76．96 19．14 94．65 21．24 0．22 110 4．5 45．90 

11 隆福 L．F． 50．10 74．21 20．77 121．09 21．73 0．44 104 30．4 70．49 

12 保安 B．A． 50．10 72．88 24．79 96．66 22．o4 0．22 143 27．8 111．o4 

13 板岭 B．L． 36．89 76．4 21．33 120．88 19．73 0．06 122 9．7 32．98 

14 永安 Y．A． 48．86 73．12 29．53 122．46 21．57 0．25 111 16．3 64．97 

15 三只羊 S．z．Y． 50．10 75．32 29．59 105．35 21．82 0．13 74 10．3 68．57 

16 龙湾 L．w． 47．70 71．02 29．56 84．62 21．49 0．42 110 23．8 131．33 

17 菁盛Q．S． 50．o4 69．84 29．57 112．51 21．82 0．53 113 26．2 142．47 

18 拉烈 L_L． 46．32 68．47 27．60 117．22 21．31 0．27 116 36．3 50．52 

19 百旺 B．w． 27．01 68．72 14．77 118．38 20．37 0．24 151 13．9 9
． 66 

20 加贵 J．G． 47．34 74．39 27．21 124．94 21．60 0．55 116 12．5 23．47 

21 拉仁 L．R． 46．96 69．12 24．35 110．23 20．60 0．10 127 16．4 11．17 

古山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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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乡镇因子得分表 

Table 4 Factors’Score of various viUtlgeS andtowns 

一 一  

乡镇 因子得分factor Score 
⋯ ⋯  ～ 一  

乡镇 因子得分factor Score 
⋯ ⋯  

厅 芎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厶 付万 厅了 vill~es and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厶 仔万 
N v l̂  

villages and
code total score code total score 

towns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towns first semnd thlrd fourth 

1 澄江D．J． 1．926 2．342—0．104—1．058 1．141 12 保安B．A． 一0．494—1．565—1．132 0．195～0．678 

2 古山 G．S． O．472 1．688 —2．746 —1．427 0．O40 13 板岭 B．L． 一O．858 3．328 1．015 —0．485 0．517 

3 安阳 A．Y． 4．084 一O．8o4一O．545 0．201 1．312 14 永安 Y．A． 一1．747 0．360 0．976 0．167 ～0．430 

4 地苏 D．S． O．0o7 1．443 0．843 —2．108 0．24o 15 三只羊 S．Z．Y．一0．034 —0．280—0．280 —0．473 ～0．160 

5 三弄S．L． 0．712 1．538 1．183—2．411 O．547 16 龙湾L．w． 1．516—1．690—1．691 0．669 0．025 

6 东庙D．M． 一0．270—1．363—0．356 0．057 —0．453 17 菁盛Q．s． 一1．632—0．829 0．246 0．955 ～0．679 

7 高岭G．L． 0．419—0．605—0．267—0．356 —0．049 18 拉烈L．L． 一2．634 0．122 0．368 1．515 —0．774 

8 五竹 W．Z． 一0．027 —0．286—0．316 0．405 —0．079 19 百旺 B．W． 一1．9o2 2．383 1．133 2．398 0．2o4 

9 大兴 D．X． 1．280—1．862 0．472 0．422 0．173 2O 加贵J．G． O．825—0．658 1．924—0．048 0．427 

1O 下坳X．A． 2．456—0．127—0．461—0．459 0．794 21 拉仁L．R． 一2．016—1．073—0．431 1．091 ～0．960 

11 隆福L．F． 一1．189一O．675 1．020—0．230 —0．484 22 九渡J．D． 一0．896—1．386—0．852 0．978 —0．675 

表5 都安石漠化的驱动力综合指数等级及所包括乡镇 

Table 5 Synthetic index grade of driving force for Du’an rocky desertifi~tion and the involved villages and towns 

从表4可知，石漠化因子的综合得分越大，可能 

发生的石漠化强度越大，但不是代表现在已发生的 

石漠化强度。前文提到，1999年都安县石漠化分布 

具有中部喀斯特石漠化程度要比四周的强度大、由 

中部逐渐向四周减弱的趋势特征，根据 1999年都安 

各乡镇石漠化指数值将其石漠化强度分为4个等级 

(表5)。另一方面，根据石漠化驱动因子的综合得 

分将石漠化的驱动指数也划分为 4个等级(表 5)， 

并绘制成都安县喀斯特石漠化的驱动力综合指数图 

(图3)。对比两者相应级别所包括的范围，所建的 

动力指数模型输出结果与遥感调查有相对一致性。 

表明石漠化动力指数能较好地反映该地区石漠化过 

程。但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原因是石漠化 

指数表示石漠化现状强度，而驱动力综合指数指的 

是表示石漠化的可能趋势，一种潜在能力。 

3．3 采用多元回归构建驱动力模型 

利用SAS统计软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见表 3) 

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以不同石漠化指数为因变 

量的多元回归方程。根据所计算出的F Stat值和 

DF值，查 F分布表进行显著性检验。当 a值为 

0．01时，其临界值 F口为4．39，当 口值为 0．05时， 

其临界值 为2．80，当a值为0．10时，其临界值 

为2．21。在4种石漠化程度表示值的4个回归 

方程中，只有石漠化指数的F Stat值符合要求。并且 

在0．01，0．05，0．10水平上都显著，因此，石漠化指 

数方程为最佳多元回归模型。 

石漠化指 数 = 一0．000028—0．0521 B1— 

0．0020B2 + 0．1557~ 一 

0．1896B4 — 0．8127B5 + 

0．1549~ 一 1．3014B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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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4138+0．0881B9 

从上述石漠化驱动力模型可看出，石漠化指数 

与土壤指数和人口密度指数有很明显的反相关，与 

经济密度指数密切关系。总之，喀斯特石漠化发育 

演化以喀斯特地质一生态环境背景为本底，而人类 

活动的剧烈扰动是石漠化形成的主要原因，喀斯特 

石漠化是人地矛盾剧烈恶化的结果。 

图3 基于模型分析的都安县喀斯特石漠化的 

驱动力综合指数示意图 

Fig．3 Synthetic driving exponent of Du’an karst rocky 

desertifieation based on nxxtel analysis 

4 结论 

在基于RS和GIS技术的都安喀斯特石漠化程 

度分级与驱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和 

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导致石漠化的影响因子，建立 

了喀斯特石漠化动力指数模型。1999年都安县石 

漠化分布具有中部喀斯特石漠化程度要比四周的强 

度大、由中部逐渐向四周减弱的趋势特征；另一方 

面，根据石漠化驱动因子的综合得分将石漠化的驱 

动指数也划分为4个等级，并绘制成都安县喀斯特 

石漠化的驱动力综合指数图。对比分析得出所建的 

动力指数模型输出结果与遥感调查有相对一致性， 

表明石漠化动力指数能较好地反映该地区石漠化过 

程。但表示石漠化现状强度的石漠化指数和指示石 

漠化可能趋势的驱动力综合指数两者之间存在一定 

的差异性，这些研究结果可为喀斯特土地可持续利 

用和石漠化综合治理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也存在不 

足之处，例如在对喀斯特石漠化与各驱动力因子的 

相关性分析时，按理论来说，石漠化的程度与 NDVI 

指数，即地表植被覆盖变化的相关性较大，但分析的 

结果与理论有些差异，这主要是因为获取原始数据 

的方法不够好，不够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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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ng Mechanism Diagnosis of 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 in Du’an 

Yao Autonomous County of Guangxi based on RS and GIS 

HU Baoqing 一，LIAO Chimei ，YAN Zhiqiang ，JIANG Shufang ， 

HUANG Qiuyan ，LI Shengming 

(1．Department ofResource P& Environment S~'ence，Guangxi Teachers College，Nanning 530001； 

2．National Laboratoryof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Geochemistry Institute ofO2ineseAcademyof~／ct／ce，Gu／~ng 550002) 

Abstract：Karst Rocky Desertification(KI )means the land degradation similar to landscape desertification in 

the karst area．Based on GIS and RS technique，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RD and driving factors is studied， 

and the 1：100 000 map is ma de．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⑩ and each factor are discussed．and then the 

system of influential factors indexes is built．Making use of the methods induding correlation an alysis，factor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we have affecting factors of KRD，established index system，found the force in— 

dex mode1．calculation of eontribution of various factors for sh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of is irrational 

human activity．The eoinciderce between the model and RS survey that rocky Synthetic driving exponent can re— 

flect rocky desertification procession of the studied area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rocky desertifica— 

tion regulation 

Key words：diagnosis analysis；diving mechanism；karst rocky desertifieation；RS& GIS；Du’an of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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