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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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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耍：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为例，建立都安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都安农业可持续发展进 

行生态安全评价，进而作出生态安全区划，并提出了不同生态安全区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建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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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sources and environm ent arethe heartand base ofagricultural sustainabledevelopment．F~ urityof agTi· 

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means the resources an d environm ent in the area are balanced and the q 卜 姗町毫lem is 

healthy．Took Du an Yao Autonomous County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for case study and based On the se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eco．security evaluati伽 on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u an w[18 conducted．and the 

county W[18 reglonalized according to bio-security．On such a basis，strategies for land use and building-up of ec痧噜ec ty 

in different eco．security regions for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u an have been prop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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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山”系岩溶山区的俗称，具有独特的地质 一 

生态环境。由于地表崎岖破碎，地下洞隙纵横交织 ， 

水文动态变化剧烈，地表水漏失严重，旱涝交替，土 

地瘠薄，植被生长困难，自然和人为影响的地质灾害 

频繁，生态系统极为脆弱敏感 ，环境承载力低；加上 

土地不合理利用和人口过快增长超出喀斯特生态环 

境的承载力，造成石山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农业可 

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致使石山区多为我国最贫 

困地区⋯。广西石山区西北与云贵高原接壤，东南 

与桂中盆地相邻，宏观上构成高原斜坡带，面积 

9．87万 km ，占广西土地总面积 41．57％。 

农业与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生态安全与 

否直接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区域可持续 

发展。因此，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进行科 

学评价，是石山生态重建和脱贫致富的基础，是石山 

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J。以 

都安瑶族自治县为例，进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安全评价和生态安全区划，可为广西石山区土地利 

用、生态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 

据。 

1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方法 

1．1 指标体系的构建 

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研究 ，一方面要遵循生态系 

统的一般规律，另1方面必须考虑区域的特点。为 

了客观、全面、科学地衡量区域生态安全的程度，在 

评价时应遵循科学性、综合性、主导性、层次性、动态 

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生态环境系统的服务功能可反 

映生态环境系统与人类活动和社会需要的关系，即 

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改造作用与生态环境对人类和社 

会的反馈作用。基于生态环境系统服务的概念框 

架 J，按层次分析法的要求，建立区域生态安全评 

价指标体系(图1)：(1)目标层，一般将区域生态环 

境系统的安全指数作为目标层，以表征区域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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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安全总态势；(2)准则层，制约区域生态安全的 

主要因素，包括资源环境压力、资源生态环境质量和 

人文社会响应；(3)子准则层 ，表征对准则层贡献的 

大小。准则层中的资源环境压力包括人口压力、土 

地压力、水资源压力和社会经济发展压力，资源环境 

质量包括资源质量和环境质量 ，人文社会响应包括 

科技能力和投入能力；<4)措施层 ，由可直接度量的 

指标构成。据此，从生态环境压力、资源环境质量 、 

环境保护整治能力3方面来构建石山区可持续发展 

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l-
一2 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 

采用改进了的3标度层次分析法，并结合专家 

经验确定各级指标权重。首先，根据各层次指标相 

互隶属关系，构建层次结构模型。然后，请专家对各 

层指标进行相对重要性的两两比较、判断，在汇总各 

专家评判意见后，得到各层级指标相对重要性的判 

断矩阵。采用加权法进行计算，最后得到生态安全 

指数。 

1．3 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 

各评价指标数据主要来自社会经济统计和考察 

报告，可运用简便的极差标准方法-3 将其进行无量 

纲化，计算公式为： 

Pj： ×10。 (1) 
Ⅲ

一  

mi“ 

式中，P 为赋值， 为实际值， 一为实际最大值， 

为实际最小值。该公式表征的意义是赋值越 

大，生态安全程度越高。 

如果某指标的量化分级值的生态安全意义与式 

(1)表征的相反，则该参评指标的无量纲化公式为： 

Pi：10一 ×10。 (2) 
m i

一  

m i“ 

1．4 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模型 

采用“生态安全度”来表示生态环境优劣。综 

合评价模型为： 

P。=∑( ×P‘)。 (3) 

式中，P。为安全指数 ， 为指标权重， 为赋值。 

安全指数越大，区域的生态安全度就越高。 

2 都安瑶族 自治县生态安全评价 

2．1 研究区概况 

都安瑶族自治县位于广西中部偏西，107。49 一 

108。34 E，23。47 一24。34 N，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盆 

地过渡的斜坡带南端——都阳山脉东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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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是典型岩溶地貌，石山面 

积3 634 km ，占县域总面积89％。气侯属于亚热带 

季风气候区，年均气温 18．2—21．7℃，年降雨量 

1 200—1 9OO mill。境内地表水少，地下水丰富但埋 

藏较深，水量、水位不稳。水土流失 日趋严重。2001 

年全县总人口62．5l万，人口密度为 152．54人 · 

km～，其中农业人口58．7万，占总人口的93．9％。 

都安岩溶地貌广泛分布，人地矛盾突出，是广西生态 

环境较差、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比较突出 

的地区。 

2．2 生态安全评价 

从评价指标的基础数据来源和为农业可持续发 

展服务的角度出发，以乡镇为评价单元具有较强的 

可操作性。考虑到生态安全评价的原则和石山区生 

态安全的特点，经分析筛选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图 

1)。都安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系数见表1。 

广—}__] 广上]厂 1] 厂—+-] 厂上] 广_j] 厂上] 
人 城 人 人 地大 水 有 贫 平辨 机 农 开 水 奔 农 投生 人 机堡 

量蓬 墨 霎 蓁 茎委曩龚 薹曩 委耋 萋 委 差 耋 娄嚣 曩 妻合 警 耋羹 主 攀藿 詈喜 车 (G)(G)量 薪车 面车 (G) 度慑 车卑 睾 收 (c )(G，) 量 
‘ ‘ ‘G’‘c‘’ 霉 ’ 警 ) 毫 毫 ．、 

(c，)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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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1 都安农业可持续发晨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裹 

Table1 Power coelllci~ts ofthe eeM eeurity evaluationindex system on agac~Um d sustainable d． —哪—哪 InDu sm 

在参考原有科学研究成果和咨询专家的基础 

上，将“生态安全度”划分为 3个档次。不安全： 

0．00≤P。<3．35；临界安全：3．36≤P。<5．15；较 

安全：5．16≤P。<7．00。采用综合评价法对都安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现状进行评级(表 2)。 

裹2 都安农业可持续发晨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the comprehemm／ve ecM een rny evaluation on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Ⅱ 衄  

上h 

P。 
I1 ￡h 

P。 
I1 

。 
1990年一l995年 1996年一l999年 可戢 ’ 1990年一l995年 1996年一l999年 可 

1 澄江 5．60 5．76 1 l2 保安 3．66 3．3l 2 

2 古山 2．70 2．5l 3 l3 板岭 5．o4 4．26 2 

3 安阳 5．30 5．95 1 l4 永安 4．18 3．23 3 

4 地苏 5．91 5．83 1 l5 三只羊 2．69 2．62 3 

5 三弄 4．48 5．40 1 l6 龙湾 3．72 3．22 3 

6 东庙 4．11 3．66 2 l7 菁盛 3．62 3．1O 3 

7 高岭 4．5O 5．18 1 l8 拉烈 3．8l 3．4l 2 

8 五竹 3．24 3．18 2 l9 百旺 5．86 5．83 l 

9 大兴 3．32 3．68 3 20 加贵 4．99 4_52 2 

lO 下坳 3．88 3．36 2 2l 拉仁 4．8l 5．o4 2 

11 隆福 3．43 4．03 3 22 九渡 4．2O 3．75 2 

用于评价的原始数据来源于‘都安县志》、‘都安土地志>、《都安水利志>和都安森林调查表；1)1级指较安全，2级指临界安全。3级指不安全。 

通过对都安 1990年一1995年和 1996年一1999 

年2个时段的生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 ，可以发 

现 199o年一1995年各乡镇生态状况大多好于 1996 

年一1999年。其原因在于尽管人 口自然增长率有 
一 定降低，但生态环境的人口压力仍在增大；社会经 

济虽有较快发展 ，但贫困问题依然突出；农业科技发 

展较快，整体科技水平有所提高，但农村劳动者素质 

还较低，科技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支撑能力并 

无明显增强；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特别是旱涝灾 

害严重。 

为了搞清都安生态环境状况在空间上的变化， 

将都安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结果绘制成图2。 

数字代号所指乡镇见表 2 

图2 都安农业可持续发晨生态安全等级 

ng．2 Eco- 哪rity gradin~of agrle~tural棚嘲血_bk 

development in Du’-n 

一 

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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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都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区划 

3．1 生态安全区划 

以 1996年一l999年的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结果 

为基础，参考“生态安全度”的3个档次以及区域共 

轭原则，制定都安生态安全等级(表 2)，将全县 22 

个乡镇划分为3个生态经济综合区，分别用 I、Ⅱ、 

Ⅲ表示，Ⅲ区下又分Ⅲ，和Ⅲ：2个亚区。据此作必 

要的定性分析，并绘制出都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 

态安全区划图(图3)。 

Ⅲl 

m2 

数字代号所指乡镇见表 2 

圈3 都安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区划 

№ ．3 F,eo-seeurity regionalfzation 0f agrJeuttu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u an 

3．2 分区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建设对策 

根据都安生态安全评价和区划结果，并结合都 

安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提出各分区的生态安全建设 

与反贫困对策。 

3．2．1 I区——南部峰林丘陵农业综合开发区 

本区含澄江乡、安阳镇、地苏乡、三弄乡 、高岭 

镇 、百旺乡6个乡镇，地处县域南部，地势较平坦 ，丘 

陵面积占60％，气温适宜，降水充沛 ，有利于发展种 

植业。本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用作生态环境 

治理的投资强度相对较大，土地利用较合理，使得该 

区域生态安全指数相对较高，且有向更安全发展的 

趋势。本区农业开发对策有：(1)围绕粮食基地建 

设，以发展双季稻为主，推广先进农业科技，提高单 

产和质量；(2)加速以养猪为主的畜牧业发展，巩固 

商品猪基地；(3)迅速扩大甘蔗和豆类生产规模，提 

高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4)抓好传统优势果树香 

蕉树、柑橘树种植的同时，积极种植桑树、龙眼、沙田 

柚、荔枝等经济林；(5)加强田间隙地的保护，提高 

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6)充分利用水资源，大力发 

展渔业；(7)积极开办一批具有“龙头”作用的食品 

加工厂，增大就业机会；(8)加快城镇化，提高人口 

集聚化程度，以减弱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3．2．2 Ⅱ区——东部峰丛峰林谷地粮、山羊 、猪、防 

护林、经济林区 

本区含板岭乡、拉仁乡、九渡乡、拉烈乡、加贵乡 

5个乡，多为山地，地形复杂，水 田少。 江经过该 

区，但水资源空 间分 布不均。森林覆 盖率为 

29．2％，树种多为灌木，石漠化比较严重。贫困人口 

有所下降，1997年比 1995年减少 64．2％。总的来 

说，本区生态环境比较安全，适于林业生产，可进行 

林农复合经营。其开发对策有：(1)调整林种，落实 

规划，保护、恢复水源林，大力治理石漠化；(2)合理 

利用资源，发展用材林，保持一定数量的经济林，促 

使林业平衡发展；(3)发展以山羊、猪为主的畜牧 

业，积极培植引种牧草，提高牧草数量和质量；(4) 

稳定谷地粮产量，引进经济效益好的新品种，提高人 

均粮食占有量；(5)改 良水果品种，发展水果生产； 

(6)充分利用 江水资源，发展山区小水田，改善耕 

地灌溉条件；(7)严格管理矿业生产，改善作业条 

件；(8)加大公路建设力度，发展交通电信事业。 

3．2．3 Ⅲ区——中西、南部山地林农复合经营区 

本区有 l1个乡镇(Ⅲ，亚区含东庙乡、保安乡、 

隆福乡、下坳乡、永安乡、五竹乡、大兴乡、三只羊乡 

8个乡，Ⅲ：亚区含古山乡、菁盛乡、龙湾乡3个乡)， 

大多贫穷落后，可利用的水土资源数量少、质量差。 

农民生态保护意识差，往往进行过度开垦。人口密 

度大，为124人 ·km～。森林覆盖率低，石漠化严 

重。技术人员少，土地开发收益低，生态建设强度 

小，旱涝灾害时常发生，种植农作物收入低且不稳 

定，从而导致本区生态环境变差，生态不安全。其开 

发对策有： 

Ⅲ，亚区——中西、北部峰丛洼地薪炭林、旱 

粮、牛羊、山葡萄、土特产亚区 (I)适度砍伐薪炭 

林，保护原有防护林，对于裸露严重的石山实行封山 

育林 ；(2)调整土地利用，坡度大于 25。的耕地应坚 

决退耕还林，开垦适耕土地；(3)大力种植山葡萄， 

提高经济林效益；(4)加大资金投入，搞好水利设施 

建设，保护现有水资源；(5)开发沼气能源，充分利 

(下转第23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2期 李杨帆等：我国无人岛保护与持续利用途径研究：生境更新的方法及应用 23 

4 结语 

本文提出的我国无人岛保护性开发模式属战略 

上的概念性框架，进一步工作还需针对无人岛个案 

本身 自然生态特征、环境演变规律等，引人生态学、 

地理学及系统工程的分析研究方法，对保护性开发 

模式和生境更新途径做出相应的调整。 

笔者已赴海州湾海岛群和舟山群岛进行了野外 

踏勘、实地调研，具体案例的保护性开发和生境更新 

方案等研究成果将另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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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废渣、废液；(6)改善机耕路，加大公路密度；(7) 

保持优势土特产品产量，拓宽市场。 

Ⅲ：亚区——南部旱粮、羊鸡、药材、防护林亚 

区 (1)进行中低产田改造，提高复种指数；(2)控 

制人口增长 ，调整人 口布局，提高人 口集聚化程度； 

(3)增加有机肥使用量，如种植绿肥、多施粪肥、秸 

秆还田等；(4)发展以鸡、山羊为主的家庭副业，增 

加农民收入；(5)在弃耕退耕的土地及荒坡上，大力 

营造水土保持林 ；(6)大力开发药材种植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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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分析研究中心2002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农村生态环境>主要文献 

计量指标比上一年又有提高，影响因子自去年的0．272上升到0．311，在1 400余种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列第40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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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科的1 447种中国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期刊作为来源期刊。根据来源期刊的引文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经统计分析 

后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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