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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利 用 G IS 软件

,

探讨 了贵州 以连续性破酸 盐岩为基底地 区的上覆景观单 元
、

破碎化及斑块 分形 的特征 及

其形成原因
。

研究区城中
,

受岩性控制景观在整体上体现 出一致性 的基础上
,

又存在着明显 的 内部差异性
。

一致

性表现 为以灌木林地为优势景观
,

森林和草地中以 次生景观为主
,

偏 小 的斑 块 占大 多数
,

斑块 大小 分布 全为正偏
,

其分布 曲线 多为 尖峭峰
,

斑块研究不 存在面 积上尺度域
,

斑 块形状在人为 强 烈 干扰 下趋 于规则而 导致 类型分 维数

的值偏 小
,

人 为干扰 大的景观中斑块的破碎化 更加 明显
。

相 比连 续性 白 云岩 地 区
,

连续性石 灰岩地 区 的水资源 利

用率低 下
,

杭 千扰能 力弱
,

景观多样性 不均衡
,

退化更严重
,

分刻程度更破碎
,

空 间异质性更 强
,

稳 定性 差
,

易向逆 向

演替的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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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水热条件好
,

碳酸盐岩的分布面积广
、

产出

厚度大
,

形成 了典型
、

多样的岩溶景观
,

使其成为探

讨岩溶 问题的最有利地 区之一
。

前期研 究工作表

明 〔`一 3〕
,

岩溶地区 上覆土层是其 下伏碳酸盐岩的风

化产物
,

而石灰岩和白云岩在风化成土及溶蚀残余

物堆积
、

丢失方式上存在着内部差异
,

同时岩溶地区

的岩性分布与其上覆土地退化景观— 石漠化景观

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

连续性碳酸盐岩是石漠化分

布的主要区域
,

而且连续性石灰岩是所有岩类 中最

易发生石漠化的
,

其次是连续性白云岩地 区
,

在贵州

这种规律非常明显
。

野外观察也证明了碳酸盐岩的

不同岩石基底对其上覆景观有着直接的控制作用
,

连续性石灰岩和连续性白云岩尤具代表性
。

本文以

贵州连续性石灰岩和连续性白云岩出露地区为研究

区域
,

研究了其上覆景观的不同特征
,

探讨了景观异

质性和多样性的形成原 因
,

揭示造成石漠化景观发

生的景观空间特性
,

为不同岩溶地区 的生态重建提

供 了依据
。

1 贵州连续性碳酸盐岩的分布

据研究川
,

以碳酸盐岩中的粘土物质含量为划

分指标
,

贵州岩溶地区的岩石组合可分为三大类型
:

连续性碳酸盐岩组合
、

碳酸盐岩夹碎屑岩组 合和碳

酸盐岩与碎屑岩互层组合型
。

其中尤以连续性碳酸

盐岩 (碳酸盐岩含量 > 90 %
,

酸不溶物平均含量小于

10 %
,

无 明显碎屑岩夹层 )地 区 的代表性最强
,

而连

续性碳酸盐岩又细分为连续性石灰岩
、

连续性 白云

岩
、

白云岩和石灰岩混合组合
。

由于 白云岩 和石灰

岩混合组合在贵州分布仅为 2
.

1 %
,

不具代表性
,

故

不列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

连续性石灰岩在贵州分布面积达 30 6 76 k m
Z ,

占全省总面积的 17
.

4 %
。

主要连片分布于黔南
、

黔

西北和黔西南一带地区
。

连续性白云岩则主要发育

于黔东北地区
,

在贵州分布了 22 9 90 k m
2 ,

占全省总

面积的 1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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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处理

我们在收集并制作了 2 0 0 0 年贵州省的 1 ,

10

万土地利用图和贵州省 1 ,

50 万岩溶地区岩石组合

类型分布图的基础上
,

利用 G IS 软件
,

先从岩溶地

区岩石组合类型分布图中提取两类碳酸盐岩岩石类

DOI : 10. 14050 /j . cnki . 1672 -9250. 2005. 04. 013



第 4 期 谭 秋等
:

贵州连续性碳酸盐岩上覆景观特征的定量研究

型 (图 1 )
:

连续性 白云岩 (下称 白云 岩 )和连续性石

灰岩 (下称石灰岩 )
,

作为分析的研究区域
;然后在这

两种岩石类型分布图上叠加 2 0 0 0 年贵州省土地利

用图
,

得到 2 0 0 0 年贵州省典型岩溶地区的景观分布

图
。

景观类 型分为两级
,

一级分 为耕地 ( 1 )
、

林 地

( 2 )
、

草地 ( 3 )
、

水域 ( 4 )
、

城乡工矿居 民用地 ( 5 )
、

裸岩

( 6) 共 6 大类
,

二级又把其中耕地分为水田 ( 1 1 )和早

地 ( 1 2 )两种
,

林地分为有林地 ( 2 1 )
、

灌木林地 ( 2 2 )
、

疏林地 ( 23 )和园地 ( 2 4 )
,

草地以覆盖度分为高覆盖

度草地 ( 31 )
、

中覆 盖度 草地 ( 3 2 )
、

低覆盖 度草 地

( 3 3 )
,

共计 1 2 种景观类型
。

3 研究方法

图 1 贵州连续性石灰岩
、

连续性白云岩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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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景观被分割得越破碎
,

景观空间异质性越强
。

C i
= N

i

/ A
、

3
.

1 景观单元特征

统计连续性碳酸盐 岩每种景观类型斑块数
、

所

占比例
、

平均面积
、

总面积
、

总面积比例
、

最大斑块面

积
、

斑块面积标准差
、

斑块面积分布的偏度系数
、

斑

块面积分布的峰度系数
、

斑块面积的中位数
,

斑块面

积的全距等因子
,

作为分析景观单元特征数据
。

3
.

2 景观破碎化

景观破碎化是指景观被分割 的破碎程度
,

是景

观异质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它主要受人类 干扰

活动的影响
,

它不仅常常导致生物多样性的降低
,

而

且影响景观的稳定性
。

景观破碎化 的表现以两个指

标来体现
:

景观孔隙度 (斑块密度 )是景观 中某类景观类型

的单位面积斑块数
,

体现
.

了景观在斑块 面积上 的破

碎程度
,

同时也反映景观空间异质性程度
。

孔 隙度

越大表明此类型斑块 的单位 面积 中的斑块数 目越

式中
:
C

i

为景 观类型 i 的孔隙度
,

N
i

为景观类

型 i 的斑块数
,

A
;

为景观类型 i 的总斑块面积
。

边界密度是景观类型周长与该类型面积之 比
,

随着边界密度的增大
,

斑块 的边界越复杂
。

这一指

标揭示了景观类 型被边界分割 的程度
,

是景观斑块

形状破碎化的直接反映
。

iE 一 p
`
/ A

,

式中
:
E

i

为景观类型 i 的边界密度
,

尸
、

为景观类

型 i的总周长
,

A
,

为景观类型 i 的总斑块面积
。

3
.

3 景观斑块分形研究

分维数用于测定斑块形状的复杂程度和受干扰

的程度
,

数值越小斑块形状越规则
,

受干扰的程度越

大
,

反之
,

数值愈大则斑块单位面积 的周长越大
,

斑

块形状愈复杂
。

其计算方法在景观生态学中多采用

面积一 周长的关系来测定
。

单个斑块的分维数指数基于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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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2 In ( P / 4 )八加气

式中
:
D 为分维数

,

尸 是斑块的周长
,

A 是斑块

的面积
。

单个斑块的 D 值介于 1
.

。一 2
.

。 之间
,

趋近于

1
.

0 表明其形状趋向于简单的正方形
。

同类型斑块的分维数则采用最小二乘法
,

通过

求回归系数的方法获得
:

In P = a 十 b 、
In A

a 为景观类型 i 的该直线在 ln 尸 轴上的截距
,

ib

为此直线的斜率
。

而类型景观 i 的分维数 D
;
一 b2

: 。

类型斑块的 D
i

值越大
,

此景观类型整体上斑块形状

越复杂
。

所有数量统计分析均在 S P S S 软件下进行
。

4 结果分析

4
.

1 连续性碳酸盐岩的景观单元特征

石灰岩和白云岩中各类型的景观斑块统计量见

表 1 和表 2
。

总体上
,

石灰岩和白云岩类型斑块的大小分布规

律较一致
。

在两种岩石的各类型中斑块数最多的是

早地
,

其 中石 灰 岩 地 区 的 斑 块 数 ( 30 3 06 个
,

占

40
.

0 2% )又远大于白云岩 ( 17 3 6 6 个
,

占 3 7
.

2 5% ) 中

的
。

而平均斑块面积
、

斑块总面积
、

最大斑块面积
、

斑

块面积标准差和全距等统计量最大的都是灌木林地
,

而且它在整个 景观 中所 占的面积 比例 (石 灰岩 中

32
.

07 %
,

白云岩中 28
.

67 % )远大于其他类型
,

可以说

在连续性碳酸盐岩的景观中灌木林地占了优势地位
,

分布面积广
。

以地区的水热条件
,

贵州的地带性植被

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

从有林地逆 向演替先为疏林

地
,

其次才是灌木林地
。

而研究区域内灌木林地的优

势景观地位说明贵州连续性碳酸盐岩地 区植被 已处

于逆 向演替过程
,

面临着大面积的退化
,

这为石摸化

提供 了发生发展的空间
。

两种岩性中最少斑块数
、

最

小斑块总面积的是裸岩
,

这种景观类型还在石灰岩斑

块中有着最小的平均面积和中位数
,

也是白云岩斑块

中最大斑块面积
、

面积标准差
、

斑块面积分布的偏度

系数
、

斑块面积分布的峰度系数和斑块面积的全距等

指标数值最小的
。

裸岩是区域中最弱势的景观类型
。

两种岩性中各类型的斑块面积 中位数都小于该类 型

的斑块平均面积
,

从中位数和斑块平均面积的差值可

见在整个连续性碳酸盐岩景观 中以偏小斑块 占大多

数
。

一般来讲
,

斑块中能量
、

矿质养分的总量
、

物种的

多样性和生产力水平与其面积成正 比川
。

连续性碳

酸盐岩的偏小的斑块特征
,

使其斑块的生存能力偏

弱
,

易受到外来干扰的破坏
,

斑块的稳定性差
,

在贵州

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和人类不合理的干扰活动下 s[]
,

斑块能量
、

养分
、

物种
、

生产力消失殆尽
,

出现石漠化

景观是必然的
。

表 1 连续性灰岩类型斑块的统计 t

T a
b l

e 1
.

S t a t i s t ic a
l

v a
l

u e s
fo

r
d if f e r e n t t y P e s o

f p a t e
h

e s in h o

mo g e n o u s
lim e s t o n e

景观类 型 斑块数 /块
斑块数

比 / %

0
.

3 3

0 7 2

9
.

0 2

4 0 0 2

6
.

7 0

1 7
.

9 8

8
.

9 4

0
.

2 0

0
.

70

1 3
.

3 4

1
.

9 7

平均斑块

面积 / k m ”

斑块总

面积 / k m “

占斑块总

面积 比 / %

最大斑块

面积 / k m Z
标准差 中位数 偏度 系数 峰度系数 全距

4 2 4 7

5 5 45

1 1 6 8 2 9

12 3 0 3 0 6

2 1 5 0 73

2 2 1 3 6 1 6

2 3 6 7 68

2 4 15 3

3 1 5 2 8

3 2 1 0 10 2

3 3 1 4 9 5

6 6 2

3 0
.

0 1 7
.

0 7 64
.

5 4 3
.

14

6 4
.

16

3
.

1 4

4
.

1 2

10
.

9 6

9 8
.

3 1

5 7
.

5 7

3 2 6
.

1 9

1 14
.

6 8

1
.

5 0

7 9
.

1 3

1 1 2
.

0 5

2 5 2 5

2
.

6 7

0
.

2 8

0
.

30

0
.

0 4 5

0
。

0 5 9 8
.

3 6

7 5 8

8 7
.

4 8 4
.

1 2

1 5 6 0
.

4 0 0
.

58 0
.

0 6 1 10
.

9 6

6 5 7 1
.

0 9 2 1
.

4 2

2 4 3 0
.

5 4

9 8 3 8
.

4 9

3 8 0 2
.

3 1

3 2
.

0 7

1 2
.

3 9

0
.

0 6 6

0
.

10 4

0
.

0 8 1

4 5
.

48

1 7
.

74

8 5
.

11

2 75 7
.

1 5

4 7 6
.

6 7

9 8
.

3 1

5 7
.

5 7

3 8
.

26
.

2 4 9 5
.

2 4 3 2 6
.

2

O口匕J` .1Q̀叮才八」

…
,丈,上丹性

2
.

13 0
.

0 9 8 2 6 2
.

9 9 1 14
.

7

0
.

2 4

0
.

6 4

3 6
.

9 7 0
.

1 2

3 36
.

0 2 1
.

10

0
.

2 8 0
.

1 3 2

0
.

1 1 4

1
.

5 7

19
.

8 1 4 2 8
.

5 6 7 9
.

13

0
.

5 4 5 4 4 5
.

6 9 17
.

7 5

0
.

3 7 5 5 2 6 2 1
.

8 0 1
.

1 6

0
.

3 4

0 0 9 2

0
.

0 9 1

2 2
.

0 4

11
.

14

7 1 4
.

9 1 1 12
.

1

18 5
.

1 6 2 5
.

2 5

0 0 8 0
.

1 3 8
.

0 8 0
.

0 3 0
.

0 6 0 7
.

0 9 53
.

3 6 2
.

6 7

注
:

景观类型 4
.

水域 ; 5
.

城乡工矿居民用地 ; 6
.

裸岩 ; 1 1
.

水田 ; 12
.

早地 ; 21
.

有林地 ;
22

.

灌木林地
; 23

.

疏林地
; 24

.

园地 ; 31
.

高搜盖度 草地
.

3 2
.

中扭盖度草地 ; 33
.

低扭盖度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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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连续性 白云岩类型斑块的统计 t

T
ab l

e 2
.

S t ati s tie a
l

v aleu s
f

or
di f f

e e r n t ty pe s o
f p ate

h
e s i n

h
o

m
o ge n su o

d
o

l
o

m i te

景观类型 斑块数 / 块
斑块数

比 / 写

平均斑块 斑块总 占斑块总 最大斑块

面积 / k m ” 面积 / k m “ 面积 比 / %面积 / k m Z
标准差 中位数 偏度系数 峰度系数 全距

061311 249 5481 699 887 8.113 448997331 64864 51 8.3 2.6 517 .444373 51 87 27 .9 .17 .1 21 6.26.1 6.3 4 3 .0

7 9 4

7 23 3

1 7 3 6 6

3 869

6 8 2 5

3 527

1 0 4

51 1

53 89

7 0 5

8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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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分类同表 l
。

除了整体的一致性外
,

石灰岩和 白云岩还表现

出个体的差异性
。

以平均斑块面积统计来看
,

各类型 白云岩的平

均斑块面积都大于各类型石灰岩中的
,

且 中位数统

计也是此特征
,

这说明石灰岩中斑块的面积普遍 比

白云岩小
。

这是因为石灰岩的差异性溶蚀作用使得

石灰岩地区容 易产生分布极不均匀的张性节理裂

隙
,

导致了岩石在不同部位具有不同的溶蚀速率
,

反

映在地表出现水平短距离上基岩面的强烈起伏
,

形

成相异的地貌景观
。

白云岩有着显著的整体风化特

性
,

岩石在一定空间尺度上具有相近的溶蚀速率
,

所

形成的地貌景观常似浑圆状闲
。

因此
,

石灰岩地 区

地表起伏往往大于 白云岩
,

受基岩面控制的斑块随

之形成较小的石灰岩斑块面积
。

从上所述
,

相比斑

块面积大小的特征
,

白云岩地区 的斑块抗干扰能力

强于石灰岩
。

石灰 岩 景 观 中 灌 木 林 地 ( 32
.

07 % )
、

旱 地

( 2 1
.

4 2% )
、

中 覆 盖 度 草 地 ( 1 7
.

7 5 % )
、

疏 林 地

( 1 2
.

3 9 % ) 的面积 比例共 83
.

63 %
,

远大于其他类型

的
,

其中灌木林地 和旱 地二者 的份额 占到总数 的

53
.

49 %
。

而白云 岩 中灌木 林 地 ( 28
.

67 % )
、

旱 地

( 1 6
.

8 9% )
、

中 覆 盖 度 草 地 ( 1 6
.

3 1% )
、

有 林 地

( 1 2
.

4 4% )
、

疏林地 ( 1 1
.

0 5 % )
、

水 田 ( 1 0
.

3 5% ) 共 占

到 95
.

71 %
,

其中除灌木林外
,

其他 的类型所 占比例

相当
。

可见
,

两种岩性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景观格局
,

白云岩斑块的多样性更均衡
。

斑块面积 比中
,

白云

岩的水 田 面 积 比例 ( 10
.

35 % ) 大 于 石 灰 岩 中 的

(5
.

0 9% )
,

而早地情况相反
,

旱地在石 灰岩 中占了

21
.

4 2 %
,

在白云岩中为 16
.

89 %
,

由此得出白云岩中

水田旱地比为 0
.

6 13
,

石灰岩 中只有。
.

2 3 8
。

水域在

白云岩中面积比 ( 。
.

23 % )是灰岩中 ( 0
.

1 % )的两倍
。

在贵州亚热带湿润气候条件下
,

由于石灰岩的地下

管道比白云岩发育
,

地表水下渗流失快
,

地表难以形

成保水状态
,

因而石灰岩地区的地表水资源利用率

不及白云岩地区
。

由于石灰岩地区可利用水资源的

缺乏
,

以较耐旱景观生存面积大
,

故而景观多样性不

均衡
。

除去人工园地类型
,

石灰岩地区的 自然林地
、

草

地的覆盖占总面积达 73
.

03 % ( 自然林地 52
.

38 %
,

草地 20
.

“ % )
,

白云岩地区也有 71
.

72 % ( 自然林地

52
.

16 %
,

草地 19
.

56 % )
,

二者相当
,

这是 由贵州 以

山地为主地貌所造成
。

以有林地一灌木林地一疏林

地
,

高覆盖度草地一中覆盖度草地一低覆盖度草地

作为林地和草地的逆 向演替进程来看
,

都 以演替第

二个阶段的次生景观为主
。

石灰岩地区有林地占林

地面积的 15
.

12 % ( 7
.

92 % / 5 2
.

38 % )
,

在 白云岩地

区达 23
.

85 % ( 12
.

44 % 5/ 2
.

16 % ) ;
高覆盖度草地在

石灰岩地区草地中占 5
.

33 % (1
.

10 % 2/ 0
.

65 % )
,

而

在白云岩地区 有 9
.

05 写 (1
.

77 %八 9
.

56 % )
。

由此

可见
,

连续性碳酸盐岩地 区的森林整体退化情况严

重
,

可能是因为有着较丰富的水资源和连续的地貌
,

白云岩地区林地和草地的保持优于石灰岩地区
,

石

灰岩地区的退化更严重
。

若把裸岩作为植被逆向演

替及石漠化进程的最终阶段来看
,

石灰岩地 区的景

观退化的终级化程度高于白云岩地区
。

从斑块面积分布的偏度 系数和峰度系数来看
,

只有 白云岩 中裸岩的峰度值小于零为平顶峰
,

石灰

岩和白云岩的其它值都大于零
。

这表明连续性碳酸

盐岩的斑块大小分布全为正偏
,

其 中石灰岩早地的

偏度值为最大
,

斑块分布形态 的偏斜程度最大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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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分布 曲线多为尖峭峰
,

最大值也为石灰岩早

地
。

对比而言
,

石灰岩整体的正偏趋势和曲线波动

幅度大于白云岩
,

数据更离散
,

景观分布形态的内部

分异性强烈
。

4
.

2 连续性石灰岩和白云岩的景观破碎化分析

贵州石灰岩和白云岩两种岩性基底上不同景观

类型的孔隙度和边界密度见图 2
。

景观类型的孔隙度和边界密度在两种岩性中排

前 5位的是水域
、

城乡工矿居民用地
、

裸岩
、

水 田和

早地
。

林地和草地各类型中这两方面的数值最大的

是人工种植的园地
,

其余林地 和草地的孔 隙度范围

为 1
.

0 4一 2
.

7 1
、

边界密度在 5
.

74 ~ 9
.

05 间
,

值都小

于其他景观
。

表明区域内人为影响大的景观中破碎

化更为明显
。

对 比石灰岩和 白云岩的孔 隙度和边界密度
,

石

灰岩的值全都大于白云岩
,

景观的分割程度更破碎
,

空间异质性更强
。

差值最大的是裸岩
,

石灰岩中裸

岩的数 目较多
、

面积小
、

形状复杂
。

一般来说
,

斑块

面积的缩小伴随着物种丰富度的下降川
,

景观的生

境破碎化会 限制小斑块 中物种数量的增加田
,

易引

起生物生境的退化
,

从而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

斑

块处于易波动状态
,

景观的稳定性不强
。

石灰岩地

区的景观被分割得 比白云岩地区破碎
,

斑块小而分

散
,

其生物多样性流失危险性大于白云岩
,

景观在不

稳定的状态下易朝着恶性 的方向发展
,

石漠化的发

生率因而高于白云岩地区
。

4
.

3 分维数

首先从单个斑块的分维数来看是否存在不 同的

面积上尺度域
。

从图 3 可看出
,

在贵州这两种岩性的

单个斑块面积对数和其相应的分维数之间不存在线

性相关关系
,

对应于不同的斑块面积
,

D 值的变化区

间为 1
.

0一 1
.

4
,

因此不存在不同的研究上尺度域
。

斑

块的分维数在不同的面积尺度上保持较小的波动幅

度
,

可见斑块之间具有 自相似性
,

连续性碳酸盐岩的

景观研究可以选择在最易观察的尺度上进行叫
。

F ig
.

2
.

P o r o s i t y a n d e d g e d e n s i t y f o r d i f f e r e n t l a n ds e a P e t y p e s
.

(注
:

景观类型同表 1
。

)

图 3 两种岩性斑块 面积对数与分维数的散点图

F ig
.

3
.

S e a t t e r
d ia g r a

m b e t w e e n t h e
l
o g a r it h m o

f

p a t e
h

a r e a a n
d t h

e
f

r a e t a l d im
e n s io n i n t w o r o e k s

.

再以不同类型斑块的分维数来看 ( 表 3 )
。

从表

卜可见
,

在两种岩性控制下的各种类型景观 的斑块

汀积对数和斑块周长对数间的相关系数表明二者呈

已著的线性相关关系
;石灰岩 中分维数最大 的是水

1和旱地
,

最小的是城乡工矿居民用地
; 白云岩中值

轰大是水田
,

裸岩的值最小
。

但 白云岩和灰岩的类

丝分维 数 的差 别不 大
,

它们 的数值落在 1
.

0 58 ~

1
.

1 86 间
,

比其他研究地区 〔’ 。一 ’ 2〕的分维数要小许多
。

贵州连续性碳酸盐岩地区 的景观斑块类型的形状规

则
,

趋向于方形
,

原 因可能是该地 区人为活动强烈
,



第 4期 谭 秋等
:

贵州连续性碳酸盐岩上筱景观特征的定量研究

人为干扰活动在景观的形成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

表 3 不 同景观类型的分维数及相关系数

Ta b le 3
.

Fa er ta
li dm e ns io ns a n

d
e o er r

l
a tio ne o e

f fie ie n ts
f

o r
di f fe re n t l

a n ds e a Pe ty Pe s

景观类 型
L nA 与 ln尸 的相关系数 分维数

连续性石灰岩 C l 连续性 白云岩 C d 连续性 白云岩 D d 连续性 石灰岩 DI

4

5

l l

1 2

2 l

22

23

2 4

31

3 2

3 3

6

0
.

9 7 1 0
.

9 5 6

0
.

9 9 6 09 36

0
.

97 4 0
.

9 7 4

0
.

9 7 1 0
.

9 7 1

0
.

9 8 0
.

9 7 9

0
.

9 8 0
.

9 1 8

0
.

9 8 2 0
.

9 1 8

0
.

9 7 9 0
.

9 6 6

0
.

9 1 8 0
.

9 83

0
`

9 8 90 8

0
.

9 7 9 0
.

9 7 9

0
.

9 68 0
.

9 1 6

1
.

07 6

1
.

05 8

1
.

1 7

1
.

1 7

1
.

1 1 4

1
.

1 5 8

1
.

1 4 2

1
.

09 4

1
.

1 1

1
.

1 4 6

1
.

1 3 8

1
.

1 4 8

1
.

1 7 2

1
.

15 6

1
.

1 8 6

1
.

15 4

1
.

1 0 8

1
.

1 4 8

1
.

1 3 8

1
.

09 2

1
.

1 2 6

劣
1

.

05 8

5 结论与建议

连续性碳酸盐岩的景观斑块分布在整体上体现

出一致性
,

以灌木林地景观类型为优势景观
,

森林和

草地中以次生景观为主
,

偏小的斑块 占整个景观的

大多数
,

斑块大小分布全为正偏
,

其分布 曲线多为尖

峭峰
。

在贵州连续性碳酸盐岩的斑块面积对数和其

相应的分维数之 间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
,

因此斑块

形状不存在面积上的尺度域
,

而且类型分维数较其

他地 区小
,

数值波动不大
,

造成的原因可能是贵州连

续性碳酸盐岩地 区人 口压力大
,

景观演 变过程 中的

人为因素 占主导地位
。

石灰岩和白云岩还表现出个体的差异性
。

就斑

块面积来说
,

石灰岩地区斑块普遍 比白云岩地区小
;

在水资源利用率上
,

石灰岩地 区不及 白云岩地区
; 森

林和草地 的退化情况相比
,

石灰岩地区 比白云岩地

区更严重
,

土地退化的终极化程度高于 白云岩地区
;

从斑块大小分布来看
,

石灰岩地 区的整体正偏和曲

线波动幅度大于 白云岩地区
,

数据更离散
,

内部分异

性强烈 ; 而在石灰岩地 区景观的分割程度 比白云岩

地 区破碎
,

人 为干扰 大的景观的破碎化更加 明显
。

可见
,

石灰岩和 白云岩不同的化学组成 和相异的物

理结构
,

造成相同气候条件下基岩风化成土和溶蚀

残余物在地表的堆积
、

土壤丢失方式的不 同
,

随之其

上覆景观也相应形成差异
。

连续性碳酸盐岩上覆景观特征为区域 内石漠化

的发生发展提供 了充足的空间
,

降低 区域内生物多

样性
,

增大景观恶性发展为石漠化 的趋势
。

在石漠

化的治理上
,

相应地需要扩大 良性景观的斑块面积

以加强景观的稳定性
,

但在治理过程 中对岩性差异

下水土搭配需采取不同措施
。

石漠化较少的白云岩

地区可主要通过易于利用的地表水
,

丰富现有的植

被景观 的物种
,

提高稳定性
,

杜绝石漠化 的后备景

观 ;
严重 的石灰岩地区则要一方面兴建小型水利建

设提高地表水的停留率
,

另一方面利用普遍发育的

表层岩溶带 〔` 3」中的岩溶水
,

重点在有土存在的小生

境 中栽种石生
、

耐早的物种改变退化 的景观类型
。

石漠化的治理必须针对不同的岩性基底
,

采用不同

的方法
,

在不同 自然因素下找寻科学合理的景观配

置
,

使人类活动推动景观演变进人 良性循环阶段
。

由于本文是以贵州全省的连续性碳酸盐岩的分

布区为研究区域
,

斑块分布不连续
,

不适合进行全面

的区域景观格局分析
。

对于碳酸盐岩上覆景观的进

一步研究
,

可在其中选择完整
、

典型的流域
,

更深人

探讨其景观格局和生态过程的相互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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