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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地区林草生态系统动态变化研究 

——以贵州省南部山地罗甸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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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遥感数据为基础数据,基于反演、模型分析等方法,利用 GIS 技术定量分析了罗甸县近 35 年来林

地和草地生态系统的面积变化。研究结果表明,森林生态系统面积比例呈现微弱的上升趋势,且阶段变化显著;草地

生态系统面积比例呈现下降趋势,波动变化显著。林草生态系统的转化主要在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和农田

生态系统等生态用地之间转化,还有部分退化为石漠化状态。通过林草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及转化研究,为当地生态

保护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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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生态系统是联结植被、土壤与水体的枢纽,具有增加可利用水资源、减少土壤侵蚀、调节径流和净化水质等重要功能。

贵州省南部喀斯特地区是珠江流域的上游地区,是重要的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区,也是石漠化比较严重的区域。由于地形地貌复

杂,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复杂,是西南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可以通过生态系统的变化来呈

现,因此,生态系统对区域生态环境变化有重要的指示作用。开展贵州南部生态系统的变化研究,有助于促进该区域生态环境保

护。 

1 研究区概况 

平塘县隶属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南缘中部,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接壤。东邻独山县,西与惠水

县、罗甸县相连,北与贵定县、都匀市接壤。地理范围在东经 106°40′29″～107°26′19″、北纬 25°29′55″～26°06′4l″

之间。 

平塘县地处中亚热带岩溶喀斯特地区、云贵高原东南坡向广西丘陵的过渡地带上。境内山峦叠嶂、河谷深切,峰林谷地、坡

立谷、间歇泉、落水洞、地下河、漏斗井泉、溶洞、阴潭等应有尽有。境内植被保护较好,森林覆盖率达 63.4%,自然山水风光优

美怡人,风物景观以山、水、林、泉、洞、湖、瀑、竹海、河滩和峡谷为主。全县以山地为主,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最高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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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塘镇艮上坡,海拔 1487.7m,最低点是甲茶镇甲茶村六硐河出口处,海拔 402m。山地、丘陵、盆(坝)地分别占 86%、11.9%和 1.8%。 

河流属珠江流域红水河水系,主要河流有平舟河、曹渡河、霸王河及其支流 32 条。矿藏有煤、铁、大理石、花石、高岭土

等。灌木覆盖率 15.17%;林木绿化率为 53.50%。312省道公路穿境而过。平塘县旅游资源丰富,有平舟河谷风景区、甲茶风景区、

龙塘风景区、克度溶洞群、天眼景区等景点。 

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无霜期 312天,年平均气温 17℃,年均降雨量 1259mm。

气候条件有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为发展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缔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宏观结构数据在遥感解

译获取的 1:10 万比例尺土地利用/土地覆盖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生态系统类型进行辨识和研究,经过分类处理形成多期中国

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空间分布数据集。其中森林生态系统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土地覆盖遥感分类系统中的密林地(有林地)、灌丛、

疏林地、其它林地;草地生态系统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土地覆盖遥感分类系统中的高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低覆盖度草地。 

2.2生态系统间的转移矩阵及其转移分析 

各类生态系统间的转移面积可以用转移矩阵来具体分析,可以直观反映不同时期内不同生态系统间的变化结构和转移方向。

转移矩阵结构如下: 

 

式中,S代表面积,n代表生态系统的类型,i,j分别代表研究期初和研究期末的生态系统类型。 

3 结果分析 

3.1林地和草地生态系统的时间变化 

森林生态系统在平塘县所有生态系统中所占面积最大,1980 年占其总面积的 57.5%。研究期间,森林生态系统占研究区面积

比例呈现微弱的上升趋势,年增加率为0.0114/a;具有波动变化的特点,1980～1995年为显著上升阶段;1995～2000年间下降趋势

较大;2000～2005年间呈显著增加趋势;2005年之后有所下降(见图 1)。 

草地生态系统在平塘县所有生态系统中仅次于森林和农田生态系统。研究期间,草地生态系统占研究区面积比例呈现下降趋

势,年下降率为 0.1943/a;具有阶段性变化特点(见图 1)。其中,1980～1990年间呈上升趋势,然后从 1990～2005年间呈现下降趋

势,2005～2015年间呈现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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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研究期间林草生态系统占研究区面积百分比的时间变化 

3.2林草生态系统的转化 

为了深入了解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的时间变化和动态变化,对各阶段各生态系统之间的转化进行了研究。不同生态系统之间

的转化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最显著的表现形式。为了对每一个阶段生态系统转化状况进行了解,分阶段对其转化

进行研究。 

1980～1995 年间,森林生态系统面积增加,主要由农田、草地和湿地等生态系统用地转化,其中 17.28%是由农田生态系统转

化而来,7.57%是由草地生态系统转化而来,还有 0.06%是由湿地生态系统转化而来;草地生态系统面积增加,主要由农田和林地转

化而来,其中 19.61%是由农田生态系统转化而来,24.96%是由林地生态系统转化而来。 

1995～2005年间,期间 1995～2000年间,森林生态系统面积减少较多,主要转化为耕地和草地;2000～2005年间,森林生态系

统面积迅速增加,超过了前一阶段,主要是由于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森林生态系统面积增加,主要由农田、草地

和湿地等生态系统用地转化,其中 15.25%是由农田生态系统转化而来,9.36%是由草地生态系统转化而来,还有 0.06%是由湿地生

态系统转化而来。草地生态系统面积在减少,主要是由 23.00%的草地转化为农田生态系统,还有部分转化为森林生态系统,且转化

为农田和林地的面积大于农田和林地转化为草地的面积。 

2005～2015 年间,这一段时间生态系统类型之间的转化较少。森林生态系统面积在减少,其中有转化为农田和完全退化成石

漠化的部分地区,同时仅有 0.12%的农田转化为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面积增加,主要由农田和林地转化而来,其中 1.12%是

由农田生态系统转化而来,5.04%是由林地生态系统转化而来,但是也有部分区域退化为石漠化状态。 

4 结论和讨论 

本文利用 GIS技术将 1980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 2015年七期生态系统数据,通过空间分析处

理获得近 35年来平塘县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变化的数据,利用单一动态度和转移矩阵来直观反映。研究发现,研究期间平塘县的

林草生态系统变化表现为: 

(1)从时间变化来看,研究期间森林生态系统面积有微弱上升趋势,草地生态系统呈下降趋势,并有明显的阶段变化。 

(2)从动态变化来看,研究期间森林生态系统面积阶段变化波动较大,草地生态系统阶段变化也比较明显,变化幅度较大。 

(3)从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之间的转化来看,林草生态系统与农田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转化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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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由于人口增加等原因,毁林毁草开荒、伐薪烧柴使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森林覆盖率降低,生态系统结构变

化较大。为了保护环境,改善恶劣的环境条件,加大了生态保护力度,加上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政策的实施,森林覆盖率逐渐增

加。由此可见,导致各类生态系统变化的主要因素应该与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和宏观政策的影响有关,只有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

底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开发,才能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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