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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土地生态网络构建是土地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研究中,多尺度的生态源地选取研究涉及

较少,需进一步深入研究。该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基于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开展全省土地生态敏感性与重要性评价分

级,并在此基础上选取敏感、极敏感和重要、极重要图斑并经阈值筛选确定生态源地,生成架构生态廊道,规划形成

江苏省域含多层级的土地生态网络系统。研究结果表明:(1)江苏省域土地生态网络可由 31个一级源地、175个二级

源地、1313个三级源地和 61条一级廊道、345条二级廊道、3882条三级廊道组成,面积为 23526.26km2,占全省总面

积的 22.04%;(2)一级生态源地主要由江、湖、水域湿地构成,二、三级源地以水田、林地为主。其中,长江、太湖、

南通段沿海湿地、洪泽湖、高邮湖、盐城南段沿海湿地、盐城北段沿海湿地、骆马湖、滆湖、白马湖是省域内最主

要的生态源地,连通度综合指数(dIIC)在 1519个生态源地中居前 10名,对全域土地生态连通起重要作用;(3)土地生

态敏感性、重要性评价结果是生态源地选取确定的重要基础和依据,据此并结合生态廊道构建能较好地实现区域土

地生态网络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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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期,历史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对传统国土空间利用的影响相互

交织[1]。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土地不合理开发利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已严重影响区域健康发展。为保障人地生态系统的和谐,

土地资源管理正由关注数量保护向同时注重质量提升、加强生态建设转变,并逐步形成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
[2]。区域土地生态网络构建是土地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协调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生态用地保护的有效措施。基于景观格局与

生态过程互馈原理,识别选取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生态敏感性、景观连通性的生态源地组分,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成为目

前关注的热点[3～5]。 

针对生态网络构建,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空间尺度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生态网络构建研究。其中,国外学者发展实践较早,大

都将研究重点聚焦于非行政界线尺度上[6,7],并逐渐从单一的生态廊道向多尺度网络结构转变。而国内学者基本将焦点放在省、市、

县等行政界线尺度上[8～10]。这其中,县、市域的生态网络研究主要聚焦于生态敏感性与服务功能识别评价、网络中源地及廊道的

                                                        
1
作者简介：周小丹(1977-),女,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规划.E-mail:3534464243@qq.com 

王君櫹,E-mail:njuwjx@gmail.com 

基金项目：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土地生态空间管控红线划定技术示范项目(201511001-03)。 



 

 2 

景观连通性评价等,经验积累较丰富[11～16]。 

然而,当前研究中,省域研究主要基于景观连通视角对已有规划进行有效性评价
[9,10]

,成果相对不足;县、市等不同层级的生态

网络规划间存在相互割裂、难以衔接等问题,为规划的统筹实施增添了难度。同时,相关研究中源地识别方法较少且较为简单,通

常是直接选取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或大面积林地等区域作为生态安全格局的源地,该方法忽略了区域及源地自身的生态环境

状况[12]。因此,将生态红线与生态网络构建有机结合,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能够更好地加强区域生态保护,遏制生态环境退化,

维护生态系统平衡。 

在构建生态网络时,依据翔实的土地利用数据构建省域内多层级的土地生态网络系统十分重要。在“源地选取——阻力面构

建——生态廊道划定”的研究框架中,科学筛选生态源地是构建生态网络的基石
[11]
。省域内影响生态敏感性与生态服务功能的因

子复杂多样,评价需考虑的要素应全面而综合。如何兼顾自然因子及人类活动干扰选取生态源地,对土地生态格局构建的科学性

影响显著。 

江苏省自然资源丰富但人类干扰程度亦高,构建土地生态安全格局,严格控制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江苏省乃至长三角地区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2]
。综上所述,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基于土地生态建设视角,在1∶5000土地利用图与ArcGIS、

Conefor Sensinode等相关软件的支持下,通过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评价,利用 GIS空间分析技术识别省域内多层级

生态源地,并利用景观连通度构建生态廊道,最终形成省域内多层级的土地生态网络系统。对如何选取确定生态源地、生成架构

廊道,从而规划构建江苏省域土地生态网络系统进行探究,为省域土地生态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数据与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江苏地跨 30°45′N～35°20′N,116°18′E～121°57′E,处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中部,长江、淮河下游,东濒黄海,北接

山东,西连安徽,东南与上海、浙江接壤,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地势低平,河湖较多,平原、水面占比 90%以上。

江苏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四季气候分明,以淮河、苏北灌溉总渠一线为界,以北属暖温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以南属亚热带湿

润季风气候。近年来的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土壤、水体、大气等环境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水域湿地等生态用地破坏问题逐渐

凸出,人地关系日趋紧张。江苏省是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理过渡带上重要的生物资源储备库,因而构建土

地生态安全格局极为重要。 

1.2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采用数据如下: 

(1)江苏全省1∶5000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数据年份 2016年,数据格式为矢量数据,数据来源为原江苏省国土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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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江苏省区位图 

(2)江苏省数字高程模型数据(Shuttle Radar Topography Mission,SRTM),空间分辨率为 30m。数据来源地理空间数据云

(Geospatial Data Cloud,http://www.gscloud.cn/)。 

(3)江苏全省 2016年度 Landsat8遥感卫星影像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30m。经过大气校正、辐射校正、去云等处理后,通过第

4,5 波段计算得出江苏全省年均植被归一化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数据。数据来源于美国地质

调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USGS)网站。 

(4)江苏省年度净初级生产力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1km。数据来源于 EOSDIS网站(http://reverb.echo.nasa.gov/reverb/)。 

(5)江苏省多目标化学调查土壤样点数据。此数据为 2km×2km网格覆盖全省的样点数据,共测试 54个土壤指标,包括有机碳、

pH、全氮等。除此以外,还测试重金属污染物、有机污染物含量共计 12 项。各指标测试方法采用国际标准通用测试方法。数据

来源江苏省地质调查院。 

(6)江苏省,GOME-2 卫星 L2 级年均 NO2 柱浓度数据。此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40km,经过重采样加密到 10km。数据来源

Tropospheric Emission Monitoring Internet Service(http://www.temis.nl/index.php)。 

(7)江苏省逐日主要城市 PM2.5空气污染数据。监测城市覆盖所有地级市。基于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从空气质量监测网站(http://pm25.in/)抓取。 

(8)江苏省水环境监测数据。包括全省 10个监测站点的水质和污染状况数据。数据来源于原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9)其他辅助数据,包括《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2013)》《江苏省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区域规划(2009)》等。 

1.3研究方法 

本文的源地选取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1)通过测算研究区生态敏感性与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确定源地区域;(2)基于选

取源地过构建土地生态网络。本文选取生态源地的流程为:经生态敏感性评价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初选源地——参考

相关规划加以补充——经面积阈值筛选确定一级、二级源地。由于省域尺度相对较大,难以精细到对每个斑块的评价。本文以行

政村作为评价单元,以村域内经面积阈值筛选后敏感、极敏感和重要、极重要图斑作为源地。其中,跨越多个行政村的斑块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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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落在所选村域范围内,即全部纳入保护。 

1.3.1生态敏感性评价 

省域内不同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组成多样,生态敏感性因子的作用机制更加复杂。本文基于江苏省土地生态敏感性实际情况和

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从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地生态系统两个角度出发,在参考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数据的可获取性和指标区

分度出发,选取了论文中所展示的指标从水体质量退化、土壤环境破坏、大气环境敏感、生态用地减少、建设用地胁迫角度共设

置 15个三级评价指标,并参考相关研究[13,14],通过层次分析法和专家打分法综合确定指标权重,进行生态敏感性评价,如表 1。 

表 1土地生态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测度 权重 

  水域湿地年均减少率 水域、湿地覆被年际变化 0.13 

 水体质量退化 水体污染面积比例 
不同水域污染程度的面积占比 

0.09 

  水体污染程度综合指数 0.09 

  土壤污染总面积比例 不同土壤污染程度的面积占比 0.07 

 土壤环境破坏 土壤污染程度综合指数 内梅罗指数法 0.07 

  水土流失 基于 RUSLE模型测算 0.05 

自然生态系统  大气净化 基于 CASA模型测算 NPP 0.04 

 大气环境敏感 二氧化氮排放量 NO2月统计数据的全年均值 0.06 

  大气细颗粒物含量 PM2.5站点数据插值 0.04 

  林牧退化率 林、草地覆被年际变化 0.06 

 生态用地减少 植被覆盖度 基于 NDVI提取归一化植被指数 0.03 

  农田侵占比例 农用地覆被年际变化 0.06 

  城市非渗透地表比例 
城市用地不同下垫面面积占比 

0.06 

人地生态系统 建设用地胁迫 建设用地占比 0.09 

  道路密度 网格内道路面积与网格面积比 0.06 

 

水域湿地的减少和水体的污染是高速城市化背景下水体质量退化最为显著的特征。江苏省太湖、洪泽湖、高邮湖等水域星

罗棋布,河网水系交错复杂。本文以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公布的水体质量数据为基础,借助重度、中度、轻度污染水体面积与水

域总面积的比例关系确定水体质量变化特征,以年际间水域湿地的面积变化情况反映数量变化趋势。 

土壤是各类生物化学反应发生的场所,是动植物乃至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江苏省人口稠密而土地资源需求量大,城市化带

来的城市边界扩张及无序的土地利用方式导致扰动频繁,水土流失加剧;农业面源污染、工业废物的不合理排放等因素致使土壤

中污染物富集,严重威胁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本文以 SRTMDEMUTM 90m 分辨率的 dem 数据为基础,基于修正土壤流失方程模型

(RUSLE)模拟了江苏省水土流失的空间分布,揭示坡度、降雨、植被等自然因素及人为干扰对其敏感性的影响程度。此外,基于多

目标地球化学调查数据,结合样点采样调查,提取不同用地类型的土壤污染状况信息。 

大气环境质量敏感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有利于揭示区域内部与区际之间的污染物排放及迁移情况。江苏省是承接产业转

移的首要地区,内部各城市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环境治理政策等差异较大,空气质量分异明显。由于大气污染物的影响因子较多,

区际间与地区内部的工业废气、交通尾气、生活燃煤废气等因素均对江苏省的大气环境质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以 NO2

排放量和 PM2.5的监测数据揭示不同污染源作用下的大气环境敏感程度。此外,基于 CASA 模型计算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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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净化能力。 

生态用地的时空变化特征反映了生物因素对干扰的敏感程度。本文从 SPOTVGT 的 NDVI 产品提取归一化植被指数(植被覆盖

度),并以年际间林草地退化率、建设用地侵占农田比例反映由自然及社会经济因素引起的生态退化情况。 

建设用地对自然生境产生的干扰在人地生态系统中较为突出。道路作为硬质下垫面,对自然景观起阻隔作用,其同时也是声

污染、大气污染的重要污染源。文章构建 2km*2km的 fishnet,提取单元网格内各等级道路,通过空间叠置计算各行政村范围内的

道路总面积占比,并以建设用地占比和非渗透地表比例反映硬质化下垫面对水循环等自然过程的干扰。 

1.3.2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 

生态服务功能评价参考谢高地等学者提出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13],以之分别对不同生态

系统的气体调节、水源涵养等生态功能进行评估(由于篇幅有限,未予以列出)。由于地类图斑数据的分类方式较当量表中的地类

更为精细,故计算前需进行地类转换,如表 2所示。 

1.3.3生态源地确定 

江苏省于 2013 年发布了《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基于国家及地方法规划定了包括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

林湿地公园等在内的 15种生态红线区域类型。本论文研究,选取上述生态红线区域为重要生态源地。此外,仅基于规划目录筛选

源地,可能会遗漏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自然保护地。因此,在规划目录以外,根据前述研究结果,在 ArcGIS中分别选取生态敏感性

与重要性均在江苏省前 5%的区域,作为对规划目录以外的生态源地补充。同时,根据侯鹏等有关自然保护区空间分布关系的论述,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者在空间上有一定的重合,但同时存在分布的差异[14]。 

表 2地类转换 

陆地生态系统 一级类 二级类 地类编码 

 园地 果园 021 

森林 
 有林地 031 

林地 灌木林地 032 

  其他林地 033 

  天然牧草地 041 

 草地 人工牧草地 042 

草地  其他草地 043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公园与绿地 087 

  水田 011 

 耕地 水浇地 012 

农田  旱地 013 

 
园地 

茶园 022 

 其他园地 023 

 水域及水利设施 沿海滩涂 115 

湿地 用地 内陆滩涂 116 

 其它土地 沼泽地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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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流水面 111 

  湖泊水面 112 

  水库水面 113 

水体 
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 
坑塘水面 114 

  沟渠 117 

  水工建筑用地 118 

  冰川及永久积雪 119 

低生态价值用地 其他 // 

 

根据地图学制图原理,人眼能分辨的图上两点间最小距离通常为 0.1mm[24],相关学者在实验模拟的基础上,将其最佳值定为

0.25～0.3mm[25]。经比例尺换算,本文以实际面积 0.9km2 作为源地斑块筛选阈值,将面积大于之的斑块作为生态源地,根据自然断

带法划分一级、二级、三级源地。 

1.3.4土地生态网络构建及重要性评价 

基于选取源地过构建土地生态网络。通过 ArcGIS10.3 软件、插件工具 Linkage Mapper for ArcGIS 10.x 构建一级生态廊

道,并以生成的 corridor中间过程数据作参考,划定二级、三级廊道。 

以源地(廊道)的添加或剔除反映其对景观连通度的贡献大小是评价生态源地(廊道)重要性的主流方法[3]。本文结合工具

Conefor Inputs for ArcGIS 10.x 和 Conefor Sensinode 2.6 软件,计算廊道添加前后可能连通性指数(Probability of 

Connectivity,PC)与连通性综合指数(Integral index of connectivity,IIC)的变化,即 dIIC 与 dPC,评价廊道在景观连通中的

重要程度。 

2 结果与分析 

2.1生态敏感性与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结果 

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中单一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不同地区对自然生态过程和人为干扰的敏感程度。如图 2,水体质量

退化低值区主要集中于苏锡常及南通等苏南水网密集的地区。该区域位于长江中下游,水网密布,但苏南与上海组成的经济贸易

体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对水域湿地的面积、质量等产生了较大的压力,致使苏南地区的水体环境质量整体偏低。土壤环境破坏低

值区集中于盐城、南京、无锡等地,与该区域某些重金属元素浓度均值高于环境本底值有关
[17～20]

;此外,西部地区地势较高、人为

扰动较大,水土流失敏感性整体高于东部。大气环境敏感低值区在江苏北部与南部均有分布。北部敏感区以徐州为核心,向宿迁、

连云港等市辐射减弱,其主要原因为徐州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相对较低,空气净化能力相对较弱,且山东临沂和枣庄的 PM2.5 排放水

平相对高于徐州,大气扩散可能是引起徐州 PM2.5浓度较高的原因之一。南部敏感区以苏锡常为核心,大气环境向外逐渐改善,虽然

其大气净化能力与细颗粒物排放控制均处于较高水平,但 NO2 排放量高于周边地区。生态用地减少低值区集中于淮阴、苏州、南

通,与较高的农田侵占率有关。建设用地胁迫方面,苏南地区道路密度更密集,而苏北建设用地占比及城市非渗透地表比例较高,

故连云港、扬州、镇江、南通等区呈现出城市主城区建设用地胁迫较高的点状分布特征。 

江苏省生态敏感性整体上呈南高北低的特点。无锡、苏州、常州、南通等地敏感度较高,体现了高度城市化背景下生态系统

在自然因子和人类干扰作用下的高度脆弱性,其境内的大型生态斑块应列为红线保护对象。相较之下,淮阴及徐州地区的水、土、

生态用地等要素条件趋于良好,生态敏感性较低。根据自然断带法将全省生态敏感性分值分为 5级,由低到高分别为:极敏感、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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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一般敏感、较不敏感、不敏感。其中,极敏感与敏感区行政村数量在全省占比为 26.79%,面积占比为 21.20%。 

生态服务功能评价中,高值集中于太湖、高邮湖、洪泽湖、长江入海口、沿海滩涂等水资源较丰富的地区附近(如图 3),生态

服务价值与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互相弥补的空间分布特点。根据自然断带法将全省生态服务功能分值分为 5级,由高到低分别为:

极重要、重要、较重要、一般重要、不显著。其中,极重要与重要区行政村数量在全省占比为 10.54%,面积占比为 10.07%,表明

从整体上来看,资源环境向社会经济系统输入有用物质和能量、接受和转化来自经济社会系统的废弃物,以及直接向人类社会成

员提供的服务较为有限,处于较低水平。 

2.2源地选取结果 

经统计,可供筛选源地斑块的行政村共 30455.32km2,该比例尺下可满足人眼分辨率要求的斑块临界面积约为 0.9km2,在参考

相关规划的基础上选取源地,如表 3 所示,以水域、湿地、农田为主要保护对象。由于斑块数量众多,不便直接划定红线,且不同

面积大小的生境在景观中的功能、结构等复杂程度不同,不宜直接根据所有源地一并构建廊道,故融合相邻源地后,经自然断带法

分为 5 类,选取面积较大的 3类作为一级源地,包括 31个大型斑块,约占总源地面积的 67.76%,以之为基础构建一级廊道;余下的

作为二级、三级源地。如图 3 所示,一级源地主要包括太湖、洪泽湖、高邮湖等,其中下游长江及沿海湿地等构成了两条狭长的

自然廊道。二级、三级源地以水田、林地为主,主要分布于中部及南部地区,北部相对较少。 

2.3土地生态网络构建结果 

江苏省域土地生态网络可由 31 个一级源地、175 个二级源地、1313 个三级源地和 61 条一级廊道、345 条二级廊道、3882

条三级廊道组成,面积为 23526.26km
2
,占全省总面积的 22.04%。其中,一级生态廊道以北部的宿迁和连云港、中部的淮阴和盐城、

南部的扬州和无锡等地连通最为密集(如图 5)。 

 

图 2 江苏省生态敏感性空间格局(a,b,c,d,e,f 分别代表水体质量退化、土壤环境破坏、大气环境敏感、生态用地减少、建

设用地胁迫和生态敏感性综合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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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江苏省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空间格局 

表 3源地面积统计 

源地类型 湿地 水域 农田 草地 森林 合计 

面积(km2) 3276.65 9170.62 5261.78 88.71 666.87 18464.63 

 

 

图 4源地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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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江苏省域土地生态网络 

2.3.1生态源地景观连通度评价结果 

采用 dIIC与 dPC指数,分别从二进制角度(连通与不连通)、可能性角度(连通的概率)分析景观的连通性,筛选评价结果位均

居前 10的源地及廊道。经两指标比选,居前 10的生态源地虽排序不同,但对象一致,包括长江、太湖、南通段沿海湿地、洪泽湖、

高邮湖(图中与邵伯湖斑块融合)、盐城南段沿海湿地、盐城北段沿海湿地、骆马湖、滆湖、白马湖。由此可见,一级源地中水域、

湿地重要度相对高于森林、草地等。 

如图 5,省域中部地区集中连片的农田斑块在网络中向东承盐城市沿海湿地,向西接高邮湖、白马湖等,但评价中景观连通性

仅位于 20名之后,与中小型斑块在景观中因地处关键区位而发挥重要连接作用的认识存在出入[7]。经分析,其可能的原因是:廊道

构建的阈值上限较小时,景观中各组分趋于分离,中小型斑块的连通性较低;随着阈值下限增大,中小斑块因连接途径不唯一弱化

了连接功能而不再重要。省域尺度下,阈值属后者,较小的农田斑块并非连通景观的唯一途径,故无法与大型水域、湿地等并论。 

2.3.2生态廊道景观连通度评价结果 

廊道评价中,经筛选后共计 7 条均位于两指标评价结果前 10(见表 4)。长江是沟通东部沿海湿地与内部湖泊的关键渠道,以

长江为初始/目标源地的廊道共 3条,以“长江-高邮湖”、“长江-南通段沿海湿地”两段最为重要,而二者在地理位置上距离较

近,构建和维护廊道的成本相对较低,属于主要依托自然资源建设的廊道。此外,南通段沿海湿地在连通盐城段湿地和联系周边森

林公园、农田方面意义重大。诸多廊道中,“太湖-长江”段廊道的 dIIC值居第 1,dPC值仅为第 8,表明土地生态网络中建立太湖

与长江间廊道可显著提高整体连通度,但由于需建廊道达 56.78km,较远的距离致使可能连通性较于其他路径更低,故该段廊道的

构建和维护主要依托于人为管理,属人造廊道,成本相对较高。 

表 4一级廊道(部分)景观连通性评价 

初始源地 目标源地 廊道长度(km) dIIC排序 dPC排序 

太湖 长江 56.78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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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湖(含邵伯湖) 长江 0.10 2 1 

高邮湖(含邵伯湖) 洪泽湖 0.10 3 5 

南通段沿海湿地 长江 0.10 4 2 

南通段沿海湿地 南通段农田及滨海森林公园 0.20 5 7 

南通段沿海湿地 盐城南段沿海湿地 0.88 6 3 

盐城南段沿海湿地 盐城北段沿海湿地 0.20 7 4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江苏省为研究区,通过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评价,利用 GIS空间分析技术识别生态源地,并利用景观连通

度构建生态廊道。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江苏省域土地生态网络中一级生态源地主要由江、湖、水域湿地构成,二级、三级源地以水田、水浇地为主。 

(2)长江、太湖、南通段沿海湿地、洪泽湖、高邮湖、盐城南段沿海湿地、盐城北段沿海湿地、骆马湖、滆湖、白马湖是省

域内最主要的生态源地,连通度综合指数(dIIC)在 1519个生态源地中居前 10名,对全域土地生态连通起重要作用。“长江-高邮

湖”、“长江-南通段沿海湿地”两段自然廊道在维持全局景观连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划分自然廊道与人工廊道可以较好

地为土地生态建设提供参考。 

(3)土地生态敏感性、重要性评价结果是生态源地选取确定的重要基础和依据,据此并结合生态廊道构建能较好地实现省域

土地生态网络的规划。 

本研究从土地角度出发,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进行定量计算,筛选出具有较高生态服务价值和较高敏感性的土地斑块。此外,运

用 GIS技术和景观生态学相关原理,考虑土地斑块在景观格局中的连通性作用,构建土地生态网络,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续

性。通过斑块尺度进行评价和生态网络构建,能够精确地划分出土地生态管控红线的范围,实现生态用地的合理布局,约束各项建

设活动,精细化的进行生态用地的保护,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和谐发展。 

本文参考已有的《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等研究成果,利用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和生态敏感性评价方法识别江

苏省内生态源地,确定江苏省生态源地面积为 23526.26km2,占全省面积的 22.04%;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态网络并对廊道连通性进行

评价。但是受研究理论、方法和数据所限,仅考虑水体质量退化、土壤环境破坏、大气环境和生态用地减少对生态敏感性的影响,

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敏感性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在本文结果基础上,如何在生态敏感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基础上,进一步精准识别应纳入生态保护的源地,需

广泛借鉴其他相关成果。以农田为例,农田可供给食物,维持相对适宜的生存环境,但农业生产规模、作物种类、管理措施等因素

均会对其在景观中的踏脚石等作用产生影响,参考相关研究有助于明晰农田的景观价值,提升生态网络构建的科学性。土地是自

然-经济-社会的综合体,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具有不同的自然及经济价值,一旦划入受保护的生态用地后,其社会、经济效应将十分

复杂,因此,如何在维持土地生态安全格局的前提下,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仍需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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