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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聚焦滤波的林业专题地图制图综合方法

陈春祥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云南 昆明 650051)

摘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成果总是以连续的面状图斑呈现。 当大比例尺二类调查成果图缩编

为更小比例尺地图时,常常需要制图综合。 如何在制图综合时既要简化多边形边界,又要保持各类

型林相面积和位置的相对不变,是林业专题制图的一个难题。 经大量实验发现,将实施制图综合的

连续面状图斑要素从矢量格式转换为栅格格式,经 Focal 滤波器以 Majority 方式滤波处理后,再将

滤波后结果从栅格数据转换为矢量数据,可较好地实现森林资源专题连续面状要素信息的制图综

合。 以云南省某地一个 1 万
 

hm2 的实验区为例,使用该方法将 1 ∶ 2. 5 万的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

图缩编为 1 ∶ 25 万。 结果表明,缩编后,多边形边界简化,目视效果较好,各类型林相面积变化绝对

值平均为 0. 2%,位置精确度平均值为 94. 68%。 此方法已应用于云南森林资源状况图集相关专题

图等的生产实践。
关键词:林业专题地图;制图综合;连续面状图斑;地图缩编;Focal 滤波器;位置精确度

中图分类号:S758.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168(2024)01-0001-07
引文格式:陈春祥 . 基于聚焦滤波的林业专题地图制图综合方法[J]. 林业调查规划,2024,49(1):1-7.

doi:10. 3969 / j. issn. 1671-3168. 2024. 01. 001
CHEN

 

Chunxiang. Cartographic
 

Generalization
 

Approach
 

of
 

Forestry
 

Thematic
 

Mapping
 

Based
 

on
 

Focal
 

Filtering[J].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2024,49(1):1-7. doi:10. 3969 / j. issn. 1671-3168. 2024. 01. 001

Cartographic
 

Generalization
 

Approach
 

of
 

Forestry
 

Thematic
 

Mapping
 

Based
 

on
 

Focal
 

Filtering

CHEN
 

Chunxiang
(Yunnan

 

Institute
 

of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Kunming
 

650051,
 

China)

Abstract:
 

The
 

results
 

of
 

forest
 

resources
 

planning
 

and
 

design
 

survey
 

are
 

always
 

presented
 

in
 

continuous
 

planar
 

patches.
 

When
 

the
 

large-scale
 

result
 

map
 

is
 

reduced
 

to
 

the
 

smaller-scale
 

map,
 

cartographic
 

gen-
eralization

 

is
 

often
 

required.
 

How
 

to
 

simplify
 

the
 

polygon
 

boundary
 

and
 

keep
 

the
 

area
 

and
 

position
 

of
 

vari-
ous

 

objects
 

relatively
 

unchanged
 

during
 

cartography
 

generalization
 

is
 

still
 

a
 

challenge.
 

A
 

large
 

number
 

of
 

experiments
 

found
 

that
 

the
 

continuous
 

planar
 

patches
 

was
 

converted
 

from
 

vector
 

format
 

to
 

raster
 

format,
 

then
 

the
 

focal
 

majority
 

filter
 

was
 

performed
 

on
 

the
 

raster
 

data
 

in
 

Majority
 

manner
 

to
 

convert
 

the
 

filtered
 

raster
 

data
 

to
 

vector
 

format
 

for
 

thematic
 

mapping,
 

which
 

could
 

effectively
 

achieve
 

cartographic
 

generaliza-
tion

 

of
 

forest
 

resource
 

thematic
 

continuous
 

planar
 

feature
 

information.
 

This
 

approach
 

was
 

used
 

to
 

reduce
 

the
 

1 ∶ 25 000
 

forest
 

inventory
 

map
 

to
 

a
 

1 ∶ 250 000
 

map
 

over
 

the
 

10 000 hm2
 

study
 

area
 

in
 

Yunn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reduction,
 

the
 

polygonal
 

boundaries
 

were
 

simplified,
 

and
 

the
 

visual
 

effect
 

was
 

收稿日期:2022-07-04;修回日期:2023-04-18.
第一作者:陈春祥(1975-),男,云南弥渡人,高级工程师 . 主要从事 3S 技术在林业调查规划中的应用研究及林业信息化建设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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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The
 

average
 

absolute
 

area
 

change
 

of
 

each
 

land
 

use
 

type
 

was
 

0. 2%,
 

and
 

the
 

average
 

positional
 

ac-
curacy

 

was
 

94. 68%.
 

This
 

approach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of
 

relevant
 

thematic
 

maps
 

of
 

Yunnan
 

forest
 

resources
 

atlas.
Key

 

words: forestry
 

thematic
 

mapping;
 

cartographic
 

generalization;
 

continuous
 

planar
 

patches;
 

map
 

generalization;
 

Focal
 

filter;
 

positional
 

accuracy

　 　 近 20 年以来,云南省先后开展了两轮全省县级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简称“二类调查”)。 调查

以 1 ∶ 2. 5 万或 1 ∶ 1 万比例尺遥感影像图为工作底

图,采用 GIS 技术,建成了大比例尺森林资源空间数

据库,为各项林草发展规划、森林资源保护、公益林

建设、“一张图”建设等工作提供了基础。
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是林业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

作,其成果是科学经营和管理森林资源的重要依

据[1] ,也是生产小尺度林业地图的主要依据[2] 。 县

级森林资源调查成果形成了大量数字化的林业专题

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3] 成果资料,记载了森林资源

状态、分布结构,是地理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

无重叠、无缝隙、全覆盖的分布特点[4] ,在空间数据

上表现为连续的面状( polygon) 图斑。 基于数字化

的县级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生产多种小比例尺的

空间数据,不仅成为林草信息化建设重要的基础数

据来源,也是编制各种小比例尺林业专题地图(如

森林分布图、森林资源状况图等)最直接、最主要的

数据,因此,如何生产满足要求的多尺度林草地理空

间数据已成为当前应用日常之需和一项非常重要的

工作。
在全省二类调查成果空间数据编制云南森林资

源状况图集(以下简称《图集》)过程中,为制作专题

图需获取不同比例尺森林资源面状要素,尝试采取

GIS 方法去实现。 GIS 作为当前表达空间数据最佳

手段,开展基于大比例尺二类调查成果缩编小比例

尺地图,实质就是开展 GIS 技术支持下的多尺度地

理空间数据生产,属于地图制图综合范畴。 地图制

图综合因其复杂性和求解的困难性,无论过去、现在

或将来,都是现代地图学中最具挑战性和创新性的

研究领域[5] 。 因此,如何充分利用二类调查得到的

森林资源数据聚合(即综合)生成多种小比例尺尺

度下的林业地图是当前林业制图领域和森林资源数

字化管理中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2,6] 。
从 1 ∶ 2. 5 万比例尺尺度下的二类调查结果连

续图斑提取更小比例尺森林资源专题制图要素,获
取《图集》各专题图森林资源面状要素时,需要解决

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需要将现有 40 余项调查因

子进行分级组合,合并形成最终的制图用林相类型,
这个过程实际上完成了制图综合概念上的语义综

合。 这个问题根据《图集》技术方案的林相类型综

合条件,通过属性查询、筛选、赋值来解决;二是需要

对语义综合结果图形边界进行综合,完成制图综合

概念上的图形综合[7] 。 这个问题从实现过程上可

分为两个具体步聚,首先,基于语义综合结果,对原

始最细图斑进行融合,完成对类型相同且相邻的图

形进行合并,图形融合(dissolve)属于制图综合内容

的一个部分,目前大多采用 GIS 软件来实现;其次,
合并后的图形边界仍保持原始形状,且不因尺度改

变(如缩小)而改变,当成图比例尺大幅减小时,原
本细节十分详细且丰富的图形边界因缩小而变得有

“褶皱”,细长型多边形缩小后显示为一条“线”且不

因比例尺的不断缩小而消失,相离较近的多个同类

别图形(以下简称“临近同类图形”)在显示时不会

因缩小而聚合成一个图形等,如不对因比例尺缩小

表示的图形进行边界化简、合并、聚合等制图进行综

合操作,最终《图集》在视觉上将会不美观,也不利于

使用,易读性差。 因此,需要根据《图集》各专题图不

同的比例尺(多尺度)对融合后图形边界实施制图综

合处理,同时,每一图幅上专题要素综合后要保持自

身的合理性。 当前,实现这一步骤对林业技术人员

来说仍然无现成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可以借鉴[2,8] 。
在《图集》编制中,经大量试验发现,采用聚焦

滤波的方法能实现从大比例尺变换到小比例尺过程

中需要完成的制图综合,即实现了小图斑的删除

(实则为合并到相邻大面积图斑)、相邻同类别图斑

的合并、临近同类图斑的聚合、细长图斑但并非小面

积图斑的删除(实则为图斑切分为多个部分后又合

并到各自相邻大面积图班中)、相邻图斑公共边“褶

皱”的平滑等连续面状图斑的制图综合,有效解决

了基于县级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成果图斑生产多种不

同小比例尺(多尺度)专题空间要素存在的问题。

1 研究区域概况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位于东经 97°31′ ~
106°11′,北纬 21°08′ ~ 29°15′。 为多山省份,山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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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占总面积的 84. 0%,高原面积占 9. 9%,盆地面积占

6. 1%。 下辖 16 个州(市),共设县级行政单位 129
个。 全省森林资源丰富,呈现滇西北、滇南多,滇中、
滇东及滇东北少,森林植被类型多、树种组成复杂等

特点[9] 。 全省二类调查区划小班数量多达数百万个。
为了便于对该方法作系统阐述,从拼接的全省

1 ∶ 2. 5 万比例尺尺度下的县级二类调查小班数据

成果中随机裁切了 10 km×10 km 的数据范围作为实

验区域,总面积 1 万 hm2。 裁切得到的空间数据已

包含有二类调查小班 40 余项属性因子。 实验过程

与《图集》中各专题图制图要素生产完全相同。 专

题图制作采用质底法,语义综合后为 8 个林相类型,每
一类均由地类、优势树种和龄组组合而得,开始图形综

合前,实验区图斑属性只保留了 8 个林相类型,各类型

通过属性表中的 Color_id 字段记录(表 1)。

表 1　 Color_id 值与林相类型对应表

Tab. 1　 Color_id
 

value
 

and
 

forest
 

type
 

table

林相类型 Color_id 值 林相类型 Color_id 值

针叶林 10 经济林 50

阔叶林 20 竹林　 60

针阔混 30 无林地 70

灌木林 40 非林地 80

2 研究方法

实验中采用的 GIS 数据处理工具为 ArcGIS 软

件。 GIS 环境下数字地图有两种存储格式,一种是

矢量结构格式,一种是栅格结构格式。 两种结构数

据均能同时确准地描述地理空间实体,但由于两种

结构的差异,导致数字地图制图综合时会有不同的

综合方法,或者说当基于矢量数据进行制图综合困

难时,可采用基于栅格数据进行制图综合,反之,当
基于栅格数据制图综合困难时,可采用基于矢量数

据实施综合。
2. 1 Focal 滤波器应用于制图综合的理论依据

2. 1. 1 Focal 滤波器介绍

Focal 滤波器属于统计滤波,是对移动窗口内的

各像元值作数学上的统计(最小值 minimum、最大值

maximum、众数 majority、少数 minority、中值 median、
平均值 mean、标准差 std、总和 sum、范围 range、变异

度 variety),来确定移动窗口中心输出像元值。 本实

验中的统计方式采用移动窗口内出现值最多(众

数)的值作为输出像元值。

2. 1. 2 Focal 滤波器滤波实现过程

采用 Focal 滤波器实施制图综合实现过程图解

(以 7×7 窗口为例)。
1)在图 1 中,移动窗口内存在两种森林分布图

林相类型填色值 “ 10” 和 “ 20”, “ 10” 共有 18 个,
“20”共有 31 个,经采用 majority(众数)统计后,则
移动窗口中心输出像元值为优势值“20”,代替原始

图上的值“10”,在原始图上中心像元“10”从图形的

角度来看表现为“尖角”,在输出的图上变为“20”
后,图形表现为去除“尖角”,达到平滑的效果。

图 1　 Focal 滤波器滤波过程图示 1
Fig. 1　 Process

 

of
 

Focal
 

filter
 

1

　 　 2)在图 2 中,浅灰色区域是面积较大的地类 A,
深灰色区域是零星分布但较集中的地类 B,在图中

的移动窗口内,A 地类有 16 个像元,B 地类有 33 个

像元,经移动窗口滤波后中心输出的地类变为 B,代
替了原始的 A 地类,达到了聚合 B 地类的效果。

图 2　 Focal 滤波器滤波过程图示 2
Fig. 2　 Process

 

of
 

Focal
 

fil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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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图 3 中,在大片浅灰色地类 A 中,有一小

块深灰色区域 B 地类,移动窗口中心在 B 地类的任

意像元上,移动窗口内的优势地类为 A,经过滤波

后,移动窗口中心位置输出的像元值均变为 A 地

类,达到了删除小面积 B 地类的效果(即地类 B 并

入大面积地类 A 中)。

图 3　 Focal 滤波器滤波过程图示 3
Fig. 3　 Process

 

of
 

Focal
 

filter
 

3

　 　 通过图解方式分析得知,从理论上证明了 Focal
滤波器可应用于制图综合。
2. 2 实验

2. 2. 1 技术路线

经反复测试后,确定实验技术路线如图 4 所示。
技术路线流程中几个关键点:
1)矢量转栅格图像时,将 Color_id 值指定为输

出的栅格像元值大小。
2)采用 Focal 滤波器对栅格图像滤波时的数学

统计方式为众数(majority)。
3)滤波生成的栅格图像转为多边形矢量( poly-

gon)时,矢量多边形要素的属性值指定为像元值,即
为 Color_id 值,这一步骤确保综合后各要素属性并

未丢失,且属性值的种类与综合前种类保持一致。
4)综合产生的矢量要素图层(中间结果),要实

施去除面积小于最小上图面积的图斑操作,这个过

程可能要连续多次,以防止面积较小的图斑存在嵌

套情况,如果只采取 1 次去除操作,达不到彻底消除

的目标。
2. 2. 2 矢量转栅格

采用 Focal 滤波方法进行连续图斑制图综合处

图 4　 实验技术路线

Fig. 4　 Flow
 

chart
 

of
 

experiment

理时,首先须将矢量格式的图斑空间数据转为栅格

图像格式,再对栅格图像数据应用 Focal 滤波器进

行滤波处理。 矢量转栅格时需要确定栅格的分辨率

大小。 当栅格分辨率设置过低(即像元大小过大)
时,一方面会带来信息量丢失太多,造成失真,同时

由于分辨率过低,每个像元表示着较大的范围,当从

栅格反转为矢量时,矢量会出现“锯齿”现象,最终

成果图也不美观;另一方面,在分辨率过低情况下,
实施 Focal 滤波处理时,移动窗口过大,造成综合过

度,移动窗口过小,综合效果不佳,还易产生新的小

多边形;当栅格分辨率过高时,栅格文件过大,耗费

电脑硬件资源、增加运算时间,同时滤波时还须选择

较大移动窗口的滤波器才满足甚至达到综合的效

果。 实验中发现,滤波器窗口的大小与制图综合结

果要达到的效果存在着联系,也与矢量转栅格图像

时设定的分辨率有关系。 栅格分辨率高则滤波窗口

要大,分辨率低则滤波窗口要小。 在生产过程中,如
何确定栅格的分辨率以及基于确定的分辨率要采用

多大的滤波窗口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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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定转栅格图像时的分辨率大小这一关系,
在研究中发现,有文献[10] 记载有“数字正射影像图

的地面分辨率在一般情况下应不大于 0. 000 1M图

(M图为成图比例尺分母)”的技术规范和要求,依此

规定开展了大量实验,发现此规定适用于矢量转栅

格图像时分辨率大小的确定,即当《图集》中的森林

资源专题图比例尺为 1 ∶ 25 万时,则矢量转栅格分

辨率确定为 25 m。 同时,将林相类型 Color_id 值指

定为栅格图像的像元值,本实验中,即为 10、20、30、
40、50、60、70、80。
2. 2. 3 Focal 滤波器窗口大小的确定

经大量实验测试,在基于对成图比例尺分母

0. 000 1 倍的数值为分辨率大小的栅格图像滤波时,
移动窗口大小选择 7×7,综合结果效果最佳。 评估

过程不在此文阐述范围,在此不再详述。

3 结果与分析

对 10 km×10 km 实验区数据按上述研究技术路

线制图综合处理后,对产生的综合结果从视觉、面积

和位置精确度 3 个方面进行评估。
3. 1 综合前后视觉感观上的效果评估

实验区综合前、综合后图斑数的变化及视觉感

知对比见图 5,区域放大后的综合前、综合后情况对

比见图 6。
从图 5、图 6 中可以看出:综合后的形状符合现

实地物由近至远的视觉观察结果,要素数量大幅减

少,小图斑被合并,狭长地物也被归并,边界变得平

滑,保留下来的图斑在位置上和整体形状上未发生

改变。
3. 2 综合前后面积变化分析

制图综合质量高低可用缩编结构相似度指数来

衡量[11] ,反映了综合过程对综合前后各林相类型结

构变化的影响,与综合前后各林相类型变化及其各

林相类型面积统计结果密切相关,可通过综合前后

面积变化统计表来对比反映(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综合后,各林相类型总面积占

比与综合前基本保持一致;总面积较综合前增加了

0. 6 hm2,说明综合过程中,实验区边界未发生明显

变化,缩编后整体结构相似度极高;各林相类型面积

变化绝对值之和为 161. 0 hm2,变化最大的为针叶

林,达 72. 2 hm2,但变化率仅占总面积的 0. 71%,说
明整个结构变化极小;综合前无灌木林地,综合后也

未产生灌木林地,说明综合过程未产生新的类型,符

图 5　 实验区综合前、综合后图斑数的变化及

视觉感知对比

Fig. 5　 Patches
 

change
 

and
 

visu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original
 

thematic
 

map
 

and
 

the
 

generalized
 

map

合综合逻辑;竹林占实验区面积最小,综合后面积缩

小了 3. 0 hm2,变化率仅占总面积的 0. 03%,说明综

合过程对劣势类型同样有作用,但并未因整个类型

面积占比小而被整体给合并了,占比小的林相类型

在综合后仍被保存下来;综合前后各林相类型面积

变化绝对值平均为 0. 2%,单个林相类型面积变化

率最大的是经济林,最小的是其他林地,分别为

0. 75%和 0. 01%,而林相类型最大的面积为针对林,
说明综合过程中综合程度并非与面积大小成比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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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两局部区域放大的综合前(填色表示)、
综合后(线条表示)情况对比

Fig. 6　 Two
 

local
 

enlarged
 

areas
 

before
 

(coloring
 

display)
 

and
 

after
 

( line
 

display)
 

generalization

系;其他非林地综合前面积为 2 527. 3 hm2,面积较

大,但面积变化率仅为 0. 02%,说明综合过程中并

未出现占优势的类型因面积大而不断地得以扩张的

表 2　 综合前后各林相类型面积变化

Tab. 2　 Area
 

changes
 

of
 

each
 

forest
 

type
 

after
 

cartographic
 

generalization

林相类型

综合前

面积

/ hm2
 

占比
/ %

综合后

面积

/ hm2
占比
/ %

综合
前后
面积
变化

/ hm2

综合前
后面积
占比差
绝对值

/ %

针叶林　 3692. 4 36. 93 3764. 6 37. 64 72. 2 0. 71

阔叶林　 358. 6 3. 59 359. 2 3. 59 0. 6 0

针阔混　 521. 5 5. 21 528. 6 5. 29 7. 1 0. 08

灌木林地 0 0 0 0 0 0

竹林　 　 12. 5 0. 13 9. 5 0. 10 -3. 0 0. 03

经济林　 1628. 3 16. 29 1553. 3 15. 54 -75. 0 0. 75

其他林地 1257. 2 12. 57 1258. 1 12. 58 0. 9 0. 01

其他非林
地　 　 　

2527. 3 25. 28 2525. 1 25. 26 -2. 2 0. 02

合计　 　 9997. 8 100. 00 9998. 4 100. 00 0. 6 0. 20

情况,综合过程是依各林相类型分布情况、边界“褶

皱”情况等进行的合并(删除)、聚合、化简等,综合

结果合理,缩编综合质量高。
3. 3 综合前后位置精确度分析

制图综合质量高低也可用缩编布局相似度指数

来衡量[11] ,反映的是研究区域范围内综合过程中未

发生林相类型变化的图斑与缩编前相应林相类型的

图斑在布局上的相似程度,与综合前后各林相类型

变化及相应面积相互转化情况密切相关,可通过综

合前后面积交叉表直观反映。
表 3 为综合前后各林相类型面积交叉表。 表中

第 1 列代表综合前的各林相类型面积,第 1 行代表

综合后的各林相类型面积。

表 3　 综合后位置精确度按面积统计

Tab. 3　 Positional
 

accuracy
 

of
 

each
 

forest
 

type
 

after
 

cartographic
 

generalization hm2 　

林相类型 针叶林 阔叶林 针阔混 灌木林 竹林 经济林 其他林地 非林地 合计 位置精确度 / %

针叶林 3542. 3 3. 3 2. 1 0 0 76. 4 16. 0 52. 3 3692. 4 95. 93

阔叶林 3. 7 338. 1 1. 1 0 0 4. 9 2. 0 8. 8 358. 6 94. 28

针阔混 2. 3 1. 1 506. 5 0 4. 0 0. 1 7. 5 0 521. 5 97. 12

灌木林 0 0 0 0 0 0 0 0 0 100. 00

竹林 0 0 0 0 9. 0 3. 5 12. 5 72. 00

经济林 132. 1 9. 4 9. 8 0 1440. 3 26. 8 9. 9 1628. 3 88. 45

其他林地 22. 2 2. 3 5. 0 0 17. 6 1198. 1 12. 0 1257. 2 95. 30

其他非林地 62. 1 5. 1 10. 0 0 0. 4 7. 5 10. 6 2431. 6 2527. 3 9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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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综合后 8 种林相类型位置

精度在 90%以上的有 6 种,有 5 种林相类型在 95%以

上,各林相类型位置精确度加权平均值为 94. 68%,
说明综合后整体类型与综合前保持了空间位置上的

高度一致,并未因综合而使空间要素发生位置上的

系统性偏差。 竹林位置精度最低,仅为 72. 0%,主
要原因是竹林面积小且边界较弯曲,综合后虽然只

有极少部分要素被合并到周边类型中,但由于整体

面积较小,计算占比时作为分母也就小,尽管被归并

到周边类型的面积很小,但其作为分子少许变化对

结果影响较大,降低了位置精度。
通过对实验区数据制图综合前后情况进行对比

分析,证明此方法可应用于连续面状森林资源图斑

要素的制图综合。

4 结论与讨论

栅格专题图像经过 Focal 滤波器滤波后,达到

了制图综合过程中要实现的删除、合并、边界平滑等

目的。 为实现生产小比例尺度下制图要素,将综合

对象通过从矢量格式转换为栅格格式再实施制图综

合处理,化解了复杂的、非线性的综合过程,利用对

数据结构简单的栅格数据进行概括、简化操作等制

图综合操作过程较为容易的特点,有效解决了矢量

数据在综合中因空间拓扑关系复杂造成的难以解决

的技术难题,对综合后专题栅格图像再转为矢量,达
到较好的制图综合效果。 把实验总结出的方法全面

应用于云南省森资源状况图集不同小比例尺专题图

的生产中,最终制作的图集不仅美观,而且质量达到

了设定的目标要求。
数字环境下计算机地图综合是一件极其富有挑

战性的工作[12] 。 本文阐述运用 Focal 滤波器实现林

业专题地图制图综合的方法,从理论、实验和生产 3
个方面得到了印证,在生产中具有较好的实用性。
实验中关于矢量格式转换为栅格格式分辨率的设置

直接参考了“数字正射影像图的地面分辨率在一般

情况下应不大于 0. 000 1M图”的技术规范和要求,基

于此分辨率下滤波窗口采取了 7×7 的大小,综合过

程视每一林相类型的重要性相同,而忽略了重要对

象因图形面积非常小也被合并而未被保留下来的方

面。 在后续研究中可进一步对设定矢量转栅格分辨

率大小设为多大为更佳、与之对应的滤波窗口应设

为多大,以及分辨率、窗口大小与制图综合成图比例

尺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加以研究探索,力争将这种

内在关系数量化或公式化,并探究不同权重各林相

类型的制图综合方法。

参考文献:

[1] 云南省林业厅 . 云南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操作细

则(试行)[Z]. 2004.
[2] 张超 . 基于二类调查数据的林业地图制图综合技术研

究[J]. 林业调查规划,2010,8(4):6-10.
[3] 石军南,刘恩林,罗鹏 . 基于 GIS 的森林分布图的制图

综合[J]. 中南林学院学报,2005,25(6):124-127.
[4] 李闯 . 基于语义优先的多尺度土地利用图斑综合与质

量评价[D]. 沈阳:辽宁师范大学,2016.
[5] 武芳,巩现勇,杜佳威 . 地图制图综合回顾与前望[ J] .

测绘学报,2017,46(10):1646-1664.
[6] 罗鹏 . 森林资源分布图自动综合技术研究[ D]. 长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07.
[7] 王留召,梁有,米振通 . 地图自动综合的现状及发展[J].

中州煤炭,2001,114(6):15-16.
[8] 王家耀,成毅 . 空间数据的多尺度特征与自动综合[J].

 

海洋测绘,2004,24(4):1-3.
 

[9] 云南省林业厅 . 云南省森林资源调查报告[ R].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2016.

[10]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测绘出

版社 . 测绘综合能力[M]. 北京:测绘出版社,2016.
[11] 石志宽,汤国安 .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缩编的质量评价

方法[J]. 地理研究,2011,30(2):233-241.
[12] 艾廷华,郭宝辰,黄亚峰 . 1 ∶ 5 万地图数据库的计算机

综合缩编[J].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05,30
(4):298-300.

 

责任编辑: 许易琦

·7·第 1 期



第 49 卷 第 1 期
2024 年 1 月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Vol. 49　 No. 1

Jan.
 

2024

doi:10. 3969 / j. issn. 1671-3168. 2024. 01. 002

基于规则面向对象分类法的贵州省山区火烧迹地提取

刘
 

芸1,廖
 

瑶1,李慧璇1,杨
 

娟1,王
 

伟2

(1.
 

贵州省生态气象和卫星遥感中心,贵州 贵阳 550002;
 

2.
 

贵州省特种水产工程技术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基于国产高分一号卫星宽幅(WFV)影像,对贵州省复杂地形山区火烧迹地的光谱特征、形状

特征、纹理特征等进行了分析,建立了火烧迹地提取规则,完成了研究区基于规则面向对象的火烧

迹地提取。 利用高分二号卫星 1 m 分辨率影像对提取结果进行精度验证。 结果表明,基于规则面

向对象分类法的 GF1WFV 火烧迹地提取总体精度为 92. 67%,总 Kappa 系数为 0. 89,能较好地完成

研究区的火烧迹地分类提取,分类质量达到极好水平,为贵州省山区火烧迹地提取提供了一定的参

考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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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生态系统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对维持地球生态平衡、全球气候变化、水土保持、
污染防治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森林火灾是破

坏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干扰因素,火烧迹地为森林

被林火烧毁后未能生长出新林的土地类型。 火烧迹

地的监测对森林火灾的定位、过火区面积及森林植

被恢复情况监测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的火烧迹地监测主要是通过地面调查的手

段来实现。 但由于过火区大都在地势陡峭、交通不

便的森林深处,依靠地面调查不仅费时费力费财,而
且存在监测不及时和漏监测的情况。 而卫星遥感具

有覆盖范围广、时间和空间分辨率高、能实现连续多

点观测等特点,逐渐被国内外用于火烧迹地的提取

和监测。 Gitas 等基于 NOAA-AVHRR 卫星数据,采
用面向对象分类法实现了对大范围火烧迹地的提

取[1] ;Giglio 等基于不同分辨率的 MODIS 卫星影

像,采用阈值条件分类法,实现了全球火烧迹地提

取[2] ;祖笑锋等采用决策树方法,研究了高分卫星

火烧迹地提取[3] ;李莹等基于 Sentinel-2 卫星融合

红边波段,研究了火烧迹地的提取方法[4] 。 现有的

火烧迹地提取主要集中在基于遥感光谱指数的计

算,但基于高分卫星数据利用面向对象分类法识别

火烧迹地方面的研究比较少。
高分一号卫星 WFV 传感器具有较大的幅宽和

较短的重访周期,非常适合提取较大范围的火烧迹

地。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森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

良,但层峦叠嶂的山体在卫星影像上极容易出现阴

影,给火烧迹地的提取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因此,构
建基于高分卫星的贵州省复杂地形的火烧迹地提取

规则,对火烧迹地的提取以及森林资源的监测等均

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区与卫星影像资料

1. 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县和普安县交

界处,该地区于 2019 年 2 月 6 日发生了面积较大的

森林火灾。
1. 2 卫星影像资料

选择 2019 年 2 月 8 日 GF1 号 16 m 分辨率卫星

影像资料作为灾后影像数据源,选择 2019 年 3 月 3
日 GF2 号 2 m 分辨率卫星影像资料作为精度验证

底图。 利用 ENVI 软件分别对两景影像进行辐射定

标、大气校正、RPC 正射校正、影像融合等预处理。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 GF1 假彩色影像如图 1。

图 1　 研究区地理位置及 GF1 假彩色影像

Fig. 1　 Location
 

and
 

GF1
 

false
 

color
 

images
 

of
 

the
 

research
 

area

2 研究方法

2. 1 影像分割

采用 eCognition 多尺度分割算法[5-6] 对影像进

行分割。 经对比,最佳分割参数设置如下:分割尺

度:50,形状参数:0. 1,紧致度参数:0. 6。 在该分割

参数下,能够较为完整地保留火烧迹地的整体性和

周边地物特征。
2. 2 分类特征分析与选择

2. 2. 1 光谱特征

光谱特征是分类提取的最基本特征,能够最直

观体现各地物的特点。 根据外业调查和 GF2 号影

像目视解译,将研究区的地物分为植被、火烧迹地、
建设用地、裸地、阴影几个地物类型。 选取不同地物

类型样本,并统计其光谱特征(图 2)。
1)均值

从图 2 中分析得知,火烧迹地在红波段高于山

体阴影,在近红外波段的反射率明显低于植被、建设

用地以及裸地。 因此,选取红波段及近红外波段的

均值作为分类特征。
2)光谱指数

归一化植被指数[7] (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
tation

 

index,NDVI)公式为:

NDVI =
ρNir - ρRed

ρNir + ρR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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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光谱特征曲线

Fig. 2　 Spectral
 

characteristic
 

curve

　 　 增强型植被指数[8] ( 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
EVI)公式为:

EVI = 2. 5
ρNir - ρRed

ρNir + 6ρRed + 7. 5ρBlue + 1
(2)

归一化水体指数[9] ( n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index,NDWI)公式为:

NDWI =
ρGreen - ρRed

ρGreen + ρRed
(3)

过火区识别指数[10] (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
tation

 

index,BAI)公式为:

BAI = 1
(0. 1 - ρRed) 2 + (0. 06 - ρNir) 2 (4)

式中:ρRed、
 

ρGreen、
 

ρBlue、
 

ρNir 分别为红波段、绿波段、
蓝波段、近红外波段的反射率。
2. 2. 2 纹理特征

纹理特征是影像在空间上的重复变化和排列规

则的体现[11] 。 选择灰度共生矩阵( GLCM) 的同质

性(homogeneity)在 0°方向上特征和对比度(contrast)
在 0°方向上特征作为分类特征。
2. 2. 3 几何特征

选择面积和长宽比作为火烧迹地分类特征,用
以剔除一些小图斑和干扰因子。

3 火烧迹地提取

3. 1 基于规则面向对象分类法的火烧迹地分类提取

基于以上选择的分类特征,建立火烧迹地分类

规则集如表 1,设定规则集阈值并完成火烧迹地分

类提取,结果如图 3。

表 1　 火烧迹地分类提取规则集

Tab. 1　 Class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rule
 

set
 

of
 

burned
 

land

特征 属性 参数

光谱特征 波段值 Band3、Band4

光谱指数 NDVI

EVI

NDWI

BAI

纹理特征 灰度共生矩阵 同质性(GLCM
 

homogeneity)

对比度(GLCM
 

contrast)

几何特征 范围特征 长宽比

面积

图 3　 基于规则面向对象分类法的火烧迹地分类提取结果

Fig. 3　 Class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results
 

of
 

burned
 

land
 

with
 

rule-based
 

object-oriented
 

classification

3. 2 分类结果精度评价

利用 GF2 号 1 m 分辨率卫星影像作为参考,通
过目视解译随机选取样本点,利用混淆矩阵法对分

类结果进行精度验证,分类结果精度评价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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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分类结果精度评价

Tab. 2　 Evaluation
 

of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地类　 　 用户精度 / % 生产者精度 / % Kappa 系数

火烧迹地 88. 67 96. 38 0. 87

其他　 　 96. 67 89. 51 0. 97

　 　 由表 2 可以看出,基于规则面向对象分类方法

能够很好地将火烧迹地提取出来,火烧迹地提取生

产者精度为 96. 38%,用户精度为 88. 67%,分类总

体精度达 92. 67%,总 Kappa 系数为 0. 89,分类质量

达极好水平。

4 结论与讨论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森林资源丰富,地形复杂,
层峦叠嶂的高山在卫星影像上极易出现山体阴影,
增加了火烧迹地的提取难度,且贵州省气候复杂,常
年云量非常大,可用卫星数据较少。 因此,采用幅宽

大、重访周期短、分辨率相对较高的高分一号 WFV
卫星影像作为数据源,结合最佳分割参数,构建了基

于贵州省复杂地形的火烧迹地提取规则。 采用基于

规则的面向对象分类法,完成了对研究区的火烧迹

地分类提取,并利用高分二号卫星 1 m 分辨率影像完

成了分类精度评价。 结果表明,基于规则面向对象分

类法的 GF1WFV 火烧迹地提取总体精度为 92. 67%,
总 Kappa 系数为 0. 89,能较好地完成研究区火烧迹

地分类提取,分类质量达到极好水平,为贵州省复杂

山区火烧迹地提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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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枝油杉由于其分布区狭窄,繁殖速度慢,资源少,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为了更好地保护其

种质资源,通过实验研究种苗质量分级标准。 分别对 2 年生和 4 年生的黄枝油杉种苗性状特征描

述,以地径和株高作为主要分级标准代表,运用 Excel
 

2003 和 SPSS
 

26. 0 对种苗特征数据进行统计

学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K 均值聚类分析,将其种苗分别 2 年生和 4 年生分别分成了三级。 2 年

生一级株高>20 cm,冠幅>11 cm,地径≥0. 10 cm;4 年生一级株高>127 cm,冠幅>56 cm,地径≥0. 80
cm。 2 年生二级株高 14 ~ 20 cm,冠幅 8 ~ 11 cm,地径≥0. 10 cm;4 年生二级株高 96 ~ 127 cm,冠幅

38 ~ 56 cm,地径≥0. 80 cm;2 年生三级株高<14 cm,冠幅<8 cm,地径≥0. 10 cm;4 年生三级株高<96
cm,冠幅<38 cm,地径≥0. 8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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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is
 

a
 

national
 

second
 

level
 

protected
 

plants
 

due
 

to
 

its
 

narrow
 

distribution
 

area,
 

slow
 

reproduction
 

rate
 

and
 

few
 

resources.
 

In
 

or-
der

 

to
 

better
 

conserve
 

the
 

germplasm
 

resources,
 

the
 

quality
 

grading
 

standard
 

of
 

seedlings
 

of
 

Keteleeria
 

da-
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were
 

experimentally
 

studied.
 

The
 

2-year-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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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4-year-old
 

seedlings
 

with
 

diameter
 

and
 

height
 

as
 

the
 

main
 

grading
 

standard
 

were
 

subjected
 

to
 

statisti-
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K-means
 

cluster
 

analysis
 

using
 

Excel
 

2003
 

and
 

SPSS
 

26. 0
 

to
 

develop
 

a
 

reasonable
 

grading
 

standard
 

for
 

seedlings.
 

The
 

seedling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at
 

different
 

ages.
 

2-year-old
 

seedlings:
 

primary
 

plant
 

height
 

was>20 cm,
 

crown
 

width
 

was>11 cm,
 

and
 

ground
 

diameter
 

was≥0. 10 cm;
 

4-year
 

old
 

seedlings:
 

primary
 

plant
 

height
 

was>127 cm,
 

crown
 

width
 

was>56 cm,
 

and
 

ground
 

diameter
 

was≥0. 80 cm.
 

2-year-old
 

seedlings:
 

secondary
 

plant
 

height
 

was
 

14-20
cm,

 

crown
 

width
 

was
 

8-11 cm,
 

and
 

ground
 

diameter
 

was≥0. 10 cm;
 

4-year
 

old
 

seedlings:
 

secondary
 

plant
 

height
 

was
 

96-127 cm,
 

crown
 

width
 

was
 

38-56 cm,
 

ground
 

diameter
 

was
 

≥0. 80 cm;
 

2-year
 

old
 

seed-
lings:

 

tertiary
 

plant
 

height
 

was<14 cm,
 

crown
 

width
 

was<8 cm,
 

ground
 

diameter
 

was≥0. 10 cm;
 

4-year
 

old
 

seedlings:
 

tertiary
 

plant
 

height
 

was<96 cm,
 

crown
 

width
 

was<38 cm,
 

ground
 

diameter
 

was≥0. 8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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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枝油杉 (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属于松科(Pina-
ceae)油杉属(Keteleeria) [1] 。 分布区狭窄,主要分布

于广西东北部至北部,湖南西南和贵州东南部,资源

少,是我国的特有物种[2-3] 。 同时,结果较少,种子

发育不良,自然更新能力弱,以及由于本身木材质量

较好,易受到群众砍伐利用,使之成为了渐危物

种[4-5] 。 黄枝油杉多为高大乔木,树干通直,树叶繁

茂,适用于庭院绿化。 抗旱性能强,并且根系较为发

达,能在石灰岩石山上面生长[6] 。 由于广西区石灰

岩区域较广泛,面积可高达 40%,因此黄枝油杉对

于石灰岩石山地域的绿化具有重要意义[7] 。 综合

考量可知,黄枝油杉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材用价值

和观赏价值[8] 。
黄枝油杉的野生资源十分稀少,而且人们因其

木材质量价值和外观美学价值从而过度地采挖、砍
伐利用,导致黄枝油杉处于渐危状态。 同时,作为我

国特有的古老物种,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而且由于

黄枝油杉的物种资源稀少,因此需要通过规模化的

方式进行人工种植繁育,在保证野生物种资源稳定

繁育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人工优化培育开

发利用该渐危树种木材,以满足社会需求。 而高质

量的种子和种苗是黄枝油杉造林成活率和成材率提

高的根本保障[14] 。 为了配合黄枝油杉的人工种植

繁育研究以及培育出较为优质的黄枝油杉种苗,在
一定程度上有必要制定较为科学合理的种苗质量分

级标准。 本研究通过对黄枝油杉 2 年生和 4 年生的

种子种苗进行测量和统计分析,提出黄枝油杉种苗

的质量分级标准,力求填补黄枝油杉在种苗质量分

级标准研究方面的空缺。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科学院广西植

物研究所药食同源植物种质苗圃(北纬 25°08′29. 69″,
东经 110°31′24. 51″)。 海拔约为 180 m,年均温约

19. 2℃ ,最热月的均温为 28. 4℃ ,最冷月的均温为

7. 7℃ ,绝对高温为 40℃ ,绝对低温为-6℃ 。 冬季有

霜冻现象。 月平均气温中高于 20℃的有 6 ~ 7 个月。
年降雨量在 1 854. 8 mm,多集中于 4—8 月,占全年

总量的 73%。 年相对湿度为 78. 0%,干湿季较为明

显,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

2 材料与方法

2. 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为黄枝油杉种子苗,种子采自临桂二

塘乡沉桥村。 2022 年 5 月,在广西植物研究所药食

同源植物种质圃内同一育苗点,随机抽取 2 年生和

4 年生各 35 株黄枝油杉种子苗。
2. 2 测量方法

分别测量种苗的地径、株高、冠幅、主根粗、主根

长、地上鲜重、地上干重、地下鲜重、地下干重 9 个生

长量指标,其中的冠幅值为南北、东西方向的平

均值。
2. 3 数据分析

运用 Excel
 

2021 和 SPSS
 

26. 0 对种苗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 先经相关分析确定质量指标,经主成分

分析确定主成分,再采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分级。

3 结果与分析

3. 1 黄枝油杉种苗质量的指标调查

根据黄枝油杉种苗质量的实际特点,对影响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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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油杉种苗的九个指标进行测定,包括种苗的地径、
株高、冠幅、主根粗、主根长、地上鲜重、地上干重、地
下鲜重、地下干重。 所有黄枝油杉的种苗质量指标

的结果见表 1、表 2。

表 1　 2 年生黄枝油杉种苗各指标描述统计量

Tab. 1　 Statistics
 

of
 

indicators
 

description
 

of
 

2-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指标
最小
值

最大
值

均值
标准
偏差

峰度
变异
系数

株高 / cm 12. 00 23. 00 17. 54 2. 96 -0. 78 0. 17

地径 / mm 0. 08 0. 23 0. 17 0. 04 -0. 72 0. 24

冠幅 / cm 7. 00 12. 49 9. 69 1. 40 -0. 84 0. 14

主根长 / cm 14. 00 52. 00 26. 40 14. 79 3. 89 0. 56

主根粗 / mm 0. 15 0. 40 0. 27 0. 10 -1. 06 0. 36

地上鲜重 / g 1. 02 2. 67 1. 96 0. 60 1. 95 0. 31

地上干重 / g 0. 30 0. 90 0. 72 0. 25 2. 81 0. 35

地下鲜重 / g 1. 10 2. 62 1. 92 0. 56 1. 08 0. 29

地下干重 / g 0. 50 1. 10 0. 74 0. 22 2. 92 0. 30

表 2　 4 年生黄枝油杉种苗各指标描述统计量

Tab. 2　 Statistics
 

of
 

indicators
 

description
 

of
 

4-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指标
最小
值

最大
值

均值
标准
偏差

峰度
变异
系数

株高 / cm 72. 00 150. 00 107. 26 18. 42 -0. 31 0. 17

地径 / mm 0. 49 1. 14 0. 85 0. 14 0. 64 0. 16

冠幅 / cm 24. 50 79. 37 44. 43 13. 60 0. 47 0. 31

主根长 / cm 41. 00 55. 00 47. 60 5. 90 -2. 10 0. 12

主根粗 / mm 0. 85 1. 34 1. 15 0. 19 0. 90 0. 17

地上鲜重 / g 64. 35 238. 52 128. 31 73. 08 -0. 10 0. 57

地上干重 / g 51. 00 138. 70 85. 62 35. 34 0. 06 0. 41

地下鲜重 / g 39. 37 98. 49 66. 33 22. 20 0. 38 0. 33

地下干重 / g 15. 00 42. 20 27. 12 10. 80 -0. 98 0. 40

　 　 从表中可知,2 年生种苗各指标变异程度分别

为株高 12. 00 ~ 23. 00 cm、地径 0. 08 ~ 0. 23 mm、冠幅

7. 00 ~ 12. 49 cm、主根长 14. 00 ~ 52. 00 cm、主根粗

0. 15~0. 40 cm、地上鲜重 1. 02~2. 67 g、地上干重 0. 30~
0. 90 g、地下鲜重 1. 10~2. 62 g、地下干重 0. 50~1. 10 g。
而 4 年生种苗各指标变异程度分别为株高 72. 00 ~

150. 00 cm、地径 0. 49 ~ 1. 14 mm、冠幅 24. 5 ~ 79. 37 cm、
主根长 41. 00 ~ 55. 00 cm、主根粗 0. 85 ~ 1. 34 cm、地
上鲜重 64. 35 ~ 238. 52 g、地上干重 51. 00 ~ 138. 70 g、
地下鲜重 39. 37 ~ 98. 49 g、地下干重 15. 00 ~ 42. 20 g。
2 年生种苗平均高度 17. 54 cm,4 年生种苗平均高度

107. 26 cm;2 年生种苗平均冠幅 9. 69 cm,4 年生种

苗平均冠幅 44. 43 cm;2 年生种苗平均地径 0. 17
cm,4 年生种苗平均地径 0. 85 cm;2 年生种苗平均

主根长 26. 40 cm,4 年生种苗平均主根长 47. 60 cm;
2 年生种苗平均主根粗 0. 27 cm,4 年生种苗平均主

根粗 1. 15 cm;2 年生种苗平均地上鲜重 1. 96 g,4 年

生种苗平均地上鲜重 107. 26 g;2 年生种苗平均地

上干重 0. 72 g,4 年生种苗平均地上干重 85. 62 g;2
年生种苗平均地下鲜重 1. 92 g,4 年生种苗平均地

下鲜重 66. 33 g;2 年生种苗平均地下干重 0. 74 g,4
年生种苗平均地下干重 27. 12 g。 各指标变异幅度

为:苗高 4. 50~22. 60 cm,叶片数 0~17,须根长 6. 60~
26. 00 cm,茎基直径 0. 20 ~ 2. 11 cm。 从变异系数可

以看出,主根长>株高>苗高>冠幅>地上鲜重>地下

鲜重>地上干重=地下干重>主根粗>地径。
3. 2 相关性分析

根据相关性分析,发现 9 个因素都呈显著相关,
可进行主成分分析。 株高和冠幅、地径都呈现显著

正相关,主根长和主根粗呈现显著正相关。 地上鲜

重、地上干重与地下鲜重和地下干重有显著相关性。
相关性结果表明,各指标之间存在重叠,可以进行主

成分分析法(表 3、表 4)。
3. 3 主成分分析

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确定出种苗分级的关键性

因素。 对种苗的地径、株高、冠幅、主根粗、主根长、
地上鲜重、地上干重、地下鲜重、地下干重九个指标

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 3 个主成分(表 5 ~表 10)。
在 2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分析中,共分析出 3

个主成分,主成分 1、2、3 的累积贡献率为 51. 141%、
79. 088%、96. 843%;在 4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分析

中,共分析出 2 个主成分,主成分 1、2 的累积贡献率

为 80. 562%、92. 169%。
3. 4 不同年限黄枝油杉种苗质量分级结果

根据逐步聚类中心结果,以株高、地径、冠幅作为

主要指标来进行黄枝油杉种苗分级(表 11 ~ 表 12)。
同一等级种苗的任一指标若达不到标准则降为下一

级[15] 。 本试验将黄枝油杉种苗按不同年限分别分

成了三级,详见表 13 ~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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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年生黄枝油杉 9 种质量指标相关性分析

Tab.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9
 

quality
 

indicators
 

of
 

2-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指标 株高 冠幅 地径 主根长 主根粗 地上鲜重 地上干重 地下鲜重 地下干重

株高 1. 00 0. 31 0. 66∗∗ 0. 56 0. 23 0. 65 0. 67 0. 72 0. 63

冠幅 0. 31 1. 00 0. 45∗∗ -0. 51 0. 28 0. 27 0. 09 0. 26 0. 38

地径 0. 66∗∗ 0. 45∗∗ 1. 00 -0. 56 0. 63 -0. 17 -0. 32 -0. 23 0. 022

主根长 0. 56 -0. 51 -0. 56 1. 00 -0. 67 0. 06 0. 30 0. 16 -0. 13

主根粗 0. 23 0. 28 0. 63 -0. 67 1. 00 0. 53 0. 27 0. 48 0. 73

地上鲜重 0. 65 0. 27 -0. 17 0. 060 0. 53 1. 00 0. 95∗ 0. 99∗∗ 0. 89∗

地上干重 0. 67 0. 09 -0. 32 0. 30 0. 27 0. 95∗ 1. 00 0. 93∗ 0. 71

地下鲜重 0. 72 0. 26 -0. 23 0. 16 0. 48 0. 99∗∗ 0. 93∗ 1. 00 0. 91∗

地下干重 0. 63 0. 38 0. 02 -0. 13 0. 73 0. 89∗ 0. 71 0. 91∗ 1. 00

注:决定因子= 0. 000;此矩阵不是正定矩阵(下同)。

表 4　 4 年生黄枝油杉 9 种质量指标相关性分析

Tab. 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9
 

quality
 

indicators
 

of
 

4-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指标 株高 冠幅 地径 主根长 主根粗 地上鲜重 地上干重 地下鲜重 地下干重

株高 1. 00 0. 28 0. 58∗∗ -0. 65 0. 74 0. 94∗ 0. 94∗ 0. 91∗ 0. 81

冠幅 0. 28 1. 00 0. 14 -0. 52 0. 83 0. 91∗ 0. 90∗ 0. 84 0. 71

地径 0. 58∗∗ 0. 14 1. 00 -0. 38 0. 54 0. 91∗ 0. 94∗ 0. 98∗∗ 0. 70

主根长 -0. 65 -0. 52 -0. 38 1. 00 -0. 76 -0. 62 -0. 54 -0. 39 -0. 85

主根粗 0. 74 0. 83 0. 54 -0. 76 1. 00 0. 78 0. 74 0. 61 0. 65

地上鲜重 0. 94∗ 0. 91∗ 0. 91∗ -0. 62 0. 78 1. 00 0. 99∗∗ 0. 96∗ 0. 85

地上干重 0. 94∗ 0. 90∗ 0. 94∗ -0. 54 0. 74 0. 99∗∗ 1. 00 0. 98∗∗ 0. 80

地下鲜重 0. 91∗ 0. 84 0. 98∗∗ -0. 39 0. 61 0. 96∗ 0. 98∗∗ 1. 00 0. 72

地下干重 0. 81 0. 71 0. 70 -0. 85 0. 65 0. 85 0. 80 0. 72 1. 00

表 5　 2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提取公因子方差

Tab. 5　 Common
 

factor
 

variance
 

of
 

principal
 

component
 

extraction
 

of
 

2-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指标　 　 　 初始 提取

株高　 　 　 1. 000 0. 944

冠幅　 　 　 1. 000 0. 997

地径　 　 　 1. 000 0. 974

主根长　 　 1. 000 0. 984

主根粗　 　 1. 000 0. 998

地上鲜重　 1. 000 0. 975

地上干重　 1. 000 0. 894

地下鲜重　 1. 000 1. 000

地下干重　 1. 000 0. 950

表 6　 2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提取总方差解释

Tab. 6　 Total
 

variance
 

explanation
 

of
 

principal
 

component
 

extraction
 

of
 

2-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成
分

初始特征值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 %

累积
/ %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 %

累积
/ %

1 4. 603 51. 141 51. 141 4. 603 51. 141 51. 141

2 2. 515 27. 948 79. 088 2. 515 27. 948 79. 088

3 1. 598 17. 754 96. 843 1. 598 17. 754 96. 843

4 0. 284 3. 157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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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提取成分矩阵

Tab. 7　 Component
 

matrix
 

of
 

principal
 

component
 

extraction
 

of
 

2-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主成分 1 2 3

株高 0. 736 -0. 410 0. 485

冠幅 -0. 130 0. 651 0. 746

地径 0. 235 0. 461 -0. 840

表 8　 4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提取公因子方差

Tab. 8　 Common
 

factor
 

variance
 

of
 

principal
 

component
 

extraction
 

of
 

4-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指标　 　 　 初始 提取

株高　 　 　 1. 000 0. 920

冠幅　 　 　 1. 000 0. 958

地径　 　 　 1. 000 0. 804

主根长　 　 1. 000 0. 965

主根粗　 　 1. 000 0. 808

地上鲜重　 1. 000 0. 997

地上干重　 1. 000 0. 998

地下鲜重　 1. 000 0. 999

地下干重　 1. 000 0. 846

表 9　 4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提取总方差解释

Tab. 9　 Total
 

variance
 

explanation
 

of
 

principal
 

component
 

extraction
 

of
 

4-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成
分

初始特征值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 %

累积
/ %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 %

累积
/ %

1 7. 251 80. 562 80. 562 7. 251 80. 562 80. 562

2 1. 045 11. 607 92. 169 1. 045 11. 607 92. 169

3 0. 490 5. 446 97. 616

4 0. 215 2. 384 100. 000

表 10　 4 年生黄枝油杉主成分提取成分矩阵

Tab. 10　 Component
 

matrix
 

of
 

principal
 

component
 

extraction
 

of
 

4-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主成分 1 2

株高 0. 957 0. 064

冠幅 0. 895 0. 396

地径 0. 897 0. 025

表 11　 2 年生黄枝油杉逐步聚类中心结果

Tab. 11　 Gradual
 

clustering
 

center
 

results
 

of
 

2-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cm　

指标 1 2

株高 14. 67 19. 70

地径 0. 16 0. 18

冠幅 8. 69 10. 45

表 12　 4 年生黄枝油杉逐步聚类中心结果

Tab. 12　 Gradual
 

clustering
 

center
 

results
 

of
 

4-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cm　

指标 1 2

株高 96. 00 126. 31

地径 0. 84 0. 87

冠幅 38. 00 55. 30

表 13　 2 年生黄枝油杉种苗分级结果

Tab. 13　 Seedling
 

grading
 

results
 

of
 

2-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cm　

级别 株高 地径 冠幅

一级 >20　 ≥0. 1 >11　

二级 14~ 20 ≥0. 1 8 ~ 11

三级 <14　 ≥0. 1 <8　

表 14　 4 年生黄枝油杉种苗分级结果

Tab. 14　 Seedling
 

grading
 

results
 

of
 

4-year-old
 

Keteleeria
 

davidiana
 

var.
 

calcarea
 

(W.
 

C.
 

Cheng
 

&
 

L.
 

K.
 

Fu)
 

Silba cm　

级别 株高 地径 冠幅

一级 >127　 ≥0. 8 >56　

二级 96 ~ 127 ≥0. 8 38~ 56

三级 <96　 ≥0. 8 <38　

4 结论与讨论

与其他常见物种相比,渐危、濒危物种的种苗质

量分级研究还较少,关于黄枝油杉的报道多集中于

化学成分[9] 、群落特征[10] 、光合特性[11] ,以及一些

关于遗传多样性的分析[12-13] 等方面,但在种苗质量

分级标准方面的研究未见报道。 种苗质量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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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之后的移栽成活率、木材品质、产量等,所以种苗

质量分级是黄枝油杉木材可以资源化的因素之一。
本实验通过对不同年限 70 份黄枝油杉种苗进行指

标测定、相关性分析、逐步聚类分析,以株高、地径、
冠幅作为主要指标,并结合实际结果,制定了黄枝油

杉种苗质量分级标准。
将黄枝油杉种苗按不同年限分别分成了三级:2

年生一级株高>20 cm,冠幅>11 cm,地径≥0. 10 cm;
4 年生一级株高>127 cm,冠幅>56 cm,地径≥0. 80
cm。 2 年生二级株高 14 ~ 20 cm,冠幅 8 ~ 11 cm,地
径≥0. 10 cm;4 年生二级株高 96 ~ 127 cm,冠幅 38 ~
56 cm,地径≥0. 80 cm。 2 年生三级株高<14 cm,冠
幅<8 cm,地径≥0. 10 cm;4 年生三级株高<96 cm,
冠幅<38 cm,地径≥0. 80 cm。 该种苗分级标准科学

简明,便于操作,可用于指导黄枝油杉的栽培生产,
促进物种保护和开发,从而有利于其资源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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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树种的平均望高比 (B) 后,可将其直接代入望高

比求积式 V = 2B
3

 

g1. 3
 (h + 1),即得其材积。 为方便

使用,可以预先利用既有解析木研究出各树种的平

均望高比分级(表 7),使用时按树种级别计算。

表 7　 普雷斯勒形数( fp)分级

Tab. 7　 Classification
 

of
 

Pressler
 

shape
 

index

B fp = 2B
3

B fp = 2B
3

0. 66 0. 44 0. 70 0. 47

0. 68 0. 45 0. 72 0. 48

0. 69 0. 46 0. 74 0. 49

参考文献:

[1] 北京林业大学 . 测树学[ 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1987:7-9,36-41,48-50.

[2] 大隅真一,北村仓美 . 森林计测学[ M] . 于璞和,李裕

国,田镐锡,译 .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84:33- 35,

110-114.

[3] 浙江省林业学校 . 测树学[ M] .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

社,1984:60-61.

[4] 吉林林校蛟河分校,黄山林校 . 森林调查规划[ M]. 北

京:农业出版社,1979:51-52.

[5] 余国宝,钱祖煜,朱建雄 . 马尾松望高和树高相关关系

的研究[J]. 云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1995(2):1-4.

[6] 余国宝,钱祖煜,朱建雄,等 . 乔木树种望高比的研究

[J]. 云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1997(2):7-9.
 

责任编辑: 刘平书

·12·第 1 期



第 49 卷 第 1 期
2024 年 1 月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
Vol. 49　 No. 1

Jan.
 

2024

doi:10. 3969 / j. issn. 1671-3168. 2024. 01. 005

两种经济林下黄芪仿野生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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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核桃林和油橄榄林两种经济林下复合种植的黄芪为试材,研究不同品种经济林下种植的黄

芪有效成分含量差异性和复合种植黄芪前后土壤肥力及其变化情况。 结果表明,两种经济林下种

植黄芪后土壤肥力呈增长趋势,不会对经济林产量造成影响;两种经济林下种植的黄芪有效成分含

量存在差异,落叶经济林核桃林下种植的黄芪品质优于常绿经济林油橄榄林,且均达到中国药典规

定的质量要求;黄芪种植对土壤要求不高,适宜的土壤肥力能保证黄芪较高的品质,黄芪种植对有

机质、钾需求较高,对磷需求较低。 经济林下复合种植黄芪模式具有可行性,且落叶经济林核桃林

下种植的黄芪品质优于常绿经济林油橄榄林。 以期为经济林下黄芪种植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经济林;黄芪;仿野生种植;有效成分;土壤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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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planted
 

under
 

two
 

economic
 

forests
 

of
 

walnut
 

forest
 

and
 

olive
 

forest
 

as
 

test
 

material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differences
 

in
 

effective
 

components
 

contents
 

of
 

Astraga-
lus

 

membranaceus
 

planted
 

under
 

different
 

varieties
 

of
 

economic
 

forests,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soil
 

fer-
ti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compound
 

plant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il
 

fertility
 

increased
 

after
 

planting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under
 

the
 

two
 

economic
 

forests,
 

which
 

would
 

not
 

affect
 

the
 

soil
 

fertil-
ity

 

and
 

the
 

economic
 

forest;
 

the
 

effective
 

components
 

content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were
 

different,
 

the
 

quality
 

planted
 

under
 

deciduous
 

economic
 

forests (walnut
 

forest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evergreen
 

economic
 

forests
 

(olive
 

forests),
 

and
 

both
 

met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specified
 

in
 

Chinese
 

Pharmaco-
poeia.

 

The
 

planting
 

requirements
 

for
 

soil
 

were
 

not
 

high,
 

and
 

suitable
 

soil
 

fertility
 

could
 

ensure
 

higher
 

quality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while
 

the
 

planting
 

ha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organic
 

matt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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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assium, but
 

lower
 

requirements
 

for
 

phosphorus. The
 

model
 

of
 

compound
 

planting
 

of
 

Astragalus
 

mem-
branaceus

 

under
 

economic
 

forests
 

was
 

feasible,
 

and
 

the
 

quality
 

planted
 

under
 

deciduous
 

economic
 

forest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evergreen
 

economic
 

forest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s-
tragalus

 

membranaceus
 

under
 

economic
 

forests.
Key

 

words: economic
 

forest;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simulated
 

wild
 

planting;
 

effective
 

components;
 

soil
 

fertility

　 　 黄芪是豆科植物蒙古黄芪 Astragalus
 

membrana-
ceus

 

(Fisch. )
 

Bge.
 

var.
 

mongholicus
 

(Bge. )
 

Hsiao 或

膜荚黄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 Fisch. )
 

Bge. 的
干燥根,主产于我国内蒙古、山西、黑龙江等地,富含

多糖类、皂苷类、生物碱类和黄酮类等多种化合物。
味甘,性微温,归肺、脾经[1] ,具有补气升阳、固表止

汗和利水消肿等功效[2-3] 。 黄芪入药历史悠久,早
在汉代《五十二病方》中就有大量关于黄芪具有保

护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等药用功

效的记载[4] 。 目前已证实黄芪具有增强免疫功能、
增强造血功能、强心、降血压、保肝、调节机体代谢等

方面的药理作用[5-6] 。 新药理作用的挖掘,黄芪需

求量逐年飙升,传统的人工栽培和育苗移栽半野生

栽培不仅增加成本,对产量和品质均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筛选黄芪适宜的种植模式迫在眉睫。

林下仿野生种植中药材可充分利用林型以及林

地的水、土、光、热等自然资源,既能提高土地单位面

积的产出,又能提供中药材适宜生长的环境条件,是
较好的种植模式[7] 。 近年来受到广大农业、林业学

者及企业家的关注,林药间作模式得以迅速发展,并
取得显著成效[8-9] ,但目前有关黄芪林下仿野生种

植研究尚未见报道。 选择常绿和落叶两种经济林下

仿野生种植黄芪,通过测定不同林型的土壤肥力及

黄芪有效成分,比较不同林型复合种植黄芪后土壤

肥力的变化规律及黄芪有效成分差异,旨在为黄芪

经济林下仿野生种植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在云南省昆明市海口林场,山冲林区

落叶经济林为 2013 年种植的文玩核桃 ( Juglans
 

sigillata
 

D. ),株行距 5 m×6 m,平均胸径 4 cm,林分

郁闭度为 0. 1;宽地坝林区常绿经济林为 1964 年种

植的油橄榄(Olea
 

europaea
 

L. ),株行距 5 m×6 m,平
均胸径 38 cm,林分郁闭度为 0. 6。 地理位置位于

102°28′~ 102°38′
 

E,24°43′~ 24°56′
 

N,海拔 1 900 ~

2 100 m,年均温 14. 6℃ ,年降水量 909. 7 mm,土壤

类型为红壤土。
1. 2 试验材料

黄芪种子于 2016 年 12 月购自云南省昆明市种

苗站。 2017 年 3 月,将种子浸泡在 50℃温水中并搅

动,当水温降低至 40℃ 以后持续浸泡 24 h,捞出

晾至表面无水,细沙拌种后,于事先起好垄(垄宽

1. 5 m)的核桃林、油橄榄林地按行距 30 cm 条播,覆
厚 1 cm 的表土压实。 每个林型下散播 600 m2,按照

坡度方向划分为 3 个小区,每个小区 200 m2。 20 d
后幼苗长至约 5 cm,按株距 10 cm 进行间苗。 仿野

生栽培管理过程中,只进行砍杂清理,其他均仿野生

状态生长。
1. 3 试验方法

于 2018 年 1 月,采用对角线随机取样法,每个

小区挖取黄芪 30 株带回实验室自然风干,收集干燥

根进行有效成分测定。 采用四分法,于黄芪种植前,
分别在核桃林和油橄榄林下去除表层掉落物后,取
0 ~ 20 cm 混合土壤 1 ~ 2 kg,黄芪种植后,采用抖根法

处理 0 ~ 20 cm 根际土壤,每个土样重复 3 次,带回

实验室进行肥力测定。
1. 4 项目测定

土壤肥力测定[10-12] :包括有机质、全氮、水解

氮、全磷、速效磷、全钾和速效钾含量。 土壤有机质

含量采用重铬酸钾外热源法测定;全氮含量采用半

微量凯氏法测定;水解氮含量采用碱解扩散法测定;
全磷含量采用氢氧化钠熔融-钼蓝比色法测定;速
效磷含量采用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比色法测定;
全钾含量采用氢氧化钠熔融-火焰光度法测定;速
效钾含量采用 NH4Ac 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

有效成分含量测定:黄芪总多糖含量采用索氏

回流提取法部分改动;黄芪总皂苷含量参照于翔宇

的方法测定;黄芪总黄酮含量采用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法[13]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黄芪甲苷含量

和黄芪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含量[14-15] 。
1. 5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2007 软件及 SPSS
 

18. 0 对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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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制图及差异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林型下林地土壤肥力的变化

土壤肥力是反映土壤肥沃程度的一项重要指

标,也是衡量土壤能够提供作物生长所需养分能力

的指标[7] 。 测定复合种植黄芪前后林地土壤肥力

情况,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复合种植黄芪前后林地土壤肥力变化

Tab. 1　 Changes
 

of
 

soil
 

fertility
 

in
 

forest
 

land
 

before
 

and
 

after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planting

成分

核桃林 / (g·kg-1 )

种植
前

种植
后

增长
量

油橄榄林 / (g·kg-1 )

种植
前

种植
后

增长
量

有机质 5. 342 47. 441 42. 099 25. 696 17. 858 -7. 838

全氮　 0. 291 0. 420 0. 129 0. 239 0. 292 0. 053

水解氮 0. 036 0. 053 0. 017 0. 030 0. 096 0. 066

全磷　 0. 836 3. 651 2. 815 1. 447 1. 670 0. 223

速磷　 5. 890 11. 770 5. 880 16. 010 22. 160 6. 150

全钾　 0. 525 0. 256 -0. 269 1. 019 1. 576 0. 557

速钾　 0. 150 0. 318 0. 168 0. 443 0. 604 0. 161

　 　 从表 1 可以看出,除氮外,油橄榄林下土壤肥力

均高于核桃林下土壤肥力,其中有机质含量是核桃

林下的 4. 8 倍,两种林型下土壤全氮和水解氮含量

均较低。 复合种植黄芪后,土壤肥力总体上呈增长

趋势,其中核桃林下有机质和速效磷含量增幅较大,
油橄榄林下速效磷含量增幅也较大,说明林下复合

种植黄芪能一定程度提高土壤肥力,且对磷需求不

大,而核桃林下全钾、油橄榄林下有机质含量均出现

降低趋势,说明黄芪种植对土壤有机质和钾需求较

高,两种林地对元素的补偿各有优势。
2. 2 不同林型下仿野生种质黄芪有效成分变化

2. 2. 1 不同林型下黄芪总多糖含量变化

不同林型下复合种植黄芪总多糖、总皂苷、总黄

酮含量测定结果见图 1。
从图 1 可以看出,核桃林下种植的黄芪总多糖

含量为 11. 54%,是油橄榄林下种植的黄芪总多糖

含量(8. 24%)的 1. 4 倍。 方差分析显示,两种林型

下种植黄芪总多糖含量差异达显著水平(P<0. 05),
黄芪在核桃林下种植总多糖含量远高于油橄榄林。

注:小写字母表示在 P<0. 05 水平达差异显著。

图 1　 不同林型仿野生复合种植黄芪有效成分对比

Fig. 1　 Comparison
 

of
 

effective
 

components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simulated
 

wild
 

planting
 

under
 

different
 

forests

2. 2. 2 不同林型下黄芪总皂苷含量变化

从图 1 可以看出,核桃林下种植的黄芪总皂苷

含量为 3. 76%,油橄榄林下种植的黄芪总皂苷含量

为 2. 84%,核桃林下种植黄芪总皂苷含量高于油橄

榄林下种植的黄芪总皂苷含量,方差分析显示,两种

林型下种植黄芪总皂苷含量,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P>0. 05)。
2. 2. 3 不同林型下黄芪总黄酮含量变化

从图 1 可以看出,核桃林下种植的黄芪总黄酮

含量为 7. 33%,是油橄榄林下种植的黄芪总黄酮含

量(4. 77%)的 1. 5 倍。 方差分析显示,两种林型下

种植黄芪总黄酮含量差异达显著水平(P<0. 05),黄
芪在核桃林下种植总黄酮含量远高于油橄榄林。
2. 2. 4 不同林型黄芪甲苷含量变化

通过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法测定不同林型下复合

种植黄芪的甲苷含量(图 1 ~图 3)。
由图 2 和图 3 可知,黄芪甲苷出峰时间为 10. 162、

10. 156 min,此时核桃林、油橄榄林下种植的黄芪甲

苷含量分别为 0. 08%和 0. 06%,其值均达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规定的黄芪甲苷含量不得

低于 0. 04%的要求。 图 1 方差分析显示,核桃林下

种植的黄芪甲苷与油橄榄林下种植黄芪甲苷差异显

著(P<0. 05),黄芪在核桃林下种植甲苷含量优于油

橄榄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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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核桃林下种植黄芪甲苷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Fig. 2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m
 

of
 

astragaloside
 

IV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planted
 

under
 

walnut
 

forest

图 3　 油橄榄林下种植黄芪甲苷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Fig. 3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m
 

of
 

astragaloside
 

IV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planted
 

under
 

olive
 

forest

2. 2. 5 不同林型下黄芪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含量

变化

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不同林型下复合种植

黄芪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含量(图 1,图 4,图 5)。
由图 4 和图 5 可知,黄芪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

出峰时间为 5. 177、5. 184 min,此时核桃林、油橄榄

林下种植的黄芪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含量分别为

0. 064%和 0. 062%,其值均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2015)》规定的黄芪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含量不

得低于 0. 02%的要求。 图 1 方差分析显示,核桃林

下种植的黄芪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与油橄榄林下种

植黄芪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差异不显著(P>0. 05),
两种林下种植黄芪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差异不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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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核桃林下种植黄芪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Fig. 4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m
 

of
 

mullein
 

isoflavone
 

glucoside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planted
 

under
 

walnut
 

forest

图 5　 油橄榄林下种植黄芪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Fig. 5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m
 

of
 

mullein
 

isoflavone
 

glucoside
 

of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planted
 

under
 

olive
 

forest

3 讨论与结论

　 　 经济林与林下经济有机结合能极大地拓展经济

林的发展空间,促进产业的发展和壮大,有效地转变

经济林产业的增长方式,已成为现代化和多功能林

业的必由之路[16] 。 不同类型经济林对林地土壤有

不同程度的改良作用,该试验中的两种经济林下土

壤肥力,初始值除氮外,油橄榄林下土壤肥力均高于

核桃林下土壤肥力;复合种植黄芪后,两种林地土壤

肥力呈增长趋势,黄芪复合种植对林地土壤肥力具

有提升作用,林下复合种植可抑制水分流失,提高土

壤熵情,促进林地凋落物腐解,同时黄芪枯落叶凋落

向土壤输送了大量的有机质和养分,该复合模式对

土壤肥力提升的结果与川续断、油茶林下套种模式

研究结论一致[7,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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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在《本草纲目》中被称为“补药之长”,主要

成分为皂苷类、黄酮类及多糖类,有效成分黄芪甲苷

和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是其质量控制的指标性成

分[18-20] 。 通过不同类型经济林下种植黄芪有效成

分含量比较分析发现,核桃林下种植黄芪的总多糖、
总皂苷、总黄酮、甲苷、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含量均

高于油橄榄林下种植黄芪,其中黄芪总多糖、总黄

酮、甲苷含量差异显著;两种林下种植黄芪的甲苷含

量分别为 0. 08%和 0. 06%,均达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 规定的黄芪甲苷含量不低于 0. 04%的要

求;黄芪毛蕊异黄酮葡萄糖苷含量分别为 0. 064%和

0. 062%,同样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规定不

得低于 0. 02%的要求,因此,两种经济林下复合种

植黄芪可以作为基源药材,且核桃林下复合种植的

黄芪品质更优。 本研究中土壤肥力状况相对低的核

桃林下种植的黄芪品质优于土壤肥力状况相对较高

的油橄榄林下种植的黄芪品质,验证了黄芪栽培对

土壤要求较低的结论[21] ,说明适宜的土壤肥力是黄

芪品质的重要保证。 同时复合种植黄芪后核桃林下

全钾、油橄榄林下有机质含量均出现降低趋势,说明

黄芪种植对土壤有机质和钾需求较高,这与黄芪适

宜在有机质含量高、土壤通透性强、渗水良好的沙质

土壤种植的生物学特性一致[22] ,同时验证了钾对根

的干物质积累影响较大这一结论[23-25] 。 复合种植

黄芪后土壤速效磷含量增幅较大,说明黄芪种植对

磷需求不大。 生产中建议开展平衡施肥措施,以保

证较高的黄芪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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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确定黑果枸杞栽植的株行距,以黑果枸杞为试验材料,采用实生苗进行田间栽植,分别设置

3 个不同株距 1、1. 2、1. 5 m,以及 3 个栽植株行距 1. 5 m×2 m、1. 5 m×3 m 和 2 m×2. 5 m,通过测定株

高、冠幅、分枝数、侧枝数、侧枝长、尖削度、坐果率、果实参数、产量等,比较不同株距和栽植株行距

对黑果枸杞生长发育及果实表型性状的影响。 结果表明,黑果枸杞人工栽培的合适株距为 1. 5 m,
行距 2 ~ 3 m,在保持单株占地面积相近的情况下,可根据需要适当地调整株行距;栽植株行距为

1. 5 m×3 m 时,果型变异小,果实纵径、横径、果型指数等表型特征较稳定。 以期为人工栽培管理提

供技术参考。
关键词:黑果枸杞;栽植密度;表型性状;变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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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termine
 

the
 

plant-row
 

spacing
 

of
 

Lycium
 

ruthenicum,
 

the
 

seedlings
 

were
 

used
 

for
 

field
 

planting,
 

with
 

three
 

different
 

plant
 

spacing
 

of
 

1,
 

1. 2,
 

1. 5 m,
 

and
 

three
 

plant-row
 

spacing
 

of
 

1. 5 m×2 m,
 

1. 5 m×3 m
 

and
 

2 m×2. 5 m,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lant-row
 

spacing
 

on
 

the
 

growth
 

and
 

phenotypic
 

traits
 

of
 

Lycium
 

ruthenicum
 

were
 

compared
 

by
 

measuring
 

plant
 

height,
 

crown
 

width,
 

number
 

of
 

branches,
 

num-
ber

 

of
 

lateral
 

branches,
 

length
 

of
 

lateral
 

branches,
 

tree
 

tapering,
 

fruit
 

setting
 

rate,
 

fruit
 

parameters
 

and
 

yiel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er
 

plant
 

spacing
 

and
 

row
 

spacing
 

for
 

artificial
 

cultivation
 

of
 

Lyc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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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enicum
 

were
 

1. 5 m
 

and
 

2-3 m
 

respectively,
 

and
 

the
 

plant-row
 

spacing
 

could
 

be
 

adjusted
 

appropriate-
ly

 

as
 

required
 

while
 

in
 

similar
 

occupy
 

area
 

for
 

individual
 

plant;
 

under
 

the
 

planting
 

space
 

of
 

1. 5 m×3 m,
 

the
 

fruit
 

variation
 

of
 

Lycium
 

ruthenicum
 

was
 

small,
 

fruit
 

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longitudinal
 

di-
ameter,

 

transverse
 

diameter
 

and
 

fruit
 

shape
 

index
 

were
 

stable
 

relatively. The
 

results
 

aim
 

to
 

provide
 

tech-
nical

 

references
 

for
 

artificial
 

cultivation
 

management.
Key

 

words: Lycium
 

ruthenicum;
 

planting
 

space;
 

phenotypic
 

traits;
 

variation
 

analysis

　 　 黑果枸杞(Lycium
 

ruthenicum
 

Murray),为茄科

枸杞属多年生多棘刺灌木,主要分布于中亚、高加索

和欧洲,我国分布于陕西北部、甘肃、宁夏、青海、新
疆、西藏、内蒙古西部[1-4] 。 黑果枸杞抗逆性及耐盐

性强[5-7] ,常生于盐碱、盐化沙地等,是温性荒漠草

地的优势种和主要伴生种,地下部分的生物量占总

生物量的平均比值达 33. 2%,根系系统的供养率

高[8] ;有性繁殖种子的自然萌发率、成活率、成株率

低,但萌蘖能力强,可通过无性繁殖方式补偿,使后

代得以延续和发展壮大[9] ,因而是理想的荒漠化治

理、防沙治沙等生态用灌木树种。
黑果枸杞亦是药食同源的功能性树种,《四部

医典》《晶珠本草》 《维吾尔药志》等藏族、维吾尔族

药典著作均详细记载黑果枸杞的药用价值,果实味

甘、性平,清心热,具有明目、润肝、通经等作用,果实

及根皮可治疗尿道结石、癣疥、齿龈出血等症[10-13] 。
果实富含蛋白质、脂肪、多糖、游离氨基酸、有机酸、
矿物质、微量元素、生物碱、维生素 C、维生素 B1、维
生素 B2 等多种营养成分[14] 。 果实花青素(又称花

色素,是花色苷的前体物质)含量高,超声波辅助亚

临界萃取提取得到野生黑果枸杞花青素提取率为

29 mg / g[15] ,花色苷能降低小鼠体内血脂水平,预防

动脉粥样硬化的生成[16] 。 叶片提取的叶多糖 LR-
LP3 具有较强的还原能力,对 H2O2 诱导的氧化损

伤细胞模型具有一定保护作用,对小鼠脾细胞增殖

具有促进作用[17] ;叶片总黄酮能显著抑制小鼠红细

胞溶血,增强小鼠血清抗活性氧能力,抑制小鼠肝组

织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的生成[18] 。
黑果枸杞栽植当年即可挂果,并形成产量,可作

为干旱区盐渍土改良、开发利用的可选经济树种之

一,在西部生态建设中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和经济

开发潜力。 目前黑果枸杞的相关研究涉及成分测

定、提取工艺、生物活性、营养成分、内生菌、生理生

化及遗传特性、苗木繁育等方面[7,19-27] ,但作为经济

林培育的栽培技术如整形修剪、栽培密度等相关研

究报道较为缺乏。 因而,通过对黑果枸杞栽植株距、

栽植密度等进行了初步研究,以期为人工栽培管理

提供理论依据。

1 试验地与研究方法

1. 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设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阿左旗敖伦布拉格

黑果枸杞研究基地,地处丘陵、平原地带,地理位置

为北纬 40°32′,东经 106°27′,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风大沙多,降水稀少,蒸发量大。 年均降雨量

119. 3 mm,极端年最大降雨量 202. 1 mm,极端年最

少降雨量 48. 4 mm,降水多集中在每年 7—9 月,年均

温 7. 8℃,极端最低温-37. 8℃ ,极端最高温 39. 4℃ ,
7 月均温 23. 7℃ 。 年均无霜期 134 d,生长期平均

150 d,年均日照时数 3 400 h 以上,年太阳辐射量

160 kcal / cm2,非常适宜黑果枸杞生长。
1. 2 研究方法

1. 2. 1 试验设计与数据测定

试验于 2015—2016 年实施。 栽植苗木均为 2
年生实生苗,南北行向栽植,各小区水肥等管理条件

均一致。
1)栽植株距试验

行距 1. 5 m,株距设 3 个处理,分别为 1、1. 2、
1. 5 m,每处理 1 个小区,每小区面积 200 m2,各小区

随机排列,每木检尺测定株高、冠幅、分枝数。 相关

数据于栽植当年秋季测定。
2)栽植株行距试验

3 个处理,株行距分别为 1. 5 m×2 m、1. 5 m×3 m
和 2 m×2. 5 m,每处理 1 个小区,每小区面积 300 m2,
重复 3 次,各小区随机排列。 测定侧枝数、侧枝长、
尖削度、坐果率、果实参数、鲜果及干果产量。 相关

数据于栽植当年秋季测定。
尖削度测定:每株取 1 个优势枝,游标卡尺分别

测量优势枝的基部直径(Db)和顶梢直径(Dt ),卷尺

测量基部至顶梢的长度(L),每个密度处理 30 个重

复。 尖削度(M,%)计算公式为:
M = (Db - Dt) / L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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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参数测定:采用游标卡尺测定果实最大长

度和最大宽度为果实的纵径和横径,计算果形指数,
每个密度处理 50 个重复;量取果实的百粒鲜重,自
然干燥后测量百粒干重,每个株行距处理 3 个重复。
1. 2. 2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应用 Excel
 

2010 和 IBM
 

SPSS
 

Statistics
 

19. 0 软件统计分析,Duncan 新复极差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 1 栽植株距

不同株距栽植黑果枸杞生长情况见表 1。

表 1　 不同株距栽植黑果枸杞生长状况

Tab. 1　 Growth
 

parameters
 

of
 

Lycium
 

ruthenicum
 

in
 

different
 

plant
 

spacing

株距
/ m

株数

/ (株·hm-2)
株高
/ cm

冠幅
(南北)

/ cm

冠幅
(东西)

/ cm

分枝
数
/ 个

最少
分枝
数
/ 个

最多
分枝
数
/ 个

1. 0 29. 67 69. 2±
1. 55c

66. 2±
1. 54c

65. 4±
1. 51b

8. 9±
0. 32b

3 22

1. 2 24. 73 75. 1±
1. 41b

75. 9±
1. 66b

77. 2±
1. 53a

12. 5±
0. 46a

1 29

1. 5 19. 73 81. 0±
2. 37a

84. 3±
2. 46a

81. 0±
2. 39a

11. 2±
0. 64a

4 23

注:分枝数为从灌木基部开始分枝的枝条总数,包括最初栽

植的主干;表中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数据后不同小

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 05)。 下同。

　 　 行距 1. 5 m,3 组不同株距 1、1. 2、1. 5 m 处理间

相比较,株高差异显著,株距 1. 5 m 的株高最高,为
81 cm,株距 1 m 的最低,为 75. 1 cm,株距 1. 2 m 的

居中,为 69. 2 cm(F= 9. 069,df = 2,P = 0);不同株距

的南北向冠幅与株高的变化趋势类似,株距 1. 5 m 的

南北向冠幅值最大,为 84. 3 cm,株距 1 m 的最低,为
66. 2 cm,株距 1. 2 m 的居中,为 75. 9 cm,三者间差

异显著(F = 18. 412,df = 2,P = 0);东西向冠幅也有

类似的变化趋势,1. 5、1. 2、1 m 东西向冠幅值分

别为 81、77. 2、65. 4 cm,株距 1. 5、1. 2 m 与 1 m 之间

差异显著,但株距 1. 5 m 和 1. 2 m 之间差异不显著

(F= 20. 373,df = 2,P= 0)。 结果表明,3 个株距处理

的单株冠幅值在 65. 4 ~ 84. 3 cm,株间距应在 1. 31 ~
1. 69 m。

不同株距栽植黑果枸杞分枝数出现频率见

图 1。

图 1　 黑果枸杞植株分枝数出现频率

Fig. 1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branch
 

number
 

of
 

Lycium
 

ruthenicum

　 　 株距 1. 2 m 处理的平均分枝数最多,为 12. 5
个,株距 1. 5 m 处理的次之,为 11. 2 个,两者间无显

著差异,株距 1 m 处理的最少,平均分枝数为 8. 9
个,与前两者相比差异显著(F = 19. 026,df = 2,P =

·03· 第 4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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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栽植株距 1 m 处理最少分枝数为 3 个,最多分

枝数为 22 个,其中 7 ~ 9 个分枝出现频率最高,占
33. 1%,其次为 10 ~ 12 个分枝和 4 ~ 6 个分枝,分别

占 24. 8%和 23. 3%;栽植株距 1. 2 m 处理最少分枝

数为 1 个,最多分枝数为 29 个,其中 10 ~ 12 个分枝

出现频率最高,占 22. 8%,其次为 7~9 个分枝和 13~
15 个分枝,分别占 18. 1%和 14. 6%;栽植株距 1. 5 m
的最少分枝数为 4 个,最多分枝数为 23 个,其中 10 ~
12 个分枝出现的频率高达 37%,其次为 7 ~ 9 个分

枝占 27. 8%,分枝数 7 以下和 12 个以上的占比较

小。 总体来看,株距 1 m 处理以分枝数 7 ~ 9 个的植

株最多,株距 1. 2 m 和 1. 5 m 处理均以 10 ~ 12 个分

枝数的植株最多,表明相对较大的生长空间有利于

黑果枸杞基部枝条的萌发。
结果表明,黑果枸杞基部分枝多,成枝力强,3

组栽植株距相比较,从株高、冠幅、分枝数的测定结

果来看,较大的株距有利于黑果枸杞的生长和伸展。
1. 5 m 株距栽植的黑果枸杞有明显的扩展优势,植
株生长空间较充足。 综合考虑后期黑果枸杞的产量

和质量,修剪、采摘、施药等田间管理、机械操作的方

便性等,初步认为栽植株距 1. 5 m 较为合适。
2. 2 栽植株行距

不同株行距栽植黑果枸杞生长及产量情况见

表 2。

表 2　 不同栽植株行距黑果枸杞生长及产量

Tab. 2　 Growth
 

and
 

yield
 

parameters
 

of
 

Lycium
 

ruthenicum
 

in
 

different
 

plant-row
 

spacing

株行距

株数

/ (株·667-1

·m-2 )

单株占
地面积

/ m2

侧枝数
/ 个

侧枝长
/ cm

尖削度
/ %

坐果率
/ %

鲜果产量

/ (kg·667-1

·m-2 )

干果产量

/ (kg·667-1

·m-2 )

1. 5 m×2 m 222 3. 0 14. 3±6. 06a 23. 78±2. 30b 0. 507±0. 08c 95. 53±0. 15a 36. 55±9. 94a 7. 23±1. 99a

1. 5 m×3 m 148 4. 5 14. 3±3. 48a 27. 11±3. 01b 0. 637±0. 08bc 89. 97±2. 11a 13. 63±1. 18a 2. 70±0. 23a

2 m×2. 5 m 133 5. 0 15. 3±4. 81a 43. 89±2. 31a 0. 770±0. 06ab 89. 83±1. 59a 14. 92±0. 66a 2. 87±0. 20a

注:侧枝数为优势分枝上的侧枝数量;侧枝长为优势分枝上 3 个优势侧枝的平均长度。

　 　 不同栽植株行距,单株优势枝上平均侧枝数为

14. 3~15. 3 个,处理间无显著差异;平均侧枝长 23. 8 ~
43. 9 cm,总体趋势为栽植株行距越大,侧枝越长,侧
枝株行距 2 m×2. 5 m 与其他两个处理(1. 5 m×2 m
和 1. 5 m×3 m)相比差异显著,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显

著(F= 17. 76,df = 2,P= 0)。
尖削度与栽植株行距成正相关,株行距越小,单

株占地面积越小,尖削度越小,株行距 1. 5 m×2 m 与

2 m×2. 5 m 处理间差异显著,这两者与株行距 1. 5 m×
3 m 处理间差异均不显著(F=3. 36,df =2,P=0. 042)。

3 个栽植株行距处理的坐果率、鲜果产量、干果

产量间差异不显著,株行距 1. 5 m×2 m 处理的坐果

率、鲜果产量、干果产量均高于株行距 1. 5 m×3 m 和

2 m×2. 5 m 两个处理,后两个处理间相差不大(F =
4. 55,df = 2,

 

P = 0. 063;
 

F = 4. 95,df = 2,
 

P = 0. 054;
 

F= 4. 88,
 

df = 2,
 

P= 0. 055)。 株行距 1. 5 m×3 m 和

2 m×2. 5 m 处理的果实横径较大,二者间差异不明

显,但与株行距 1. 5 m×2 m 处理相比,差异显著(F=
10. 28,df = 2,P= 0)。

不同栽植株行距黑果枸杞果实参数及果型变异

统计见表 3,表 4。

表 3　 不同栽植株行距黑果枸杞果实参数

Tab. 3　 Fruits
 

parameters
 

of
 

Lycium
 

ruthenicum
 

in
 

different
 

plant-row
 

spacing

株行距
果实
横径
/ mm

果实
纵径
/ mm

果型
指数

百粒
鲜果重

/ g

百粒
干果重

/ g

1. 5 m×2 m 10. 43±
0. 25b

7. 70±
0. 12b

0. 75±
0. 01a

48. 85±
0. 92a

9. 07±
0. 54a

1. 5 m×3 m 12. 02±
0. 23a

8. 79±
0. 12a

0. 74±
0. 01a

50. 37±
3. 78a

8. 89±
1. 12a

2 m×2. 5 m 11. 48±
0. 28a

8. 03±
0. 18b

0. 71±
0. 01a

52. 46±
1. 39a

9. 04±
0. 31a

表 4　 不同栽植株行距黑果枸杞果型变异

Tab. 4　 Fruits
 

variability
 

of
 

Lycium
 

ruthenicum
 

in
 

different
 

plant-row
 

spacing

株行距
变异系数 / %

果实横径 果实纵径 果型指数

1. 5 m×2 m 17. 00 10. 69 11. 68

1. 5 m×3 m 13. 34 10. 03 11. 62

2 m×2. 5 m 17. 03 16. 13 1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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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个株行距处理的果实纵径与横径的变化趋

势一致,株行距 1. 5 m×3 m 处理最大,
 

株行距 2 m×
2. 5 m 处理次之,株行距 1. 5 m×2 m 处理最小,前者

与后两者间差异显著(F = 15. 07,df = 2,P = 0);不同

处理的果实均为扁圆形,果型指数为 0. 71 ~ 0. 75,三
者差异不显著(F = 2. 52,df = 2,P = 0. 084);百粒鲜

果重为 48. 85 ~ 52. 46 g,百粒干果重为 8. 89~9. 07 g,
三者间均无显著差异(F = 0. 58,df = 2,P = 0. 59;F =
0. 02,df = 2,P= 0. 98)。

3 个株行距处理的果型变异程度不同,株行距

2 m×2. 5 m 处理的果型变异系数为 14. 93%,果型变

异较大,另外两个处理(1. 5 m×2 m 和 1. 5 m×3 m)
的果型变异系数约为 11. 6%,果型变异相对较小;
株行距 1. 5 m × 3 m 处理的果实横径变异系数为

13. 34%,横径变异小于另外两个处理;株行距 2 m×
2. 5 m 处理的果实纵径变异系数为 16. 13%,横径变

异大于其他两个处理;总体来看,株行距 1. 5 m×3 m
处理的果型表现较稳定。

结果表明,栽植株行距越大,越有利于黑果枸杞

优势枝上侧枝的发生和生长,优势枝的尖削度也越

大;栽植株行距与当年产量呈负相关,株行距小,产
果量高;栽植株行距小,果实横径、纵径、百粒鲜果重

均较小;适中的栽植密度下,果型变异小,表型特征

较稳定;单株占地面积相近时,适当地调整株行距,
对产量影响不大。

3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初步确定黑果枸杞人工栽培的合适株距

为 1. 5 m,行距为 2 ~ 3 m,在保持单株占地面积相近

的情况下,可根据需要适当地调整株行距,较有利于

修剪、用药、施肥、中耕、采收等田间操作和管理。 试

验开展时,黑果枸杞人工栽植技术研究还处于探索

阶段,尚无较成熟的栽培管理技术可借鉴,仅查阅到

相关文献中栽植株距为 0. 7~1. 2 m,行距 1. 2~2. 2 m,
但均未做相应的深入研究来进一步支持其观点[28-32] 。
因而本研究在前期实地调研、查阅文献的基础上,
参照枸杞的栽培技术,结合实验培育黑果枸杞苗木

的规格设计试验方案,采用株距 1 ~ 1. 5 m,在确定

1. 5 m 为适合株距后,采用行距 2 ~ 3 m,开展行距试

验。 此外,为初步了解单株占地面积近似的情况下,
株行距的调整对植株生长、产量等的影响,设置了株

行距 1. 5 m×3 m
 

和 2 m×2. 5 m 栽植处理。
栽植株行距的大小影响植株的养分吸收、光合

作用、生长发育空间等,因而会直接影响果实产量。

合理的栽植株行距,能有效地利用土地和立体空间,
提高植株的光合作用及单位面积产量,株行距过大

或过小,均影响单位面积产量乃至果实质量[33-35] 。
在本研究中,栽植株行距较小的黑果枸杞,前期产果

量较高,但侧枝数少,侧枝长度短,优势枝的尖削度

小,不利于保持优势枝的直立强壮和后期整形修剪,
难以获得理想的树形。

表型是基因表达与所处环境交互作用动态表达

的结果,是生物遗传受制于生态环境条件的遗传表

征,形态特征的变化常可作为遗传变异的表征,一定

程度上反映质量性状,变异的大小作为种质固有的

特征,反映出种质差异的范围和程度,决定着资源选

择余地的大小[36] 。 从本研究中表型测定结果来看,
不同栽植株行距黑果枸杞果实纵径的变异系数变化

幅度大,表明果实纵径受栽植株行距等环境的影响

较大,株行距大,单株占地面积大,果实形状的变异

较丰富,栽植株行距适中,果型变异小,表型特征较

稳定。 因此,在栽培过程中,可依据实际需要调整栽

植株行距,若以育种选择为目标,可适当地增加栽植

株行距,增加单株可利用的生长空间,提高变异丰富

度;若以商品销售为目标,则可选择适中的株行距,
降低变异幅度,提高果实均匀度。 然而,果实的变异

较为复杂,栽培株行距仅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影响因

素,在生产上的精确应用还需进一步研究与实践。
黑果枸杞具有边开花边结果的特性,但较集中

于夏秋两次。 在试验区黑果枸杞于 5 月中旬初花,
夏果大量成熟期约在 7 月初,秋果尾果成熟期约在

9 月下旬,但秋果产量较小,产量不足夏果(头茬果)
的 1 / 3[9] 。 因本研究中栽植苗木为野生黑果枸杞种

子播种培育的实生苗木,人工栽培驯化程度低,与野

生种相似,植株低矮,棘刺多,果实采收难度大,综合

采收人工成本等因素,采用剪枝收获的方式,仅收获

和统计了当年秋果的产量,因而果实总产量统计结

果偏低于实际水平。 此外,由于采用剪枝收获果实,
未对之后的产量进行逐年连续测定,株行距对不同

树龄的黑果枸杞产量及果实品质的影响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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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拉市海国际重要湿地是我国重要的候鸟越冬栖息地之一,针对其整体环境整治问题,地方政

府和管理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但还存在退化沼泽湿地急需修复、退养鱼塘急需生

态修复、入湖河道急需治理等问题,基于此,提出退化沼泽湿地、退塘还湿、入湖河段生态修复以及

破碎化湖滨带治理、外来物种防控等生态修复方案。 通过湿地生态修复,湿地整体生态环境得到改

善,候鸟栖息地、食源地得到修复,湿地植被和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湿地景观得到优化,湿地生态

服务功能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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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shihai
 

Internationally
 

Important
 

Wetlan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intering
 

habitats
 

for
 

migratory
 

birds
 

in
 

China.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s
 

have
 

done
 

a
 

lot
 

of
 

work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aiming
 

at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problem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the
 

urgent
 

need
 

for
 

restoration
 

of
 

degraded
 

swamp
 

wetlands
 

and
 

retired
 

fish
 

ponds,
 

and
 

the
 

urgent
 

treatment
 

of
 

river
 

sections
 

entering
 

the
 

lake.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d
 

ecological
 

restora-
tion

 

schemes
 

for
 

degraded
 

swamp
 

wetlands,
 

returning
 

ponds
 

to
 

wetlands,
 

river
 

sections
 

entering
 

the
 

lake,
 

fragmented
 

lakeside
 

belts
 

an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lien
 

species.
 

Through
 

wetland
 

ecological
 

restora-
tion,

 

the
 

overal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wetlands
 

has
 

been
 

improved,
 

migratory
 

bird
 

habitats
 

and
 

food
 

sources
 

have
 

been
 

restored,
 

wetland
 

vegetation
 

and
 

biodiversity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etland
 

landscapes
 

have
 

been
 

optimized,
 

and
 

wetland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s
 

have
 

been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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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

　 　 拉市海国际重要湿地于 2004 年 12 月 7 日被列

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由拉市海、文海和吉子水

库 3 个片区组成,湿地总面积 3 560 hm2,以中华秋

沙鸭、黑鹳、黑颈鹤、灰鹤、大天鹅等国家一级、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高原湿地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

对象,由拉市海高原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实

施管理。 拉市海区域的保护地由拉市海高原湿地省

级自然保护区、丽江市玉龙县拉市海水库水利风景

区组成,保护区与拉市海国际重要湿地重叠面积

3 555. 90 hm2,水利风景区与拉市海国际重要湿地

重叠面积 2 418. 05 hm2。
2010—2018 年,拉市海国际重要湿地共争取中

央投资 2 150 万元。 主要完成了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和恢复、宣教体系建设和完善、标牌标识系统建设、技
术支撑体系建设、管护能力建设、科研监测、视频监控

系统维护和更新、核心区及季节性核心区的铁丝网建

设、勘界立标、垃圾清运、道路拆除、巡护设备购置等

内容。 通过项目建设,专业管理队伍得到了加强,管
理能力得到了提高,湿地监测、研究能力有所提高,湿
地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减缓了矛盾冲突,保护成

效得到进一步加强。 但湿地内尚存在一些问题。

2 存在的问题

2. 1 退化沼泽湿地急需修复

在国际重要湿地的拉市海片区、文海片区、吉子

水库片区的部分区域,由于人口、牲畜较多,人为活

动频繁,在放牧、旅游、围垦等人为活动干扰下,沼泽

湿地已呈现退化状况,部分区域出现了裸土、沙化现

象,急需实施人工干预措施进行退化湿地生态修复。
2. 2 退养鱼塘急需生态修复

多年前当地居民和旅游公司大力开展水上娱乐、
垂钓等旅游项目,在拉市海周边开挖了众多鱼塘,破
坏了拉市海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致使该

区域内的湖滨带湿地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2017 年加

大了对拉市海周边环境保护与整治力度,保护区核心

区内旅游项目、经营性项目全面退出,环湖公路以内

所有鱼塘全部退出,但退养的鱼塘至今尚未全部修

复,特别是在枯水季节水面大幅度下落时,塘埂、道
埂、地表建(构)筑物显露于地表,以上问题严重影

响拉市海湖滨带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湿地景

观。 根据现场调查,退养鱼塘主要分布于保护区的核

心区、季节性核心区、实验区内。 退养鱼塘水深一般为

1. 5~2 m,个别超 3 m;埂高一般为 1. 7~2. 2 m(图 1)。

图 1　 海东安上北部鱼塘

Fig. 1　 Fish
 

pond
 

in
 

the
 

northern
 

Anshang
 

of
 

Haidong

2. 3 入湖河道急需治理

拉市海入湖河流很多,常流水的主要是大沙河、
溪沙河、美泉河、赖落坎河等河流。 大多数河流流经

村庄、农田等人类集聚区和人类活动强烈区域,人为

干扰严重,多数河段存在以下问题:(1)河岸过陡、
过高;(2)人为干扰、人工硬化现象普遍;(3)河道淤

泥沉积、垃圾堆积等现象突出;(4)河岸及河道内喜

旱莲子草等外来植物危害严重;(5)河道砂石破坏

严重,河道、河岸植被退化或遭破坏。 以上问题严重

影响湿地动植物的正常生长,急需进行河道整治,修
复河道自然生态。 根据实地调查,因问题较多而急

需处理整治的河段共 11 条(图 2)。
2. 4 破碎化的湖滨急需治理

保护区成立之前,旅游公司和当地社区居民开

展了骑马、划船等旅游活动。 因拉市海是季节性湖

泊,枯水季节水位较低,旅游公司和当地居民为了在

枯水季节也能正常进行划船、骑马等旅游活动,开挖

了大量航道,航道宽 6~8 m,枯水季节航道水深 1~2 m,
航道旁的道路、道埂即由挖出的土方堆砌而成。 截

至 2017 年,所有旅游项目退出核心区。 但目前航

道、道埂、道路依然存在,主要导致以下问题:(1)改

变了湖滨带的结构,造成拉市海湖滨带的破碎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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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赖落坎河段

Fig. 2　 Lailuokan
 

River
 

section

枯水季节水源主要集中流于航道,周边湿地、草地被

旱化,影响了湖滨带的生态系统功能;(2) 在枯水

期,航道、道埂等裸露地表严重影响湿地景观;(3)
航道较深,存在安全隐患。 经实地调查,急需生态修

复、整治的航道共 26 条,航道总长 13 268. 1 m(图 3)。

图 3　 航道及道埂

Fig. 3　 Waterway
 

and
 

embankment

2. 5 外来植物扩散较严重

多年来拉市海国际重要湿地为发展旅游业,开
挖水渠、航道和修建码头等工程建设对湿地的水系、
地形和植被造成较大干扰和破坏,为外来物种的生

长和繁衍创造了条件。 据调查,湖周湿地区域有喜

旱莲子草(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鬼针草(Bidens
 

pilosa、野西瓜苗 ( Hibiscus
 

trionum)、 粉花月见草

(Oenothera
 

rosea)、秋英(Cosmos
 

bipinnatus)、牛膝菊

(Galinsoga
 

parviflora)、洋金花(Datura
 

metel)等外来

植物
 

,主要分布区域在北部、东部和南部区域,其中

喜旱莲子草尤为严重(图 4),在多条沟渠、河道、河
流入口等处密集生长,侵占本土植物生态位,致使区

图 4　 喜旱莲子草

Fig. 4　 Alternanthera
 

philoxeroides

域植物多样性下降。 因此,外来植物急需防控。
2. 6 外来动物扩散较严重

目前在拉市海湿地区域内监测到拉市海片区有

小龙虾 (Procambarus
 

clarkii)、牛蛙 (Rana
 

catesbei-
ana)、福寿螺(Pomaceacanaliculata) 等外来动物物

种,在拉市海北部至东部区域的湖内、湖滨、河流、沟
渠和鱼塘等区域均有分布。 其中,小龙虾打洞速度

快,活动范围大,适应能力强,繁殖速度快,种群数量

大,其啃食植物根系,导致有机残体增加,大量堆积

的小龙虾粪便易造成水体污染,导致化学需氧量

(COD)上升,影响水质。 牛蛙、福寿螺等外来物种

也大量繁殖,种群数量迅速上升,危害严重。

3 湿地修复方案设计

3. 1 退化沼泽湿地生态修复

3. 1. 1 修复思路

通过植被修复措施修复湿地植物植被,通过封

禁措施限制或禁止外来干扰,使湿地植物植被及其

生态环境得到修养生息,逐步修复湿地生态系统功

能,充分发挥湿地生态效益。
3. 1. 2 修复措施

1)植被修复措施

湿地修复实施地点位于拉市海片区的海东与海

南区域、文海片区湖周区域、吉子片区,需修复退化

沼泽湿地面积 187. 16 hm2。 实施区域沼泽湿地修

复,主要选取本土湿地植物或实施区分布的湿地植

物,主要为早熟禾(Poa
 

annua)、华扁穗草(Blysmus
 

sinocompressus)、葱状灯心草(Juncus
 

allioides)等,采
用 1 ∶ 1 ∶ 1 比例的混合草籽播种,草籽用量为 30 g / m2,
草种宜在春末撒播,播前清除杂草、土块,平整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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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后覆盖细土。
2)封禁措施—设置围栏

在拉市海片区的海东修复区设置围栏,防止牧民

和家畜进入修复区,降低人为干扰,减少垃圾、粪便对

湖区湿地的污染,强化草畜平衡,加强对生态脆弱湿

地的保护。 共规划设置围栏长 4. 0 km,围栏采用水泥

柱+钢丝网结构。 钢丝网采用 150×150 成品,立柱采

用水泥柱,用专用固定件与水泥柱固定连接,水泥柱

高度 2. 1 m,每 4 m 设置一道,埋入地下,埋深 0. 6 m。
3)加强管理

对沼泽湿地生态修复区安排专人管护,加大巡

护力度,巡护频次,加强管理,发现问题及时汇报、解
决,保证湿地植物植被正常生长与恢复。
3. 2 退塘还湿生态修复

3. 2. 1 修复思路

根据不同区域的鱼塘实际,充分结合拉市海湿

地的地形地貌、水文水系、季节性水位变化等自然特

征,有针对性地对鱼塘实施降埂处理、净土回填鱼

塘、植被修复等工程。 总体上保持原鱼塘的梯度分

布,保持原鱼塘的相对独立现状,进行近自然化处

理,采用工程措施适当地进行削高填洼、局部土地平

整,降低鱼塘深度和塘埂高度。 利用拆除的塘埂土

壤回填鱼塘、打造生态鸟岛,因地制宜配植湿生、挺
水、浮水和沉水植物,促进湿地生态系统恢复,提升

生境异质性和稳定性,最终恢复不同湿地植物群落

相互镶嵌的空间格局,为湿地动物提供多样的栖息

地、食源地。 充分利用鱼塘周边水源,枯水期引水到

各植被修复区的鱼塘,水流经过各鱼塘,通过各鱼塘

的沉淀、植物吸收净化作用,再流进拉市海;丰水期

湖泊水位上升,自然进入各修复区的鱼塘,全面恢复

湿地生态系统。
3. 2. 2 修复措施

1)对简易建筑、硬化路面的拆除

对鱼塘周边的简易建筑、硬化路面及其周边垃

圾进行拆除清理,特别是对 5 号鱼塘塘埂上的烧烤

房、茶室、休息亭等简易建筑物以及塘埂上的硬化路面

进行拆除、清理。 共拆除各类建筑物面积 12 990. 5 m2,
清理简易建筑、硬化路面等建筑垃圾约 8 000 m3,将
各类建筑垃圾清运出保护区,对运出的垃圾进行妥

善处理,选择适宜地点集中堆放、处理、覆盖,并对表

面进行植被修复。
2)对鱼塘的降埂处理

对大部分鱼塘的塘埂进行降埂处理,降低水深,
利于植被修复。 退养鱼塘区域总面积 40. 066 8 hm2,
其中鱼塘降埂面积 8. 019 5 hm2。

降埂土方处理:对鱼塘塘埂开挖降低后,建筑垃

圾、生活垃圾等全部运出保护区进行妥当处置,其余

土方回填鱼塘,适当平整回填土方,为湿地植被恢复

提供必要的地形基础。 土方平整保持原鱼塘的阶梯

状布局,保持鱼塘水深 0. 3 ~ 0. 6 m,保证各鱼塘间水

的由上而下动态流动,实现沉淀、净化水质作用。 土

方平整时适当打造生态鸟岛,构建必要的鸟类栖息地。
3)植被修复

植被修复区域与面积:植被修复区主要为鱼塘

塘面、塘埂等区域。 实施退养鱼塘生态修复总面积

为 40. 066 8 hm2,其中人工种植植物修复面积不超

过 30%,其余为自然修复面积。
湿地植物物种选择:根据拉市海原生湿地植物

现状,结合鱼塘小微环境,湿地修复种植植物全部选

择本土物种,杜绝引入外来植物。 选择退养鱼塘生

态修复的植物物种主要分湿生植物、挺水植物、浮叶

植物、沉水植物 4 类湿地植物,湿生植物主要有狗牙

根(Cynodon
 

dactylon)、假稻(Leersia
 

japonica)、牛筋

草(Eleusine
 

indica)等,挺水植物主要有芦苇(Phrag-
mites

 

australis)、香蒲(Typha
 

orientalis)、菖蒲(Acorus
 

calamus)、菰(Zizania
 

latifolia)、灯心草(Juncus
 

effu-
sus)、 水葱 ( Schoenoplectus

 

tabernaemontani)、 荸荠

(Eleocharis
 

dulcis)、水蓼(Polygonum
 

hydropiper)等,
浮叶植物主要有细果野菱(Trapa

 

incisa)、两栖蓼(Per-
sicaria

 

amphibia)、荇菜(Nymphoides
 

peltata)等,沉水

植物主要有眼子菜(Potamogeton
 

distinctus)、海菜花

(Ottelia
 

acuminata)等。
湿地植物配置:因退养鱼塘之间相对独立,可根

据鱼塘分布现状,植物种植时配置不同湿地植物区

域,打造不同的湿地植被景观,使植被修复区有层次

感,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基础上,凸显美学价值。 在鱼

塘塘埂和生态鸟岛上主要种植狗牙根等湿生植物,
利于鸟类栖息和人工巡护;在距湖岸较远的鱼塘区

域,因水较浅,鱼塘周边或中间配置种植灯芯草、水
蓼、荸荠等植物,水面配置种植细果野菱、眼子菜等;
在距湖岸较近的鱼塘周边或中间配制种植芦苇等植

物,水面配置种植两栖蓼、眼子菜等。
通过退养鱼塘植物植被修复,丰富湿地植物多

样性,改善湿地环境,提升湿地生态功能,充分发挥

湖滨带效用,逐步成为越冬水禽主要栖息地、食源地

(图 5,图 6)。
3. 3 入湖河段生态修复

3. 3. 1 修复思路

入湖河段植被修复主要在大沙河、溪沙河、美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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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退养鱼塘生态修复前现状

Fig. 5　 Status
 

of
 

retired
 

fish
 

ponds
 

before
 

the
 

restoration

图 6　 退养鱼塘生态修复后效果

Fig. 6　 Effect
 

of
 

retired
 

fish
 

ponds
 

after
 

the
 

restoration

河、老落坎河等河流段实施,在环湖公路以下消除硬

化直(路)面、降低河流岸线坡度、补植补种本土湿地

植物,采取人工辅助修复的方式促进湿地植被修复。
人工清理喜旱莲子草,科学配植沉水、浮水、挺水和湿

生植物,打造本土湿地植被群落,促进湿地植被修复。
3. 3. 2 修复措施

1)河岸线处理

在环湖公路以内的河段,急需处理、整治的河段

共 11 条(段),需处理河段长度为 3 530. 9 m。
垃圾清理:对河道、河岸的各类垃圾进行清理,

运出保护区。
河岸处理:对各河岸硬化的剖面进行清除,对清

除的石块、建筑材料进行合理利用,对不能利用的运

出保护区。 清除硬化剖面后,先进行河埂降低处理,
总体高度与整个坡面高度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再

进行河岸线降坡处理,降低河岸坡度,适当将河道改

弯处理,降低水流速度。 对所挖土方进行平整处理,
为湿地植被修复打好基础。

外来植物清理:人工清理河道内的喜旱莲子草

等外来植物,并运出保护区妥当处置。
2)河道湿地植被修复

对整治后的河段开展植被修复,并结合局部地

形特点、水系情况等,配置种植湿生、挺水、浮水、沉
水植物等湿地植被,增加生境异质性,营造涉禽、游禽

等多种鸟类适宜生境。 植被修复面积 26 864. 1 m2。
植物选择与配置:水流较快区域配置芦苇、香蒲、

菖蒲等深根性湿地植物,水流较慢区域配置灯心草、
水葱、荸荠等植物。 配置方式为品字形、线型配置。
3. 4 破碎化湖滨带治理

3. 4. 1 修复思路

降低航道两侧的航埂、道路,土方回填航道,补
植补种本土湿地植物,恢复湿地植被群落。 通过科

学配植挺水和湿生植物,营建本土湿地植被群落,促
进湿地植被修复,恢复航道自然生态。
3. 4. 2 修复措施

1)航埂(道路)处理

实施处理的破碎带长 13 268. 1 m。 对航道两侧

的航埂、道路进行处理,降低航道两侧的航埂、道路,
产生的土方回填航道,降低水深,利于植被修复。 与

河道相连的航道水深保持在 0. 5 m 左右;与河道不

相连的航道,回填土方基本与原地面高度保持一致,
也可在适宜区域营建几个鸟岛。

2)植被修复

植被修复面积:植被修复面积为航道回填面积

和道埂开挖面积,航道回填面积 12. 046 85 hm2,道
埂开挖面积与航道回填面积基本一致,实际植被修

复面积为 24. 093 7 hm2。
湿地植物物种选择:根据拉市海原生湿地植物

现状,结合航道小微环境,全部选择本土物种,杜绝

引入外来植物。 因修复区域在丰水期大部分区域被

水淹没,枯水期无水,种植植物物种主要选择湿生植

物、挺水植物,湿生植物主要是狗牙根、假稻、牛筋草

等,挺水植物主要是芦苇、香蒲、菖蒲、菰、水葱、水
蓼、灯芯草、荸荠等。

植物配置:根据航道不同区域、不同位置配置不

同湿地植物,与自然景观协调统一。 与河流相连的

航道修复区,因河道有柳树、芦苇等较高植物,植物

配置时主要选择芦苇、香蒲、菖蒲、菰、水葱等,与河

道植物相呼应;与原来的码头、营地相连的航道修复

区,因周边无较高植物,植物配置时主要选择狗牙

根、灯芯草、荸荠、水蓼、两栖蓼等植株较低矮的湿地

植物,主要与周边自然环境协调一致。 通过航道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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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土地平整及植物种植等措施,修复湿地植被,丰
富湿地植物多样性,改善湿地环境,提升完善湿地生

态功能(图 7,图 8)。

图 7　 遗留航道现状

Fig. 7　 Status
 

of
 

remaining
 

waterways

图 8　 遗留航道修复效果

Fig. 8　 Restoration
 

effect
 

of
 

remaining
 

waterways

3. 5 外来动植物物种防控

3. 5. 1 防控思路

坚持生态治理效果最优、治理成本最低,治理方

式可行性和防治结合原则,对拉市海湿地外来动植

物开展人工清理防控。 采用人工拔除或割除的方式

清除喜旱莲子草等外来植物,结合清除区域的水土

条件科学配植湿地植物,促进本土植物恢复。 采取

人工打捞、布设虾笼等方式控制牛蛙、福寿螺、小龙

虾等外来物种的数量和分布区域。 同时,加强对外

来物种的科学监测,掌握其动态信息,做到科学

防治。
3. 5. 2 防控措施

外来植物人工防控措施:采取人工拔除和铲除

等方法,对以喜旱莲子草为主的外来植物进行清理。
一年分夏、冬两次对区域内的外来有害植物进行清

理,恢复乡土植物的生存发展空间,为拉市海高原湿

地植物群落的健康和稳定提供保障。
外来动物人工防控措施:对小龙虾采取人工或

设置虾笼的方法进行集中诱捕,捕捉后进行无害化

处理。 捕捞时间为每年的 6—8 月。 对牛蛙采用声

音诱捕法、小网捕捉法进行捕捞,捕捞时间为牛蛙的

交配季节 4—6 月。 对福寿螺采用人工捕捞和诱捕

器捕捞,捕捞时间为每年的 2—4 月。 注重对越冬成

螺捕捞,抓好第一代成螺产卵盛期前的防治工作。
植被修复:对于喜旱莲子草等密集分布的清理

区域,由于清理空间区域较大,应及时种植本土湿地

植物,促进植被恢复。
调查监测:对喜旱莲子草、小龙虾、福寿螺和牛

蛙等外来物种的分布、数量、繁育情况和影响程度等

进行定点、定位、定期监测,掌控其动态信息,分析人

工治理成效,为防控方式、作业强度和频率等的选择

提供理论依据,做到有效防控,科学防控。

4 结　 语

通过退化沼泽湿地、退塘还湿、入湖河道生态修

复以及破碎化湖滨带治理、外来物种防控等项目的

实施,湿地整体生态环境将得到改善,候鸟栖息地、
食源地得到修复,湿地植被和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
湿地景观得到优化,湿地生态服务功能有所提高。

致谢:在调查过程中得到丽江市林业局、玉龙县林业

局、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的大力支持,并派出技术人员

参与野外调查,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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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丽江市古城区湿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气候调节和调蓄洪水方面发挥着其重要生态功

能,目前存在着资源面积萎缩和破碎化,湿地污染严重,对生物资源过度利用,对水资源利用不合

理,湿地管理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 藉此,提出加强湿地保护利用体系和共建共管体系及其宣教体

系建设,开展湿地物种保护及其生境修复,开展水源保护、湖滨带保护、汇水面山以及流域两岸植被

保护,进行湿地基底修复、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加大对湿地的调查监测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提升力

度等丽江市古城区湿地保护修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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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tlands
 

in
 

Gucheng
 

District
 

of
 

Lijiang
 

City
 

play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function
 

in
 

biodi-
versity

 

conservation,
 

regional
 

climate
 

regulation
 

and
 

flood
 

regulation.
 

Currently,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shrinking
 

and
 

fragmentation
 

of
 

resource
 

areas,
 

severe
 

wetland
 

pollution,
 

excessive
 

utilization
 

of
 

biolog-
ical

 

resources,
 

un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nd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in
 

wetland
 

manage-
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wetland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ystem,
 

co-construction
 

and
 

co-management
 

system,
 

and
 

education
 

system,
 

carry
 

out
 

wetland
 

species
 

protection
 

and
 

habitat
 

restoration,
 

water
 

source
 

protection,
 

lakeside
 

protection,
 

watershed
 

mountain
 

and
 

vegetation
 

protection,
 

wetland
 

base
 

restoration,
 

pollution
 

control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increase
 

the
 

investigation
 

and
 

monitoring
 

capabil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to
 

enhance
 

the
 

wetland
 

protec-
tion

 

and
 

restoration
 

strategies
 

in
 

Gucheng
 

District
 

of
 

Lijia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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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市古城区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属长江上游

地区,拥有较完备的湿地类型,湿地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区域气候调节和调蓄洪水方面发挥着生态功能,
然而,随着区域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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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农田扩展、城镇扩容,水利、渔业和旅游业等带来

的一些不合理开发活动的影响,导致对湿地自然资

源利用强度趋增,加之人们对湿地的保护意识还未

认识到位,受眼前利益驱动,一些不合理的人为活动

时有发生,湿地生态系统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本

文从古城区湿地资源以及保护利用现状出发,分析

古城区湿地保护和利用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参阅国

内外湿地保护修复等技术,借鉴湿地保护方面的好

经验,提出古城区湿地保护利用对策和建议。 为促

进古城区湿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推动整体湿地

保护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湿地资源现状

1. 1 湿地资源类型、面积

根据《2018 年丽江市湿地核查矢量数据》统计,
古城区湿地总面积 1 969. 08 hm2,分为 4 个湿地类 6
个湿地型,其中,自然湿地有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
泽湿地 3 个湿地类 4 个湿地型,人工湿地 1 个湿地

类 2 种湿地型。
古城区自然湿地面积 493. 71 hm2,占湿地总面

积的 25. 07%,其中,河流湿地 408. 49 hm2,占湿地总

面积的 20. 75%,湖泊湿地 53. 68 hm2,占比 2. 72%,
沼泽湿地 31. 54 hm2,占比 1. 60%;人工湿地 1 475. 37
hm2,占比 74. 93%。

从湿地型分析,永久性河流湿地 391. 39 hm2,占
湿地总面积的 19. 88%;季节性和间歇性河流湿地

17. 1 hm2,占比 0. 87%;永久性淡水湖湿地 53. 68
hm2,占比 2. 72%;草本沼泽湿地 31. 54 hm2,占比

1. 6%;库塘湿地 1 434. 84 hm2,占比 72. 87%;运河、
输水河湿地 40. 53 hm2,占比 2. 06%。
1. 2 湿地生物资源

根据《古城区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报告》 《古城

区九子海省级重要湿地认定报告》以及本次野外调

查及资料收集,古城区湿地保护小区分布有维管束

植物 59 科 154 属 187 种。 其中蕨类植物有 5 科 5
属 6 种,裸子植物有 2 科 2 属 2 种,被子植物有 52
科 147 属 179 种。 在动物资源方面,古城区分布有

湿地野生脊椎动物 5 纲 14 目 25 科 49 种,包括国家

Ⅱ级保护野生动物 3 种。
1. 3 湿地非生物资源

古城区湿地非生物资源主要包括水资源、景观

资源等。
全区水资源总量(不含金沙江过境流量)5. 237

亿m3,产水模数 39. 5 万m3 / km2,人均占有水量 3 330

m3;区域年均降雨量 950 mm,雨量丰沛。 水资源从

总体上较丰富,但过境流量多,时空分布不均匀,工
程性缺水、水质性缺水、资源性缺水矛盾交织。

古城区湿地在小景观尺度上有湖泊、草甸、山
林、河流一起构成的丰富多样的生境类型,在全市乃

至全省湿地类型中独具特色,具有很高的观赏、文化

和美术价值的湿地景观。 独特的湿地自然景观和丰

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去休

闲、娱乐、旅游观光。

2 湿地面临的主要问题

2. 1 湿地资源面临的问题

2. 1. 1 湿地资源面积萎缩和破碎化

无序地开垦湿地、对天然湿地进行利用以及各

种建设占用等各种侵占湿地的现象造成湿地面积减

少、生态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是古城区湿地面

临的主要问题。 古城区湿地中大多都面临着这些问

题,特别是乡村天然湿地被开垦,是造成湿地面积萎

缩的主要原因。 另外水土流失也是造成湿地面积萎

缩的一个重要原因。 特别是雨季汛期,大量雨水对

石漠化山体进行冲刷,导致地表径流混入大量泥沙,
这些混有泥沙的水流流入湿地,造成泥沙淤积,导致

湿地缩减。 另外,城市周边建设如房地产开发也是

造成湿地面积缩减的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规

模的扩大,这种趋势将会越来越严重。
2. 1. 2 湿地污染严重

环境污染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威胁非常严重。 环

境污染改变了湿地水质状况,使湿地生态系统、生物

多样性受到破坏。 就古城区而言,农业污染、养殖业

污染、工业污染、旅游污染以及村民生产生活污染为

主要污染因子。
湿地周边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化

肥,除部分被土壤及作物吸收外,另外很大一部分通

过地面水和地下水渗入湿地。 由于全区山地面积比

例大,对相对低平的湿地农业利用强度较大,对由此

产生的面源污染治理难度大。 湿地周边村落牲畜养

殖产生的粪便也是造成湿地污染的主要因子之一。
丽江是著名的旅游城市,随着湿地旅游业的不

断发展,旅游人数增加,使旅游业带来的污染日益严

重。 如在观音峡景区的黄龙潭湿地,因游客产生的

大量垃圾未得到有效收集,导致部分垃圾间接进入

湿地。
2. 1. 3 湿地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

古城区湿地是全区经济发展支撑性基础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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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环境,湿地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矛盾较

为突出。 湿地生物资源是利用最普遍、受害最严重

的自然资源,而过度捕捞、水电站建设等是影响湿地

生物资源最主要因素。
2. 1. 4 湿地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对于湿地而言,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主要表现

为湿地上游的水利工程建设,导致水源被截留,大量

的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导致湖泊、河流、库塘蓄水

量逐年减少,造成湿地面积萎缩,湿地生物多样性减

少。 另外,金沙江上的金安桥水电站、龙开口水电站

的开发利用使大量自然河流湿地转变为人工库塘湿

地,隔断了自然河流与湖沼等湿地水体之间的天然

联系,天然湿地变为人工库塘的过程中未考虑鱼类

和虾蟹类等水生动物的洄游,洄游通道受阻塞,导致

鱼、虾、蟹类的栖息与繁殖受到影响,使许多珍稀湿

地生物物种受到威胁。
2. 2 湿地管理、科研和社会层面的问题

2. 2. 1 管理体制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

湿地资源的保护、利用、管理牵涉面比较广,目
前很多湿地在利用上被多个部门管理,另外在保护

上缺乏综合协调机制。 虽然地方林业主管部门成立

湿地保护管理机构,具体负责组织、指导和监督行政

区内的湿地保护管理工作,但由于成立的时间比较

短,部分机构在人员配备上还不足。 其次,湿地保护

涉及水务、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多个部门,但各部

门间的配合协调机制不顺,很多数据资源未得到共

享和利用;各部门在开展湿地保护相关工作方面各

自为政,且涉及到责任方面还存在相互推诿和扯皮

的情况,不能很好地按照湿地生态系统的系统性、完
整性管理的要求有序推进湿地保护工作。
2. 2. 2 基础研究和技术支撑薄弱

湿地科学是跨学科的新兴科学,涉及很多领域。
目前国内从事湿地研究的人员很少,另外信息交换、
合作研究、人才交流渠道缺乏,缺少项目评估、专家

决策咨询组织,制约了我国湿地保护和管理工作的

有效进行。 就古城区的情况看,目前对湿地保护和

利用的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同时对湿地管理和保

护的技术手段也相对落后,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和手

段滞后,严重影响到相关部门对湿地的有效管理。
2. 2. 3 湿地管理资金投入不足

对于湿地保护与管理工作来说,资金投入的不

足也是制约其工作开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就古城区

而言,政府对湿地保护投入的经费明显不足,致使很

多湿地保护管理工作很难开展。 古城区地处西南边

陲,经济发展还较为滞后,财政薄弱,而湿地保护与

治理都是长期的过程,治理好转后还需要有效的保

护措施,这些工作均需要大量资金。 目前古城区湿

地保护管理资金缺口较大,在湿地调查监测和湿地

研究、湿地恢复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均存在资金缺

乏情况。
2. 2. 4 全社会湿地保护意识尚未完全形成

湿地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事业,但目前对于湿地

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宣传教育工作有待提高,湿地价

值和重要性在公众认知中还比较薄弱,部分地方政

府领导和群众的湿地保护意识淡薄,重视眼前利益

而忽略长远利益,重开发轻保护现象严重,认识不到

湿地的重要性,把湿地视为耕地占补和建设用地廉

价牺牲品。 古城区重要湿地周边往往人口较多且集

中,湿地周边群众的生活方式和生产发展与湿地变

迁有着密切关系,应使当地群众充分认识到保护湿

地的重要性,并通过一定经济手段提高其保护湿地

的积极性,使湿地周边群众成为湿地保护的主体,对
湿地保护至关重要。 由于湿地保护与利用之间的责

权不对等,未建立群众参与保护湿地的共管机制,加
之,湿地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形成,导致群众保

护湿地的积极性不高。

3 湿地保护修复策略

3. 1 制度层面

3. 1. 1 加强湿地保护利用体系建设

根据古城区湿地现状、生物多样性、生态区位特

点,将全区湿地划分为省级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
加强对省级重要湿地的保护管理,推进一般湿地认

定工作。 加快对符合国际、国家重要湿地和省级重要

湿地认定标准的湿地的认定。 及时公布一般湿地名

录,对湿地进行动态管理,在开展一般湿地认定工作

中充分听取区政府、乡镇(街道)意见,对认定后的湿

地边界及管理主体进行明确,对湿地实施分类管理。
通过加强水源保护区建设,清除饮用水源保护

区内的污染风险因子,对保护区内的人为生态破坏

区域进行修复,保证饮用水源水质稳定达标,实现水

资源和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加强湿地保护小区建设也是保护湿地的一种新

形式,湿地小区是服务于地方生态建设而被予以特

殊保护管理的湿地区域,在保护地方重要湿地、水资

源及野生动植物资源方面具有很多优势。
建立有效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对全区湿地保

护和利用发展目标有着重大影响。 湿地资源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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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管理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和行业,需要各部

门之间在湿地管理方面建立一个高效的协调合作机

制。 对于湿地保护利用,设立一个专门的工作机构

来制定工作制度,明确各方的职责很有必要。
3. 1. 2 加强规章制度建设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章制度,对现

行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评估,对古城区有关湿地的

规章制度进行及时增补、修订、完善。 对政策中制

约、阻碍湿地保护利用的内容进行修订。
2)将湿地保护利用纳入法治轨道也是制度完

善中的关键。 制定出台《古城区湿地保护管理办

法》,将湿地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方针、原则和行为规范

纳入法治范围,同时规范管理程序,规范对违法行为

的处理,为开展湿地保护和利用提供法制保障。
3)加大执法力度,对破坏湿地的行为进行有效

打击。 各级政府应定期组织监督检查湿地保护利用

工作,使破坏湿地资源行为得到有效制止。
 

4)对湿地开发以及用途的变更要进行生态影

响评估,严格按照相关审批管理程序进行审批,涉及

湿地开发利用的项目严格依法论证、审批,并在其实

施过程中加强监督管理。
3. 1. 3 开展共建共管体系建设

有效的湿地保护管理协调机制是全区湿地保护

与利用发展目标是否实现的关键。 政府应统筹协调

各部门湿地保护工作,协调其权益关系,做到明确职

责,以确保全区湿地保护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保护和合理利用湿地资源需要政府、非政府组

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通力合作,涉及湿地的各有

关机构应加强交流与协调,建立起一套部门间的公

共决策协商机制,对湿地的保护意见协调一致;同时

在探索湿地保护利用过程中应加大社会组织、人民

群众的参与力度,形成一个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
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共管机制。
3. 2 湿地保护策略

3. 2. 1 加强湿地物种保护及其生境修复

据《丽江市古城区湿地资源调查报告》,古城区

湿地植物有报春花、水毛茛、草玉梅等物种。 国家Ⅱ
级保护物种有 3 种,即红瘰疣螈、红隼、水獭。 另外,
金沙江中还生存着大量的土著鱼类,但随着湿地生

境恶化,人为过度开垦、过度捕获,其分布范围急剧

缩小,急需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针对湿地植物,通过采取禁止放牧、禁挖草坪、

污水分流及处理以及退耕还湿等保护措施,有效恢

复土著植被,同时加强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以此

来改善报春花等湿地植物的生存环境。 改善日益退

化的植物生态系统。 针对珍稀动物,有针对性地建

立保护小区,采取加强执法管理、限制水质污染等措

施进行保护。 对于金沙江流域各类保护点的土著鱼

类,应制定禁渔区、禁渔期,落实就地保护措施。 针

对古城区特有鱼类进行人工驯养,开展人工繁殖研

究。 对珍稀鱼类产卵繁殖场、索饵场生态环境实施

动态监测,利用标记和跟踪技术对珍稀鱼类进行调

查,进一步研究其分布区域、繁殖和生活习性,为湿

地保护工作提供理论基础。
3. 2. 2 加大水源保护力度

清溪水库、黑龙潭、团山水库是古城区重要的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承担着城市生活饮用水的供水重

要任务,同时兼顾着城市景观用水和农业生产生活

用水。 其环境状况及其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到古城

区的生产、生活和湿地生态系统,在湿地保护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针对清溪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包括清溪水库和

黑龙潭),应设定界碑或界桩,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破坏、擅自改变保护标志和界桩。 在库区及周边设置

警示标志、宣传牌板,进一步宣传保护水源地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明确对攀爬、翻越铁栅栏等违反水源地

管理有关规定行为的处罚措施,使保护管理规范化。
在清溪水库、黑龙潭、团山水库汇水小流域的坡麓

荒地营造生态防护缓冲林带,同时采取清理水库岸边

畜禽粪便、水库边缘地带漂浮的腐质水草和枯枝败叶

以及禁牧禁猎等措施,使城市饮用水的安全得到保障。
对于有旅游价值的水库,结合其自身特点开发

其旅游价值,将其打造成开放式水利风景区,在开发

过程中,对建设中以及旅游过程中产生的“三废”需

建设专业的处理设施,并配有环保服务人员;对后期

植被修复以及树种引入景观绿化等工作均需严格按

规定执行。 在保障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上开发当地文化旅游新模式。
3. 2. 3 加强汇水面山以及流域两岸植被保护

古城区主要湖泊、水库的汇水面山以及金沙江

支流两岸均开展过植树造林,但由于历史上破坏严

重,周围山地的原始植被曾遭到大量砍伐,目前除有

少量次生林外,大多为岩石裸露的荒山荒坡和人工

栽植的柏树、云南松林等,树种较为单一,林下植被

稀疏,山地石漠化较为严重,雨水冲刷导致大量泥沙

流入湖泊河流,致使湿地面积缩小。 因此,应对汇水

面山、流域两岸的植被进行有效保护,对树种单一、
结构不合理的林分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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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4 加强对湖滨带的保护

对兼有旅游价值的湿地,如黄龙潭(观音峡景

区)、黑龙潭(玉泉公园),应采取严格措施对现有湿

地植被加以保护:(1)严禁开垦破坏湖滨带以及过

度打捞水生植物等任何改变现有水生植物群落的现

象及破坏活动。 (2)适当割除或打捞部分水生植物

以便维持合理的面积及其密度,既有效保护湖滨植

物,又合理利用湿地资源,维护湖滨湿地生态系统的

稳定和平衡;对非法占用湖滨带和破坏湖滨沼泽的

旅游服务设施进行严格管理,通过人工种植芦苇、菖
蒲、海寿花等以恢复湖滨植被。
3. 3 湿地修复策略

湿地生态恢复的理论基础是恢复生态学。 恢复

生态学是研究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退化生态系统

恢复和重建的技术与方法、生态学过程与机理的科

学[1] 。 湿地兼具陆地和水域的特点,决定了湿地生

态系统易受到自然以及人为活动的影响,湿地生态

极易受破坏,破坏后恢复比较困难。 另外,湿地多样

的动、植物群落决定其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和丰富多

样的生物物种与生态系统类型。 因此,在对湿地实

施生态恢复时应充分考虑湿地生态特点。
3. 3. 1 湿地基底修复

在湿地生态系统中,湿地地表基底的稳定性关

系到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对生态系统的演替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受污染的底泥中含有重金属、有机质分解物和

动植物腐烂物,这种底泥仍可使湿地水质受到二次

污染。 因此,要加大城市污水处理力度,避免城市生

活污水直接进人河道,减少河床污泥量。 疏汲河床,
清除底泥就是要疏通河道,对淤泥进行清理,防止底

泥对水质的二次污染。
另外,湿地退化与湿地面积萎缩等一系列湿地

环境丧失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状况与围湖造田直

接相关。 围湖造田不仅切断了湿地景观上的完整性

和连续性,导致自然湿地破碎,面积减少,原有水生

植被群落结构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 因此,必
须强化湿地管理,在全面禁止无序围垦湿地的基础

上,退耕(塘)还湿,尤其是九子海湿地。 退耕(塘)
还湿是退化湿地生态系统恢复的重大项目,根据相

关政策,对失去土地的农户给以必要补助,使其在工

程实施后生活有保障。
3. 3. 2 湿地污染治理

恢复湿地良好的水质状况,改善湿地水文条件,控
制水源污染,是改善湿地和恢复湿地的重要举措。 古

城区全区河流均属金沙江水系,境内河流大多短促,主
要河流有金沙江及其支流漾弓江、黑白水河、文化河、
银河等。 在入河污染总量构成中,农村面源污染和城

市生活污染仍占主要地位。 目前对湿地保护较为有效

措施是控制污染源,即加大城市污水处理能力,避免城

市生活污水直接进入河道,以减少对湿地的污染。
另外,实地调查中发现,湿地周边村、社大量不

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人畜粪便等直接和间

接排入水体,导致水体污染。 流经村庄、农田的河流

存在面源污染问题,其污染源主要为农业化肥、农药

使用产生的面源污染及周边居民生活垃圾污染。 因

此,在集中的生活垃圾倾倒处通过采取垃圾集中回

收箱、设置指示标语的方式集中收集生活垃圾,减少

入河点状污染。
种植业是湿地周边社区的支柱产业,传统的农

业生产方式是依靠不断地施用化肥和农药来增收,
其化肥和农药随地表径流流入湿地水体,从而对水

质产生影响并构成威胁。 针对农业面源污染,除推

行生态农业,进行种植结构调整外,采取全面推广农

田测土配方施肥(含控释肥),发展农田生物多样性

种植,进行面源污染控制技术试验、示范、推广,对农

户进行环保和农业技术为主的培训,全面提高农户

的综合素质。 在湖泊汇水区域的农田边缘以及河流

汇水区域的农田边缘分别构建缓冲带,过滤净化地

表径流泥沙、降低径流中的营养物质,从源头上解决

水质污染问题。
3. 3. 3 湿地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主要是通过人工方法,按照自然规律

恢复天然的生态系统,应根据古城区气候特点、湿地

类型、经济等因素进行生态修复,制定适当的湿地生

态恢复措施。 同时考虑生态演替规律,坚持生物多

样性原则,根据生态系统自身演替规律进行修复。
湿地生物恢复技术主要包括物种选育和培植技

术、物种引入技术、物种保护技术、种群动态调控技

术、种群行为控制技术、群落结构优化配置与组建技

术、群落演替控制与恢复技术等[2] 。 古城区应通过

开展水质净化、栖息地营造、必要时进行人工干预进

行物种招引,以改善动植物栖息环境,维护生物多样

性,对湿地内的珍稀濒危物种必要时进行增殖扩繁,
提高种群数量后有计划地进行放生。 此外,通过生

物廊道和缓冲地带建设保持物种的交流。 另外,要
加强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管理,外来物种入侵会

破坏水生生态系统的平衡,威胁本地生物多样性,加
强对其监测预警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也是湿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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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3. 4 对湿地监测和科研方面的建议

3. 4. 1 加大对湿地调查监测能力的提升力度

湿地监测能力建设主要有遥感监测、样地监测、
专项监测、外来入侵物种监测。 遥感监测是快速获取

湿地类型、分布的重要手段,采用现地调查与前期调查

数据、各类现有资料、专家经验相结合,对近期高分辨

卫星数据进行判读,更新古城区湿地资源数据库,为古

城区湿地保护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对古城区湿地重点

植被、植物、动物、环境等样地开展样地监测,对全区湿

地生态环境进行动态分析,为湿地保护管理提供科

学依据。 加强对重点湿地如九子海、清溪水库、黑龙

潭、黄龙潭、团山水库、漾弓江及金沙江等湿地生态

环境的专项监测。 对外来物种进行定期监测。
在古城区湿地资源调查监测基础上,建立湿地

资源及其生态信息数据库,建立以地理信息系统、遥
感和全球定位系统等先进技术为基础的湿地生态信

息管理系统,同时借助地理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

网络技术,建立以数据采集录入系统、地理信息系

统、数据管理系统、信息分析提取系统为内容的县级

湿地信息网络体系,实现湿地各类数据科学使用和

湿地数据资源共享。
3. 4. 2 提升湿地科研水平

湿地科学研究是认识和了解湿地的主要途径,
是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科学依据,也是促进湿地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发展的重要保证。
1)加强科研队伍建设

结合湿地保护管理实际和工作需求,与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协作,培养有关湿地保护方面的科研人

才,也可通过人才引进提升本地科研水平。 建立古

城区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科学咨询委员会来

指导湿地科研工作。 同时为湿地研究项目评估以及

开发项目的咨询评审等提供咨询服务。
2)积极开展科研项目研究

根据古城区湿地资源现状,结合现有科研基础,
开展以基础应用研究为主的湿地科学研究,坚持研

究的系统性、连续性、层次性,并兼顾远期的战略意义

和远期与近期的应用意义,以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 具体研究内容可以从以

下几方面开展:九子海省级重要湿地研究、金沙江及

其支流重点流域湿地自然恢复机制研究;古城区湿地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及其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和试

点;湿地产品开发和生态旅游潜力研究;金沙江流域

高原河流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的关系研究;湿地

产品开发和生态旅游潜力研究;湿地外来入侵物种防

治措施研究;高原湖泊湿地水产养殖对湿地生物多

样性的影响研究;高原湖泊湿地水生植被恢复和重

建措施研究;湿地外来入侵物种防治措施研究等。
3. 5 加强宣教体系建设

湿地保护宣传机制是指湿地保护主管部门或湿

地研究机构及湿地保护区内部建立的湿地生态科普

宣传教育基地和场所或媒体。
1)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针对广大群众的宣传

工作。 通过网络、现场发传单、搞展板等方式扩大宣

传面和宣传力度。
2)结合特定的活动,如“世界湿地日”等,集中

开展有关湿地保护、湿地功能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

方面的宣传。
3)通过学校教育,抓好大中小学生对湿地保护

方面的教育,使学生从小建立起湿地保护意识,为湿

地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4)加强与志愿者机构联系,让更多人加入到湿

地保护的行列中来。 调动社会各个方面力量参与到

湿地保护工作中来。

4 结　 语

古城区湿地在景观尺度上具有河流、湖泊、草
甸、沼泽、高山、森林多样景观构成的复杂多样的生

境类型,在丽江市乃至云南省湿地类型中独具特色,
是具有很高的美学、观赏、生态旅游、文化和艺术价

值的湿地景观。 由于对湿地的保护意识不强、资源

开发利用不合理等造成的自然湿地面积萎缩、湿地

功能退化等问题日益凸显。 本文从古城区湿地资源

以及保护利用现状出发,分析古城区湿地保护和利

用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参考国内外湿地保护修

复技术,借鉴湿地保护的一些好经验,为建立湿地保

护体系,完善湿地保护机制,在湿地保护以及修复方

面提出建议。 为更好地处理人类发展与湿地保护的

关系,充分发挥湿地功能,推动湿地保护与利用工作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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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林地水源污染关系到整个自然保护区内生物的生存与发展,为保护水源水质开展了水源污染

修复及防治策略研究。 以某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水源地为例,采集试验所需的原水,在选取试验试

剂和设备的基础上,确定 4 项水质分析项目和对应的检测方法。 通过壳聚糖微球+活性渗滤反应

墙、原位投菌技术来修复水源,通过人工湿地和人工增氧来实现污染防治。 结果表明,修复策略实

施后,各项水质指标表现越来越好,林地水源中浮游生物数量和叶绿素 a 含量逐渐上升,重金属综

合污染指数和高锰酸盐指数逐渐下降,修复策略起到了应有的净化效果;防治策略实施后,前 1 ~ 3
d 内 4 项水质指标的表现仍在继续提升,之后出现小幅度下降并最终维持在一个较为平稳的水平,
说明防治策略基本维持住了修复策略的实施效果,起到了应有的防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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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source
 

pollution
 

of
 

forest
 

land
 

is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organisms
 

in
 

the
 

whole
 

nature
 

reserve.
 

In
 

order
 

to
 

protect
 

water
 

quality,
 

it
 

is
 

important
 

to
 

study
 

water
 

source
 

pollution
 

remediation
 

and
 

prevention
 

strategies.
 

Taking
 

a
 

water
 

source
 

in
 

a
 

natural
 

reserve
 

as
 

an
 

example,
 

the
 

raw
 

water
 

required
 

for
 

the
 

test
 

was
 

collected,
 

and
 

four
 

water
 

quality
 

analysis
 

items
 

and
 

corresponding
 

detection
 

methods
 

were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selection
 

of
 

test
 

reagents
 

and
 

equipment.
 

For
 

the
 

raw
 

water,
 

the
 

wa-
ter

 

source
 

was
 

first
 

repaired
 

by
 

chitosan
 

microspheres + active
 

infiltration
 

reaction
 

wall,
 

and
 

in-situ
 

bacte-
rial

 

injection
 

technology,
 

and
 

then
 

the
 

pollution
 

prevention
 

was
 

realized
 

by
 

artificial
 

wetlands
 

and
 

artificial
 

oxygen
 

enrich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mediation
 

strategy,
 

the
 

per-
formance

 

of
 

various
 

water
 

quality
 

indicators
 

became
 

better,
 

the
 

number
 

of
 

plankton
 

and
 

chlorophyll
 

a
 

con-
tent

 

in
 

the
 

forest
 

water
 

source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comprehensive
 

pollution
 

index
 

of
 

heavy
 

meta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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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nganate
 

index
 

gradually
 

decreased,
 

and
 

the
 

remediation
 

strategy
 

had
 

played
 

a
 

due
 

purification
 

effec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our
 

water
 

quality
 

indicators
 

continued
 

to
 

improve
 

in
 

the
 

first
 

1-3
 

days,
 

then
 

decreased
 

slightly
 

and
 

finally
 

main-
tained

 

at
 

a
 

relatively
 

stable
 

level,
 

indicating
 

tha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y
 

basically
 

maintaine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remediation
 

strategy
 

and
 

played
 

a
 

due
 

role
 

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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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为了扩大生产活动范围,不断侵占自然资

源,使自然资源不断减少。 自然资源的不断减少不

仅损害了自然环境,还给人类带来了反噬。 基于此,
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自然保护区是

为了保护自然环境与生态系统而设置的一方区

域[1] 。 通过人为干预和管理以控制人员进入该区

域,从而避免因人为活动使该区域遭受破坏。 为尽

可能地保证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平衡,对其各方面的

修复和防治必不可少,其中林地水源污染就是其中

重要的一项。 水资源并不是在一个地区固定不变

的,而是一直处于动态之中,因此,周围环境中一旦

存在污染源,随着水运动也会污染自然保护区林地

水源[2] 。 而林地水源几乎供给了整个自然保护区

各种自然资源和生物资源的水资源所需,一旦林地

水源被污染,所造成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会对整个自

然保护区造成严重打击[3] 。
针对上述情况,对自然保护区林地水源污染进

行有效修复和防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

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提出了很多技术和方法。 例

如张倩茹等人[4] 研究了生物炭的改性方法并将制

备好的生物炭用于环境修复中,吸附水体中的污染

物质,净化水质。 李军等人[5] 针对无机氮,有机物

和金属元素 3 类常见水体污染物,提出了基于微生

物的修复方法,并对修复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进行了

具体阐述。 罗华丽等人[6] 从海洋生物废弃物中提

取到了壳聚糖这种物质,利用这种物质制成微球,将
其投放到水源中可吸附水源中的污染物质。

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水源污染修复

上,对于后期防治的研究甚少。 虽然经过修复后水

质得到净化,但若不能进行进一步的防治,一段时期

后水源还会被再次污染。 因此,水污染修复和防治

需双管齐下,才能保证自然保护区林地水源水质。
基于此,进行了自然保护区林地水源污染修复及防

治策略研究。

1 研究区概况

　 　 以某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水源地为研究对象

(图 1)。

图 1　 研究区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esearch
 

area

　 　 该自然保护区周边开垦了大量农田,还有大量

的居民居住区以及场区,因此,自然保护区内林地水

源污染时常发生[7] 。 为了保护自然保护区生态环

境,进行林地水源污染修复和防治至关重要。

2 试验设计与方法

2. 1 试验原水

自然保护区林地水源污染修复和防治试验所需

水源均来自图 1 研究区水源地,在表层水面下 50 cm
处取样,

 

取样点共计 8 个[8] 。 在完成水源取样后,
放入恒温箱中低温运输到实验室。
2. 2 试验试剂与材料

自然保护区林地水源污染修复和防治试验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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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试验试剂与材料如表 1 所示。

表 1　 试验试剂与材料

Tab. 1　 Test
 

reagents
 

and
 

materials

试剂名称 纯度 生产厂家

液体石蜡 分析纯 陕西海王盘龙医药有限公司

醋酸溶液 分析纯 　 西安百年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甲醛溶液 分析纯 山东龙煤工矿机械有限公司

重铬酸钾 分析纯 青岛景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 3 试验设备

自然保护区林地水源污染修复和防治试验所需

主要试验设备如表 2 所示。

表 2　 试验设备

Tab. 2　 Test
 

equipment

设备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

电磁搅拌器　 　 RO-1D 拓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天平　 　 　 ADVENTUR-
ER

 

AX
庞羽梁仪器仪表(上海)有限
公司

计数框　 　 　 　 JY-CC-F 北京金洋万达科技有限公司

显微镜　 　 　 　 CX21 上海木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玻璃纤维滤膜　 M376595 北京海富达科技有限公司

研磨器　 　 　 　 JY-1555 京仪( 北京) 仪器设备有限
公司

离心机　 　 　 　 D1524R 济宁市裕泽工业科技有限
公司

荧光分光光度计 960CRT 北京宏达恒业科技有限公司

电热鼓风干燥箱 CV21 东莞市新远大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2. 4 水质分析项目与检测方法

对自然保护区林地水源水质的检测项目包括 5
种。 这 5 种水质分析项目以及对应的检测方法、检
测标准如表 3 所示[9] 。

1)浮游生物数量

假设 B 代表计数框面积,B̂代表计数面积,V 代

表测试水样量,则浮游生物数量计算公式为:

A = N
B

B̂( ) ×
C

Ĉ
× V(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式中:A为浮游生物数量(个 / L);N 为目镜视野计数

结果;Ĉ为计数框体积;C为 1L 原水样沉淀浓缩后的

体积。

表 3　 水质分析项目及其对应的检测方法

Tab. 3　 Water
 

quality
 

analysis
 

items
 

and
 

corresponding
 

detection
 

methods

水质分析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标准
项目计算

公式

浮游生物数量 抽滤萃取-
目镜视野
计数法

DB43 / T
 

432-2009 公式(1)

叶绿素 a 含量 荧光分光
光度法

NEN
 

6520-1981 公式(2)

重金属综合污
染指数

原子荧光法
/ 吸收法

GB
 

15618-2018 公式(3)

高锰酸盐指数 高锰酸盐
指数酸性法

GB / T
 

11892-1989 公式(4)

　 　 2)叶绿素 a 含量

假设 V′为萃取液的定容体积,b 为比色皿光程,
则叶绿素 a 含量计算公式为:

Da =
V′[α(S1 - S0) - α(S2 - S0) - α(S3 - S0)]

V·b
(2)

式中:Da 为叶绿素 a 含量( μg / L);α 为吸光系数;
S0、S1、S2、S3 为萃取液在 4 种波长处的吸光度值。

3)重金属综合污染指数

假设 E i 为重金属元素 i 的污染指数,G 为综合

污染指数,则重金属综合污染指数为:

E i =
F i

fi

G = E2 + maxE2

2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3)

式中:G<1 为未污染;在 1 ~ 2 范围为较低污染;在
2 ~ 3 范围为较高污染;G>3 为高污染;fi为重金属元

素 i 的评价标准;F i为重金属元素 i 的浓度; E、maxE
为污染指数平均值、最大值[10] 。

4)高锰酸盐指数

假设 W1 代表滴定试验所消耗的高锰酸钾溶液

的体积,W0 代表空白试验所消耗的高锰酸钾溶液的

体积,则高锰酸盐指数计算公式为:

IMn =
k(W1 + W0) × R × P

W
(4)

式中:IMn 为高锰酸盐指数(mg / L);k 为校正系数;R
为标准溶液的浓度;P 为氧原子摩尔质量。

3 水源污染修复及防治试验

针对受到污染的自然保护区林地水源,首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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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壳聚糖微球+活性渗滤反应墙、原位投菌技术来

修复水源,之后通过人工湿地和人工增氧进行污染

防治,维持或巩固修复效果[11] 。
3. 1 水源污染修复策略

修复,即去除水源中的污染物,还原未污染前的

水质。
3. 1. 1 壳聚糖微球+活性渗滤反应墙

壳聚糖微球+活性渗滤反应墙是一种综合修复

技术,以前者作为后者的活性反应介质。 以往活性

渗滤反应墙所使用的活性反应介质多为零价金属、
沸石、氧化铁、泥炭等,对污染物的吸附效果有限[12] 。
为此,本研究中通过制备壳聚糖微球以部分替代传

统活性反应介质,构成改进的活性渗滤反应墙,具体

过程如下:
步骤 1:制备壳聚糖微球

1)称取一定量的壳聚糖粉末置于烧杯内。
2)在烧杯中倒入壳聚糖粉末用量 1 / 3 的醋酸

溶液,并利用电磁搅拌器在 40℃恒温下搅拌均匀。
3)置于室温下冷却,排出液体中的气泡,得到

壳聚糖乙酸溶液。
4)称取一定量的液体石蜡和 Span

 

80,并将其置

于烧瓶中。
5)边加热边搅拌均匀,使二者混合均匀。
6)将步骤 3 制得的壳聚糖乙酸溶液缓慢加入

到上述二者混合液中,边倒入边搅拌。
7)乳化 1 h。
8)加入甲醛溶液,交联固化 3 h。
9)将上述所得产物利用离心机分离处理,去除

上层石蜡。
10)将剩余产物利用丙酮和无水乙醇重复清洗。
11)置于电热鼓风干燥箱中,60℃ 恒温烘干,得

到壳聚糖微球[13] 。
步骤 2:设计活性渗滤反应墙

在该反应墙内下部 30 cm 填充零价铁和石英砂

的混合物,然后布设一层细纱网,再在上部填充壳聚

糖微球。 需要注意的是每填充 5 cm 进行一次压实。
步骤 3:建造活性渗滤反应墙

若是在实验室中借助水泵,使原水通过活性渗

滤反应墙即可;若是在实际环境中,需要在自然保护

区林地水源河道处建造活性渗滤反应墙,使水流通

过活性渗滤反应墙,墙体的长宽高需要根据当地水

源所处环境进行自适应调整[14] 。
3. 1. 2 原位投菌技术

通过壳聚糖微球+活性渗滤反应墙能吸附掉大

部分污染物质,但其中一小部分污染物质并未完全

吸附,因此还需进一步地降解。 所利用的降解方法

为原位投菌技术,即在水中投入微生物菌剂[15] 。 原

水体中加入的微生物为 3 种不同类型的高效反硝化

菌,加入不同活性、不同浓度的菌种后,按不同的比

例进行处理。
3. 2 水源污染防治策略

在上述水源污染修复后,为巩固修复效果,还需

实施进一步的防治策略,否则过一段时间后自然保

护区林地水源仍会被污染。 采用的防治策略包括人

工湿地和人工增氧两种方法。
3. 2. 1 人工湿地

人工湿地就是人工建立的一种通过模拟自然湿

地防治功能的复合型人工系统生态浮岛。 使污染水

源流经人工湿地后,能持续起到循环净化水源作

用[16] 。 研究中建造的人工湿地各组成部分所选材

料如表 4 所示。

表 4　 人工湿地组成材料

Tab. 4　 Composition
 

materials
 

of
 

artificial
 

wetlands

组成部分　 材料名称 防治作用

透水性基质 沸石 吸收污染物质

微生物　 　
好氧菌(醋酸菌、
枯草杆菌)和厌氧
菌(核梭杆菌、厌
氧革兰阳性球菌)

对有机污染物实现降解和
转化

水生植物　 浮萍、芦苇、苦草 为水体输送氧气,增加水体
活性;提高水中污染物的降
解速度;对固体颗粒起到拦
截吸附作用

动物　 　 　 蝌蚪、蜗牛、水禽 促进物质循环

水体　 　 　 在基质上、 下流
动的水 ( 自然保
护区林地水源)

3. 2. 2 人工增氧

水源受到污染后往往会存在缺氧问题,使水中

生物难以生存,导致水质变得越来越差。 针对这一

点,只要保证水源中氧气充足,为水中生物提供良好

的生存条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治水污染,提高水

源活性。 人工增氧可通过设置充氧站来实现。

4 结果与分析

对上述自然保护区林地水源污染修复及防治策

略实施后的一段时间内的水源进行采样,基于表 3
进行水质检测,检测结果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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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源水质修复与防治前后对比

Fig. 2　 Comparison
 

of
 

water
 

source
 

quality
 

before
 

and
 

after
 

remediation
 

and
 

prevention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1)自然保护区林地水源

水质修复策略实施后,各项水质指标表现越来越好,
浮游生物数量和叶绿素 a 含量逐渐上升,重金属综

合污染指数和高锰酸盐指数逐渐下降,修复策略起

到了应有的净化效果。 (2)自然保护区林地水源水

质防治策略实施后,1 ~ 3 d 内在修复后达到的原有

指标数值的基础上各项指标表现仍在继续提升,然
后开始出现小幅度下降,最后维持在一个较平稳的

水平上,说明防治策略起到了应有的防治效果,基本

维持和巩固了修复策略的实施成果。
 

(3)从整体上

看,修复策略能够在短期内大幅度降低水源中的污

染物,而防治策略主要作用是维持修复策略的实施

效果,使水源持续保持在一定范围内的稳定状态。

5 结　 语

自然保护区水源为该区域大部分生物的生存与

繁衍提供了最为基础的物质资源,一旦该区域内水

源被污染,造成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藉此,开展了自

然保护区林地水源污染修复及防治策略研究。 该研

究针对采集到的污染水源水样,实施两种修复措施,
两种防治措施,针对实施措施后的水样进行 4 项指

标的检测,检测结果表明,修复措施取得了应有的净

化效果,防治措施取得了应有的防治效果,证明该策

略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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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西平县引洪河省级湿地公园为例,根据湿地现状、地理位置以及当地人文历史情况,遵循湿

地公园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将湿地公园划分为湿地保育区、合理利用区、宣教展示区和管

理服务区 4 个功能区,形成“一线,两岸,四区”的规划布局。 并通过开展湿地生态保护、科普宣教、
科研监测等工程措施,构建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集湿地保护、科研宣教、地域文化传承、休闲观

光为一体的省级湿地公园。
关键词:引洪河省级湿地公园;资源保护;生态保护;植物景观;规划设计

中图分类号:Q178. 5;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168(2024)01-0058-05
引文格式:高健康,冯婉婷,胡宗上,等 . 西平县引洪河省级湿地公园规划设计[J]. 林业调查规划,2024,49(1):58-62.

doi:10. 3969 / j. issn. 1671-3168. 2024. 01. 011
GAO

 

Jiankang,
 

FENG
 

Wanting,
 

HU
 

Zongshang,
 

et
 

al. Planning
 

and
 

Design
 

of
 

Yinhonghe
 

Provincial
 

Wetland
 

Park
 

in
 

Xip-
ing

 

County[J].
 

Forest
 

Inventory
 

and
 

Planning,2024,49(1):58-62. doi:10. 3969 / j. issn. 1671-3168. 2024. 01. 011

Planning
 

and
 

Design
 

of
 

Yinhonghe
 

Provincial
 

Wetland
 

Park
 

in
 

Xiping
 

County

GAO
 

Jiankang,
 

FENG
 

Wanting,
 

HU
 

Zongshang,
 

LIU
 

Baoguo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nd
 

Art,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
 

China)

Abstract:
 

Taking
 

Yinhonghe
 

Provincial
 

Wetland
 

Park
 

in
 

Xiping
 

County
 

as
 

an
 

example,
 

according
 

to
 

the
 

statu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loc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wetland,
 

and
 

following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wetland
 

park
 

planning,
 

the
 

wetland
 

park
 

was
 

divided
 

into
 

wetland
 

conservation
 

area,
 

reasonable
 

utilization
 

area,
 

propaganda
 

and
 

exhibition
 

area,
 

and
 

management
 

service
 

ar-
ea,

 

forming
 

a
 

planning
 

layout
 

of
 

“one
 

line,
 

two
 

banks
 

and
 

four
 

areas”.
 

And
 

engineering
 

measures
 

such
 

as
 

wet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popular
 

science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monitoring
 

were
 

implemented
 

to
 

build
 

a
 

provincial
 

wetland
 

park
 

that
 

focused
 

on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nteg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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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regional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leisure
 

tourism.
Key

 

words: Yinhonghe
 

Provincial
 

Wetland
 

Park;
 

resource
 

protecti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plant
 

land-
scape;

 

planning
 

and
 

design

　 　 湿地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调

蓄防洪、水质净化、维持生物多样性、防灾减灾等方

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被喻为“地球之肾” [1] 。 近

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湿地被大量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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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农业、建设用地,导致了全球湿地面积的锐减,
湿地数量与质量下降速度明显加快,湿地功能退化,
直接威胁到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湿地

保护恢复工作已迫在眉睫[2] 。
湿地公园在抢救性保护湿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已成为我国湿地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湿地

公园在最大限度保护湿地资源的同时,具有调节大江

大河径流、调节区域气候、控制洪涝灾害、满足人们生

产生活需求等方面功能[3-5] 。 本文以引洪河省级湿地

公园为例,以区域生态多样性恢复和保护为主要考量,
通过实施科学合理的工程措施,减少不合理的资源利

用行为,有效维护和改善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为城

乡居民创造良好的湿地观光环境和休闲场所。

1 研究区概况

1. 1 区域位置

西平县引洪河省级湿地公园位于河南省驻马店

市西平县的西部区域,整体呈带状分布。 地理坐标

介于东经 113°98′23″~ 114°00′64″,北纬 33°39′12″ ~
33°42′76″之间。 湿地公园西南与嫘祖海棠园相接,
东北与西平植物园相连,南由西平大道,北至小王庄

村,G107 穿河而过,东西宽 0. 25 ~ 0. 7 km,南北长约

4. 8 km。 规划区总面积 164 hm2, 其中湿地面积

67. 7 hm2,湿地率达 41. 3%。 主要湿地类型为人工

湿地类的运河、输水河湿地。
1. 2 动植物资源

湿地公园地处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地带,阳
光充沛,降水量充足,气候条件良好,有利于多种植

物生长,野生植物资源十分丰富。 现有维管束植物

54 科 121 属 198 种,其中蕨类植物有 5 科 6
 

属 8 种,
裸子植物有 2 科 4 属 9 种,被子植物 47 科 111 属

181 种。 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4 种,分别是野

大豆、榉树、莲、中华结缕草。 除植物外,基地内动物

资源亦相当丰富,现有脊椎动物 23 目 63 科 218 种。
其中鱼纲 4 目 11 科 51 种,两栖纲 1 目 3 科 7 种,爬行

纲 2 目 5 科 16 种,鸟纲 11 目 37 科 128 种,哺乳纲 5
目 7 科 16 种。 大部分野生动物都属于常住种类,主
要栖息在开放水空间、灌木群落和农田区域。
1. 3 现状水系

引洪河湿地水域主要由发源自小洪河的自然径

流形成,湿地地貌由人工开挖的引洪道形成。 小洪

河是洪汝河的主源河,水流量在夏秋两季较大,水源

充足、水资源丰富,能保证西平县引洪河省级湿地公

园的供水要求,维持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此外,根

据西平县环境监测站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区域水质

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 GB
 

3838—2002) Ⅳ类,
存在一定污染情况。

2 规划思路

2. 1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家有关湿地

公园的法律、法规、政策、条例,以生态学、生物学、可
持续发展论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更好保护引洪河

区域生态环境和人文资源为目标,遵循湿地公园

“全面保护、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 的方

针,充分考虑引洪河区域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度和

承载力,在保护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前提

下,充分发挥湿地公园的资源优势,充分协调周边社

区的利益关系,科学合理地建设富有特色的景点,大
力发展湿地生态旅游,实现湿地资源保护与开发利

用以及周边社区经济发展的多赢局面[6] 。
2. 2 规划原则

2. 2. 1 生态优先,全面保护修复

保护湿地公园范围内生态环境、动植物资源是

湿地公园建设运营的首要任务。 一切建设活动都不

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应根据湿地生态系统产

生、发育和演替的自然规律,充分考虑环境与生物之

间的相互作用,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保护原生湿地

植被及湿地景观,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结构稳定,改善

野生动植物的生境质量。
2. 2. 2 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

在保护恢复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基础上,
整合现有资源,开展具有公园特色的湿地科普宣教

活动,适度安排湿地体验类项目,满足人们亲湿游

憩、回归自然等美好生活的需求。 此外,湿地资源的

保护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应发动当地居民及旅游者

加入保护行动,以有效提高资源保护效率,实现湿地

公园内人与自然和谐持续发展。
2. 2. 3 多规融合,合理布局

根据湿地公园的地域特点及湿地公园所在区域

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严格遵守耕地、河流、环保等

相关法律法规。 统筹规划,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尽量

利用现有基础设施条件,避免重复建设,并根据分期

规划确定不同阶段的建设目标和内容,分步骤、有重

点地实施建设工程。
2. 2. 4 因地制宜,突出公园特色

湿地公园规划,需根据项目地区的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地采取有针对性的工程措施。 合理利用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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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时,应突出多元湿地生态服务功能、景观和文化

特色,充分挖掘、利用现有优势,体现湿地的生态功

能、自然风貌、历史文化与旅游环境特色,明确定位,
突出个性,创出新意,提高湿地公园的社会影响力和

市场竞争力。
2. 3 规划目标

不断加强湿地公园湿地资源、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和恢复,充分利用和挖掘湿地公园的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资源,丰富景观内涵;加强景区、景点建设,
完善旅游接待基础设施;构建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生
物多样丰富的湿地安全格局,增强湿地生态系统的

自然性、完整性和稳定性。 把引洪河湿地公园建成

一个集生态旅游、观光休闲、文化体验、科普教育为

一体的综合性生态乐园[7] 。

3 总体布局及功能分区

3. 1 总体布局

根据引洪河湿地的区位特点、景观环境、资源分

布以及与旅游文化开发的需要,综合考量河南省湿

地公园总体规划技术规范( DB41 / T
 

723—2012) 和

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规范( LY / T
 

1755—2008)相关要

求,结合湿地公园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将引

洪河湿地公园规划建设为“一线、两岸、四区”的总

体空间结构[8](图 1)。

图 1　 引洪河省级湿地公园总体布局

Fig. 1　 Overall
 

layout
 

of
 

Yinhonghe
 

Provincial
 

Wetland
 

Park

　 　 “一线”是指湿地公园引洪河河道形成的水域

空间轴线,体现了湿地公园建设的总体性和完整性。
“两岸”是指引洪河东西两侧的河岸。 未来将

其打造成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生态廊道,能够在提

升西平县绿色福祉的同时,为野生动物提供庇护所

和栖息地,提高城乡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
“四区”是指将湿地公园划分为湿地保育区、宣

教展示区、管理服务区与合理利用区 4 个功能分区。
不同的功能区根据不同的资源特点、生态环境等方

面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9] 。
3. 2 功能分区

3. 2. 1 湿地保育区

湿地保育区是指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好,生态

环境敏感性高的区域,是湿地公园的核心区域。 该区

域位于湿地河道水面中心区,规划总面积 67. 7 hm2,
占湿地公园总面积的 41. 3%。 该区域规划期内以生

态保护修复为主,突出保护湿地公园自然水系及其湿

地生态过程,提升湿地自净及水源涵养能力,维护区

域水生态安全。 区域内除开展适当的湿地保护、科研

监测等必要的保护管理活动外,不得开展干扰湿地

生态系统以及其他与保护管理湿地无关的活动。
3. 2. 2 宣教展示区

宣教展示区是湿地公园内开展湿地科普宣教的

重要场所。 该区依托引洪河河道西侧进行建设,规
划面积 47. 3 hm2,占总面积的 28. 9%[10] 。 其主要功

能是开展湿地认知,普及湿地科学知识,展示湿地生

态系统多样性,并强调湿地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协调

发展,让人们体会湿地文明的渊远流长,增强周边民

众湿地保护意识。
3. 2. 3 合理利用区

合理利用区主要位于湿地公园东部引洪河北岸,
面积 47 hm2,占总面积的 28. 6%。 该区以生态体验与

生态游憩为主题,以西平县历史文化资源、旅游资源

和湿地生态环境为依托,以天然的植被景观为主要

观赏对象,进一步完善湿地公园休闲娱乐设施,注重

游客的参与性和娱乐性,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活动。
3. 2. 4 管理服务区

管理服务区是指为满足湿地公园管理和旅游接

待服务需要而划定的区域,是湿地公园的交通枢纽

和指挥中心,用以维持湿地公园日常工作正常开展。
该区域位于湿地公园东北角,占地面积 2 hm2,占总

面积的 1. 2%。 规划办公管理中心、生态亭廊、游客中

心、停车场、公厕休息站等接待服务设施。 设施的建设

必须生态环保并且与周边湿地环境自然融洽[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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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项设计

4. 1 生态保护规划

4. 1. 1 水系和水资源保护

湿地公园境内地势低洼,水流动性不强,部分狭

窄或泥沙淤积严重的河道与周围水系连通性不够。
同时公园内岸线大多坡度大、植被简单,虽然已使用

松木桩进行加固处理,但河道内较大的水流仍会对

岸线进行冲刷侵蚀,造成水土流失、沉积物淤积,阻
塞河道。 针对湿地公园内水系与水资源现状,提出

以下保护措施:
1)尊重平原水网自然形态,在维持现有河道连

通性,防止淤泥堵塞的前提下,对湿地公园内的河道

局部进行形态调整,恢复与周边水体的水文连通和

生态联系,增强水体生态活力,为生物提供丰富多变

的水生环境[12] 。
2)以恢复湿地原生生境、丰富湿地景观要素为

主要目标,针对不同物种对地貌形态的不同生存要

求,开展湿地微地形改造工程。 通过生境岛营建、浅
滩湿地营建、陡坡整理、小型水面规整等方式,改变

湿地水文循环和物质迁移路径,恢复重建多类型湿

地生境[13] 。
3)保持水系原生景观的自然性、和谐性,控制公

园水系周边的环境容量;提高水系保护宣传水平,加
强周边居民的素质教育,使水系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4. 1. 2 水质保护

由于湿地公园周边村庄、农田广布,周边工厂企

业和村镇社区居民生活排污、耕种或水产养殖等,使
湿地公园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压力。 为了维持并提升

湿地公园水质,需建立一整套全面的保护管理体系,
从多方面采取措施。

1)持续推进治水工程,健全水质保护长效机

制,加强水质日常保洁和巡护监测工作,保护好引洪

河良好的水质及净水功能,稳定并进一步优化上游

来水水质。
2)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控制。 湿地公园周边耕

地众多,削减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是改善湿地公园

水质、预防水体富营养化的根本措施之一。 规划在

湿地公园及周边区域,大力倡导并示范使用农家肥、
病虫害生物防治等绿色有机种植技术,构建绿色有

机种植模式。
3)农村生活污染源控制。 结合周边社区环境

整治等治水行动,引导改变社区居民的生活生产方

式,加强周边城镇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水

收集系统、污水处理厂、农村生态处理池等) 建设,
禁止将未达标的污水排入河流,影响水体质量。
4. 1. 3 水岸保护

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考虑稳定、自然透水

及经济成本等因素,对破坏驳岸进行修复,对具有改

造空间的人工驳岸进行生态化改造,创造适宜于动

物栖息和植被生长的生态环境。 主要采取以下

措施。
1)对于部分坡度较陡、植被较为单一的水岸,

进行水岸地形的适度改造,营造部分缓坡岸带。 采

取柔性防护结构与植物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对硬质堤

岸进行生态化改造,促进和提升水体—土壤—植

物—微生物之间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形成健康

良性循环的滨河岸带生态系统。
2)保存并利用好原生自然植被,恢复水岸林

带。 适当在林下种植灌草,以提高水岸结构的稳定

性。 水岸植被带恢复应选择乡土树种、耐水湿性状

较好的植物,植物配置体现水生植物、湿生植物和中

生植物分布的连续变化过程。
3)尊重自然规律,采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促进的

方式,恢复湿地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提高生物群落

的多样性。
4. 1. 4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湿地公园是典型的农耕式河网湿地,公园周围

存在大面积的耕地,致使自然生境较为破碎。 另外,
湿地公园周边村庄较多,频繁的农业活动和强度较

大的人为活动,会给湿地公园野生动物栖息地带来

一定影响。 针对湿地公园内野生动物栖息地现状,
提出以下保护措施:

1)对野生动物天然栖息地实施严格保护,防止

开发建设活动对野生动物的正常活动造成影响。 在

保护区的基本道路规划建设中,考虑建立野生动物

绿色通道,以维持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连续性和完整

性,为野生动物的迁徙、交流及繁殖留下通道空间。
2)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野生动物的驯养繁

育,扩大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 完善野生动物的监

测管理体系,监测种群规模、分布区面积的变化及其

幅度,建立种群数量消长情况的监测数据库,分析种

群动态变化趋势及其原因[14] 。
4. 1. 5 植物景观

湿地公园在植物搭配上以原生植被保护为主,
根据各分区规划定位、主要建设项目和景点规划进

行植被恢复保护,从而修复湿地生态系统结构,维护

湿地基底的稳定[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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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湿地保育区植物景观规划以适合鸟类、水生

动物等栖息的野生植物为主,包括垂杨、香樟、构树、
枫杨、桑树等乔灌木,白三叶、麦冬、野菊花、萱草、地
被菊等地被植物,以及芦苇、梭鱼草、香蒲、金鱼藻、
眼子菜等水生植物。

2)宣教展示区植物配置从整体上应遵循本土

植物优先原则。 可以选择枫杨、垂柳、朴树、榉树等

乔木,石竹、小毛茛、羊胡子草、结缕草等地被植物,
以及芦苇、小香蒲、慈菇、荷花、窄叶泽泻等水生植

物,为青少年及成人提供湿地科普的功能需求。
3)合理利用区的植物应结合乔灌草进行合理

配置。 可依托河道整治工程的海棠和樱花为基调树

种,增种乔木可选银杏、五角枫、枫杨、白蜡、元宝枫

等,灌木可选紫玉兰、紫荆、碧桃、紫叶李、木槿、紫薇、
大叶黄杨等,适当配置睡莲、石菖蒲、花叶菖蒲、水葱

等水生或湿生植物,为游客提供充分的湿地体验。
4)管理服务区植物景观规划要多以醒目的颜

色与造型示人,能够引导游客。 通过不同的植物组

团造型,打破单纯的线型植物景观;利用植物空间的

围合营造不同景观空间,丰富景观效果。 植物可选

择黄栌、红花檵木、广玉兰、红枫、棠梨、海棠、碧桃、
雪松、女贞、香樟等。
4. 2 科普宣教

科普宣教是提高人们对湿地认识的主要手段。
湿地公园应在严格保护湿地资源和湿地生态系统的

前提下,增加形式丰富的生态文化宣教解说标识,通
过设置湿地宣教长廊,生态科普解说牌、多媒体展厅

等科普设施,多方位展示生物生长环境和保护知识。
在宣教内容上应突出以人为本,将科普知识大众化、
解说词人性化,使之更贴近普通百姓。 可采用实物、
标本、图板、动画、媒体等方式开展湿地、野生动植物

的科普实践和培训实验活动,使当地居民和访客体

验湿地环境,感悟湿地文化,培养生态意识。
4. 3 科研监测

科研监测规划是在开展好湿地资源管理的前提

下,进行综合性科学研究,为人们认识湿地公园,探
索湿地发生、发展和自然演替变化规律,改造自然和

合理利用湿地提供科学依据。 为充分高效、准确地

利用科学数据,合理保护湿地资源,引洪河湿地公园

规划建立一个湿地环境监测站和两个监测点,对湿

地公园的水体、水体衍生的水生植物、水禽、鱼类及

两栖爬行动物的种类、数量、种群变化等进行监测。
通过监测评估体系的调查评估,不但可以获得湿地

各种生态环境因子的信息,亦可预测湿地生态系统

的变化趋势,有利于发展完善湿地保护事业。

5 结　 语

引洪河是西平县稀有的城郊湿地,有很好的先

天条件和地域优势,但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需要

生态保护和修复。 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最终

使其成为湿地功能良好、生态系统稳定、科普宣教氛

围浓厚、公园特色鲜明的湿地公园典范。 此外,引洪

河湿地公园的建设应注重充分发挥湿地多种功能效

益,可以通过开展湿地生态旅游、湿地科研监测等项

目,促进西平县生态、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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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省围绕“四山八水”生态格局正在努力构建种类丰富、类型多样、具有喀斯特山地特色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截至 2021 年底,全省林业部门管理的自然保护地共 314 个,总面积 456. 88 hm2,
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12. 97%。 分析自然保护地发展中存在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面积占比相对偏

低,空间布局不尽合理,整合优化未达预期,综合利用研究匮乏等问题。 藉此,提出逐步理顺体制机

制,积极创建国家公园,稳步推进整合优化,妥善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积极探索价值研究等自然

保护地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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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zhou
 

Province
 

is
 

striving
 

to
 

build
 

a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system
 

with
 

rich
 

and
 

diverse
 

types
 

and
 

karst
 

mountain
 

characteristics
 

around
 

the
 

ecological
 

pattern
 

of
 

“ four
 

mountains
 

and
 

eight
 

wa-
ters” .

 

As
 

of
 

the
 

end
 

of
 

2021,
 

there
 

were
 

a
 

total
 

of
 

314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managed
 

by
 

the
 

forestry
 

department,
 

with
 

a
 

total
 

area
 

of
 

456. 88 hm2,
 

accounting
 

for
 

12. 97%
 

of
 

the
 

total
 

land
 

area
 

in
 

the
 

prov-
inc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such
 

as
 

the
 

management
 

system
 

not
 

being
 

rationalized,
 

the
 

proportion
 

of
 

area
 

being
 

relatively
 

low,
 

the
 

spatial
 

layout
 

not
 

being
 

en-
tirely

 

reasonable,
 

the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not
 

meeting
 

expectations,
 

and
 

the
 

lack
 

of
 

comprehen-
sive

 

utilization
 

research.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d
 

to
 

gradually
 

streamlin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
nisms,

 

actively
 

create
 

national
 

parks,
 

steadily
 

promote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ion,
 

properly
 

handle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actively
 

explore
 

valu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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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保护地是指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
对重要的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存在

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

陆域或海域。 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整体性、系
统性及其内在规律,依据管理目标与效能并借鉴国际

经验,我国将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

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自然公园三类[1] 。
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是我国自

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一份纲领性文件,该文件为构

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统一规范高效

的管理体制、创新自然保护地建设发展机制、加强自

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督考核及保障措施等问题指明

了方向[2] 。 2021 年 10 月,在昆明召开的以“生态文

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的《生物多样性公

约》缔约方大会( CBD
 

COP15),倡导推进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强调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 生态文明战略的推进,为
中国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带来了良好发展机遇[3] 。
多年来,贵州立足资源优势,不断完善生物多样

性保护格局,围绕保护物种及风景资源集中分布地,
初步建立起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
地公园、地质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不同类型

不同层级的自然保护地网络体系,在构筑两江上游

生态屏障,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及促进区域生态系

统平衡,坚守发展和保护两条底线和生态文明建设

方面取得重大成果。

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东部,云贵高原腹地,
地处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上游交错地带,是“两江”
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全省

国土面积 17. 6 万km2,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东、
南、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约 1 100 m;境内岩溶地貌

广布,发育非常典型,形态类型齐全,地域分布明显,
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岩溶生态系统。 全省喀斯特地貌

面积 10. 91 万km2,占国土总面积的 61. 9%;贵州大

部分地区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
特殊的地质地貌及温暖湿润的气候,再叠加常态地

貌和非常态地貌,造就了贵州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据
《贵州省“十四五”野生动植物保护规划》统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贵州省已知物种约 24 500 余种,其中

高等植物(包括苔藓、蕨类和种子植物)9 900 余种,
约占全国物种总数的 28%;脊椎动物 1 085 种,约占

全国物种总数的 16%;大型真菌 1 200 种,约占全国

物种总数的 31%,野生动植物种数分别位居全国第

三、第四位。
贵州省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全省山地

和丘陵面积占 92. 5%;境内山脉众多,重峦叠嶂,绵
延纵横,山高谷深,北部屹立大娄山,中南横亘苗岭,
东北蜿蜒武陵山,西部高耸乌蒙山。 苗岭以北属长

江流域,由乌蒙山脉、大娄山脉和武陵山脉形成了牛

栏江、乌江、赤水河綦江和沅江 4 条水系;苗岭以南

属于珠江流域,由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和都柳江

4 条水系组成,四大山脉八大水系构筑起了全省“四

山八水”的生态格局[4] 。 目前,贵州省围绕“四山八

水”生态格局正在努力构建种类丰富、类型多样、具
有喀斯特山地特色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新一轮机构改革前,全省各类自然保护地归属

不同部门管理,交叉重叠现象较为普遍,部分自然保

护地存在多个牌子并挂的情况。 机构改革后,已将

原住建部门管理的风景名胜区、原国土部门管理的

地质公园划转至林业部门管理。
截至 2021 年底,全省林业部门管理的自然保护

地共 314 个,总面积 456. 88 万hm2,占全省土地总面

积的 12. 97%。
按管理层级划分:国家级自然保护地 111 个,省

级 112 个,市州级 20 个,县(区)级 71。 从全省不同

管理层级自然保护地占国土面积比例来看,国家级占

比最大,为 6. 11%;县级占比最小,为 1. 32%(表 1)。

表 1　 贵州省自然保护地按管理层级统计

Tab. 1　 Statistics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in
 

Guizhou
 

by
 

management
 

levels

级别　 　 数量 / 个 面积 / 万
 

hm2 占比 / %

国家级　 111 107. 63 6. 11

省级　 　 112 73. 67 4. 18

市州级　 20 23. 89 1. 36

县级　 　 71 23. 25 1. 32

总计　 　 314 228. 44 12. 97

　 　 按类型划分:自然保护区 89 个,风景名胜区 71
个,地质公园 12 个,湿地公园 53 个,森林公园 89
个。 从全省各类型自然保护地占国土面积比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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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风景名胜区占比最大,为 5. 12%;湿地公园占比

最小,为 0. 4%(表 2)。

表 2　 贵州省自然保护地按类型统计

Tab. 2　 Statistics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in
 

Guizhou
 

by
 

types

类型　 数量 / 个 面积 / 万
 

hm2 占比 / %

自然保护区　 89 84. 96 4. 82

风景名胜区　 71 90. 28 5. 12

地质公园　 　 12 18. 71 1. 06

森林公园　 　 89 27. 43 1. 56

湿地公园　 　 53 7. 06 0. 40

合计　 　 　 　 314 228. 44 12. 97

　 　 按市州布局划分:贵阳市 26 个,安顺市 14 个,遵
义市 63 个,毕节市 34 个,铜仁市 35 个,六盘水市 18
个,黔南州 51 个,黔东南州 46 个,黔西南州 27 个。
从全省各市州自然保护地占国土面积比例来看,黔东

南州占比最高,为 18. 35%;毕节市占比最低, 为

6. 34%(表 3)。

表 3　 贵州省自然保护地按市州统计

Tab. 3　 Statistics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in
 

Guizhou
 

by
 

cities

市(州)
数量
/ 个

面积

/ 万
 

hm2
国土面积

/ 万
 

hm2
占比
/ %

贵阳市 26 13. 77 80. 34 17. 14

安顺市 14 7. 21 92. 67 7. 78

遵义市 63 45. 73 307. 63 14. 87

毕节市 34 17. 03 268. 61 6. 34

铜仁市 35 25. 63 180. 03 14. 24

六盘水市 18 10. 76 99. 14 10. 85

黔南州 51 35. 60 261. 95 13. 59

黔东南州 46 55. 66 303. 39 18. 35

黔西南州 27 17. 05 168. 05 10. 15

合计 314 228. 44 1761. 81 12. 97

　 　 综上分析,贵州省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层级较

多,各市州自然保护地占比差异较大,不同类型自然

保护地交叉重叠现象普遍,总体布局呈区域化聚集

性分布特点,主要聚集在黔北、黔东北的大娄山武陵

山区域及黔南、黔东南的苗岭东段区域,而作为长江

与珠江分水线上段的乌蒙山、老王山与苗岭西段,黔
西北、黔西南以及开发较早的黔中地区,自然保护地

分布相对较少。

2 存在的问题

2. 1 管理体制尚未理顺

新一轮机构改革,贵州省林业局设立了自然保

护地管理处负责监督管理各类自然保护地,管理效

能得到进一步增强。 根据贵州实际,农业部门管理

的水产种质资源、水利部门管理的水利风景区仍由

原部门管理,这就导致了自然保护地优化调整不彻

底、面积统计不精准等问题;同时,在机构改革过程

中,部分市(州)、多数县(区)弱化了林业部门职能,
缩减了内设机构,林业部门无力设置专门的内设机

构监督管理辖区内的自然保护地,这种上下不一致

的管理体制与《指导意见》的要求存在差距,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自然保护地的发展。
2. 2 面积占比相对偏低

贵州省自然保护地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 12. 97%,
占比基本合理,但由于各类型自然保护地存在不同

程度的交叉重叠,如果扣除交叉重叠面积,自然保护

地实际面积占比尚不足 10%,低于周边云南、四川

和广西等省份,这与贵州省作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现行区的定位不相匹配,与全省正在实施的“大生

态”战略不相适应。
2. 3 空间布局不尽合理

贵州省现有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主要基于物

种、风景资源分布及行政区域考虑,对山脉、流域水

系及分水岭等自然地理因素考虑不足,空间布局不

合理,导致部分需要保护的区域未得到有效保护。
2. 4 分类分级亟待完善

目前,贵州省缺少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公园,自
然保护地类型不全;在管理层级划分上也不合理,如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出现了国家级、省级、市(州)
级、县(区)级多个层级;以自然保护区为例:全省自

然保护区 89 个,其中国家级 11 个,省级 7 个,市州

级 16 个,县级 55 个,而数量庞大的 70 余个市、县级

保护区多数处于无独立机构、无经费、无人员编制的

三无状态,导致管理效力不高,矛盾问题较为突出。
2. 5 整合优化未达预期

贵州省如期提交了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成

果。 但由于贵州省属典型喀斯特山地省份,加之自

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本身的复杂性、综合性,在优

化调整成果中仍存在部分自然保护地空间破碎,生
态系统不完整的情况。

全省各类各级自然保护地之间,尤其是风景名

胜区与其他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现象普遍,历史遗

留问题也最多;由于优化调整预案成果不涉及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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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胜区,整合优化工作实质上并未彻底解决当前自

然保护地体系重叠设置、多头管理等问题;自然保护

地的资源利用、城镇建设、乡村振兴、生态旅游等活

动依然受到制约,整合优化成果尚未达到预期效果。
2. 6 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

由于贵州省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的特殊性,普
遍存在农林混合发展、地块零星破碎,以至于生态、
生产、生活“三生空间”交叉重叠、交织甚至矛盾对

立的现象较为普遍,在协调两者关系上较其它省份

难度要大;同时,在过去一段时期,受当时政策及认

知水平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在申报自然保护地方面

存在一哄而上的情况,加之管理水平滞后、本底资源

不清,正是由于这种过分追求数量,忽略质量的导

向,导致部分自然保护地尤其是县级自然保护地长

期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顿状态,自然保护地保护与

发展矛盾尤为突出,为自然保护地管理带来诸多

困惑。
2. 7 综合利用研究匮乏

自然保护地一般具备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

优越、生物多样性丰富、景区景点分布集中的特点。
目前贵州省自然保护地主要围绕资源保护开展工

作,保护成效较为显著,但对自然保护地在维护生物

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助推生态旅游、实现林业碳

汇等综合利用方面的研究相对匮乏,如何将自然保

护地这一优质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资源

在保护好的同时,进一步开展综合利用产生效益,贵
州省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3 发展策略

3. 1 逐步理顺体制机制

3. 1. 1 统一管理机构

进一步明确现已划转自林业系统的自然保护

地,由各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进行管理;鼓励各市

(州)、各县(区)林业主管部门成立专门的自然保护

地管理机构,统一管理辖区内的自然保护地。
3. 1. 2 构建分级管理体系

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按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
省级自然保护地由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各省直部

门及市县级人民政府不得批准设立新的自然保护地

类型。 除国家公园外,原则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其他自然保护区和自

然公园实行属地管理。
3. 1. 3 规范管理制度及审批流程

组建自然保护地专家委员会,下设各类自然保

护地专业委员会,待《国家自然保护地法》颁布后,

组织开展对原有各类地方级自然保护地管理条例

(办法)的废、改、立工作,实行全过程统一管理;认
真组织实施《促进贵州特色自然保护地高质量发展

实施意见》,规范地方级自然保护地的申报、撤销、
晋升、更名、范围及功能区调整审批流程及制度,依
法依规编制自然保护地总体规划;规范开展建设项

目占用自然保护地的生态影响评价;加强自然保护

地建设、管理和监督。
 

3. 2 积极创建国家公园

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关于支持贵

州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的函的要求,
成立创建国家公园工作专班,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制
定国家公园创建方案,有序推进梵净山国家公园创

建。 启动西南岩溶国家公园申报前期工作,加强宣

传,凝聚共识,力争在 2030 年前成功创建梵净山、西
南岩溶两处国家公园,为科学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
实现贵州自然保护地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3. 3 稳步推进优化整合

根据《关于在全国开展“三区三线”划定工作的

函》(自然资函〔2022〕47 号)《国家林业和草原自然

保护地管理司关于完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成

果的通知》(保区字〔2021〕23 号)技术要求,结合贵

州省实际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再完善工作。 以

全省 2020 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数据的地类为依据,
衔接“三区三线”划定工作,无缝对接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成果,与“三区三线”形成一张底图、一个底版、
一套数据。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再完善应尽量考虑自

然保护地生态系统延续性及完整性;边界范围划定

应便于识别和管理,避免生态系统遭破坏、人文资源

被遗失等问题,通过整合优化预案再完善工作,解决

自然保护地管理分割、生态系统破碎和孤岛化问题,
实现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
3. 4 科学构建保护体系

按照“应保尽保”原则,力争将全省生态功能重

要、生态区位敏感、生态系统脆弱、生物多样性富集

和自然生态保护空缺区域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 鉴

于自然保护地未知因素较多、新设立难度较大的实

际情况,充分利用贵州省生态文明现行区建设的契

机,自然保护地主管部门要与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

厅构建联动机制,在不改变管理体制的前提下,将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利风景名胜区纳入自然保护

地面积测算,以确保全省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稳定

在 10%以上。 从优化全省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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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发,在不增加矛盾的前提下,支持西部生态区位

重要的乌蒙山脉生态环境脆弱区新建自然保护地;
进一步加强对全省自然保护地自然属性、生态价值

和管理目标的梳理、调整和归类,新建或重组各类自

然保护地,确保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

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得到系统性保护,实现全省“四

大山脉八大水系”自然保护地全覆盖,力争到 2030
年初步构建起设置科学、规划合理、保护有力、管理

有效的贵州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
3. 5 持续开展价值评价

分类制定《自然保护地保护价值科学评价》 指

标体系,将自然保护地保护价值科学评价作为调整

经营范围、晋升、整合、归并的前置条件。 对各类自

然保护地交叉重叠现象,经评估论证后,市、县级自

然保护区可以转化为省级自然公园;原设立的市

(州)级、县(区)级自然保护公园,经科学评价后,将
符合条件的采取晋升、整合、归并等方式纳入省级自

然保护地管理;对于无重要保护价值、无明确保护对

象、面积较小、较为零星分散、在按照规定扣除各种

矛盾地块后较为破碎的自然保护地,可按程序撤销,
对其中有保护价值的地块可采取点状方式进行保

护,符合条件的地块可转为公益林管理。 待整合优

化工作结束后,原市(州)县(区)级自然保护地原则

上不再保留,最终自然保护地只保留国家级和省级

两个层级,以减少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力,实现自

然保护地由数量优先向质量优先转变。
3. 6 妥善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正确处理好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的

辩证关系。 妥善解决自然保护地历史遗留问题和存

在的现实矛盾,通过科学开展自然保护地评估论证,
将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区内的永久基本农田、城镇

建成区、建制镇及大面积村庄、合法矿业权、集中连

片的人工商品林和国家重大项目或符合省直主管部

门规划但不符合自然保护地主体功能的项目依法依

规调出自然保护地[5] 。
用“两山理论”指导自然保护地内的资源保护

与利用,坚持生态保护优先,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实
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福祉的有机统一;以保

护为前提,在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区内划定适当区

域开展生态旅游、自然教育、森林康养等活动,科学

设置生态产品,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特色

旅游道路,在资源利用的同时运用技术手段做好预

约调控、环境监测、流量疏导,将资源利用对自然环

境的影响降到最低[6] 。

3. 7 积极探索价值研究

自然保护地是自然资源分布最丰富、最集中的

区域。 在理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自然保护地相关专题研究,深度挖掘自然保护地在

维护物种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开展自然教育、助
推生态旅游、实现森林碳汇等方面的优选案例,客观

分析、科学评估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价值及经济价值,
使社会各界逐步了解自然保护地在实施大生态战略

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改变社会各界对自然保护地的

认知和态度,促进自然保护地事业可持续发展。
 

4 结　 语

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华民族

的宝贵财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在维护国家生态

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7] 。 良好生态环境是贵州省

最大的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自然保护地是维护贵

州省生物多样性、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生态

环境质量的重要载体。 摸清贵州省自然保护地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破解问题的路径和方法,构建贵

州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抓手。 科学设立自然保护地,有序推进自然保

护地建设,将为维护贵州省生物多样性,实施生态立

省战略,筑牢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构建生态安

全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垫定基础;对建设山

地公园省筑牢生态根基,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先行区

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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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国内自然保护地规划体系和美国等国家公园规划体系进行分析研究,借鉴国内自然保护地

既有规划基础与国外国家公园先进规划模式,构建中国国家公园规划体系。 中国国家公园规划体

系层次划分为系统规划、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年度工作计划。 分析认为,国家公园规划

对象是复杂多变的,因此规划过程应采用适应性管理;规划应重视对原住民历史文化的保护,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国家公园的综合科学考察是规划的基础,需要高度重视;规划过程积极引导公

众参与,促进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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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and
 

studying
 

the
 

planning
 

systems
 

of
 

domestic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and
 

nation-
al

 

park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national
 

park
 

planning
 

system
 

in
 

China
 

based
 

on
 

the
 

existing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planning
 

foundation
 

and
 

the
 

advanced
 

planning
 

experience
 

of
 

foreign
 

national
 

parks.
 

The
 

planning
 

system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was
 

divided
 

into
 

system
 

planning,
 

overall
 

planning,
 

special
 

planning,
 

detailed
 

planning
 

and
 

annual
 

work
 

planning.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planning
 

objects
 

of
 

national
 

parks
 

were
 

complex
 

and
 

variable,
 

so
 

the
 

planning
 

process
 

should
 

adopt
 

adap-
tive

 

management;
 

the
 

planning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digenous
 

history
 

and
 

cul-
ture,

 

and
 

realize
 

the
 

harmony
 

and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the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ional
 

park
 

was
 

the
 

basis
 

of
 

the
 

planning
 

and
 

should
 

be
 

valued;
 

the
 

planning
 

process
 

should
 

actively
 

guide
 

the
 

public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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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关于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

指导意见》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

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规划体系对国家公园的建立具有指导与规范的重要

作用,同时也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最重要的工具,因
此,对国家公园规划体系的研究非常必要。 由于国

家公园体制在我国开始实行时间较短,2021 年国家

批准成立第一批 5 个国家公园,因此国家公园规划

体系相关研究较少。 本文主要借鉴国内自然保护地

与国外国家公园相关研究成果,尝试构建符合中国

国情的国家公园规划体系。

1 国内自然保护地规划现状

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自

然保护区,之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各种类型的保护地迅速发展,
使得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生物多样性最富

集的区域能较好地保存下来,为国家公园体制建设

奠定重要基础。 在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地建设中,
积累了较多的规划基础和经验,可以为国家公园规

划体系提供借鉴。
1. 1 自然保护区规划

截至 2021 年,全国自然保护区数量 2 750 个,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量 474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4 700 万hm2 [1] 。 自然保护区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

占有优势地位,是国家公园重要的候选区域。 我国

自然保护区编制和实施总体规划已有 20 年,是自然

保护区建设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自然保护区增强

保护针对性、提高管理有效性的最有效措施[2] 。
 

根据《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技术规程》 ( GB / T
 

20399—2006),《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办公厅关于印

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大纲的通知》 (环办

〔2002〕76 号)等文件要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

规划的编写内容应包括保护区概况、自然保护区建

设管理现状、规划目标、总体布局、规划范围及功能

分区、保护管理、科研监测、公众教育、可持续发展、
基础设施、管理机构、人员编制与能力建设,投资估

算与效益评价要求、保障措施等[3] 。
唐小平等[2]认为,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是一个

适应性管理过程,自然保护区规划研究的对象是生

物种群及其栖息环境,具有高度的差异性与不确定

性。 自然保护区规划编制与实施实际上是一个“规

划—行动—监控—评价”的循环过程[4] 。 自然保护

区总体规划编制首先应遵守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然后依据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和技术标准

进行编制[5] 。
1. 2 我国台湾地区国家公园规划

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公园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经

验,注重对公众的环境教育功能,强调多方参与,特
别注重和社区、非政府组织、志愿者联盟的合作,许
多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

我国台湾地区由国家公园组负责国家公园总体

规划,各个国家公园管理处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

的详细规划。 在规划之前,需要对公园进行一系列

评估,评估内容有特殊景观评估、自然资源评估、环
境评估、地方民情考量、经济效益评估、财政来源考

量等。
根据分析,我国台湾地区国家公园的规划作业

程序可分为调查、分析、计划、讨论、计划实施四大阶

段和 12 个具体步骤,详见图 1[6] 。
由图 1 可以看出,我国台湾地区国家公园在整

个规划体系中,前期调查、分析部分占了较大比重,
说明这两部分对规划有重要意义;在规划实施后,对
规划的实施效果进行跟踪分析,实行动态调整。 这

些良好经验对国家公园整体规划体系的建立具有重

要参考意义。
尽管我国在保护地规划方面取得了一定经验与

积累,但与美国等先进国家比较来看差距较大,主要

表现在规划的可操作性不强、决策过程的科学性不

够、公众参与不充分等。 因此,向这些国家学习借鉴

就显得非常必要。
1. 3 国家公园试点规划

自 2015 年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2021
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

林、武夷山第一批 5 个国家公园。 在这个过程中,初
步形成了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总体规划、专项规

划等规划体系。

2 国外国家公园规划体系

自美国黄石国家公园 1872 年成为世界第一个

国家公园,至今世界上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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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台湾地区国家公园规划过程

Fig. 1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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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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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region
 

of
 

China

了国家公园。 据世界保护区委员会数据库(WDCA)
统计,截至目前全世界有 5 625 个国家公园[3] 。 这

些国家公园的规划体系发展历程可以提供借鉴

经验。
2. 1 美国国家公园规划体系

“国家公园”概念是由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

(Geoge
 

Catlin)首先提出的[7] 。 保护自然资源与提供

公众服务作为美国国家公园的基本职能,以此作

为目标的规划体系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物
质形态规划阶段、综合行动计划阶段、决策体系

阶段[8] 。
最开始阶段重旅游轻保护,中期阶段由重旅游

向重保护方向转变;总体规划为主要规划依据;90
年代至今,形成总体管理规划、战略规划、实施计划

和年度执行计划等较完备的规划体系[8] 。 这个过

程也体现了美国国家公园的规划体系并不是一蹴而

就,而是在曲折中逐步完善的。 这套规划体系被加

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吸收引用。 加拿大国家公园

规划体系分为整体规划、综合管理规划、管理计划、
年度计划。 澳大利亚规划体系分为国家自然保护地

体系规划、综合管理规划、年度计划。 这种规划体系

在发达国家国家公园规划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2. 2 其他国家公园规划体系特点

英国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人类聚居历史悠

久,国家公园内社区生计是规划过程中重点考虑的

问题。 英国国家公园设立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促进当

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新西兰国家公园在规

划中强调历史和人文与自然环境的完美结合。 韩国

在国家公园规划过程中,注重把传统文化风俗和自

然风景保护、利用相结合[3] 。 张引等研究得出[9] ,
法国国家公园具有以下 4 个规划管理特征:整体的

自然保护思想、系统化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划

目标的分区化与多层级、社区协调发展。
法国国家公园规划的编制在 2006 年以前与社

区公众协商较少,民众参与度较低,导致国家公园和

社区矛盾激化。 新西兰保护地的规划体系在规划决

策过程的公众参与方面具有比较典型的特征。 在法

律层面明确公众参与的地位,确保新西兰保护地规

划编制中各项决策都经过公众的参与[10] 。 由国外

国家公园规划体系特点可以得出结论:规划是国家

公园最有效的管理工具。

3 中国国家公园规划体系构建

我国国家公园规划体系既要尊重我国自然保护

地规划现状又要吸收国外先进理念,更要与我国国

情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的规划体系。 我国国家公

园规划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生态保护

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以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为框架;面向管理。
3. 1 国家公园规划体系

结合国内自然保护地规划现状与国外国家公园

规划现状,我国国家公园规划体系应划分为系统规

划、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年度工作计划,
详见图 2。 不同级别规划之间具有从属性,即下位

规划要以上位规划为纲领[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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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家公园规划体系[13]

Fig. 2　 National
 

park
 

planning
 

system

　 　 系统规划,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公园在空间

上是怎样分布的。 根据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的三区三

线,国家公园设立要求,综合生物地理分区进行科学

分析,形成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国家代表性的国家

公园规划布局。 系统规划是单个国家公园规划的纲

领。 截至目前,全国国家公园空间布局规划数量为

49 个,总面积约占陆域的 10%,海域的 2%。
国家公园的总体规划是确定单个国家公园一定

时期内的发展与保护管理方向的规划,是国家公园

规划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规划。 总体规划周

期一般 10 年以上[11] 。 总体规划应包括国家公园的

范围、分区等空间内容,还应包括国家公园的定位、保
护目标等政策性内容。 总体规划由国务院林业草原主

管部门会同国家公园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经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批准实施。

国家公园专项规划是对总体规划的进一步深入

规划,是对一类或几类保护管理目标的纵向研究。
专项规划周期一般 3 ~ 10 年。 每个国家公园拥有的

资源禀赋千差万别,定位与保护目标各不相同,因此

国家公园专项规划应遵循按需编制的原则。 专项规划

由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编制,经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

门或者国家公园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国家公园详细规划是园区特定空间范围内保护

管理目标的实施方案。 详细规划的编制应符合国家

公园总体规划要求,体现专题规划的研究结论,明确

规划范围内各类设施建设的详细位置、规模和控制

条件。 详细规划周期一般 3 ~ 5 年[12] 。 合规的详细

规划的实施成果将作为编制新一轮总体规划和专题

规划的基础现状。
国家公园年度工作计划是将以上规划内容落实

到年度,确保规划内容的时效性与质量要求。
 

3. 2 规划管理制度建设

国家公园规划管理制度是规划能够顺利实施的

重要保障。 规划管理制度的建设主要由规划编制管

理与规划评审管理两方面组成。 合适的规划管理制

度有利于规划的编制、审批、实施与执行,确保国家公

园的可持续发展[3] 。 建议建立规划评审管理制度。
规划评审专家应从规划单位的选择跟踪起,并参与规

划的中期考核和规划的终审,从而让规划评审专家融

入规划的全过程,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和可行性[14] 。

4 结　 论

1)规划是关于未来的艺术,需要不断适应时代

的变化[13] 。 国家公园规划研究的对象是复杂多变

的生物种群及其栖息环境,具有高度的差异与多样

性、未知与不确定性,编制和实施规划是一个“规

划—实施—监测—评价”的循环过程。 国家公园规

划是一个适应性管理过程,因此规划采用适应性管

理是必要的[15] 。
2)我国人口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特别是在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具有典型的文化多样性,在国家公

园的规划过程中,在保护的前提下还应注重对原住

民历史文化的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把民族文化

多样性打造成国家公园的特色,增加国家公园的可

识别度。 通过国家公园解说系统进行弘扬和宣传,
让国家公园不但成为公众在大自然中强身健体的重

要场所,同时成为提升生态保护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的课堂。
3)总体规划最关键的是建立在综合科学考察

的基础上,本底资源调查与评价是国家公园总体规

划的关键环节,是划分范围、划定功能分区以及有针

对性地规划设计专项的基础性资料,需要高度重视。
4)我国自然保护地在以往的规划过程中公众

参与度不够,引起了周边利益相关者一些矛盾,不利

于自然保护地相关工作的开展。 国家公园规划体系

要吸取国外经验,积极引导公众特别是相关利益者

参与,达成共识,实现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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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环境下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群落。 地球表

面分布着不同的植物群落是由于不同的区域环境所

决定的,同一群落具有不同的分布特点也与环境有

很大关系。 长期以来,许多生态学家都在不断探索

影响植物群落分布及其多样性的因素[1] ,从地区尺

度甚至是全球尺度来说,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气候

和地貌的差异上,而从局部尺度来说,地形因素和土

壤条件差异占据着主导地位。 因此,不同气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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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地形、土壤等环境因素必然导致植物群落在组

成、外貌和结构上的分异[2] 。
澜沧江流域在云南省境内由德钦县开始,流经

迪庆、怒江、大理、保山、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等地

州,从勐腊县出境,区域降水量小、森林植被稀少,生
态环境极其脆弱,土地荒漠化、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

频繁。 云南松(Pinus
 

yunnanensis)为松科( Pinacea-
e)松属常绿乔木,分布于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及西

南部、云南、贵州西部及西南部和广西西北部,是西

南地区的乡土树种和荒山绿化造林先锋树种,常形

成大面积纯林,云南松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资源

价值,在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森林碳汇、
经济用材和园林观赏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1 研究区概况

澜沧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北麓,昌都之

后称澜沧江[3] ,由西藏从德钦县流入云南,流经迪

庆、怒江、大理、保山、临沧、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州,
从勐腊县出境,境外称湄公河,经老挝、缅甸、泰国、
柬埔寨和越南等 5 国,最后注入太平洋,有“东方多

瑙河”之称。 澜沧江全长 4 500 km,云南省境内干流

长 1 289. 5 km,流域面积 8. 87 万km2,约占全省总面

积的 23. 3%[4-5] 。 澜沧江流域位于纵向岭谷区,具
有独特的南北走向。 本研究所指的云南省澜沧江流

域为 15 个县(市),即:大理州境内的 12 个县市、怒
江州境内的兰坪县、迪庆州境内的德钦县和维西县、
普洱市景东县部分乡镇。

2 数据采集及研究方法

2. 1 数据采集

2. 1. 1 数据调查

本研究数据于 2020 年实测云南省澜沧江流域

范围内的 120 块云南松样地,样地面积 30 m×20 m,
记录样地的郁闭度、经纬度、海拔、坡度、坡向、坡位

等林分因子,并进行每木检尺,记录树种并测定树高

和胸径等,计算每个样地云南松林分的平均树高、平
均胸径、平均胸高断面积、树种组成等数据。
2. 1. 2 数据处理

云南松群落包含有云南松、落叶松、柏木(Cu-
pressus

 

funebris)、云杉(Picea
 

asperata)、冷杉( Abies
 

fabri)、栎类(Quercus
 

acutissima)、苦刺(Solanum
 

de-
flexicarpum)、桦木(Betula)、华山松(P. armandii)、
车桑子(Dodonaea

 

viscosa)、杨树(Populus
 

simonii)和

其他阔叶树种,根据 CANOCO
 

4. 5 软件对数据格式

的要求,将云南松群落的树种组成系数样点数据排

列成数据矩阵(表 1)。

表 1　 样点优势树种多度

Tab. 1　 Dominant
 

trees
 

species
 

class
 

in
 

sample
 

plots

样
地
号

云
南
松

落
叶
松

柏
木

云
杉

冷
杉

栎
类

苦
刺

桦
木

华
山
松

车
桑
子

其
它
阔

杨
树

1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2 0 0 8 0 0 0 0 0 0 0 0

3 7 0 0 0 0 0 0 3 0 0 0 0

4 6 0 0 0 0 4 0 0 0 0 0 0

5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 ┇ ┇ ┇ ┇ ┇ ┇ ┇ ┇ ┇ ┇ ┇

118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19 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20 8 0 0 0 0 2 0 0 0 0 0 0

2. 2 研究方法

2. 2. 1 CCA 分析法

CCA ( 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分析

叫做典范对应分析,又被称为多元直接梯度分析。
在目前梯度分析技术中,CCA 分析法是一种相对比

较可靠并且适应性非常强的一种分析方法,在目前

的梯度分析方法研究中处于前锋地位。 对应分析是

CCA 分析方法的基础,是在对应分析之后发展起来

的一种排序方法,CCA 分析法是把对应分析和多元

回归分析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CCA 分析方法是先

计算出一组样方排序轴,一组种类排序轴,每一步都

将计算出的样方排序轴和地形因子进行多元线性回

归,此时的样方排序轴就可以反映出样方的整体结

构和地形对群落的影响,对所有的样方排序轴进行

加权平均再求出种类排序轴,使地形因子也间接地

与所得到的种类排序轴相联系[6] ,其公式为:

Z j = b0 + ∑
q

k = 1
bkUkj (1)

式中:Z j 为第 j 个样方的排序值;b0 为截距;bk 为样

方第 k 个环境因子之间的回归系数;q 为环境因子

数;Ukj 为第 k 个环境因子在第 j 个样方中的观

测值。
2. 2. 2 地形梯度分析

在进行 CCA 分析之前,需要把数据整理为两个

数据矩阵,一个是物种数据矩阵,另一个为地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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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在 CANOCO 软件下的 WCanoImp 组件中分别

将两组数据矩阵转化为 CANOCO 能识别的. dta 数

据格式,在 Canoco
 

for
 

Windows 模块中进行分析,在
CanocoDraw 模块下绘制 CCA 排序图。

将云南松林样点的组成系数作为物种数据矩

阵,海拔、坡度、坡向 3 个因子作为地形数据矩阵,将
数据标准化后进行 CCA 分析,从分析结果得到云南

松林的分布与地形因子的关系。

3 结果分析

3. 1 群落分布与地形因子关系的 CCA排序效果分析

云南松群落分布与地形因子关系的 CCA 排序

效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环境因子 CCA 排序重要参数

Tab. 2　 Parameters
 

of
 

CCA
 

ordinate
 

at
 

the
 

study
 

area

参数　 　 　
Axes

Axes1 Axes2 Axes3 Axes4
TI

EI 0. 099 0. 051 0. 012 0. 006 6. 426

SECO 0. 411 0. 267 0. 150 0. 105

CPVSD 1. 500 2. 300 2. 500 2. 600

CPVSECO 58. 400 88. 700 95. 600 99. 100

注:表内 EI 为特征值,SECO 为物种-环境关联系数,CPVSD
为含物种数据变量信息的百分比,CPVSECO 为物种-环境关

联系数变量信息的百分比,TI 为变量值总和。

　 　 从表 2 可以看出,排序的总特征值为 6. 426,其
中 4 个坐标轴的特征值分别为 0. 099、0. 051、0. 012
和 0. 006,分别占总物种变量信息的 1. 5%、0. 8%、
0. 2%和 0. 1%。 云南松林样点和地形因子排序轴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 0. 411、0. 267、0. 150 和 0. 105,4 个

坐标轴所占的变量信息占总物种-环境关联系数信

息量的 58. 4%、30. 3%、6. 9%和 3. 5%,云南松林样

点和地形因子排序轴的第一轴和第二轴相关性较

大,并且前两个轴包含了 88. 7%的信息量,说明用

前两轴绘制的排序图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样点、树种

与地形三者或两两之间的关系。 采用蒙特卡洛拟合

(Monte
 

Carlo
 

permutation
 

test)对第一排序轴和所有

排序轴分别进行云南松林样点和地形因子关系的显

著性检验。 结果表明,地形因子与云南松群落分布

之间相互关系非常显著(P = 0. 002<0. 01),即地形

因子对云南松群落的分布有显著影响。
3. 2 影响群落分布的地形因子

采用 CCA 分析方法对云南松群落的树种组成

系数和 3 个地形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 分析结果如

表 3 和表 4 所示。

表 3　 CCA 排序地形因子变量与排序轴间关联系数

Tab. 3　 Intersect
 

correlations
 

of
 

topographic
 

variables
 

with
 

CCA
 

ordination
 

axes

地形变量 AX1 AX2 AX3 AX4

海拔 -0. 1414 -0. 2062 0. 0708 -0. 0040

坡向 0. 0633 0. 0658 0. 0021 -0. 0275

坡度 0. 3629 -0. 0034 0. 0635 -0. 0058

　 　 从表 3 可以看出,地形因子中的海拔因子与第

二排序轴呈最大负相关,其相关系数值为-0. 206 2,
地形因子中的坡向因子与第二排序轴呈最大正相

关,其相关系数值为 0. 065 8,说明第二排序轴较好

地拟合了云南松群落与海拔梯度和坡度梯度的变化

趋势;地形因子中的坡度因子与第一排序轴呈最大

正相关,其相关系数值为 0. 362 9,说明第一排序轴

较好地拟合了云南松群落沿坡度梯度的变化趋势。
因此采用前两轴绘制的排序图可以很好地反映出群

落、树种与环境三者或两两之间的关系。

表 4　 CCA 排序地形因子变量间相关系数

Tab. 4　 Intersect
 

correlations
 

of
 

topographic
 

variables
 

by
 

CCA

地形因子 海拔 坡向 坡度

海拔 1. 0000

坡向 -0. 0017 1. 0000

坡度 -0. 1388 -0. 0226 1. 0000

　 　 在本研究中,云南松林样点树种组成系数与地

形因子的 CCA 排序结果见图 1。
从表 4 和图 1 中环境轴之间夹角的大小可以看

出各地形因子之间的相关性。 海拔和坡向、坡度均

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值分别为-0. 001 7、-0. 138 8;
坡向与坡度呈负相关,相关系数值为-0. 022 6。
3. 3 群落分布与地形因子的关系

在 CCA 排序结果图中(图 1),地形因子用带箭

头的线段(矢量)表示,箭头所处象限代表地形因子

与排序轴的正负相关性,箭头连线的长短与地形因

子和植物群落分布关系的大小呈正比,箭头连线越

长,表示环境对植物群落的影响越大,箭头连线越

短,表示环境对植物群落的影响越小,两个箭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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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 YNS 代表云南松,GSS 代表高山松,LYS 代表落叶

松,BM 代表柏木,YS 代表云杉,LS 代表冷杉,YS 代表云杉,
LL 代表栎类,KC 代表苦刺,HM 代表桦木,HSS 代表华山松,
CSZ 代表车桑子,QTK 代表其他阔,YS 代表杨树;HB 代表海

拔,PD 代表坡度,PX 代表坡向。

图 1　 CCA 二维排序

Fig. 1　 Two-dimensional
 

CCA

的夹角表示环境变量间的相关程度,样方间的距离

表示样方的相似程度[5-6] 。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海拔因子处于第三象限,说
明海拔因子与第一排序轴和第二排序轴均呈负相

关;坡度因子处于第四象限,说明坡度因子与第一排

序轴呈正相关,与第二排序轴呈负相关;坡向因子处

于第一象限,说明坡向因子与第一排序轴和第二排

序轴均呈正相关。 从箭头连线在排序图中的斜率可

以看出,海拔因子、坡向因子和第二排序轴的相关性

最大,坡度因子与第一排序轴的相关性最大。 通过

地形变量轴的长短可以看出该地形因子对云南松群

落分布的影响。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海拔、坡向和坡度的轴长大

小排序依次为海拔>坡度>坡向。 从地形因子的排

序轴长短可以看出,对云南松群落分布影响最大的

为海拔,其次为坡度,影响最小的为坡向。

4 结论与讨论

地形因子对植物生长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

上印证了地形因子将对局域尺度内的水热资源进行

再分配[7] 。 地形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光照、水

分、土壤营养等而对植物生长和分布产生重要影

响[8-9] 。 本文利用 CCA 分析法对澜沧江流域云南

松群落与地形因子的关系进行研究,初步揭示了地

形因子对澜沧江流域云南松群落分布的影响。 结果

表明:地形因子中对云南松群落分布影响较大的因

子为海拔,其次为坡度和坡向,坡位对云南松群落分

布的影响较小。
1)对研究区内以云南松林分布的群落和环境

因子进行的 CCA 分析显示,海拔对云南松林分布影

响较大,王敏,周才平等在山地植物群落数量分类和

排序研究进展中指出:在山区,海拔作为山地植物群

落分布格局的首要控制因子,通过太阳辐射和降水

的空间再分配,使植被类型发生变化,进而决定植被

的分布格局,从而影响群落类型的结构组成,最终决

定山地植被的群落类型[10] ,本研究结果与其结论

一致。
2)Mascaro 等在巴拿马热带雨林中的研究发

现,
 

坡度是最强的驱动因子,并且在陡峭的坡地上

拥有最大的地上生物量[11] 。 在刘海丰等人的研究

中,暖温带东灵山样地中胸高断面积之和随海拔的

升高而增大,
 

但海拔对其变异的解释率较低[12] ,在
本研究中,坡度对云南松林的影响仅次于海拔。

3)坡向与环境中的光照条件关系密切[13] ,而光

照条件对植物的分布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本研

究中,坡向对云南松群落的影响小于海拔和坡度,可
能由于澜沧江流域光照条件差异不大,不同坡向接

受光照强度的差异性并不明显。
4)由于植物种群的分布格局是在种群自身生

物生态特性、种间关系以及环境条件的共同影响下

通过种内和种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因此,从种群

的空间分布格局上可以看出环境因子对种群的生存

以及生长的影响[1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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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色彩要素量化分析的郑州市龙子湖滨水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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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色彩丰富的季相植物景观能提供丰富的视觉感受,营造良好生活环境。 以郑州市龙子湖滨水

公园为研究对象,基于季节性色彩量化分析,采用 AHP 法与 SBE 法对选定的 20 个植物群落进行

植物景观色彩评价,分析影响植物景观色彩质量的主要因子。 结果表明,样地植物种类多样,色彩

丰富度较高,对比度较低,景观整体色相值偏低,饱和度及明度适中,色彩特征鲜明;AHP 法与 SBE
法虽侧重点不同但二者评价结果具有一致性,可共同应用于景观评价中;根据评价模型可知色彩数

量 C1、明度指数 C8 是影响植物景观美景度的主要因子。 本次研究结果可为城市园林绿化植物种

类的选择及景观塑造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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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orful
 

seasonal
 

plant
 

landscape
 

can
 

provide
 

rich
 

visual
 

experience
 

for
 

the
 

public
 

and
 

create
 

a
 

good
 

living
 

environment.
 

Taking
 

Longzi
 

Lake
 

Waterfront
 

Park
 

of
 

Zhengzhou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seasonal
 

col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use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scenic
 

beauty
 

rstimation
 

method
 

(SBE)
 

to
 

evaluate
 

the
 

color
 

of
 

20
 

selected
 

plant
 

communities,
 

and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lor
 

quality
 

of
 

plant
 

landscap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ample
 

plot
 

had
 

a
 

variety
 

of
 

plant
 

spe-
cies,

 

rich
 

color,
 

low
 

contrast
 

ratio,
 

low
 

overall
 

color
 

phase
 

value,
 

moderate
 

saturation
 

and
 

brightness,
 

and
 

distinct
 

color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the
 

AHP
 

and
 

SBE
 

method
 

were
 

different,
 

the
 

two
 

evaluation
 

results
 

were
 

con-
sistent

 

and
 

could
 

be
 

used
 

in
 

landscape
 

evaluation;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model,
 

the
 

number
 

of
 

colors
 

C1
 

and
 

brightness
 

index
 

C8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beauty
 

of
 

the
 

plant
 

landscape.
 

The
 

results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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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coul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election
 

of
 

urban
 

landscape
 

plants
 

and
 

landscape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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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群落是城市绿化中最具生命力和代表性的

组成单元,不仅对空气质量和人居环境改善、缓解城

市热岛效应、维护城市生态系统起到积极作用,而且

还拥有较高的美学观赏价值。 研究表明在呈现景观

效果、传达景观视觉特征、刺激人体视觉感受方面,
植物色彩比植物景观的其他要素更加直接[1] ,因此

从植物色彩角度出发,营造满足公众审美需求、色彩

丰富的季相植物景观,是植物景观提升中一项亟需

解决的工作[2] 。
植物景观色彩相关研究主要包括 2 个方面。 一

是色彩量化研究,主要有比色卡取色法、仪器测量

法、软件测量法[3-4] ,前两种方法通常只能对局部某

一点色彩值进行量化,而针对尺度较大、色彩组成复

杂的对象则适合软件测量法。 在研究尺度方面主要

包括植物个体色彩量化与植物群落色彩量化[5-6] ,
其中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对单一植物色彩量化的阶

段,这对高质量植物群落色彩景观营建难以形成有

效的指导策略[7] 。 二是植物景观色彩评价研究,主
要有美景度评价法(SBE 法)、层次分析法(AHP 法)、
比较评判法(LCJ 法)和语义分析法( SD 法)。 赵秋

月[8]采用 SBE 法对选定的植物组合进行景观评价,
从 11 个色彩指标中筛选得出影响植物组合美景度

的主要因子,分别为色彩层次感、主色彩布局、与周

围环境色彩对比程度等。 王子[9] 对研究区秋季景

观色彩进行量化,并运用 SD 法,构建研究区风景林

景观色彩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弥补了景观色彩

量化与色彩评价方面的不足。 杨阳等[10] 利用主成

分分析法从 25 个变量因子中筛选得出影响美景度

等级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植物景观色彩质量指数,且
二者呈正相关关系。 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

的学者认识到单一评价方法的不足,开始尝试使用

多种评价方法协同进行研究,同时也在不断地引入

新的评价指标,但在指标的选择方面仍以定性结合

定量为主,鲜有研究完全选择定量指标且使用两种

评价方法协同进行植物群落景观色彩评价。
本研究中以较大尺度的植物群落为研究对象,

采用软件测量法对郑州市龙子湖滨水公园内选定的

20 个植物群落进行色彩量化,弥补了郑州市滨水公

园植物景观季节性色彩量化研究的不足。 在采用

AHP 法的基础上,引入 SBE 法,将植物群落景观色

彩客观量化指标与公众心理响应结合,克服了单一

评价方法的局限性,构建植物群落景观色彩评价模

型,为指导园林植物种植、优化植物配置、提高植物

群落观赏性提供了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域及样地选取

郑州市龙子湖滨水公园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
作为郑州市生态回廊的一部分,发挥着有效的废弃

过滤与氧气供给的作用,其绿地景观是郑州市郑东

新区绿地系统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龙子湖水

域(95 hm2)形成环状的城市湿地景观带。 场地绿地

面积约 96. 2 hm2,绿地率 50. 3%。 经初步调查,研究

区域内有乔木 150 余种,灌木 300 余种。
种植设计单元(planting

 

design
 

unit)是园林种植

设计中的基本单位,是植物景观营造过程中的最小

组成部分[11] ,因此本次研究选取 20 个片状且保存

情况良好、结构完整、处于生长稳定阶段、具有典型

性和代表性的植物群落作为研究对象,依次编号为

Y1 ~Y20。 此外还需满足植物群落面积在 50 m2 以

上,具有一定规模,样地位置在人流量较多的公园主

干道路旁或公园出入口处等要求(图 1)。

图 1　 样地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sample
 

plots
1. 2 软件测量法

于 2021 年 3 月至 11 月,在光线充足的天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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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对样地进行拍摄。 统一使用 Nikon
 

D7100 相机,顺
光拍摄,拍摄过程中不适用闪光灯,保持拍摄高度、角
度、距离相同。 尽量保证样片中无建筑物、行人等非

构景要素。 通过 Photoshop 和 ColorImpact 进行取色,
保留占比大于 1%的色块,读取各色块的色相(H)、饱
和度(S)、明度(B)量化数值。 根据田玉敏[12] 的量化

方法将 HSB 色彩模型进行非均匀的色彩划分,其中

H1、H2、H16 代表红色系色彩,H3、H4 代表黄色系色

彩,H5 ~H9 代表绿色系色彩,H10 ~H12 代表蓝色系色

彩,H13 ~H15 代表紫色系色彩。 此外,采用 Excel 软
件统计每张照片的 HSB 值及其所属范围。
1. 3 层次分析法(AHP 法)
1. 3. 1 层次结构模型构建

基于简便、实用、科学等原则,通过查阅相关文

献及咨询风景园林行业相关专家的意见,从色彩丰

富度、视觉冲击力、色彩表现 3 个方面构建植物群落

景观色彩评价体系(表 1)。

表 1　 郑州市龙子湖滨水公园植物群落景观色彩评价体系

Tab. 1　 Color
 

evaluation
 

system
 

of
 

plant
 

community
 

land-
scape

 

in
 

Longzi
 

Lake
 

Waterfront
 

Park
 

of
 

Zhengzhou

目标层 准则层 因子层
类目

 

1　 2　 3　

郑州市
龙子湖
滨水公
园植物
群落景
观色彩
评价
(A)

色彩丰富
度(B1 )

色彩数量
(C1 )

0 ~ 5
 

5 ~ 10 ≥10

植物种类
(C2 )

0 ~ 5 5 ~ 10 ≥10

视觉冲击
力(B2 )

色相对比
度(C3 )

0 ~ 60 60~ 90
 

90 ~ 180

饱和度对
比度(C4 )

0 ~ 30 30~ 50 ≥50

明度对比
度(C5 )

0 ~ 30 30~ 50 ≥50

色彩表现
(B3 )

色相指数
(C6 )

低 中 高

饱和度指
数(C7 )

低 中 高

明度指数
(C8 )

低 中 高

1. 3. 2 评价因子权重确定及一致性检验

指标权重计算和一致性检验参照赵焕臣[13] 提

出的公式与流程,采用 1-9 比率标度法,判断各指

标的相对重要性。 具体操作通过 yaahp 软件实现。
1. 3. 3 指标赋值及计算综合评分

因子层中,色彩数量取群落中色彩占比≥1%的

色块数量之和,植物种类为乔灌草植物种类之和;色
彩对比度和色彩指数按照以下计算公式进行计算,
其中饱和度、明度对比度与色相对比度计算公式相

同,饱和度、明度指数与色相指数计算公式相同。
色相对比度(CH)计算公式为:
CH = min( H1 - H2 ,

 

360 - H1 - H2 ) ×
min( r1 / r2,r2 / r1

 ) (1)
式中:H1、H2为差值最大的两色块的色相值;r1、r2 为

其对应的面积百分比[14] 。
色相指数(H )计算公式为:

H = ∑
n

i = 1
(Hi × RHi

) (2)

式中:Hi 为第 i 个色相的区间范围值;RHi
为第 i 个

色相所占的像素比例,i= 1,2,3,…,16。
 

将色彩指标的定量化数值按照赋值标准(表 1)
进行赋值,并参考刘艺平[20]的计算方法计算各景观

单元最终分值及划分景观等级。
1. 4 美景度评价法(SBE 法)
1. 4. 1 问卷调查

采用网络问卷的形式,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问

卷,在问卷评价前期,向评判者说明对该问卷的评判

应主要侧重于植物色彩表现。 问卷采用 7 分制的评

价等级进行评判( -3 ~ 3 分)。
1. 4. 2 美景度值计算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需要对原始得分数据

进行标准化处理。 参考赵秋月[8] 的计算方法对美

景度值进行标准化计算。
1. 4. 3 美景度等级划分

参考史可[2]的计算方法将美景度值划分为 5 个

等级,其中 I ~ V 级分别代表景观很美、美、一般、难
看、很难看。
1. 5 构建评价模型

利用 Kendal′s
 

W 协和系数对 SBE 法和 AHP 法

得出的评价结果进行相关性检验,将各植物景观的

美景度值作为因变量,各色彩指标作为自变量,运用
 

SPSS
 

24. 0 软件,采用逐步回归分析处理数据,建立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2 结果与分析

2. 1 样地色块分析

利用 Photoshop 软件将 20 个植物群落按照其实

际呈现的色彩划分为不同的色块(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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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郑州市龙子湖滨水公园不同样地色块划分

Fig. 2　 Color
 

block
 

division
 

of
 

sample
 

plots
 

in
 

Longzi
 

Lake
 

Waterfront
 

Park
 

of
 

Zhengzhou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样地 Y1、Y2、Y9、Y16、Y20 有

3 个及以上的明显色块变化。 样地Y1中植物群落为

石榴(Punica
 

granatum) +金枝槐(Sophora
 

japonica) +
广玉兰(Magnolia

 

grandiflora) -八角金盘(Fatsia
 

ja-
ponica) +红叶石楠(Photinia

 

fraseri) -地毯草(Axono-
pus

 

compressus) +狗牙根(Cynodon
 

dactylon)。 Y2 样

地植物群落为石楠(Photinia
 

serrulata) +金枝槐+榔

榆(Ulmus
 

parvifolia) -金叶女贞(Ligustrum
 

vicaryi) +
红花檵木( Loropetalum

 

chinense
 

var.
 

rubrum) -地毯

草+百慕大草(Cynodon
 

dactylon)。 Y9 样地植物群

落为紫叶李(Prunus
 

cerasifera
 

f.
 

atropurpurea) +悬铃

木 ( Platanus
 

orientalis) - 鸡树条 ( Viburnum
 

opulus
 

var.
 

calvescens) +南天竹(Nandina
 

domestica) -鸢尾

( Iris
 

tectorum)。 Y16 样地植物群落为金枝槐+桂花

(Osmanthus
 

fragrans) +榆(Ulmus
 

pumila) -中华金叶

榆(Ulmus
 

pumila ‘ Jinye’) +石楠 -沿阶草 (Ophio-
pogon

 

japonicus)。 Y20 样地植物群落为南天竹+玉兰

(Magnolia
 

denudata) +紫荆(Cercis
 

chinensis) -中华

金叶榆+金叶女贞-沿阶草。 样地 Y1、Y16 中金枝槐

在春季呈明亮的金黄色,到了夏季叶色变得浓郁,明
度降低,秋季落叶明度再次减弱,留下暗黄色的枝

干;样地 Y2 中红花檵木在春季呈鲜艳的紫红色,随
着季节的更替,饱和度逐渐升高、明度降低,直至变

为暗紫色;样地 Y7、Y18 中樱花(Cerasus
 

yedoen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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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粉嫩,夏叶翠绿,秋叶橙黄,三季色彩各异;样地

Y9 中紫叶李为广泛使用的色叶树种,其叶色呈暗紫

色,饱和度高、明度低,虽季相变化的多样性不如其

他植物种类,但可凭借叶色浓郁、三季如初的特点孤

植于园林景观节点处,发挥景观中心引导视线的作

用;样地 Y16、Y20 中中华金叶榆随着季节的变化,由
饱和度明度较高的黄色变成黄绿色,最终呈现出饱

和度较高、明度较低的绿色,三季色彩变化层层递

进。 综合 20 个样地,可知乔木金枝槐、樱花、红花檵

木、栾树(Koelreuteria
 

paniculata)、悬铃木、丁香(Sy-
ringa

 

oblata)、石榴、碧桃 ( Amygdalus
 

persica
 

f.
 

du-
plex)、五角枫(Acer

 

pictum
 

subsp.
 

mono),灌木中华

金叶榆、红叶石楠、南天竹、鸡树条、金叶女贞等均具

有丰富的季相变化,可广泛使用于各类植物景观中。
通过将植物群落划分成不同的色块,可以明确地区

分出不同植物色彩的季相变化情况以及粗略比较不

同植物景观色彩丰富度。
2. 2 植物景观色彩量化

色相 H1、H3、H4、H5、H6,饱和度 S1、S2,明度 B1、
B2 在三季间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 05),3 个季节

两两之间差异性不同(图 3,图 4)。 综合来看,代表

红色系的色相 H1 在春季占比显著高于夏秋两季,代
表黄色系的色相 H3 在秋季占比显著高于春夏两季、
H4 在秋季占比仅显著高于夏季,代表绿色系的色相

图 3　 3 个季节色彩构成要素量化结果

Fig. 3　 Quantification
 

results
 

of
 

color
 

composition
 

elements

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 3 个季节间差异显著(P<0. 05)。

图 4　 不同季节色彩构成要素 LSD 多重比较分析

Fig. 4　 LSD
 

multiple
 

comparison
 

analysis
 

of
 

color
 

composition
 

elements
 

in
 

different
 

s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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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在春夏两季的占比显著高于秋季、H6 在夏季的

占比显著高于春秋两季。 由此可见在季相变化中,
以 H5、H6 为主的绿色系色彩先升高后降低,在夏季

达到最大值;以 H3、H4 为主的黄色系色彩先降低后

升高,在秋季达到最大值;以 H1 为主的红色系色彩

先降低后升高,在春季达到最大值。 郑州市龙子湖

滨水公园植物景观色彩整体上以绿色系为主导,占
比 60% ~ 95%,相对而言彩色系占比较少。 春夏两

季以中饱和度、中明度为主,秋季饱和度、明度降低。
郑州市龙子湖滨水公园植物景观色彩以中饱和度和

明度为主,该区域内的色彩明亮却又温和不刺眼,人
眼感知平静沉稳且不易引起视觉疲劳。

由色相量化结果可知,在五大色系中,绿色系在

各群落中占据景观主体色谱地位。 绿色系包括黄绿

色(H5)、绿色(H6)、中绿色(H7)、蓝绿色(H8)、青绿

色(H9)。 其中 H5、H6 代表暖绿,H7、H8、H9 代表冷

绿,以此分析群落主体色谱的冷暖特征及变化,绿色

系量化结果见图 5。

图 5　 绿色系量化结果

Fig. 5　 Quantification
 

result
 

of
 

green
 

system

　 　 由图 5 可以看出,春季植物叶片开始生长,绿色

度逐渐升高,冷绿色逐渐转换为暖绿色;夏季植物叶

片生长最为茂盛,绿色占比达到最高峰,该时期依旧

以暖绿色为主,开始出现冷绿色,绿色系的层次感增

强;秋季叶片逐渐凋落,暖绿色占比大幅度降低,常
绿植物的叶色逐渐变得浓郁,冷绿色占比达到 3 个

季节最高值。 可见群落的绿色度变化遵循一年四季

植物叶片生长与凋落的规律。 不同样地色彩丰富度

量化结果见图 6。

图 6　 色彩丰富度量化结果

Fig. 6　 Quantification
 

result
 

of
 

color
 

richness

　 　 由图 6 可知,本次所调研的 20 个样地色彩丰富

度整体上处于适中偏高的范围区间内,100%植物景

观所涵盖的色彩数量在 5 种以上,多位于 8 ~ 11 种

的范围区间内;而有 55%植物群落所包含的植物种

类在 5 种以上,大多在 5 ~ 10 种之间。 综合来看郑

州市龙子湖滨水公园植物景观色彩丰富,有较高的

观赏性。
在本次所调研的 20 个样地中,色相对比度在

13 ~ 74 之间,饱和度对比度为 16 ~ 45 之间,明度对

比度在 8 ~ 30 之间(图 7)。

图 7　 色彩对比度量化结果

Fig. 7　 Quantification
 

result
 

of
 

color
 

contrast

　 　 由图 7 可知,大多数样地的色彩对比度较低,样
地数量在 11 ~ 15 个之间,而具有高色彩对比度的样

地仅有 2 个,说明龙子湖滨水公园植物景观色彩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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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色彩带给人们的视觉冲击力较低,带给人们沉

稳厚重、平淡舒适的感觉。
 

2. 3 综合性植物景观色彩评价

2. 3. 1 SBE 法与 AHP 法一致性检验结果

采用 Kendal′s
 

W 协和系数法对 SBE 法和 AHP
法的评价结果进行相关性检验。 结果显示,n 为 2,W
为 0. 808,卡方为 30. 741,自由度为 19,渐近显著性

为 P= 0. 043<0. 05,则概率保证程度为 95%的情况

下 AHP 法和 SBE 法评价排序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

性,说明使用 AHP 法建立的评价模型所得到的景观

评价结果与公众的直观感受一致性较强,因此可以

进行后续的运算。
2. 3. 2 SBE 法与 AHP 法评价结果差异性分析

SBE 法与 AHP 法评价结果之间的差异分析见

图 8。
由图 8 可知,SBE 法与 AHP 法具有不同的倾向

与特点。 如样地 Y16 植物群落,SBE 法样地等级划

分结果为Ⅰ级景观,排名第 1,AHP 法样地等级划分

结果为Ⅱ级景观,排名第 9,SBE 法评价得分高于

AHP 法评价结果,两者差异较大。 该植物群落采用

乔灌草植物搭配,从直观上看该群落植被茂盛、植物

分布高低错落有层次,色叶植物鲜明,整体景观效果

良好,尤其是春季景观效果突出,因此 SBE 法得分较

高。 但就 AHP 法来看,该植物群落除春季外植物种

类、色相对比度、饱和度对比度、色相指数、明度指数

等各项指标均较低,因此 AHP 法评价得分较低(图

9)。 由此可以发现 SBE 法更强调整体效果,且若单

一季节景观表现突出时会模糊公众对于该景观季节

性景观综合评价;而 AHP 法则指向性更强,尽管指

标的选取具有强烈的主观意愿,但针对植物景观某

一特征进行定向的评价时,AHP 法较 SBE 法更能反

映出景观在该方面的表现情况。 另外,根据不同样

图 8　 不同样地景观等级分布

Fig. 8　 Leve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sample
 

plots

地的等级划分情况可以发现,对于等级划分 SBE 法

较 AHP 法更加细致,AHP 法仅将 20 个样地划分成

两个等级,尽管各样地间得分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

差异较小,这与 AHP 法评价体系构建的主观性与植

物群落本身色彩呈现的客观性均有一定关系。

图 9　 样地 Y16
 3 个季节景观实景

Fig. 9　 Realistic
 

landscape
 

of
 

Plot
 

Y16
 in

 

three
 

s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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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3 植物景观美景度与色彩指标的回归分析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中的逐步回归原理,建
立因变量 YSBE 和各自变量 Xi(评价模型中各指标)间
的多元线形回归方程,经逐步回归最终得到方程:

YSBE = - 1. 793 + 2. 173C1 + 3. 125C8

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P<0. 01,结果极显

著;R2 为 0. 696,说明 2 个自变量共同可解释因变量

69. 6%的变异量。 R 为 0. 832,调整后 R2 为 0. 660,
标准估算误差为 0. 191 35,德宾-沃森值为 1. 738。
该模型保留了与景观质量相关性显著的色彩指标,
可适用于植物景观建成前的规划设计与建成后植物

景观改造。
根据评价模型代入 20 个样地色彩数量与明度

指数得分,具体见图 10。
由图 10 可知,在 20 个样地中,得分较低的样地

Y4、Y8、Y12 色彩数量 6 ~ 8 个,涵盖 2 ~ 4 种色相类

型,明度指数 5. 5 ~ 6;而样地 Y5、Y7、Y10、Y13、Y20 评

分较高,色彩数量 9 ~ 11 个,涵盖 4 ~ 6 种色相类型,
明度指数 7. 1 ~ 8. 3,其中以样地 Y20 综合评分最高,
该植物群落采用乔灌草植物搭配,主要由南天竹、丁
香等 10 种植物组成,共 11 种色彩数量涵盖 4 种色

相类型,位列第 6 名,明度指数中等偏高,位列第 4。
由此可见并不是色彩数量越多、明度指数越高的植

物群落色彩质量越高。 在该植物群落中,南天竹、红
叶石楠、中华金叶榆等均是常用色叶植物,丁香则为

主要的观花树种,在春夏秋三季色彩变化不一,尤
其是

图 10　 不同样地综合评价结果

Fig. 10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sample
 

plots

中华金叶榆在春季呈现鲜艳的明黄色,在群落中表

现突出。 在夏季一片碧绿中,冷色调的高大乔木做

背景,暖色调的小乔木南天竹、石楠与高明度的中华

金叶榆等做前景,搭配浓密的草本植物,整体层次分

明,明暗突出,色相对比适中,观感有序舒适。 而在

萧瑟的秋季景观中,橘红色的南天竹为暗淡的群落

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观赏趣味(图 11)。 整体景观植

物素材丰富,植物配置疏密得当,充分发挥了植物本

身的自然美;季相变化突出,既有春季观花,又有夏

秋观枝观叶,三季有景;色彩丰富鲜明,生动活泼又

和谐统一,不会过于繁杂使人心烦意乱。

图 11　 样地 Y20
 3 个季节景观实景

Fig. 11　 Realistic
 

landscape
 

of
 

Plot
 

Y20
 in

 

three
 

seasons

3 讨论与结论

3. 1 结论

通过将 20 个植物景观划分成不同色块,可以发

现样地 Y1、Y2 等 5 个样地有 3 个及以上的明显色块

变化,金枝槐、樱花等 14 种植物具有丰富的色彩变

化,观赏性强。 通过色彩量化处理,可知在 3 个季节

中植物景观整体上以绿色系为主导,冷暖度变化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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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一年四季植物叶片生长与凋落的规律;不同色彩

要素占比在季节间差异显著,其中色相 H1、H3、H4、
H5、H6,饱和度 S1、S2,明度 B1、B2 占比在 3 个季节间

具有显著差异。 而通过对色彩丰富度、色彩视觉冲

击力两项指标的分析可知本次调研的样地植物种

类、色彩种类均较丰富,色彩对比度偏低,均值在 20~
40 之间,人眼感知沉稳厚重、平淡舒适。 综合来看

郑州市龙子湖滨水公园植物群落景观色彩要素特征

鲜明,具有明显季相色彩变化的植物种类丰富,广泛

适用于各类型植物群落。
Kendall′s

 

W 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 AHP 法与 SBE
法评价结果的一致性较强,但 SBE 法更强调整体效

果,若单一季节景观表现突出时会模糊公众对于该

景观季节性景观综合评价;而 AHP 法则指向性更

强,更适于针对植物景观某一特征进行定向的评价,
缺点是评价结果间差异性较小,等级划分不明显。
在此基础上根据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可以构建出以公

众审美为导向的植物景观色彩评价模型,由该模型

可知影响植物景观色彩质量的主要因子为色彩数量

和明度指数,通过对优质样地的色彩分析,可以发现

公众更喜爱色彩丰富却不会过于繁杂,明度较高却

又不会过于刺眼的植物景观,以色彩数量 9 ~ 11 种,
涵盖 4 ~ 7 种色相类型,明度指数 7. 1 ~ 8. 3 为宜。 综

上所述,本次研究所选用的两种评价方法虽其评价

原理和侧重点不同,但评价结果在整体上具有较强

的一致性,共同应用于植物景观色彩评价中能在满足

公众审美的基础上,从植物景观色彩客观属性方面更

加全面、准确地评价景观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景观评价研究主观性强、实际应用可操作性差等

不足。
3. 2 讨论

本研究中基于色彩要素采用软件测量法对郑州

市龙子湖滨水公园植物群落景观进行色彩量化研

究,研究结果显示公园内植物景观色彩丰富度较高,
对比度较低,色彩特征鲜明,以往已有研究学者对公

园内春季和秋季植物景观色彩进行研究[15-16] ,但未

涉及该公园植物群落景观季节性色彩变化特征,本
研究填补了该方面的空白,但在研究区域范围内仅

选取了 20 个样地,数量有限,且在色彩量化过程中

并未包含冬季景观色彩,因此在今后研究中仍需进

一步完善。
已有研究表明,在影响植物景观质量的众多因

素中,色彩占据着重要地位[17] ,在植物景观评价中

多包含色彩指标,但鲜有研究结合两种评价方法,完

全采用定量指标单独聚焦于植物群落色彩进行评

价,故在春夏秋三季植物群落景观色彩量化分析的

基础上,运用 AHP 法和 SBE 法,以公众审美为导向

对植物群落景观色彩进行评价,以期为植物景观建

成前规划设计与建成后的优化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研究结果显示 AHP 法和 SBE 法的评价结果侧重点

不同,但同时又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这一点同刘艺

平[18]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可以将两种评价结果相

结合,建立美景度值与各色彩指标间的评价模型,根
据模型可知色彩数量、明度指数是影响植物景观美

景度值的主要因素,即公众更喜爱色彩丰富、明度较

高的植物景观,但需要注意的是,过多的色彩会令画

面繁杂混乱,而过高的明度则过于鲜艳刺眼,易造成

视觉疲劳,减少游客停留时间,这一点与之前的研究

结果相符[19] 。 因此,在今后的植物景观色彩规划设

计中,应增加色叶植物和开花植物的种类以丰富群

落色彩,在群落内配置高明度的植物加以点缀以提

升群落整体色彩明度,进而提升整体色彩质量;应了

解到植物色彩呈现与光照有显著关系,因此还应合

理规划群落内植物种植密度、植物冠层、郁闭度等以

使得群落内部光线适中[20-21] ,使植物呈现最佳色

彩。 本研究弥补了单一评价方法的不足,使评价结

果更加科学准确,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植物景观色

彩评价研究的思路,丰富了色彩指标的选择,在今后

色彩评价中可尝试将不同评价方法相结合,选择更

为新颖丰富的色彩指标,为指导植物配置,进行景观

建设与优化提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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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近年来生态系统碳汇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 CNKI 和 WOS 数据

库中 2005—2023 年生态系统碳汇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通过绘制高频关键词关

系网络图谱、作者、机构合作网络图谱以及时间线图谱等,对国内、国际该领域的演进路径、研究热

点与发展态势进行阐述。 深入分析不同时段的突现词,归纳该领域的主流研究热点。 结果表明,该
领域发文量国际国内整体上呈波动增长趋势,相对于国内作者,国外作者相互之间联系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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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ecosystem
 

carbon
 

sequestration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visualize
 

and
 

analyze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ecosystem
 

carbon
 

sequestration
 

research
 

in
 

CNKI
 

and
 

WOS
 

databases
 

from
 

2005
 

to
 

2023.
 

By
 

drawing
 

high-frequency
 

keyword
 

relationship
 

network
 

maps,
 

authors
 

and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maps
 

and
 

timeline
 

maps,
 

etc. ,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evolution
 

path,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is
 

field
 

at
 

home
 

and
 

abroad,
 

analyzed
 

the
 

keywords
 

with
 

strongest
 

cita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summa-
rized

 

the
 

mainstream
 

research
 

hotspots
 

in
 

this
 

fiel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this
 

field
 

showed
 

a
 

fluctuating
 

growth
 

trend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and
 

compared
 

to
 

do-
mestic

 

authors,
 

foreign
 

authors
 

were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forests
 

in
 

carbon
 

sequestration
 

research,
 

with
 

the
 

emerging
 

research
 

hotspots
 

of
 

carbon
 

neutrality
 

and
 

car-
bon

 

sequestration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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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琼,等: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生态系统碳汇现状研究

　 　 生态系统作为重要的碳汇,具有巨大的潜力,在
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中将发挥关键作用[1] 。 随

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国际学术界开始热切关注生

态系统碳汇。 目前,生态系统碳汇研究领域的综述

文献主要涉及生态系统碳循环过程、固碳机制和增

汇原理[2] 、生态系统碳汇的估算方法[3] 以及生态系

统碳汇量及其影响因素[4] 等。 这些文献均是从生

态系统碳汇的某个角度进行阐述,缺乏对国际国内

生态系统碳汇研究的全面把握。 文献计量方法作为

一种定量分析手段,能客观地反映学术界对特定领

域研究的动态和趋势,揭示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
评估学术贡献和影响力,同时发现潜在的研究空白

和未来发展方向[5] 。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利
用 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基于 Web

 

of
 

Science(WOS)
和 CNKI 核心数据库 2005—2023 年发表的研究论

文进行可视化分析。 通过可视化分析,形象地展示

国际国内生态系统碳汇研究的作者、机构、热点等内

容,旨在帮助广大学者更深入地思考了解生态系统

碳汇研究现状。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1 数据来源

利用中国知网(CNCI)作为中文文献数据源,采
用主题词“生态系统碳汇”进行模糊搜索,时间跨度

设定为 2005—2023 年,初步检索共得到 4 841 篇文

献。 为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通过人工判读

标题和摘要的方式,剔除与主题无关的文献,例如无

作者的通讯、会议论文、报纸报道、成果总结、学术辑

刊、特色期刊以及重复发表的论文,最终筛选出 824
篇有效文献。 外文文献来源于 WOS(Web

 

of
 

Science)
中的核心合集,检索条件为(TS =(Ecosystem)and

 

TS =
(carbon

 

sink)),时间跨度为 2005—2023 年,文献类

型限定为“ Article” “ Review
 

Article” 和 “ Proceeding
 

Paper”。 共检索出 7 049 篇文献,在逐条筛选后得到

供分析的文献为 930 篇。
1. 2 研究方法

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导入的数据进行分析,并
对软件进行特定参数设置。 时间切片设定为 2005—
2023 年期间;节点类型包括关键词、作者、研究机构

以及国家地区。 网络修剪层级选择最小生成树算法

(MST),这种算法具有预算简洁,且能够快速生成图

谱的优点。 在生成的图谱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位作

者、一个研究机构或国家,节点的大小反映了其发表

论文的数量,连接线代表了节点之间的合作情况,线
的粗细表示合作强度[6] 。 节点内部颜色表示其对

应的年份,有紫色外圈的节点代表具有较高内部中

心性的关键节点,此类节点对研究领域具有关键性

的影响[7] 。

2 结果与分析

2. 1 年度发文量分析

年度发文量可很好地反映出生态系统碳汇研究

的趋势性及关注度,将相关文献进行时序数列对

比[8](图 1)。

图 1　 2005—2023 年生态系统碳汇研究领域发文量

Fig. 1　 Number
 

of
 

publications
 

in
 

ecosystem
 

carbon
 

sequestration
 

research
 

from
 

2005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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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整个时间范围内,国际发文

量普遍高于国内发文量,但两者的差距逐渐缩小。
2022 年是发文量最高的年份,国内和国际发文量均

达到较高水平,分别为 154 篇和 153 篇,表明生态系

统碳汇研究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同时人们对碳汇问题的关注不断增加。 根据图 1 可

将生态系统碳汇研究发展大致分为 3 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期(2005—2008 年),国内和国

际发文量较低,但呈逐年上升趋势。 这一时期的背

景是国家林业局于 2005 年发布《关于印发 2005 年

工作要点的通知》 [9] ,其中提出了强化国际林业碳

汇研究的重要性。 随后,2007
 

年成立了应对气候变

化和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9] ,拉开了碳汇研究工

作的序幕。
第二阶段:探索期(2009—2014 年),国内和国

际发文量呈稳步增长态势,尤其是国内发文量增速

明显,这一趋势得益于 2009 年国家林业局出台的

《关于促进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指导意见》[10] ,
旨在扩大农田和草地的碳汇潜力。 进展到 2011 年,
国家林业局发布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十二五”行

动要点》,提出了建立全国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体系,
同时启动国内碳汇造林试点等关键措施[11] 。 在这

一时期,林业碳汇建设工作得到全面推进,同时也开

始探讨农田和草地碳汇等相关领域。
第三阶段:成长期(2015—2023 年),国内和国

际发文量呈高速增长趋势,特别是国际发文量有显

著增长。 这一发展趋势受到了多项政策和举措的推

动,2015 年,国务院发布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 强调建立增加生态系统碳汇的机制[12] 。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提高生态系统碳汇

能力,充分发挥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以及冻

土的作用[13] 。 2022 年党的二十大中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明确提出要增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并积极参

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14] 。 这一系列重要政策和发

展表明,在该时期,生态系统碳汇已成为全球气候变

化领域的热点问题。
2. 2 研究作者及机构分析

2. 2. 1 研究作者分析

发文作者在科研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分析发

文作者及其合作网络结构特征,可以反映出该领域

的核心作者群体及其合作关系[15] 。 本文采用普莱

斯定律计算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16] 。 根据

CiteSpace 的统计结果,国际国内发文数量排名前 10

位的作者如表 1 所示。

表 1　 国内外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作者

Tab. 1　 Top
 

10
 

authors
 

in
 

term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序
号

国际作者

发文
量 / 篇

首次发
文年份

作者

国内作者

发文
量 / 篇

首次发
文年份

作者

1 28 2011 Ciais,Philippe 7 2005 朴世龙

2 23 2011 Piao,Shilong 4 2009 于贵瑞

3 7 2011 Luo,Yiqi 4 2015 刘世荣

4 6 2018 Li,Wei 3 2005 方精云

5 6 2010 Yu,Guirui 3 2013 沈月琴

6 6 2010 Duarte,Carlos
 

M 3 2013 华志芹

7 6 2017 Fisher,Joshua
 

B 3 2023 朱建华

8 6 2018 Ju,Weimin 3 2010 王晓芳

9 5 2018 Friedlingstein,Pierre 3 2010 张颖　

10 5 2017 Poulter,Benjamin 3 2012 杨帆　

　 　 分别计算国内外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阈值。
在国内,发文量在 2 篇及以上的被认为是核心作者,
共有 106 人满足这一条件。 在国际上,发文量在 4
篇及以上的被认为是核心作者,共有 27 人满足这一

条件。 在国际研究者中,Ciais,
 

Philippe 是最具影响

力的研究者,其发文量远超其他研究者,显示其在生

态系统碳汇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在国内研究者

中,朴世龙是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者,其发文量也较其

他国内研究者高,显示其在国内生态系统碳汇研究

中的领导地位。 国内生态系统碳汇研究者的发文量

整体较国际研究者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研究

者的发文量逐渐增加,呈稳步发展趋势。
国际国内作者发文量分析如图 2,图 3 所示。
图谱中每个节点表示一位作者,节点之间的连

线反映了作者间的合作强度[17] 。
从图 2 的 WOS 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关系可以看

出,大部分核心作者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国际上排名前 10 位的作者中,除了来自中国的 5 名

作者外,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
图 3 的 CNKI 文献作者合作网络关系显示,国

内生态系统碳汇研究者数量较多,但彼此之间的合

作关系并不紧密,研究者分散在不同行业和部门,呈
现小集中、大分散的特点,主要以朴世龙、于贵瑞、刘
世荣、方精云和沈月琴等学者为主导力量,在生态系

统碳汇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学术进展。

·001· 第 49 卷



王应琼,等: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生态系统碳汇现状研究

图 2　 2005—2023 年生态系统碳汇研究 WOS 文献作者发文量分析及其合作关系

Fig. 2　 Publications
 

an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s
 

of
 

WOS
 

literature
 

authors
 

on
 

ecosystem
 

carbon
 

sequestration
 

research
 

from
 

2005
 

to
 

2023

图 3　 2005—2023 年生态系统碳汇研究 CNKI
文献作者发文量分析及其合作关系

Fig. 3　 Publications
 

an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s
 

of
 

CNKI
 

literature
 

authors
 

on
 

ecosystem
 

carbon
 

sequestration
 

research
 

from
 

2005
 

to
 

2023

　 　 综合分析,在国际上,生态系统碳汇研究者之间

形成了稳定的合作网络,涵盖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学者。 在国内,虽然研究者数量较多,但合作关系相

对分散。 因此,加强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汇
聚力量,形成更紧密的合作网络,对于推动生态系统

碳汇研究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2. 2 研究机构分析

科研机构肩负着国家战略需求和人才培养的双

重任务,因此对其进行分析很有必要[18] 。 表 2 列出

了国内外关于生态系统碳汇研究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研究机构,在国际研究机构中,中国科学院和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是发文量最高的两个机构,分别发

文 207 篇和 61 篇。 在国内研究机构中,浙江农林大学

和东北林业大学是发文量最高的两个机构,分别发表

文 18 篇和 15 篇。 中国科学院是国际和国内生态系统

碳汇研究中发文量最高的机构,显示了其在该领域的

研究实力和领导地位。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高
校对生态系统碳汇的研究最多,研究院所次之。

通过对国际机构合作网络的分析可以看到该领

域的科研力量分布(图 4)。
如图 4 所示,图中共有 251 个节点和 431 条连

线,反映出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较为紧密。 特别

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隆
德大学以及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所组成的合

作机构网络表现最为明显,其合作关系网络规模较

大。 除排名前 10 位的机构外,还有一些机构虽然未

进入排名前列,但与其他机构之间有着密切合作关

系。 例如,加州理工学院( California
 

Technology) 和

法国气候和环境科学研究院( CEA
 

CNRS
 

UVSQ)等

机构也在该合作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整体而

言,国际各机构之间合作紧密,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

的合作网络结构。 这种合作有助于推动生态系统碳

汇研究进展,促进学术交流和知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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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内外发文量排名前 10 位的研究机构

Tab. 2　 Top
 

10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

序号
国际

机构名称 发文量 / 篇 首次发文年份

国内

机构名称 发文量 / 篇 首次发文年份

1 　 中国科学院 207 2005 浙江农林大学 18 2012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61 2015 东北林业大学 15 2010

3 　 北京大学 46 201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4 2007

4 　 隆德大学 37 2007 中国科学院大学 13 2016

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32 2005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2 2008

6 　 北京师范大学 28 2010 北京林业大学 8 2012

7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23 2012 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6 2011

8 　 南京大学 22 2011 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6 2011

9 　 赫尔辛基大学 18 2007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5 2022

10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17 201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5 2009

图 4　 国际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Fig. 4　 Cooperation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国内机构合作网络图如图 5 所示,共有 190 个

节点和 85 条连线。 该网络密度为 0. 004 7,由于密

度值较低,表明国内生态系统碳汇研究的科研机构

整体合作倾向较低。 此外,图 5 显示的网络模块值

为 0. 817 5,表明该网络具有显著的小群体聚类特征。
在表 2 和图 5 的对比中可以发现,浙江农林大

学、东北林业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发文量排

名前 3 位,但他们之间的合作较少为了促进学术交

流与合作,为推动生态系统碳汇研究发展,有必要加

强这些机构之间的合作。 此外,通过对图谱中节点

的观察可以发现,合作机构呈一定的跨学科性,不再

局限于林业和林业高校,而涉及到财经、农业、工业、
化学工程等学科机构,这种跨学科性有助于拓宽生

态系统碳汇研究领域,推动该领域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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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国内研究机构合作网络

Fig. 5　 Cooperation
 

network
 

of
 

domest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2. 3 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2. 3. 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在一篇文献中代表其内容的核心和精

华,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通常反映了相关领域的

研究热点[19] 。 图 6 和图 7 是由 CiteSpace 生成的国

际和国内关键词共现图谱。
在图 6 中,有 188 个节点和 262 条连线,网络密

度为 0. 014 9。 其中,“ CO2 ”是最明显的关键词,其
出现频率最高,紧随其后的是“climate

 

change”“eco-
system”“carbon

 

sink” 和“ dynamics” 等,这表明国际

上关于 CO2 排放与气候变化关系已成为研究热点。
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碳循环和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

性日益凸显。
在图 7 中,“碳汇” 是最明显的关键词,其次是

“森林碳汇”“碳储量”和“碳中和”,这一现象表明,
国内对生态系统碳汇的研究重点集中于森林碳汇、
森林碳储量和碳中和研究。

用
 

Microsoft
 

Excel
 

2019 对国际国内生态系统碳

汇研究关键词出现频率进行汇总,并将排名前 10 位

的关键词从高到低进行排序(表 3)。
由表 3 可以看出,“碳汇”和“climate

 

change”是

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森林碳汇” “碳储

量”和“CO2”是热门关键词,显示了森林在碳汇研究

中的重要性以及碳储量和二氧化碳在生态系统碳汇

关注度上的突出地位。 “碳中和”和“海洋碳汇”是

近年来在生态系统碳汇研究中出现的新兴关键词,
这可能反映了对碳中和技术和海洋生态系统在气候

变化应对中的日益关注。 关键词频数与中心性一般

呈正相关,但不表示频数越大中心性就越强[20] ,每
个关键词的中心性指标存在差异[20] ,如“ CO2 ” 和

“森林碳汇”中心性高,但频数不是最高,这表明某

些研究方向的成果集中在少数研究学者之中。
2. 3. 2 热点研究主题分析

国际关键词聚类(图 8)的 Q 值为 0. 721 7(大于

0. 5),S 值为 0. 862(大于 0. 7),说明该聚类结构是

显著的,并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国内关键字聚类

(图 9)的 Q 值和 S 值分别为 0. 817 5 和 0. 967 8,其
聚类结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从国际生态系统碳汇关

键词聚类图来看,国际对生态系统碳汇的研究主要

是:(1)气候与生态系统碳汇关系:研究气候变化对

生态系统碳汇的影响;(2)生态系统碳循环和碳交

换:研究生态系统中碳的流动和交换过程,包括生态

系统碳的吸收、释放、转移和储存等;(3)碳汇的年

际变化研究:研究碳汇在不同年份、季节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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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WOS 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 6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of
 

WOS
 

literature

图 7　 CNKI 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 7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of
 

CNKI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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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际国内生态系统碳汇关键词出现频率

Tab. 3　 Keywords
 

frequency
 

of
 

ecosystem
 

carbon
 

seques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esearch

序号
国际

关键词　 　 频数 中心性 起始年份

国内

关键词 频数 中心性 起始年份

1 　 climate
 

change 218 0. 14 2005 　 碳汇　 　 190 0. 42 2005

2 　 ecosystem 114 0. 07 2005 　 森林碳汇 159 0. 65 2005

3 　 sequestration 106 0. 07 2006 　 碳储量　 73 0. 27 2009

4 　 CO2 102 0. 43 2005 　 碳中和　 58 0. 01 2021

5 　 dynamics 100 0. 17 2006 　 海洋碳汇 29 0. 01 2018

6 　 eddy
 

covariance 98 0. 02 2005 　 生态系统 27 0. 01 2010

7 　 carbon
 

sink 97 0. 03 2009 　 碳密度　 26 0. 31 2005

8 　 respiration 86 0. 05 2005 　 碳排放　 24 0. 16 2011

9 　 forest 85 0. 04 2005 　 生物量　 23 0. 21 2007

10 　 fluxe 83 0. 11 2007 　 森林　 　 20 0. 47 2006

图 8　 国际生态系统碳汇研究关键词聚类

Fig. 8　 Keywords
 

cluster
 

of
 

international
 

ecosystem
 

carbon
 

sequestration
 

research

图 9　 国内生态系统碳汇研究关键词聚类

Fig. 9　 Keywords
 

cluster
 

of
 

domestic
 

ecosystem
 

carbon
 

sequestration
 

research

探讨气候等因素对碳汇年际变化的影响。 从国内生

态系统碳汇关键词聚类图谱中可以发现,国内对生

态系统碳汇的研究主要是:(1)碳汇的定量评估:对
不同类型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原、湿地等)中的碳

汇进行定量评估,了解其在吸收和储存碳方面的能

力以及对全球碳循环的贡献;(2)碳中和与低碳经

济:研究碳中和策略,即通过吸收或提高等方式应对

碳排放,以及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减少碳排放和碳汇

的经济效益;(3)碳排放研究:除关注碳汇外,生态

系统碳汇研究还探讨碳排放情况,即生态系统向大

气中释放碳的过程,以全面了解生态系统对碳循环

的贡献。

3 研究前沿分析

突现词是指在某个时间段内词频突然明显增多

的关键词,能够反映相关领域的研究前沿动态[21] 。
图 10 为 WOS 数据库生态系统碳汇研究的关键词突

现分析。
从图 10 中可以看出,早期的生态系统碳汇研究

主要集中在 2005—2010 年间,关键词包括生产力、
净初级生产力和水蒸气交换。 主要关注生态系统碳

通量的测量和净生产力的评估以及与水循环相关研

究。 2007—2015 年间,关键词“CO2 交换”和“平衡”
突现,开始关注生态系统与大气之间的碳交换过程

以及生态系统的碳平衡状况。 反映了此前对生态系

统在全球碳循环中的作用和碳平衡的关注。 近年来

的关键词突现了一些新兴的研究方向,例如,“蓝

碳”的关键词出现于 2018—2020 年间,表明对海洋

生态系统作为碳汇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从图

10 中关键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生态系统碳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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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国际生态系统碳汇研究关键词突现分析

Fig. 10　 Keywords
 

with
 

strongest
 

ci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ecosystem
 

carbon
 

sequestration
 

research

究正呈现出地理学、生态学、气候学等多个学科的

交叉融合趋势,这将成为未来生态系统碳汇研究

的发展方向,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生态系统碳循环

的复杂性。
图 11 为 CNKI 数据库生态系统碳汇研究的关

键词突现分析。

图 11　 国内生态系统碳汇研究关键词突现分析

Fig. 11　 Keywords
 

with
 

strongest
 

citations
 

of
 

domestic
 

ecosystem
 

carbon
 

sequestration
 

research

　 　 从图 11 关键词的出现年份可以看出,生态系统

和森林碳汇的研究相对较早,起始于 2005 年,而碳

足迹、碳中和等关键词的研究则较晚,起始于 2016
年。 说明过去的生态系统碳汇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

碳汇和碳源方面;最近的研究重点似乎转向了海洋

碳汇、碳中和、碳市场,这反映了对海洋生态系统和

碳排放指标的关注。

4 结　 论

　 　 1)从研究的基本特征来看,生态系统碳汇研究

逐步成为当前研究热点,发文量国际国内整体上均

呈波动增长趋势,并可划分为萌芽期、探索期、成长期

3 个阶段,其中 2022 年是该领域的发文高峰期,国际

国内分别发文 163、154 篇,相较于国际而言,国内对

·601· 第 49 卷



王应琼,等: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生态系统碳汇现状研究

于生态系统碳汇的研究展示出更多的热情。
2)从研究作者和研究机构来看,我国的研究群

体已初具规模,但只有少数作者构成了紧密的群体

关系,国外作者相对于国内作者,相互之间联系更加

紧密。 国内外生态系统碳汇研究主要均是以高校为

主导,但国内机构之间的联系较少,国外则呈现出相

反的态势。 这表明国内在该领域有很大的发展潜

力,需要更多的学者和团队参与其中,加强跨学科、
跨机构、跨领域合作,以推动该领域研究成果更好地

应用于实践。
3)从研究进展与热点上看,生态系统碳汇研究

的热点词集中在对森林碳汇、碳储量、CO2 以及海洋

碳汇等关键词,突显了森林在碳汇研究中的重要性,
海洋碳汇和碳中和正在成为新兴关键词,反映了应

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紧迫性。 国际研究主要关注气候

与生态系统碳汇关系、生态系统循环与碳交换、碳汇

的年际变化;国内研究主要关注碳汇的定量评估、碳
中和、低碳经济策略及碳排放以及生态系统碳汇对

碳循环的贡献。
4)从研究前沿看,碳中和与碳汇潜力正在成为

新兴的研究热点,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和应用

正在成为趋势,研究方向涉及技术、政策、市场等多

个方面。 同时,碳交易和碳汇经济将逐渐成为全球

关注的焦点,碳中和与碳汇潜力研究将为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问题提供重要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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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更好进行云南松苗木培育,提升云南松苗木质量,通过对 2 年生云南松苗木生长性状及不

同部位氮(N)、磷(P)、钾(K)储量进行统计以及相关性、异速生长分析,研究云南松氮、磷、钾储

量。 结果表明,云南松幼苗生长 2 年后,其地下部位氮、磷、钾分配大小依次为钾储量>氮储量>磷

储量;氮、磷、钾在土壤中的分配比例为氮储量>磷储量>钾储量;地上部位氮、磷、钾储量占单株氮、
磷、钾储量的比例为钾储量>磷储量>氮储量;磷和钾在地下部位的累积速率大于地上部位的累积

速率。 以期为云南松苗木培育提供理论参考,为实际生产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关键词:云南松;氮储量;磷储量;钾储量;储量分配;异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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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cultivate
 

Pinus
 

yunnanensis
 

seedling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 yunnanensis,
 

seedlings,
 

the
 

growth
 

characters
 

and
 

reserves
 

of
 

nitrogen
 

(N),
 

phosphorus
 

(P)
 

and
 

potassium
 

( K)
 

in
 

different
 

parts
 

of
 

2-year-old
 

P. yunnanensis
 

seedlings
 

were
 

studi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a-
nalysis

 

and
 

allometric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N,
 

P
 

and
 

K
 

in
 

the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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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parts
 

of
 

2-year-old
 

P. yunnanensis
 

seedlings
 

was
 

K > N > P;
 

the
 

proportion
 

distribution
 

of
 

reserves
 

in
 

soil
 

was
 

N > P > K;
 

the
 

proportion
 

of
 

aboveground
 

parts
 

to
 

reserves
 

per
 

plant
 

was
 

K > P > N;
 

the
 

accu-
mulation

 

rate
 

of
 

P
 

and
 

K
 

in
 

underground
 

parts
 

was
 

faster
 

than
 

that
 

in
 

aboveground
 

parts.
 

The
 

research
 

re-
sults

 

ai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 yunnanensis
 

seedlings
 

and
 

provide
 

a
 

cer-
tain

 

theoretical
 

basis
 

for
 

actual
 

production.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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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N)、磷(P)、钾(K)作为森林生态系统中的

重要组成元素,对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

以及对树木植物的生长发育起着重要作用[1] 。 氮

(N)元素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营养元素,影响植

物的生长发育[2] ;磷( P)元素是生物细胞的构成成

分,参与物质循环和能量代谢,是植物生长主要限制

因子[3-4] ;而钾元素可明显提高氮( N) 元素在植物

各器官的转移量和转移率[5] 。 同时,氮、磷、钾也是

衡量土壤肥力和土地生产力的重要指标[6] ,不同树

种间氮、磷、钾的储量分配存在差异[7] ,目前有关

氮、磷、钾储量的分配在草本、灌木植物[8-9] 和作

物[10-11]间的研究较多,且多集中在土壤间氮、磷、钾
储量分配研究[12-14] ,在乔木及林木不同部位氮、磷、
钾储量分配研究较少。 为此,主要针对 2 年生云南

松苗木地上、地下部位间的氮、磷、钾储量分配进行

研究。
异速生长是生物体不同性状间生长速度不成比

例的现象[15] ,能揭示植物生长的内在规律[16] ,氮、
磷、钾是植物生长必需的营养元素,其在植物不同部

位的分配决定着不同的功能,研究植物异速生长的

关系可了解植物个体发育规律以及不同部位间的生

长速度,进而更好地进行苗木培育[17] 。
云南松(Pinus

 

yunnanensis)是松科松属的喜光

性乔木树种,生长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栽植,
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乡土

树种,也是主要造林树种,同时是主要经济树种[18] ,
但是云南松人工林生产力不高,一定程度可能是由

于苗期苗木所需营养元素不足导致,因此研究云南

松氮、磷、钾不同部位间储量分配有利于云南松苗木

生长发育,及时为苗木补充营养,以期为云南松培育

及后期造林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试验地设在西南林业大学苗圃,位于东经 102°

45′41″,北纬 25°04′00″,海拔 1 950 m,属北亚热带半

湿润高原季风气候,干湿季节分明,晴好天气多,四
季温差小,年均温约 15℃ ,绝对最低温-9℃ ,绝对最

高温 32. 5℃ ;年均降水量约 900 mm,年均相对湿度

68. 2%;土壤为酸性低磷红壤。
1. 2 实验材料

云南松种子来自弥渡云南松种子园,种子混合

后,浸入清水中,用 0. 5%高锰酸钾溶液浸泡 0. 5 h
消毒后取出,后用清水洗净,50℃温水浸泡种子 24 h
后再用清水浸泡 24 h,然后播种。 苗期管理同常规

的育苗管理。 试验材料为 2 年生云南松,试验用土

为育苗基质公司的腐殖土与苗圃内酸性红壤土按

2 ∶ 1 混合均匀,每盆重量约 2. 0 kg。 试验前测定育

苗基质氮、磷、钾浓度分别为 1. 090、0. 69、9. 189 g / kg。
1. 3 苗木测定

1. 3. 1 形态指标测定

2020 年 12 月底,挖取云南松苗木,使用电子游

标卡尺测其地径(D),精确到 0. 01 mm,采用直尺测

定其苗高(H),精确到 0. 1 cm。
1. 3. 2 氮、磷、钾储量测定

2020 年 12 月,随机选取 54 株长势均匀的苗木

进行测定,重复 3 次。 将样品(植物根、茎、叶、土
壤)烘干后,研磨过筛后用于消煮。 植物样采用

H2SO4 -H2O2 法消煮,土壤样采用 H2SO4 -HClO4 法

消煮,氮、磷、钾储量测定分别采用奈氏比色法、钼锑

抗比色法和火焰光度法[19] ,公式分别为:
氮储量 = 氮含量 × 生物量 (1)
磷储量 = 磷含量 × 生物量 (2)
钾储量 = 钾含量 × 生物量 (3)
地上部位氮、磷、钾储量为植物茎、叶储量之和,

地下部位为根的储量。
1. 4 数据分析

异速生长关系可表示为 y = axb 的形式,y 为苗

高,x 为与 y 对应苗木的地径;a 和 b 均为常数项。
可将其线性转化为 logy = loga + blogx ,a 为截距,b
为该直线的斜率,即异速生长指数,对所测定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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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分别使用 Excel
 

2013 计算平均值、标准

差、变异系数等[20] 。
采用 Excel

 

2013 进行数据整理汇总,采用 SPSS
 

25. 0 软件进行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2 年生云南松苗木生长性状及不同部位氮、磷、
钾储量统计

对云南松苗木的苗高、地径以及地上部位、地下

部位、单株氮、磷、钾储量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云南松生长性状及不同各部位氮、磷、钾储量

Tab. 1　 Growth
 

characters
 

and
 

N,
 

P
 

and
 

K
 

reserves
 

of
 

Pinus
 

yunnanensis

部位 指标
平均值

/ mg
标准差

最小值
/ mg

最大值
/ mg

变异
系数
/ %

地下
部位

氮储量 16. 480
 

5. 623
 

2. 970
 

32. 482 34. 12
 

磷储量 12. 733
 

5. 231
 

2. 804
 

30. 850 41. 09
 

钾储量 86. 468
 

30. 510
 

21. 698
 

164. 905 35. 28
 

地上
部位

氮储量 41. 191
 

17. 448
 

20. 889
 

106. 582 42. 36
 

磷储量 38. 577
 

12. 790
 

20. 693
 

81. 821 33. 16
 

钾储量 283. 328
 

85. 303
 

168. 269
 

547. 550 30. 11
 

单株 氮储量 57. 670
 

19. 982
 

27. 792
 

124. 074 34. 65
 

磷储量 51. 310
 

16. 282
 

29. 681
 

100. 633 31. 73
 

钾储量 369. 796
 

103. 509
 

205. 015
 

641. 203 27. 99
 

苗高 / cm 12. 030 3. 390
 

5. 800
 

19. 300
 

28. 14
 

地径 / mm 15. 420
 

2. 770
 

8. 070
 

20. 840
 

17. 96
 

　 　 结果表明,地上部位氮、磷、钾储量均值均高于

地下部位,地上部位氮储量均值为 41. 191 mg,约为

地下部位氮储量的 2. 5 倍;地上部位磷储量均值为

38. 577 mg,约为地下部位磷储量的 3 倍;地上部位

钾储量均值为 283. 328 mg,约为地下部位钾储量的

3. 5 倍。 地 下 部 位 氮 储 量 约 占 单 株 氮 储 量 的

28. 6%,地上部位氮储量约占单株氮储量的 71. 4%;
地下部位磷储量约占单株磷储量的 24. 8%,地上部

位磷储量约占单株磷储量的 75. 25%;地下部位钾

储量约占单株钾储量的 23. 4%,地上部位钾储量约

占单株钾储量的 76. 6%(图 1)。 地下、地上部位及

单株氮、磷、钾储量关系均为:钾储量>氮储量>磷储

量,由此可见,在云南松不同部位钾储量最高,磷储

量最低,且氮、磷、钾主要集中分布在地上部位。
从变异系数可以看出,2 年生云南松苗木生长

性状与各部位氮、磷、钾储量变异系数在 17. 96% ~
42. 36%间波动,平均变异系数为 30. 16%;地下部位

变异系数最大的为磷储量,达 41. 09%;地上部位变

异系数最大的为氮储量,达 42. 36%;地下部位氮储

量变异系数低于地上部分,说明地下部位氮储量相

较于地上部位稳定,而地下部位磷储量、钾储量变异

系数均高于地上部位,说明地下部位磷、钾储量不及

地上部位稳定;单株变异系数最大的也为氮储量;综
合分析可知生长性状中,地径的变异系数较小,生长

较稳定。 氮储量变异系数较大,稳定性小,可利用潜

力较大。

图 1　 不同部位氮、磷、钾储量均值占单株储量均值比例

Fig. 1　 Proportion
 

of
 

N,
 

P
 

and
 

K
 

reserves
 

in
 

each
 

part
 

to
 

the
 

average
 

reserves
 

per
 

plant

2. 2 2 年生云南松苗木各部位氮、磷、钾储量相关性

分析

对 2 年生云南松苗木各部位氮、磷、钾储量进行

相关性分析,各部位氮、磷、钾储量相关系数分析结

果见表 2。
结果表明,除地下部位钾储量与地上部位氮储

量间无相关关系外,其他指标两两间均存在相关关

系。 其中,地下部位氮储量与地上部位氮储量呈显

著性正相关(P<0. 05),其他指标间均呈极显著正相

关关系(P<0. 01);说明各部位氮、磷、钾储量之间的

研究具有意义,且相互影响。 相关程度表明,地上部

位钾储量与单株钾储量相关性最高,为 0. 966。 地

下部位磷储量与地上部位氮储量相关性最低,为

0. 277。 单株氮、磷、钾储量均与地上部位氮、磷、钾
储量间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 01),可见,地上

部位氮、磷、钾储量是单株氮、磷、钾储量的重要组成

部分。 据此,在生产过程中可合理地控制地上部位

氮、磷、钾储量以保证云南松苗木更好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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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云南松不同部位氮、磷、钾储量相关性分析

Tab.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N,
 

P
 

and
 

K
 

reserv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Pinus
 

yunnanensis

指标
地下部位
氮储量

地上部位
氮储量

单株氮
储量

地下部位
磷储量

地上部位
磷储量

单株磷
储量

地下部位
钾储量

地上部位
钾储量

单株钾
储量

地下部位氮储量 1. 000

地上部位氮储量 0. 322∗ 1. 000

单株氮储量 0. 563∗∗ 0. 964∗∗ 1. 000

地下部位磷储量 0. 552∗∗ 0. 277∗ 0. 397∗∗ 1. 000

地上部位磷储量 0. 408∗∗ 0. 681∗∗ 0. 710∗∗ 0. 554∗∗ 1. 000

单株磷储量 0. 498∗∗ 0. 624∗∗ 0. 685∗∗ 0. 757∗∗ 0. 964∗∗ 1. 000

地下部位钾储量 0. 751∗∗ 0. 201 0. 387∗∗ 0. 866∗∗ 0. 542∗∗ 0. 704∗∗ 1. 000

地上部位钾储量 0. 413∗∗ 0. 772∗∗ 0. 791∗∗ 0. 511∗∗ 0. 956∗∗ 0. 915∗∗ 0. 482∗∗ 1. 000

单株钾储量 0. 562∗∗ 0. 696∗∗ 0. 766∗∗ 0. 676∗∗ 0. 947∗∗ 0. 961∗∗ 0. 692∗∗ 0. 966∗∗ 1. 000

注:∗∗表示在 0. 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表示在 0. 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2. 3 云南松不同部位氮、磷、钾储量异速生长分析

云南松地上与地下部位氮、磷、钾储量异速生长

关系如表 3 所示。

表 3　 地上与地下氮、磷、钾储量异速生长关系

Tab. 3　 Allometric
 

growth
 

relationship
 

of
 

N,
 

P
 

and
 

K
 

reserves
 

between
 

aboveground
 

and
 

underground
 

parts

性状
 

R2 P 斜率
95%

置信区间
F P-1. 0

类
型

地下与
地上部位
氮储量

0. 116 0. 012
 

1. 076 [0. 830,
1. 393]

0. 312 0. 579 I

地下与
地上部位
磷储量

0. 269 0. 000
 

1. 293 [1. 022,
1. 637]

4. 809 0. 033 A

地下与
地上部位
钾储量

0. 253 0. 000
 

1. 391 [1. 096,
1. 766]

7. 873 0. 007 A

注:P-1. 0 表示斜率与理论值 1. 0 的差异显著性;A 表示异速

生长关系;I 表示等速生长关系。

　 　 由表 3 可以看出,地上与地下部位间磷储量和

钾储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P<0. 01),且地下与地上

部位的斜率与理论值 1. 0 有显著差异的异速生长关

系,其中磷储量、氮储量的地上与地下部位的斜率均

为大于理论值 1. 0 的异速生长,说明云南松苗木中

地下部位磷、钾储量积累速度大于地上部位的积累

速度,同时地下部位与地上部位氮储量的斜率为与

理论值 1. 0 差异不显著的等速生长关系。

3 讨论与结论

植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同部位对资源的获

取及利用存在竞争关系,只有将资源合理地分配给

各个部位,才能适应生存,植物个体发育过程中,不
同部位协调发展是植物的一种生活史对策[21] 。 对

云南松苗木各部位氮、磷、钾储量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表明云南松苗木地上部位氮、磷、钾储量均值均高

于地下部位,地下部位中钾储量>氮储量>磷储量,
说明地下部位钾储量积累最多,而对于单株生长来

说,地下部位氮、磷、钾储量占单株储量比例大小为

氮储量>磷储量>钾储量,说明相较于钾元素,地下

部位氮元素对单株生长影响较大。 这可能与氮元素

对植物生长发育具有促进作用有关,也可能是由于

土壤氮元素对云南松地下部位造成的影响[22] ,地上

部位中钾储量>氮储量>磷储量;地上部位氮、磷、钾
储量占单株储量比例大小为钾储量>磷储量>氮储

量;可见地上部位钾物质积累最多且占单株储量比

例较高,这可能与交换性钾的互作作用有关[23] 。 综

合分析可知云南松苗木生长主要靠钾积累,其次是

氮积累,以磷积累功能最弱。 地上部位为氮、磷、钾
物质的储存库。 研究表明,植物氮、磷、钾储量与生

物量关系密切[24] ,云南松前期苗木生长所需物质主

要分配给地上部位,以更好地获取光能,进行营养物

质的积累,为后期生长发育奠定物质基础[25] ,这与

本研究结果相似。
相关性分析研究表明,除地上氮储量与地下钾

储量间无相关关系外,其余地上、地下部位间均存在

相关关系,且绝大多数呈极显著正相关(P<0. 01),
说明云南松不同部位氮、磷、钾储量存在密切联系,
各指标间存在相互促进作用,这也就印证了植物在

生长发育过程中各部位协调发展的结论[21] 。 地上

钾储量与单株钾储量相关性最高,为 0. 966,说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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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钾储量对单株钾储量影响较大,是单株钾储量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地上氮储量与单株氮储量间,地
上磷储量与单株磷储量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

系数达 0. 964,综合分析可知,地上部位氮、磷、钾储

量与单株氮、磷、钾储量间均呈极显著相关,可见在

云南松苗木生长前期,地上部位氮、磷、钾储量对单

株氮、磷、钾积累贡献最大。 再一次证明前期云南松

生长发育重心在地上部位,根据地上与地下部位云

南松氮、磷、钾储量相关性这一辅助指标可选择优质

良木。
苗木的不同部位具有不同功能,地上部位主要

通过固定 CO2 进行光合作用,并进行养分积累和运

输作用;地下部位主要维持和支撑地上株体,不同部

位的物质分配常受植株种类、大小、年龄、温度及光

照等影响,并以异速生长形式表现出来[26] 。 在 2 年

生云南松不同部位氮、磷、钾储量异速生长关系中,
地下与地上部位磷、钾储量均呈极显著正相关,且均

表现出异速生长关系,分析其斜率可知,地下部位

磷、钾储量增长速度均快于地上部位。 但结合地下

部位与地上部位氮、磷、钾储量占比可知,地下部位

的氮、磷、钾储量远少于地上部位氮、磷、钾储量,可
见地下部位氮、磷、钾储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将维持

一定平衡,不再继续增长,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苗木不

同部位协调发展的机制,且地下与地上部位间钾储

量呈极显著差异(P<0. 01),说明钾元素在云南松苗

木不同部位间相对不稳定。 这与王轶浩等[7] 研究结

果不一致。 而地下与地上部位间氮储量呈差异不显

著的等速生长关系,说明氮元素在云南松苗木生长

所需组成元素中具有相对稳定性。 在植物个体生长

发育中,植物会在消耗物质与获取资源方面作出权

衡,以适应环境进行生长[27] 。 本研究表明植物地上

部位氮、磷、钾储量对单株氮、磷、钾储量分配具有重

要影响作用,这与武瑞鑫等[28] 研究相似。 目前,对
于氮、磷、钾储量的异速生长关系研究较少,因此,植
物氮、磷、钾储量异速生长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结果对云南松如何提高不同部位氮、磷、
钾储量,以及如何更好地培育云南松苗木提供理论

基础,也为云南松不同部位氮、磷、钾储量异速生长

关系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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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13 种常绿灌木及其主要挥发物抑菌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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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郑州市常绿灌木的抑菌能力,以十大功劳(Mahonia
 

fortunei)、南天竹(Nandina
 

domestica)
等 13 种常见常绿灌木为试验材料,采用平板计数法测定抑菌率,选择癸醛、苯甲醛、β-蒎烯、柠檬

烯、3-蒈烯 5 种叶片中主要的挥发物单体,以抑菌圈直径、最小抑菌浓度和最小杀菌浓度为检测指

标,研究不同挥发物单体的抑菌能力。 结果表明,13 种常绿灌木间抑菌率差异显著(P<0. 05),同

一植物碎叶的抑菌率大于相同质量的整叶,南天竹和海桐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制效果最好,对枯草

芽孢杆菌和大肠杆菌抑制效果最好的均为南天竹;5 种挥发物单体对供试菌株的抑制程度不同,苯
甲醛的抑菌和杀菌效果最强,β-蒎烯最弱。 在今后郑州市进行城市绿化时,可以选择南天竹等抑

菌能力较强的树种。
关键词:郑州市;常绿灌木;挥发物;抑菌率;抑菌圈直径;最小抑菌浓度;最小杀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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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antimicrobial
 

ability
 

of
 

evergreen
 

shurbs
 

in
 

Zhengzhou,
 

13
 

typical
 

evergreen
 

shurbs
 

such
 

as
 

Mahonia
 

fortunei
 

and
 

Nandina
 

domestica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antimicrobial
 

rate
 

by
 

the
 

method
 

of
 

plate
 

count.
 

Decanal,
 

benzaldehyde,
 

β-pinene,
 

limonene
 

and
 

3-carene
 

were
 

selected
 

as
 

the
 

main
 

volatiles,
 

the
 

antimicrobial
 

capability
 

of
 

volatiles
 

was
 

researched
 

by
 

taking
 

inhibitory
 

zone,
 

the
 

min-
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and
 

minimal
 

bactericidal
 

concentration
 

as
 

determining
 

targe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ntimicrobial
 

rate
 

among
 

the
 

13
 

evergreen
 

shrubs
 

spe-
cies

 

(P<0. 05),
 

the
 

bacteriostatic
 

rate
 

of
 

broken
 

leaves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whole
 

leaves
 

of
 

the
 

same
 

quality,
 

Nandina
 

domestica
 

and
 

Pittosporum
 

tobira
 

against
 

Staphylococcus
 

aureus
 

was
 

the
 

stronge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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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timicrobial
 

effect
 

of
 

Nandina
 

domestica
 

against
 

Bacillus
 

subtilis
 

and
 

Escherichia
 

coli
 

was
 

the
 

stron-
gest.

 

Five
 

volatile
 

monomers
 

had
 

different
 

inhibitory
 

effects
 

on
 

the
 

tested
 

strains,
 

benzaldehyde
 

had
 

the
 

strongest
 

antibacterial
 

capability,
 

and
 

β-pinene
 

had
 

the
 

weakest.
 

The
 

evergreen
 

trees
 

with
 

a
 

strong
 

anti-
bacterial

 

capability,
 

such
 

as
 

Nandina
 

domestica
 

should
 

be
 

priority
 

selection
 

in
 

urban
 

greening
 

of
 

Zheng-
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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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Zhe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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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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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microbial
 

rate;
 

inhibitory
 

zone;
 

minimum
 

inhib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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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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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ion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

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引发了温室效应、沙尘、雾霾等

一系列环境问题[1-2] 。 雾霾天气时大气含有非常多

的微生物,其中细菌可达 80%,其对降解有机污染

物、维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致病微生物如空气

中的细菌可通过呼吸道或受损的皮肤进入体内,对
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3] 。 园林植物作为城市园

林绿化的主体部分,具有吸附、阻滞大气颗粒物以及

抑菌杀菌、净化空气等方面的作用,在美化环境的同

时,也能改善空气质量[1,4-5] 。 植物通过释放挥发性

物质对细菌产生影响[6] 。 因此,研究不同植物及其

挥发物成分对空气中微生物的影响对保护环境、调
节人类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植物在生长周期内主要通过叶片释放外源挥发

性物质,能抑制或杀灭某些特定的植物和人类病原

体,从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7-8] 。 不同植物其抑菌

作用不同[1,6] 。 孙雨珂等[7] 对成都市 16 种园林植

物抑菌能力进行研究,发现雪松、八角金盘、南天竹

对空气中微生物整体抑菌效果较好,而山茶和狭叶

栀子抑菌能力较弱。 李睿等[9] 研究发现郑州市园

林植物枇杷、南天竹、碧桃和旱柳具有良好的综合抑

菌能力,对供试菌种的抑制作用较强。 植物挥发性

物质是一类小分子化合物,包括萜烯类化合物、脂肪

酸衍生物、苯丙类、苯类和其他氨基酸衍生物等[10] 。
研究表明,癸醛、苯甲醛、β-蒎烯、柠檬烯、3-蒈烯等

化合物在园林植物中含量较高[2,11-12] 。 Mari 等[13]

研究发现,醛类物质具有杀菌、抗癌等保健作用;萜
烯类化合物具有调节神经系统、缓解紧张情绪等作

用。 Gao 等[14]对癸醛、苯甲醛、壬醛 3 种单体进行

研究,发现醛类物质对空气微生物的生长有明显抑

制作用。 连翘挥发油含有 β-蒎烯、柠檬烯等烯类化

合物,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均具有较强的

抑制作用[15] 。
目前,园林植物抑菌试验材料的处理方法有植

物整叶处理、碎叶处理和叶片挥发物处理等,研究方

法尚不统一。 通过对郑州市 13 种常绿灌木的叶片

及其主要挥发物质的抑菌能力进行系统研究,筛选

出抑菌能力较强的植物,为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过

程中合理选择高效抑菌的绿化树种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采样点概况

采样地点位于郑州市中心城区文化公园,四季

分明,全年均温 16. 7℃ ,年均相对湿度 61. 1%。 周

边多为居民区和大学,无大型工厂及其他主要污染

源,其空气污染物主要来自于道路交通,能代表城市

中的主要污染来源与污染情况。 所选 13 种供试常

绿灌木树种在文化公园内均有分布,且在多处群落

景观配置中出现(图 1)。

图 1　 采样地区位

Fig. 1　 Sampling
 

location

1. 2 树种样品选择与供试材料

1. 2. 1 树种与叶片采集

本试验中采集叶片样品所选树种如表 1 所示。
在所选样树的四周随机采集叶片,采集叶片样品时

从叶柄处摘下,以保证叶片完整、不受损伤。 所选叶

片应生长良好,且无病虫害。 采集完成后放入自封

袋并于冰盒中保存,带回实验室 4℃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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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供试植物统计

Tab. 1　 List
 

of
 

tested
 

shrub
 

species

编
号

种名 科名　 属名
株高

/ m
冠幅

/ m

1 十大功劳 Mahonia
 

fortunei
小檗科　 十大功劳

属　 　 　
0. 83 0. 47

2 南天竹 Nandina
 

domestica
小檗科　 南天竹属 1. 50 1. 13

3 蚊母树 Distylium
 

racemosum
金缕梅科 蚊母树属 2. 87 2. 53

4 海桐 Pittosporum
 

tobira
海桐科　 海桐属　 2. 40 2. 57

5 火棘 Pyracantha
 

fortuneana
蔷薇科　 火棘属　 1. 57 2. 00

6 石楠 Photinia
 

serratifolia
蔷薇科　 石楠属　 2. 50 2. 67

7 洒金桃叶珊瑚
Aucuba

 

japonica
山茱萸科 桃叶珊瑚

属　 　 　
0. 57 0. 47

8 冬青卫矛
Euonymus

 

japonicus
卫矛科　 卫矛属　 1. 60 2. 33

9 枸骨 Ilex
 

cornuta 冬青科　 冬青属　 1. 37 1. 73

10 八角金盘 Fatsia
 

japonica
五加科　 八角金盘

属　 　 　
1. 27 2. 23

11 夹竹桃 Nerium
 

indicum
夹竹桃科 夹竹桃属 2. 53 1. 93

12 金叶女贞
Ligustrum

 

vicaryi
木犀科　 女贞属　 0. 50 0. 67

13 珊瑚树 Viburnum
 

odoratissimum
忍冬科　 荚蒾属　 2. 80 1. 80

1. 2. 2 供试材料

选择大气中常见的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
tilis)、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和金黄色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aureus) 进行试验,以上菌种来自河

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观赏植物实验室。
植物叶片挥发物单体癸醛、苯甲醛、β-蒎烯、柠檬烯

和 3 -蒈烯均购买自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 3 植物叶片抑菌率测定

将采回的完整叶片去柄,用 75%酒精和无菌水

充分清洗干净后,置于超净工作台中灭菌 15 min。
按照常规法制备牛肉膏蛋白胨固体培养基和液体培

养基[16] ,活化 3 种供试菌种并进行菌液的制备。 将

3 种细菌悬浮液均匀涂布于平板培养基上,在皿盖

中加入预处理后的整叶和碎叶各 1 g,放入 37℃ 恒

温培养箱中培养 12 ~ 18 h,观察各菌落在平板培养

基上的生长情况,以不放植物叶片的培养基作为空

白对照(CK),整叶和碎叶各 3 次重复。 统计各平板

中的菌落数量,并与对照组进行对比,得出抑菌率,
公式为:

抑菌率(%) = (对照组平均菌落数 - 处理组平

均菌落数) / 对照组平均菌落数 × 100% (1)
1. 4 挥发物单体抑菌能力测定

按照常规方法配制 LB 固体培养基和液体培养

基[16] ,挑取 3 种活化后的菌落制备悬浮液。 采用滤

纸片扩散法测定不同挥发物单体的抑菌圈直径。 使

用无菌 96 孔板进行最小抑菌浓度检测,在每孔中先

后加入 100 μL 稀释后的悬浮液和不同浓度的挥发

物单体,在 37℃下培养 12 h,记录菌落的生长状况,
以 100 μL 的 LB 液体培养基作为空白对照,重复进

行 3 次实验。 最小抑菌浓度 (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指菌落数量明显少于对照组的

挥发物浓度。 最小杀菌浓度 ( minimal
 

bactericidal
 

concentration,MBC)是培养后仍无菌落生长的挥发

性物质浓度。
1. 5 数据处理

利用 SPSS
 

26. 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法(one
 

way
 

ANOVA)分析不同植物整

叶和碎叶抑菌率的差异,并用 Photoshop
 

2020 和 Ex-
cel

 

2016 对图片及数据进行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植物整叶的抑菌能力

在相同菌液浓度下,经过植物叶片处理的平板

上生长的菌落数明显少于对照组平板上所生长的菌

落数(图 2)。 不同树种整叶的抑菌率具有显著差异

(P<0. 05),具体见表 2。
13 种植物叶片对枯草芽孢杆菌的抑制效果较

好,抑菌率均在 40%以上,其中火棘的抑菌作用最

强,达到 87. 07%,冬青卫矛抑菌率最小,为 43. 82%。
13 种植物叶片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为 6. 33% ~100%,
其中,南天竹、洒金桃叶珊瑚和石楠抑菌率达 80%
以上,南天竹抑菌作用最大,为 100%;蚊母树和十

大功劳抑菌率小于 20%,十大功劳的抑菌率最低,
只有 6. 33%。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最高的是南

天竹和海桐,达到 100%,其次为十大功劳(98. 35%)、
洒金桃叶珊瑚(96. 73%)和蚊母树(87. 57%),珊瑚

树抑菌率最小,为 37.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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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13 号所选择树种参见表 1。 下同。

图 2　 13 种常绿灌木整叶抑菌效果

Fig. 2　 Antimicrobial
 

effect
 

of
 

whole
 

leaves
 

of
 

13
 

evergreen
 

shrubs

2. 2 不同植物碎叶的抑菌能力

经过碎叶处理后的菌落数显著低于对照组以及

整叶处理后的菌落数量(图 3)。 不同植物碎叶对枯

草芽孢杆菌和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差异显著,而对

金黄色葡萄球菌无显著差异,只有珊瑚树与其他树

种的抑菌率有明显差异(P<0. 05),具体见表 3。
13 种植物碎叶对枯草芽孢杆菌的抑菌效果较

好,均在 60%以上,其中南天竹抑菌作用最强,抑菌

率达 98. 7%,其次是蚊母树、枸骨和海桐,抑菌率分

别为 89. 35%、89. 10%和 87. 87%;金叶女贞抑菌率

最小,为 61. 92%。 13 种植物碎叶对大肠杆菌的抑

菌率为 12. 28% ~ 100%,其中南天竹抑菌率最高

(100%),金叶女贞最低 ( 12. 28%),除海桐、蚊母

树、十大功劳和金叶女贞外,其他 9 种供试植物抑菌

率均在 70%以上。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最高

的是十大功劳、南天竹、石楠、海桐、洒金桃叶珊瑚和

八角金盘 6 种植物,抑菌率均为 100%,珊瑚树抑菌

率最低,为 7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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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3 种常绿灌木碎叶抑菌效果

Fig. 3　 Antimicrobial
 

effect
 

of
 

broken
 

leaves
 

of
 

13
 

evergreen
 

shrubs

　 　 综合 13 种常绿灌木整叶与碎叶的抑菌率发现,
南天竹、海桐、枸骨的整叶与碎叶对枯草芽孢杆菌的

抑制作用较强。 南天竹、石楠的整叶与碎叶对大肠

杆菌的抑制作用较强。 南天竹、海桐、十大功劳的整

叶与碎叶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能力较强。
2. 3 不同叶片挥发物单体的抑菌能力

2. 3. 1 不同挥发物单体的抑菌活性

5 种叶片挥发物单体对受试菌株有不同程度的

抑制作用(图 4)。 不同挥发物单体对枯草芽孢杆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抑制效果如表 4
所示。

如表 4 所示,癸醛、苯甲醛对枯草芽孢杆菌,苯
甲醛、3-蒈烯对金黄色葡萄球菌,3-蒈烯对大肠杆

菌抑制作用最强(均为极敏);3-蒈烯对枯草芽孢杆

菌,柠檬烯对大肠杆菌,癸醛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制

作用较强(均为高敏) ;柠檬烯对枯草芽孢杆菌,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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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3 种常绿灌木整叶抑菌率(抑菌率±标准偏差)
Tab. 2　 Antimicrobial

 

rate
 

of
 

whole
 

leaves
 

of
 

13
 

evergreen
 

shrubs(antimicrobial
 

rate±SE)

树种
抑菌率 / %

枯草芽孢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

十大功劳 67. 43±0. 15abc 98. 35±0. 02a 6. 33±0. 16g

南天竹　 84. 79±0. 03a 100. 00±0. 00a 100. 00±0. 00a

蚊母树　 56. 04±0. 15cd 87. 57±0. 04acd 16. 44±0. 17fg

海桐　 　 79. 07±0. 04ab 100. 00±0. 00a 30. 45±0. 23ef

火棘　 　 87. 07±0. 04a 74. 61±0. 13bcde 74. 25±0. 08bc

石楠　 　 52. 34±0. 03cd 79. 25±0. 07abcd 84. 54±0. 03ab

洒金桃叶
珊瑚　 　

52. 92±0. 13cd 96. 73±0. 04ab 84. 28±0. 04ab

冬青卫矛 43. 82±0. 14cd 44. 00±0. 10f 79. 81±0. 10ab

枸骨　 　 78. 32±0. 07ab 73. 98±0. 16cde 75. 39±0. 07bc

八角金盘 58. 17±0. 06bcd 53. 99±0. 16ef 56. 31±0. 23cd

夹竹桃　 61. 39±0. 18bcd 57. 76±0. 15def 47. 44±0. 08de

金叶女贞 53. 29±0. 16cd 71. 89±0. 05cde 71. 50±0. 06bc

珊瑚树　 67. 95±0. 06abc 37. 69±0. 29f 70. 67±0. 03bc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P<0. 05 水平差异显著。 下同。

表 3　 13 种常绿灌木碎叶抑菌率(抑菌率±标准偏差)
Tab. 3　 Antimicrobial

 

rate
 

of
 

broken
 

leaves
 

of
 

13
 

evergreen
 

shrubs(antimicrobial
 

rate±SE)

树种
抑菌率 / %

枯草芽孢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

十大功劳 72. 49±0. 05def 100. 00±0. 00a 41. 36±0. 22de

南天竹　 98. 70±0. 02a 100. 00±0. 00a 100. 00±0. 00a

蚊母树　 89. 35±0. 07ab 98. 82±0. 01a 38. 28±0. 13e

海桐　 　 87. 87±0. 02abc 100. 00±0. 00a 59. 52±0. 11cd

火棘　 　 83. 41±0. 10bcd 98. 04±0. 03a 86. 13±0. 06ab

石楠　 　 71. 45±0. 11def 100. 00±0. 00a 86. 65±0. 07ab

洒金桃叶
珊瑚　 　

75. 59±0. 01cde 100. 00±0. 00a 85. 63±0. 06ab

冬青卫矛 81. 53±0. 08bcd 98. 61±0. 02a 87. 58±0. 05ab

枸骨　 　 89. 10±0. 02abc 99. 51±0. 01a 79. 33±0. 05ab

八角金盘 76. 88±0. 10bcde 100. 00±0. 00a 74. 44±0. 15bc

夹竹桃　 67. 43±0. 09ef 94. 67±0. 09a 90. 52±0. 07ab

金叶女贞 61. 92±0. 09f 93. 55±0. 04a 12. 28±0. 20f

珊瑚树　 84. 06±0. 05bcd 74. 24±0. 19b 85. 72±0. 02ab

甲醛对大肠杆菌,β-蒎烯、柠檬烯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抑制作用明显(均为中敏);癸醛对大肠杆菌抑制

作用不显著(低敏);β-蒎烯对枯草芽孢杆菌和大肠

杆菌无抑制作用。

图 4　 不同挥发物单体抑菌圈

Fig. 4　 Inhibition
 

zone
 

of
 

different
 

volatiles

表 4　 不同挥发物单体对 3 种条件致病菌的抑制效果

Tab. 4　 Inhibitory
 

effects
 

of
 

different
 

volatiles
 

on
 

three
 

kinds
 

of
 

opportunistic
 

pathogens

挥发物单体
抑菌圈直径 / mm

枯草芽孢
杆菌

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

球菌

癸醛　 　 30. 15 7. 41 15. 73

苯甲醛　 20. 65 11. 46 26. 06

β-蒎烯　 6. 99 6. 00 11. 27

柠檬烯　 12. 65 15. 71 12. 71

3-蒈烯　 17. 28 20. 49 23. 57

注:滤纸片直径(6 mm) 包含在测量结果中。 抑菌圈直径

(D)<7 mm 代表药敏试验无敏;D< 10 mm 代表低敏;D< 15
mm 代表中敏;D<20 mm 代表高敏;D≥20 mm 代表极敏。

2. 3. 2 不同挥发物单体最小抑菌浓度(MIC)和最

小杀菌浓度(MBC)
不同挥发物单体浓度对供试菌种表现出不同程

度的抑制作用(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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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挥发物单体的最小抑菌浓度和最小杀菌浓度

Tab. 5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and
 

minimal
 

bactericidal
 

concentrations
 

of
 

different
 

volatiles

挥发物　
单体　

最小抑菌浓度 / %

枯草芽
孢杆菌

大肠
杆菌

金黄色
葡萄球

菌

最小杀菌浓度 / %

枯草
芽孢
杆菌

大肠
杆菌

金黄色
葡萄球

菌

癸醛　 　 1. 560 — 50. 000 6. 250 — —

苯甲醛　 0. 780 1. 560 3. 125 6. 250 3. 125 6. 250

β-蒎烯　 — — 50. 000 — — —

柠檬烯　 3. 125 6. 250 100. 000 12. 500 50. 000 —

3-蒈烯　 6. 250 12. 500 6. 250 12. 500 25. 000 50. 000

注:—表示该单体成分无抑菌或杀菌作用。

　 　 如表 5 所示,癸醛对大肠杆菌无明显抑制作用,
对枯草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小抑菌浓度

分别为 1. 56%和 50%;苯甲醛对枯草芽孢杆菌、大肠

杆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小抑菌浓度分别为

0. 78%、1. 56%和 3. 125%;β-蒎烯仅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最小抑菌浓度为 50%,对其他

2 种细菌无抑菌效果;柠檬烯和 3-蒈烯对 3 种供试

菌种的最小抑菌浓度分别为 3. 125%、6. 25%、100%
和 6. 25%、12. 5%、6. 25%。 癸醛对大肠杆菌和金黄

色葡萄球菌无杀菌作用,对枯草芽孢杆菌的最小杀

菌浓度为 6. 25%;苯甲醛对 3 种供试菌种的杀菌效

果较好, 最小杀菌浓度分别为 6. 25%、 3. 125% 和

6. 25%;β-蒎烯对供试菌种无杀菌作用;柠檬烯对

枯草芽孢杆菌和大肠杆菌有一定杀菌效果,最小杀

菌浓度分别为 12. 5%和 50%,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无杀菌作用;3-蒈烯对 3 种供试菌种的最小杀菌浓

度分别为 12. 5%、25%和 50%。 试验表明,苯甲醛对

3 种供试菌的抑制作用最强,仅 0. 78%浓度即可抑

制枯草芽孢杆菌的生长,浓度为 3. 125%时可完全

杀灭大肠杆菌。 β-蒎烯的抑杀菌效果最差,仅对金

黄色葡萄球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 讨论与结论

植物能够分泌天然杀菌素,对大气中常见细菌

有抑制作用。 植物的抑菌效果因植物种类而异,且
同一植物对不同细菌的抑制程度也不同[1] 。 本研

究中,南天竹、火棘、枸骨对 3 种细菌抑制作用明显,
抑菌率均在 70%以上,可能是由于这些植物体内释

放的间羟基苯甲酸、柠檬烯、乙醚等物质含量较多,
使细菌的细胞膜发生畸变和损伤破裂,改变菌体的

细胞膜通透性,导致内部物质大量外流;或通过破坏

细胞内的酶和功能蛋白,使其不能生长繁殖,从而达

到一定抑菌效果[17-21] 。 十大功劳对大肠杆菌的抑

制作用较弱,而对另外 2 种细菌的抑制作用较强,可
能是由于阔叶植物释放的抑菌物质较复杂,这与郑

素兰等[22]研究结果相同。 植物挥发物主要通过叶

片向外界释放,当叶片受损时挥发性物质的释放更

加彻底,抑杀菌物质的浓度增加,抑菌能力也随之增

强,因此同一植物碎叶的抑菌效果普遍大于相同质

量的整叶[23-24] 。 本研究中不同植物整叶和碎叶的

抑菌率存在一定差异,但整体表现为碎叶的抑菌效

果更好。 而金叶女贞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在整叶

状态下更好,这可能是因为金叶女贞的完整叶片挥

发抑菌物质的能力较强[6] 。 本研究中火棘和八角

金盘整叶和碎叶的抑菌率同李睿等[9] 存在一定差

异,这可能与植物的立地环境条件等因素有关[7,19] 。
植物释放的挥发性成分能够抑制空气中微生物

的生长或加速附着在颗粒物表面细菌的沉降,最终

达到抑菌、杀菌的效果[25] 。 对 5 种主要挥发性单体

进行抑菌试验,结果表明 5 种挥发物单体对供试细

菌具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其中,癸醛对枯草芽

孢杆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浓度为 1. 56%即可抑制

其生长,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最小抑菌浓度则为

50%,但对大肠杆菌无抑制作用。 研究表明,石楠叶

片中癸醛含量较高[11] ,其抑制枯草芽孢杆菌的能力

也较强,因此推测石楠对枯草芽孢杆菌的抑菌效果

正是由于其叶片所释放的癸醛发挥作用。 苯甲醛对

3 种致病细菌均有明显的抑制和杀菌效果,可能是

抑制微生物生长的主要成分,这与 Mari 等[13] 研究

结果一致。 郭阿君等[8]研究发现,β-蒎烯对枯草芽

孢杆菌抑制作用较强(高敏),对大肠杆菌和金黄色

葡萄球菌的抑制作用较弱(低敏)。 在本试验中,β-
蒎烯对枯草芽孢杆菌、大肠杆菌均为无敏,而对金黄

色葡萄球菌为中敏,与上述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可能

是滤纸片上挥发物单体的体积以及菌液浓度等导致

的[26] 。 海桐挥发性成分中 β-蒎烯含量较高[27] ,这进

一步说明海桐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能力也较强。
柠檬烯对枯草芽孢杆菌和大肠杆菌的抑菌效果较

好,但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制作用较差,这可能是因

为柠檬烯对酵母菌有良好的抑制作用,而对霉菌的

抑制作用相对较弱,特别是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青

霉菌不敏感[28] 。 综合对比表明,醛类物质抑菌效果

比萜烯类更明显, 这与赵亚红等的研究结果一

致[4,25] 。 本试验中醛类和萜烯类抑菌效果与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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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不完全一致,这可能是由于细菌种类的差异

以及细菌浓度等造成的[26] 。
综上所述,南天竹、石楠、海桐、枸骨等植物抑菌

能力较强。 在今后郑州市景观规划过程中,在满足

植物观赏特性的前提下可优先选择以上植物应用于

城市园林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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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索玉田县适生植物资源,进行实地调查,立足于植物资源的生态价值,运用生态服务价值

评价与当量因子法研究不同区域的适生植物。 结果表明,玉田县北部褐土丘陵地带应多种植榆树、
黄栌、油松等植物;中部平原草甸地带应种植紫穗槐、栾树与侧柏等,植物与园林观赏植物交叉种

植;南部脱沼泽化潮土区域应多种植油松、栾树、臭椿等植物,补充种植牡荆等观赏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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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uitable
 

plant
 

resources
 

in
 

Yutian
 

County,
 

the
 

filed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suitable
 

plants
 

in
 

different
 

areas
 

of
 

Yutian
 

County
 

were
 

studied
 

by
 

using
 

the
 

evalua-
tion

 

of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and
 

equivalent
 

factor
 

method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plant
 

re-
sourc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Ulmus
 

pumila,
 

Cotinus
 

coggygria
 

and
 

Pinus
 

tabuliformis
 

should
 

be
 

planted
 

more
 

in
 

the
 

northern
 

brown
 

soil
 

hilly
 

areas;
 

the
 

meadow
 

in
 

the
 

central
 

plain
 

should
 

be
 

planted
 

with
 

Amorpha
 

fruticosa,
 

Koelreuteria
 

paniculata
 

and
 

Platycladus
 

orientali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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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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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garden
 

orn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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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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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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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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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ilan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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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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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outhern
 

swamp
 

free
 

tidal
 

soil
 

areas,
 

with
 

more
 

ornamental
 

plants
 

such
 

as
 

Vitex
 

negundo
 

var.
 

cannabif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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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田县作为环渤海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毗
邻北京与天津两大一线城市,经济发展迅速。 近年

来,玉田县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资源也受到一定

程度的破坏,从而出现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1] 。
针对生态问题应当以实际情况为主要依据研究解决

方法。 因此,应该根据玉田县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

进行植物栽种与修复,从而最大化发挥植物的生态

价值[2] 。
适生植物分析需要结合生态价值来评判。 生态

价值作为判断植物重要性的重要依据之一有众多衡

量方式,其中,较为常用的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3] 。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指通过生态系统的功能直接或

间接得到的产品或服务,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4] 。 常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方法,主要有

当量因子法和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定量方

法。 当量因子法直观易用,数据需求少,在大尺度的

价值评估上具有一定的优势[5] 。
根据过往学者的研究以及玉田县的实地调查情

况,在生态价值的基础上,利用当量因子法对适生植

物调查数据进行评价,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可为玉田

县后续生态发展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域概况

玉田县地处暖温带东亚季风区,受季风影响四

季分明,全年日照时数为 2 574. 9 h,日照百分率为

58%,年平均气温 11. 2℃ 。 玉田县作为我国的传统

农业大县,素有“冀东粮仓” 的称号。 地势北高南

低,略向西南平缓倾斜,地貌具有明显的分带性。 玉

田县地貌主要分为 4 个区域:北部为褐土丘陵区,面
积 139. 96 km2。 丘陵区日照充足,热量丰富,但容易

发生干旱的情况。 中部平原区面积 449 km2。 土壤

类型为草甸褐土、潮土。 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易耕。
西南、南部低洼区面积 372. 6 km2。 大部分为脱沼泽

化潮土,土质粘重,多有姜砂障碍层,地下水位高,部
分耕地有季节性积水。 全县最高海拔 408 m,土壤

酸碱度中性居多,物理性状较好,宜于耕作。
玉田县地处京津冀经济带,地理环境与较多经

济重地相邻。 据地块实测,地下水位平均埋深为

20 m 左右;地下水类型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
含水层富水性由北向南逐渐降低,场地附近含水层

富水性多大于 30 m3 / (h·m)。

1. 2 研究方法

1. 2. 1 生态价值量评判

利用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将不

同的生态类型转化成相同尺度的定量指标,使得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成为可比较的因子[6] 。 其中中国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

Tab. 1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equivalent
 

factor
 

in
 

China

生态项目　 　 　 森林 草地 耕地 湿地

气体调节　 　 　 3. 0960 707. 9 442. 2 1592. 7

气候调节　 　 　 2. 3810 796. 4 787. 5 15130. 0

水源调节　 　 　 2. 8910 732. 9 530. 2 13715. 0

土壤保护　 　 　 3. 4590 1725. 2 1291. 8 1513. 7

废物处理　 　 　 1. 1590 1159. 2 1451. 3 16086. 0

生物多样性保护 2. 3006 964. 2 628. 9 2212. 2

　 　 生态系统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ESV =∑P i × Ai (1)

式中:ESV 为生态系统价值量;P i为单位面积上土壤

发挥的生态系统价值(元 / hm2);Ai为土壤面积。
过往研究中,多以植物大小或植物聚集的数量

来判定某类植物的重要性,但这种判断方法的依据

较为单一。 植物多以植群的形式出现,因此使用植

群重要值作为判断植物重要性的指标可以降低判定

结果的误差值,客观选出较为重要的植物种类[7] 。
植群计算公式如下:

α1 = (ρ1 + μ1 + σ1) / 3 (2)
式中:α1为乔灌层重要值;ρ1为相对密度;μ1为相对

频度;σ1为相对盖度。
α2 = (μ1 + σ1) / 2 (3)

式中:α2为草木层重要值。
βi = b / β (4)

式中:βi为植群相对多度;b为单一植物的多度;β为

植群总多度。
μ1 = c / μ (5)

式中:c为单一植物的频度;μ为植群总频度。
σ1 = d / σ (6)

式中:d为单一植物的盖度;σ为植群总盖度。
h1 = e / H (7)

式中:h为植群相对高度;e为单一植物的高度;H为

平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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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区植物物种时,可用物种丰富度、S -W
指数(Shannon-Wiener 多样性指数)、Simpson 指数

(植群优势度指数)、Pielou 指数(均匀度指数)作为

判断指标[8] 。 物种丰富度计算公式如下:
S = F i (8)

式中:S为物种丰富度;F i为样本物种数量;S-W 指

数计算公式如下:

Q = ∑
S

i = 1
qi lnqi (9)

式中:Q为多样性指数;qi为物种的重要值,qi计算公

式如下:
qi = Ni / N (10)

式中:Ni为第 i 个物种的个体总数;N为所有物种个

体数之和。 植群优势度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D = 1 -∑qi
2 (11)

式中:D为植群优势度指数。 植群均匀度计算公式

如下:
E = Q / lnS (12)

式中:E为植群均匀度指数。
1. 2. 2 基于生态价值的适生植物评价模型构建

根据玉田县目前的土地特点,根据植物的生态

价值对适生植物进行评价。 评价体系包括 5 个小评

价因子。 建立的适生植物评价因子模型[9]如图 1 所

示。

图 1　 适生植物评价因子模型

Fig. 1　 Model
 

of
 

suitable
 

plant
 

evaluation
 

factors

　 　 以经验与已有研究作为根据,对 C1、C2、C3 指标

作出判断。 关于 C3、C4 指标,通过实地调查,根据现

场的调查数据对指标作出判断。 各评价指标对适生

植物评价的影响不同,为了反映各评价指标对适生

植物评价模型的作用情况,需要逐项对评价因子的

适宜度关联进行量化分级并打分。 分级数量可以结

合研究区域的特点进行调整[10] 。 根据评价指标对

适生植物评价模型的影响程度不同,分别对评价指

标赋予不同的权重值[11] 。 由于评价指标较少,使用

特尔斐法即可[12] 。 特尔斐法确定权重的流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特尔斐法确定权重流程

Fig. 2　 Flowchart
 

of
 

Delphi
 

method
 

for
 

determining
 

weight

　 　 如图 2 所示,通过专家意见对评价指标的权重

进行测评[13] ,并按大小进行排序。 输出的评价指标

权重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评价指标权重结果

Tab. 2　 Evaluation
 

index
 

weight
 

results

评价指标 属性分级 评价值 权重

物种多样性 丰富　 5 0. 20

较丰富 3

欠佳　 1

水质涵养　 高　 　 5 0. 32

一般　 3

较差　 1

土壤保持　 均匀　 5 0. 13

一般　 3

较差　 1

生态效益　 高　 　 5 0. 60

一般　 3

较低　 1

安全效益　 高　 　 5 0. 40

一般　 3

较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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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基于生态价值的适生植物调查分析

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现场数据,根据上述评价指

标权重计算各项评价指标得分,并在最后进行加权

求和处理[14] 。
结构的平衡方程为:

Wi = ∑
n

i = 1
Ui (13)

式中:Wi表示各评价单元在某一评价指标中的评价

总分;Ui为评价单元在评价指标中的得分[15] 。 多因

子综合评价结果计算公式如下:

Wall = ∑
n

i = 1
Wi × Q j (14)

式中:j为第 j 个评价指标。

2 结果与分析

2. 1 适生植物数据收集

玉田县有价值的野生植物,北部丘陵地有 304
种,分属 70 科 202 属;平原洼地有 261 种,分属 59
科 165 属。 按用途分类:饲草植物 120 种,药用植物

217 种,油料植物 39 种,园林植物 37 种,水土保持

植物 20 种。 此外,有编织、造纸、纤维、栲胶和染料

植物。 从植物形态来看,常绿灌木较多。
经过实地调查与查阅文献可以得知,玉田县目

前适生植物种类主要包括侧柏、榆树、油松、黄栌、臭
椿等;适生农作物种类主要包括小麦、棉花、花生、板
栗、鲜果等;适生园林植物种类主要包括栾树、牡荆、
五叶地锦、紫穗槐、马唐等(图 3)。

 

图 3　 适生植物资源调查结果

Fig. 3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suitable
 

plant
 

resources

2. 2 适生植物资源生态价值

2. 2. 1 物种多样性、水质涵养与土壤保持

调查玉田县适生植物资源的物种多样性、水质

涵养与土壤保持,得分结果如图 4 所示。
根据图 4,玉田县适生植物资源物种多样性得

分最高的为园林植物,最低的为农作物。 由此可知

玉田县目前农作物的生态多样性较低,生态价值较

低,应引进或种植更多样的适生农作物。 适生植物

资源水质涵养得分最高的为园林植物,最低的为适

生植物,因此应针对水质涵养问题,在水源附近多种

植园林植物,维持水质循环。 适生植物资源土壤保

持得分最低的为适生农作物,因此在土壤问题方面,
应采取主要种植农作物,四周种植其他植物的方式,
保持土壤肥沃度。
2. 2. 2 生态效益与安全效益

分别对玉田县适生植物资源的生态效益与安全

效益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5 所示。
根据图 5,玉田县适生植物资源生态效益得分

最高的为适生植物,得分最低的为适生农作物;安全

效益最高的为适生园林观赏植物,最低的为适生农

作物。
2. 3 分区域植物生态价值

分别在各区域选取样本进行生态价值评价,根
据土壤情况将玉田县划分为北部、中部、南部。
2. 3. 1 北部生态价值

根据玉田县北部土壤特点选取五块样本地进行

分析,分别编号为 1-1、1-2、1-3、1-4、1-5 号,分析

结果如图 6 所示。
由图 6 可见,玉田县北部样本区生态价值物种

多样性最高的为 1-1 号,最低的为 1-3 号;水质涵

养得分最低的为 1-1 号,最高为 1-3 号;土壤保持

得分最高的为1 - 4号,得分最低的为1 - 5号;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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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玉田县适生植物资源评价结果

Fig. 4　 Evaluation
 

results
 

of
 

suitable
 

plant
 

resources
 

in
 

Yutian
 

County

图 5　 玉田县适生植物资源生态效益与

安全效益评价结果

Fig. 5　 Evaluation
 

results
 

of
 

ecological
 

benefits
 

and
 

safety
 

benefits
 

of
 

suitable
 

plant
 

resources
 

in
 

Yutian
 

County

图 6　 玉田县北部植物生态价值评价结果

Fig. 6　 Evaluation
 

results
 

of
 

plant
 

ecological
 

value
 

in
 

northern
 

Yutian
 

County

效益最高的为 1-4 号,最低的为 1-1 号,安全效益

最高的为 1 - 2 号,最低的为 1 - 4 号。 综合以上分

析,北部地区综合得分最高的为 1-1 号,其次为 1-3
号、1-5 号。
2. 3. 2 中部生态价值

根据玉田县中部土壤特点选取五块样本地进行

分析,分别编号为 2-1、2-2、2-3、2-4、2-5 号,分析

结果如图 7 所示。
由图 7 可见,玉田县中部样本区生态价值物种

多样性最高的为 2-2 号,最低的为 2-3 号;水质涵

养得分最低的为 2-4 号,最高为 2-2 号;土壤保持

得分最高的为 2-4 号,得分最低的为 2-5 号;生态

效益最高的为 2-1 号,最低的为 2-5 号;安全效益

最高的为 2-5 号,最 低 的 为 2-1 号。 综合以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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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玉田县中部植物生态价值评价结果

Fig. 7　 Evaluation
 

results
 

of
 

plant
 

ecological
 

value
 

in
 

central
 

Yutian
 

County

析,中部地区综合得分最高的为 2-2 号,其次为 2-
4 号、2-3 号。
2. 3. 3 南部生态价值

根据玉田县南部土壤特点选取五块样本地进行

分析,分别编号为 3-1、3-2、3-3、3-4、3-5 号,分析

结果如图 8 所示。
由图 8 可见,玉田县南部样本区生态价值物种

多样性最高的为 3-2 号,最低的为 3-5 号;水质涵

养得分最低的为 3-5 号,最高为 3-3 号;土壤保持

得分最高的为 3-5 号,得分最低的为 3-4 号;生态

效益最高的为 3-5 号,最低的为 3-3 号;安全效益

最高的为 3 - 3 号,最低的为 3 - 5 号。 综合以上分

析,南部地区综合得分最高的为 3-2 号,其次为 3-
1 号、3-3 号。
2. 4 适生植物配置

根据上述综合分析结果,选取各地前两名的样

本地,并根据评价数据计算出的重要值对群落配置

图 8　 玉田县南部植物生态价值评价结果

Fig. 8　 Evaluation
 

results
 

of
 

plant
 

ecological
 

value
 

in
 

southern
 

Yutian
 

County

模式进行相应的凝练和简化,去除冗余的植物成分,
只保留群落的优势种,使得结果更具参考性和应用

性。 配置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植物资源配置结果

Tab. 3　 Plant
 

resource
 

allocation
 

results

样方编号 样本地土壤类型 配置形式

1-1 褐土丘陵　 　 榆树　 黄栌　 艾草　 　

1-3 褐土丘陵　 　 油松　 紫穗槐 五叶地锦

2-2 平原草甸　 　 紫穗槐 狗尾草 侧柏　 　

2-4 平原草甸　 　 侧柏　 构树　 栾树　 　

3-1 脱沼泽化潮土 牡荆　 油松　 马唐　 　

3-3 脱沼泽化潮土 臭椿　 油松　 栾树　 　

3 结论与讨论

对玉田县适生植物资源进行实地调查,并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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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调查数据进行评价,结果表明,
玉田县北部褐土丘陵地带应多种植榆树、黄栌、油松

等植物;中部平原草甸区域应种植紫穗槐、栾树与侧

柏等,植物与园林观赏植物交叉种植;南部脱沼泽化

潮土区域应多种植油松、栾树、臭椿等植物,补充种

植牡荆等观赏植物。 经过不同地区样本调查,得出

各个地区适生植物结果,为后续玉田县绿化建设提

供建议。 不足之处为分析样本地较少,研究结果与

真实情况间会有偏差,后续将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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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麋鹿在我国经过 37 年的繁衍、复壮及野外放归,目前麋鹿种群已全面覆盖历史分布区,分布

地点从重引入时的 2 个增至现在的 89 个迁地保护场所,种群数量已逾 1. 2 万只,其中建立 6 处野

生种群,数量达 5 258 只。 从重引入到成功放归野化,中国麋鹿保护已成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史上

的范例。 麋鹿放归野化成功的关键在于科学、合理地选择放归地,通过介绍我国麋鹿放归野化的概

况,并针对放归地的适宜性开展评估,主要包括天然植被资源可利用性、天然水资源的水质和水量、
疾病风险、种间竞争、人鹿冲突、捕食天敌、突发自然灾害等,为我国麋鹿放归野化标准化管理提供

依据,为其他物种放归野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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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37
 

years
 

of
 

reproduction,
 

rejuvenation,
 

and
 

wild
 

release
 

in
 

China,
 

the
 

population
 

of
 

Ela-
phurus

 

davidianus
 

has
 

fully
 

covered
 

historical
 

distribution
 

areas,
 

and
 

the
 

distribution
 

locations
 

have
 

in-
creased

 

from
 

2
 

sites
 

at
 

the
 

time
 

of
 

reintroduction
 

to
 

89
 

ex-situ
 

conservation
 

sites,
 

with
 

a
 

population
 

of
 

o-
ver

 

12 000,
 

among
 

which
 

6
 

wild
 

populations
 

have
 

been
 

established,
 

with
 

a
 

total
 

number
 

of
 

5 258.
 

From
 

reintroduction
 

to
 

successful
 

released
 

into
 

the
 

wild,
 

the
 

conservation
 

of
 

Elaphurus
 

davidianus
 

in
 

China
 

has
 

become
 

a
 

model
 

in
 

the
 

history
 

of
 

global
 

wildlife
 

conservation.
 

The
 

key
 

to
 

the
 

successful
 

reintroduction
 

of
 

Elaphurus
 

davidianus
 

was
 

th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selection
 

of
 

released
 

sites.
 

By
 

introducing
 

the
 

reintro-
duction

 

overview
 

of
 

Elaphurus
 

davidianus
 

in
 

China
 

and
 

evaluating
 

the
 

suitability
 

of
 

the
 

released
 

sites,
 

in-
clu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natural
 

vegetation
 

resources,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natural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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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risks,
 

inter
 

species
 

competition,
 

human-deer
 

conflicts,
 

predation
 

of
 

natural
 

enemies,
 

and
 

sudden
 

natural
 

disasters,
 

this
 

paper
 

provided
 

a
 

basis
 

for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Elaphurus
 

davidianus
 

in
 

China
 

and
 

a
 

reference
 

for
 

the
 

wild
 

release
 

of
 

other
 

species.
Key

 

words: Elaphurus
 

davidianus;
 

reintroduction;
 

wild
 

release;
 

suitability;
 

evaluation

　 　 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又称“四不像”,隶
属于偶蹄目鹿科麋鹿属,是我国特有物种,属于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皮书野

外灭绝物种。 麋鹿在中国经历了繁盛、衰落、灭绝到

重引入、迁地保护、恢复野生种群的传奇经历。 1900
年,由于栖息地丧失、战乱及自然灾害,麋鹿在中国

本土消失。 1956 年和 1973 年,英国乌邦寺庄园主

通过英国政府和民间组织,与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动

物学会联系,赠送 2 对麋鹿回归中国,放养在北京动

物园。 1980 年,哈尔滨动物园通过动物交换方式从

加拿大获得 1 对麋鹿。 这些麋鹿在动物园存在繁殖

障碍,种群发展极为缓慢,至 1984 年,种群仅有 12
只。 1985 年 7 月 17 日,在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原国家林业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市政府及相关部

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麋鹿重引入”项目小组与英

国乌邦寺庄园塔维斯托克侯爵签署《中英关于麋鹿

重引入的协议》。 同年及 1987 年,英国乌邦寺分别

赠送 20 只和 18 只麋鹿回归到其最后的消失地北京

南海子麋鹿苑(以下简称南海子麋鹿苑)。 1986 年,
原国家林业部从英国 7 家动物园选择 39 只麋鹿引

入到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大

丰保护区) [1] 。 自此,77 只来自英国的麋鹿成为了

我国重引入麋鹿的基础种群[2] 。
重引入具有 2 个层面的含义:捕捉野生状态的

物种将其移入该物种已消失的区域, 称为移入

(translocation),是捕捉、运输、放归的过程,是相对

简单的重引入过程;将圈养的野生动物重新放归到

野外环境中(该物种野生分布地),训练其恢复行

为、生理等方面已丢失的某些野生特性,即野化(re-
wilding 或 naturalization),此层面的重引入要经历圈

养、野化、放归环节,是相对复杂的重引入过程。 我

国麋鹿重引入可分为 2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繁育种

群的建立和复壮,第二阶段是野化放归,并恢复自然

种群。 麋鹿圈养、野化、放归的过程可行性较高,并
且通常将野化和放归同步进行,实际上是放归后逐

渐实现野化。 截至 2022 年 5 月,我国已建立了 89
个麋鹿圈养、半散放、放归野化场所,种群数量已从

最初的 77 只发展至超过 1. 2 万只。 我国麋鹿三大

繁育基地中南海子麋鹿苑种群数量为 200 只,大丰

保护区种群数量为 7 033 只,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石首保护区)种群数量为 2 700
只(1993 年、1994 年及 2002 年由南海子麋鹿苑输出

共 94 只发展而来)。 我国野生麋鹿的发展形成以

湖北石首麋鹿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野生麋鹿生态廊

道,以及以江苏大丰麋鹿为中心的沿海麋鹿生态廊

道[3-4] 。 我国麋鹿野生种群场所达到 6 处,数量达

到 5 258 只,完成重引入第二阶段的任务,从生物学

角度来看实现自然种群的繁衍生息。 由此可见,我
国麋鹿重引入任务已获得成功,并由此产生良好的

生态和社会效益。
我国麋鹿重引入,是世界范围内确认的 138 个

物种重引入项目中,15 个取得成功的项目之一[5] ,
是国际自然保护人士合作拯救濒危物种的示范,是
中国政府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成功实施重引入

项目的案例。 中国麋鹿重引入的成功,为我国珍稀

濒危野生动物开展迁地保护提供了有益示范,推动

了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

设。 IUCN 及 2021 年的 COP15 大会和《昆明公约》
高度评价了中国麋鹿重引入项目、迁地保护及野生

种群恢复工作,中国麋鹿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得
到世界认可。

1 我国麋鹿放归野化概况

1. 1 自然野化

麋鹿的自然野化,始于 1998 年长江中下游的特

大洪水,一些麋鹿从石首保护区意外逃逸,在周边湿

地自然生存并繁衍。 1998 年 7 月 3 日至 8 月 31 日

历时近两个月的洪水,给保护区内麋鹿的觅食和管

理带来很大困难。 特别是在高水位期间,保护区栅

栏被洪水淹没,整个保护区与长江浑然一体,致使

34 只麋鹿受灾失散。 11 只麋鹿向东游到石首市小

河口镇杨坡坦湿地;23 只横渡长江,向南游到石首

市东升镇三合垸湿地,其中 5 只再从三合垸沿长江

游到湖南东洞庭湖。 这些意外扩散到周边的麋鹿,
完全摆脱对人类的依赖,自由自在地在野外生存,成
为我国首批野化麋鹿种群,其很快适应了野外复杂

的环境,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012 年末,杨坡坦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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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数量为 100 只,三合垸 98 只,东洞庭湖 65 只[6-7] ,
而且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 2017 年底,杨坡坦麋鹿

种群已达 200 多只,三合垸种群达 300 多只,湖南东

洞庭湖种群 146 只。 截至 2022 年,湖北石首麋鹿种

群有 1 200 只(杨坡坦 800 只,三合垸 400 只),湖南

东洞庭湖有 230 只。 另外,洞庭湖与三合垸的麋鹿

种群间互相交流,大多沿着固定线路游走。 这些自

然野化麋鹿自我繁衍生息,形成了长江中游特有的

麋鹿野生种群。 由于洪水,石首保护区率先建立完

全摆脱对人类依赖、可自我维持的野生麋鹿种群,结
束数百年来我国无野生麋鹿的历史。
1. 2 人为放归

1998 年 11 月 5 日,大丰保护区实施有计划的

野生放养试验,选择了 8 只麋鹿开展首次麋鹿放归

野化试验,放归的麋鹿很快适应了野外环境,自然繁

殖成功。 此后,为继续优化野生麋鹿种群结构,2002
年、2003 年、2006 年和 2016 年,保护区先后 4 次继

续放归麋鹿 86 只。 2018 年和 2019 年,再次进行麋

鹿的放归野化工作。 调查发现,2018 年,江苏大丰

野生麋鹿种群数量为 900 余只[4] ,2020 年发展到 1
820 只[8] ,2022 年已达 3 116 只,实现恢复野生种群

的目标。
2007 年,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将人工圈养的 10 多只麋鹿放归自然(1998 年由南

海子麋鹿苑输出),2018 年种群数量近 100 只[4] ,大
丰保护区野放的麋鹿有部分也进入其中,促进了该

麋鹿种群的基因交流,2022 年已达近 600 只,在滨

海湿地建立了盐城野生麋鹿种群。
2008 年,南海子麋鹿苑向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滦河上游保护区)输出麋鹿

10 只,半散放在木兰围场近 200 hm2 的围栏中,以使

其能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为真正放归野化做准备。
2010 年,将 6 只麋鹿野放到保护区的自然环境中,
但由于麋鹿喜欢到庄稼地采食,引起当地群众和麋

鹿之间的冲突,导致放归野化失败。 2016 年,南海

子麋鹿苑再次输送 10 只麋鹿到保护区开展放归野

化,这些麋鹿可耐受-30℃ 严寒,并成功繁殖。 截至

2022 年,滦河上游保护区内野生麋鹿数量为 26 只。
2016 年,大丰保护区向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输出 16 只麋鹿,并将这些麋鹿放归自然,
扩大了洞庭湖野生麋鹿群,为优化种群结构、促进基

因交流、提高种群遗传多样性奠定基础[4] 。
2018 年,来自南海子麋鹿苑的 30 只麋鹿与江

西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圈养的 17 只麋鹿(2013 年

由南海子麋鹿苑输出)在该国家湿地公园内放归野

化。 2019 年 3 月调查发现,野放的麋鹿主要分布于

鄱阳湖流域 4 个湿地区域,种群数量已有 50 多

只[8] ,截至 2022 年,种群数量已达 86 只。 麋鹿在鄱

阳湖的成功繁衍,标志着麋鹿在其古分布地重建野

生种群取得成功。
2021 年,南海子麋鹿苑和大丰保护区的 27 只

麋鹿野放到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两个

不同来源的麋鹿种群在新环境下安全越冬,进行基

因交流,并且初步适应高寒气候环境,今年成功繁殖

9 只幼崽,是大青山放归野化麋鹿种群成功繁衍的

第一代仔鹿,标志着我国首次在蒙古高原南缘建立

野生麋鹿种群取得阶段性成功。

2 麋鹿放归地适宜性评估

2. 1 天然植被资源可利用性

麋鹿放归地自然环境中食物资源的优劣、丰富

度是关系其放归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通常在放归

前要进行详实的可利用植物资源及隐蔽性评估,主
要包括:(1)可采食食物资源种类、丰富度及空间分

布;(2)可采食食物资源的季相动态;(3)可采食食

物营养价值状况;(4)是否具有鲜嫩无味有毒食物。
麋鹿 20 余年的人工野化实验表明,从圈养人工投食

的被动采食到野生环境主动觅食不存在大的障碍,
麋鹿在野生环境下能较快适应觅食天然食物。 另

外,需定期、持续监测麋鹿对天然植被的利用情况,
食物资源的季相及年度变化,在时空上对食物资源

利用的合理性,幼鹿成长期、母鹿孕期、公鹿长茸期

等食物营养满足程度,以及丰水期、冬季食物的丰富

度等均关系到放归后是否能够长期繁衍生息。
植被资源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隐蔽性,即是否

能为麋鹿繁殖、躲避天敌提供场所,保护其躲避捕食

者、抚育幼仔。 隐蔽性主要包括植被类型;景观格

局;种类组成、高矮、疏密等[9] 。 在放归地中,由植

被提供的隐蔽能够为麋鹿躲避天敌的捕食提供重要

条件,在隐蔽性好的地点觅食,会降低其应激性,提
高安全性。 另外,待产的雌麋鹿在生产时需寻找隐

蔽性好的地方,提高生产的安全性。 生产后当雌麋

鹿外出觅食时,为了保护幼仔躲避天敌,提高幼仔存

活率,也会将新生幼仔藏匿在隐蔽性好的地点[10] 。
2. 2 天然水资源的水质和水量

对于麋鹿而言,只要环境中存在水资源,即可发

现并饮用。 麋鹿是典型的湿地动物,对水的需求不

仅仅限于饮用,更重要的是夏季消暑纳凉、消除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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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和对水生植物的需求。 因此,放归地的水质

和水量是先期科学评估中一项重要内容。 在放归前

要进行详细的水源水质及水量评估,主要包括:水
源、水面的空间分布;水质、水量的季相动态(包括

丰水期、枯水期);水中是否有寄生虫及寄生虫的丰

度、危害等;水体是否具有流动性(包括冬季)。
在麋鹿的放归环境中应存在多处水面,主要是

因为:(1)减少捕食者在水面附近伏击的机率;(2)
减少家族群相遇的机会,尤其是夏季繁殖期降低雄

性个体相遇和打斗的机会,避免竞争伤亡;(3)减少

过度利用同一水面(麋鹿喜欢在水中排泄粪便和尿

液),造成水质恶化;(4)避免同一水面种群密度过

大,造成疾病的传播。 对于一些野化放归地需要开

展适度的水资源改造,以改善其饮水和栖息条件。
在水资源改造中,需要注意:(1) 水面要具有流动

性,避免水质恶化,造成水质污染;(2)水面改造的

方式应与自然环境相协调;(3)水深适宜,不能对麋

鹿及同域分布的其他动物,特别是幼体造成伤害,便
于动物进出,防止陷落;(4)水面面积不能过小,避
免动物密度过大;(5)水面间应有一定距离,减少繁

殖群体相遇或捕食者伏击。
2. 3 疾病风险

野生动物的疾病不仅关系到放归野化的物种自

身,而且影响到同域分布的其他物种及家畜的安全。
疾病风险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保护

生物学的很多层面[11] 。 引发动物患病的病原体种

类繁多,如各种细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虫等。 病原

体通常以两种方式存在:(1)由放归个体自身携带,
动物引入新环境后,由于生理应激或干扰,短期内不

能适应新环境,导致体质下降,免疫力降低,进而引

发疾病,应选择健康的放归个体,并强化检疫手段;
(2)放归环境中本来存在,动物引入新环境后,缺乏

对环境中某些病原体的免疫力,遭受侵袭后易引发

患病,在放归前应检测环境中及同域内家畜携带的

病原体种类、丰度情况等。
据统计,圈养及散放的麋鹿种群均存在疾病,尤

其是消化道、呼吸道和脓肿病等疾病问题[12-14] 。 近

年来麋鹿种群爆发的魏氏梭菌导致死亡率达 20% ~
75%[12,15] ,成为麋鹿种群健康发展的严重威胁。 非

特异性疾病及条件致病菌感染无疑与麋鹿的免疫力

低下存在密切关系。 麋鹿属于机警、胆怯的物种,当
将麋鹿放归到一个新环境中,易受外界惊扰或环境

变化而产生较强的生理应激反应,导致动物机体免

疫力下降[16-18] 。 近年来,在石首保护区、南海子麋

鹿苑、北京动物园、河北木兰围场等间歇性爆发了几

次大规模麋鹿死亡事件,主要由于环境土壤或水源

中发现致病菌引起。 另外,寄生虫对麋鹿种群的影

响也较大,大丰保护区麋鹿种群遇到了体外寄生虫

长角血蜱;石首保护区麋鹿种群受到血吸虫病的

困扰。
为确保麋鹿放归后在新环境中健康繁衍,在对

放归地评估时,需要开展以下工作[19] :(1) 调查放

归地及周边的野生动物及家畜是否有传染性疾病,
调查是否曾有相关疾病爆发和流行情况,评价放归

地可能遇到的疾病风险及影响程度;(2)掌握疾病

防控相关知识,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如针对性注射预

防口蹄疫等疾病的疫苗,定期药物除虫,隔离家畜;
(3)加强放归地水资源、土壤、大气监测管理等;(4)
建立放归麋鹿亲缘关系及健康档案,加强健康管理,
监测疾病的发生并及时隔离医治。
2. 4 种间竞争

水和隐蔽是野生动物生存的两大要素。 竞争是

物种协同进化的一部分,包括种间竞争和种内竞争。
种间竞争是不同种群间为争夺有限的食物、资源及

生存空间等出现的竞争。 麋鹿放归到新环境中,必
然面临与同域内分布的其他动物产生资源竞争,互
相争夺生态位的现象,竞争的种类、数量越多,麋鹿

占有的生态位越小,越不利于麋鹿的放归野化,尤其

在食物资源、活动区域匮乏时,可能会威胁到麋鹿的

生存。 在放归初期,处于新环境中的麋鹿种群数量

通常较小,在探索资源、保卫资源及有效利用资源等

方面处于弱势。 放归初期必要时需要人工干预,保
障其尽快占据生态位。

在麋鹿的放归评估中,应考虑以下要素:(1)调

查放归环境中与麋鹿拥有相近生态位的动物种类、
丰度;(2)调查食物资源、活动区域匮乏时种间竞争

的时间和强度;(3)预测竞争的可能结果。 种间资

源竞争的强度是关系到麋鹿放归是否成功的重要因

素。 必要时,可采取调控同域中竞争物种的种群数

量和时空分布的措施,避免过强的竞争压力对放归

麋鹿造成的影响。
2. 5 人鹿冲突

麋鹿放归地的人兽冲突主要表现为人类活动对

麋鹿的干扰,如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农林渔牧生产

方式、交通运输等。 随着放归野化麋鹿种群数量的

逐渐增加,其不断地扩散到人类的生产、生活区域,
如农场、养殖场、庄家、林场等,导致人与野生麋鹿之

间不断产生矛盾[20] 。 这种干扰应尽力回避但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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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完全避免,在选择放归地时,需要对以下内容进

行评估:(1)当地居民对麋鹿放归的认知、态度及发

生麋鹿肇事的容忍度;(2)当地经济社会活动是否

与麋鹿的放归存在严重冲突,是否存在“人鹿争地”
“鹿畜争地”等矛盾[21] ;(3)当地居民是否可以从麋

鹿放归中获益;(4) 人类活动对麋鹿的干扰,如侵

占、破坏麋鹿栖息地,干扰麋鹿觅食、休息、繁殖等行

为;(5)人类附属品的危害,如废弃渔网、农药污染、
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病菌传染等对麋鹿的影响等。

若麋鹿的放归与当地经济社会活动存在一定矛

盾,如土地权属问题、麋鹿采食农作物、影响捕鱼活

动等问题。 每年均需采取补偿的方式弥补当地居民

因放归麋鹿而造成的损失,这种放归若无长效补偿

机制,其前景必然黯淡[23] ,不是理想的放归场所。
鉴于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1)建立较高、较长的

围栏设施,将放归的麋鹿与当地社区隔离,避免麋鹿

采食、破坏当地群众种植的农作物;(2)开展以麋鹿

等野生动物为主题的生态旅游,促进当地社区的经

济发展,使当地群众从麋鹿放归中获益;(3) 若可

能,可将放归地的居民迁出,减少人鹿冲突的发生。
2. 6 捕食天敌

在地球上任何一种生物,其种群数量的发展均

受到自然环境和天敌的限制。 麋鹿是草食性动物,
天敌是其生存中必然存在的环境因子,在保证麋鹿

群体健康和调节种群数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在麋

鹿野化放归初期,通常种群数量较低,产生一定程度

的生理应激反应,缺乏抵御捕食的技能,若环境中有

较高强度的捕食者可能造成放归的失败。 若放归地

点存在大量捕食者,在放归初期需采取人工干预措

施,主要包括:(1)人为控制放归麋鹿的活动范围,
如建设围栏;(2)加强训练放归麋鹿对历史捕食者

声音和图像的识别能力;(3)加强对麋鹿活动轨迹

的监测,必要时采取人为恐吓、驱赶入侵的捕食者。
目前,我国麋鹿放归野化地点通常缺乏捕食天

敌,随着麋鹿种群数量的增长,缺乏天敌对麋鹿的协

同作用,有可能会影响麋鹿种群的健康繁衍。
2. 7 突发自然灾害

突发自然灾害不是经常性的危害因素,发生概

率较小,在对麋鹿放归地开展评估时常被忽视。 但

若发生通常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如泥石流、洪
水、暴雪、极寒、极热、倒春寒、极旱以及重大生物灾

害等的发生均将对麋鹿产生致命的伤害。 因此,需
要调查分析放归地的长期气候资料并做出正确的评

估。 灾害发生时麋鹿可利用植被及水资源的情况;

灾害发生时麋鹿可利用栖息地大小;灾害发生时是

否有传染病发生。
在放归初期,若发生突发灾害,为了减轻灾害程

度,减少灾害带来的不良影响,需要做应急紧急救助

准备工作:(1)在放归地临近区域建设应急避险、应
急避寒、避暑场所,以备灾害发生时临时收容麋鹿;
(2)准备应急救援物资,如救生绳索、救生船等;(3)
准备应急生存资源,如种植鲜嫩饲草、储备优质水源

等。 这些措施只适用于在放归初期麋鹿种群数量较

少的情况。 从长远来看,只有不断扩大放归麋鹿的

种群数量和分布区,才是抵御自然灾害的根本途径。

3 小　 结

麋鹿在中国野外灭绝后,英国乌邦寺贝德福 11
世公爵收集的 18 只麋鹿发展到 1914 年的 88 只,至
1948 年已达 255 只[22] ,说明麋鹿已突破遗传瓶颈,
从乌邦寺建群到现今世界上多个迁地种群来看,麋
鹿数量一直在逐步增长,且未发现有明显的生存力

和繁殖力下降的情况。 目前,严重的近交似乎对麋

鹿种群繁衍未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说明麋鹿的有

害基因较少,未造成由于近亲繁殖引起的物种退化。
但是重返自然环境的麋鹿将经受各项自然因子的压

力,自然选择重新发挥作用是物种保持进化上的连

续性和持续生存所必须的外部条件。 具有优良基因

的个体可通过自然繁殖途径遗传给下一代,促使放

归种群的群体遗传质量的提高,增强群体水平的适

应力。 然而,在放归初期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种群数

量必然处在较低水平,近亲繁殖及其导致的遗传漂

变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因为麋鹿是

一雄多雌的交配制度,有可能造成单一或少数雄性

在几年内拥有交配权,从而加速了有限遗传多样性

的丢失。 建议在科学选点的基础上,注重分批次放

归并增加基础种群数量,放归地应具备一定面积的

栖息空间和丰富的可采食植物,当种群初具规模后

建议适当引入捕食者。
对于麋鹿放归,除了栖息地选择外,存在的最大

问题是人与鹿之间的冲突。 当地群众为了获取更大

的经济利益而侵占麋鹿的栖息地,到麋鹿栖息地采

摘野菜、挖草药、放牧等。 另外,麋鹿也会对当地居

民的经济生活造成破坏,到居民社区种植区啃食破

坏经济作物,造成放归地周边群众的经济损失。 因

此,如何减少人类活动对麋鹿放归野化的负面影响,
提高群众对麋鹿肇事的容忍度,增强群众对麋鹿等

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促进当地居民从麋鹿放归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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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受益,做到人与麋鹿的良性互动等是麋鹿放归

成功的关键。
在我国麋鹿保护工作中,加强放归野外群体的

基因交流意义重大,但也充满挑战。 在制定重引入

计划时, 通常建议选择多个放归地点进行重引

入[24-25] ,但目前我国麋鹿放归地点在空间上相隔甚

远。 如何加强放归种群间的基因交流,还需开展深

入研究。 建议通过 GPS 项圈监测麋鹿的活动路线

和范围,开展食物和水源地等关键生存因子的研究,
并尝试将这些研究结果与种群的遗传学数据相结

合,以期为麋鹿放归地选择提供科学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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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分析总结近年来国内对植物内生真菌生防作用的最新研究进展。 结果显

示,内生真菌广泛分布在健康植物各个组织、器官内,在与植物经历协同进化后,可形成与宿主植物

相同或类似的活性产物,其种类丰富多样,具有抑制病原菌生长、杀死植食性昆虫以及促进宿主植

物生长等生防作用。 基于现阶段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未来的研究趋势,以期为新型生防菌剂的

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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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latest
 

domestic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biocontrol
 

effects
 

of
 

endophytic
 

fungi
 

in
 

plants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n-
dophytic

 

fungi
 

we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various
 

tissues
 

and
 

organs
 

of
 

healthy
 

plants,
 

and
 

could
 

form
 

the
 

same
 

or
 

similar
 

active
 

products
 

with
 

host
 

plants
 

after
 

undergoing
 

coevolution
 

with
 

plants,
 

which
 

were
 

di-
verse

 

and
 

had
 

biocontrol
 

effects
 

such
 

as
 

inhibiting
 

the
 

growth
 

of
 

pathogens,
 

killing
 

herbivorous
 

insects,
 

and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host
 

plan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for
 

the
 

existing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this
 

paper
 

proposed
 

future
 

research
 

trend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ew
 

biocontrol
 

agents.
Key

 

words: endophytic
 

fungi;
 

metabolites;
 

biocontrol
 

effect;
 

host
 

plant

　 　 植物内生真菌(endophytic
 

fungi)是指真菌生活

史的某一部分或全部寄生于健康植物的组织、器官

内,但不导致宿主植物表现出显著病症[1-2] 。 这类

真菌在植物根、茎、叶、花、果、种子内广泛分布[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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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植物内生真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期,
从 1866 年 Anton 等首次观察到健康植物细胞间隙

中生活着某些微生物[5] ,到 1886 年“植物内生菌

(endophytic)” 一词的提出[6] ,再到 1898 年黑麦草

种子中分离出第一株内生真菌[7] ,这标志着对植物

内生真菌领域探索的开端。 直到 1993 年, Sterile
等[8-9]从短叶紫衫的韧皮部分离得到 Taxomyces

 

an-
dreanae,通过研究其次级代谢物,发现该菌可以产

生紫杉醇类抗癌物质。 自此之后,国内学者将研究

重点从植物转移到相关的植物内生真菌,从而揭开

了对植物内生真菌及其代谢产物的研究序幕。 植物

内生真菌在与宿主植物长期共存的过程中,形成一

种特殊的关系,从而产生与宿主植物相同或类似的

代谢产物,具有抑制病原菌生长、杀死植食性昆虫以

及促进宿主植物生长等生防作用。 植物内生真菌及

其代谢产物的研究可以缓解植物开发利用的压力,
为植物自然更新恢复提供保障,且其具有成为新型

生防菌剂的潜力,将有效解决过度使用农药导致的

植物病虫害耐药问题。 因此,对植物内生真菌及其

代谢产物的抑菌、杀虫、促生 3 个方面进行归纳总

结,并分析现阶段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以
期为新型生防菌剂的开发和利用提供参考。

1 植物内生真菌的抑菌作用

植物内生真菌可以通过与病原菌竞争生存空

间、破坏细胞膜完整性、降解细胞壁等方式影响病原

菌菌丝的生长,从而达到抑菌效果。 抑菌机制的研

究有助于探索植物内生真菌及其代谢产物抑菌的关

键靶标位点,为开发微生物资源提供重要参考。
1. 1 与病原菌竞争生存空间

孙凯[10] 利用 GFP 标记法,将枫香拟茎点霉侵

染水稻根部全过程可视化,实验结果显示:接种 12 h
枫香拟茎点霉侵入水稻根表;7 d 在根表形成菌丝网

络;14 d 开始进入表皮层。 闫思远[11] 利用 GFP 标

记的枸杞内生真菌 NQ8GII4 转化子,将其发酵液灌

溉处理枸杞植株,研究结果明确了 NQ8GII4 菌株在

枸杞根茎叶中定植情况及对枸杞促生抗病的影响。
1. 2 破坏细胞膜完整性

王永刚等[12-13] 从白毛蛇中分离出一株内生真

菌,并将其鉴定为链格孢,经研究该菌发酵提取物

(B06e)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的细胞膜完

整性有较大影响,试验结果表明,经过 B06e 处理

后,病原菌细胞膜表面变得粗糙异常,细胞膜出现大

量塌陷,致使细胞外界物质的大批量流入与细胞质

等内源物质的大批量外泄,导致菌体细胞的渗透压

和代谢调控系统发生紊乱,最终菌体丧失生命活力,
达到抑菌效果。
1. 3 降解细胞壁

陆洁淼等[14] 通过扫描电镜观察西红花球茎腐

烂病菌丝形态,发现拮抗菌株 CS05 菌丝能产生 β-
1,3-葡聚糖酶与几丁质酶,使病原菌胞外 AKP 含量

增加,菌丝稀疏、皱缩。 王亚楠等[15] 发现柳珊瑚链

格孢霉属共附生真菌 WZL003 发酵液的乙酸乙酯提

取物中存在抑菌活性较强物质,试验结果发现该蒽

醌类化合物能损伤鳗弧菌的细胞壁。

2 植物内生真菌的杀虫作用

植物内生真菌可以通过产生生物碱等含毒素物

质,减少昆虫对植物的取食,甚至引起昆虫拒食,此
外,植物内生真菌还可以通过与昆虫进行能源竞争

和影响昆虫产卵等生殖,从而起到抗虫、杀虫的

作用[16] 。
2. 1 产生毒素

茉莉酮酸甲酯是能促进植物抵抗昆虫取食的植

物激素[17] ,利用外源使用茉莉酮酸甲酯模拟植食性

昆虫的危害。 何雅丽等[18] 发现内生真菌侵染的醉

马草与未侵染的醉马草相比,植物代谢物明显降低,
进而降低醉马草的适口性,削弱了植食性昆虫取食,
提高了植物自身防御能力,试验结果表明,茉莉酮酸

甲酯对内生真菌侵染的醉马草抗虫性有增益效果。
秦俊华等[19]以羽茅为试验材料,利用茉莉酮酸甲酯

模拟食草昆虫的取食,对比感染内生真菌和不染内

生真菌的羽茅形态指标和生理指标的区别,试验结

果发现,MJ 可以抑制羽茅地上部分生长,提高其防

御物质总酚和木质素含量,同时降低蚜虫种群数量。
2. 2 影响昆虫生殖

孙艺昕等[20]研究玉米内生真菌菌株 YB8、GX5、
YB15、YC1 对玉米蚜幼虫历期、产雌历期、产雌量、
死亡时间等指标影响,试验结果显示,玉米内生真菌

对蚜虫生长繁殖存在不利影响,玉米蚜虫表现出趋

避现象。 常燕等[21] 选取夹竹桃根、茎、叶分离内生

菌为试验材料,测定其抗虫活性,结果表明,内生真

菌有不同程度的杀虫活性,其中包括对幼虫的触杀

活性。

3 植物内生真菌对宿主植物的促生作用

植物内生真菌能通过促进营养元素的吸收、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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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激素的干预和增加光合作用等方式,促进宿主植

物的生长。 任锡跃等[22]研究发现,滇重楼内真菌能

产生不同程度的吲哚乙酸,促进宿主植物生物量的

积累,其中木霉菌(8-6)可以明显提高滇重楼幼苗

的光合能力;人参生柱隔孢(8-13)促进了糖苷类物

质含量的积累,研究为植物内生真菌提高寄主植物

生长提供理论参考。
3. 1 营养元素的吸收

氮、磷、钾是植物正常生长所需大量元素,但植

物能直接利用的效率低,甚至很难直接吸收。 杨刚

等[23]采用溶磷圈法和钼锑抗比色法筛选糜子内生

真菌溶磷活力,通过盆栽试验选出目标菌株 GM3,
其具有良好的溶磷促生作用。 朱静等[24] 从千年桐

根茎叶分离筛选内生真菌,得到具有较强溶磷活性

的菌株青霉属和嗜热真菌属。 詹寿发等[25] 以芒萁

为试验材料,从中分离并筛选出具溶磷、解钾、分泌

吲哚乙酸(IAA)功能的内生真菌,得到菌株 MQ013、
MQ039,与此同时测试对玉米幼苗生长的影响,结果

表明,这两株内生真菌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据

宋欢等[26]研究,内生真菌 NS33、NS6 拥有分泌铁载

体、吲哚乙酸和溶磷等能力,对雷公藤种子萌发等形

态指标有显著促进作用。 刘军等[27] 从檀香内生真

菌中筛选具有促生效果的内生真菌,其中内生真菌

Monilia
 

sp.
 

TXRF45 既具溶磷活性,又能产生 IAA
和铁载体,该菌能稳定生存在檀香体内,并持续发挥

其促生作用。
3. 2 植物激素的干预

张集慧等[28] 从兰科药用植物中筛选出能产生

不同程度的赤霉素、吲哚乙酸、脱落酸、玉米素、玉米

素核苷 5 种植物激素的内生真菌。 陈科霖等[29] 从

金线莲的根、茎、叶中分离内生真菌,并分析优良菌

株产吲哚乙酸( IAA) 的特性。 内生真菌聚多曲霉

jdqmzz-1 来自华重楼,杨涛等[30] 利用 LC-MS 鉴定

出该菌主要具有玉米赤霉烯酮、甜菜碱和对硝基苯

酚等促生活性物质,能够有效地促进华重楼的生长。
3. 3 增加光合作用

鲍根生[31]研究发现禾草源内生真菌寄生马先

蒿后,马先蒿叶片的气孔导度等显著降低,胞间二氧

化碳浓度明显增加。 贾彤等[32] 对比是否感染内生

真菌的羽茅形态和生理的区别,结果发现,感染

两种内生真菌的羽茅二氧化碳浓度显著高于未染

菌羽茅。 狄佳麟等[33] 通过盆栽试验发现, 菌株

SDYS63(三线镰刀菌 Fusarium
 

tricinctum)对沙地云

杉种子萌发率、株高、地径等形态指标均有提高;总

叶绿素、可溶性蛋白、丙二醛浓度等生理指标皆有显

著提高。 谢佳伟等[34]研究结果发现,内生真菌云烟

87 发酵液浇灌的烟苗,在鲜质量、根鲜质量、地上部

鲜质量等形态指标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4 存在问题与展望

植物内生真菌是一类具有研发潜能的微生物资

源。 目前国内对植物内生真菌的分离技术已经十分

娴熟,大量研究显示,内生真菌具有促进宿主生长、
防治病虫以及抗非生物胁迫等作用,且室内效果明

显。 因此,应对植物内生真菌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

研究。 截至目前,对内生真菌的研究还存在不足,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将处于发展阶段,可从 4 个方面加

大研究力度:内生真菌的接种形态存在持久性考验;
内生真菌代谢产物尚不能大量分离纯化;缺少对内

生真菌遗传组学的研究;室内内生真菌作用良好,但
林地或农田研究存在空白。

植物内生真菌分布在大多数高等植物体内,利
用与宿主协同进化所形成的特殊关系,不仅有利于

进一步开发利用内生真菌的生防作用,而且对提高

植物抗性,促进植物自然更新恢复有一定帮助。 未

来的工作将会继续重视内生真菌代谢产物的分离提

取、代谢遗传性、室外试验,致力于开发新型生物菌

剂,同时培育高品质、高抗性、高遗传的转基因良种,
此外,通过创新开辟植物内生真菌新领域。 综上所

述,以了解内生真菌与宿主植物的共生机制为基础,
利用现有的科技手段利用内生真菌开发生物药剂,
以期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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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平原地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颗粒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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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农田、撂荒草地、人工乔木林、人工灌木林和次生林 5 种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颗粒为研

究对象,采用 Microtrac
 

S3500 激光粒度仪测定土壤样品粒径,利用土壤分形学理论和方法,分析不

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颗粒组成及其分形特征的影响。 结果表明,土壤粒径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

下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撂荒草地以砂粒为主,农田、人工乔木林、人工灌木林和次生林以粉粒为主;
次生林、人工乔木林黏粒体积分数最大,且显著大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撂荒草地最小;次生林、人
工乔木林、人工灌木林粉粒体积分数最大,且显著大于农田与撂荒草地;砂粒体积分数则与粉粒相

反。 土壤分形维数的大小依次为撂荒草地<农田<人工灌木林<次生林<人工乔木林;土壤分形维数

与土壤黏粒含量、粉粒含量均呈显著正相关,与土壤砂粒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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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on
 

soil
 

particle
 

composition,
 

the
 

soil
 

particles
 

of
 

five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were
 

selected,
 

including
 

farmland,
 

abandoned
 

grassland,
 

artifi-
cial

 

arbor
 

forest,
 

artificial
 

shrub
 

forest
 

and
 

secondary
 

forest.
 

The
 

particle
 

size
 

of
 

soil
 

samples
 

was
 

meas-
ured

 

by
 

Microtrac
 

S3500
 

laser
 

particle
 

sizer,
 

and
 

fract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by
 

using
 

soil
 

fractal
 

theory
 

and
 

method.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oil
 

particle
 

size
 

among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in
 

which
 

abandoned
 

grassland
 

was
 

dominated
 

by
 

sand,
 

while
 

farmland,
 

artificial
 

收稿日期:2022-08-05.
基金项目:北京市平原造林工程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研究与示范(LC-6-01).
第一作者:郑桂莲(1984-),女,重庆人,硕士,高级工程师 . 主要从事林业规划设计工作 . Email:ZGLian555@ 126. com
责任作者:李宗伦(1993-),男,辽宁沈阳人,工程师 . 主要从事林草规划设计工作 . Email:1017652026@ qq. com



郑桂莲,等:北京平原地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颗粒组成及其分形特征的影响

arbor
 

forest,
 

artificial
 

shrub
 

forest
 

and
 

secondary
 

forest
 

was
 

dominated
 

by
 

silt;
 

the
 

clay
 

volume
 

fraction
 

of
 

secondary
 

forest
 

and
 

artificial
 

arbor
 

forest
 

was
 

the
 

highest,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oth-
er

 

land
 

use
 

types,
 

and
 

the
 

abandoned
 

grassland
 

was
 

the
 

lowest;
 

the
 

silt
 

volume
 

fraction
 

of
 

secondary
 

for-
est,

 

artificial
 

arbor
 

forest
 

and
 

artificial
 

shrub
 

forest
 

was
 

the
 

highest,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armland
 

and
 

abandoned
 

grassland;
 

the
 

sand
 

volume
 

fraction
 

was
 

opposite
 

to
 

the
 

silt
 

volume
 

frac-
tion;

 

the
 

order
 

of
 

soil
 

fractal
 

dimension
 

from
 

high
 

to
 

low
 

was
 

abandoned
 

grassland < farmland < artificial
 

shrub
 

forest < secondary
 

forest < artificial
 

arbor
 

forest;
 

soil
 

fractal
 

dimension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il
 

clay
 

content
 

and
 

silt
 

content, but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il
 

sand
 

content.
Key

 

words: land
 

use
 

type;
 

soil
 

particle
 

size;
 

fractal
 

dimension;
 

volume
 

fraction

　 　 土壤的结构和性质与土壤颗粒的组成密切相

关,土壤颗粒又间接影响土壤水分、土壤养分、土壤

抗蚀性等多个方面,从而进一步改变土地利用方

式[1] 。 同时,土地利用方式又对土壤颗粒组成与分

布特征具有重要影响。 研究表明,土地利用方式反

映了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人们通过对不

同的土地利用方式,不同程度地干扰着土壤肥力、水
分状况等理化性质,对土壤结构稳定性等产生一定

影响[12]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颗粒特征是开展

土地管理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

断提升,激光衍射技术可以快捷精准地得到土壤颗

粒的体积分布特征,为科研工作人员分析不同土地

利用方式下土壤颗粒分布特征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方

法,从而更好地开展对土壤理化性质、发育状况等更

深入的研究[2,13] 。 前人对土壤颗粒组成已开展了大

量研究。 其中,杨培岭[3] 和 TYLER[4] 开创性地利用

土壤颗粒的重量分布计算分形维数,对土壤结构特征

进行定量分析;王国梁等[5] 在此基础上,将重量分布

改为体积分布来计算分形维数,如今已被学者广泛采

纳和应用。 此外,土壤分形维数值可以用来判定土壤

颗粒的粗细程度[6] 。 大量科研人员基于分形理论对

土壤母质[7] 、植被类型[8] 、土地利用类型[9-11] 等多方

面的土壤粒径分布与变化特征开展了研究,证明了土

壤分形理论适用于土壤粒径分布研究。 然而,针对

北京平原造林地区的土壤颗粒分布和分形特征的报

道较为稀少。 本研究采用激光粒度仪获得土壤粒径

分布数据,基于分形理论,对北京市房山区 5 种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颗粒分形特征开展研究,并建

立土壤分形维数与砂粒、粉粒、黏粒等不同粒级间的

回归关系,揭示该区域土壤颗粒组成、土壤颗粒分形

维数特征和变化规律,旨在为该区域今后土壤质量

评价与土地利用提供理论指导与数据支撑,为该区

域平原造林工程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北京市房山区位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交界地带,
地理坐标为 115°25′ ~ 116°15′E,39°30′ ~ 39°55′N。
海拔-8 ~ 2 014 m,平均海拔 381. 92 m。 房山区属暖

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夏季多雨,
年均温 11. 7℃ ,年均降水量 582. 8 mm。 房山区土壤

类型以褐土为主,土壤质地多为壤质,轻壤质、中壤

质和砂壤质分别占全区总面积的 76. 80%、6. 14%和

9. 42%。 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以农用地为主,占全区

总面积的 58. 49%;其中,农用地中又以林地为主,
占农用地总面积的 63. 24%。

2 研究方法

2. 1 样方设置与采样调查

项目组通过前期的调研与考察,于 2020 年 9—
11 月在研究区内选取农田、撂荒草地、人工乔木林、
人工灌木林和次生林地等 5 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的土地利用类型作为研究样地,采用样方法对样地

内植被、土壤进行全面调查与采样。 每种土地利用

类型样地随机设置 3 个样方,其中人工乔木林和次

生林采用 20 m×20 m 样方、人工灌木林采用 10 m×
10 m 样方、撂荒草地和农田采用 1 m×1 m 样方进行

取样调查。 同时,运用手持 GPS 记录每个样地的经

纬度、海拔等地理信息,运用坡度仪测量坡度,利用

数码照相法估算植被盖度等,并记录各项数据,各样

地基本概况如表 1 所示。
2. 2 土壤样品采集

每种土地利用类型的调查样方各设置 1 个土壤

剖面,每个土壤剖面按 0 ~ 10 cm、10 ~ 20 cm、20 ~ 40
cm、40 ~ 60 cm 土层设置 3 个重复进行土壤样品采

集,共挖取 15 个土壤剖面,180 袋土壤样品,装入自

封袋中,带回实验室风干,风干后去除地表枯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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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地基本信息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tudy
 

sites

土地利用
类型

地理位置
坡度
/ ( °)

海拔
/ m

主要植物种类
植被
盖度
/ %

农田(FL) 116°0′13″
 

E
39°44′25″

 

N
0 ~ 5 100 向日葵、红薯、艾

蒿、狗尾巴草、苍
耳等

50

撂荒草地
(AG)

 

　
116°0′14″

 

E
39°44′20″

 

N
0 ~ 5 90 青蒿、狗娃花、狗

尾巴草等
40

人工乔木
林(AAF)

116°12′55″
 

E
39°46′7″

 

N
0 ~ 5 50 毛白杨、落叶松等 80

人工灌木
林(ASF)

116°12′60″
 

E
39°46′7″

 

N
0 ~ 5 50 皂荚、美人梅等 60

次生林　
(SF) 　 　

116°0′6″
 

E
39°44′27″

 

N
0 ~ 5 90 毛白杨、黄荆子等 90

细根及其他杂物并过 2 mm 筛供土壤颗粒分析。 土

壤颗粒组成采用 Microtrac
 

S3500 激光粒度仪测定。
2. 3 土壤颗粒分形维数计算方法

利用激光粒度仪可以准确、快速地获得土壤颗

粒体积分布(PSD)数据。 根据测得的颗粒平均横截

面积计算等效圆直径,进而得到不同粒级颗粒的体

积百分比,计算简单分形维数[14] 。 土壤 PSD 简单

分形维数可定量化表征土壤颗粒组成性质,即反映

土壤颗粒的大小及其比例关系和土壤质地的粗细程

度。 分形维数由小到大,可表征土壤质地由粗到细

或由疏松到紧实变化。 文中采用土壤颗粒体积分形

模型计算土壤颗粒体积分形维数(D),排除不同土

壤粒径下土壤密度的干扰因素,方法更加严谨,结论

更具说服力[5] 。 计算公式为:
V( r < R i)

VT

=
R i

Rmax
( )

3-D

(1)

式中:r 为土壤颗粒粒径( mm);R i为某一区间的代

表粒径,即该区间上下限的算术平均值;V( r<R)为

粒径小于 R 的累计体积;VT 为土壤颗粒总体积;Rmax

为所有粒径的上限,即最大粒径值;V( r<ri) / VT为粒

径小于 R 的累积体积百分比;D 为粒径分布的体积

分形维数。
计算土壤分形维数时,首先需要将左右两边取

对数,然后进行绘点。 绘点时,横坐标为 lg(Ri / Rmax ),
纵坐标为 lg(V( r<ri) / VT )。 最后,对所绘制的点进

行线性回归分析。 得到拟合直线的斜率为(3-D),
从而得到土壤颗粒分形维数值 D。

2. 4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 Excel
 

2010 和 SPSS
 

Statistic
 

21 软件对实

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 One-
way

 

ANOVA)的最小显著差异( LSD)对研究区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粒度组成与粒度参数进行差异

显著性检验,并采用 origin 软件制图。

3 结果与分析

3. 1 土壤粒径分布特征

土壤粒径分布体积分数如图 1 所示。

图 1　 土壤粒径分布体积分数

Fig. 1　 Volume
 

fraction
 

of
 

soil
 

particle-size
 

distribution

　 　 由图 1 可知,在 0 ~ 60 cm 土层深度范围内,同
一土地利用类型样地土壤黏粒、粉粒的体积分数总

体均呈随土层深度的增加含量逐渐减少的趋势,砂
粒的体积分数分布特征则与之相反,总体上表现为

随土层深度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同一土地利用类型

样地的黏粒、粉粒和砂粒的体积分数在不同土层深

度无显著差异(P>0. 05)。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颗粒组成及其存在的显

著性见表 2。
由表 2 可知,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颗粒结

构存在显著差异。 撂荒草地中,土壤粒径分布规律

为:黏粒(2. 14%)<粉粒(24. 31%) <砂粒(73.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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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颗粒组成及其显著性

Tab. 2　 Soil
 

particle
 

composi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土壤粒级 / mm
土地
利用
类型

黏粒
<0. 002

粉粒
0. 002 ~ 0. 05

砂粒

极细砂粒
0. 05 ~ 0. 1

细砂粒
0. 1 ~ 0. 25

中砂粒
0. 25 ~ 0. 5

粗砂粒
0. 5 ~ 1

极粗砂粒
1~ 2

合计
0. 05 ~ 2

FL 4. 86±1. 21c 48. 92±6. 09b 23. 25±3. 01a 19. 17±5. 51a 3. 04±0. 46b 0. 78±0. 38b — 46. 23±7. 05b

AG 2. 14±0. 87c 24. 31±3. 32c 13. 95±1. 47b 17. 50±1. 78ab 35. 37±1. 75a 5. 71±1. 50a 1. 03±0. 40a 73. 56±4. 12a

AAF 16. 34±0. 34a 60. 94±2. 88a 7. 02±1. 21c 6. 65±1. 03c 6. 41±2. 23b 2. 65±1. 10ab — 22. 72±3. 21c

ASF 8. 75±1. 41b 64. 10±1. 20a 9. 05±1. 42bc 9. 99±1. 01bc 5. 81±1. 80b 2. 30±1. 55ab — 27. 16±2. 04c

SF 16. 48±1. 19a 63. 52±1. 79a 8. 70±1. 03bc 6. 00±0. 95c 4. 50±1. 10b 0. 80±0. 19b — 20. 01±2. 96c

注: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样地类型间差异显著性(P<0. 05)。

除撂荒草地外,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样地土壤粒径分

布表现为黏粒含量最少,粉粒含量最多。 具体来看,
黏粒体积分数变化范围为 4. 86% ~ 16. 48%,粉粒为

48. 92% ~ 64. 10%,砂粒为 20. 01% ~ 46. 23%。 人工

乔木林和次生林的黏粒体积分数显著大于人工灌木

林、农田和撂荒草地(P<0. 05);人工乔木林、人工灌

木林和次生林的粉粒体积分数显著大于农田和撂荒

草地(P<0. 05);撂荒草地的砂粒体积分数显著大于

其他土地利用类型(P<0. 05)。
3. 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与土壤粒径分形维数的关系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质地与 PSD 简单分形

维数(D)见表 3。

表 3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质地与 PSD 简单分形维数(D)
Tab. 3　 Fractal

 

dimension
 

(D)
 

and
 

soil
 

texture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土地利用类型 D 最大值 D 最小值 D 拟合方程 R2 F Sig

FL 2. 582 2. 249 2. 489±0. 079bc y= 0. 50x + 2. 254 0. 800 84. 184 0. 000 < 0. 01

AG 2. 563 1. 944 2. 354±0. 139c y= 0. 65x + 2. 355 0. 757 81. 011 0. 000 < 0. 01

AAF 2. 732 2. 720 2. 727±0. 003a y= 0. 27x + 2. 148 0. 854 128. 724 0. 000 < 0. 01

ASF 2. 654 2. 537 2. 600±0. 0226ab y= 0. 40x + 2. 202 0. 847 110. 873 0. 000 < 0. 01

SF 2. 757 2. 710 2. 726±0. 011a y= 0. 27x + 2. 160 0. 837 113. 215 0. 000 < 0. 01

注:小写字母表示不同样地类型间差异显著(P<0. 05)。

　 　 由表 3 可知,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其土壤
 

PSD
 

的

分形维数(D)在 2. 354 ~ 2. 727 范围。
农田的拟合方程为:
y = 0. 50x + 2. 254 (2)

式中:R2 = 0. 800;Sig<0. 01。
撂荒草地的拟合方程为:
y = 0. 65x + 2. 355 (3)

式中:R2 = 0. 757;Sig<0. 01。
人工乔木林的拟合方程为:
y = 0. 27x + 2. 148 (4)

式中:R2 = 0. 854;Sig<0. 01。
人工灌木林的拟合方程为:
y = 0. 40x + 2. 202 (5)

式中:R2 = 0. 847;Sig<0. 01。

次生林的拟合方程为:
y = 0. 27x + 2. 160 (6)

式中:R2 = 0. 837;Sig<0. 01。
结果显示,人工乔木林(2. 727)、次生林(2. 726)

的分形维数显著大于农田 ( 2. 489) 和撂荒草地

(2. 354),但与人工灌木林(2. 600)的差异不显著。
3. 3 土壤颗粒组成与分形维数的关系

土壤 PSD 分形维数与土壤颗粒组成相关性分

析见表 4。
由表 4 可知,各样地中黏粒含量、粉粒含量与分

形维数呈极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 780 和

0. 750;砂粒含量与分形维数呈极显著负相关,相关

系数为-0. 795。 撂荒草地中土壤黏粒、粉粒体积分

数较低,砂粒体积分数较高,导致其土壤分形维数较

低和粗粒化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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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壤 PSD 分形维数与土壤颗粒组成相关性分析

Tab. 4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soil
 

particle
 

composition
 

and
 

fractal
 

dimension

参数 黏粒 粉粒 砂粒 D

黏粒 1　

粉粒 0. 772∗∗ 1　

砂粒 -0. 875∗∗ -0. 983∗∗ 1　

D 0. 780∗∗ 0. 750∗∗ -0. 795∗∗ 1

4 讨　 论

土壤结构与土壤质量密切相关,土壤颗粒又是

土壤结构的物质基础[15] 。 影响土壤粒径分布特征

的主要因素包括侵蚀以及其他成土因素[9,16] 。 本研

究中北京市房山区土壤颗粒组成以粉粒、砂粒为主,
与郭中领[17]研究的北京地区表层土壤分形特征以

及徐佳佳[18] 在房山区蒲洼小流域研究结果一致。
在 0 ~ 60 cm 土层范围内,同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

黏粒、粉粒和砂粒总含量的体积分数在不同土层深

度无显著差异,与李松阳[19]在云南省昆明市蒋家沟

流域研究的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粒径分布特征、
周学峰[20]研究的围垦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

粒径分布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与孟婷婷[21] 对废弃宅

基地复垦杨树林地土壤粒径分形特征的研究、沙国

良[22]在黄土高原研究的典型植物群落土壤粒径分

布特征研究结果不同,可能是由于同一土地利用类

型的不同深度土壤剖面土壤母质来源和质地较为相

似,并且植被恢复对不同深度土壤质地的影响是一

个缓慢的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19] 。
土地利用类型是土壤粒径分布产生差异的重要

因素之一。 本研究中,撂荒草地黏粒的体积分数显

著低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砂粒体积分数显著高于

其他土地利用类型。 前人研究结果表明,植被覆盖

是侵蚀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裸露土壤更易受到侵

蚀的影响。 不同颗粒中,黏粒受土壤侵蚀的影响最

大,土壤中的黏粒含量越少,表明该地区水土流失越

严重[9,16,23] 。 撂荒草地植被覆盖度较低,在风蚀以

及降雨、径流的共同作用下,土壤中细粒含量逐渐减

少。 此外,草地根系较浅,生物量和凋落物量较少,
土壤自然恢复过程缓慢,对土壤结构的改善作用不

显著。 农田受到的人工扰动因素复杂,例如耕作、浇
水、施肥等,使农田土壤中较大的颗粒被粉碎、细化,
因此,农田的粉粒体积分数高于撂荒草地,而砂粒体

积分数低于撂荒草地[11,24-25] 。 人工乔木林、人工灌

木林以及次生林植物的根系比草地更发达,植被对

土壤的改良作用更强。 植物根系在生长过程中分泌

的物质促进土壤粉粒、黏粒增加,砂粒减少,导致土

壤质地细化,
 

进而影响土壤养分状况和其他理化性

质
 [26] 。 前人的研究认为,灌木林和乔木林较草地具

有更强的减沙能力[23] ,本研究中人工灌木林的黏粒

体积分数显著低于人工乔木林和次生林,而砂粒体

积分数则偏大,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中人工乔木林的

植被盖度大于人工灌木林,且人工乔木林植被冠幅

也更大。 人工乔木林的冠层对降雨的截留能力大于

人工灌木林,因此,雨滴击溅侵蚀和径流侵蚀在人工

乔木林中明显减弱,最终使得人工乔木林的黏粒体

积分数大于人工灌木林,砂粒、黏粒体积分数为人工

乔木林小于人工灌木林;人工乔木林与天然林土壤

颗粒组成无显著差异,可能因其乔木物种均以毛白

杨为主,且均为成熟林,生态系统相对稳定[16] 。
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类型对分形维数具有

显著影响。 土壤颗粒分形维数值与土壤质地关系紧

密,表现为土壤质地越粗分形维数(D)值越小,土壤

质地越细分形维数 (D) 值越大。 本研究与贾晓

红[27]等研究结果一致,即土壤分形维数与黏粒、粉
粒含量呈正相关,黏粒、粉粒含量越高,分形维数就

越大;而砂粒含量越高,土壤分形维数则越低。 已有

研究表明,土壤质地和性能较好时 PSD 的体积分形

维数(D)值范围为 2. 55 ~ 2. 80[24] ,桂东伟等[28]研究

结果表明,土壤分形维数大于 2. 21 时,土壤颗粒分

布相对较好。 本研究区人工乔木林、人工灌木林和

次生林的 D 与其比较接近,农田、撂荒草地的 D 明

显较低,说明植被覆盖度较低,表层土壤干燥,风沙

活动频繁,则土壤表层细颗粒物质损失较为严重,因
为细小的颗粒物质更容易随气流飘动。 而土壤中细

颗粒物质的损失又使得表层土壤粗粒化程度加剧,
导致土壤分形维数减小[16] 。 因此,土壤分形维数既

可以很好地反映土壤中不同粒径的颗粒损失状况,
同时也体现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的影响。 胡

云峰[10]等研究发现,土壤粒径分形维数随土地利用

类型的不同而发生规律性改变,具体表现为植被覆

盖度高的区域,土壤颗粒分形维数有所增加。

5 结　 论

1)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土壤颗粒分布的影响

差异显著。 总体表现为人工乔木林、人工灌木林以

及次生林以粉粒为主,体积分数分别为 60. 94%、
64. 10% 和 63. 52%; 农田以粉粒 ( 48. 92%)、 砂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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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23%)为主;撂荒草地以砂粒(73. 56%)为主。
2)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黏粒体积分数特征为:

次生林、人工乔木林显著大于人工灌木林,人工灌木

林显著大于农田和撂荒草地;粉粒体积分数特征为:
次生林、人工乔木林、人工灌木林显著大于农田,农田

显著大于撂荒草地,砂粒体积分数特征与粉粒相反。
3)土壤分形维数可以作为衡量土壤粗细程度

的指标,分形维数越大,土壤越细腻;分形维数越小,
土壤越粗糙。 土壤分形维数与黏粒、粉粒含量呈显

著正相关,与砂粒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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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森林火灾风险普查的工作效率,保证数据成果的准确性,分别介绍了利用 GPS、RS 获

取外业调查数据以及利用 ArcGIS 获取内业矢量化数据的方法,总结了 3S 技术在森林火灾风险普

查工作中调查可燃物、重要火源点、森林火灾减灾能力以及内业图件成果编制方面的经验,且针对

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了讨论,为今后 3S 技术应用于其他林业调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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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orest
 

fire
 

risk
 

survey
 

and
 

ensure
 

the
 

accuracy
 

of
 

data
 

re-
sults,

 

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methods
 

of
 

using
 

GPS
 

and
 

RS
 

to
 

obtain
 

field
 

survey
 

data
 

and
 

using
 

Arc-
GIS

 

to
 

obtain
 

indoor
 

vectorized
 

data
 

respectively,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of
 

using
 

3S
 

technology
 

to
 

in-
vestigate

 

combustibles,
 

important
 

fire
 

source
 

points,
 

forest
 

fire
 

disaster
 

reduction
 

capabilities,
 

and
 

prepare
 

indoor
 

map
 

results
 

in
 

forest
 

fire
 

risk
 

survey,
 

and
 

discussed
 

the
 

practical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survey,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3S
 

technology
 

in
 

other
 

forestry
 

investigation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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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具
有很强的水源涵养功能,主要表现在森林产水、净
水、拦洪、削峰补枯等方面[1] 。 同时,森林可以通过

植物光合作用将外界的二氧化碳转化为自身的能

量,释放氧气,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问题[2] 。
受极端天气增多和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我国森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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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 森林火灾会对动植物资

源、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也造成水土流失、空气

污染等环境问题,位列世界三大破坏森林资源的自

然灾害之首[3] 。 应用高科技手段对森林生态系统

中可燃物数量进行监测,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意义

重大。

1 3S 技术简介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GIS)是一种计算机信息系统,主要作用包括空间数

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分析、显示和制图[4] 。 作为

一款查询和空间分析功能强大的工具,现广泛应用

于国土、农林、交通、水利等不同领域。
遥感( remote

 

sensing,RS) 是利用卫星、航空飞

机等搭载传感器,依据不同地物对电磁波的反射波

谱不同而获取地物信息的先进技术[5] 。 遥感技术

现已广泛应用于森林资源调查、湿地遥感监测、荒漠

化遥感监测、森林火灾遥感监测、森林病虫害遥感监

测等领域[6] 。
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
是利用卫星信号、地面基站和用户接收机,通过物理

有关精准原理进行定位和追踪的系统。

2 材料与方法

2. 1 普查方法及步骤

本研究采用的遥感数据为 0. 8 m 的影像数据,
地形数据为 20 m 分辨率的 DEM 数据,充分利用稻

城县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稻城县森林资源规划

设计矢量数据、稻城县国土“三调”矢量数据,采取

内外业结合方式,进行标准地布设和大样地林分型区

划,然后再进行外业调查,形成最终数据成果。 利用

3S 技术进行火灾风险普查的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
2. 2 标准地和大样地布设

2. 2. 1 内业 GIS 布点图制作

利用 ArcGIS 对下载的稻城县 0. 8 m 分辨率的

遥感影像进行大气校正、几何校正,将校正后的影像

进行镶嵌,再沿稻城县矢量范围裁剪,得到稻城县遥

感影像[7] 。 叠加稻城县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
 

稻城县森林资源规划设计矢量数据、稻城县国土

“三调”矢量数据,利用植被纹理信息和矢量数据信

息进行分析研究,按照省级林草主管部门下达的标

准地分层要素的要求进行标准地内业布点和大样地

林分型内业区划。

图 1　 稻城县火灾普查技术路线

Fig. 1　 Technical
 

route
 

of
 

fire
 

survey
 

in
 

Daocheng
 

County

2. 2. 2 标准地和大样地现地验证

将标准地和大样地的坐标导入 GPS 定位仪,按
照分层因子优势树种组、起源、龄组和郁闭度(盖

度)进行外业核实,对符合标准地类型码的样地,使
用 PVC 管固定西南角位置,写上标准地编号,并用

RTK 采集西南角坐标。 对于不符合分层码的样地,
重新踏查筛选出符合类型的标准地,大样地林分型

重新区划,采集西南角坐标。
2. 2. 3 标准地和大样地布点确定

通过内业初步点位布设和外业标准地、大样地

现地验证,将最终确定的样地点位和大样地区划利

用 GIS 进行编辑,形成标准地和大样地布点方案,上
报省级林草主管部门进行方案报批,待批复后将点

位上传至全国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平台。 根据《四

川省第一次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普查实施方案》,
稻城县共布设 90 个标准地和 9 个大样地。 稻城县

样地分布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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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稻城县样地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sample
 

plots
 

in
 

Daocheng
 

County

2. 3 外业调查

2. 3. 1 工器具准备

无人机、载波相位差分仪(RTK)、GPS 定位仪、
数据采集平板、计算器、罗盘仪、花杆、恒温烘箱、便
携式电子天平、吊秤、枝剪、手锯、砍刀、铁耙、PVC
塑料管、编织袋、10 目网筛、钢围尺、布袋、塑料袋、
钢卷尺、角规、剪刀、防水签字笔、签字笔、自动铅笔、
橡皮擦、文件夹等。
2. 3. 2 标准地、大样地可燃物调查

利用奥维互动地图、数据采集平板和 RTK,导
航至样地位置或角规点位置,记录坐标,然后进行样

地或角规测量,按照《森林可燃物标准地、大样地调

查操作细则》进行数据与样品的采集。
2. 3. 3 重要火源点调查

以稻城县森林资源规划设计矢量图为基础,在
ArcGIS 中对林区边线进行缓冲分析,缓冲距离为

100 m,生成重要火源点调查图层。 在图层范围内对坟

墓、庙宇、工矿企业和旅游景点进行 GPS 坐标记录。
2. 3. 4 森林火灾减灾能力调查

收集防火物资储备库、防火阻隔系统、防火瞭望

监测系统、火险预警系统设施、防火道路、林业管护

站、防火检查站、宣传设施等工程的矢量图位置,利
用 ArcGIS 将其转换为 kml 格式,导入奥维互动地

图,现地逐一核实位置的准确性,对位置出现错误的

进行修改,最终落实到数据库中。
2. 4 内业图件成果编制

依据调查结果,在 ArcGIS 中建立稻城县森林火

灾风险普查的文件数据库,再分别建立不同调查要

素的数据集,各要素属性字段要符合四川省第一次

森林和草原火灾风险普查调查底图标准化处理技术

指南,为后期森林火灾危险性评估、森林火灾重点隐

患评估、森林火灾减灾能力评估、森林火灾风险评估

与区划、森林火灾防治区划等图件提供帮助。 稻城

县火灾风险普查内业图件编制示意如图 3 所示。

图 3　 稻城县火灾风险普查内业图件编制示意

Fig. 3　 Schematic
 

diagram
 

of
 

maps
 

preparation
 

for
 

the
 

fire
 

risk
 

survey
 

in
 

Daocheng
 

County

3 讨论与结论

　 　 虽然 3S 技术应用于森林火灾风险普查极大地

提高了林业调查的准确性和高效性,但也存在一些

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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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山区、林区等作业时,GPS 卫星信号被阻

挡的几率较大,信号较差,卫星空间结构差,易造成

失锁,重新初始化困难,影响正常作业[10] 。
2)RTK 作业模式要求高程的转换必须精确,但

稻城县处于高原地区,高程起伏较大,使得 GPS 大

地高程转换至海拔高程的工作相对较为困难,极大

地降低取得的高程经度[11] 。
3) RS 遥感数据受时空限制,普遍分辨率较低。

同时,遥感数据更新周期过长,部分新采伐地块不能

在影像中及时反映出来,为森林资源火灾风险评估

带来不准确性。 因此,要想直接将遥感影像用于布

设标准地或区划大样地困难。
4) RTK 仪器较为笨重,稻城属高海拔、高山峡

谷区域,携带不便。
基于 3S 技术的森林火灾风险普查调查方法极

大地提高了调查效率,传统的林业调查多为地形图

调查,与遥感卫星影像相比,调查的误差较大,且效

率低下[8] 。 结合 RS 和 GPS 技术核实并采集火灾风

险普查相关数据信息,同时输入属性信息,使外业调

查更准确高效,同时也减少内业录入工作量。 使用

GIS 的属性分析和空间分析功能进行内业工作处

理,极大地提高内业处理效率,也能提高成果图的可

视化效果[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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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互联网的区域森林防火气象服务系统进行软硬件设计,建立物联网技术的可视化系统,
融合多项气象数据采集技术,实时反馈气象数据。 结果表明,区域森林防火气象服务系统采用 B / S
模式,充分运用 Java

 

EE 技术、数据库管理,完成了整体系统、多重搭建、广泛使用的管理模式,有利于

提高区域森林气象数据管理的便利性,对于最大限度地预防火灾和顺利开展灭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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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技术;B / S 模式;气象数据;可视化;区域森林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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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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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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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time.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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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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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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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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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

怕的灾害,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最具毁灭性的后果。
森林火灾发生时还会产生大量烟雾,污染空气环境。
此外,扑救森林火灾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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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工农业生产,甚至造成人身伤亡,影响社会安

定。 如何有效的实施森林防火监测备受关注。
森林火灾危害大,扑灭困难,在火灾萌芽状态便

立即扑灭显得尤为重要。 森林火灾因为常发生在深

山老林中,不易发现,故而发现火灾对于早扑灭火灾

具有重要意义。 在森林可燃物和火源具备的情况

下,林火能否发生主要取决于火险天气,一般来说,
火险天气也就是有利于发生森林火灾的气候条件,
如气温高、降水少、相对湿度小、风大、长期干旱等,
因此气象观测和预报对森林防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环境给社会

各阶层带来了巨大挑战, 同时也提供了更多方

法[1-2] ,将各个地区的采集数据信息化,并实时通过

通讯装置 3G / 4G / 5G 通信传输到后台,能满足数据

采集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森林防火气象服务系统系统管理作为现代工业

的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同时涉及环境、
通信、运维等各方面均具备极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
业务的复杂性为管理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需要

开发信息软件进行数据管理[3-4] 。 系统根据防火气

象管理的需求,急需组建一个覆盖数据中心总部和

各个采集点的统一标准、信息互通便捷、流程简洁的

森林防火气象服务系统平台,既能实现采集点与数

据中心的数据交互,又可以实现各采集点之间的协

同。 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气象数据管理工作,对森林

防火气象服务系统数据管理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和

意义。 气象信息数据采集同样面临着采集工作的复

杂性和采集过程的专业性,采集的地区、环境、地形

等差异,需要不同的方案执行,对于气象信息数据的

采集也需要相当专业的技术。 本系统依托精细化的

网格气象服务数据及高分辨率的卫星雷达监测产品

建设,能提供精细化、有针对性的森林气象服务产

品,大大提升森林气象服务水平,有效强化防火的气

象服务能力,做到准确、及时、有效服务。

1 气象数据采集要点

采集过程中注意样本的选取,每种环境样本选

取 3 组。 采集系统可以连续不断地工作,在外部电

路中设计看门狗,在系统进入死循环时及时重启电

路。 所以采集系统具备免维护能力,在断电后能自

动休眠,在系统来电后会自动恢复工作。 采集系统

能接收远程的网络配置信息,实现一定程度的远程

配置升级。 对于采集的数据可以通过互联网传输到

服务器后台,方便后台操作人员对比和操作。 采集

设备具备自检功能,在发现传感器等出现异常数据

或不工作时会上传报警信息,对于采集过程中出现

的设备断电故障问题可以及时反馈。

2 关键技术

2. 1 Java
 

EE
Java

 

EE 一般缩写为 J2EE,是美国 SUN 集团推

出的一款针对企业的开发工具,具有快速部署且易

于入手的网络化编程语言,基于传统 Java 的一项变

种创新尝试,为公司和集团开发软件提供了新的选

择。 J2EE 的组件包括 JDBC、EJB、JNDI 等 13 项,其中

JDBC 用于数据库的读写,EJB 为企业级 JavaBean,在
一个企业级应用程序中作为一个可被管理的组件,随
着技术的发展更新,这项技术已逐渐被淘汰。 JNDI
是 J2EE 相关文件系统的接入路径管理,提供了一

个入口程序。 特别还有 Servlets 为 J2EE 的网页可

视化提供了动态特性,为 UI 的人机友好化带来极大

便利,所以 J2EE 是开发软件与网页的最佳选择。
2. 2 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技术是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物,通
过物联网技术可以实现万物互联,并可以通过传感

设备与互联网进行数据交换,实时对数据进行跟踪、
定位、收集。
2. 3 CDN 分发

区域森林气象服务系统需要数据发布和数据更

新等功能,需要采用内容分发技术,当前热门的 CDN
技术是理想的选择之一。 CDN 内容分发网络通过

在多处布置静态缓存服务[5-6] ,从而以存储空间换

取时间上的效率,会自动选择附近节点中的内容,以
代替请求服务器发送所需要的内容。 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基于 CDN 的理念又开发了 Squid、Varnish 等

软件,目前 Squid 慢慢退出 CDN 市场,而 Varnish 正

在兴起。 Varnish 的优点是减少了在网络上的请求

和响应要求,对于托管用户的互联网带宽有所下降,
节省了带宽,减少了服务器的请求,对服务器的载入

也随之减少,用户可立即获得请求的响应,因此也减

少了用户接入时间,增加了吞吐量,提高了可靠性。
这些优异的特性都将帮助提升管理系统使用的便利

性和稳定性,从而选择 CDN 作为管理系统的分发关

键技术。

3 系统设计方法

3. 1 数据可视化架构设计

气象检测系统服务利用 Java
 

EE 平台,采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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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架构组成,三层架构体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业务系统三层架构体系

Fig. 1　 Three-tier
 

architecture
 

of
 

business
 

system

　 　 Java
 

EE 业务系统有表示层、逻辑层和数据层,
其中比较关键的是利用逻辑层将表示层与数据层分

隔开,减少气象检测数据与外界连通,使系统数据更

具有安全性。
在用户界面层,系统给使用者提供了操作接口。

以 HTML 部署架构,CSS 与 JavaScript 编写程序逻

辑,还将 jQuery 与 Bootstrap 结合进行美学人机交互

的深度重构,实现业务管理功能。 再利用 Java
 

EE
平台将前端数据传递至逻辑层,然后将后台数据处

理后在前端显示。 在逻辑层主要实现业务登记流

程,把数据与业务流程结合,完成业务系统后台正常

运转,自动存取运算工业企业的相关信息数据,实现

用户界面与系统数据库的链接。 最终在数据层利用

Java
 

EE 平台逻辑层设计面向对象的应用接口,根据

逻辑层指令对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处理,再返回逻辑

层。 通过以上三层架构,实现整个业务管理系统的

正常流转,从而满足业务管理系统稳定运行的需要。
3. 2 物联网系统设计

必须充分了解掌握气象数据管理系统的原则、
架构、功能,才能设计出管理系统的建设方案。 气象

数据管理系统应满足软件行业多项技术标准原则,
防止出现不可控的软件故障问题,影响用户体验和

安全问题。 气象数据管理系统采用 B / S 结构,B / S
结构在 Internet

 

模式下的应用,成本较低,可以实现

不同工作人员对系统的操作与访问[7-8] ,在 B / S 结

构下数据平台和访问的权限更加安全,系统数据库

也相对比较安全。 系统由 SoTower 组件、MVC 开发

模式简化和规范开发流程,减少软硬件技术难题,充

分发挥 Java 的部署优势,可以在多系统之间灵活

移植。
在纵向上,后台对监测点可以自上而下或自下

而上地进行双向数据传输,通过一体化平台可以保

证数据安全有效的快速传输。
根据企业业务逻辑需求,对系统的数据库进行

设计,具体业务需求本系统采用 E-R 模型,直接跳

过数据库管理系统来表达实体之间的关系。 数据库

主要分为采集点数据表、气象数据处理后的记录表、
数据中心进行数据处理的记录表。 采集点数据表主

要包含各采集点的数据,气象数据处理后的记录表

主要是处理分析收集企业数据,反馈至系统后台,后
台再将结果反馈至气象数据记录,采集点与数据中

心之间的信息就能迅速协同。
外部物联采集设备需要满足低功耗和低成本要

求,综合考量下选用 CC 系列模块。 CC 系列模块价

格低廉,具备一定的数据处理功能,能满足低频的数

据采集转发需求,在物联网行业应用广泛。 目前行

业内已经存在物联网专用的芯片,这类芯片将常用

无线通讯模块与单片机封装到一起,增强数据采集、
分发、上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CC2540 就是这类芯

片,将数据采集与低功率蓝牙模块结合,本次物联网

设备选用此芯片作为主控芯片。 系统硬件及外部电

路如图 2 所示。

4 数据采集与可视化效果

气象物联数据管理系统采用 B / S 模式,充分运

用 Java
 

EE 技术、数据库管理,完成了整体系统、多
重搭建、广泛使用的管理模式,更有效地加快各采集

点之间的联系沟通,降低信息传递的拖延和失真。
同时管理系统采用的 Java

 

EE 技术使本系统具有很

好的可移植性,同时也提高了数据的安全性,使数据

更加安全可靠,气象数据采集的便利性和可靠性提

升明显。
物联网采集数据主要包含温度、湿度、PM2. 5、

PM10 等,采集模块使用模块化设计,具体采集模块

依据场景需要进行裁剪。 在实际使用中发现气象采

集系统在一年的不同时间、不同典型环境下,数据的

实时性以及可靠性、有效性均较高,以某森林中的采

集点为例,气象数据采集数据如表 1 所示。
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同一时间物联数据与现场

实测数据基本一致,误差基本在检测系统误差内,采
集系统数据稳定可靠。 3 d 统计结果平均维修时间

小于 8 min,平均无故障时间高于 7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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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电路硬件设计

Fig. 2　 Circuit
 

hardware
 

design

表 1　 气象数据采集

Tab. 1　 Meteorological
 

data
 

collection

试验
序号

实际
温度
/ ℃

实际
湿度
/ %

实际
PM10

/ (mg·m-3)

采集
温度
/ ℃

采集
湿度
/ %

采集
PM10

/ (mg·m-3)

1 24. 5 56 180 25. 3 55 168

2 16. 3 60 122 16. 4 60 130

3 5. 6 40 203 6. 0 40 196

4 -10. 2 14 192 -10. 4 14 185

5 -5. 0 20 188 -4. 8 20 178

　 　 通过葵花卫星数据或极轨卫星数据,实时监测

热点信息并突出显示,可查看该火点的过火面积、经
纬度坐标、林场地址等信息。 同时可对过去监测到

的热源点信息进行查看及导出,如图 3 所示。

5 结　 论

　 　 区域森林防火气象服务系统的设计与开发不仅

把握了世界绿色发展机遇,也是积极应对未来挑战

的正确选择。 区域森林防火气象服务系统采用 B / S
模式,充分运用 Java

 

EE 技术、数据库管理,完成了

整体系统、多重搭建、广泛使用的管理模式,更有效

地加快物联数据上载,各级采集点与数据中心之间

的联系沟通。 同时管理系统采用的 Java
 

EE 技术使

本系统具有很好的可移植性,同时也提高了数据的

安全性,使数据更加安全可靠。 对于区域森林气象

数据采集应用此管理系统不仅可以提升森林气象数

据的采集效率,同时还增强了各采集点之间的协同

能力,有效提高了森林气象数据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区域森林防火气象服务系统融合了先进的卫星监

测、雷达监测、气象观测站以及林区观测站的实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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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热点信息卫星监测

Fig. 3　 Satellite
 

monitoring
 

of
 

heat
 

source
 

point
 

information

测数据,观测站网密集,观测手段全面,用户可实时

查看各类监测实况数据,及时全面地为用户提供所

需要的实况资料,从而为森林防火的决策和实施提

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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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 2021 年 3 月 18 日较大森林火灾为例,利用火灾前后 Landsat
 

8 遥感

数据及 ENVI 遥感数据处理分析软件,通过图像预处理、计算归一化植被指数和燃烧面积指数等方

法,提取森林火灾过火区域,计算过火面积。 结果表明,利用 Landsat
 

8 数据能够较好地提取森林火

灾过火区域,过火面积估算准确率达 9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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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forest
 

fire
 

in
 

Hezhang
 

County,
 

Bijie
 

City,
 

Guizhou
 

Province
 

on
 

March
 

18,
 

2021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ed
 

Landsat
 

8
 

remote
 

sensing
 

data,
 

and
 

remote
 

sensing
 

data
 

processing
 

and
 

anal-
ysis

 

software
 

(ENVI),
 

to
 

extract
 

and
 

calculate
 

the
 

burned
 

area
 

based
 

on
 

image
 

preprocessing,
 

calculation
 

of
 

normalized
 

vegetation
 

index
 

and
 

burned
 

area
 

index.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urned
 

area
 

of
 

forest
 

fire
 

could
 

be
 

extracted
 

well
 

by
 

using
 

Landsat
 

8
 

data,
 

and
 

the
 

accuracy
 

of
 

burned
 

area
 

was
 

96. 2%.
Key

 

words: Landsat
 

8
 

remote
 

sensing
 

data;
 

forest
 

fire;
 

burned
 

area;
 

normalized
 

vegetation
 

index;
 

burn-
ed

 

area
 

index

收稿日期:2022-08-23.
第一作者:董奎(1990-),男,贵州织金人,工程师 . 主要从事林业调查规划工作 . Email:296940506@ qq. com
责任作者:陈兰(1998-),女,贵州安顺人,硕士研究生 . 主要从事林业调查工作 .



林
 

业
 

调
 

查
 

规
 

划

　 　 森林资源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全球和区域生态环境及地理气候有着重要意义。 由

于自然及人为等因素的影响,森林火灾时有发生,且
呈逐年增加趋势[1] ,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命财产安

全造成严重威胁[2] 。 如何有效预防森林火灾,减少

森林火灾对生态安全和生命财产的威胁,对改善和

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地理信息系统( GIS)、遥感技术( RS)
及全球定位系统( GPS)技术(统称“3S”技术)的逐

步成熟和快速发展,森林火灾监测和预防从传统地

面调查上升至天地一体结合,监测精度大幅提高,特
别是遥感技术因其具有时空分辨率高、覆盖面广、成
本低等优点,已被广泛应用于森林火灾监测和灾后

评估中,成为大面积森林火灾监测与过火面积估算的

重要手段[3-4] 。 利用低空间分辨率气象卫星 NOAA /
AVHRR 数据[5-6] 、中空间分辨率陆地卫星 MODIS
及国产环境卫星 HJ-1B 数据[7] 、高空间分辨率卫星

Landsat 系列数据[8-9] 进行的火灾监测研究取得了

较好成果。 以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3·18”森林火

灾为例,使用最新的高空间分辨率 Landsat
 

8 遥感数

据,利用 ENVI 软件对遥感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对
比火灾前后遥感影像,对此次森林火灾过火区域进

行分析,并测算过火面积。

1 研究区域及遥感数据

1. 1 研究区域

赫章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毕节市西部,地处乌

江北源六冲河和南源三岔河上游的滇东高原向黔

中山地丘陵过渡的乌蒙山区倾斜地带,介于东经

104°10′28″~ 105°01′23″,北纬 26°46′12″~ 27°28′18″,
东 西 长 85. 276 km,南 北 宽 77. 696 km,土地面积

3 250 km2。 境内最高海拔 2 900. 6 m(贵州屋脊小韭

菜坪),最低海拔 1 230 m,平均海拔 1 996 m。 赫章

县森林资源丰富,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58. 32%,荣获

“贵州省森林城市” 称号,境内有夜郎国家森林公

园、阿西里西景区、平山及水塘国有林场等重要生态

区分布。
赫章县“3·18”森林火灾发生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 16 时,起火地点位于可乐乡农场村顺山组后山

上,过火区域主要为灌木林和乔木林,火灾发生后,
市、县林业、应急、公安等部门及当地政府及时组织

扑救,火灾于 3 月 19 日下午扑灭,无人员伤亡。
1. 2 遥感数据

2013 年 2 月 11 日,美国 NASA 成功发射 Landsat

系列最新卫星 Landsat
 

8,该卫星携带 OLI 陆地成像

仪和 TIRS 热红外传感器。 OLI 陆地成像仪包括 9
个波段,成像宽幅为 185 km×185 km,空间分辨率为

30 m,其中包含 1 个全色波段,空间分辨率为 15 m,
OLI 包括 ETM+传感器所有波段,同时为了避免大气

吸收特征,OLI 对波段进行了重新调整,调整较大的

是 OLI
 

Band5(0. 845 ~ 0. 885 μm),排除 0. 825 μm 处

水汽吸收特征。 此外,还增加了 2 个新波段:蓝色波

段(0. 433 ~ 0. 453 μm)主要应用于海岸带观测,短波

红外波段(1. 36 ~ 1. 39 μm)包括水汽强吸收特征可

用于云检测;TIRS 热红外传感器包括 2 个单独的热

红外波段,空间分布率为 100 m。
查询得到研究区火灾前后卫星过境数据仅有

火灾发生当日及之后 3 月 25 日数据,因此本次研究

选取的火灾发生前后 Landsat
 

8 影像,分别是 3 月 18
日(成像时间为北京时间 11 ∶ 27)和 3 月 25 日(成

像时间为北京时间 11 ∶ 33)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科

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对地观测数据共享平台

(http: / / ids. ceode. ac. cn / index. aspx)。

2 研究方法

健康绿色植物的光谱特性主要取决于其叶片,
由于叶绿素的吸收作用,使植物在以 0. 5 μm 为中心

的蓝光波段和以 0. 67 μm 为中心的红光波段有吸收

谷,而在 0. 75 μm 附近的近红外波段内反射率迅速

增加,至 1. 1 μm 内反射率达峰值,形成了植被独特

的光谱反射特征[10-11] 。 而在中红外波段(1. 3 ~ 2. 5
μm),植被对光谱的吸收率增加,反射率大大下降,
特别是在水的吸收带形成低谷[12] 。 因此,可以通过

研究区域地物反射率变化来研究其植被覆盖情况变

化,森林火灾发生时,植被物理化学性质就会发生变

化,这种改变可以判别森林发生火灾的区域及其蔓

延趋势,从而实现利用遥感信息监测森林火灾,并且

在火灾发生后还可以根据图像的变化情况对森林受

灾面积进行统计分析。 在林火遥感研究领域,常用

的有归一化植被指数 ( NDVI )、 燃烧面积指数

(BAI)、归一化燃烧指数(NBR)等。 根据以往研究,
结合此次过火区域提取研究重点,选取 NDVI 和

BAI 进行目标提取和统计计算。
2. 1 遥感数据处理

由于研究使用的 Landsat
 

8 数据为 1 级产品,提
取火灾信息前需经过预处理,主要包括打开数据、可
见光及近红外数据辐射定标、大气校正、植被指数计

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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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辐射定标

利用 ENVI5. 3 软件中辐射定标工具( ToolBox /
Radiometric

 

Correction / Radiometric
 

Calibration) 分别

对两期影像可见光-近红外数据进行辐射定标,
为方便后续大气校正,将数据定标为辐射亮度值

(radiance)。
2. 1. 2 大气校正

为有效地去除水蒸气、气溶胶散射效应等影响,
需对数据进行大气校正,本文采用 FLAASH 大气校

正模型进行校正。 利用 ENVI5. 3 大气校正工具

(ToolBox / Radiometric
 

Correction / Atmospheric
 

Correc-
tion

 

Module / FLAASH
 

Atmospheric
 

Correction)对辐射

定标后数据进行大气校正,将大气表观反射率校正

为地表反射率。
2. 1. 3 植被指数计算

根据归一化植被指数和燃烧指数计算公式,利
用 ENVI5. 3 波段计算工具( ToolBox / Band

 

Algebra /
Band

 

Math)或直接使用植被指数计算工具(ToolBox /
Band

 

Algebra / Spectral
 

Indices) 进行计算,得到两期

影像 NDVI 和 BAI。
2. 2 过火区域提取及面积估算

利用波段组合显示、计算 NDVI 和 BAI 等方式,
提取森林 (植被) 区域过火区域。 植被覆盖区域

NDVI 通常高于 0,利用该条件判别植被和非植被

区,以减少其他因素对提取结果的干扰,再利用火灾

前后 NDVI 差值图像进行二次判别,最后利用燃烧

面积指数 BAI 差值进行阈值判断,得出最终过火

区域。

3 研究结果

热红外数据可以监测火灾等自然灾害引发的热

突变,对于 Landsat
 

8 数据来说,长波红外(LWIR)可

以检测到热点信息,并能区分高空冷云和燃烧烟雾,
而短波红外(SWIR)可以穿透雾霾和烟雾,所以,利
用短波红外影像可以穿透烟雾分析活跃的森林火点

和识别火点。 在 ENVI 软件中,使用短波红外数据

组合(R = SWIR2,G = SWIR1,B = SWIR2) 形成假彩

色合成图像(图 1),可以明显看出,3 月 25 日图像

上粉红色区域能较好显示火烧位置及大致范围。
计算火灾前后两期影像的 NDVI(图 2),对比分

析发现,3 月 18 日上午火灾未发生,研究火点区

NDVI 值指数较高(图像较亮),植被覆盖较好,火灾

发生后,在 3 月 25 日 NDVI 图像上看出,燃烧区域

NDVI 值下降(较暗)。 统计前后两期 NDVI 影像最

图 1　 研究区 3 月 18 日(a)和 3 月 25 日(b)
Lantsat

 

8 假彩色合成图像

Fig. 1　 Lantsat
 

8
 

false
 

color
 

composite
 

image
 

on
 

March
 

18th
 

(a)
 

and
 

March
 

25th
 

(b)
 

in
 

the
 

research
 

area

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及标准差等特征值,火灾发生

后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 特征值发生明显变化,火
灾发生前高于火灾发生后(表 1)。

通过波段组合和归一化植被指数计算,能定性

描述此次火灾发生情况,为进一步排除其他因素对

灾前灾后影像突变的影响,需进一步计算影像燃烧

面积指数 BAI(图 3)。
利用 ENVI 软件像素查看器分析火灾前后燃烧

指数值(Data 值)发现,3 月 25 日燃烧面积指数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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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区 3 月 18 日(a)和 3 月 25 日(b)NDVI 影像

Fig. 2　 NDVI
 

images
 

of
 

the
 

research
 

area
 

on
 

March
 

18th
 

(a)
 

and
 

March
 

25th
 

(b)

表 1　 研究区火灾前后 NDVI 特征值统计

Tab. 1　 NDVI
 

characteristic
 

values
 

before
 

and
 

after
 

fire
 

in
 

the
 

research
 

area

时间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火灾前(18 日) 0. 09272
 

0. 95213
 

0. 53002
 

0. 16993
 

火灾后(25 日) 0. 03552
 

0. 54427
 

0. 30964
 

0. 10752
 

高于 3 月 18 日(图 3 十字光标位置),说明燃烧区域

明显,采用 BAI 能较好表征燃烧区域。

图 3　 火灾前后 BAI 像素值对比

Fig. 3　 Comparison
 

of
 

BAI
 

pixel
 

values
 

before
 

and
 

after
 

fire

　 　 然而,从 BAI 图像上发现,存在非植被区域产

生热突变现象(BAI 较高),这可能是 3 月 25 日影像

部分区域云覆盖率较高以及非植被区热源影响,需
进一步结合 NDVI 和 BAI 对真实燃烧区域(过火区

域)进行识别提取。 采用图像差值法及阈值法进行

变化检测,即通过火灾发生前 3 月 18 日 NDVI 值

(高于 0 代表植被区)将非植被区剔除,再对植被区

NDVI 进行差值计算(差值高于 0 即为突变),进一

步排除干扰,最后对筛选后的区域 BAI 进行差值计

算,得出真实过火区域(图 4)。

图 4　 BAI 差值

Fig. 4　 Difference
 

of
 

burned
 

area
 

indexes

　 　 由 BAI 差值图可以看出,燃烧区和非燃烧区

BAI 差异明显。 采用 BAI 阈值法进行过火区域像素

提取,经过不断尝试,最终设定 150 为 BAI 差值图像

判别阈值,DN值高于150即为燃烧区,低于150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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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BAI 阈值提取结果

Fig. 5　 Extraction
 

results
 

of
 

burned
 

area
 

index
 

threshold

为背景值,通过波段计算得出阈值提取结果(图 5)。
　 　 利用 ENVI 软件将燃烧区域栅格转换矢量数

据,导入 ArcGIS 软件中进行制图和面积统计(图 6)。
计算过火区域矢量数据面积为 69. 21 hm2,根据此次

火灾事故现地调查报告,地面调查过火面积为 66. 7
hm2,二者相差 2. 51 hm2,遥感估算准确率为 96. 2%。

图 6　 提取结果叠加天地图影像

Fig. 6　 Extraction
 

results
 

overlaid
 

with
 

sky
 

map
 

images

4 结　 论

利用火灾前后 Landsat
 

8 数据,通过图像预处

理、计算归一化植被指数和燃烧面积指数、设定阈值

等方法,提取了赫章县“3·18”森林火灾过火区域,

估算了过火面积。 研究发现,利用 Landsat
 

8 数据计

算归一化植被指数和燃烧面积指数能较好表征森林

火灾发生情况,可用于灾后损失评估。 经过计算,最
终得出基于 Landsat

 

8 遥感数据的估算面积为 69. 21
hm2,地面实测过火面积为 66. 7 hm2,二者相差 2. 51
hm2,遥感估算准确率高达 96. 2%,估算精度较高,
可满足实际工作需要。 误差来源可能是遥感数据空

间分辨率限制(Landsat
 

8 数据为 30 m)及数据质量

影响,同时,在我国西南山区云雾天气较多的情况

下,较高云覆盖对遥感数据质量的影响会使估算结

果产生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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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层次分析法结合灰色理论构建了宁波森林公园康养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四大森林

公园的康养潜力进行了评价和排序。 结果表明,宁波四大国家级森林公园康养潜力均较大,其开发

价值均较高,其中奉化溪口森林公园具有相对最高的康养潜力评分,值得重点发展康养事业。 认为

森林公园康养潜力多层次灰色评价法中所需的样例数少,对于层次分析法中出现的信息不完备以

及信息不确切等问题可加以有效解决,从而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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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ealth
 

preservation
 

potential
 

of
 

forest
 

parks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four
 

major
 

forest
 

parks
 

in
 

Ningbo
 

was
 

evaluated
 

and
 

ranked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multi-level
 

gre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l
 

of
 

four
 

forest
 

parks
 

had
 

a
 

great
 

potential
 

and
 

were
 

worthy
 

for
 

forest
 

health
 

preservation
 

development,
 

especially
 

Xikou
 

Forest
 

Park
 

in
 

Fenghua
 

had
 

the
 

highest
 

potential
 

value
 

to
 

take
 

great
 

efforts
 

to
 

develop.
 

This
 

paper
 

believed
 

that
 

the
 

multi-level
 

grey
 

evaluation
 

method
 

of
 

the
 

health
 

preservation
 

potential
 

of
 

forest
 

parks
 

required
 

a
 

small
 

number
 

of
 

samples,
 

and
 

the
 

problems
 

of
 

incomplete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n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could
 

be
 

effectively
 

solved,
 

so
 

as
 

to
 

make
 

the
 

evaluation
 

results
 

more
 

objective
 

and
 

cred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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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气候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 随着社会、经济

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现代人工作及生活压力日益

增长,运动量减少,城市人居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

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加重视健康养生之道。 森林

拥有优质富氧的森林环境、丰富多彩的森林景观以

及深厚浓郁的森林文化等,能够缓解人们心理及精

神压力,亦可辅助治疗相关疾病,其作为一类重要而

独特的康养资源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人群。 森

林康养依托于优良的森林环境和自然资源,具备康

复、疗养等多项功能,以全面促进人的身心发展为目

的而进行各类疗养、康复、养生和休闲活动。 青少

年、亚健康人群、老年等人群,从森林小气候、芬多

精、负氧离子等康养要素中,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生理

上都能获得显著的健康效益,同时也可促进社会

交往[1-6] 。
国内外对于森林康养的研究有很多。 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巴特的威利斯赫恩镇创立了世界

上第一个森林医疗基地,“森林康养”得到推广和普

及。 美国森林资源丰富,将森林作为旅游休闲场所,
进而开展森林保健。 日本形成“森林浴”理念,并在

2007 年建立了首个森林康养基地认证体系。 随后

森林康养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7] 。 Hansen 等[8]

研究发现,漫步或短居在森林中,能够有效地缓解心

理、精神压力。 Lee 等[9]认为,森林浴能够对人体的

身心健康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StiAsdotter 等[10] 将

森林自然疗法联系人的行为,规划设计森林医疗

花园。
森林康养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 李正泉

等[11]研究丽水市生态气候发现,丽水的森林覆盖率

达 80. 8%,休闲养生适宜性在国内城市中具有突出

优势。 李济任等[12-13] 、宋子健等[14] 、晏琪[15] 、潘洋刘

等[16]均对构建森林康养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做出了

一定的研究。 陆晓梅等[17] 对黄山的森林养生旅游

开发潜力进行多层次灰色评价研究并建立相应的评

价指标。 景志慧等[18] 对巴中南阳森林公园的旅游

资源开发潜力也进行了多层次灰色评价研究。 徐高

福等[19] 、马德辉等[20] 、李欣华等[21] 、李祗辉[22] 均探

析需要深入增强康养资源评价指标来促进森林康养

产业发展。
目前,对森林资源康养潜力的定量评价研究尚

浅,且尚未有系统的森林康养潜力评价指标体系。
而宁波地处中国华东沿海,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

分明。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宁波也不乏国家级

森林公园,诸如奉化溪口国家森林公园、余姚四明山

国家森林公园、鄞州天童国家森林公园、宁海双峰国

家森林公园,且奉化溪口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5A 级旅游区,余姚四明山、奉化、宁海是宁波市三大

“中国天然氧吧”区。 鉴于此,尝试建立森林资源康

养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 AHP 层次分

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以宁波市四大国家级森林公

园为例,采用多层次灰色评价法对其康养潜力进行

测算,旨在为宁波森林公园森林康养活动的潜力开

发提供参考和借鉴。

2 研究方法

层次分析法 (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简称

AHP),是将与决策相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
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

策方法。 期间运用求解判断矩阵特征向量的办法,
求得每一层次的各元素对上一层次某元素的权重,
最后再加权和的方法递阶归对总目标的最终权重。
它多被应用于旅游开发潜力评价的研究中。 但层次

分析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信息不完备(咨询

专家时,专家易因不满足传递性公理而丢失部分评

价信息),以及信息不确切(专家评价时易出现建立

在专家的个人经验、认知能力上的人为因素偏差)等
问题。 为有效解决 AHP 法的上述问题,可运用将层

次分析法与灰色系统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实现。
灰色系统理论是一种研究样例数少、信息量少、

系统因素间关联程度不确定性问题的新方法,其主

要优点在于:(1)对于信息不确切的系统具有较明

显的分析优势;(2)所需的样例数少,研究分析计算

相对简易[23] 。 灰色理论与 AHP 法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常用于城市、旅游、工程、投资等方面的评价,评价

结果客观有效[24-27] 。 本文在宁波森林公园康养潜

力的评价上尝试运用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以宁波

四大森林公园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宁波森林公园康养潜力的多层次灰色评价研究

步骤如下:(1)应用因子分析法整理出影响森林公

园康养潜力的关键因素,将这些关键因素指标分配

至相对应的递阶内容层次,从而构建多层次评价指

标体系,并制定评价指标的评分等级标准;(2)运用

李克特量表进行评价指标的量化,利用 AHP 法确定

各层次的评价指标的权重;(3)使用专家评价法对

评价对象进行打分,依据灰色评价过程确定评价样

本矩阵和评价灰类,求得灰色评价权向量;(4)计算

出各评价对象的康养潜力综合评价值并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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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咨询的专家学者主要是在旅游管理、经
济学、地理学、林学、生态学、风景园林学、医学、心理

学等相关领域有深入研究,其中也不乏对森林公园

有着丰富研究经验的专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以

上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使评价过程更加科学,
结果更加客观,能更真实地反映森林公园康养情况。

3 实证研究

3. 1 评价指标体系

森林康养开发潜力评价指标的遴选是森林康养

开发潜力评价的关键点和首要的难点,若评价指标

不全面和不准确,将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

准确性。 目前国内仍未有一套较为成熟的森林康养

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通过借鉴国标和国内外研究

成果,根据全面性、层次性和可行性的原则,并结合

宁波森林公园的实际情况及相关专家咨询和问卷调

查的结果等,综合遴选出 30 项评价森林康养开发潜

力的评价指标,最终确定了宁波森林公园康养潜力

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该指标体系分 4 个层次。 总目标层为森林康养

潜力评价体系 H;H 分成 H1 资源价值、H2 环境价值

和 H3 开发价值 3 个方面,形成综合层,进而形成 8
个要素层及 30 个指标层的递阶层次,对森林公园康

养潜力进行全面系统的测量。
3. 2 计算评价指标权重

运用 AHP 法对所有评价指标进行权重计算。
在评价指标间的重要性时常采用 1-9 标度法,即用

1、3、5、7、9 标度前者较后者同等重要、稍重要、明显

重要、强烈重要、极端重要,2、4、6、8 标度介于相邻

两种情况间的过渡情形,而后者较前者的重要性标

度值用前者较后者的重要性标度值的倒数来表示。
鉴于不同专家对于指标间互比的重要性的认知存在

差异,指标量化阶段经过数轮反馈后最终确定了评

价指标间互比的重要性标度值,并进行 AHP 法求权

重的相关计算后,通过了判断指标矩阵的一致性检

验(由于篇幅有限,具体计算过程略),进而求得各

层次的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表 1)。
3. 3 确定评价样本矩阵

参照国家环境行业相关标准和研究区的实际情

况[28-40] ,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对宁波四大森林公园

的康养潜力评价指标进行评分评价。 评价值为 1、
2、3、4、5 时,分别表示康养潜力价值很不好、不好、
一般、好、很好;评价值为

 

1. 5、2. 5、3. 5、4. 5 时,分别

表示介于相邻两种情况间的过渡情形。

表 1　 森林公园康养潜力评价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ealth
 

preservation
 

potential
 

of
 

forest
 

parks

目
标
层

综合层

综合 权重

要素层

因素 权重

指标层

指标 权重

森
林
康
养
潜
力
评
价
体
系
H

H1

资源
价值

0. 2395 H11

康养
价值

0. 3667 H111 观赏游憩价值 0. 1687

H112 养生体验价值 0. 5616

H113 艺术审美价值 0. 2697

H12

资源
属性

0. 6333 H121 资源丰度和规

模

0. 5571

H122 资源组合度 0. 1226

H123 资源影响力 0. 3203

H2

环境
价值

0. 6232 H21

自然
环境

0. 5679 H211 森林覆盖率 0. 1282

H212 植物杀菌素含

量

0. 1096

H213 负氧离子浓度 0. 1072

H214 海拔高度 0. 0555

H215 温度和湿度 0. 2451

H216 风速 0. 1035

H217 地表水质量 0. 0763

H218 土壤环境质量 0. 0574

H219 声环境 0. 1172

H22

人文
环境

0. 0982 H221 民俗养生文化 0. 6999

H222 中医药养生文

化

0. 1936

H223 康养人文氛围 0. 1065

H23

多样性和
稳定性

0. 3339 H231 生态环境方面 0. 7750

H232 物种方面 0. 2250

H3

开发
价值

0. 1373 H31

区位
设施
条件

0. 5834 H311 交通条件 0. 3442

H312 食宿条件 0. 0988

H313 购物条件 0. 0687

H314 安全设施 0. 1765

H315 医疗卫生设施 0. 3118

H32

建设
条件

0. 4166 H321 环境容量 0. 1183

H322 用地条件 0. 1005

H323 社会经济条件 0. 2366

H324 专项规划、政
府支持

0. 3682

H325 科普宣传力度 0. 1764

　 　 根据现有的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研究发现,通
常采用 5 个数据列进行研究即可得到客观可信的评

价结果[41-43] 。 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通过宁波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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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业
 

调
 

查
 

规
 

划

国家森林公园的官方网站、宁波市统计局、宁波市政

府信息公开网、宁波市气象局和宁波市环保局等渠

道,邀请了 5 位对森林公园有着丰富研究经验的专

家,分别对四个国家森林公园进行打分,综合获得了

定量指标数据,形成样本评价矩阵。
设第 p 个专家对第 S 个森林公园评价形成的矩

阵为 D(S) ,其中 d(S)
ijkp 为评价分,S 为数值(1 代表四

明山、2 代表溪口、3 代表天童、4 代表双峰)。 设综

合层 H= (Hi ) = (H1,H2,H3 ),要素层 Hi = (Hij ) =
(Hi1,Hi2,. . . ,Himi

),指标层 Hij = (Hijk ) = (Hij1,Hij2,
. . . ,Hijmij

)。 各层对应的指标权重分别为 A = (Ai) =

(A1,A2, A3 ), Ai = ( Aij ) = ( Ai1, Ai2, . . . , Aimi
), Aij =

(Aijk)= (Aij1,Aij2,. . . ,Aijmij
)。 由于篇幅原因,本文仅

展示以宁波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D(S)=

d(S)
1111 d(S)

1112 . . . d(S)
111p

d(S)
1121 d(S)

1122 . . . d(S)
112p

. . . . . . . . . . . .
d(S)
ijmij1

d(S)
ijmij2

. . . d(S)
ijmijp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H111,H112,...,Hijmij
)T

3. 4 确定评价灰类和灰色系数

根据森林康养潜力评价指标很好、好、一般、不
好、很不好 5 个灰类等级,每一个灰类都对应着一个

白化权函数 fe(e= 1,2,3,4,5)。 第一灰类“很好”(e=
1),灰数1∈[5,∞ );第二灰类“好” ( e = 2),灰数

2∈[0,4,8];第三灰类“一般” ( e = 3),灰数3 ∈
 

[0,3,6];第四灰类“不好”(e= 4),灰数4 ∈[0,2,
4];第五灰类“很不好”(e= 5),灰数5 ∈[0,1,2]。
其白化权函数公式分别如下:

f1 =

1
5

 

d(S)
ijkp ,d(S)

ijkp ∈ [0,5]

1,d(S)
ijkp ∈ [5,肀)

0,d(S)
ijkp ∉ [0,肀]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f2 =

1
4

 

d(S)
ijkp ,d(S)

ijkp ∈ [0,4]

- 1
4

 

d(S)
ijkp + 2,d(S)

ijkp ∈ [4,8]

0,d(S)
ijkp ∉ [0,8]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f3 =

1
3

 

d(S)
ijkp ,d(S)

ijkp ∈ [0,3]

- 1
3

 

d(S)
ijkp + 2,d(S)

ijkp ∈ [3,6]

0,d(S)
ijkp ∉ [0,6]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f4 =

1
2

 

d(S)
ijkp ,d(S)

ijkp ∈ [0,2]

- 1
2

 

d(S)
ijkp + 2,d(S)

ijkp ∈ [2,4]

0,d(S)
ijkp ∉ [0,4]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f5 =
1,d(S)

ijkp ∈ [0,1]
- d(S)

ijkp + 2,d(S)
ijkp ∈ [1,2]

0,d(S)
ijkp ∉ [0,2]

ì

î

í

ï
ï

ïï

3. 5 计算灰色评价系数

对于评价指标 Hijk,其灰色评价系数为

o(S)
ijke =∑

5

p = 1
fe(d(S)

ijkp )

宁波四明山森林公园康养潜力评价指标 A111

(观赏游憩价值) 灰色评价系数为 o(1)
111e。 当 e = 1,

o(1)
1111 =∑

5

p = 1
f1(d(1)

111p)= f1(5) + f1(4. 5) + f1(5) + f1(4. 5)

+ f1(5)= 1+0. 9+1+0. 9+1 = 4. 8。 同理可得:当 e =

2,o(1)
1112 = 4;当 e= 3,o(1)

1113 = 2;当 e = 4,o(1)
1114 = 0;当 e = 5

时,o(1)
1115 = 0。 所以,对于评价指标 H111,宁波四明山

森林公园康养潜力属于各个灰类的总灰类评价系数

o(1)
111 =∑

5

e = 1
o(1)

111e+o(1)
1111 +o(1)

1112 +o(1)
1113 +o(1)

1114 +o(1)
1115 = 4. 8+4+2+

0+0 = 10. 8。
3. 6 计算灰色评价权向量

经过归一化,获得评价对象的权矩阵为 u(S)
ijke =

o(S)
ijke /∑

5

e = 1
o(S)
ijke (e= 1,2,3,4,5)以及评价指标 Hijk 灰色

评价权重向量 u(S)
ijk = (u(S)

ijk1 ,u(S)
ijk2 ,u(S)

ijk3 ,u(S)
ijk4 ,u(S)

ijk5 )。
就评价指标 A111,5 位专家对宁波四明山森林公

园康养潜力主张第 e 个评价灰类的灰色评价权向量

记为 u(1)
111e,则当 e= 1,u(1)

1111 = o(1)
1111 /∑

5

e = 1
o(1)

111e = 4. 8 / 10. 8 =

0. 4444。 同理可得:当 e = 2,u(1)
1112 = 0. 3704;当 e = 3,

u(1)
1113 = 0. 1852;当 e= 4,u(1)

1114 = 0;当 e = 5,u(1)
1115 = 0。 所

以,宁波四明山森林公园康养潜力评价指标 H111 对

于各灰类的灰色评价权向量为 u(1)
111 = ( u(1)

1111,u(1)
1112,

u(1)
1113,u(1)

1114,u(1)
1115)= (0. 4444,0. 3704,0. 1852,0,0)。

同理可计算出 u(1)
112 ,u(1)

113 ,u(1)
121 ,u(1)

122 ,u(1)
123 ,u(1)

211 ,u(1)
212 ,

u(1)
213 ,u(1)

214 ,u(1)
215 ,u(1)

216 ,u(1)
217 ,u(1)

218 ,u(1)
219 ,u(1)

221 ,u(1)
222 ,u(1)

223 ,
u(1)

231 ,u(1)
232 ,u(1)

311 ,u(1)
312 ,u(1)

313 ,u(1)
314 ,u(1)

315 ,u(1)
321 ,u(1)

322 ,u(1)
323 ,

u(1)
324 ,u(1)

325 。 宁波四明山森林公园康养潜力 H11 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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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H11j( j = 1,2,3),H12 所属指标 H12j( j = 1,2,3),
H21 所属指标 H21j( j= 1,2,3,4,5,6,7,8,9),H22 所属

指标 H22j( j= 1,2,3),H23 所属指标 H23j( j = 1,2),H31

所属指标 H31j( j= 1,2,3,4,5),H32 所属指标 H32j( j =
1,2,3,4,5),对于各指标评价灰类的灰色评价权矩

阵为 U(1)
11 ,则 U(1)

12 、U(1)
21 、U(1)

22 、U(1)
23 、U(1)

31 、U(1)
32 如下:

U(1)
11 =

u(1)
111

u(1)
112

u(1)
113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0. 4444 0. 3704 0. 1852 0 0

0. 4798 0. 3599 0. 1603 0 0

0. 4114 0. 3801 0. 2084 0 0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U(1)
12 =

u(1)
121

u(1)
122

u(1)
123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0. 4276 0. 3753 0. 1971 0 0

0. 3657 0. 3933 0. 2409 0 0

0. 4798 0. 3599 0. 1603 0 0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U(1)
21 =

u(1)
211

u(1)
212

u(1)
213

u(1)
214

u(1)
215

u(1)
216

u(1)
217

u(1)
218

u(1)
219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

0. 4798 0. 3599 0. 1603 0 0

0. 4114 0. 3801 0. 2084 0 0

0. 4619 0. 3653 0. 1728 0 00

0. 3803 0. 3889 0. 2308 0 00

0. 4798 0. 3599 0. 1603 0 00

0. 3515 0. 3975 0. 2510 0 00

0. 3657 0. 3933 0. 2409 0 00

0. 3515 0. 3975 0. 2510 0 00

0. 3956 0. 3846 0. 2198 0 0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U(1)
22 =

u(1)
221

u(1)
222

u(1)
223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0. 3243 0. 4054 0. 2703 0 0

0. 2987 0. 3734 0. 2885 0. 0393 0

0. 2748 0. 3435 0. 3053 0. 0763 0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U(1)
23 =

u(1)
231

u(1)
232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0. 4619 0. 3653 0. 1728 0 0

0. 3515 0. 3975 0. 2510 0 0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U(1)
31 =

u(1)
311

u(1)
312

u(1)
313

u(1)
314

u(1)
315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ú

=

0. 2413 0. 3016 0. 3291 0. 1280 0

0. 2866 0. 3583 0. 2969 0. 0581 0

0. 2205 0. 2756 0. 3438 0. 1601 0

0. 2987 0. 3734 0. 2885 0. 0393 0

0. 2987 0. 3734 0. 2885 0. 0393 0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ú

U(1)
32 =

u(1)
321

u(1)
322

u(1)
323

u(1)
324

u(1)
325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ú

=

0. 4619 0. 3653 0. 1728 0 0

0. 4444 0. 3704 0. 1852 0 0

0. 2522 0. 3153 0. 3212 0. 1113 0

0. 3657 0. 3933 0. 2409 0 0

0. 3657 0. 3933 0. 2409 0 0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ú

3. 7 综合评价各级评价指标

3. 7. 1 综合评价三级指标

先对宁波四明山森林公园康养潜力的三级评价

指标 H11、H12、H21、H22、H23、H31、H32 作综合评价,评
价结果为 B(1)

11 、B(1)
12 、B(1)

21 、B(1)
22 、B(1)

23 、B(1)
31 、B(1)

32 。
B(1)

11 =A11 ×U(1)
11 = (0. 4554,0. 3671,0. 1775,0,0)

B(1)
12 =A12 ×U(1)

12 = (0. 4367,0. 3726,0. 1907,0,0)

B(1)
21 =A21 ×U(1)

21 = (0. 4256,0. 3758,0. 1985,0,0)
B(1)

22 = A22 × U(1)
22 = ( 0. 3141, 0. 3926, 0. 2776,

0. 0157,0)
B(1)

23 =A23 ×U(1)
23 = (0. 4371,0. 3725,0. 1904,0,0)

B(1)
31 = A31 × U(1)

31 = ( 0. 2724, 0. 3405, 0. 3046,
0. 0800,0)

B(1)
32 = A32 × U(1)

32 = ( 0. 3581, 0. 3692, 0. 2462,
0. 0263,0)

3. 7. 2 综合评价二级指标

再对宁波四明山森林公园康养潜力的二级评

价指标 H1、H2、H3 作综合评价,评价结果为 B(1)
1 、

B(1)
2 、B(1)

3 。

B(1)
1 =A1 ×

B(1)
11

B(1)
12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0. 4436,0. 3706,0. 1858,0,0)

　 B(1)
2 =A2 ×

B(1)
21

B(1)
22

B(1)
23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0. 4185,0. 3764,0. 2036,

0. 0015,0)

　 B(1)
3 =A3 ×

B(1)
31

B(1)
32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0. 3081,0. 3525,0. 2803,

0. 0576,0)
由 B(1)

1 、B(1)
2 、B(1)

3 得宁波四明山森林公园康养

潜力的总灰色评价权矩阵 U(1) :

U(1) =
B(1)

1

B(1)
2

B(1)
3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0. 4436 0. 3706 0. 1858 0 0
0. 4185 0. 3764 0. 2036 0. 0015 0
0. 3081 0. 3525 0. 2803 0. 0576 0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3. 7. 3 综合评价一级指标

然后对宁波四明山森林公园康养潜力的一级评

价指标 H 作综合评价,得其综合评价结果为 B(1) :
B(1) = A × U(1) = ( 0. 4093, 0. 3717, 0. 2101,

0. 0089,0)
3. 8 评价对象综合评价值计算及排序

研究宁波森林公园的康养潜力评价中,评价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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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等级值化向量 C= (5,4,3,2,1),得到评价对象的

综合得分 W(n) = B(n) CT。 故宁波 4 个森林公园康养

潜力综合评价值如下:
W(四明山) = B(1) ×CT = ( 0. 4093,0. 3717,0. 2101,

0. 0089,0)(5,4,3,2,1) T = 4. 1814
W(溪口) = B(1) × CT = ( 0. 4062, 0. 3791, 0. 2124,

0. 0024,0)(5,4,3,2,1) T = 4. 1894
W(天童) = B(1) × CT = ( 0. 3852, 0. 3829, 0. 2271,

0. 0047,0)(5,4,3,2,1) T = 4. 1483
W(双峰) = B(1) × CT = ( 0. 3880, 0. 3752, 0. 2251,

0. 0116,0)(5,4,3,2,1) T = 4. 1393
得四大森林公园康养潜力综合评价的排序为:

　 W(溪口) >W(四明山) >W(天童) >W(双峰)

根据以上计算,宁波四大森林公园的森林康养

潜力综合评价值均大于等于 4,均为优先开发森林

康养景区。 宁波溪口森林公园不仅有青山碧水、幽
谷飞瀑的自然景观,还有蒋氏故居、禅宗古刹等人文

景观,是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健康养生及餐饮住

宿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公园,且位置距离宁波市

区相对较近且交通较方便。 四明山森林公园内古木

参天、千峰竞翠、湖泊连绵、奇岩众多,有千种植物及

多种鸟类景观,并有仰天湖、商量岗等景区,生态旅

游独显风采,但位置距离宁波市区相对较远且交通

较不便。 天童森林公园以森林、寺庙、奇石、云雾、溪
瀑等构成,植被茂密,风景优美,更有神秘莫测的岩

洞、深邃幽幻的峡谷等奇异自然景观,位置距离宁波

市区相对较近且交通较方便。 双峰森林公园植被繁

茂葱郁,奇树异木千姿百态,溪谷瀑泉美不胜收,但
位置距离宁波市区相对较远且交通较不便。 总体来

说,宁波溪口森林公园的康养潜力最高,四明山森林

公园次之,紧接着分别为天童森林公园和双峰森林

公园。
3. 9 评价结果检验

为检验多层次灰色评价方法的宁波四大森林公

园康养潜力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使用特尔

菲调查法,邀请四大森林公园的规划建设专家、资源

保护专家和公园管理人员等对研究结果进行评价。
多方的评价结论与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从而验证了

将多层次灰色方法应用于森林公园康养潜力评价具

有一定的准确性,可以为其他森林公园的康养研究

提供参考和借鉴。

4 结　 论

本文通过多层次灰色分析法综合评价,不仅构

建了宁波森林公园康养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也

对宁波四大国家森林公园的康养潜力进行了具体评

价。 研究结果表明,四大国家级森林公园在发展森

林康养事业中的优势与劣势共存,整体来说均具有

较高的森林康养开发价值潜力,尤其奉化溪口森林

公园可重点开发森林康养事业。 另外,将 AHP 和灰

色系统理论这两个方法有机结合,研究过程所需样

例数少,研究结果客观可信,不仅有效地解决了以往

AHP 法中出现信息不完备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信

息不确切的问题。 研究结果望能为未来宁波森林公

园康养开发规划提供有益的参考。 宁波森林公园可

凭借自身的优势条件充分展现宁波森林康养独一无

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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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环境大气中非甲烷总烃(NMHC)属于重要污染物,其成分结构较为复杂,种类较多,部分非

甲烷总烃化合物具有致癌作用、刺激性和毒性,有时还会形成二次有机气溶胶和光化学烟雾,造成

环境污染,严重威胁着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 研究绿道规划植被非甲烷总烃排放与大气污染间存

在的响应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采用光合有效辐射和叶温等基本变量,计算绿道规划植被 NMHC 排

放量,分析不同植被排放的 NMHC 成分构成,获取了光强和温度对植物排放 NMHC 速率产生的影

响。 采用最大增量活性因子法 MIR 和丙烯等效浓度(Prop-Equiv)研究绿道规划植被 NMHC 排放

与臭氧生成潜势(OFP)之间的关系,进而获得 NMHC 排放与大气污染之间的响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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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
 

methane
 

total
 

hydrocarbons
 

are
 

important
 

pollutants
 

in
 

the
 

environmental
 

atmosphere,
 

with
 

complex
 

composition
 

and
 

diverse
 

types.
 

Some
 

non
 

methane
 

total
 

hydrocarbon
 

compounds
 

have
 

carci-
nogenic,

 

irritating
 

and
 

toxic
 

effects,
 

and
 

sometimes
 

form
 

secondary
 

organic
 

aerosols
 

and
 

photochemical
 

smog,
 

caus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seriously
 

threaten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The
 

research
 

on
 

the
 

respo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
 

methane
 

total
 

hydrocarbon
 

(NMHC)
 

emis-
sions

 

from
 

vegetation
 

and
 

atmospheric
 

pollution
 

in
 

greenway
 

plann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pro-
posed

 

method
 

calculated
 

the
 

NMHC
 

emissions
 

from
 

vegetation
 

by
 

using
 

the
 

basic
 

variables
 

such
 

as
 

photo-
synthetic

 

effective
 

radiation
 

and
 

leaf
 

temperature,
 

analyzed
 

the
 

NMHC
 

components
 

of
 

different
 

vegetation
 

emissions,
 

and
 

obtain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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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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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s.
 

On
 

this
 

basis,
 

the
 

maximum
 

incremental
 

reactivity
 

factor
 

method
 

( MIR)
 

and
 

propylene
 

equiva-
lent

 

concentration
 

(Prop-Equiv)
 

were
 

us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getation
 

NMHC
 

emissions
 

and
 

ozone
 

formation
 

potential
 

(OFP)
 

in
 

greenway
 

planning,
 

and
 

to
 

obtain
 

the
 

response
 

relationship
 

be-
tween

 

NMHC
 

emissions
 

and
 

ai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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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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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
 

method;
 

propylene
 

equiv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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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
Equiv);

 

ozone
 

formation
 

potential
 

(OFP)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愿景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高度协同,应尽快构建新一代大气污染防治科学体

系。 新政策已把“治标和治本很好地结合起来”,同
时将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减排,共同助力

“碳达峰”“碳中和” “双碳” 战略目标。 当前,我国

面临光化学烟雾、酸雨、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其中

痕量气体是大气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带来的环

境问题不容忽视。 通过对环境中痕量气体浓度的分

析发现,活性低、寿命短的痕量气体变化明显,变化

迅速,对大气的影响比较大。 大气痕量成分中含有

非甲烷总烃(NMHC),是城市化学烟雾的主要成分。
在酸除尘过程中,NMHC 在有机酸的组成中起着很

大作用[1] ,经调查发现,在全球范围内,人为排放的

NMHC 远低于植物排放的 NMHC,通过上述分析可

知,研究绿道规划植被 NMHC 排放与大气污染的响

应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方法

1. 1 参数计算

经调查发现,光照和温度等均会影响植物排放

NMHC 的速度,两者之间呈正相关。 随着光照和叶

温的增加,植物排放 NMHC 的速度加快,相反,随着

光照和叶温的降低,植物排放 NMHC 的速度降低。
当光撤去时,植物 NMHC 的排放量不断降低,最后

降至为 0。 在温度为 40℃ 时,且光照处于中等水平

条件下,植物排放的 NMHC 达到饱和[2] 。 在上述分

析的基础上,通过光合有效辐射和叶温等基本变量

计算植物的 NMHC 排放量 R,具体计算公式为:

R =∑
i
R i =∑

i
NliR0iηiεi (1)

式中:R i 为第 i 种植物的 NMHC 排放量;Nli 为叶生

物量;R0i 为第 i 种植物在标准光强和标准温度下排

放异戊二烯的潜力,其中标准光强为 1 000 μmol /
(m2·s)时,标准温度为 303 K;εi为控制变量,该变

量考虑了长期排放活性,可通过下式计算得到:

ε =
0 K < K0,K > (K0 + KD)

sin
K - K0

KD
K0 ≤ K ≤ (K0 + KD)

ì

î

í

ï
ï

ïï

(2)

式中:K0 为植物初始排放异戊二烯的时间;K为植物排

放异戊二烯的当天;KD 为植物排放异戊二烯的总天数。
公式(1)中的 ηi 为排放活性因子,其表达式为:

ηi = exp
cT1(T - TS)

TST( ){ } 　

　 　 　 1 + exp
cT2(T - TM)

TST( ){ } ×
βcT1

1 + β2( ) (3)

式中:T 为植物表面温度;温度 TM = 314 K;参数 β =
0. 002 7;cT1 = 1. 066 J / mol;cT2 = 2 300 J / mol;TS 为标

准条件下植物的叶温。
1. 2 植物 NMHC 排放构成

植物表面存在的挥发油组成会影响植物非甲烷

总烃(NMHC)的排放,不同植物排放的 NMHC 构成

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植物排放的 NMHC 构成

Tab. 1　 Non
 

methane
 

total
 

hydrocarbons
 

emitted
 

by
 

different
 

plants

植物 非甲烷总烃成分

开花期
的槐树

β-罗列烯、异戊二烯、d-苎烯、α-蒎烯、β-蒎烯、α-
松油烯

松树　 正十一烷、α-蒎烯、壬烷、β-蒎烯、辛烷、α-松油烯、
庚烷、d-苎烯、戊烷、β-罗列烯、异戊二烯、单萜烯

槐树　 正十一烷、异戊二烯、戊烷、戊烯

柏树　 β-罗列烯、α-蒎烯、d-苎烯、α-松油烯、单萜烯

杨树　 异戊二烯

　 　 单萜烯和异戊二烯是植物排放的主要非甲烷总

烃成份,植物中的链烷烃含量较少。 典型的针叶树

种包括柏树和松树,该类植物排放的 NMHC 主要为

单萜烯。 典型的阔叶树种包括槐树和杨树,该类植

物排放的 NMHC 主要由异戊二烯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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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松树 NMHC 的排放速率

光强和温度对植物排放非甲烷总烃 NMHC 的

速率会产生影响。 本次研究的各种植物信息均在春

季 4 月收集。 春季的日照和光强较温和。 首先研究

不同时间段光强和温度变化(图 1)。

图 1　 春季 4 月不同时间段光强和温度数据

Fig. 1　 Light
 

intensity
 

and
 

temperature
 

data
 

for
 

different
 

time
 

periods
 

in
 

April

　 　 确认不同时间段松树的光强和温度变化后,研
究不同时间段松树 NMHC 排放速率(图 2)。

图 2　 不同时间段受光强和温度影响的松树

NMHC 排放速率

Fig. 2　 Emission
 

rate
 

of
 

NMHC
 

from
 

pines
 

affected
 

by
 

light
 

intensity
 

and
 

temperature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由图 2 可知,在一天内,松树排放 NMHC 的速

率在 15 ∶ 30—16 ∶ 00 和 00 ∶ 30—1 ∶ 00 时处于高峰

期,这种现象的发生与其自身的生理特性有关。 一

天的光照强度和温度在中午时最高,此时,植物与外

界的气体交换速度最高,呼吸和光合作用最高,因
此,植物排放 NMHC 的速率达到最大[3-4] 。 植物的

光合作用在夜间基本停止,但植物的呼吸作用未停

止,植物的呼吸作用在子夜前后达到峰值。 按照一

天的光照强度和温度,对柏树、杨树、槐树也进行

NMHC 排放速率收集。
1. 2. 2 柏树 NMHC 的排放速率

不同时间段受光强和温度影响的柏树 NMHC
排放速率见图 3。

图 3　 不同时间段受光强和温度影响的柏树

NMHC 排放速率

Fig. 3　 Emission
 

rate
 

of
 

NMHC
 

from
 

cypresses
 

affected
 

by
 

light
 

intensity
 

and
 

temperature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由图 3 可知,柏树的 NMHC 排放速率相对较低,
与松树相比,其值在 0 ~ 0. 5μg / (g·h)范围。
1. 2. 3 杨树 NMHC 的排放速率

不同时间段受光强和温度影响的杨树 NMHC
排放速率见图 4。

图 4　 不同时间段受光强和温度影响的杨树

NMHC 排放速率

Fig. 4　 Emission
 

rate
 

of
 

NMHC
 

from
 

poplars
 

affected
 

by
 

light
 

intensity
 

and
 

temperature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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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4 可知,杨树是研究的几种植物中 NMHC
排放速率最高的树种,其值在 41~45μg / (g·h)范围。
1. 2. 4 槐树 NMHC 的排放速率

不同时间段受光强和温度影响的槐树 NMHC
排放速率见图 5。

图 5　 不同时间段受光强和温度影响的槐树

NMHC 排放速率

Fig. 5　 Emission
 

rate
 

of
 

NMHC
 

from
 

locust
 

trees
 

affected
 

by
 

light
 

intensity
 

and
 

temperature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由图 5 可知,槐树的 NMHC 排放速率在 1 ~ 3μg /
(g·h)范围。

槐树和柏树排放 NMHC 的速率呈季节性规律,
在冬季,树木释放出的非甲基烃类化合物的速度比

春季要慢,而在秋季和夏季中,以夏季为最高。 树叶

是树木排放 NMHC 的主要途径。 冬季常绿树木如

柏树和松树的 NMHC 排放速率较低,造成这种现象

的主要原因是树木在冬季的生理过程变慢,进而降

低了排放 NMHC 的速率。

2 NMHC 排放与大气污染的响应关系

大气中存在的挥发性有机物种类较多,不同种

类的有机物对应的结构有所不同,物种与大气间存

在的化学反应直接受物种结构的影响。 臭氧生成潜

势 OFP 直接受 NMHC 各物种最大增量反应活性和

浓度的影响[5-6] ,其中最大增量反应活性描述的是

每毫克 NMHC 物质生成的臭氧质量,臭氧生成潜势

OFP 可通过下式计算得到:

OFP =∑
i

[NMHC] i·Mi·MIRi

MO3

(4)

式中:Mi为物质的质量;MIRi为最大增量反应活性;
MO3

为臭氧的质量;[NMHC] i为 NMHC 各物种在实

际观测过程中的大气环境浓度。

绿道规划植被 NMHC 排放与大气污染的响应

关系分析采用的方法为最大增量活性因子法 MIR[7]

和丙烯等效浓度 Prop -Equiv。 研究绿道规划植被

NMHC 排放对 OFP 的影响, 获得绿道规划植被

NMHC 排放与大气污染的响应关系。
不同类别 NMHC 在环境大气中的占比以及对

OFP 贡献率和 Pro-Equiv 浓度如图 6 所示。

图 6　 NMHC 组成占比与臭氧生成潜势

贡献率和 Pro-Equiv 浓度关系

Fig. 6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NMHC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OFP
 

and
 

Prop-Equiv
 

concentration

　 　 由图 6 可知,从含碳数浓度和体积混合比角度

分析,烷烃对 NMHC 的贡献率为 60%,对 OFP 贡献

率和丙烯等效浓度进行分析,烯烃占比分别为 62%
和 50%,在所有物种中,烯烃对臭氧生成的贡献最高。
芳香烃和烯烃的反应活性较大,容易在环境中参与光

化学反应,对臭氧生产的贡献较高。
芳香烃、烯烃、烷烃在一年四季中对 Prop-Equiv

的贡献率如图 7 所示。

图 7　 不同季节 Prop-Equiv 贡献率

Fig. 7　 Contribution
 

rate
 

of
 

Prop-Equiv
 

concentration
 

in
 

different
 

s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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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7 可知,烯烃在一年四季中对 Prop-Equiv
的贡献率较高,在春季和冬季中,烯烃的 Prop-Equiv
贡献率要低于秋季和夏季,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烯烃拥有较低的沸点,夏季和秋季的温度相对

较高,烯烃更容易挥发[8] 。 图 8 为芳香烃、烯烃和烷

烃在一年四季中的 OFP 贡献率。

图 8　 不同季节的 OFP 贡献率

Fig. 8　 Contribution
 

rate
 

of
 

OFP
 

in
 

different
 

seasons

　 　 由图 8 可知, OFP 贡献率变化情况与 Prop -
Equiv 贡献率变化情况接近,烯烃在一年四季中的

OFP 贡献率最高。 Prop-Equiv 和 OFP 排名如图 9,
图 10 所示。

图 9　 Prop-Equiv 及其贡献率排名

Fig. 9　 Ranking
 

of
 

contribution
 

rate
 

of
 

Prop-Equiv
 

concentration

　 　 烯烃和芳香烃在两个排名中均名列前茅,在上

述排名中只存在环己烷这一种烷烃,剩下的物种均

图 10　 OFP 及其贡献率排名

Fig. 10　 Ranking
 

of
 

contribution
 

rate
 

of
 

OFP

为芳香烃和烯烃。 在大气环境中芳香烃的浓度较

低,但其反应活性和含碳数较高,因此拥有较大的臭

氧生成贡献,分析 Prop-Equiv 可知,对臭氧贡献最

大的是顺式-2-丁烯。 NMHC 在春季、夏季、秋季和

冬季的 OFP 如图 11,图 12 所示。

图 11　 春季和夏季 OFP 排名

Fig. 11　 Ranking
 

of
 

OFP
 

in
 

spring
 

and
 

summer

　 　 由图 11 和图 12 可知,春季 OFP 排名前三名为

环己烷、顺式-2-丁烯、2-甲基己烷,夏季 OFP 排名

前三名为环己烷、异丁烷、丙烷;秋季 OFP 排名前三

名为环己烷、顺式-2-丁烯、2-甲基己烷;冬季 OFP
排名前三名为丙烷、异丁烷、顺式-2-丁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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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秋季和冬季 OFP 排名

Fig. 12　 Ranking
 

of
 

OFP
 

in
 

autumn
 

and
 

winter

3 结　 论

1)对我国 4 种常见树种 NMHC 排放测算结果

显示,松柏等针叶树种排放的主要是单萜烯,松树也

排放少量的异异戊二烯和链烷烃,杨树、槐树等阔叶

树排放的主要是异戊二烯,槐树在花期也会释放一

定数量的单萜烯。
2)树种的 NMHC 排放规律不仅与树种自身的

结构、成熟度、生理周期等内在因素有关,而且受温

度、光照强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 温度越高,光
照越强,植物的排放速率就越大。 杨树异戊二烯排

放速率与环境温度呈良好的对数线性相关。
3)不同树种 NMHC 排放速率差异较大。
4)植物的 NMHC 排放是大气中 NMHC 的一个

重要来源,无论是排放量还是反应性皆如此。 本文

涉及的树种和采集的样本数量比较有限,只能得出

一些初步结论。 非常有必要继续在此领域进行更深

入、更细致的研究。

4 讨　 论

在二次有机气溶胶和对流层臭氧形成过程中,
NMHC 发挥着重要作用,甲苯和苯均属于 NMHC,会
对大气环境、 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产生影响。
NMHC 的来源较多,具有复杂的成分结构和较多的

种类,研究 NMHC 造成的大气污染时,通常只研究 2
-12 含碳数的 NMHC 化合物,不同的 NMHC 化合物

的物理化学性质均不相同,因其分子结构和含碳数

存在差异。 因此不同 NMHC 化学物由其自身的浓

度水平、化学结构和含碳数决定其物理和化学性质。
在大气化学研究领域中,植被排放的 NMHC 与

大气污染之间存在的响应关系属于重要部分,可根

据两者之间的响应关系制定酸雨防治对策和光化学

烟雾污染的控制策略。 在大气化学研究过程中,对
大气环境的变化实行相关的评价和预测具有重要意

义,可按照人为来源和天然来源划分大气中存在的

NMHC,其中植物排放的 NMHC 在天然来源 NMHC
中占据较大比例,因此,研究绿道规划植被 NMHC
排放与大气污染之间的响应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所
提方法根据绿道规划植被排放的 NMHC 中存在的

各类物种与 OFP 之间的关系,获得绿道规划植被

NMHC 排放与大气污染之间的响应关系,为降低环

境污染、大气污染以及保障人体健康提供了相关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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