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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吴彩莲 , 查 轩

(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研究所 ,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 :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国际土地科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前沿领域之

一 ,也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点。从气候、生物多样性、土地退化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福建省土地利用/ 覆被变

化对陆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土地利用变化对湿地的影响。结果表明 :土地利用通过改变土地覆被将从正反

两面影响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主要通过改变地表反射率和大气中气体含量影响气候质

量 ;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覆被程度引起土壤侵蚀的程度不同 ,土壤侵蚀过程加速了土壤养分的流失

与土壤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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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and Use/ Land Cover Changes on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Fujian Province

WU Cai2lian , ZHA Xuan
( Institute of Geography , Fujian Norm al U niversity , Fuz hou 350007 , Fujian Province , China)

Abstract : The influence of land use/ land cover change on ecosystems i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f rontiers of land sci2
ence research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on a regional e2
cosystem , with a focus on aspects including biodiversity , climate and land degrad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and use affects biodiversity in Fujian Province both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due to different types of change in

land coverage. Land use affects the climate , mainly by changing the land surface albedo and atmospheric composi2
tion.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use lead to different degrees of soil erosion and soil nutrient loss. The paper also con2
siders the effects of land use on wet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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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人类面临的许多环境与发展问题都与土地

利用/ 覆被变化 (L UCC) 有关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研

究已成为地理学综合研究的国际前沿课题 [1 —3 ] 。

1995 年 ,具有全球影响的两大国际组织“国际地圈与

生物圈计划”( IGBP)和“全球变化人类影响和响应计

划”( IHDP)共同制订了“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变化科

学研究计划” ,将其列为全球环境变化的核心项

目[4 ] 。在此影响下 ,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制定了

L UCC 研究计划。近年来 ,L UCC 对区域生态影响日

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一方面是由于 L UCC 过程

的区域差异大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生态建设往往通过

改变土地利用方式来实现 ,L UCC 区域环境效应的评

估与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关系重大[5 ] 。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与区域生态环境二者之间有

着紧密的联系 ,土地利用变化导致土地覆被的变化 ,

从而影响区域或景观范围内环境变化。这种景观范

围的环境变化包括系统性和累积性 2 个层次的变化 :

前者指景观动态变化 ,而后者指局部小区域的变化 ,

但其累积效果影响整个区域或景观范围的环境现象 ,

如植被变化、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水质和水

环境变化等[6 ] 。本文主要从生物多样性、气候、土壤

退化等方面分析土地利用格局的改变对福建省生态

环境的影响。

1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对生态多样性
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的总和 ,它

包括了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种类 ,它们

所拥有的基因 ,以及它们与生存环境所组成的复杂生

态系统。大量数据表明 ,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威胁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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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土地利用通过改变地表覆

被将从正反方面影响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如生境恢复

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将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

而城市扩展、道路建设、土地开垦、森林的砍伐与炼

山、湿地改造等 ,所有的过程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改变

了原来的生境 ,引起生境丧失或破碎化 ,其结果是导

致生物多样性下降。同时 ,土地利用变化诱发的环境

污染、温室气体增加、碳平衡失调和臭氧层耗损等将

会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7 ] 。

1 . 1 　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指对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多样性进行保护。而在诸多的保护措施

中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则是保存生物基因 ,繁衍濒危

生物物种 ,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措施

之一[8 —9 ] 。

到 2000 年 ,福建省已建立各级自然保护区 58

个 ,面积约 3. 69 ×105 hm2 , 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3. 07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龙栖山自然保护区、梅

花山自然保护区和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

区已被纳入国际人与生物圈自然保护区网 ,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武夷山已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

地区 ,是世界野生动植物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武夷

山区内蕨类植物 280 种 ,裸子植物 25 种 ,被子植物

2 222种 ,区内动物 5 000 多种[10 ] 。自然保护区的建

立 ,有效地加强了野生动植物和生态系统地保护和管

理 ,有利于福建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加强地区的生

态安全 ,从而实现经济 —社会 —环境协调发展。

1 . 2 　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化。城市

化过程剧烈地改变着土地覆被 ,大量城市建筑取代原

生地林地、田野和水域等。大大减少了生物种类。福

建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仅 1990 —2000 年的 10 a 间 ,全

省耕地面积由 1. 57 ×106 hm2 减少到 1. 38 ×108

hm2 ,净减 1. 93 ×105 hm2 。而工矿用地增加了

40. 9 %[10 ] 。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必然伴随着区域环

境和生物多样性变化。土地利用类型转变后 ,可以适

应新生环境的物种将继续生存下去 ,迁移能力强的物

种将迁移到附近适宜的生境中 ,而迁移能力弱的又未

能适应新环境的物种将在局地灭绝。目前存在的生

物多样性分布格局是过去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长期演

变的结果。其结果不仅仅导致物种丰富度的下降 ,还

将导致物种组成的改变[7 ] 。此外 ,天然阔叶林锐减、

大量消失或被人工林所代替 (至 1997 年 ,人工林面积

达 4. 12 ×106 hm2 ,与 1987 年相比 ,人工林面积平均

年增长率为 7. 6 %) ,使得整个森林植被结构发生变

化 ,使许多野生动植物的原生生境遭到不同程度破

坏 ,严重影响了栖息于此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多样

性。森林生态环境逐渐消失或退化 ,导致野生生物种

数量下降 ,珍稀物种濒临灭绝 ,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

2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对气候的影响

人类为了生产和交通的需要 ,填湖造路 ,建造大

型水库 ,以及改农业用地为非农业用地等 ,改变了土

地利用方式 ,从而改变了地表植被的种类及覆盖程

度 ,而地表及其覆盖的植被决定着太阳辐射在地表的

分配 ,这种分配形成了不同尺度上气候系统的边界环

境[4 ] 。土地表面性质发生变化时引起能量的重新分

配 ,从而影响气候的变化。

2 . 1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对大气质量的影响

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可以改变大气中气体的

含量和组成 ,影响大气质量。2000 年全省 23 个城市

绿化覆盖面积 19 500 hm2 ,其中建成区 14 875 hm2 ,全

省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7. 25 m2 ,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 33. 12 % ,与 1986 年相比 ,全省城市的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提高了 101. 39 %和

126. 69 %[10 ] 。城市绿化面积的增加 ,加大了对空气

的净化 (如吸收 CO2 、制造 O2 、吸收有毒气体等等) ,

有效地维护城市 CO2 和 O2 的平衡 ,减轻了城市的大

气污染 (如 SO2 的浓度由 1996 年的 0. 024 mg/ m3 降

至 2002 年的 0. 015 mg/ m3) ,使城镇空气质量得到进

一步的改善 ,2000 年全省城市空气质量平均指数为

0. 70 ,属轻度污染 ,与“八五”期间相比 ,城市质量明显

好转 ,空气质量指数降低 27. 9 %[10 ] 。福州、厦门等

14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优于 Ⅱ级标准[11 ] 。

2 . 2 　城市“热岛”效应明显

城市热岛是城市化气候效应的主要特征之一 ,它

与土地利用类型和下垫面性质密切相关。同时 ,其热

岛强度又与城市规模、人口密度、能源消耗量和建筑

物密度等密切相关。福建省建成区面积不断拓宽 ,

1986 —2000 年间 ,由 184. 36 km2 增至 449. 06 km2 。

城市用地的大规模扩展 ,使以人工铺砌的道路、广场

建筑物和构筑物为主的下垫面面积大大增加 ,从而导

致城市热岛中心面积不断扩大 ,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增

强。以福州市为例 ,20 世纪 60 —70 年代福州中心城

区年平均气温比市郊高 0. 3 ℃～0. 6 ℃,而近 10 a 来

平均年温差达 1 ℃～2 ℃[12 ] 。

3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对土壤的影响

土壤发生是母质、生物、气候、地形、时间等环境

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13 ]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会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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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自然现象和生态过程的变化 ,如土壤侵蚀、土壤

微生物量和土壤养分的变化等等 ,从而导致土壤发生

过程和土壤性质发生改变。引起土壤侵蚀与土壤养

分变化的因素很多 ,本文主要从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

利用方式的变化这 2 个方面来分析土地利用/ 覆被变

化对土壤侵蚀和土壤养分的影响。

3 . 1 　土壤侵蚀与土地利用类型的关系

人类活动影响能改变土地的利用状况 ,进而影响

着土壤侵蚀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整个福建省的天然

植被 ,包括常绿阔叶林、针叶林、混交林等 ,其生物量

均较大 ,具有较强的涵养水土能力 ,土壤侵蚀难以发

生。然而在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下 ,地形条件发生了改

变 ,恶化了土壤特性 ,破坏了植被资源 ,从而加剧了土

壤侵蚀。1999 年土壤全省遥感调查显示[14 ] ,因工程

建设造成的土壤侵蚀达 11 989 hm2 ,2000 年因矿山开

采造成水土面积达 25 100 hm2 。

从土壤侵蚀与土地利用类型的关系看 ,土地利用

类型不同引起的土壤侵蚀率是不同的 (表 1) 。表 1

说明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其土壤侵蚀率差异很大。

裸土地和旱地土壤侵蚀率最高 ,分别为 60. 95 %和

55. 42 %。而侵蚀率最低的为有林地 ,其侵蚀率仅为

3. 30 %。而且从表中不难看出 ,植被覆盖率越高 ,其

土壤侵蚀率则越低 ,故而 ,只要有一定植被覆盖 ,各种

土地利用类型土壤侵蚀均可得到相应的控制。

表 1 　福建省各种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类型的土壤侵蚀率 %

类 型 旱地 有林地
灌木
林地

疏林地
其它
林地

高覆盖
度草地

中覆盖
度草地

低覆盖
度草地

公交建
设用地

裸土地
其它
土地

侵蚀率 55. 42 3. 30 5. 29 11. 50 28. 78 14. 59 26. 98 44. 82 20. 17 60. 95 22. 21

3 . 2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对土壤养分的影响

土壤养分是土壤提供和协调植物营养条件及环

境条件的能力。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覆被类型的空

间组合影响着土壤养分的迁移。对于同一种土地利

用类型 ,植被组合类型和覆盖度不同 ,土壤有机质贮

量有明显区别[15 ] 。研究表明 ,林下土壤耕垦后 ,土壤

养分迅速降低。其中土壤有机质的下降幅度很大 ,氮

磷钾的下降幅度较小 ,在从次生林演变到人工林的过

程中 ,表土 (0 —20 cm)有机质下降 32. 4 %～62. 9 % ,

全氮下降 25. 6 %～ 42. 7 % , 全磷下降 12. 3 %～

18. 2 % ,全钾下降 15 %～31 %[16 ] 。说明土地利用方

式的转变 ,引起地表覆被的变化 ,必然会引起土壤养

分的变化。土地利用类型不同 ,土壤养分含量也有所

不同。从表 2 可以看出 ,福建省耕地土壤养分含量 ,

特别是有机质含量大大低于相应的自然土壤 ,耕垦后

土壤氮素含量将普遍减少[17 ] 。

表 2 　福建省农田和自然植被下土壤氮素含量的变化

取样地点 土地利用类型 全氮含量/ (g·kg - 1)

万木林 阔叶林 2. 32

万木林 混交林 2. 09

黄华山 马尾松林 1. 35

黄华山 坡耕地 1. 23

房 道 坡耕地 0. 92

徐 墩 果 园 0. 74

4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对湿地影响

湿地无论从面积、数量和分布方面考虑都是世界

上重要的资源 ,也是世界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历史上农业是影响湿地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在淡水流

域和河口地区 ;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活动 ,如围海造田、

道路和排水设施的修建直接导致湿地数量的减少 ,而

城市化则是湿地损失的主要原因 ,城市化过程中产生

的污染物通过点源污染或非点源污染途径进入湿地 ,

使湿地水质量下降、威胁原有物种的生存。此外 ,造

林、工业发展都导致湿地的损失。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城市建设用地

大量增加 ,城区水域面积逐渐减少。从 1986 年到

2000 年间 ,福建省陆域湿地面积由 1. 70 ×106 hm2 下

降到 1. 46 ×106 hm2 ,减少了 2. 36 ×105 hm2 ,其中减

少的湿地以水田和滩地为主。在城区水域面积不断

减少的同时 ,随着城市周边山地的水库建设和城市沿

江防洪堤的修建 ,城区河网与过境河流之间的水体交

换受到严重污染。由于水域面积的不断缩小和污染

严重 ,城市湿地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调节功能被严重

削弱 ,生态的有序性和稳定性遭受破坏。

5 　结　论

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可以引起一系列区域生态环

境问题。深入认识和研究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过程 ,对于维持生态平衡 ,采取合理

的土地管理方式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土地利用模式都

有重要意义。

以上分析可见 ,目前福建生态环境总体较好 ,森

林覆盖率居全国首位 ;主要城市空气质量基本达到功

能区规定标准等。但在一些关系生态安全重大问题

上 ,形势仍较严峻 ,福建省土地利用呈现土地紧缺 ,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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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积不断减少 ,建设用地比重日益加大 ,人地关系

矛盾突出等特征。土地利用/ 覆被结构变化的不合

理 ,引起生物多样性下降 ,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增强 ,土

壤侵蚀日益加剧 ,土壤养分流失严重 ,湿地的生态调

节功能被严重削弱。应合理控制建设用地的扩展 ,在

土地利用变化方面 ,应从实际出发 ,土地利用模式应

建立在生态发展模式的基础上 ,坚持经济与生态效益

相结合 ,以促进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 ,协

调好人类、生物、环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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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管流与坡面渗流历时差异的主要特点进

行了研究 ,但随着降雨过程不同 ,二者历时差异也有

各自的特点 ,即在长历时低强度的降雨过程中 ,二者

历时的差异明显大于短历时、高强度降雨的情况。不

同的降雨过程 ,管流与坡面渗流的出现与历时问题还

有待作进一步的观测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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