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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 的江西省生态环境脆弱性动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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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对认识、保护和改造生态环境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了

江西省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表现特征 ,结合生态环境潜在脆弱性、胁迫脆弱性、现实脆弱性 ,提出了生态环境

脆弱性动态评价的方法和步骤 ,并对江西省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了动态评价。研究表明 ,江西省生态环境

脆弱性总体趋于缓和 ,2000 年与 1985 年相比 ,变化主要集中在由较高脆弱性向较轻脆弱性转变 ,总面积为

102 820. 49 km2 ,占全省总面积的 61. 61 %。同时 ,根据生态环境脆弱性现状和发展趋势 ,讨论了生态脆弱

性分区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生态环境治理对策。

关键词 : 江西省 ; 生态环境 ; 脆弱性评价 ; 分区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02288X(2009) 0520190207 　 中图分类号 : F830. 2 , G633. 91

Dynamic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Frangibil ity of Jiangxi Province Based on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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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Dynamic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f rangibility is not onl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 p reserve , and im2
pro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 but also essential to p romote t 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 ure. The char2
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 rangibility in J iangxi Province are analyzed.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potential f rangibility , intimidate f rangibility , and realism f rangibility toget her for t he dynamic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f rangibility. The met hod and step of dynamic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f rangibility in J iangxi Prov2
ince are t hen presented.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 hat the eco2environmental f rangibility in t he province tends to

relaxation. By comparing 1985 wit h 2000 , t he dynamic change of ecological f rangibility is f rom high f rangi2
bility to low f rangibility and the total area is 102 820. 49 km2 , which account s to about 61. 61 % of t he total

area of J iangxi Province. At t he same time , t 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developing t rend of ecological f rangibil2
ity are analyzed and t he division of ecological f rangibility and the management of t he f ragile ecological envi2
ronment are discussed.

Keywords : ecological frangibil ity; dynamic evaluation ; theory and method

　　江西省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 ,面积 1. 669 ×105

km2 ,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1. 74 % ,为华东 6 省 1 市

之首。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江西全省总人口达 4

139. 8 万人 ,人均土地资源非常有限 ,且自然条件相

对复杂 ,水土流失 ,旱涝灾害频繁 ,生态退化 ,生物多

样性削弱 ,水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脆弱性问题越来越

暴露出类型多 ,范围广 ,时空演变快等特点 ,已成为该

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了解和研究江西省

生态环境脆弱性 ,对其脆弱性进行有效的评价 ,就是

为了科学认识该区生态环境现状 ,科学把握生态环境

脆弱性的驱动机理、演变过程、发展趋势 ,对不同脆弱

生态环境进行区划并提出治理对策 ,配合“生态功能

区划”和“国土主体功能区划”的实施 ,更好地保护和

改善生态环境 ,对于区域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社

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江西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特征概述

脆弱生态环境是指那些对环境因素的改变反映

敏感 ,生态稳定性差 ,在人类活动的作用下 ,生态环境

易于向不利于人类利用的方向发展 ,并且在现有的经



济水平和技术条件下 ,这种负向发展的趋势得不到有

效遏止的连续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是生态系统在

特定时空尺度相对于外界干扰所具有的敏感反应和

自恢复能力 ,是自然属性和人类干扰行为共同作用的

结果[ 122 ] 。从总体上看 ,江西省气候温湿 ,土地肥沃 ,

水源充沛 ,森林覆盖率高 ,生态系统齐全 ,生物资源丰

富 ,生态环境保持相对较好的状态 ,鄱阳湖更是被誉

为我国的“最后一盆清水”,相对于其它地区具有明显

的生态优势 ,是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

1. 1 　水土流失现象逐步改善但形势依然严峻

江西省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 ,降水丰沛 ,雨

量年内分配不均 ,且多以大雨、暴雨形式出现。江西

省独特的地形、地貌、土壤、植被、气象等自然条件 ,加

上人为因素的影响 ,极易产生水土流失。目前 ,水土

流失已经成为制约该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因素。

根据中国科学院 20 世纪 50 —60 年代的考察报

告及 1987 年 ,1996 年 ,2000 年江西省土壤侵蚀状况

3 次遥感动态监测资料 ,江西省水土流失面积 20 世

纪 50 年代初为 1. 10 ×104 km2 ,60 年代为 1. 80 ×104

km2 ,70 年代为 2. 40 ×104 km2 ,80 年代初为3. 40 ×

104 km2 ,1987 年达到 4. 62 ×104 km2 ,到 1996 年变

为 3. 52 ×104 km2 ,2000 年全省水土流失面积为3. 35

×104 km2 [3 ] 。

1. 2 　河流水质总体良好但局部有恶化现象

江西省河流众多 ,主要有赣江、抚河、信江、饶河、

修水等 5 大水系 ,湖泊水库星罗棋布。全省流域面积

大于 10 km2 河流为 3 761 条 ,流域面积大于 100 km2

河流为 451 条 ,流域面积大于 1 000 km2 河流为 45

条 ,流域面积大于 3 000 km2 河流为 18 条。据 2007

年《江西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 8 条主要河流和湖泊

有监测断面 113 个 ,全省地表水总体水质良好。8 条

主要河流 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77. 2 % ,其中 ,长

江九江段、抚河、信江、修河、饶河水质整体评价为优 ;

赣江、袁水、萍水河水质整体评价为良好。全省地表

水主要污染物是氨氮和粪大肠菌群[4 ] 。

1. 3 　森林覆盖率高但质量呈下降趋势

椐 2004 年底完成的江西省“十五”期间森林资源

二类调查数据显示 :江西省森林覆盖率为 60. 05 % ,

居内地的第 2 位 ,比 1999 年的 59. 7 %提高了 0. 35

个百分点。尽管江西省森林覆盖率持续增长 ,但森林

质量却逐年下降。(1) 天然阔叶林面积急剧减少 ,人

工针叶林及中、幼林面积比例上升 ,导致森林水源涵

养、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严重退化 ,生态质量持续下

降 ; (2) 森林活立木蓄积量的增长低于木材消耗量的

增长 ,林业生态赤字将使森林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

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退化的趋势加重。(3) 长期以

来的不合理开采、开发等人为活动 ,使生长茂盛、种属

繁多的原始植被、天然林退化成单一的针叶林、灌丛

或荒草 ,一些地方已经出现裸地。(4) 自然灾害对森

林植被的影响 ,特别是 2008 年初江西省遭受了历史

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 ,毛竹、松树、杉木、油茶等树种

受灾严重 ,大量树木折枝断干 ,生长势明显下降 ,有的

成为衰弱木 ,对江西省森林植被带来了重大损失。

1. 4 　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加强 ,但依然任重道远

2007 年全省废水排放量 1. 413 ×109 t ,其中工业

废水排放量 7. 14 ×108 t ,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93. 89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 6. 99 ×108 t ,城镇生

活污水集中处理率 26. 02 %。由于基础设施薄弱 ,污

水处理问题严峻。2007 年全省城市降水 p H 年均值

为4. 63 ,除九江市外其它 10 城市降水 p H 年均值均

低于 5. 6 ,城市酸雨频率为 75. 8 % ,酸雨污染仍较严

重 [4 ] 。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 ,仍然存在一些乱采

滥挖等掠夺式生产方式 ,加上采、选设备和技术比较

落后等原因 ,在造成矿产资源大量浪费的同时 ,对植

被的破坏以及开采中产生的废水、废渣对生态环境的

破坏非常严重。由于长期使用大量化肥、农药、地膜

等生产资料 ,使农业生态环境污染日益加剧。

1. 5 　生态建设加强但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据 2007 年《江西省环境状况公报》,截止 2007 年

底 ,全省建有各类自然保护区 137 个。其中国家级 6

个 ,省级 24 个 ,市级 2 个 ,县级 105 个 ,总面积 9. 85

×105 hm2 ,占全省国土面积 5. 9 %(其中省级以上面

积 451 176 hm2 ) ,境内生物多样性得到良好保护。但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 ,原生森林面积减少 ,林分质量

下降 ,水域生态环境条件恶化等 ,全省各种珍稀野生

动植物的栖息地环境恶化。同时 ,对野生动植物资源

进行不合理的开发利用 ,导致过度开发、滥捕乱猎、乱

挖乱砍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现象屡禁不止。全省野生

动植物种群数量不断下降 ,不少受国家保护的珍稀动

植物濒临灭迹。

1. 6 　人口压力增长 ,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快速发展的城镇化 ,给全省生

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带来了新的压力。随着全省城镇

化速度加快 ,人口、物质及能量迅速和高度集中 ,大规

模改变土地、大气、水体、资源、能源的性质和分布 ,不

同程度地带来住房紧张 ,交通拥挤 ,公共设施不足和

城市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生态环境问题 ,威胁城镇

居民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空间。同时 ,由于工业基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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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薄弱 ,科学技术含量偏低 ,产业结构不尽合理 ,生产

投入相对不足 ,严重制约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2 　研究方法

生态环境脆弱度评价方法很多[ 5212 ] ,如综合指数

法、模糊分析法、定量分析法、集合论法、信息度量法

等 ,但目前尚未形成一种为大家一致认可的评价方

法。而且 ,这些方法基本上都是局限于定性的、定量

的、静态评价方法 ,研究结果的实际应用价值不高。

为更好地掌握江西省生态环境脆弱性演变和发展情

况 ,我们将讨论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生态环境脆

弱性动态评价法。

2. 1 　生态环境脆弱性动态评价的指标体系

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无论采用何种方法 ,都必须

经过 3 个步骤 : (1) 选择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 (2) 确定

指标体系中各因子权重 ; (3) 利用数学原理分析计

算[1 ] 。为实现研究目标 ,构建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体

系是首要的。选取指标必须要坚持独立性、动态性、

易获性、简炼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指标体系应尽量

简便易得 ,避免指标信息覆盖不全和指标间信息重

叠。为此 ,选取因子要注意能较全面地反映出脆弱生

态环境的真实面貌 ;数据来源可靠 ,能方便定性或定

量分析 ;所选取的因子能方便地空间化表示 ,以便进

行空间分析和计算。

考虑到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内因、外因 ,可以选择

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地质等为生态环境潜在

(内在)脆弱性评价自然因子 ,选择植被覆盖、土壤侵

蚀、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等为生态环境胁迫 (外在) 脆

弱性评价人文因子。自然因子脆弱性相对比较稳定 ,

短期内主要受气候和水文条件的影响 ,一般在研究周

期内基本保持不变 ;而人文因子脆弱性则随时间的变

化而变化 ,一般应取研究周期中 2 个时间点以上的数

据 ,便于比较动态分析 ,这也是实现生态环境脆弱性

动态评价的关键 (表 1) 。

2. 2 　生态环境脆弱性动态评价的数据收集和处理

数据来源包括图形数据和属性数据两类。其中地

质专题图、地形专题图、土壤专题图、水文专题图、气候

专题图等构成生态环境潜在脆弱性的主要分析数据 ,

历年的植被覆盖变化、土壤侵蚀变化、土地利用变化、

社会经济变化等构成生态环境胁迫脆弱性的主要分析

数据 ,潜在脆弱性与相同年份的胁迫脆弱性相加则可

分析该年份的现实脆弱性数据处理流程见图 1。

(1) 数据标准化并形成图层。为便于空间动态叠

加分析 ,所以评价因子都要进行脆弱性分级赋值并形

成图层 ,因子脆弱性分级赋值可采用特尔菲法。其中

社会经济相关因子采用统计数据以县 (乡)行政区域为

分析单元 ,其它因子一律采用最小图斑为分析单元。

(2) 数据栅格化并进行脆弱性静态分析。将相

同年份各因子图层进行属性数据的链接、赋值 ,然后

再转换为 100 m 3 100 m 的专题栅格数据 ,进行空间

分析。每一栅格都定成微脆弱、轻脆弱、中脆弱、强脆

弱、极脆弱 ,以县 (乡)行政区域为统计单元 ,最终得到

生态环境脆弱性空间分布图 (共分 5 个等级) ,并分析

潜在脆弱性、胁迫脆弱性。

(3) 脆弱性动态分析。将不同年份的生态环境

脆弱性空间分布图进行叠加 ,结合潜在脆弱性、胁迫

脆弱性、现实脆弱性进行分析 ,了解脆弱性的驱动机

理和发展趋势 ,依据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增减变化 ,进

一步将研究区域区分为生态修复区、生态持平区、生

态退化区 ,为相应的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2. 3 　生态环境脆弱性动态计算和定性分析

生态环境脆弱性计算和分析主要包括静态 (潜在

脆弱性、胁迫脆弱性、现实脆弱性)和动态 (生态环境脆

弱性变化绝对度和相对度)计算 ,以及依据脆弱性计算

结果对生态环境进行分区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1) 生态环境脆弱性静态计算。

单因子脆弱性 ( Gi ) = 等级判分 ( R) ×因子权重 ( W )

潜在脆弱性 ( Gli ) = ∑〔自然因子等级判分 ( R) ×

　　　　　　因子权重 (W ) 〕

胁迫脆弱性 ( Gii ) = ∑〔人文因子等级判分 ( R) ×

　　　　　　因子权重 (W ) 〕

现实脆弱性( Gri ) =潜在脆弱性( Gli ) +胁迫脆弱性( Gii )

评价单元脆弱性 ( G) = ∑〔〔单因子脆弱性 ( Gi ) ×

　　　　　　　面积的百分比 ( P) 〕

其中 ,单因子脆弱性可分别给予 1 ,3 ,5 ,7 ,9 的赋

分 ;各因子权重可根据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计算

确定。潜在脆弱性、胁迫脆弱性、现实脆弱性可分为

微脆弱、轻脆弱、中脆弱、强脆弱、极脆弱等 5 个等级。

单因子评价一般以图斑或最小统计区域为评价单元

(统计数据) ;综合评价可选用县乡行政区域划分 ,以

方便进行生态环境治理。

(2) 生态环境脆弱性动态计算。一般情况下 ,假

定在研究周期内生态环境的潜在脆弱性保持不变 ,脆

弱性的动态变化仅考虑人为因素。通过对不同年份

的生态环境胁迫脆弱性静态评价结果的空间叠加分

析 ,得到各生态脆弱性等级的变化和转移情况 (分析

方法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类似) ,从而可分析研究区

域生态脆弱性的驱动机理、演变过程、发展趋势及其

空间分布 ,并可根据脆弱性的增减进行分区 ,为如何

实施有效调控提供决策依据。

291 　　　　　　　　　　　　 　　　　　　水土保持通报 　　　　　　　　　　　　　　　　　　　　　第 29 卷



表 1 　江西省生态环境脆弱性动态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一级指标

代码 名称 权重

二级指标

代码 名称 权重

三级指标

代码 名称 　　　 权重
数据来源 　　

B1

自然

潜在

脆弱

0. 270 0

C1 地形地貌 0. 043 2 D11

地形坡度、

陆地表面起伏度
0. 043 2 数字高程图地貌图

D21 雨季降雨比重 0. 270 0 气候统计数据

D22 旱季干旱天数 0. 290 0

C2 气 候 0. 070 2 D23 年极端高温天数 0. 140 0

D24 年极端低温天数 0. 140 0

D25 年风灾天数 0. 160 0

C3 土 壤 0. 064 8 D31 土壤可蚀性 ( K值) 0. 064 8 土壤类型图

C4 水 文 0. 056 7 D41 地表径流 0. 056 7 地表水资源图

C5 地质基础 0. 035 1 D51 岩性 0. 770 0 地质类型图

D52 地震 0. 230 0 地质构造图

B2

人为

干扰

脆弱

0. 730 0

C6 植 被 0. 204 4 D61 植被覆盖率 0. 204 4 植被覆盖图

C7 土壤侵蚀 0. 18 25 D71 水土流失强度 0. 182 5 水土流失图

D81 多样性指数 0. 230 0 土地利用图

C8

土地利用

空间格局
0. 094 9 D82 坡耕地指数 0. 490 0

D83 破碎度指数 0. 280 0

D91 人口密度 0. 420 0 统计年鉴数据

C9 社会发展 0. 109 5 D92 人均耕地面积 0. 300 0

D93 公路密度 0. 280 0

C10 经济发展 0. 138 7
D101 人均 GDP 0. 460 0

D102 人均纯收入 0. 540 0

图 1 　生态环境脆弱性动态评价流程图

　　如果以县 (乡)行政区域为评价单元 ,则可直接计

算各单元的脆弱性相对变化率和绝对变化率 ,来判断

各评价单元脆弱性的综合变化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

生态环境脆弱性绝对变化率 ( N a) = 100 % ×〔现实脆

弱性 ( N i ) - 潜在脆弱性 ( N o) 〕/ 潜在脆弱性 ( N o)

生态环境脆弱性相对变化率 ( N c) = 100 % ×〔后期现

实脆弱性 ( N i2 ) - 前期现实脆弱性 ( N i1 ) 〕/ 前期现实

脆弱性 ( N i1 )

其中 ,不同年限的生态环境现实脆弱性比较 ,正值

表示相对退化 ,负值表示相对修复。由此 , 各单元的计

算结果进行聚类分析 ,从而对研究区域进行分区。

(3) 生态环境脆弱性分区。为便于生态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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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一般以县 (乡) 行政区域为分区单元 ,计算各单元

脆弱性等级的面积比例 ,最终对评价单元脆弱性进行

综合判分 ,并依据判分进行分区。根据研究目标不同

可选择不同的分区依据。第一种依照潜在脆弱性评

价进行区分 ;第二种依照胁迫脆弱性评价进行区分 ;

第三种依照现实脆弱性评价进行区分 ;第四种依照绝

对变化率进行区分 ;第五种依照相对变化率进行区

分。分别表示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自然区划、胁迫区

划、现实区划、绝对变化程度区划、相对变化程度区

划。前 3 种可分 5 区 (微脆弱区、轻脆弱区、中脆弱

区、强脆弱区、极脆弱区) ,后 2 种可分 3 区 (脆弱性减

弱或生态修复区、生态持平区、脆弱性增强或生态退

化区) 。实际研究中分区方式和数量可根据具体情况

和工作需要自行确定。

(4) 生态环境治理。主要依靠脆弱性分区进行 ,

或作为“生态功能区划”和“国土主体功能区划”的依

据进行综合治理。治理中以优化人类活动作为生态

环境脆弱性调控的核心手段 ,针对不同生态脆弱性区

域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和经济手段 ,减少人类活动对

生态环境的有害干扰 ,修复和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生

态环境承载力 ,最终走上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境友

好 ,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道路。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 1 　江西省生态环境脆弱性现状评价

根据以上提供的研究方法 ,分别对江西省 1985

年 ,2000 年的生态环境脆弱性现状进行评价 ,各脆弱

性等级面积占江西省总面积的比例统计如表 2。

表 2 　1985 ,2000 年江西省生态环境脆弱性现状评价统计 %

脆弱性

等级

1985 年 (研究初期)

自然因素 人为干扰 社会经济 综合评价

2000 年 (研究末期)

自然因素 人为干扰 社会经济 综合评价

微度脆弱 0. 04 0. 00 0. 00 0. 00 0. 04 0. 32 0. 00 0. 00

轻度脆弱 27. 71 28. 76 0. 00 20. 42 17. 21 82. 45 1. 11 73. 49

中度脆弱 69. 32 62. 77 2. 63 74. 63 76. 47 11. 96 38. 55 23. 24

强度脆弱 2. 93 7. 28 97. 37 4. 95 6. 28 4. 93 60. 34 3. 28

极强脆弱 0. 00 1. 18 0. 00 0. 00 0. 00 0. 35 0. 00 0. 00

　　从表 2 中可知 ,1985 年生态环境综合评价以中

度脆弱性为主 ,占江西省总面积的 74. 63 % ,其次为

轻度脆弱性 ,占 20. 42 % ;2000 年生态环境综合评价

以轻度脆弱性为主 ,占江西省总面积的 73. 49 % ,其

次为中度脆弱性 ,占 23. 24 %。由此可知 ,总体上江

西省的生态环境在不断改善 ,主要是人为干扰的控制

和社会经济的改善。这与江西省加大了对生态环境

的治理力度是密切相连的。通过有效的政策导向和

保护措施 ,江西省森林植被不断恢复 ,水土流失治理

加速 ,社会经济快速增长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3. 2 　江西省生态环境脆弱性动态分析

从表 2 比较可知 ,从 1985 年到 2000 年 ,自然脆

弱的总体变化是微度脆弱和轻度脆弱呈减少的趋势 ,

中度、强度、极强脆弱性区域面积呈现增加趋势 ,反映

该时期自然生态环境趋于恶化。人为干扰脆弱的总

体变化是由中度脆弱性向轻度脆弱性转变 ,说明该时

期由于人类活动的干预 ,生态环境得到较大的改善 ,

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恢复。在社会经济脆弱方面 ,出现

了由强度脆弱向中度、轻度脆弱发展的趋势。总体

上 ,生态环境脆弱性在不断缓和。

为更快地了解 15 a 来江西省生态环境脆弱性的

演变情况 ,将 1985 年和 2000 年的生态环境脆弱性现

状评价结果进行空间叠加分析 ,得生态环境脆弱性变

化转移矩阵见表 3。

从表 3 中可以看到 ,从 1985 年到 2000 年生态环

境综合脆弱程度发生变化的面积为 102 820. 49 km2 ,

占全省总面积的 61. 61 % ,未发生变化的面积为

64 079. 26 km2 ,占全省总面积的 38. 89 %。在变化

的面积中 ,变成轻度脆弱的面积为 91 926. 80 km2 ,占

变化面积的 89. 41 % ; 变成中度脆弱的面积为

6 460. 93 km2 ,占变化面积的 6. % ;变成强度脆弱的

面积为 4 432. 70 km2 ,占变化面积的 4. 31 %。

由此可见江西省生态环境脆弱性变化趋势总体

是比较好的 ,主要集中在由较高脆弱性向较轻脆弱性

转变 ,但其中也有由较轻脆弱性向较高脆弱性转变的

情况 ,累计达 7 570. 66 km2 ,占全省总面积的4. 53 %。

这有悖于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既要金山银山 ,更

要绿水青山”、“建设绿色生态江西”的发展理念 ,应该

引起高度的重视。

3. 3 　江西省生态环境脆弱性现状分区和变化趋势分区

3. 3. 1 　生态环境脆弱性现状分区 　参考 2000 年江

西省生态环境综合脆弱性评价结果 ,根据各县各等级

脆弱性面积组成情况进行综合并聚类分析 ,可将江西

省生态环境外在脆弱性将其划分为 4 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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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85 —2000 江西省生态环境脆弱性变化转移矩阵 km2

脆弱等级 脆弱程度 微度脆弱 轻度脆弱 中度脆弱 强度脆弱 极强脆弱

1 微度脆弱 — 0. 00 0. 00 0. 00 0. 00

2 轻度脆弱 0. 00 — 3 139. 76 215. 23 0. 00

3 中度脆弱 0. 00 88 018. 76 — 4 215. 67 0. 06

4 强度脆弱 0. 00 3 908. 04 3 316. 28 — 0. 00

5 极强脆弱 0. 00 0. 00 4. 89 1. 80 —

　　(1) 生态环境轻脆弱性区域 :主要分布在赣北、

赣西地区 ,包括南昌市区、南昌县、都昌县及宜春市的

万载、宜丰、铜鼓 ,景德镇市婺源、浮梁、乐平 ,赣州市

的龙南、定南、全南等区域为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相对缓和的区域。区域包括了鄱阳湖区和赣江、

抚河、信江、修水、饶河的下游地区。因为鄱阳湖区区

域政策的影响及其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 ,以

及“五河”下游相对较好的土地利用条件和区域经济

的不断发展 ,人地关系有一定的缓和 ,生态环境保护

相对比较好的区域。

(2) 生态环境中脆弱性区域 :主要分布在赣中、

赣南地区 ,包括赣江、抚河、信江、修水、饶河的中游地

区和上游的部分地区 ,土地利用条件相对一般 ,生态

环境保护较好的地区。

(3) 生态环境强脆弱区 :主要分布在赣西北、赣西

南、赣东南地区 ,包括赣西北修水的上游及其修水县等

区域 ;赣西南遂川县及南风面山区域 ;赣东南上饶市东

南侧的玉山、广丰、上饶、铅山等县市。该区域多为山

地 ,农业耕作条件和土地利用条件相对较差。

(4) 生态环境极脆弱区 :主要分布在赣西北、赣

东南局部地区 ,主要包括赣西北黄龙山区域和赣东南

上饶市的横丰县、铅山县等区域 ,该种生态环境脆弱

区分布相对比较细碎 ,多为山地或人口密集的地区 ,

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干扰强烈 ,但从总体上呈现的特

征为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干扰正在逐渐削弱。

3. 3. 2 　生态环境脆弱性演变趋势分区 　将 1985 年

和 2000 年的生态环境脆弱性现状评价结果进行空间

叠加分析 ,计算研究周期内的生态环境脆弱性相对变

化率 ,以及对各县各等级脆弱性变化组成情况进行综

合分析。根据区域变化速度和主体变化趋势可划分为

高速减弱区、低速减弱区、基本持平区、低速增强区、高

速增强区等 5 个区域。总体上看 ,江西全省生态环境

脆弱性大部分处于低速减弱—低速增强的状态 ,占江

西省总面积的 81. 5 %。

(1) 生态环境脆弱性高速减弱区 (生态环境高速

修复区) :该区主要分布在赣中袁河流域 ,包括袁水流

域的高安市、丰城市、樟树市、上高县、新余市区 ,共计 5

个县、市、区 ,面积达 9 704 km2 ,占全省面积的 5. 8 %。

区域脆弱生态环境治理较好的区域可以在做好保护措

施的前提下 ,适度进行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建设。

(2) 生态环境脆弱性低速减弱区 (生态环境低速

修复区) :该区主要分布在赣北东部、赣南中部区域 ,包

括南昌市区、景德镇市区、九江市区、南昌县、兴国县、

宁都县、于都县、石城县、都昌县、瑞金县、星子县、万年

县、彭泽县、浮梁县、九江县、婺源县、安义县、湖口县、

永修县、新建县、乐平市、德兴市 ,共计 22 个县、市、区 ,

面积达 40 194 km2 ,占全省面积的24. 01 %。区域脆弱

生态环境治理的主要手段可以考虑为以保护为主 ,兼

顾生态环境稳定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经济。

(3) 生态环境脆弱性基本持平区 (生态环境持平

区) :该区主要分布在赣北中部、赣西、赣南南部区域 ,

包括寻乌县、安远县、会昌县、定南县、全南县、崇义

县、铜鼓县、龙南县、大余县、信丰县、芦溪县、万载县、

资溪县、安福县、宜丰县、上栗县、分宜县、东乡县、崇

仁县、萍乡市区、宜春市区、抚州市区 ,共 18 县 (市、

区) ,面积达 39 156 km2 ,占全省面积的 23. 39 %。区

域脆弱生态环境应该以保护为主 ,以治理来恢复区域

的生态环境并相应的发展区域经济。

(4) 生态环境脆弱性低速增强区 (生态环境低速

退化区) :该区主要分布在赣北西部、赣南西部区域 ,

包括修水县、万安县、永新县、井冈山市、莲花县、遂川

县、上犹县、赣 县、乐安县、吉安县、广昌县、南康市、

靖安县、宜黄县、德安县、吉水县、黎川县、金溪县、瑞

昌市、永丰县、武宁县、南城县、峡江县、新干县、泰和

县、奉新县、南丰县、赣州市区、吉安市区 ,共 29 个县

(市、区) ,面积约 56 320 km2 ,占全省面积的33. 64 %。

区内以环境治理为主 ,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

展生态经济。

(5) 生态环境脆弱性高速增强区 (生态环境高速

退化区) :该区主要分布在赣东信江流域 ,包括横峰

县、上饶县、鄱阳县、余干县、弋阳县、广丰县、玉山县、

余江县、铅山县、进贤县、贵溪市、鹰潭市区、上饶市

区 ,共 13 个县 (市、区) ,面积 22 021 km2 ,占全省面积

的 13. 16 %。主要分布在信江流域、沿浙赣铁路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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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境内 ,生态环境以治理为主 ,要严格控制对生态环

境产生影响的建设工程和项目 ,以确保该区的脆弱生

态得到有效的恢复。

3. 4 　江西省生态环境脆弱性治理对策

对生态环境脆弱性进行分区讨论 ,其目的是通过

分区 ,依靠生态环境脆弱性表征因子 ,调整人们的土

地利用活动和经济开发行为 ,达到治理和改善生态环

境的目的。对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根本在于因地制

宜 ,结合各区域脆弱性表现进行专项治理 ;以土地利

用整治 ,调整农业结构 ,加强区域小城镇建设为主 ,开

展提高土地利用率 ,改善土地利用结构 ,注重生态环

境效应的土地整理工作。

3. 4. 1 　加快土地整理和生态建设工程 ,处理好“人 —

地”的关系 　多年来 ,江西省的土地利用一直在这样

的一个恶性循环中 ,“人 —地”的关系极度紧张。为了

规范退田还湖、退耕还林后的土地利用行为 ,避免再

次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必须加快土地整理和生态建

设工程 ,正确处理“人 —地”的关系问题就显得尤其重

要。要保证区域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江西省必须

在农村经济上有所突破 ,“一要吃饭 ,二要建设 ,三要

环境保护”,国家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来解决群众的

生活问题 ,帮助农村发展经济。

3. 4. 2 　以人为本 ,提高人口素质 ,改善人居环境 　土

地资源利用多年来一直以经济主导一切 ,很少考虑人

与自然的协调性。搞好土地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

必须跳出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的范畴 ,从人的因素和

人居环境的改善上寻找突破口。要加强对地方群众

的环境文化教育和科技技能培训 ,让群众掌握更多的

技能拓展生产空间以减轻对土地的压力 ;要树立和坚

持“退田、退耕”是前提 ,“生态乡村建设”是根本 ,“生

态乡村管理”是保障的区域乡村生态建设理念 ,逐步

实施对农村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治理。

3. 4. 3 　发展生态旅游 ,实现生态循环经济 　生态旅

游以大自然为依托 ,它强调旅游对象的自然性和原生

性 ,把“天人合一”的开发理念和资源的永续利用放在

第一位。因此开发时必须严格保护候鸟和候鸟赖以

生存的湿地生态环境 ,贯彻“全面保护 ,生态优先 ,突

出重点 ,合理利用 ,持续发展”的方针。

3. 4. 4 　加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管理立法与实施 　目

前 ,中国颁布了有关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

15 部 ,各地方政府也制定并颁布了相应的实施办法、

实施细则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规 ,但相对滞后。有关部

门应当加强生态环境知识的普及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宣传工作 ,增强民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开展生

态建设的同时 ,进一步加快专项立法工作 ,使生态环

境保护有法可依 ,走上法治轨道。

3. 4. 5 　完善与实施绿色 GDP 绩效评价 　“绿色

GDP”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 ,呼吁健康的经济增长方

式。即在追求 GDP 增长的同时 ,一定要考虑到由此

付出的环境代价 ,切莫以牺牲环境换取短期的“经济

效益”。可持续发展战略除了考虑经济发展 ,其根本

目标还是要建立和促进“资源 —产品 —再生资源”为

特征的循环经济模式 ,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 ,真正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

实践表明 ,使用以上方法对江西省生态脆弱性的

动态评价比较客观、全面 ,评价结果也比较符合研究

区生态现状 ,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能够帮助我们客

观认识生态环境脆弱性现状 ,了解生态环境脆弱性的

空间分布、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势 ,可以结合生态环境

脆弱性分区 ,并有针对性的提出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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