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４卷第４期
２０１４年８月

水土保持通报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４，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０５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０５
　　资助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濒危物种保育技术研究及示范”（２０１２ＢＡＣ０１Ｂ００）；国家环境保护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２０１２０９０２７；２０１４０９０５５）；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遥感调查与评估项目

　　作者简介：王燕（１９８２—），女（汉族），山东省滨州市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环境生态。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ｙａｎ２００８５０２＠１２６．ｃｏｍ。
　　通信作者：高吉喜（１９６４—），男（汉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 区 域 生 态、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区 域 可 持 续 发 展 研

究。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ｅｃｏ＠１６３．ｃｏｍ。

吉林省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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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３Ｓ技术，对吉林省境内 的１４个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２０００年 和２０１０年 的 遥 感 影 像 进 行 了 处

理，分析了该地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期 间 土 地 利 用／覆 盖 变 化 特 征 和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 的 动 态。结 果 表 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期间，研究区建设用地、草地和农田的面积 有 所 增 加，林 地、湿 地、水 域 和 未 利 用 地 的 面 积 均

有所减少；该区域综合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为０．１５％，空间动态度为０．４３％；林地变化最缓慢，变化 幅 度

低于区域平均变化水平。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９．９５×１０８元／ａ，降 低 率 为１．７３％。林 地、湿

地、水域和未利用地价值量有所降低，分别减少０．３１％，６．７８％，５．１５％和８．９６％，草地、农田价值量有所增

加，分别增加了１５．６７％和５．１３％。自然保护区的多种地类和多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均有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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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保护区是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环境就地

保护的主要载体，是野生动植物的宝贵栖息地。随着

全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自然保护意识不断增

强，各国政府和组织机构纷纷行动，自然保护区的建

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全球自然

保护区数量超过１６　１００个，面 积 占 全 球 陆 地 总 面 积

的１２．７％［１］。我国 的 保 护 区 事 业 也 发 展 积 极，截 止

到２０１１年底，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共建立各种类

型和不同 级 别 自 然 保 护 区２　６４０个，总 面 积１．５０×
１０８　ｈｍ２，占 国 土 面 积 的１４．９３％，超 过 世 界 平 均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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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其中，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３３５个，面 积９．３２×
１０７　ｈｍ２，占国土面积的９．７％［２］。

虽然自然保护区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但生物多样

性减少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却未得到有效遏制，这
很大 程 度 是 由 于 栖 息 地 的 土 地 利 用／覆 盖 变 化

（ＬＵＣＣ）造 成 的［３－５］。研 究 表 明［６－８］，气 候 变 化、人 类

不合理活动及无效管理等是导致土地覆盖变化的主

要因素，土地覆盖的变化将直接导致生态系统土壤侵

蚀、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化学循环等过程的变化，进而

影响生态系 统 服 务 功 能 的 发 挥［９－１１］。通 过 开 展 自 然

保护区ＬＵＣＣ及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变 化 的 研 究，可 以 对

保护区的保护成效进行评定，从而为保护区的有效管

理提供参考 依 据。目 前，基 于 自 然 保 护 区ＬＵＣＣ生

态服务价值动态的研究不多，主要是对单个保护区土

地 利 用／覆 盖 变 化 或 静 态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的 研

究［５，７，１２－１３］，缺 少 区 域 尺 度、不 同 类 别 自 然 保 护 区

ＬＵＣＣ及生态服务价值变化的综合定量研究。本研

究选取了吉 林 省１４个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为 分 析 对

象，运用３Ｓ技术对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的土地覆盖状

况进行了分析，并对该期间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进行

了评估，旨在获取该地区自然保护区土地覆盖及生态

服务价值的变化动态，为保护区资源的合理管理和有

效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地概况

研究区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中部的吉林省境内，分
布范围在东经１２２°０５′—１３１°１４′，北纬４１°２４—４６°１０′
之间，涵盖了１４个不同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包
括６个内陆湿地类保护区、３个野生动物类保护区、２
个森林生态类保护区、２个地质遗迹类保护区和１个

野生植物类保护区。该区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区，春季干燥多风，夏季温暖多雨，秋季晴冷温差大，
冬季漫长干寒。年均气温在１．９～７℃之间，年降水

量在４００～１　４００ｍｍ之间，全年无霜期平均为１００～
１５０ｄ，年平均日照２　３００～２　８８０ｈ。

该区内分布大量的珍稀动植物资源，据不完全统

计，区内有高等植物２　０００多种，脊椎动物５００多种，
鱼类３００多种，鸟类近３００种，以及大量的药用植物

资源、珍贵的自然历史遗迹和地质遗迹等，如人参、东
北红豆杉、红松、水曲柳、黄蘗、钻天柳、紫椴、胡桃楸、
刺五加、野大豆、东北对开蕨、东北茶藨子、刺人参、岩
高兰、山楂海棠、狭叶瓶儿小草等国家Ⅰ和Ⅱ级保护

植物，东 北 虎、金 钱 豹、梅 花 鹿、紫 貂、黑 鹳、大 鸨、白

鹳、金雕、白肩雕、丹顶鹤、中华秋沙鸭、豺、麝、黑熊、

棕熊、水獭、猞猁、马鹿等国家Ⅰ和Ⅱ级保护动物等。
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质环境，该区也是松花江、
图们江、鸭绿江等的重要水源地。

１．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土地利用／覆盖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０年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影像和２０１０年的环境遥感卫星影像，通过人工目视

解译得 到 土 地 类 型 数 据（所 有 数 据 转 化 为 统 一 的

ＷＧＳ＿１９８４坐标系和 Ａｌｂｅｒｓ投影下，椭球体为 Ｋｒａ－
ｓｏｖｓｋｙ椭球体）。利用ＥＲＤＡＳ　９．２和ＥＮＶＩ　４．８完

成图像的影像镶嵌、数据融合、影像裁剪、图像增强等

预处理过程，以１∶１００　０００地 形 图 配 准 建 立 解 译 标

志，然后在ＡｒｃＶｉｅｗ环 境 中 进 行 人 机 交 互 式 判 读 解

译。对解译结 果 进 行 随 机 选 点，ＧＰＳ点 属 性 校 检 结

果表明，土 地 利 用 类 型 判 别 的 准 确 率 达９０％以 上。
对所得到的数据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进行编辑及处理，
得到保护区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数据。

１．３　土地利用数据分类

依据我国遥感解译分类标准和实际土地利用特

点，将研究区的土地类型分为林地、草地、农田、湿地、
水域、荒地、建筑交通用地７个一级类型和针阔混交

林、落叶阔叶灌木林、落叶阔叶林、落叶针叶林、常绿

针叶林、稀疏林、草丛、草甸、草原、草本湿地、灌丛湿

地、苔藓／地衣、旱地、水田、河流、湖泊、水库／坑塘、运
河／水渠、工业用地、交通用地、居住地、裸岩、沙漠／沙

地、盐碱地２４个二级类型。

１．４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分析方法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指标可分为土地利用变化

数量指数（包括变化幅度、变化速率）和土地利用变化

类型间转移指数（包括单一土地利用变化空间动态度

和趋势状态指数、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空间动态度和趋

势状态指数）。具体模型［１４－１８］为：
（１）土地利用变化幅度（Ｐｉ）：

　　　Ｐｉ＝（Ｕｂ－Ｕａ）／Ｕａ×１００％
（２）土地利用变化速率：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Ｒｓ）：

　　Ｒｓ＝
Ｕｂ－Ｕａ
Ｕａ ×１Ｔ×１００％

　　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Ｒｔ）：

　　Ｒｔ＝
∑
ｎ

ｉ＝１
│ΔＵｉｎ－ｉ－ΔＵｏｕｔ－ｉ│

２∑
ｎ

ｉ－１
Ｕａｉ

×１Ｔ×１００％

（３）单一土地利用变化：

　　空间动态度（Ｒｓｓ）：

　　Ｒｓｓ＝Δ
Ｕｉｎ＋ΔＵｏｕｔ

Ｕａ ×１Ｔ×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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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状态指数（Ｐｓ）：

　　Ｐｓ＝
Ｒｓ
Ｒｓｓ＝

ΔＵｉｎ－ΔＵｏｕｔ

ΔＵｉｎ＋ΔＵｏｕｔ
　（│Ｒｓ│≤１）

（４）区域土地利用变化：

　　空间动态度（Ｒｔｓ）：

　　Ｒｔｓ＝
∑
ｎ

ｉ＝１
（ΔＵｉｎ－ｉ＋ΔＵｏｕｔ－ｉ）

２∑
ｎ

ｉ－１
Ｕａｉ

×１Ｔ×１００％

　　趋势状态指数（Ｐｔ）：

Ｐｔ＝
Ｒｔ
Ｒｔｓ＝

∑
ｎ

ｉ－１
│ΔＵｉｎ－ｉ－ΔＵｏｕｔ－ｉ│

∑
ｎ

ｉ＝１
│ΔＵｉｎ－ｉ＋ΔＵｏｕｔ－ｉ│

　（０≤Ｐｔ≤１）

式中：Ｕａ，Ｕｂ———研究初期和末期某一土地类型的面

积；Ｔ———研 究 时 段 长；ΔＵｉｎ－ｉ———研 究 期 间 其 它 类

型转变为ｉ类型的面积之和；ΔＵｏｕｔ－ｉ———ｉ类型转变

为其它类型的面积之和；∑
ｎ

ｉ－１
Ｕａｉ———研究期初各种土

地利用类型的面积之和；ΔＵｉｎ———研究时 段Ｔ 内 其

它类型转变 为 该 类 型 的 面 积 之 和，ΔＵｏｕｔ———某 一 类

型转变为其它类型的面积之和。

１．５　生态服务价值计算

本研究生态服务价值的计算采用参数借用法，依
据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研究原理，按谢高地等［１９］提出的中国生

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为基础，结合吉林省单位面积

粮食生产价值获取研究区各地类单位面积生态服务

价值，然后乘以对应土地类型面积得到各土地利用类

型的生态服务价值量。
生态服务价值定量因子经济价值量计算模型为：

ＶＣ０＝１７×ｑｉ×
１
１０∑

１０

ｉ＝１
ｐｉ

式中：ＶＣ０———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量

〔元／（ｈｍ２·ａ）〕；ｑｉ———全国平均粮食价格（元／ｋｇ）；

ｐｉ———吉林 省 粮 食 年 平 均 产 量（ｋｇ／ｈｍ２）；ｉ———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各个年份。
生态服务价值计算模型为：

ＥＳＶ＝∑
ｋ
∑
ｆ
Ａｋ×ＶＣｋｆ

式中：ＥＳ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Ａｋ———ｋ类土地

面积（ｈｍ２）；ＶＣｋｆ———ｋ类土地ｆ项生态服务功能价

值单价〔元／（ｈｍ２·ａ）〕。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地利用变化

２．１．１　土地利用变化总体分析　研 究 区 在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建设用地、
草地 和 农 田 的 面 积 有 所 增 加，增 加 幅 度 依 次 为

２２．６５％，１５．６５％和５．１３％；林地、湿地、水域和未利用

地的面积均有所减少，其中，未利用地减少幅度最大，
为９．００％，林地减少幅度最小，为０．３１％。由图１可

以看出，林地在保护区土地利用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其
次为农 田 和 水 域，３者 所 占 面 积 占 保 护 区 总 面 积 的

８５％以上。近１０ａ间，农田增加面积１．０８×１０４　ｈｍ２，
为所有土地类型中面积增加最大，建设用地增长幅度

虽然最大，但增长面积最小，仅为９９２．９５ｈｍ２；湿地和

水域减少面积最大，分别为５１８１．５３和５　１０９．１９ｈｍ２。

图１　吉林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年各地类面积比例变化

　　注：１．林地；２．草 地；３．农 田；４．湿 地；５．水 域；６．未 利 用

地；７．建设用地。

从表１可以看出，保护区分布的７种土地利用类

型中建设用地的变化速率最大，为２．２７％，其次为草

地，其余依次为未利用地、湿地、水域、农田和林地，林
地分布相对稳定，变化速率最小。从土地利用动态变

化的空间转移过程来看，草地空间动态度最大，其次

为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说明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设

用地面积相对于其初始值在研究时段内输入和输出

的转化比较显著；林地空间动态度最小，其次为农田

和水域，说明该时段内林地、农田、水域面积相对初始

值转化不显著或转移不频繁。研究区土地利用的平

均变化率为０．１５％，空间动态度为０．４３％。

表１　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

土地利用
类 型

单一土地利用变化

Ｒｓ／％ Ｒｓｓ／％ Ｐｓ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

Ｒｔ／％ Ｒｔｓ／％ Ｐｔ
林 地 －０．０３　 ０．１９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４３　 ０．３４
草 地 １．５７　 ６．８１　 ０．２３ — — —
农 田 ０．５１　 １．１２　 ０．４６ — — —
湿 地 －０．６８　 １．７５ －０．３９ — — —
水 域 －０．５２　 １．３３ －０．３９ — — —
未利用地 －０．９０　 ４．０６ －０．２２ — — —
建设用地 ２．２７　 ３．６３　 ０．６２ — — —

　　注：Ｒｓ———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Ｒｓｓ———空间动态度；Ｐｓ———趋

势 状 态 指 数；Ｒｔ———综 合 土 地 利 用 动 态 度；Ｒｔｓ———空 间 动 态 度；

Ｐｔ———趋势状态指数。

２．１．２　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特征分析　从图１和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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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期间，湿地和水域面积减少

剧烈，其 中 很 大 部 分 转 化 为 农 田，转 化 面 积 分 别 为

４２４８．２５和５２６３．９１ｈｍ２，转化为未利用地和林地的

面积次 之，转 化 为 未 利 用 地 的 面 积 分 别 为１　１５４．２４
和１　０２７．１３ｈｍ２，转化为林地的面积分别为１　１９９．９０
和９４３．７１ｈｍ２。近１０ａ间，湿地和水域相互转化的

面积差异不大，分别为１　８４０．３９和１　５８０．４０ｈｍ２。未

利用地面积减少幅度最大，减少面积为２　３６３．１１ｈｍ２，
从表２可以看到，未利用地主要转化为草地和农田，转
化面积分别为３　８８８．８８和１　６４１．４３ｈｍ２。林地减少面

积１　７０４．７３ｈｍ２，主要转化对象为农田３　０８５．１０ｈｍ２，

湿地１　２３５．９２ｈｍ２，草地９６６．４３ｈｍ２。
农田增加面积最多，除建设用地外，其余土地利

用 类 型 都 有 较 大 面 积 转 化，其 贡 献 分 别 为：水 域

５　２６３．９１ｈｍ２，湿地４　２４８．２５ｈｍ２，林地３　０８５．１０ｈｍ２，
草地２　６９９．０６ｈｍ２，未利用地１　６４１．４３ｈｍ２。草地增

加面积次之，主要转化来源有未利用地３　８８８．８８ｈｍ２，
农田１１３５．３１ｈｍ２，林 地９６６．４３ｈｍ２，湿 地７３６．１５
ｈｍ２。建设用地增加９９２．９５ｈｍ２，增加幅度最大，其

转化来源主要有农田７１９．２３ｈｍ２，林地２６４．１５ｈｍ２，
草地１３１．１６ｈｍ２，说明保护区内占用农田进行建 设

的情况比较严重。

表２　研究区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 ｈｍ２

项 目
２０１０年

林地 草地 农田 湿地 水域 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 总计

林 地 ５４４　２６４．３８　 ９６６．４３　 ３　０８５．１０　 １　２３５．９２　 ４６１．３８　 ４４．７１　 ２６４．１５　 ５５０　３２２．０７
草 地 １０５．８５　 １２　３００．９７　 ２　６９９．０６　 ３６８．１５　 １６６．０６　 ９０４．３２　 １３１．１６　 １６　６７５．５８
农 田 １　８３０．７５　 １　１３５．３１　 ２０３　２２０．１５　 ６６４．３４　 １　００５．９５　 １　０１０．７６　 ７１９．２３　 ２０９　５８６．５０

２０００年
湿 地 １　１９９．９０　 ７３６．１５　 ４　２４８．２５　６７　１１５．４０　 １　８４０．３９　 １　１５４．２４　 ７６．０１　 ７６　３７０．３５
水 域 ９４３．７１　 ２５０．０９　 ５　２６３．９１　 １　５８０．４０　 ９０　００４．８４　 １　０２７．１３　 ６５．９７　 ９９　１３６．０５
未利用地 ２０８．８１　 ３　８８８．８８　 １　６４１．４３　 ２０３．１９　 ５３１．０９　 １９　７５０．０５　 ３５．０７　 ２６　２５８．５０
建设用地 ６３．９４　 ７．５０　 １８４．４６　 ２１．４１　 １７．１５　 ４．１８　 ４　０８５．２９　 ４　３８３．９３
总计 ５４８　６１７．３４　 １９　２８５．３２　 ２２０　３４２．３６　７１　１８８．８２　 ９４　０２６．８６　 ２３　８９５．３９　 ５　３７６．８８　 ９８２　７３２．９８

　　趋势状态指数Ｐｓ 反映了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发

展方向，当０≤Ｐｓ≤１时，说明该土地类型朝着规模增

大的方向发展，即处于“涨势”，Ｐｓ 越接近于０，则该土

地类型规模增长越缓慢，且双 向 转 换 频 繁，呈 现 平 衡

态势，但转换为其它类型的面积略小于其它类型转换

为该类型的面积；当－１≤Ｐｓ≤０时，说明该土地类型

朝着规模减少的方向发展，即该类型处于“落 势”，Ｐｓ
越接近于０，则 该 类 型 规 模 减 少 越 缓 慢，且 双 向 转 换

频繁，呈现平衡态势，但面积转 换 为 其 它 类 型 面 积 略

大于其它 类 型 转 为 该 类 型 的 面 积［１７］。表１中，草 地

Ｐｓ 最接近０，说明草地处于相对平衡的“涨势”，建 设

用地Ｐｓ 最接近１，说明建设用地正在不断膨胀；林地

Ｐｓ 最接近０，说明保护区林地处于相对平衡的“落势”
状态，湿地和水体Ｐｓ 最接近－１，说明 保 护 区 湿 地 和

水体规模正在逐步萎缩。

２．２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２．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单价　依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数据，吉林省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平

均粮食产量为５　６５１．６６ｋｇ／（ｈｍ２·ａ），按 国 家 统 计 局

２０１１年公 布 的 全 国 平 均 粮 食 价 格 为２．７３元／ｋｇ，经

计算得到吉林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 量 因 子 的 经 济

价值量为２　２０４．１５元／（ｈｍ２·ａ）。结 合 中 国 生 态 系

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得到单位面积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量（表３）。

表３　吉林省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 元／（ｈｍ２·ａ）

生态服务功能 森林 草地 农田 湿地 水域 未利用地

气体调节 ９　５２１．９３　 ３　３０６．２３　 １　５８６．９９　 ５　３１２．００　 １　１２４．１２　 １３２．２５
气候调节 ８　９７０．８９　 ３　４３８．４７　 ２　１３８．０３　 ２９　８６６．２３　 ４　５４０．５５　 ２８６．５４
水文调节 ９　０１４．９７　 ３　３５０．３１　 １　６９７．２０　 ２９　６２３．７８　 ４１　３７１．９０　 １５４．２９
废物处理 ３　７９１．１４　 ２　９０９．４８　 ３　０６３．７７　 ３１　７３９．７６　 ３２　７３１．６３　 ５７３．０８
保持土壤 ８　８６０．６８　 ４　９３７．３０　 ３　２４０．１０　 ４　３８６．２６　 ９０３．７０　 ３７４．７１
维持生物多样性 ９　９４０．７２　 ４　１２１．７６　 ２　２４８．２３　 ８　１３３．３１　 ７　５６０．２３　 ８８１．６６
食物生产 ７２７．３７　 ９４７．７８　 ２　２０４．１５　 ７９３．４９　 １　１６８．２０　 ４４．０８
原材料生产 ６　５６８．３７　 ７９３．４９　 ８５９．６２　 ５２９．００　 ７７１．４５　 ８８．１７
提供美学景观 ４　５８４．６３　 １　９１７．６１　 ３７４．７１　 １０　３３７．４６　 ９　７８６．４３　 ５２９．００
　总 计 ６１　９８０．７０　 ２５　７２２．４３　 １７　４１２．７９　 １２　０７２１．３０　 ９９　９５８．２０　 ３　０６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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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吉林省１４个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各地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详见表４。从表４
可以看到，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期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

成比例变化不大，林地始终占 据 主 导 地 位，占 总 价 值

的６０％左右，其次为水域和湿地，所占比例相近。自

然保护区生态服务价值总量有所下降，降低１．７３％，
总计９．９５×１０８ 元／ａ，这主要是由于占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主要构成地位的林地、水域和湿地的面积减少所

造成的。林地、湿地、水 域 和 未 利 用 地 价 值 量 有 所 降

低，分别减 少０．３１％，６．７８％，５．１５％和８．９６％，草

地、农 田 价 值 量 有 所 增 加，分 别 增 加 了１５．６７％和

５．１３％。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最大，对整体

价值变化的贡献率也最大，这主要是由于其减少面积

较大且具有较高的生态系统 服 务 价 值 系 数 所 致。农

田价值量增加最为明显，主要是由于农田增加面积过

大所致。

表４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

土地利用
类 型

２０００年

价值量／（１０７元·ａ－１） 百分比／％
２０１０年

价值量／（１０７元·ａ－１） 百分比／％

生态服务价值变化

变化量／（１０７元·ａ－１） 贡献率／％
林 地 ３　４１０．９３　 ５９．４３　 ３　４００．３７　 ６０．２９ －１０．５６　 ７．０４
草 地 ４２．８９　 ０．７５　 ４９．６１　 ０．８８　 ６．７２　 ４．４８
农 田 ３６４．９５　 ６．３６　 ３８３．６８　 ６．８０　 １８．７３　 １２．２５
湿 地 ９２１．９５　 １６．０６　 ８５９．４０　 １５．２４ －６２．５５　 ４１．７０
水 域 ９９０．９５　 １７．２６　 ９３９．８８　 １６．６６ －５１．０７　 ３４．０５
未利用地 ８．０４　 ０．１４　 ７．３２　 ０．１３ －０．７２　 ０．４８
总 计 ５　７３９．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５　６４０．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４７ —　

　　自然保护 区２０００和２０１０年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构 成

如图２所示。从图２可以看出，水文调节、气候调节、
废物处理、维护生物多样性、气体调节、保持土壤等各

项构成了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主体，食物

生产、原材料生产等价值相对 较 低，这 与 保 护 区 目 前

的管理宗旨一致，而由于保护区生态旅游目前还在探

索和初步发展阶段，故相应的提供美学景观价值的潜

力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除保 持 土 壤 和 食 物 生 产 的

价值量有所增加外，其余各项价值量均有所下降。其

中，降低最显著的是废物处理、水 文 调 节 和 气 候 调 节

价值，降低率分别为３．５３％，３．０１％和１．９８％。

图２　吉林省自然保护区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注：Ａ为 气 体 调 节，Ｂ为 气 候 调 节，Ｃ为 水 文 调 节，Ｄ为 废 物 处

理，Ｅ为保持土壤，Ｆ为维 持 生 物 多 样 性，Ｇ为 食 物 生 产，Ｈ为 原 材

料生产，Ｉ提供美学景观。

３　结 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吉 林 省 国 家 级 保 护 区 内 建 设 用

地、草地和农田的面 积 有 所 增 加，而 林 地、湿 地、水 域

和未利用地的面积均有所减 少。各 土 地 类 型 的 变 化

幅度有所差异，相比较区域土 地 利 用 的 平 均 变 化，除

林地外的所有类型都有较大幅度的变化，特别是建设

用地和草地的变化幅度相对 突 出。不 同 土 地 利 用 类

型之间均有转化，但各自转化 规 模 差 异 显 著，彼 此 间

转化差异的累计导致了其不 同 的 变 化 结 果。林 地 始

终占保护区的主体地位，在所有土地利用类型中变化

最缓慢，处于相对平衡的“落势”状态，表 明 保 护 区 对

森林资源的保 护 效 果 比 较 理 想。在 此１０ａ期 间，随

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加剧，农田 大 面 积 增 加，建 设 用 地

正逐步膨胀。受气候等自然因 素 和 人 文 因 素 的 共 同

作用，湿地和水域大面积减少，呈现明显 的“落 势”状

态，作为我国众多珍稀濒危鸟 类 的 栖 息 地，需 要 加 强

对其后期的保护和建设。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自 然 保 护 区 总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呈下降趋 势，净 减 少９．９５×１０８ 元／年，降 低 率 为

１．７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成比例基本保持稳定。
林地、湿地、水域和未利用地价值量有所降低，其余各

地类价值量有所增加。价值量 的 变 化 趋 势 与 土 地 面

积的变化基本一致。在自然保 护 区 单 项 生 态 系 统 服

务价值中，除保持土壤和食物生产的价值量有所增加

外，其余各项价值量均有所下降。其中，以废物处理、
水 文 调 节 和 气 候 调 节 价 值 最 显 著，降 低 率 分 别 为

３．５３％，３．０１％和１．９８％。由此可见，应加强自然保

护区的管理，遏制湿地、水域及林地的减少趋势，从而

进一步保障其生态服务作用的发挥。
目前，生态系统 服 务 价 值 计 算 方 法 较 多，计 算 过

程受具体因素的影响，方法选 取 多 样，彼 此 之 间 难 以

统一，生态服务价值绝对价值 的 意 义 不 大；而 价 值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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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更好地反映出生态系统变化和人 为 作 用 产 生 的

效果，对环境资源管理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更具有指导

意义。价值系数的选取是本方法的关键，由于生态系

统的复杂性和异质性，采用统一的价值系数可能会对

价值量的计算造成一定的误差，对价值系数进行时空

异质的校正是本研究以后需要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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