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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库区2010-2020年土壤保持功能
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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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北省农业遥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430062)

摘 要:[目的]评估丹江口流域土壤保持功能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水土

流失治理模式的确立以及流域水土保持与生态系统安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InVEST模型和

地理探测器方法分别对丹江口库区2010,2015和2020年土壤保持功能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

定量分析。[结果]①丹江口库区2010—2020年实际土壤侵蚀量呈递减趋势,土壤侵蚀等级逐渐向微度侵

蚀转变,且各年间空间分布趋势基本一致。②丹江口库区2010,2015和2020年土壤保持量分别为

6.25×109t,6.62×109t和7.12×109t,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表明库区土壤保持功能不断增强。③不同海拔

范围土壤保持功能具有差异,较高海拔地区土壤保持量较高(如东北部伏牛山、西部秦岭、西南部武当山),
低海拔区土壤保持量较低(如丹江口水库周边地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保持能力亦差异较大,以林

地最高,其次为灌草地、园地和耕地。④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显示,丹江口库区土壤保持功能变化主要受地

形因子的影响。[结论]近年来丹江口库区土壤保持功能总体趋势持续好转,部分区域土壤保持量仍较低,
未来应继续推进退耕还林(草)工程建设,重视和保护土壤保持能力较强的林地和灌草地,从而增强库区土

壤保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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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alandtemporalcharacteristicsofsoilconservationfunctionanditsinfluencing
factorsinDanjiangkouReservoirareawerescientificallyevaluated,in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
theestablishmentofsoilerosioncontrolmodelsinthewatersourceareaofthemiddlerouteofthesouth-to-north
watertransferprojectandthesoilandwaterconservationandecosystemsafetymanagementinthebasin.
[Methods]TheInVESTmodelandthegeographicaldetectormethodwereusedtoquantitativelyanalyzethe
temporalandspatialcharacteristicsofsoilconservationfunctionanditsinfluencingfactorsinDanjiangkou
Reservoirareain2010,2015and2020.[Results]Firstly,from2010to2020,bothoftheactualamountof
soilerosionandthesoilerosiongradeintheDanjiangkouReservoirareadecreased,andthespatialdistribution
trendineachyearwasbasicallyconsistent.Secondly,theconservedsoilinDanjiangkouReservoirareain



2010,2015and2020was6.25×109t,6.62×109tand7.12×109t,respectively,whichshowedagradual
upwardtrend,indicatingthatthesoilconservationfunctionoftheDanjiangkouReservoirareahasbeen
continuouslyenhanced.Thirdly,thesoilconservationfunctionwasvariedindifferentaltituderanges.The
quantityofsoilconservationwaslargerinhigheraltitudeareas,suchasFuniuMountainsinthenortheast,

QinlingMountainsinthewest,andWudangMountainsinthesouthwest.Thequantityofsoilconservation
wassmallerinlower-altitudeareas,suchastheareaaroundtheDanjiangkouReservoir.Thequantityofsoil
conservationofdifferentland-usetypeswasalsoquitedifferent,withwoodlandbeingthelargest,followed
byshrubrangeland,gardenlandandcultivatedland.Last,thegeographicaldetectoranalysisresultsshowed
thatthechangesinsoilconservationfunctionintheDanjiangkouReservoirareaweremainlyaffectedby
topographicfactors.[Conclusion]Inrecentyears,thesoilconservationfunctionintheDanjiangkouReservoir
areahasbeenchangedinapositivetrendingeneral,althoughthequantityofsoilconservationinsomeareas
isstillsmall.Inthefuture,thereturningfarmlandtoforestland(orgrassland)shouldcontinuetobepromoted,

andforestlandandshrublandwithstrongsoilconservationcapabilitiesshouldbefocusedandprotectedsoas
toenhancethesoilconservationfunctionofDanjiangkouReservoirarea.
Keywords:InVEST model;DanjiangkouReservoirarea;soilconservationfunction;influencingfactors;the

geographicaldetector

  土壤保持是生态系统的重要调节服务功能之一,
在缓解区域土壤侵蚀和维持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1]。丹江口水库作为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的水源地,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

年来丹江口库区天然林的保护、退耕还林(草)工程以

及库区移民政策的实施,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发生改

变,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库区周围地区水土流失加剧、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随着丹江口水库水质监测和水

土保持工作的不断推进,水源区水污染防治和水土流

失治理工作产生一定成效,但部分区域仍存在不同程

度的水土流失、石漠化问题。因此,有必要继续深入

开展丹江口库区土壤保持研究,这将有助于认识水源

地土壤侵蚀和土壤保持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

响因素,对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质安全具有重大

意义。目前对土壤保持功能的研究主要是利用通用

土壤流失方程USLE(universalsoillossequation)估
算潜在土壤侵蚀量、实际土壤侵蚀量和土壤保持量,
并探讨土壤侵蚀量及其空间格局、土壤保持量及其生

态服务功能评估、人类活动与水土保持效益的响应

等[2]。尽管 USLE模型考虑了降水、地形、土壤性

质、植被覆盖和管理因子,但并未考虑地块自身拦截

上游沉积物的能力,因此,通过USLE方程计算的土

壤保持量具有一定的局限。该问题在生态系统服务

评估与权衡模型InVEST(integratedvaluationof
ecosystemservicesandtradeoffs)中可得到很好的解

决。InVEST模型的泥沙输移比和输沙量模块SDR
(sedimentdeliveryandretention)综合了 USLE方

程和Borselli[3]、Vigiak等[4]人研究成果,通过计算土

壤侵蚀量和泥沙输移比获取集水区产沙的空间分布,

以此描述坡面土壤侵蚀和流域泥沙输移的空间过

程[5-7],为流域水土保持、水库清淤管理及河道水质控

制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与传统评价方法相比,

InVEST模型有两大创新:①考虑了地块自身拦截上

游泥沙的能力,使沉积物保留量的计算结果更准确;

②考虑了排水层(交通道路等)的影响,由于输沙运移

过程在排水层停止,将相应淤积的产沙量纳入输沙总

量的计算。国内学者基于InVEST模型对流域或区

域尺度上土壤保持量的变化特征开展了大量研究,并
在不同区域尺度取得成果。近年来中国学者利用In-
VEST模型开展了大量土壤侵蚀相关研究。周彬

等[8]应用InVEST模型对北京山区不同森林类型的

土壤侵蚀状况的水土保持功能的差异进行了研究,发
现各森林类型的保持土壤能力均较高;余新晓等[9]应

用InVEST模型评估了北京山区森林生态系统的水

源涵养功能,得到各森林类型的水源涵养深度差异较

大的结论;白杨等[10]利用InVEST模型对白洋淀流

域进行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壤保持等多项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的研究,表明InVEST模型可以很好地应

用于空间化特征分析;胡胜等[2]采用InVEST模型

探讨清淤情境下营盘山库区的土壤保持能力及其空

间格局特征,发现无定河西侧支流的土壤保持能力比

东侧支流偏高;党虹等[11]采用InVEST模型对称钩

河流域土壤侵蚀及土壤保持空间分布进行了模拟,认
为流域以微度侵蚀为主且梯田的土壤保持总量最高;
王森等[12]采用InVEST模型评估了延安市退耕还林

(草)前后的土壤侵蚀量、土壤保持量,认为生态工程

的推进可提升区域土壤保持功能;燕玲玲等[13]对子

午岭地区土壤保持变化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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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保持服务有所增强且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以往国

内学者对土壤保持功能的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

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但总体上主要关注于退耕还林

(草)背景下不同生态系统类型或土地利用类型的土

壤侵蚀量、土壤保持量和土壤保持效益的研究,大多

研究为单一时间尺度,对于土壤保持的时空分布和影

响因素的整体研究不多,且面向丹江口库区的相关研

究较少。因此科学评估丹江口库区土壤保持功能时

空特征,揭示土壤保持时空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是
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

本研究利用InVEST模型泥沙输移比和输沙量

模块SDR估算2010,2015和2020年丹江口库区土

壤侵蚀量和土壤保持量,并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丹江

口流域土壤保持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子。
研究结果可进一步深化土壤保持功能研究,为水源地

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的确立以及流域水土保持与生态

系统安全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丹江口库区位于鄂西北与豫西南的交界处,地理

坐标为32°11'34″—33°52'40″N,109°23'7″—111°57'55″E。
行政范围包括湖北省十堰市的丹江口市、郧西县、张
湾区、茅箭区和郧阳区,以及河南省南阳市的淅川县

和西峡县,总面积约1.79×104km2。丹江口库区东

北部、西部和西南部边缘为中海拔高起伏山地,总地

势呈西北高、东南低、北陡南缓,汉江沿线形成峡谷和

盆地相间的地貌;气候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

温11.2~15.9℃,年均降雨量750~950mm,主要集

中在5—9月;汉江干流与其支流丹江在此交汇,河网

发达;土壤类型丰富,以山地黄棕壤和黄褐土为主,且
有水稻土、紫色土、石灰土等非地带性土壤发育;植被

类型以常绿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为主,
除山区有少量原始森林外,多为次生林,浅山多为荒

山或灌丛,盆地是主要的农耕区[14]。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从该库区引水,其对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跨区

调水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方法

1.2.1 土壤保持模型 本研究将应用InVEST模型

中的泥沙输移比和输沙量模块SDR计算土壤保持

量,并依据丹江口库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改进。该模型

综合了USLE方程和Borselli[3]、Vigiak等[4]研究成

果,通过计算土壤侵蚀量和泥沙输移比获取集水区产

沙的空间分布。计算步骤为:
(1)计算存在植被覆盖和水土保持措施条件下

栅格i的实际土壤侵蚀量:

   USLEi=Ri·Ki·LSi·Ci·Pi (1)
式中:USLEi 为栅格i的实际土壤侵蚀量;Ri,Ki,

LSi,Ci,Pi 分别为降雨侵蚀力因子、土壤可蚀性因

子、地形因子、植被覆盖与管理因子和水土保持因子。
(2)计算栅格i的泥沙输移比:

   SDRi=
SDRmax

1+exp
IC0-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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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DRi 为存在植被覆盖与水土保持措施条件下

的泥沙输移比;SDRmax为最大理论SDR值,一般取

值1.0;IC为连通性指数;IC0,k 是SDR-IC关系的

校准参数;ICi 表示流域内栅格i上的单位泥沙从流

域中到达河道的可能性;Dup为上游集水区土壤侵蚀

量,表示上游泥沙向下游河道输送的潜能;C 为上坡

产沙区域的平均面积;S 为上坡产沙区域的平均坡

度;A 表示上坡产沙面积;Ddn为下游集水区土壤侵

蚀量,表示泥沙经过水流路径到达汇点的可能性;di

为按水流方向计算的栅格i的坡长;Ci,Si 分别表示

栅格i的植被覆盖因子和坡度。
(3)计算流域内栅格i的土壤保持量Ti:

 Ti=Ri·Ki·LSi·(1-Ci·Pi)·SDRi (6)
由此分别计算得到2010,2015和2020年丹江口

库区土壤保持量估算结果。

1.2.2 土壤侵蚀强度等级划分 根据水利部2007年

公布的《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15],
将实际土壤侵蚀量的强度划分6个等级:微度侵蚀

〔<5t/(hm2·a)〕、轻度侵蚀〔5~25t/(hm2·a)〕、
中度侵蚀〔25~50t/(hm2·a)〕、强烈侵蚀〔50~
80t/(hm2·a)〕、极强烈侵蚀〔80~150t/(hm2·a)〕
和剧烈侵蚀〔>150t/(hm2·a)〕。

1.2.3 地理探测器原理 地理探测器是王劲峰[16]研

究团队提出的用以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

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该模型通过空间异质性

来探测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空间分布格局的一致性,
并据此度量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度[17-18],地理探测

器包括4个模块:因子探测器、生态探测器、风险探测

器和交互作用探测器,计算公式为:

   q=1-
1

Nσ2∑
L

h=1
Nhσ2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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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为探测力指标,值域[0,1];q 值越接近于1,
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越强;N 为整个区域

样本单元数;Nh 为次一级区域样本单元数;L 为次

级区域个数;σ2 为整个区域的方差;σ2h 为次一级区

域的方差。
本研究拟利用因子探测器识别地理环境因子对

土壤保持量分布的影响程度,应用生态探测器确立地

理环境因子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基于风险探测器量化

地理环境因子不同类型或不同范围对土壤保持量的

影响,并应用交互作用探测器比较地理环境因子之间

的交互作用。

1.3 数据来源

遥感数据为LandsatTM/OLI影像,分辨率为

30m,来源于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UnitedStates
Geological Survey,http:∥ earthexplorer.usgs.
gov/),包括2010,2015和2020年3个年份,时相上

尽量为4—6月或9—10月,云量少,且为植被的生长

季。经几何纠正和大气校正后,辅助野外采样、高程

和坡度等信息,采用K-Means非监督分类方法将丹

江口库区土地分为林地、灌草地、耕地、水体、建设用

地和园地6大类型,并进行精度验证,使其符合后处

理要求;地形数据为30m分辨率的ASTERGDEM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

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需对其进

行填洼处理;气象数据包括2010,2015和2020年丹

江口库区及周边12个气象站点月均降雨量数据,来
源于中国气象局气象数据中心(http:∥data.cma.
cn/);土壤质地和有机碳数据来源于世界土壤数据库

(HWSD);GDP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以上

数据均重采样到30m分辨率并转换至统一的投影

坐标系统,以满足模型运行要求。

1.4 数据处理

(1)降雨侵蚀力因子(R)。基于丹江口库区及

周边12个气象站点月降水量数据利用 Wischmeier
公式[19]和克里金插值法获取R 值及其空间分布。

(2)土壤可蚀性因子(K)。反映土壤抗侵蚀的

能力,受土壤质地、土壤有机质含量等土壤理化性质

的影响。利用EPIC模型[20]中土壤有机质和土壤颗

粒分析的K 值计算方法获取。
(3)坡长坡度因子(LS)。对DEM 数据进行填

洼处理,将其输入InVEST模型计算LS 值[21]。
(4)植被覆盖与管理因子(C)。反映植被或作物

管理措施对土壤侵蚀量的影响。采用蔡崇法等[22]提出

的植被覆盖与管理因子研究方法,获取不同植被覆盖度

下的林地、灌草地及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C 值(表1)。

(5)水土保持因子(P)。采取与未采取(顺坡种

植)水土保持措施时土壤侵蚀量的比值。基于实地状

况以及文献资料获取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P
值[23](表1)。P 值为1时表示未采取任何水土保持

措施;P 值为0时表示采取了较好的水土保持措施,
土壤几乎不会受到侵蚀。

表1 丹江口库区2010,2015和2020年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

植被覆盖与管理因子(C)和水土保持因子(P)

土地利用
类 型

C 值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P 值

耕 地 0.25 0.41 0.62 0.40
园 地 0.46 0.38 0.32 0.70
林 地 0.07 0.05 0.03 1
灌草地 0.31 0.26 0.02 1
水 体 0 0 0 0
建设用地 0 0 0 0

2结果与分析

2.1 土壤侵蚀量评价

2.1.1 土壤侵蚀量时空变化 运用InVEST模型中

的SDR模块,载入丹江口库区的DEM 高程图、降雨

侵蚀力栅格图、土壤可蚀性栅格图、流域矢量图、土地

利用类型栅格图、生物物理系数表以及相关参数。模

型运行后,输出模拟计算出的丹江口库区实际土壤侵

蚀量分布图(附图1,见第376页)。

2010,2015和2020年丹江口库区实际土壤侵蚀

量分别是1.41×109,9.85×108t和3.99×108t,呈递

减的趋势。空间上,2010,2015和2020年实际土壤

侵蚀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实际土壤侵蚀量较高地区持

续减少,且2020年较于2010和2015年实际土壤侵

蚀量较高的地区明显减少,多分布于库区西部秦岭和

淅川北部地区,少数分布于库区内各地区。2010—

2020年实际土壤侵蚀量的减少大体上表明近些年丹

江口库区对于水土流失的治理起到了一定显著的效

果,但仍需对侵蚀量较高侵蚀地区采取相应的水土保

持控制管理工作。

2.1.2 土壤侵蚀强度等级统计分析 据《土壤侵蚀

分类分级标准》得到丹江口库区的土壤侵蚀强度各等

级面积占比结果(图1)。库区各年不同土壤侵蚀强

度等级所占比例差异较大,年际上也存在较大差异。

2010,2015和2020年土壤侵蚀强度等级所占面积比

例以微度侵蚀、轻度侵蚀为主,各年强烈侵蚀、极强烈

侵蚀、剧烈侵蚀等级面积所占比例逐渐降低,微度侵

蚀、轻度侵蚀等级面积所占比例逐渐增加。其中

2010—2015年 段,轻 度 侵 蚀 所 占 比 例 增 加 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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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20年段,微度侵蚀等级面积所占比例增加

较多。低侵蚀等级地区分布较多且不断增加,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库区侵蚀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不

同侵蚀等级之间单位面积的侵蚀量差异较大,高侵蚀

的面积比例小而侵蚀量很大。因此,为了达到减少侵

蚀量的要求,强烈侵蚀、极强烈侵蚀和剧烈侵蚀区仍

是丹江口库区土壤保持功能治理的重点区域。

图1 丹江口库区2010,2015和2020年

土壤侵蚀强度各等级面积比例

2.2 土壤保持功能评估

2.2.1 土壤保持量的时空变化分析 2010—2020年

丹江口库区土壤保持总量变化较为明显,库区2010
年的土壤保持总量为6.25×109t,2015年的土壤保

持总量上升至6.62×109t,增加了5.92%;2020年的

土壤保持总量上升至7.12×109t,增加了7.51%,总体

上呈持续增加的趋势(附图2,见第376页)。结果表明

2010—2020年丹江口库区土壤保持强度分布一致,且土

壤保持强度持续增大,2010年土壤保持强度为3566.41
t/(hm2·a),2015年上升至3777.61t/(hm2·a),2020
年持续上升至4063.62t/(hm2·a),2010—2020年

土壤保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强。2010—2020
年丹江口库区土壤保持空间分布格局相对均匀稳定,
呈中部、东南少数地区低,北部、西部大部地区高的空

间分布格局。库区内低值区主要位于丹江口水库周

边地形起伏度较小的低海拔区,包括淅川县南部和丹

江口市中部一带,地类以耕地和建设用地为主,植被

覆盖度较低,受到人口密集、经济建设的影响相对较

大,不利于土壤保持;高值区主要位于山高坡陡、地形

起伏明显的较高海拔的库区较高海拔的东北部伏牛

山、西部秦岭、西南部武当山地区,这些区域不易受到

人类活动的干扰,地类以林地和灌草地为主,植被覆

盖率高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类地区土壤实际侵蚀量

较小,土壤保持状况较为良好。丹江口库区2010,

2015和2020年的土壤保持量时间尺度上有所增加,
但空间分布差异不明显。

2.2.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保持量比较 将基

于InVEST模型得到的土壤保持数据和土地利用类

型数据叠加,得到2010—2020年丹江口库区不同地

类的土壤保持量比例以及平均土壤保持强度(图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保持能力大小可用土壤保持

强度来表示,丹江口库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保

持强度具有明显差异。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可能受

植被覆盖度和面积大小的影响,土壤保持强度差异显

著,林地和灌草地的土壤保持能力远高于耕地。2010,
2015和2020年,林地的土壤保持能力最高,其次是灌

草地、园地,耕地较低,耕地和园地具有类似的土壤保

持能力。2010—2020年平均土壤保持能力排序为:林
地>灌草地>园地>耕地。研究表明,林地、灌草地和

耕地是研究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且耕地面积较大,
土壤保持能力较小,潜在的土壤侵蚀风险较大。因此,
应采取适当的水土保持措施提高耕地的土壤保持能

力,从而降低产沙量,增大研究区的土壤保持能力。

图2 丹江口库区2010,2015和2020年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土壤保持能力统计

2.3 土壤保持功能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丹江口库区土壤保持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
为进一步分析库区土壤保持功能的时空变化影响机

制,不仅应考虑气候、地形、土壤、植被几大自然因素

的综合作用,还应考虑社会经济活动等人为因素的干

扰,这些因素在复杂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了土壤保持服

务功能。降水影响土壤侵蚀性,土壤随海拔高度呈有

规律的变化,植被可保护表土从而减少土壤流失量,而
土地利用类型、经济发展状况能够反映人类活动强弱。
本文将2015年作为研究年份,以土壤保持量为因变

量,综合考虑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筛选了降水、地
形、植被来反映自然状况;土地利用类型、GDP等社会

经济因素来表征人类活动,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对库

区土壤保持功能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探测分析。

2.3.1 因子探测 因子探测可探测土壤保持功能的

空间分异性以及各因子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土壤保持

功能的空间变异。统计值用q表示,q 值愈大说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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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变量的解释力愈强[17]。结果表明不同因子的解

释力差异显著,各因子按q 值大小降序排列为:地形

>降水>土地利用类型>GDP>植被覆盖度(表2)。
其中土壤保持变化受地形、降水、土地利用类型的影

响较强,GDP和植被覆盖度的作用较弱。结果表明

地形具有最高的q统计量,说明各因子变量中地形对

土壤保持功能空间变异的解释能力最强,是揭示土壤

保持变化的最主要的环境因子。

表2 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

因 子 植被覆盖度 降水 地形 土地利用类型 GDP

q统计量 0.0092*** 0.0197*** 0.0302*** 0.0168*** 0.0157***

  注:***表示的各因子在0.1%水平上显著(p<0.001)。

2.3.2 交互探测 交互探测可识别不同因子之间的

交互作用以及评估两因子共同作用时是否会增加或

减弱对分析变量的解释力[17]。结果表明任何两种因

子对土壤保持功能空间分异的交互作用都要大于一

个因子单独作用,且两两因子之间对土壤保持变化均

起到双因子增强的作用(表3)。总体上土壤保持功能

的变化受到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但两种

因子对土壤保持变化的影响强弱方面,降水∩地形的

贡献率最高为3.97%;地形∩GDP,地形∩土地利用

类型,植被覆盖度∩地形,降水∩土地利用类型贡献

率较高,分别为3.62%,3.51%,3.32%,3.26%;而植

被覆盖度∩土地利用类型的交互作用最弱。其中,降
水和地形因子交互作用影响力最强,地形和GDP、土
地利用类型因子交互作用次之,这说明生态系统土壤

保持功能的变化是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在降水等自然要素相对稳定的背景下,应控制

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干扰强度,增加植被覆盖

度,进而提高库区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功能。

表3 地理探测器的交互探测结果

因 子  
植 被
覆盖度

降 水 地 形
土地利用

类 型 GDP

植被覆盖度 0.0092 — — — —
降 水 0.0279 0.0197 — — —
地 形 0.0332 0.0397 0.0302 — —
土地利用类型 0.0191 0.0326 0.0351 0.0168 —

GDP 0.0235 0.0289 0.0362 0.0298 0.0157

2.3.3 生态探测 生态探测可用于比较各因子间对

分析变量空间分异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异[17]。结果

表明对于土壤保持功能变化的影响上,地形与植被覆

盖度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他各因子之间不存在显

著差异(表4)。这表明自然因素对土壤保持变异的影

响显著,而社会经济因素在生态探测中对其变化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因此增加植被覆盖度等生态工程建

设有助于防治土壤侵蚀和控制水土流失,从而提高土

壤保持功能。

表4 地理探测器的生态探测结果

因 子  植被覆盖度 降水 地 形 土地利用类型 GDP
植被覆盖度 — — — — —
降 水 N — — — —
地 形 Y N — — —
土地利用类型 N N N — —

GDP N N N N —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 论

作为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生态系统

的土壤保持功能对丹江口库区具有重要意义。研究

分析结果显示,近年来丹江口库区土壤保持功能总体

趋势积极向好,但一些地形起伏度较小的低海拔区土

壤保持量仍较低,说明这类地区受到土壤侵蚀和水土

流失的潜在威胁较大。探测结果表明,几大自然和人

为影响因子对丹江口库区土壤保持功能的作用强度

不同,主要受地形因子以及降水与地形交互作用的影

响,由于降水、地形等自然因子具有不可控性及工程

措施费用昂贵,增加植被覆盖度、降低坡耕地比重等

生态工程建设在防治土壤侵蚀和控制水土流失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于丹江口库区而言,继续

推进退耕还林(草)工程建设,重视与保护土壤保持能

力较强的林地和灌草地,同时减少人类活动对地表的

扰动及其对库区生态环境的污染与损害,降低水土流

失造成的面源污染和土地退化等生态风险,才能更好

地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与肩负起“清水永续北送”的政

治责任。
鉴于InVEST模型中其中因子取值通常借鉴以

往学者研究,可能不适应于库区实际情况,未来研究

仍需对InVEST模型相关参数与计算方法进行校正、
检验,使之适应于库区的生态系统土壤保持服务功能

评估。仅以2015年为例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研究丹

江口库区土壤保持功能的影响因子,受多种因素的交

互影响,未来有必要对多个年份开展研究以揭示不同

影响因子强弱在时序上的变化规律,以此实现对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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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全面了解。本研究通过对丹

江口库区的土壤保持功能进行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

分析,可为区域水土保持和生态管理建设提供参考。

3.2 结 论

(1)2010,2015和2020年丹江口库区实际土壤

侵蚀量分别是1.41×109,9.85×108t和3.99×108t,
呈递减趋势。各年实际土壤侵蚀强度空间格局基本

一致,实际土壤侵蚀量高值区持续减少,土壤侵蚀等

级均逐渐向微度侵蚀转变,侵蚀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

改善。但不同侵蚀等级之间单位面积的侵蚀量差异

较大,仍要注意治理侵蚀等级高区域,以达到减少侵

蚀量的要求。
(2)2010,2015和2020年丹江口库区土壤保持

总量持续增加,分别为6.25×109,6.62×109t和

7.12×109t,空间分布结果表明,库区海拔较高的东北

部伏牛山、西部秦岭、西南部武当山地区土壤保持量较

高,丹江口水库周边地形起伏度较小的低海拔区土壤

保持量较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保持强度等级

差异较明显,其中林地和灌草地这类植被覆盖率较高

地区的土壤保持能力较强,耕地土壤保持能力最弱。
(3)丹江口库区土壤保持变化主要受地形因子

以及降水与地形交互作用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自然因素对库区生态系统的土壤保持功能时空变化

起到重要作用,但在各因子的交互作用下,土壤保持

呈现差异化时空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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