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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山区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由王青著，内容是立足四川省绵阳市官司河流域开展的小尺度研究
，主要包括流域农户生计调查，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土地资源承载力与农业综合生
产潜力，人工防护林水源涵养功能与农业增产、防护林健康评价与结构优化及林分可视化。

　　《山区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适合从事山地科学、环境科学、农业管理及水土保持工作的研究生
、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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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绪论　　1.1官司河流域自然概况　　1.1.1地理位置官司河流域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东邻游仙镇，南界新桥镇双桥村，北抵东林乡团树村、云凤乡龙骨村，西与新桥镇东华村、铜铃村、
民主村相连（图1-1）。
行政隶属于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新桥镇，流域尾部有少部分属于东林乡和云凤乡。
地理坐标为东经104°46′～104°49′，北纬31°23′～31°37′。
距成都市151km，距绵阳市15km。
　　1.1.2地质地貌官司河流域地处龙门山前缘向盆地的过渡地带，新桥背斜的南翼，该背斜呈宽缓状
，两翼地层倾角平缓，一般为3°～5°，倾向多为西南，地质构造简单，地层岩性较单一，出露地层
为白垩系和第四系，主要为砂岩和页岩的重复叠置。
　　流域以浅丘为主，海拔500～638m，相对高差多为50～100m，切割深度以30～70m居多。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流域内可划分为台地、丘陵宽谷两个地貌单元。
其中流域北部大多属于台地；流域的中部至中南部为浅-深切割的丘陵宽谷地貌。
坡度大于30°的面积为0.375km2，仅占流域面积的1.8%；坡度小于5°的面积为5.95km2，占流域面积
的28.3%。
　　1.1.3气候官司河流域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流域年平均降水量为986.5mm，其中5～10月的
降雨量为868.1mm，占全年降水量的88%，7～8月是暴雨的多发季节。
流域年平均气温16.1℃，极端最高气温37℃，极端最低气温-7.3℃，年平均相对湿度为79%，年无霜
期272天；多年平均年日照时数为1299.1h，平均年太阳辐射量89.5kJ/km2；流域多年平均年蒸发
量550mm，以陆面蒸发为主（图1-2）。
　　1.1.4水文官司河流域河流属涪江水系一级支流芙蓉溪。
官司河流域水系结构近乎羽状，河网密度小，全年径流量不丰富，两岸基本对称，属于闭合流域。
河道比较弯曲，河流弯曲系数为1.48，河槽汇流速度较慢，洪水过程比较缓和，河道的平均比降为6.9
‰。
流域内塘库众多，有306个小水塘和2个小型水库。
　　塘库的总水面面积约为2.343km2，占流域总面积的12.7%，总蓄水容量为491.1万m3。
　　1.1.5植被官司河流域森林植被属于亚热带常绿针叶林区，有维管束植物67科、125属、146种。
防护林以亚热带常绿针叶林为主，约占流域面积的96.2%，阔叶林仅占流域面积的3.8%。
植被建群种类主要有马尾松（Pinusmassoniana）、川柏木（Cupressusfunebris）、桤木
（Alnuscremastogyne）、栓皮栎（Quer-cusvariabilis）、麻栎（Quercusacutissima）、湿地松
（Pinuselliottii）等；主要灌木优势种类有黄荆（Vitexnegundo）、火棘（Pyracanthafortu-neana）、马桑
（Coriarianepalensis）、铁籽（Myrsineafricalla）等；主要草本优势种类有栗褐苔草（Carexbrunnea）、
白鳞莎草（Cyperusnipponicus）、荩草（Arthraxonhispidus）、紫菀（Asterageratoides）和野菊
（Chrysanthemumindicum）等。
　　1.1.6土壤官司河流域土壤主要有发育在第四系松散堆积物上的姜石黄壤、老冲积黄壤和发育在白
垩系泥岩和砂岩风化物上的黄红紫色土、灰白色砂土。
姜石黄壤主要分布在北部的台地上，由黄色黏土和卵石组成，质地黏重，通透性差；老冲积黄壤广泛
分布在坡度较大的地段或丘顶，土层浅薄，土体中石砾较多，质地黏重，通透性差；黄红紫色土主要
分布在流域北部和南部，成土母质为砂岩、泥岩的风化物，表层质地较细；灰白色砂土分布于流域中
部和南部局部有灰白砂岩出露的地方，成土母质为灰白色或黄色砂岩风化物，质地为砂壤至轻质壤土
，土层浅薄，疏松，土壤发育弱。
　　1.1.7土地利用官司河流域为典型的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农地和林地在流域内镶嵌分布，农耕地占
流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农业实行一年两熟制，粮食作物以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豌豆、蚕豆、红薯为主，经济作物以油
菜、花生、棉花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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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　　1.2.1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的内涵土地利用是指人类根据土地的自然属
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采取一系列生物、工程、技术措施，对土地进行合理经营的活动，是把土
地的自然系统转变为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过程。
　　土地覆被是指地球陆地表层和近地面层的自然状态，是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此
定义源自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人文因素计划，即IHDP和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即IGBP）。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landuse/coverchange，简称LUCC）是两个有密切联系的重要概念。
简单而言，土地利用侧重土地的社会经济属性，土地覆被注重土地的自然属性；土地利用强调土地的
功能特点，土地覆盖关注土地的形态特征。
土地覆被是土地利用的表现形式，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包括几种土地覆被形式，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必然
带来土地覆被变化，但是土地覆被变化却未必产生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2.2.2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主要研究内容自1995年IGBP与IHDP发表？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科学研究计划？
以来，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研究迅速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课题。
该报告提出了一个详细的LUCC研究计划和理论框架，指出LUCC研究的基本目标是提高对全球土地利
用与覆被变化动态过程的认识，并确定了LUCC研究的三个重点：　　（1）土地利用变化的机制。
通过区域性案例的比较研究，分析影响土地使用者或管理者改变土地利用和管理方式的自然和社会经
济方面的主要驱动因子，建立区域性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的经验模型。
　　（2）土地覆被变化的机制。
主要通过遥感图像分析，了解过去20年内土地覆被的空间变化过程，并将其与驱动因子联系起来，建
立解释土地覆被时空变化和推断未来10～20年的土地覆被变化的经验诊断模型。
　　（3）建立区域和全球尺度的模型。
建立宏观尺度的，包括与土地利用有关的各经济部门在内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动态模型，根据驱
动因子的变化来推断土地覆被未来（50～100年）的变化趋势，为制定相应对策和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任
务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这三个重点领域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构筑了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的基本框架。
其中，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机制对解释土地覆被的时空变化和建立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预测模型起到
关键作用，是全球变化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
　　2005年10月，IGBP和IHDP又提出了全球土地计划（globallandpro-ject，GLP），针对上述研究重点
提出了今后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①土地利用模式；②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③土地利用/覆被
变化的人类响应；④全球与区域的集成模型；⑤有关土地表层与生物物理过程及其驱动力的数据库开
发。
　　目前，我国关于LUCC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类地区：一类是人文和自然驱动力极为活跃的“热点
地区”；另一类是在经济发展、资源消耗与人口增长条件下出现的“脆弱区”。
相对于国内的相关研究，本书特色就是以小流域农户生计状况―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特征―防护林健
康评价―农业综合生产潜力―防护林效益与农业增产―土地结构优化为主线，开展了长时段的微观尺
度定位研究，并取得了系列具有创新性研究成果。
　　第二章官司河流域农户生计调查倡农户生计调查是从社会经济层面阐明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驱动
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评估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的基础数据来源。
　　2.1农户生计调查方案　　2.1.1调查区域2008年4月和2008年9月对官司河流域及周边区域进行了实
地考察。
通过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户生计状况进行调查，调查问卷共600份。
调查样本由12个行政村、200户典型户和20人次访谈组成，行政村分别为双桥村、桩子村、桐籽村、大
包村、同福村、三角村、两河村、玉泉村、铜铃村、民主村、新跃村、东华村，以其家庭收入水平高
、中、低三个层次选取。
官司河流域包括三角村、桐籽村、大包村、两河村、同福村，共调查农户97户。
　　2.1.2调查内容　　1.自然社会经济背景对该镇农业总产值、农民纯收入、农村产业结构、农户家
庭成员的组成状况、劳动力数量、受教育程度、自然资源状况（经济林、蔬菜、果品、食用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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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经济作物）等进行调查。
　　2.农户家庭收入构成对农户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和结构进行调查，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
致富的途径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分析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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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区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系“山地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系列”第二部，是西南科技大学环境
规划与管理科研团队近4年来开展小尺度定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川省科
技支撑计划、国家林业局科技支撑计划等项目的支持下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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