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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区划·

县域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初探’
——以江西婺源县为例

欧阳勋志，廖为明

(江西农韭大学林学院，扛西南昌330045)

插曩该文在阐明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原则的基础上，以婺源县为对象，运用理论分析与专家咨询法

构建了县域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与模糊聚类相结合及星座图法进行功能分区．

结果表明：采用星座图法比利用主成分分析与模糊聚类相结合方法能得到更为满意的结果，指出了所区划

的三大功能区的主要特点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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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景观资源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有限自然美学资源，是开展生态旅游的重要物质基础。景观生态系

统是由多种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并具有序内部结构的复杂四维地域综合体，不同的系统类型，具有

相异的内部结构，功能自然就不同“]。因此，依据特定区域内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等生态要素，重

点考虑其内部森林景观资源的类型、稳定性、生产力、异质性的空间分异，对森袜景观资源进行功能区的

划分，以揭示森林景观资源的功能特征及其分异的规律性，将为有效制订森林景观资源的营造、保护、利

用等经营管理措施及生态旅游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一、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原则

为了较客观、准确、科学地进行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必须以一定的原则为指导，借鉴有关功能区

划研究成果[”“。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区域相似性与差异性原则

由于历史、自然演变和人类经济活动等因素的长期作用，使区域内部的资源和生态状况形成了具有区

域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特点的区域生态系统组合。因此，在进行功能区划分时，首先必须考虑

森林景观资源的类型、生态状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活动的差异，并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体现这些要素

之间的程度差异。相似性是相对于差异性而确立的，空间分布相似的要素会随着区域范围的缩小和分辨率

的提高而显示出差异性。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就是要反映出森林景观资源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并保证各

分区单元内的相对一致性。

(二I综合性与主导性相绪台原则

由于森林景观资源的形成、结构和功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是各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就要求森

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应坚持综合性和主导性相结合的原则，在依据自然与社会因素所表现出来的“集体效

应”的同时，必须特别考虑森林景观资源的主体功能、主要环境因子及其他重要因素的保护要求等，以抓

住问题的实质进行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

(三)发展与景观保护统一性原则

森林景观资源兼具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其功能区划单元是复杂的地域生态经济复合体，集中了地

域中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生态效益是社会经济效益的基础，社会经济效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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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因素，对生态效益的获得也有重要的影响。

护有机统一，既要使森林景观资源得到合理保护，

和谐，促进区域森林景观和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

(四)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

因而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必须力求做到发展与景观保

又要有利于森林景观资源的开发利用，使整个区域生态

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受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的综台影响，涉及多因素、多变量。为了提

高分区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实用性，必须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台的方法，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自然生态经济条件、经营现状、发展趋势、地域位置等进行定性研究来综合确定各区的范围。

(五)景观完整性和便于管理原则

景观完整性主要体现在各区划单元必须保持内部正常的能流、物流、物种流和信息流动关系，通过传

输和交换构成一个完整的网络结构，从而保证其区划单元的功能协同性，并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稳

定性。森秫景观资源功能区划是为森林景观资源的管理、建设，开发服务的，在区划过程中，除了依据野

外考察中获得的直观认识和经验外，还必须考虑到各类资料的罄理和统计分析，这类资料主要来源于辖区

内各级行政单位。所以，在分区中应尽量考虑与行政辖区接轨，既可以满足高层次决策的需要，也便于日

后行政地区综合管理措施的实施。

二、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方法

(一)区划指标的选择

目前，筛选指标的方法主要有专家咨询法、理论分析法和频度统计法。而对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方

面的研究目前尚未有相关成果报道，因而难以采用频度统计法构建区划指标。鉴此，该文首先从理论分析

出发，考虑到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是功能区划和特征区划的集合，所以，区划指标的选择必须根据景观

功能及人类活动的特征、景观生态系统破坏的表现、特征和成因等来确定，主要从反映森林景观资源的多

样性、稳定性、异质性以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强度中筛选指标。在此基础上结合采用专家咨询法，最后综

合确定功能区划的13个指标。各指标的含义如下：

1．人口密度。指某区域内单位面积上的人口数量。它是反映区域人口数量多少及劳动力供应状况的

指标。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区域内人类活动强度的大小及对森林景观功能的影响程度。

2．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某区域内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区城内居民的收入状况与森林景观资源的稳定

性及经营管理强度有关。

3．森林覆盖率。指某区域内森林的覆盖面积与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它是衡量森林生态效益和森林

资源多少的尺度，也是反映区域生态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4．人均森林面积。指某区域内人均拥有的森林面积。它可反映森林景观资源的相对丰富程度。

5．森林单位面积蓄积。指某区域内森林单位面积上的蓄积量。它是反映森林景观资源生产力高低的

一个重要指标。

6．景观多样性。指某区域内森林景观资源类型的多样性程度。它与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稳定性和

景观美学功能等有密切关系。

7．林龄均匀度。指某区域内森林景观年龄分布的均匀程度。它反映了各年龄阶段(幼龄林、中龄林、

近熟林、成过熟林)斑块面积分布的均匀程度，与区域森林景观的稳定性、经营管理和观赏价值等有关。

8．景观分维数。指某区域内平均斑块分维数。它反映区域内斑块形状的复杂程度，与人类对景观的

管理密切相关，对景观中物种的流动及森林旅游产生影响。

9．景观破碎度。指区域内单位面积上的斑块个数。它是用来描述区域内景观被分割的破碎程度，表

明景观被破坏的程度大小，对区域景观的整体观赏效果有影响。

10．天然林与人工林比值。指区域内天然林面积与人工林面积之比。

11．无立木林地比率。指区域内无立木林地面积与区域林地面积之比。无立木林地包括采伐迹地、火

烧迹地、未威林造林地、天然更新林地、预备造林地。这些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森林资源被利用或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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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的程度，与景观的稳定性和观赏价值直接相关。

12．公益林比率。指区域内公益林的面积与林地面积之比。它反映出区域生态建设的重要程度。

13．人均耕地面积。指区域内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它可反映土地资源的相对丰富程度，在某一侧面

也可反映农村居民对森林景观资源利用需求的程度。

(二)区划方法

功能区划有多种方法，该研究将探讨主成分分析与模糊聚类相结合方法以及星座图法在森林景观资源

功能区划中的应用。

1．主成分分析与模糊聚类相结合方法。若将原始数据直接进行聚类分析，会受到指标因素相关关系

的干扰，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因此，有必要先对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用少量的彼此不相关的新指标

来代替原来较多的指标量，且这些新指标反映了原有指标的大部分信息与特征。在主成分分析后的新指标

基础上进行模糊聚类分析，可以获得比较客观的聚类结果。

2．星座图法。星座图法是一种简便的图解多元分析法，直观清晰，便于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加

工，在多种区划中得到了较好的区划效果。该方法通过计算森林景观资源区划指标的权重和原始数据的极

差变换值，由权重和极差变换值计算各样本的直角坐标，并在直角坐标系中绘出星座图，再根据星座图进

行定性分析确定各区的范围。限于篇幅，其具体步骤见文献“1。

三、婺源县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

婺源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与浙江、安徽交界，其地理轮廓大致为“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路和庄

园”，是个典型的山区林业县，森林覆盖率达81．5％。近年来以森林景舰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生态旅游业发

展非常迅速，对其森林景观资源进行功能分区，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营造与管理、利用与保护好森林景观

资源，为区域生态旅游规划提供依据。

衰1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指标值

注；景观多样性，林龄均匀度、景观分维散、景观破碎度的计算方法详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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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考虑到上述13个区划指标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及遵循便于管理等原则，本次以乡镇作为森林景观资

源功能区划的基本单元。根据《婺源县统计年鉴》(婺源县统计局编)及采用Maplnf06．5、Visual Fox-

Pr06．0对最近(2002年)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小班图及属性数据进行处理和计算，统计，分别得到23个乡

镇的13个指标值(表1)。

襄2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指标权t (二)功能区划

指标 权重

人口密度

农民人均纯收^

森林覆盖率

人均森林面积

森林单位面积蓄积

景观多样性

林辨均匀度

景观分维敬

景现破碎度

天然林与人工韩比值

无立木林地比率

公益林比率

人均耕地

o．0235

o．0159

o．1245

o．0569

0．1388

0．1830

0．0824

0．0499

0，2079

0．0358

0．0325

0．0256

O．0】33

注；Lmax一13．55，CI=(xⅢ一n)／(n
一1)一0．0542，RI一1．56，CR=a／RI一0．0347

<o．1一致性检验满意

一区：2，4，5，12，13，17，18

16，22，23。

Y

1．主成分分析与模糊聚类相结合方法。通过对13个因素(指

标)23个样本(23个乡镇)的主成分分析H]，当特征值累计贡献

率取至92．469l％时，得主成分个数M=7，直接利用主成分分析

的结果作为模糊聚类分析的样本和因素，在计算机上运行模糊聚类

分析程序”]，考虑到分区数不宜过多或过少，分别采用^一0．75、

x一0．745、^一O．74三个x值分区，得出3种分类结果。

2．星座图法分区。根据有关专家对13个区划指标进行相对重

要性判断，经归纳汇总，得判断矩阵，采用AHP法求得各指标的

权重。并对计算结果做出一致性检验，其结果见表2。

根据指标的权重及各指标原始数据的极差变换，计算得出婺源

县23个乡镇的直角坐标值，并将直角坐标值绘于星座图上，根据

星座图中各星点的位置，结合样本实际地理位置和综合因子的相似

程度，将其可以连成一片的样本圈在一起，绘成森林景观资源功能

单元的星座聚类图(图1)。其分区结果如下：

19，20，21；二区：1，3，6，14；三区：7，8，9，10，11，15，

^’V

}‘～
＼!!—=一一 ——～ ＼

＼Z，一一 、 、、￡ 、
丑18

13．"涞．．：u-230

‘‘

d}． )6

2 1Z ／ 娩一 u一

半 ／ 4 f
鬯 ／7 矗。‘ ／

图中数字代表乡镇序号

X

圈1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星座圈

(三)结果分析

从主成分分析与模糊聚类相结合方法的划分结果来看，三种不同x中，第三类所包括的乡镇投有变

化，地理位置上也相对集中，包括了东北部中山区的所有乡镇。但其它各类则未能充分体现地理位置及流

域的差异，表现出不完整，而星座图法划分结果在这方面则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根据区划的相关原则，

确定以星座图法为主，主成分分析与模糊聚类相结合方法为辅，并同时咨询有关专家，经调整后确定将婺

源县森林景观资源区划为三大功能区(图2)。其各区所包括的乡镇序号为：

一区：4，5，12，13，18，19，20，21；二区l 1，2，3，6，14；三区：7，8，9，10，1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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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2，23。

1．东北部中山森林景观功能区(一区)。该区位于研究区的东部与北部，以中山景观特色为主，山坡

险峻，群峰簇拥、主峰明显；南部、尤其是江湾南部地势较低，属低山地带。该区以天然阀叶林、人工杉

木林景观为主，其次是松林、茶园，针阔混交林、毛竹林景观，并且有大片的天然黄山松景观分布。该区

森林景观资源建设首先应加强对现有天然阔叶林的保护力度，以维护和提高区域内森林景观资源的多样

性；其次是适度开展森林生态旅游。以旅游产业给当地居民带来一些实惠，从而减少当地居民对森林资源

的破坏。

圈2婺源县森林景观资源功能区划

2．中部低山森林景观功能区(二区)。该区

地处东北中山和西南丘陵之间，地貌以低山为

主，北部有部分地带为中山，由北渐次向南倾

斜。该区群峰竟秀，此起彼伏随河流而蜿蜒，构

成秀丽优美的低山景观。森林景观资源虽以杉木

林、阔叶林景观为主，但多镶嵌着片片人工茶

园，形成本区景观的一大特色。该区为县城(紫

阳镇)所在地，其主要特点是人口密度大，人均

森林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小。所以，其森林景观

资源建设宜在保护天然林景观的同时，加强茶园

景观建设以及商品林景观的建设。

3．西南部丘陵森林景观功能区(三区)。该

区位于西南部，地貌以丘陵为主，西南高，中东

较平缓。水面开阔、林术茂密，构成依势随形，

随形得景的丘陵景观特色。根据该区的特点，该区的森林景观资源建设重点是进一步搞好四旁(村旁、宅

旁、路旁、水旁)的森林景观建设，并对大游山、珍珠山东南一带具有较丰富森林景观资源、良好自然生

态的区域适度发展生态旅游。

参考文献

I肖笃宁．辛劳珍，高1壹．苷．景观生击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高吉喜．张林最，jI英娄．21世纪生毒受晨觇喀．贵阳；量州科技出腹社，2001

3埘国华．傅伯杰．生意区蒯的原划A箕特征．环境科学进晨，1998，6(6)：67～79

4瑰文．略论生寿区捌与规捌．甘肃#止科技，2002，27(3)r28～32

5王学萌．囊宏声．郭常莲，譬．山百省生盎农业区墟捌舟的研究．生态学攫，1994，14(1)；16～23

9袁穗泣．丰利．星座田浩在防护林功能羟营医划分中的应用．瑚南株韭科技t2000·27(1)，lo～15

7畋阳勋志，廖为明．含牡保，荨．饕舞县森椿量观空阊格局及其与量观美学质t关蠹摄析．正西农业大学学攫(自赫科学版)t2005，27(6)；

880～884

8郎圭健，唐守正．IBMPC系列程序集．北京：中国棒业出版社，1989

INITIAL DISCUSSl0N ON FUNCTloN REGl0NAL PLANNING oF

FoREST SIGHT RESoURCES IN CoUNTIES ，

——Taking Wuyuan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Ouyang Xunzhi，Liao Weiming

(Forest C，0Ucge of Jiangxi Agrlculture University．Nanchang 330045)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expounding the principles of function regional planning of forest sight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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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takes Wuyuan County as object，establishes targets for regional planning of forest sight re—

sources in counties by adopt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combined with experts’consultation．It carries out

function regional planning by analyzing the major elements combined with blur clustering and constellation

mapping．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ethod of constellation mapping can get better result than analyzing

major elements combined with blur clustering．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and de—

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planned three big function regions．

Keywords forest sight resource；function region；principles of regional planning；method of regional plan—

ning‘constellation mapping；Wuyuan County

·简讯-

2007年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学术年会在成都召开

2007年9月14～19日，2007年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学术年会在l玛Jll省成都市召开。此次大会由四JlI省农科院遥感

所承办。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理事长、中国农科院资源区划所所长唐华俊，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农科院资源区

划所党委书记王道龙，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李晶宜等领导。学会下属5个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以及

全国18个省(区、市)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区划研究所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代表共90余人参加了会议。农业部发展计划

司(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资源区划与开发处刘北桦处长到会井做重要讲话。

会议由王道龙秘书长主持。刘北桦处长代表全国农业资源区捌办公室在大会上讲话，对学会的工作进行了肯定，并提出

了很好意见和建议：一要在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上做文章；二要在发展现代农业卜做文章；三要在农业资源利用保护上做文

章I四要在加强协作和交流上做文章F五要在加强学科建设上做文章。学会理事长唐华俊做了“2006／2007年度中国农业资源

与区划工作报告”，从6个方面向讲述了学会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并就2008年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向各位代表进行了详细

的介绍，主要包括：抓好专业委员会工作，丰富学会工作内涵}建立区划科研成果评奖机制，鼓励科技创新；加强与国内外学术

团体的合作与交流，提高学会工作水平。

在建设现代农业，注重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促进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大背景下，结合全

国农业资源区划工作要点，本次年会研讨的主题是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与农业资源利用。研讨内容包括农业功能区划战

略研究、区域农业发展战略研究、新农村建设模式和区域循环农业发展模式研究冲国特色现代农业研究。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56篇。为了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增强年会的学术气氛。会前学会聘请有关专家对提交的论文，分

成农业资源利用、区域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新农村建设、循环农业与农业现代化5个部分进行了评审，共评选出一等奖4篇、

二等奖8篇、三等奖14篇、优秀奖22篇。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学会领导对获奖者颁发了本年度优秀学术论文获奖证书，感

谢他们对学会工作的支持，鼓励他们在今后的工作继续努力，撰写出更多更好的优秀论文。

发展计划司王晋臣副处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高国力主任、农业资源专业委员会陈印军主任、农业区域发展

专业委员会罗其友主任、广西区划办公室莫明荣主任、河北区划办公室郭造强主任分别在大会上做了高水平的学术报告。

在随后的分组讨论会上，与会代表分别围绕现代农业，循环农业与新农村建设、农业资源综合管理。农业主体功能区划、

新一轮农业区划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对今后区划学会工作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在代表们的一片热烈掌声中

圊满结束。

(奉刊蝙辑部陈京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