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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区划·

喀斯特山区生态经济区划及生态建设研究*
——以贵州省猫跳河流域为例

许月卿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94)

摘要该文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区划方法，选取自然生态环境

和社会经济两类18个指标，以乡镇为基本单元，对贵州省猫跳河流域进行生态经济区划，将46个乡镇分

为3个生态经济类型区，并对各生态经济类型区的自然、社会经济现状、改善途径及发展方向进行了综合

分析，为区域综合治理和生态重建战略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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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不稳定性和敏感性以及生境的多样性，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对山地脆弱生态系

统的破坏加剧了生态与经济的恶性循环，使其面临着经济和环境的双重困境[1]。我国西南喀斯特山区地形

破碎，土层瘠薄，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在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压力下，粗放式土地利用强度

过大，导致严重的土壤侵蚀乃至“石漠化”。恶劣的自然条件，严重的石漠化，使这里长期处于十分封闭

的环境中，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相当部分群众尚未解决温饱问题，与黄土高原同为我国环境退化问题最为

突出的两片地区‘引。西南喀斯特山区的“环境脆弱贫困一掠夺资源一环境恶化一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

不仅仅是单纯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退化问题，而是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多方面因素交织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经

济问题。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耦合形成不同类型的生态 经济地域系统口]，西南喀斯特山区发展生态

经济及进行生态重建应遵循该系统客观存在的地域分布规律，针对不同的生态经济功能区应采取不同的途

径和生态重建模式。所以生态经济区划是西南喀斯特山区进行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基础，进行不同尺度的生

态经济区划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该文以贵州省猫跳河流域为研究区，从人地关系角度，综合

考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影响，采

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区划方法，对研究区进行

生态经济区划，并针对不同的生态经济功能区提出了相应的生态

经济发展途径与重建模式，为区域综合治理和生态重建战略规划

提供了科学依据。

一、研究区概况

猫跳河流域位于贵州省中部，属长江水系。在行政辖区上，

猫跳河流域涉及西秀、长顺、平坝、贵阳、清镇、修文、息烽7

个县(市／区)和46个乡镇，流域面积3 195km2(图1)。该区
图1研究区位置

地貌类型繁多，山地、丘陵、谷地、坝子、湖泊均有分布。年平

均气温13．8℃，年均降雨量1 300mm，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季风交替明显。猫跳河流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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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坡陡，生境脆弱，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特征极具代表性，

是贵州省生态重建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攻关区域。

二、生态经济区划指标选择与区划方法

(一)指标选择

生态环境指标反映了区域生态环境功能结构状况，指标体系应反映系统内部特征。所以指标体系的构

建是生态经济区划的关键。指标体系的选择应遵循全面性、独立性、明确性的原则[4_7]。针对贵州省猫跳

河流域自然环境特点及生态经济特征，考虑到研究区是喀斯特山区典型农业区，结合研究区生态经济系统

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以及研究区自然环境特征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乡镇为单元，选取自然生态

环境和社会经济两类18个指标进行综合区划(图2)。自然生态环境指标包括坡度、海拔高程、地形破碎

度、年均气温、年均降水、植被生长季节干燥指数、植被净第一性生产力、河流密度、土壤侵蚀模数、裸

岩面积比例；社会经济类指标包括人均农业产值、人均粮食、人均耕地、粮食单产、土地垦殖率、水田比

例、旱地比例、公路密度(表1)。

生态经济区划指标体系

自然生态环境指标 社会经济指标

萋||lI萎ll鋈|l蓁I I囊I I霁¨蓁||幕
图2 生态经济区划指标体系结构

表1 生态经济区划指标体系

自然生态环境指标 社会经济指标

数据来自猫跳河流域数字高程模型(DEM)、土壤、地貌、气象、水文、农业区

划等地学资料以及土地普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三、生态经济区划结果及重建措施

(二)区划方法

该文采用因子分析和最短聚类法对研究

区进行生态经济区划。首先采用标准差标准

化方法对各乡镇原始数据作标准化处理，以

消除不同因子量纲的影响。其计算公式为：

X。，一(X。i—X．)／Sj

X，．为标准化的数据，X。i为第i个乡镇第

j个因子指标值，Xi为第j因子指标值的平

均值，s，为第j个因子指标的标准差。

然后利用SPSS软件，计算相关系数矩

阵、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按因子累计方差

贡献率达80％以上的原则，选取因子个数

作为主因子。经进一步计算得到主因子的得

分系数，对主因子的特征值进行归一化处

理，得到主因子的权重。按照主因子得分和

主因子权重进行加权求和，得到各乡镇的综

合评价值。最后选择欧氏距离，采用最短聚

类法，对各乡镇综合评价值进行聚类分析，

其计算公式为：
m

Dij一[∑I xik—xjk l。]Vq
k

式中：D．．为两点的距离系数，x。。为第i

点第k因子值，xit为第j点k因子值，m为

因子个数，q为指数。

根据各乡镇因子得分评价值和聚类分析结果，遵循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环境一致性和乡镇界限完整性

的原则，将研究区划分为三个生态经济功能区：西部山地林业、畜牧业生产农业区，东部城郊型农业经济

示范区，南部溶蚀高原林、粮、经农业区(表3、图3)。

(一)西部山地林业、畜牧业生产农业区

该区位于研究区的西部，包括洒坪、王庄、暗流、小箐、卫城、麦格、百花湖等17个乡镇，属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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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洼地、峡谷地貌组合类型。该区山高谷深，地形较破碎，平均坡度15．86。，平均海拔为1 305．9m，

地形破碎度75．87，水土流失严重，平均土壤侵蚀模数37．79t／hm2·年。人均农业产值为1 365．45元／

人，低于研究区人均农业产值的平均水平。由于该区坡度较大，洼地、落水洞较多，地表水资源极为贫

乏，农业生产以旱作为主，土多田少，旱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27．44％，水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的

8．88％，土地垦殖率为36．32％。人均耕地0．088hm2／A，低于全区人均耕地水平。该区旱地较多，其中

大于25。的坡耕地占本区面积的2．99％，占猫跳河流域25。以上坡耕地面积总和的57％，水土流失较严重。

表3生态经济类型分区

生态经济功能区 乡镇

西部山地林业、畜牧业生产农业区洒坪、王庄、暗流、小箐、久长、谷堡、卫城、麦格、百花湖、站街、犁倭、十字、乐平、蔡官、天龙、六广、轿子山

东部城郊型农业经济示范区白云、羊昌、高峰、平坝城关镇、夏云、红枫湖、清镇城关镇、湖潮、金华、朱昌、野鸭、艳山红、沙文、麦架、扎佐、龙场

南部溶蚀高原林、粮、经农业区 马场、凯佐、广顺、七眼桥、旧州、大西桥、安顺市区、双堡、宁谷、东屯、马路、黄腊、刘官

图3生态经济类型分区

该区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应以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并

重，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草，最大限度地提高植被覆盖

率，降低水土流失强度。建设以林草业为核心的农林牧复合

生态系统，变传统的农业单调结构，为农一林一牧三元结

构，农林牧相结合，以草促农、促牧、促林。大力发展畜牧

业，建立黄牛、生猪、山羊等生产基地，发展肉食品加工

业，形成特色经济，建立以农牧产品带动加工业的“种、

养、加”一条龙的开放型农业生产新体系。对于35。以上的

坡耕地进行一次性退耕还林还草；对25。以上的坡耕地，可

根据具体情况分期分批退耕还林还草，林木生长期间可套种

农作物，树木成林后再退耕。在山体中部实行乔灌草结合，

种植水土保持林一用材林，如华山松、杉木等；在山体下部大力发展适宜性强、见效快的经济树种或药

材，如板栗、银杏、杜仲、花椒、核桃、金银花等，以提高农民收入；在山脚进行坡改梯，建设高产稳产

农田，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增加基本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保障农民口粮。大力发展沼气，以气代柴解决能

源问题，建立立体农林牧沼复合生态系统，形成“林果～经”、“林一牧粮”、“林一果一药”等多种立

体生态经济模式。

(二)东部城郊型农业经济示范区

该区位于研究区的东部，包括艳山红、野鸭、金华、麦架、朱昌、清镇市区、红枫湖，夏云、白云、

羊昌以及修文市区等16个乡镇，面积1 131．55km2，占研究区面积的36．18％，属丘陵、洼地、坝地地貌

组合类型。该区地势平坦开阔，平均坡度11．37。，平均海拔1 301．12m，地形破碎度46．6，土壤平均侵蚀

模数20．52t／hmk年。该区河流众多，土层深厚，光热水土匹配较好，农业生产条件好，人均农业产值

达2 198。33元，高于研究区人均农业产值的平均水平。人均耕地0．]4hm2／A，高于研究区人均耕地平均

水平。该区旱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26．85％，水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18．95％，土地垦殖率为45．8％，高

于研究区平均水平。

该区毗邻贵阳市，交通发达，河流湖泊众多，水土资源丰富，光热水土匹配较好，适宜发展种植业及

城郊型农业。改变过去单一进行粮油生产的农业结构。开展禽畜、水产养殖，蔬菜、药材、花卉栽培和果

树的生产与开发，建立水稻、油菜商品生产基地和城郊型肉、禽、蛋、奶生产基地，逐步形成产业化。区

内旅游资源丰富，特色农产品众多，如红枫湖镇有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一红枫湖和贵州省级风景名胜区

一百花湖，应充分发挥当地旅游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和相应行业。此外，区内乡镇工业较发达，环境污

染是威胁当地生态经济系统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加大环境污染的投资强度，提高“三废”治理率，

加强环境污染监测和预警，以确保生态经济系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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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部溶蚀高原林、粮、经农业区

该区位于研究区的南部，包括马场、凯佐、七眼桥、广顺、旧州等13个乡(镇)，面积729．36km2，

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3．32％，属于高原溶蚀洼地、丘陵、坝地组合地貌类型。该区地势较平坦，平均坡度

11．05。，平均海拔1 326．78m，地形破碎度39．2，平均土壤侵蚀模数23．22t／hm2·年。洼地、坝地较多，

水田面积较大，水田面积占研究区面积的28．16％，旱地面积占24．9％，土地垦殖率达53．06％，高于研

究区平均水平。耕地0．127hm2／X，高于研究区人均耕地的水平。但中低产田面积大，粮食产量较低。该

区植被覆盖率低，仅14．28％。由于地质岩性及人为破坏等原因，裸岩面积比例大，裸岩面积占本区面积

的7．88％，高于猫跳河流域裸岩面积的平均水平。

该区进行生态系统恢复和重建应以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和耕作管理措施并重，在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

同时，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和林业，建立以水稻为主的商品粮基地，发展烤烟、油菜、辣椒、茶叶等土特

产品基地以及猪、牛、羊畜牧业生产基地。该区森林面积小，裸岩、石质山地面积较多，应对石山、半石

山地区进行封山育林，结合人工抚育，增加植被覆盖率，减小裸岩面积；同时，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改造

中低产田，建立高产稳产田，提高粮食自给率。同时，进行坡改梯工程，增加土层厚度，提高土壤肥力；

修建各种水利工程，综合利用和保护水资源，减轻干旱危害；增加有机肥施人量，推广轮作养地、种绿肥

等生物措施，逐步改良中低产田的土壤结构。对于大于25。以上的坡耕地逐步进行退耕还林还草，营建水

保林和用材林；在土层较厚，立地条件好的地区种植油桐、漆树、板栗、李子、桃、枇杷、柚木等经果

林，形成经济林带，增加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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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Co—ECoNoMIC REGIoN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KARST MOUNTAINoUS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e Maotiao River watershed，Guizhou province

Xu Yueq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ollege，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Beijing 100094)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co—economic theories，adopting the regionalization methods of factors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taking the town as a classification unit，the index system including 1 8 specific indexes

under two categories suitable for classification of eco—economic systems of the Maotiaohe watershed were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the index system including 1 8 specific indexes under two categories suitable for

classification of eco—economic systems of the Maotiaohe watershed were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eco—economic division；index system；factors analysis；cluster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