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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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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盐城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678

&的时空变异规律! 基于格网尺度对盐城海岸带
-$$&

!

!9"&

和

!"-%

年
/

个时期的
678

进行了估算! 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研究区
678

时空分异规律' 结果表明$ 近
!" :

来

盐城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呈不断减少的趋势! 由
-$$&

年的
-/%.//

亿元减少至
!9-%

年的
$&.-/

亿元! 自然

湿地芦苇
7*$&.8-5+4 &#45$&'-4

沼泽( 碱蓬
9#&+:& 4&'4&

沼泽( 河流面积的减少是引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主要

原因' 研究期间
678

在空间上发生了显著变化'

678

高区"

678

指数
;

67;

＞& %5/.9%

万元&的面积和空间分布显著减

少!

678

较低区"

&$5.5&

万元＜;

67;

!/ 9-%.&(

万元&的面积和空间分布表现出逐渐扩大的格局' 自相关分析表明$

678

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呈集聚分布特征且总体上呈不断下降趋势' 研究区
-$$&"!9-%

年敏感性指数均小于

-

! 表明研究结果具有可信性' 在未来生态系统修复和管理中要权衡与协同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 加

大对芦苇沼泽( 碱蓬沼泽( 河流等天然湿地的保护! 合理规划滩涂湿地的利用方式! 实现沿海湿地系统的可持续

发展与利用'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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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是指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多种直接和间接的生态服务和无形的生态效益!

D

"

% 当

前人类活动的足迹几乎遍及各大自然生态系统& 全球近乎
"EF

的生态系统服务已经或正在经历着退化&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 !

>

"

% 自
<GAHIJKI

等!

D

"进行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23%4%1$' %$).-2$

.(70$

&

@AB

(评估后&

@AB

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并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之一%

众多学者!

="L

"对森林) 草地) 湿地) 城市等不同生态系统的
@AB

进行了研究& 尺度涉及国家) 省域) 市

县及乡镇单元& 为
@AB

评估) 生态环境修复等提供了丰硕的科学支持* 当前关于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的研究多以土地利用类型或行政区域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 难以深入揭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差

异* 盐城海岸带湿地是中国沿海地区最大的海岸湿地& 拥有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和麋鹿
&%$'()*)# +$!

,-+-$.)#

自然保护区& 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对维持区域生物多样性和改善人类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长

期以来& 人类不断增强的围垦活动使研究区滩涂湿地承受了巨大压力&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 丹

顶鹤
/*)# 0$'1.2.#-#

等珍稀鸟禽的生境遭受严重破坏!

DE

"

* 当前关于盐城沿海湿地
@AB

的研究没有充分反

映出区域
@AB

时空动态及内部差异性& 并且缺乏从空间统计与分析角度研究
@AB

时空演化的特征!

DD"D=

"

*

因此& 本研究以盐城海岸带为例& 基于
= M' # = M'

格网尺度对研究区
DLLN">EDO

年的
@AB

进行了估

算& 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探讨了
@AB

的时空分布特征& 以期为生态系统服务估算+ 湿地生态修复及

生态补偿等提供科学依据,

D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

*+*

研究区概况

盐城海岸带'

!>$!O%P!O$>Q%J

&

DDL$>N%PD>D$D"%@

$位于江苏省东部沿海& 面积约
OR

万
*'

>

& 拥有中

国面积最大的沿海湿地, 一般以苏北灌溉总渠为界& 渠北为南暖温带气候带& 渠南侧为北亚热带气候

带!

DO

"

, 本研究范围北至苏北灌溉总渠& 南至北凌河口& 西至盐城老海堤'江苏
>>"

省道$& 东至海水
S= '

等深线的盐城滨海湿地地区, 研究区总面积约
= R>= M'

>

!

DR

"

& 年平均气温为
D# &

& 年降水量为
LEEP

D DEE ''

,

*+,

数据来源及处理

以研究区
DLLN

&

>EEN

与
>ED#

年
=

期
T(+,%(1 HUV@HUW

影像为数据源& 利用
@JBXO;N

提取研究区景

观类型信息, 区域内生态系统类型多样& 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 其中河流) 芦苇
3(*$4!

5-62# $)#6*$%-#

沼泽) 碱蓬
!)$2+$ #$%#$

沼泽) 互花米草
!'$*6-.$ $%62*.-7%1*$

沼泽及光滩为自然生态系统&

农田) 盐田) 养殖池与城镇用地为人工生态系统, 按照研究需要并结合国际湿地公约对湿地的分类!

D"

"

&

将研究区景观类型划分为耕地) 养殖池) 芦苇沼泽) 互花米草沼泽) 碱蓬沼泽) 光滩) 建设用地) 盐田

与河流共
L

类, 本研究采用非监督分类和人工目视解译相结合的方式解译影像& 以地面调查的信息对分

类结果进行验证& 解译精度均在
LEF

以上, 最终生成研究区
DLLN

&

>EEN

与
>EDO

年
=

期景观分类图& 提

取研究区各景观类型的属性信息用于后续分析'图
D

$,

>

研究方法

,+*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

参考谢高地等!

DN

"改进的单位
@AB

系数并根据盐城海岸带的实际情况& 将研究区不同景观类型与最

接近的生态系统类型联系起来& 具体为将养殖池当量因子与水域相对应& 芦苇沼泽) 碱蓬沼泽) 互花米

草沼泽的当量因子均取湿地服务功能的当量因子& 光滩当量因子与荒漠相对应, 同时& 参照谢高地等!

DN

"

和索安宁等!

DQ

"的研究成果& 调整和确定研究区各生态系统类型的当量因子, 其中& 建设用地的气候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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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海岸带景观类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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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体调节功能参照荒漠的相应功能! 其文化娱乐功能设定为与森林的文化娱乐功能对应! 其他生态功

能设为
"

" 养殖池的食物生产# 气候及气体调节功能参照水域相应的生态功能! 娱乐文化功能参照农

田! 其他生态功能取
"

" 基于研究区
-$$<

!

!""<

及
!"-=

年小麦
!"#$#%&' ()*$#+&'

! 玉米
,)( '(-*

和大

麦
./"0)&' +&12(")

的平均产量$

< >?> @)

%

75

!!

&和多年粮食平均价格! 计算研究区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

统提供食物生产的经济价值为
! A?=B"%

元%
75

!!

%

/

!-

" 盐田主要提供原材料功能! 计算得出盐田的原材料

提供功能为
< $!"

元%
75

!!

%

/

!-

" 最终确定研究区生态系统单位面积价值见表
-

"

表
!

盐城海岸带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C/D:, - E382F29,5 2,+G(3, G/:*, *0(9 /+,/ 8H 1(HH,+,09 ,382F29,5 9F4, (0 6/037,0) 38/29/: ;80,

景观类型 单位价值
I

$元%
75

!!

& 景观类型 单位价值
J

$元%
75

!!

&

耕地
!& $A<B!>

光滩
> A%$B#A

养殖池
#& A$?B$>

建设用地
A &!=B<A

芦苇沼泽
#=? >A=B&&

河流
#!& >A&B?!

碱蓬沼泽
#=? >A=B&&

盐田
< $!&B&&

互花米草沼泽
#=? >A=B&&

以土地利用类型或行政区域作为
EKL

评价单元的研究! 难以深入揭示
EKL

的空间差异" 本研究采

用格网单元进行
EKL

评价! 其计算公式如下'

3

EK4

M

5

# M #

!

6

4#

6

4

7

8

" $

#

&

式$

#

&中'

3

EK4

是第
4

个格网的
EKL

指数(

6

4

为第
4

个格网的面积(

6

48

为第
4

个格网第
8

种景观类型的

面积(

7

8

为第
8

种景观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

5

为格网中景观类型的数量"

"#"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研究
EKL

空间分布特征的常用方法! 可判别
EKL

各观测值之间的空间相关程度"

N8+/0

)

2

指数是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最常见的方法之一! 选取全局
N8+/0

)

2

指数*

-$

+和局部
N8+/0

)

2

指数*

!"

+

进行分析" 前者可揭示
EKL

在整个研究区范围内的空间关联程度! 后者可描述不同空间位置上
EKL

可

能存在的空间关联模式" 全局
N8+/0

)

2

指数$

9

&和局部
N8+/0

)

2

指数$

9

!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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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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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为全局
%&'()

$

*

指数%

!

!

为局部
%&'()

$

*

指数%

"

为参与分析的研究区格网单元数%

#

&

$

为相邻的格网%

%

#

&

%

$

为变量
%

!

+,-

"在相邻格网中的取值%

&

'$

为空间权重矩阵%

%

是变量的平均值'

!"#

敏感性分析

采用敏感性指数分析
+,-

对
+,-

系数的敏感程度(

$.

)

' 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0*

+,1

"

2*

+,1

!

+

-(

0(

-1

"

3(

-1

' !

4

"

式!

4

"中#

,

+,1

为系数调整前的
+,-

%

(

-1

为调整前的
+,-

系数%

,

+,(

为调整系数后的
+,-

%

(

-(

为调整后

的
+,-

系数%

(

*

为敏感性系数&

(

*

＞.

表明
+,-

的估算结果可信度低&

(

*

＜.

表明研究结果是可信的'

5

结果与分析

#"$

盐城海岸带不同景观类型
%&'

分析

从表
$

看出# 盐城海岸带
.667

&

$887

和
$8.4

年的
+,-

分别为
.!4955

亿元&

..7:7$

亿元和
67:.5

亿元'

+,-

在
.667!$8.#

年呈不断下降趋势& 主要原因是研究区自然湿地芦苇沼泽* 碱蓬沼泽* 河流面

积的减少& 三者的单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较高& 使得
+,-

总量减少' 耕地* 养殖池* 盐田
+,-

增

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
+,-

总量的损失' 从
+,-

具体构成来看& 研究区耕地* 芦苇沼泽* 互花米草沼

泽
+,-

占
+,-

总量的比例较高&

5

种景观类型的
+,-

占比超过
"8;

& 是研究区主要的景观类型' 光

滩* 建设用地* 盐田对研究区
+,-

的贡献相对较小' 碱蓬沼泽
+,-

在研究期间表现出显著下降的变化

趋势& 人类围垦和互花米草的扩张引起碱蓬生境的减少& 最终导致其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受损' 研

究期间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 养殖池面积不断扩张& 虽然其提供
+,-

的贡献不断增加& 由
.667

年的

$97.;

上升至
$8.4

年的
69$7;

& 其扩张也对研究区自然湿地造成了严重破坏& 威胁到丹顶鹤等珍稀鸟禽

的生存生境' 河流提供的
+,-

在研究期间有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

表
!

盐城海岸带
())*!!+(,

年不同景观类型
%&'

<(1=> $ +,- &? @A??>'>)B =()@*C(D> BED>* A) F()CG>)H C&(*B(= I&)> ?'&J .667 B& $8.#

景观类型
.667

年
$887

年
$8.#

年

+,-3

亿元 比例
3; +,-3

亿元 比例
3; +,-3

亿元 比例
3;

耕地
5.:K# $5:78 5L:8. $6:7# 5L:L# 5":L6

养殖池
5:"# $:7. ":87 L:." 6:8. 6:$7

芦苇沼泽
5L:L. $":#5 $7:$8 $5:.8 .#:68 .L:5#

碱蓬沼泽
5.:L7 $5:L8 5:#" $:6# 5:.$ 5:$.

互花米草沼泽
.#:78 .8:6# 58:L8 $L:6. $$:5" $5:8$

光滩
$:67 $:$. $:.8 .:7K .:#" .:L8

建设用地
8:7" 8:L" .:#8 .:.6 8:6L 8:6K

河流
.$:7L 6:#6 ..:KK .8:86 6:.L 6:#$

盐田
8:L6 8:## 8:.8 8:86 8:"# 8:""

合计
.5#:55 .88:88 ..7:7$ .88:88 67:.5 .88:88

#"!

盐城海岸带格网单元不同等级
%&'

时序分析

根据研究需要和景观斑块面积的大小确定格网尺寸(

$$

)

& 采用
5 MJ " 5 MJ

作为格网尺度
+,-

分析的

基本单元& 共采集研究区
L87

个格网' 基于
N'C OP,

并依据式!

.

"计算每个格网的
+,-

指数& 作为格网

中心点的
+,-

' 采用标准差分级法将不同格网的
+,-

划分为
L

级# 低区!

,

+,-

!76"9"7

万元"* 较低区

!

76"9"7

万元＜,

+,-

!! 8.497K

万元"* 中区!

! 8.497K

万元＜,

+,-

!L $!K96$

万元"* 较高区!

L $!K96$

万

元＜,

+,-

!7 4"!984

万元"和高区!

,

+,-

＞7 4"!984

万元"& 并据此统计研究区
!

个时期不同等级
+,-

分布

情况!表
!

"' 从表
!

看出# 研究区在
.667!$8.4

年
+,-

高区分布面积显著减少& 其面积由
.667

年的

4"796 MJ

$下降到
$8.4

年的
.76966 MJ

$

% 较高区分布面积也呈不断减少的趋势& 从
.667

年的
.L.9K" MJ

$

减少至
6K96" MJ

$

% 中区面积变化不大& 但也呈减少趋势% 较低区的面积表现出逐渐扩大的格局& 由

.667

年的
. 6K"964 MJ

$上升到
$8.4

年的
$ "$"9KL MJ

$

& 其占
+,-

的比例相应地由
.667

年的
L"9!K;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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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盐城海岸带
"##$!%&"'

年不同等级
()*

统计

'()*+ , -./ *+0+* 12 3(245+26 47(89(* :72+ ;<7= >$$? 97 !&>@

年份
-./

等级 格网数
A

个 面积
AB=

! 比例
AC

#$$?

低区
#D# D!!E%D >@F%@

较低区
!@! > $%GF$@ DGF,%

中区
@D ,$@F@@ >>F>$

较高区
>? >D>F%G @F,>

高区
D! @G?F$& >,F!%

!&&?

低区
>,, ,?%FG> >&F?@

较低区
!%$ ! ,$,F@! G?F$!

中区
,& !D$FD, ?F,G

合计
D&? , D!,F$$ >&&F&&

年份
-./

等级 格网数
A

个 面积
AB=

! 比例
AC

较高区
!! >$DF@, DFDD

高区
,, !$?F&& %F@,

!&>@

低区
>,! ,DDF%, >&F>&

较低区
,>@ ! G!GF%D ?@FD@

中区
,& !G!F,G ?F@@

较高区
>> $%F$G !F%>

高区
!& >?$F$$ DF>>

合计
D&? , D!,F$$ >&&F&&

合计
D&? , D!,F$$ >&&F&&

表
'

盐城海岸带
"##$!%&"'

年
()*

全局自相关指数

'()*+ @ H*7)(* (I9747<<+*(9172 12J+K 7; -./ 12

3(245+26 47(89(* :72+ ;<7= >$$? 97 !&>@

年份
L7<(2

!

8 !

指数
" #

>$$? &FGG& % !&F&%D , &F&&>

!&&? &FG,! ! >$F!?& ? &F&&>

!&>@ &FG!& $ >$F&!, & &F&&>

加到
!&>@

年的
?@FD@C

" 格网数由
>$$?

年的
!@!

个增加到
!&>@

年的
,>@

个#

!+!

盐城海岸带
"##$!%&"'

年格网尺度
()*

空间变化分析

结合表
,

和图
!

可看出$ 研究区
>$$?!!&>@

年的
-./

在空间上发生了显著变化# 研究区
-./

高区

和
-./

较高区主要分布在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麋鹿自然保护区及其邻近区域" 且
-./

高区有逐渐

减少的趋势" 印证了保护区受到人为因素影响后面积和空间范围缩小的状况# 研究区内
-./

较高区空

间分布呈先扩大后减少的现象"

-./

中区分布较为零散#

-./

低区和
-./

较低区是分布范围最广的类

型" 从陆地一侧到光滩都有分布# 其中"

-./

较低区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

图
!

盐城海岸带
>$$?!!&>@

年
-./

等级空间分布示意图

M16I<+ ! .N(91(* N(99+<2 7; -./ *+0+* 12 3(245+26 47(89(* :72+ ;<7= #$$? 97 !&#@

!+' ()*

空间自相关分析

,F@F# -./

全局自相关分析 经计算"

#$$?

"

!&&?

和
!&#@

年

研究区
-./

的全局
L7<(2

!

8

指数
!

分别为
&FGG& %

"

&FG,! !

和

&FG!& $

%表
@

&" 且均为正值" 表明
-./

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 相邻格网单元空间
-./

呈高度相似性和集聚

分布现象#

"

检验结果显著"

,

个时期全局
L7<(2

!

8

指数
!

的

显著性水平均小于
&F&D

# 然而" 研究区
-./

在
#$$?!!&#@

年

的空间集聚分布总体上呈不断下降趋势" 表明研究区
-./

空

间集聚有逐渐减弱的趋向" 各土地利用类型趋于破碎化#

,F@F! -./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自相关指数只能从整体上判定
-./

空间集聚情况" 难以测度相

邻格网之间
-./

聚集位置和空间相关程度# 因此" 采用局部自相关指数
!

$

" 测算了研究区
D&?

个格网在

不同时段的
-./

局部空间自相关格局%图
,

&" 统计不同时段
-./

局部自相关的格网数%表
D

&# 结合图
,

??%



第
!"

卷第
#

期

和表
$

可看出! 研究区高
!

高集聚的区域主要位于研究区的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大丰麋鹿自然保护

区及其周边区域" 随着滩涂围垦# 农业生产和工业开发的不断加强$

%&'

高
!

高集聚的区域范围不断缩

小$ 代表的格网数从
())*

年的
*)

个下降到
+,(-

年的
!.

个$ 下降幅度达
$(/),0

" 研究区
%&'

低
!

低

集聚的区域主要分布于光滩$ 低
!

低集聚的空间范围也在不断缩减$ 由
())*

年的
#$

个格网减少至

+,(#

年的
+#

个格网" 研究区存在低
!

高集聚的空间区域$ 主要位于保护区周边$ 由不同的土地利用方

式造成$ 当前保护区周边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农业用地$ 其
%&'

价值远低于保护区景观类型
%&'

的价值"

同时$ 研究区存在较多集聚性不显著的格网$ 其数量从
())*

年的
1*(

个增加到
+,(-

年的
-1(

个"

图
1

盐城海岸带
())*!+,(-

年
%&'

局部空间自相关格局示意图

234567 1 89:;< =>;?3;< ;5?9:9667<;?39@ 9A %&' 3@ B;@:C7@4 :9;=?;< D9@7 A69E ())* ?9 +,(-

表
! "##$!%&"'

年盐城海岸带格网尺度
()*

局部空间自相关

F;G<7 $ 89:;< =>;?3;< ;5?9:9667<;?39@ 9A %&' ;? 463H =:;<7 3@ B;@:C7@4 :9;=?;< D9@7 A69E ())* ?9 +,(#

年份
格网数

I

个

集聚性不显著区 高%高集聚区 低%低集聚区 低%高集聚区 高%低集聚区

())* 1*( *) -$ (+ ,

+,,* -(+ $+ +) (- ,

+,(- -1( 1. +- (1 (

+,!

敏感性分析

采用敏感性指数
!

=

来确定
%&'

随时间变化情况对价值系数的依赖程度" 本研究将各景观类型的价

值系数上下分别调整
$,0

来验证
%&'

的变化状况" 表
"

表明! 研究区在
())*!+,(-

年调整价值系数后

的
!

=

＜(

" 可见$

%&'

对
%&'

价值系数变化缺乏弹性$ 研究结果可信"

表
-

盐城海岸带
"##$!%&"'

年
()*

对价值系数的敏感程度

F;G<7 " &7@=3?3J3?K 9A %&' ?9 J;<57 :97AA3:37@?= 3@ B;@:C7@4 :9;=?;< D9@7 A69E ())* ?9 +,(#

景观类型
!

=

景观类型
!

=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耕地
,/+1* , ,/+)* # ,/1"$ )

光滩
,/,++ ( ,/,(* . ,/,($ ,

养殖池
,/,+* ( ,/,$( " ,/,)+ *

建设用地
,/,,$ " ,/,(( ) ,/,,) .

芦苇沼泽
,/+"# 1 ,/+1( , ,/($1 #

河流
,/,)# ) ,/(,, ) ,/,)# +

碱蓬沼泽
,/+1$ , ,/,+) # ,/,1+ (

盐田
,/,,# # ,/,,, ) ,/,," "

互花米草沼泽
,/(,) # ,/+$) ( ,/+1, +

#

结论与讨论

',"

讨论

研究区在研究期间景观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主要体现在自然湿地向人工湿地的转变$

%&'

总体上

刘玉卿等! 盐城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分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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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这与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

##!#!

#

!

'()

评价受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 如研究

时段% 研究方法%

'()

价值系数修正的差异等& 使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的绝对值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研究估算的
'()

值高于邢伟等"

##

#的结果& 低于周鑫等"

#!

#的估算& 但
'()

的变化趋势是相近的! 因此&

本研究的
'()

评估仍需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首先要加强
'()

评估的规范性! 虽然本研究
'()

估算中对

湿地生态系统类型进行了细分& 但未区分互花米草% 芦苇及碱蓬沼泽
'()

价值系数的差异! 近年来互

花米草的负面生态影响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

#

& 本研究未对其生态入侵的危害作深入分析! 后续研究要

采用更科学的方法对不同湿地景观类型的
'()

系数进行修订& 还应考虑当地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支

付意愿% 支付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其次& 本研究仅对盐城海岸带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

行了估算& 暂未考虑海洋生态系统! 因此核算海洋生态系统
'()

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王静等"

!,

#和李

占玲等"

!-

#研究表明( 围垦前后生态系统服务总的价值相差不大& 但围垦在增加供给服务的同时引起调节

服务的较大损失) 本研究也表明( 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此消彼长引起
'()

的时空变化& 如何权衡与协

同研究区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 尤其是供给服务与调节服务的关系& 实现区域经济发展与

生态保护的 *双赢+ 局面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

!"#

结论

从时间上看& 盐城海岸带在
.$$/

&

!&&/

和
!&.+

年的
'()

分别为
.*+0**

亿元&

../0/!

亿元和
$/0.*

亿元& 总体上呈持续下降的趋势) 研究期间芦苇沼泽, 碱蓬沼泽% 河流等自然湿地面积持续减少& 耕

地% 养殖池等人工湿地持续增加& 对研究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 同时引起
'()

的显著变化)

敏感性分析得出( 不同时期
'()

的敏感性系数均小于
.

& 表明本研究结果可信& 可为研究区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的精细化估算% 湿地生态修复及湿地补偿等提供科学参考)

从空间分布来看& 盐城海岸带的
'()

在空间上发生了显著变化)

'()

高区面积和空间分布显著减

少&

'()

较低区空间分布和面积表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 自相关分析得出盐城沿海湿地的
'()

在空间

上具有一定的集聚分布特征) 高
!

高
'()

集聚区主要位于研究区两大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区域& 低
!

低
'()

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光滩& 且随着围垦活动的不断加强& 低
!

低
'()

集聚区域也存在不断缩小的

趋势) 表明当地人类活动对景观类型利用方式的影响最终影响
'()

的供给和分布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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