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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漠化空间格局

2005年石漠化面积达12.95万km2



研究表明重大生态工程

对于区域植被覆盖度、

固碳[1,2]、生态健康状况
[3,4]具有明显积极效应。

北方植被覆盖变化趋势

西南保护强度与植被变化分布格局

生态保护与生态健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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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 退耕还草

植被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

         1 喀斯特相关研究背景—科学问题 5

影响区域碳、水循环过程

生态工程对喀斯

特区域生态恢复

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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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西南喀斯特区域空间分布；
B 是西南在中国分布区位；
C 是2015西南研究土地覆被分布

l 西南喀斯特面积

达5.5 x 105  km2 

(Li et al., 2002)，

约占中国喀斯特

总面积的42%。

l 年降雨量在500-

1500mm左右

l 年均温1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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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土地覆被数据：欧空局CCI-LC数据，空间分辨率为300m，时间

间隔为1年，时段为2001-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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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土地利用轨迹分析法
Restoration activity LUCCT

Afforestation

Sparse vegetation → forest

Agricultural land → forest

Grassland → forest

Shrubland → forest

Bare area → forest

Grass planting

Sparse vegetation → grassland

Agricultural land → forest

Settlement → forest

Bare area →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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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54%的地利用变化与造林、植草有关，也是区域主导生态恢复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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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生态工程对GPP变化的影响

3.2 生态工程对WUE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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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BESS GPP 与西南地区站点GPP具有更好的一致性。
l 造林和植草面积不到西南地区总面积的1%，但该区域对全区域

年GPP增加的贡献超过了1%。
l 造林贡献最为明显，其对生态恢复区GPP的增加贡献约为 

14.94%（BESS GPP）和24.64%（MODIS G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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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造林增加的累积GPP（5.26 Tg C）
2倍于城镇扩张减少的GPP（2.52 
Tg C），有效促进了生态恢复，
且这种积极效应在喀斯特区域尤
为明显。

l 城镇扩张速率（~15.01% per year）
远大于造林增加速率（~0.13% 
per year），表明城镇扩张会进
一步削弱植树造林的积极效应。

年际效应

多年累积效应

西南区域主要土地利用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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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喀斯特区域年均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

（WUE）要低于非喀斯特区域，但其年增长

速率要高于非喀斯特区域。

l 生态恢复措施（造林、植草）对喀斯特区域

年均WUE增加的贡献略低于非喀斯特区域。

l 由于新增植物高抗旱性，造林、植草等对多

年累积WUE增加的贡献要明显高于非喀斯特

区域。

2001-2015西南全区域（A）和生态活动区域（B）喀斯
特和非喀斯特的生态系统水分利用效率（WUE） 年际效应

多年累积效应

2001-2015 生态恢复活动区域生态系统
系统水分利用效率年际变化率（A）
和多年累积变化率（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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