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５ ０ 卷 第 １ 期

２ ０ ２ ３ 年 ２ 月

江　 苏　 林　 业　 科　 技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５０　 Ｎｏ．１
Ｆｅｂ． ２ ０ ２ ３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３８０（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１２—０６

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的漳州市生境质量时空演变特征

林仕宇，陈　 馨，陆东芳∗

（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１⁃１０；修回日期：２０２２⁃１２⁃１５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ＦＪ２０２２ＢＦ０６１）；福建农林大学优势特色学科建设项目（１１５⁃７２２０２２００６）
　 　 作者简介：林仕宇（１９９６－ ），男，福建福州人，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Ｅ⁃ｍａｉｌ：４４６０５３１７９＠ ｑｑ ｃｏｍ

　 　 ∗通信作者：陆东芳（１９７７－ ），女，福建莆田人，副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Ｅ⁃ｍａｉｌ：９９５３００２４７＠ ｑｑ ｃｏｍ

摘要：区域生境质量是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持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土地利用类型转变造成

的生境质量变化，可以更好地揭示城市扩张对生境破碎、退化、丧失的影响，从而为区域生态的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该文利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对漳州市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生境质量时空演变进行分析，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工具对处理后的数据进

行可视化呈现。 结果表明：（１）漳州市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生境质量指数基本维持在 ０ ７０５ 左右，表明生态环境总体良

好、稳定，抗干扰能力强。 （２）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漳州市部分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中，出现了

逐年下降的趋势。 总体而言，研究区生境质量下降的地区数量较少，零星分布；而生境质量不变或改善的地区比例

达到 ９２ １６％。 （３）漳州市西北部边缘生境质量从 ２０００ 年至今有显著提升，总体上呈现较高的演化趋势，漳州中

部、南部生境质量明显下降，应适时适地开展生态修复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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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频繁的人类社会生

产活动导致了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在不断的解构与

重构，随之产生的生境退化等环境问题极大程度地

影响生境质量。 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国家深

入探索并开展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漳州市作为

福建省管辖的地级市，正积极融入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建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调城镇化与

生态文明的发展与建设，提升城市生境质量［１］。 对

城市生境质量进行评估有助于维护城市生态系统、
保护区域生态安全格局。

生境质量是指生态系统为生存在其中的个体

和种群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提供适宜生存的条件

与能力［２⁃４］，它的高低能够直接反映该区域提供物

种生存的能力，它是一切生态系统功能服务提供的

前提和基础，更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５⁃７］。
了解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漳州市生境质量时空演

变的规律，对区域土地利用的规划和管理提出科学

参考依据，对城市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承载力有

着重要意义。
在已有研究成果中，人类社会活动与生境质量

的响应是十分密切的。 土地利用类型则是其维持

关系的媒介，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能够直观地表达

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的空间聚集程度［８⁃９］。
因此分析区域生境质量的时空动态变化具有非常

重要的实用性价值。 目前，对于生境质量评估模型

愈发多样，如张杰京等［１０］ 运用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计算普

洱澜沧地区亚洲象种群活动区的生境适应性，分析

人象冲突与生境变化的关联；孟庆林等［１１］ 以吉林省

东部地区为研究区建立 ＨＳＩ 模型，模拟评价区域生

境质量的动态变化，为区域生态环境保持长期稳定

提供参考依据；任胤铭等［１２］ 运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模拟

评估了京津冀地区不同情景下的生境质量，为研究

区未来不同政策情景下土地利用规划管理提出建

议。 在众多生境质量评估模型之中，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最

为成熟，其优势不仅能够直观地将数字结果映射为

图形，而且还涵盖较多领域所需的计算模块，是目

前运用最多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１３⁃１５］。 国内

外学者以城市、流域、山脉等不同地形地貌的区域

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土地利用的时空演变对研

究区生境质量变化及影响作出分析，取得了丰硕的

研究成果。
本文以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漳州市土地利用类型的

变化为基础，运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评估漳州市生境质

量并结合土地利用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及规律，研
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为推进漳州市生态文明建设

可持续发展，缓解城市快速发展对生态系统造成的

负面影响提供理论支持。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漳州市作为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心城市，地处闽

南金三角南端，漳州陆域地处北纬 ２３°３４′—２５°１５′，
东 经 １１６° ５４′—１１８° ０８′ 之 间， 全 市 陆 地 面 积

１２ ６００ ｋｍ２，海域面积 １ ８６ ｋｍ２。 漳州市属亚热带

季风性湿润气候，年平均气温 ２１ ℃，雨水充沛，平均

降水量１ ５００ ｍｍ左右。
１ ２　 数据来源

本文所应用的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 ５ 期 ３０ ｍ 分辨率

的栅格数据集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科

学数据中心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ｓｄｅ ｃｎ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土地利用数据采用二级分类系统，共 ６ 个一级类，１８
个二级类，如表 １ 所示。 漳州市电子地图矢量数据

来源于地理国情监测云平台（ｗｗｗ ｄｓａｃ ｃｎ ／ ），地图

坐标统一为 ＣＧＣＳ＿２０００。

表 １　 漳州市土地利用分类体系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耕地
水田

旱地

林地

有林地

灌木林地

疏林地

其他林地

草地

高覆盖度草地

中覆盖度草地

低覆盖度草地

水域

河渠

湖泊

海涂

滩地

城乡、工矿、居民用地

城镇

农村居民点

其他建设用地

未利用土地
裸土地

裸岩石砾地

１ ３　 研究方法

１ ３ １　 生境质量计算方法 　 本文运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

型 ３ １０ ２ 版本中的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生境质量评估模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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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利用研究区土地利用信息、威胁源胁迫距离和

权重、各景观的适宜度和不同威胁源的敏感度，得
出研究区的生境质量指数，从而评价研究区生态环

境质量。 具体计算表达式如下［１６］：
生境退化度：

Ｄｘｊ ＝ ∑
Ｒ

ｒ ＝ １
∑
Ｙｒ

ｙ ＝ １
Ｗｒ ／∑

Ｒ

ｒ ＝ １
Ｗｒ( ) ｒｙ ｉｒｘｙ βｘ Ｓ ｊｒ ；

ｉｒｘｙ ＝ １ － ｄｘｙ ／ ｄｒｍａｘ( ) （线性衰退时）；
ｉｒｘｙ ＝ ｅｘｐ － ２ ９９ ｄｘｙ ／ ｄｒｍａｘ( ) （指数衰退时）。
式中， Ｄｘｊ 为生境类型 ｊ 中 ｘ 栅格的生境退化程

度；Ｒ 为威胁源个数； Ｗｒ 为威胁源 ｒ 的权重； Ｙｒ 为威

胁源的栅格数； ｒｙ 为栅格 ｙ 的胁迫值；ｉｒｘｙ为栅格 ｙ 的

胁迫值ｒｙ对栅格 ｘ 的胁迫水平； βｘ 为威胁源度栅格 ｘ
的可达性； Ｓ ｊｒ 为生境类型 ｊ 对威胁源 ｒ 的敏感度；
ｄｘｙ 为栅格 ｘ 与栅格 ｙ 的直线距离； ｄｒｍａｘ 为威胁源 ｒ
的最大胁迫距离。

生境质量：

Ｑｘｊ ＝ Ｈ ｊ １ －
Ｄｚ

ｘｊ

Ｄｚ
ｘｊ ＋ ｋ２

æ

è
ç

ö

ø
÷

式中， Ｑｘｊ 为生境类型中 ｘ 栅格的生境质量指

数； Ｈ ｊ 为生境类型 ｊ 的生境适宜度，值域为 ０，１[ ] ；
ｋ 为半饱和常数，取值为 ０ ５。 ｚ 为归一化指数，为模

型的默认参数。
由于不同的土地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威胁程度

存在差异，而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最大

的，所以根据该模型手册建议的参照值以及前人研

究成果［１７⁃１８］结合漳州市土地利用现状，本文将城镇

用地、农村居民点和其他建设用地设置为生态环境

的威胁因子，威胁因子的最大威胁距离、权重及空

间衰退类型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威胁因子及其胁迫强度

威胁因子 最大威胁距离 ／ ｋｍ 权重 空间衰退类型

城镇用地 １０ １ 指数型

农村居民点 ８ ０ ７ 指数型

其他建设用地 ７ ０ ６ 指数型

　 　 依据黄宇斌、赵智源等［１９⁃２０］ 的对于南方城市生

境质量的研究成果，漳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最

高的林地和水域用地类型生境适宜度设定为高

（＞０ ７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较高的草地生境适

宜度设定为较高（＞０ 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低的

裸土地和裸岩石砾地等未利用地生境适宜度设定

为 ０，人为开发的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及其他

建设用地生境适宜度设定为 ０。 漳州市生境适宜性

及生境对各类威胁源的敏感程度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漳州市土地利用类型的生境适宜性

及其对胁迫因子的敏感性程度

土地利
用类型

生境
适宜度

对威胁因子的敏感性程度

城镇用地 农村居民点 其他建设用地

水田 ０ ３ ０ ５ ０ ７ ０ ５

旱地 ０ ３ ０ ５ ０ ７ ０ ５

有林地 １ ０ ５ ０ ８５ ０ ５５

灌木林地 ０ ９ ０ ８ ０ ６５ ０ ６

疏林地 ０ ７ １ ０ ９ ０ ７５

其他林地 ０ ５ １ ０ ９５ ０ ６５

高覆盖度草地 ０ ８ ０ ６ ０ ４５ ０ ３

中覆盖度草地 ０ ７５ ０ ６５ ０ ４ ０ ３

低覆盖度草地 ０ ７ ０ ７ ０ ５５ ０ ５

河渠 ０ ８ ０ ８５ ０ ７ ０ ７

湖泊 ０ ８ ０ ９ ０ ７５ ０ ８

海涂 ０ ６ ０ ９ ０ ８ ０ ８

滩地 ０ ６ ０ ９５ ０ ８５ ０ ８

城镇 ０ ０ ０ ０

农村居民点 ０ ０ ０ ０

其他建设用地 ０ ０ ０ ０

裸土地 ０ ０ ０ ０

裸岩石砾地 ０ ０ ０ ０

１ ３ ２　 生境质量服务功能区域划分方法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５ 空间分析模块的重分类工具对生境质

量的评估结果进行重分类，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

分级标准（见表 ４），将其划分为较低、一般、较高和

高 ４ 个等级。

表 ４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级标准

服务功能
等级划分

较低 一般 较高 高

生境质量指数 ＜０ ２５ ０ ２５—０ ５ ０ ５—０ ７５ ０ ７５—１ 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土地利用变化

２０２０ 年漳州市主要的土地利用规模由大到小

依次为林地、耕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和未利用

地。 由图 １ 和表 ５ 可以看出，从 ２０２０ 年起，耕地转

化为建设用地的土地数量大幅增长，达到 ６０２ ５５
ｋｍ２，其中耕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面积最大，为

２８１ ８５ ｋｍ２， 占总面积的 ３０％， 其次是林地，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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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 ４７ 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２４％，说明 ２０００ 年后漳州

市在政府的扶持下，建筑产业蓬勃发展。 草地、林
地的面积变化不大，说明期间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落实到位。 水域相比较于 ２０００ 年增加了

１６６ ２７ ｋｍ２，增长了 ９５％，说明漳州市水系得到了有

效的管理与保护。 ２０ ａ 来，耕地面积增长 １１９ ０３
ｋｍ２，其中以林地和草地为主。

表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ｋｍ２

２０００ 年土地
利用类型

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２０００ 年总计

耕地 ２ ４４０ ８６ ８０ ９７ ２８ ８１ ３５ ７３ ２８１ ８５ ０ １０ ２ ８６８ ３３

林地 ７６ ８１ ６ ３１２ ５１ １０２ ５０ １３ ７６ ２２４ ４７ ０ ７４ ６ ７３０ ７９

草地 ２６ ０１ ９２ １６ ２ ０８７ ２６ ４ ７５ ８７ ３０ ０ ３５ ２ ２９７ ８３

水域 ４ ９８ ４ １６ １ ２５ １７４ １２ ８ ０５ ０ ０４ １９２ ６０

建设用地 １１ ０８ ９ ２３ ４ ６２ １１１ ７２ ３２３ ５８ ０ ００ ４６０ ２２

未利用地 ０ ０９ ０ ４４ ０ ５９ ０ ３０ ０ ８８ １０ ８８ １３ １７

２０２０ 年总计 ２ ５５９ ８３ ６ ４９９ ４６ ２ ２２５ ０３ ３４０ ３９ ９２６ １４ １２ １２ １２ ５６２ ９５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漳州市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２ ２　 生境质量变化

通过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中得到的生境质量分布图，
其指数介于 ０—１ 之间，数值越大则表明区域生境质

量越好。 本研究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 ５ 平台采用分区统计

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漳州生境质量指数。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漳州生境质量指数分别为

０ ７０６，０ ７０７，０ ７０４，０ ７０４，０ ７０６，表现出先上升后

减少随之又增加的演变趋势。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生
境质量指数增加 ０ １４％，之后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增长了

０ ２８％；与此同时，漳州市生境质量指数长期处于

０ ７０５ 左右的水平，呈现小幅度波动，表明研究区生

境质量整体较为稳定，这得益于漳州长期的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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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规划。
２ ３　 生境质量时空变化

由图 ２ 来看，漳州市生境质量指数的高值区都

位于西部和北部，主要集中在华安县、南靖县和平

和县。 生境指数的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漳州市东部

长泰县、龙海市以及南部的东山岛与诏安县。 同

时，研究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的生境质量指数逐渐减小

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漳州市中部、南部，且西北边沿

区域生境质量逐步提高。 在各地区，生境质量指标

无变动区域主要集中在已建成的城镇地区，且空间

上分布比较集中。 根据研究区的生境质量指数的

时空变化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期间，其生境质量变

化幅度较为明显。 自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以来，研究

区总体生境质量有着显著的提高；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出现了微幅下降的趋势；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５ 年度的变

化幅度较为平稳；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２０ 年的增长势头有

所增强，其中 ２０２０ 年的增幅尤为明显。 漳州市东部

漳浦县、东山岛流域在 ２０２０ 年的生境质量得到了显

著的改善，２０２０ 年漳州东部漳浦县与南部东山岛 ２
地流域的生境质量有明显的提升，这主要得益于漳

州长期的生态环境规划保护，实施加强区域、城市

生态保护体系、加大水环境整治力度、推动生态保

护补偿机制等措施，使得流域生态走廊得到了进一

步的改善，生境质量也由此得到提升。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漳州生境质量变化情况

２ ４　 生境质量等级的面积变化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生境质量等级为一

般及以上区域面积占比约为 ８５％，在时空维度上处

于稳定发展的趋势，表明研究区总体生境质量水平

较高。 从图 ３ 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研究的生境质

量指数处于较高和高等级区域的面积占总面积比

重较为突出，较高级区域面积占比分别为 １７ ４２％，
１６ ９５％和 １７ ３０％，高等级区域面积占比分别为

４０ ５８％，３９ ４０％和 ３９ ４８％。 整体上来看，生境质

量较高和高等级区域面积占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

的 Ｕ 形曲线，表明研究区生境质量有逐渐好转的趋

势，但速率较为缓慢。 生境质量处于较低等级区域

面积占比高达 １７ ３７％，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反映出研究区人为干扰，生态脆弱区的面积不断增

大，主要是由于漳州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
以及地产行业的迅速发展。 同时，研究区生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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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一般及以下等级区域面积呈现先上升后下降

的趋势，说明 ２０１０ 年以来，漳州市对于这类用地类

型的生态修复较为重视，推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工作

得到了初步的成效。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漳州市各级生境质量面积占比

３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土地利用并运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Ａｒｃｇｉｓ
等软件，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漳州市生境质量时空演

变规律，得到的结论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１）从时间跨度上来看，２０ ａ 间研究区的生境

质量指数整体在 ０ ７０５ 附近波动，呈现平稳起伏的

特征，由此看出，漳州市生态系统稳定性较强，说明

人为干扰还未加深生境质量的退化，需要维持现状

成果，并提出更高的生态保护规划要求，使之朝着

更好的方向发展。
（２）从空间格局上看，研究区生境质量保持不

变和有所提高的区域具有较强的集聚性，其占比达

到整体区域面积的 ９２ １６％，以漳州市西北部边缘

地区最为显著。 研究区生境质量降低的区域面积

较小，呈零星分布，这与该区域的自然和人为因素

密切相关，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决定了生境质量的

基底，而土地利用等人为因素则影响了生境质量变

化的趋势。
（３）从整体上看，研究区生境质量较高，但研究

期间仍有下滑的趋势。 本文通过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和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结合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分析研究区

２０ ａ间生境质量的时空演变及规律，以期为漳州市

和其他城市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思路，为生态文

明建设贡献力量。

本文通过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得到的生境质量评价结果，
能较好地表征研究期间研究区生境质量的时空演变规

律，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１）近年来运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得到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其模型发展愈发成熟，
功能也愈发完善，模型的空间动态分析精度对比于其

他传统的生态评估方法更加准确，但计算过程中其相

关参数设定由于参考使用指南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故
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２）本研究对生态环境的状况

包含范围较为狭窄，不仅包括生境质量，其他净化水

质、净化空气和土壤保持等生态系统功能也十分重要，
有待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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