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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择 2007 年的 Landsat-5 影像和 2016 年的 Landsat-8 影像,对徐州故黄河流域内的景观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徐州故黄河流
域的耕地面积减少,建设用地增加明显,林地和水体景观面积略有增加,景观变得破碎化,稳定性下降。 建议今后在人类的活动中,增加
林地和水体面积,提高故黄河的生态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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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sat-5

 

imagery
 

in
 

2007
 

and
 

Landsat-8
 

imagery
 

in
 

2016
 

were
 

selected
 

to
 

analyze
 

the
 

landscape
 

pattern
 

in
 

the
 

Xuzhou
 

Ancient
 

Yellow
 

River
 

Basi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was
 

reduced,
 

the
 

land
 

for
 

construct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landscape
 

area
 

of
 

forest
 

land
 

and
 

wet
 

land
 

increased
 

slightly,
 

the
 

landscape
 

had
 

become
 

fragmented
 

and
 

stability
 

had
 

declined.
 

It
 

was
 

sugges-
ted

 

that
 

in
 

the
 

future
 

human
 

activities,
 

increased
 

the
 

area
 

of
 

forest
 

land
 

and
 

wet
 

land
 

and
 

improved
 

the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of
 

the
 

Ancient
 

Yellow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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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河水中含有大量泥沙,黄河自古就经常淤积、改道。
历史上有文献记载可查的黄河的泛滥、决口、改道有 1

 

500 多

次,河道明显的改流有 20 余次[1] 。 黄河自 1128 年在河南滑

县李固渡人为决口以后,“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

定” [2] ,河道在淮北平原上不断摆动,直至
 

12 世纪中叶以后

从徐州由泗入淮,至清咸丰五年(1855 年),改流大清河由山

东利津入渤海止,黄河流经徐州市域 757 年,其间徐州人民

饱受其害[3] 。 黄河曾经在徐州的河道被称为故黄河。 徐州

现存的故黄河,由丰县自西北向东南方向流经徐州市区,从
睢宁流出徐州辖区进入宿迁市,长度 173

 

km。
随着近年来徐州市经济建设不断发展,人类活动对故黄

河流域内土地利用加强,使得故黄河流域的景观格局发生了

相应的变化,遥感技术是研究景观格局变化最有利的手

段[4-6] 。 为了探讨这些人为活动对故黄河流域景观格局的影

响,更好地保护故黄河的生态环境,笔者对 2007 和 2016 年 2
个时期徐州故黄河景观变化进行了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选取徐州辖区内故黄河两侧 2. 5
 

km 作

为研究对象,流域面积 690
 

km2,包括丰县、铜山区、徐州市区

和睢宁 4 个区域。
1. 2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选择徐州市 2007 年的 Landsat-5
影像和 2016 年的 Landsat-8 影像,几何校正后在 ArcGIS

 

10. 2
中进行目视解译,得到 2 个时期的故黄河矢量图层。 利用

ArcGIS
 

10. 2 中的生成缓冲区功能,生成故黄河两侧 2. 5
 

km
的边界图层。 切割 2007 和 2016 年的遥感影像,得到这 2 个

时期徐州故黄河流域的遥感影像。 再一次通过目视解译,得
到这 2 个时期徐州故黄河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图。 将 2 个时

期的土地利用类型矢量图层转换成 TIF 格式的栅格图层,运
用 Fragstats

 

4. 2 软件计算景观指数。

2　 结果与析

2. 1　 徐州故黄河景观类型变化　 从 2007 和 2016 年徐州故

黄河土地利用类型统计(图 1)可看出,徐州故黄河流域范围

内的耕地显著减少,由 2007 年的 425. 4
 

km2 下降至 2016 年

的 406. 5
 

km2,所占百分比下降了 3. 0%;草地面积基本无变

化;林地和水体面积略有增加;建设用地面积显著增加,由
162. 2

 

km2 增加至 174. 4
 

km2,所占比例增加了 1. 7%。
2. 2　 徐州故黄河景观格局分析　 利用 Fragstats

 

4. 2 计算斑

块面积(PLAND)、最大斑块指数(LPI)、周长-面积分维数

(PAFRAC)、斑块密度(PD)、斑块形状指数(LSI)、蔓延度指

数(CONTAG)、斑块结合指数(COHESION)、Shannon
 

多样性

(SHDI)等景观指数,对 2007 和 2016 年徐州故黄河的景观格

局进行分析。 选取景观指数及相关描述见表 1[7-8] ,相关计

算结果见表 2 和表 3。
　 　 由表 2 可见,徐州故黄河流域内耕地类型的 LPI 指数下

降较为明显,PLAND
 

指数和 PAFRAC 指数略微下降,说明徐

州故黄河流域的耕地类型面积下降较多,耕地类型中的最大

斑块面积减小,斑块稳定性下降。 林地类型和建设用地类型

的 PLAND 上升明显,PAFRAC 和 LPI 略微下降。 说明林地

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较明显。 草地类型的 3 个指数数值基

本无变化,草地类型在 10 年中无明显变化。 水体类型的

PLAND 和 LPI 基本无变化,PAFRAC 指数上升较明显,说明

故黄河流域水体斑块复杂性和稳定性提高。
　 　 对比 2007 和 2016 年景观水平的景观指数(表 3)发现,
2016 年徐州故黄河流域的 PD、SHDI 指数略微上升,LSI 指数

上升明显,其他指数下降,说明最近 10 年由于人为活动的影

响,徐州故黄河流域景观变得更加破碎化。
3　 结论

徐州故黄河流域 2007—2016 年耕地类型面积显著下

降,建设用地类型显著增加,景观稳定性下降,这些是人类城

市建设的结果,随着城市化的进行,未来可以预见建设用地

所占的比例将继续增长。

安徽农业科学,J. Anhui
 

Agric. Sci.
 

2018,46(19):81-82 　 　 　



图 1　 2007年(a)和 2016年(b)徐州故黄河土地利用类型

Fig. 1　 Land
 

use
 

types
 

of
 

Xuzhou
 

Ancient
 

Yellow
 

River
 

in
 

2007(a)
 

and
 

2016(b)

表 1　 景观指数及描述

Table
 

1　 Landscape
 

index
 

and
 

description

项目
Item

景观指数
Landscape

 

index
描述

 

Description

斑块类型水平
Plaque

 

type
 

level

PLAND 景观中某类斑块的面积占整个景观面积的
百分率

LPI 最大斑块面积占总景观面积的百分比

PAFRAC 度量斑块类型的复杂性和稳定性

景观水平
Landscape

 

level

PD 反映景观破碎程度,值越大,破碎程度越高

LSI 斑块聚散程度的度量,LSI 越大,斑块越离散

CONTAG 景观 中 不 同 斑 块 类 型 的 聚 集 程 度,
CONTAG 越高,斑块离散程度越低

COHESION 反映相应斑块类型的物理连接度

SHDI 反映景观类型多样性大小的指标,一般来
说,景观破碎化程度越高,该指标越大

表 2　 斑块类型水平的景观指数计算结果

Table
 

2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landscape
 

index
 

at
 

the
 

patch
 

type
 

level

景观类型
Landscape

 

type
年份
Year PLAND LPI PAFRAC

耕地 Farmland 2007 61. 54 50. 67 1. 31
 

2016 58. 81 38. 60 1. 29
 

林地 Forest
 

land 2007 23. 46 4. 17 1. 37
 

2016 25. 23 4. 08 1. 24
 

草地 Grass 2007 7. 71 0. 92 1. 46
 

2016 7. 95 0. 92 1. 48
 

建设用地 2007 6. 47 0. 39 1. 20
 

Construction
 

land 2016 7. 19 0. 38 1. 17
 

水体 Water
 

body 2007 0. 81 0. 19 1. 17
 

2016 0. 82 0. 18 1. 45

表 3　 景观水平的景观指数计算结果

Table
 

3　 Calculation
 

results
 

of
 

landscape
 

index
 

at
 

landscape
 

level

年份
Year PD LSI CONTAG COHESION AI SHDI

2007 1. 04 25. 00 64. 29 98. 22 99. 91 1. 05
2016 1. 24 27. 60 62. 84 98. 02 99. 85 1. 09

　 　 林地类型和水体类型 2 类景观略有增加,这 2 类景观的

增加有助于提高徐州故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建

议今后在故黄河两岸增建各类保护区,提高森林和水体 2 类

景观的面积,使故黄河成为候鸟等迁徙动物的中转站,为各

类水生生物提供生存空间,显著提高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新建的各类保护区也可作为市民休憩、游览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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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以畜禽粪便的形式排出体外,进入环境,对环境造成

威胁[8] 。 因此,优化畜禽业布局,加强兽药饲料使用监管,加
强畜禽粪便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是防止畜禽粪便污染环境,
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措施,必须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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