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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安徽省生态服务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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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揭示安徽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规律，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方法］以安徽省３
期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根据研究区不同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的 单 位 面 积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和 各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面

积分别分析了研究区内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不同时段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服务价值变

化的贡献率以及不同年份各单项功能生态服务价值。［结果］研 究 区 林 地 和 耕 地 是 主 要 的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其次是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生态服务总价值量分别为：５３２．３１，５３７．５９和５３１．３５亿

元；土地利用类型的贡献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林地＞耕 地＞水 域＞草 地＞未 利 用 地＞建 设 用 地；林 地 和 建

设用地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贡献率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９个单项生态服务价 值 从 大 到 小 依 次 为：维

持生物多样性＞保持土壤＞气候调节＞气体调节＞原材料生产＞提供美学景观＞食物生产＞废物处理＞
水文调节。［结论］研究区内的生态服务价值呈现相对稳定态势，其中林地对生态服务总价值的贡献最大，

建设用地是生态服务总价值增长的主要牵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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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很早就对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有了初步认

识，但关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概念却产生于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１］。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概念，不 同 学

者虽表述不同，但在其基本内涵上已基本达成共识。

１９９７年Ｄａｌｉｙ等［２－３］提 出，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功 能 是 指 生

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的，维持人类生存的自然环

境条 件 及 其 效 用。与 此 同 时，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４］研 究 提

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自然资本”从科学意义

上明确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的原理及方法，指出

生态服务价值是指人类能够直接或间接的从生态系

统功能中得到的利益，主要包括向经济社会系统输入

有用物质和能量，接受和转化来自经济社会系统的废

弃物，以 及 直 接 向 人 类 社 会 成 员 提 供 服 务。此 后，

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的有关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的

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和生

态学家开始对全球、区域、城市以及单一生态系统或

者单个物种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评估理论与方法

进行积极探讨，并将其理论应用于评估各类生态系统

的生态服务经济价值，而且在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诸

多方面都进行了一些研究［５］。其研究意义在于科学

地表述生态系统物品或服务的价值，使生态系统价值

数量化和货币化，方便生态系统价值的鉴别；改善福

利衡量的基础，表现社会公平和生态可持续性，使社

会决策机制尽力处理稀缺资源在各种竞争需求之间

的分配［６］。
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一对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统一体。一方面，不同类型

土地利用面积的变化会引起其服务功能种类和强弱

的变化，进而影响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量；另一方面，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会造成生态系

统结构的变化，生态系统结构的破坏使相应的土地利

用类型功能减退甚至丧失，进而影响土地利用类型的

变化［７］。土地利用变化作为全球生态环境变化的核

心领域，通过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生态系

统维持其服务功能起决定性作用［８］。安徽省虽然自

然资源丰富，但人均自然资源与世界平均水平仍存在

较大差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

口的激增，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交易越来越频繁，人地

矛盾、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越发紧张，进而对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但目前世

界上还没有关于成熟的生态价值鉴别、量化和货币化

的系 统 方 法［４］。为 此，本 研 究 以 安 徽 省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土地利用变化情况为基础，分析该省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变化，旨在对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研究区

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９］。

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预处理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安徽省位于中国经济最发 达 的 区 域———华 东 地

区，经济上 属 于 中 国 中 东 部 经 济 区。省 域 介 于 东 经

１１４°５４′—１１９°３７′，北 纬２９°４１′—３４°３８′，该 省 面 积 约

１．４０×１０５　ｋｍ２。地貌以平原、丘陵和低山为主，分成

淮河平原区，江淮台地丘陵区，皖西丘陵山地区，沿江

平原区，皖南丘陵山地５个地貌区，在气候上属暖温

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地区。在淮河以北属暖温带半湿

润季风气候，淮河以南属亚热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

气温为１４～１７℃，１月平均气温零下１～４℃，７月平

均气温２８～２９℃，降 水 集 中 在 夏 季，占 年 降 水 量 的

４０％～６０％。安徽省耕地约４．１７×１０６　ｈｍ２，林业用

地面积约 为４．４０×１０６　ｈｍ２，其 中 林 地 面 积３．８０×
１０６　ｈｍ２，水域面积约１．０５×１０６　ｈｍ２。长江、淮河分

别流经安徽省４１６和４３０ｋｍ。安徽省是中国重要的

农产品生产、能源、原材料和加工制造业基地，以第二

产业为主导，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

１．２　数据准备与处理

以研究区１∶５万 地 形 图 为 基 础，利 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软件，选 用 高 斯—克 里 格 投 影 方 式 并 采 用 二 次

多项式纠正方法分别对安徽省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和２０１０年

３期的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遥 感 影 像 进 行 几 何 校 正 和 裁 剪

处理，并结合ＤＥＭ影像对ＴＭ影像进行配准和正射

校正，其目的是纠正由于地形起伏引起的误差，然后

结合《中国土地分类系统》、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类型样

点调查数据以及遥感影像的特点采用人工目视解译

的方式将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林地、耕地、
草地、水域、居 民 及 建 设 用 地 以 及 未 利 用 地 共６种

类型。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土地利用转化分析方法

２．１．１　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　单一土地利用类

型动态度指的是研究区的某一时间范围内土地利用

类型的变化情况［８］，其公式为：

Ｋ＝Ｕｂ－ＵａＵａ ×１Ｔ×１００％
（１）

式中：Ｋ———单一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动 态 度；Ｕａ，Ｕｂ———
研究 初 期 和 研 究 末 期 某 种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的 面 积

（ｈｍ２）；Ｔ———研究末期与研究初期的时间差（ａ）。

２．１．２　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　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

指的是研究区的某一时间范围内土地利用类型总的

变化情况［８］，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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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
ｎ

ｉ＝１
〔ＬＡ（ｉ，ｔ１）－ＵＬＡｉ〕

∑
ｎ

ｉ＝１
ＬＡ（ｉ，ｔ１）

／（ｔ２－ｔ１）×１００％ （２）

式 中：Ｓ———综 合 土 地 利 用 动 态 度；〔ＬＡ（ｉ，ｔ１）－
ＵＬＡｉ〕———第ｉ种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转 化 为 其 他 非ｉ类

型土地利 用 面 积 之 和；ＬＡ（ｉ，ｔ１）———研 究 初 期 第ｉ种

土地利用 类 型 面 积（ｈｍ２）；ＵＬＡｉ———研 究 期 间 第ｉ
种土地 利 用 类 型 未 变 化 部 分 的 面 积［１０］（ｈｍ２）；ｔ１，

ｔ２———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的时间（ａ）。

２．２　生态服务价值评价

谢高地等［４］在Ｃｏｓｔａｎｚａ提出的全球尺度上的生

态服务价值计算模型基础上，通过对中国７００位具有

生态学背景的专业人士进行问卷调查，得出了新的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体系，建立了中国生态系统单位

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谢高地等［１１］结合中国实地情

况，提出了 不 同 区 域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的 修 正 参 数。其

中，安徽省生态服务价值为１．１７。郑江坤等［１２］根据

谢高地和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密云水库集

水区不同土 地 利 用 类 型 单 位 面 积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表。
本研究参考谢高地提出的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

态服务价值表、安徽省生态服务价值的修正参数以及

郑江坤提出的密云水库集水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

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制定了安徽省不同土地利用

类型的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具体实现过程为：
第１步：参考谢高地等［４］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

生态服务价值表，其具体方法为：（１）以Ｃｏｓｔａｎｚａ等

提出的全球尺度上的生态服务价格表作为参考，设农

田食物生产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为１，向中国７００位

具有生态学背景的专业人士进行问卷调查其他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相对于农田食物生产价值的相对重要

性（当量因子），得出新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
（２）根据胡瑞法和冷燕［１３］提出中国２００５年全国平均

粮食生 产 的 单 位 面 积 总 收 益 为３６２９．４３元／ｈｍ２，除

去单位面积总投入９３０．３３元／ｈｍ２ 和粮食 生 产 的 影

子地租约为２　２５０元／ｈｍ２ 得到中国１个生态服务价

值当量因子 的 价 值 为４４９．１元／ｈｍ２，将 此 结 果 与 问

卷调查得到的新的生态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相乘，得
到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

第２步：参考 谢 高 地 等［１１］提 出 的 安 徽 省 生 态 服

务价值的修正参数１．１７，将此参数与中国生态系 统

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相乘得到安徽省不同土地

利用类型的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
第３步：结合郑江坤、参考谢高地研究成果制定

的密云水库集水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

服务价值表以及密云地区生态服务价值的修正参数

１．０２４，将密云水库集水区居民工矿用地单位面积生

态服务价值除以１．０２４得到全国范围居民工矿用地

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再将其乘以安徽地区生态服

务价值修正参数１．１７得到安徽省居民工矿用地生态

服务价值，作为新的建设用地生态服务价值指标，最

终得到针对安徽省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位面积生

态服务价值表（表１）。

表１　安徽省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 元／（ｈｍ２·ａ）

Ⅰ级类型 Ⅱ级类型　 林地 耕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１７３．４０　 ５２５．４５　 ２２５．９４　 ２７８．４８　 ０　 １０．５１
原材料生产 １　５６５．８３　 ２０４．９３　 １８９．１７　 １８３．９１　 ０　 ２１．０１

气体调节 ２　２６９．９３　 ３７８．３２　 ７８８．１７　 ２６７．９８　 ０　 ３１．５３

调节服务
气候调节 ２　１３８．５７　 ５０９．６９　 ８１９．７０　 １　０８２．４３　 ０　 ６８．３０
水文调节 ２　１４９．０８　 ４０４．６０　 ７９８．６８　 ９　８６２．６４ －７　８１３．１６　 ３６．７８
废物处理 ９０３．７７　 ７３０．３７　 ６９３．５９　 ７　８０２．８９ －３　４２８．０７　 １３６．６２

支持服务
保持土壤 ２　１１２．２９　 ７７２．４１　 １　１７７．００　 ２１５．４３　 ０　 ８９．３３

维持生物多样性 ２　３６９．７６　 ５３５．９５　 ９８２．５９　 １　８０２．２８　 ０　 ２１０．１８

文化服务 提供美学景观 １　０９２．９３　 ８９．３３　 ４５７．１４　 ２　３３２．９８　 ０　 １２６．１０
合 计 １４　７７５．５６　 ４　１５１．０５　 ６　１３１．９８　 ２３　８２９．０２ －１１　２４１．２３　 ７３０．３６

　　在制定安徽省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的 单 位 面 积 生

态服务价值表之后，根据公式（３）—（５）计算各土地利

用类型的服务价值、各项服务功能的价值以及生态服

务总价值［１４］，其公式为：

ＥＳＶｋ＝∑
ｆ
Ａｋ·ＶＣｋｆ （３）

式中：ＥＳＶｋ———第ｋ类 土 地 类 型 的 服 务 价 值（元）；

Ａｋ———第ｋ类土地类型的面积（ｈｍ２）；ＶＣｋｆ———第ｋ
类土 地 类 型 第ｆ 项 单 位 面 积 生 态 服 务 价 值（元／

ｈｍ２）。

ＥＳＶｆ＝∑
ｋ
Ａｋ·ＶＣｋ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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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ＥＳＶｆ———第 ｆ 项 服 务 功 能 的 价 值 （元）；

ＶＣｋｆ———第ｋ类土地类型第ｆ 项单位面积生态服务

价值（元／ｈｍ２）。

ＥＳＶ＝∑
ｋ
∑
ｆ
Ａｋ·ＶＣｋｆ （５）

式中：ＥＳＶ———总的服务价值（元）。
为了计算不同土地 利 用 变 化 对 研 究 区 生 态 系 统

服务价值变化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公式（６）计 算 不 同

土地利用类型在某时段内的生态服务 价 值 变 化 占 总

生态服务价值的比例，其公式为：

ＳｋＴ＝ │ΔＥＳＶｋＴ│

∑
ｎ

ｋ＝１
│ΔＥＳＶｋＴ│

×１００％ （６）

式中：ＳｋＴ———第ｋ类土地利用类型在Ｔ 时 段 内 由 于

变化所产生的生态服务价值变化量的 绝 对 值 占 总 的

比例；ΔＥＳＶｋＴ———第ｋ类土地利用类型在Ｔ 时段内

的变化引起的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量。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动态演变

３．１．１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从安徽省土地利用结构

的总体变化情况来看（图１），整个研究区林地占地面

积最大，耕地次之，林地与耕地 是 研 究 区 的 主 要 土 地

利用类型，占整个研究区的６０％以上，其次是建设用

地，而草地和水域所占比例最小。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林地的面 积 逐 渐 增 加，从２０００年 的４．１２×１０６　ｈｍ２

增加到２０１０年 的４．４０×１０６　ｈｍ２，其 中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增幅较小，面积基本保持不 变；耕 地 面 积 呈 下 降 趋

势，但 降 幅 较 小，基 本 保 持 不 变，面 积 从２０００年 的

４．２２×１０６　ｈｍ２ 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４．１７×１０６　ｈｍ２；建

设用地面积呈增长趋势，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０６×１０６　ｈｍ２

增长至２０１０年 的３．３９×１０６　ｈｍ２，其 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增幅为８．３２％，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增幅为２．５２％；未利

用地面积也呈下降趋势，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５２×１０６　ｈｍ２

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９３×１０６　ｈｍ２；而草地面积逐渐增

加，从２０００年 的３．１８×１０５　ｈｍ２ 增 加 到２０１０年 的

３．４０×１０５　ｈｍ２；水域面积基本保持不变。

图１　研究区内各年份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

３．１．２　土 地 利 用 动 态 度　单 一 土 地 利 用 动 态 度 越

低，表明该土地利用类型在研究期内变化为其他类型

的数量越小，体现出该类型的相对稳定性［１５］。从表２
可以看出，研究区内各个时段中水域的单一土地利用

动态度最低，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单一土

地利用 动 态 度 都 为０．１７％，表 明 水 域 在 整 个 研 究 时

段内基本没有向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发生转移，是研究

区中最稳定的土地利用类型。而未利用地在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均 呈 下 降 趋 势，其 在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年 的 单 一 土 地 利 用 动 态 度 为 －３．２８％，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为－１．６５％，是

研究区内转移相对最为活跃的土地利用类型。另外，

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研 究 区 总 体 土 地 利

用动态度 为－０．３２％和－０．０９％，表 明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的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化较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活跃。其他土地利用类型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研究

区内各个时段的各个土地利用动态度 均 没 有 发 生 显

著的变化。

　　表２　研究区不同时段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变化 ％

土地利用类型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林 地 １．３６　 ０
耕 地 －０．６５　 ０．３８
草 地 ０．７６　 ０．６０
水 域 ０．１７　 ０．１７
建设用地 １．６６　 ０．５１
未利用地 －３．２８ －１．６５
研究区总体 －０．３２ －０．０９

３．１．３　研究区生态服务价值变化　根据研究区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 值 和 各 土 地 利

用类型面积分别计算研究区３期的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表３）、不同时段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服务价值

变化的贡献率（表４）以 及 不 同 年 份 各 单 项 功 能 生 态

服务价值（表５）。据表３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研究区

内生态系统服务总 价 值 呈 相 对 稳 定 态 势，从２０００年

的５．３２×１０１０元变化至２０１０年的５．３１×１０１０元。其

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增 幅 为１．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降 幅

为１．１％。另外，占生态服务总价值正向作用比例最

高的是林地，其次是耕地，草地和水域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所占比例基本保持不变；而未利用地所占比例呈逐

年下 降 趋 势，其 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降 幅 为１６．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降幅 为８．１％。唯 一 在 生 态 服 务 总 价

值中占负向作用的是建设用地，并且其所占的负面作

用呈不断增长趋势，至２０１０年，其生态服务价值的负

向作用达到３．８２×１０１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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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各年份生态服务价值（ＥＳＶ） 亿元

土地利用类型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ＥＳＶ　 ＥＳＶ　 ＥＳＶ
林 地 ６０９．２０　 ６５０．６４　 ６５０．７１
耕 地 １７５．５７　 １６９．８７　 １７３．１４
草 地 １９．５１　 ２０．２５　 ２０．８５
水 域 ５３．７２　 ５４．１７　 ５４．６５
建设用地 －３４４．１０ －３７２．７３ －３８２．１５
未利用地 １８．４１　 １５．３９　 １４．１５
总 计 ５３２．３１　 ５３７．５９　 ５３１．３５

表４　研究区不同时段不同土地利用

类型生态服务价值变化贡献率

土地利用
类型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ＥＳＶ变化／
亿元

贡献率／
％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ＥＳＶ变化／
亿元

贡献率／
％

林 地 ４１．４４　 ５１．８１　 ０．０７　 ０．４６
耕 地 －５．７０　 ７．１３　 ３．２７　 ２１．６６
草 地 ０．７４　 １．２４　 ０．６２　 ４．１０
水 域 ０．４５　 ０．９３　 ０．４８　 ３．２０
建设用地 ２８．６３　 ３５．５１　 ９．４２　 ６２．３７
未利用地 －３．０２　 ３．３８ －１．２４　 ８．２１
总 计 ６２．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６２　 １００．００

　　表５　研究区不同年份各单项功能生态服务价值 亿元

Ⅰ级类型 Ⅱ级类型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３０．９９　 ３０．７０　 ３１．１３
原材料生产 ７４．７５　 ７８．７４　 ７８．８０

气体调节 １１３．５０　 １１９．４４　 １１９．５６

调节服务
气候调节 １１４．７５　 １２１．６８　 １２１．７６
水文调节 －１０７．７３ －１２２．０８ －１２８．１９
废物处理 －１３．５３ －２１．１３ －２３．４３

支持服务
保持土壤 １２６．２４　 １３０．８５　 １３２．４３
维持生物多样性 １３３．８１　 １３７．９９　 １３８．１５

文化服务 提供美学景观 ５９．５３　 ６１．４０　 ６１．１４
合 计 ５３２．３１　 ５３７．５９　 ５３１．３５

据表４可 知，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林 地 是 生 态 系 统 服

务价值变化贡献率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其贡献率占

全部生态 服 务 价 值 的５１％以 上。在 此 期 间，虽 然 耕

地与未利用地的面积在减少，但 林 地 的 面 积 在 增 加，
而且林地的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大 于 耕 地 和 未 利

用地，所以在此期间总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增长

趋势；而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建 设 用 地 是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价

值变化贡献率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其贡献率占全部

生态服务 价 值 的６２％以 上。在 此 期 间，由 于 林 地 面

积基本保持不变，草地和水域 的 面 积 略 有 增 加，而 随

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不

断提高，建设用地面积的增长 相 对 明 显，导 致 其 的 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贡献率最大。其次是耕地，在此

期间，随着开垦力度的增加，其 面 积 出 现 相 对 增 加 趋

势，导致耕地的生态系统服务 价 值 变 化 贡 献 率 较 大，
达到２１．６６％。

据表５可知，在不同年份各单项功能生态服务价

值项中，从Ⅰ级类型服务价值 项 来 看，支 持 服 务 的 生

态价值所占总比例最大，约占研究区生态服务总价值

的５０％，其次为供给服务和调节服务，分别占研究区

生态服务总价值的２０．３１％和１８．４２％，文化服务 所

占比例最小，仅占研究区生态服务总价值的１１．３６％。
从Ⅱ级类型服务价值项来看，在 正 向 价 值 中，维 持 生

物多样性的生态服务价值所占比例最大，占研究区生

态服务总 价 值 的２５．６０％。食 物 生 产 的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所 占 比 例 最 小，仅 占 研 究 区 生 态 服 务 总 价 值 的

５．８％。在支持服务 价 值 项 中，维 持 生 物 多 样 性 与 保

持土壤的比例为４１∶３９；在供给服务价值项中，原材

料生产与食物 生 产 的 比 例 为５８∶２３；在 调 节 服 务 价

值项中，气候调节所占比例最大，其中：起负向作用的

生态服务价值是水文调节与废物处理，其原因主要是

建设用地在水文调节与废物处理过程 中 所 起 的 负 面

影响较大，而且建设用地的面积在研究时段内呈不断

增长趋势。在Ⅱ级类型服务价值项中，９个单项生态

服务价值占总体价值的比例从大到小依次为：维持生

物多样性、保持土壤、气 候 调 节、气 体 调 节、原 材 料 生

产、提供美 学 景 观、食 物 生 产、废 物 处 理、水 文 调 节。
各项生态服务价值随着年份的推移基本呈增长趋势，
但随着建设用地的增加，其生态服务价值的负向作用

也在增长，所以从总体来看，研 究 区 内 不 同 功 能 的 不

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服务总价值在研 究 时 段 内 基 本

保持不变。

４　讨 论

在研究时段内，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的 变 化 受 气 候、环

境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其 中，自 然 条 件 是 研 究

区内土地利用变化的直接驱动因子，从而导致了生态

服务价值量的变化。与此同时，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是

研究区内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推动因子，不同的土地

政策、不合理的土地开发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都会对

土地利用格局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从而引起生态服

务价值的变化。
本研究从宏观角度分析，根据对研究区不同年份

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位面积

生态服务价值分别计算得到研究区３期 的 生 态 服 务

价值。在研究时段内，研究区总的生态服务价值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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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稳定态势，与研究区内的林 地、耕 地 以 及 建 设 用 地

的面积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其 中 林 地 与 耕 地 所 占 生

态服务总价值的贡献率最大，一方面由于安徽省在地

理位置上位于我国东部季风 区，水 热 条 件 较 为 优 越，
植被覆盖率较大，林地与耕地是研究区内主要的土地

利用类型。另一方面在国家有关政策的支持下，随着

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人们保 护 环 境 意 识 逐 渐 增 强，
林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是研究区总的生态服务价值逐

年递增趋势的主要推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

迅速发展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建设用地的面

积不断增加，其对生态服务价值的消极影响也越来越

明显，是研 究 区 总 的 生 态 服 务 价 值 增 长 的 主 要 牵 制

力，致使研究区内生态服务总价值在研究时段内呈相

对稳定态势。另外，水域和草地面积的相对稳定对研

究区生态 服 务 总 价 值 保 持 相 对 稳 定 起 着 重 要 作 用。
因此，保持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对稳定是保持区域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的稳定的关键；通过对未利用地的合理

开发以及土地利用类型的合理调整，有利于研究区内

生态服务总价值的提高、区域生态系统的优化及区域

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本研究仅参照了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

态服务价值表、密云水库集水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

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表以及安徽省生 态 服 务 价 值 的

修正参数制定了安徽省不同土地利用 类 型 的 单 位 面

积生态服务价值表，具体适合安徽省内的不同功能的

不同土地利用生态服务价值当量仍需 进 一 步 的 验 证

与完善，以提高计算精度。

５　结 论

（１）从研 究 区 不 同 时 段 土 地 利 用 结 构 总 体 变 化

情况来看，林 地 与 耕 地 是 研 究 区 的 主 要 土 地 利 用 类

型，其次是建设用地和未利用 地，其 中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逐渐增加，未利用地面积逐渐 减 少，草 地 和 水 域 面 积

基本保持不变。
（２）从研 究 区 不 同 时 段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的 动 态 变

化情况来看，水域的单一土地 利 用 动 态 度 最 低，是 研

究区中最稳定的土地利用类 型。未 利 用 地 的 单 一 土

地利用动态度最高，是研究区内转移相对较活跃的土

地利用类型。
（３）总体来看，研究区内的生态服务价值呈现相

对稳定态势，林地和建设用地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

化贡献率最大的土 地 利 用 类 型。其 中，林 地、耕 地 与

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对整个研究区生 态 服 务 总 价 值

的变化起到决定性作用。
（４）从研 究 区 不 同 年 份 各 单 项 功 能 生 态 服 务 价

值变化情况来看，在Ⅰ级类型 服 务 项 中，支 持 服 务 的

生态服务价值所占比例最大，其次为供给服务和调节

服务，文化 服 务 所 占 比 例 最 小。在Ⅱ级 类 型 服 务 项

中，维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服 务 价 值 所 占 比 例 最 大，
水文调节所占比例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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