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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FAST(中国天眼)工程周边的贵州省平塘县、惠水县、罗甸县的土地利用类型和空间

变化,探讨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FAST工程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提供科学参考。
[方法]以2000,2005,2010,2013和2017年5期TM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运用RS和GIS技术解译遥感

影像数据获取惠水县、罗甸县、平塘县“三生”空间的土地利用数据,计算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及其生态

贡献率,分析研究区近20a土地利用功能演变特征及区域生态环境响应状况。[结果]①FAST周边林地

面积比例最大,但呈减少的趋势。研究区土地利用面积表现为:生态用地>生产用地>生活用地,但生活

和生产用地面积增加,分别由1661.74和12.84km2 增加到1674.07和25.66km2,生态用地面积则由

6610.55km2减少到6590.86km2。②FAST工程建设加速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促使FAST周边林地生

态用地、草地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水域生态用地相互转换,其中林地生态用地的转出面积最大,占转

出面积的46.14%。③FAST周边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由0.4710下降到0.4681,生态环境呈现下降的趋

势,FAST周边的发展促使高生态环境土地利用转向低生态环境土地利用类型。[结论]FAST周边的生

态环境与土地利用变化存在耦合关系,生态环境质量随生态用地向生产、生活用地转变呈现下降趋势。提

高FAST周边生态用地质量,有助于FAST工程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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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otemporalchangesinlandusetypesinPingtang,Huishui,andLuodian
countiessurroundingtheFAST(five-hundred-meteraperturesphericalradiotelescope)wereanalyzed,and
therelationbetweenlandusechangesandtheecologicalenvironmentwasexplored,inordertoprovide
referencesuggestionsforthe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improvement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around
theFAST.[Methods]BasedontheTMremotesensingimagedataof2000,2005,2010,2013and2017,RS
andGIStechnologywereusedtointerprettheremotesensingimagedatatoobtainthe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



spaceofHuishuiCounty,LuodianCountyandPingtangCountyofGuizhouProvincesurroundingFAST.
Withtheselandusedata,theregionalecologicalenvironmentqualityindexanditsecologicalcontribution
ratewerecalculated,andthe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landusefunctionandtheresponsestatusofregional
ecologicalenvironmentinthepast20yearswereanalyzed.[Results]① TheforestlandaroundFASToccupied
thelargestproportion,butshowedadecreasingtrend.Thelanduseareaof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space
wasasfollows:ecologicalarea> productivearea>livingarea.Theareaoflivingandproductionland
increasedfrom1671.74,12.84km2to1674.07,25.66km2,respectively,theecologicallandareadecreased
from6610.55km2to6590.86km2.②TheconstructionoftheFASTprojectacceleratedthetransformation
oflandusetypesandpromotedthemutualconversionofforestecologicalland,grasslandecologicalland,

agriculturalproductionland,andwaterecologicallandaroundFAST.Amongthem,forestecologicalland
hadthelargesttransferarea,accountingfor46.14%ofthetransferredarea.③ Theeco-environmentalquality
indexaroundFASTdroppedfrom0.4710to0.4681,andtheeco-environmentshowedadownwardtrend.
ThedevelopmentaroundFASTpromotedtheconversionoflandusewithhighecologicalenvironmenttoland
usewithlowecologicalenvironment.[Conclusion]Thereisacouplingrelationbetweentheecological
environmentandlandusechangesaroundFAST.Thequality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showsadownward
trendastheecologicallandchangestoproductionandlivingland.Improvingtheecologicallandaround
FASTisbeneficialtosafeoperationofFASTproject.
Keywords: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space;landusechange;eco-environmentaleffect;FAST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是人类活动和自然

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探索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功

能的演变过程、趋势可以反映区域生态环境变化的方

向和速度,进而可对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评估[2-5]。
随着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当前社

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土地利

用转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受到关注,已成

为当前地理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等众多学科研究的热

点领域之一[6]。“三生”空间是对生态、生产、生活三

类空间的总称,相关学者将“三生”空间根据土地在人

类生活中所发挥的功能,将其划分为生产用地、生态

用地、生活用地[7-8]。从“三生”空间研究土地利用转

型成为当前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要研究视角。
在研究的内容上,“三生”空间研究方面国内学者

按照不同的区域地理空间尺度进行分析,取得了一系

列的成果。黄娟、李阳兵、徐倩等[9]以村域为研究对

象,运用计量地理模型分析区域三生用地在结构和空

间分布特征。杨清可等[10]以长江三角洲为例,从三

生用地的角度探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原

因。焦露等[11]从省级行政区的角度分析三生空间转

型的生态环境效应,结果显示当前生态环境质量在下

降,农业生产及生态用地减少。高星等[12]以雄安新

区为例,定量分析雄安新区“三生”空间的时空演变及

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大于生态

环境改善趋势。赵旭等[13]以县级行政单位为例,运
用CLUE-S模型预测未来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

动态演变趋势,结果显示生态空间未来将面临严重威

胁。研究过程和内容从尺度、方法上不断丰富拓展,
但大多数针对宏观尺度、北方平原、河流流域以及城

市等区域,对自然环境较为脆弱复杂的西南山地区域

以及国家重大科技科技工程周边研究相对较少。

FAST是中国建成的世界上最大射电天文望远

镜,也是国家确定的九大科技基础实施之一,周边生

态环境在FAST运行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

色,FAST周边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峰从洼地,也是贵

州省喀斯特地貌发育的典型区域,独特的地质环境造

成生态脆弱性大和敏感性高。《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500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电磁波宁静区环境保

护条例》规定FAST周边的核心区为禁止开发区,
中间区为限制开发区,边远区为适度开发区。FAST
的核心区禁止从事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当前贵州省

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衰退,生态修复主要有退耕还

林还草,小流域治理[14],发展生态经济[15]等。FAST
周边区域有学者研究其乡村振兴[16]及其旅游经济

效应[17-18],鲜有从“三生”空间角度揭示土地利用和

生态环境效应变化的相关研究。
本文以FAST周边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三

生”空间视角研究FAST周边发展对土地利用的影

响和生态环境变化,并对其生态环境效应进行评估,
有利于揭示FAST周边人类生活—生产活动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从整体上掌握FAST周围的生态环境变

化趋势,为FAST的运行和发展提供生态环境保护

的建议,促进FAST地区土地利用转型与生态环境

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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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域概况

2013年出台的《贵州省500m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电磁波宁静区保护办法》中,以FAST台址为中

心将FAST周围按照距离的远近进行区域划分,划
分结果分为核心区(半径5km以内)、中间区(半径

5~10km以内)、边远区(半径10~30km以内),是

FAST的安全运行保护方案。FAST的核心区、中间

区、边远区分别占据贵州省的平塘县、罗甸县、惠水

县,因此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区域为FAST周边的3
个县:平塘县、惠水县、罗甸县。500m口径球面射电

望远镜(FAST)位于贵州省南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平塘县的克度镇(25°39'10″N,106°51'20″E)喀
斯特洼地中。

FAST周边属贵州云贵高原东南坡向广西丘陵

过渡地带,地势东南低西北高,地貌的形态主要为溶

蚀洼地、落水洞、竖井、天坑。海拔在225~1690m
之间,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的峰丛洼地。
年平均降雨量1150~1350mm之间,4—10月为降

雨集中时段,占全年降水的90%左右,降雨分配不

均,空间差异大。年均温在15~18℃之间,年平均湿

度在75%~79%之间,气候类型属于中亚热带湿润

季风气候。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2000,2005,2010,2013和2017年共

5期FAST周边平塘县、惠水县、罗甸县1∶10万的

TM遥感影像数据。遥感数据来源于地理国情监测

云平台(http:∥www.dsac.cn/),空间分辨率为30m,
利用ENVI和ArcGIS等软件分别对遥感影像进行

几何校正等预处理,几何校正误差在1个像元之内,
建立解译标志将5期 TM 遥感影像数据划分为林

地、耕地、建设用地、草地、水域、城乡工矿居民用地与

未利用地6大类以及25个二级分类,并参照相关学

者对“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分类结果[7-8],将FAST周

边平塘县、惠水县、罗甸县的土地利用数据分为3个

一级类和8个二级类。其他辅助数据如研究区1∶5
万DEM、行政区划等,所有数据利用研究区矢量边界

对其进行裁剪,均统一转换为 WGS84/AlbersEqual
AreaConic投影参与空间计算。

2.2 研究方法

2.2.1 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是对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的描述,可以反映土地利用类

型在一定时间段内的转移数量和转移方向[19],其表

达式为:

Sij=
S11 … S1n

︙ ︙ ︙

Sn1 … Snn

(1)

式中:Sij为研究时段内土地利用类型i转换为土地

利用类型j的面积;n 为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2.2.2 生态环境效应 本研究选用模糊赋值的方法

对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进行赋值,主要借鉴不同学者对

“三生”空间的生态环境 质 量 指 数 赋 值 的 研 究 成

果[20-22],结合FAST周边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情况,对 FAST 周边的惠水县、罗甸县、平塘县的

“三生空间”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进行

[0,1]之间的模糊赋值,赋值结果详见表1。
通过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贡

献率来分析FAST周边惠水县、罗甸县、平塘县的土

地利用时空转型和生态环境效应。

表1 FAST周边地区“三生”空间土地利用分类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一级土地利用类型 二级土地利用类型 二级分类说明           
生态环境质量

指数赋值

生产用地
1农业生产用地 水田、旱地 0.250

2工矿生产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 0.015

3林地生态用地 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其他林地 0.585

生态用地
4草地生态用地 高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低覆盖度草地 0.325

5水域生态用地 河渠、湖泊、水库和坑塘、冰川和永久积雪地、海涂、滩地 0.650

6其他生态用地 沼泽地、裸土地、裸岩石质地 0.015

生活用地
7城镇生活用地 城镇用地 0.080

8农村生活用地 农村居民点 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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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指数(EV)是描述各区域整体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计算区域内生态用地、生产用地、生活用地不同的生

态质量水平和面积比例[23],其表达式为:

EVt=∑
n

i=1

Cki

Ck
Ri (2)

式中:EVt 为t时期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n 为土地

利用类型的数量;Cki为第k个生态单元内用地类型i
的面积;Ck 为第k个生态单元的面积;Ri 为第i种

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②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的生态贡献率。土地利用

转型的生态贡献率是用于描述出土地类型转型所影

响的区域生态质量变化,分析造成区域生态环境变化

的主导因素[24],其表达式为:

LEI=(LEt+1-LEt)LA/TA (3)
式中:LEI为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的生态贡献率;t为时

间;LA为该变化类型的面积;TA为总面积;LEt 为初

期的土地利用变化所赋予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LEt+1
为末期的土地利用变化所赋予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FAST周边平塘县、罗甸县、惠水县2000—2017
年5期的土地利用如图1所示。FAST周边的土地

利用类型主要以林地为主,林地生态用地占总用地面

积约59.36%,惠水县、罗甸县、平塘县的林地覆盖度

都很高。其次为草地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占比

分别大约为19.92%,20.00%。在2000—2005年的土

地利用结构中,水域生态用地分布面积较小。到2010
年之后,水域生态用地面积扩大且主要集中分布在罗

甸县。2010年之后,FAST周边地区的北部及惠水县

北部地区,草地生态用地面积有着明显的变化,主要为

生态用地转变为草地生态用地。城镇生活用地的集中

分布于县政府驻地的分布相关,农业生产用地呈条状

分布在FAST周边西北部的惠水县地区,由于惠水县

西北部与贵阳市接壤,农业生产用地和城镇居住用地

分布较平塘县、惠水县多。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分布面

积较小,且为零散分布在平塘县、惠水县、罗甸县。

图1 惠水县、罗甸县、平塘县2000-2017年土地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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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0—2017年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表(表2)和
“三生”空间变化表(表3)可以看出,FAST周边平塘

县、惠水县、罗甸县的土地利用面积由大到小顺序为:
生态用地>生产用地>生活用地,FAST周边的林地

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草地生态用地结构类型占

比最大。2000—2017年FAST周边生产用地面积呈

现增长的趋势,共增加12.34km2,农业生产面积减少,
工矿生产面积增加。平塘县为生产面积增加主要的

地区,2005—2017年 平 塘 县 工 矿 用 地 面 积 共 增 长

14.82km2,惠水县、罗甸县的生产用地面积基本保持不

变或略有减少。在2005年之前,FAST周边土地的生

产类型以农业为主,无较大的工业开展。2008年

FAST工程项目在平塘县克度镇启动,也带动周边的发

展,使建设活动增加,在2010年工矿用地的面积增加,
主要为平塘县的工矿用地面积变化。2000—2017年

FAST周边生态用地面积呈减小的趋势,共 减 少

19.69km2,主要为平塘县、惠水县生态面积减少,罗
甸县的生态面积变化不大。平塘县2016年FAST工

程建设完成,同年平塘县克度镇利用FAST的影响力

优势发展旅游业,将克度镇打造成为天文小镇,因此

2000—2017年平塘县的生产用地面积迅速增加,生
态用地面积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2017年

FAST周边生活用地面积呈现增长的趋势,共增加

12.83km2。总体上3个县的居住用地所占的面积比

例不大,但农村生活用地和城镇生活用地面积都在持

续增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镇生活用地

的增长速率大于农村生活用地的增长速率。总之,

FAST周边城市建设,修建公路、发展旅游业等带动

经济的发展,也是生态用地面积减少,生产、生活用地

面积增加的重要因素。

表2 FAST周边地区2000-2017年土地利用变化 km2

年 份 

生态用地面积

林 地
生态用地

水 域
生态用地

草 地
生态用地

其 他
生态用地

生产用地面积

农 业
生产用地

工 矿
生产用地

生活用地面积

农 村
生活用地

城 镇
生活用地

2000 4962.38 9.12 1639.05 0.003 1661.55 0.19 9.20 3.64
2005 5040.97 8.47 1546.49 0.004 1677.05 0.19 9.44 3.64
2010 4870.42 42.61 1694.28 0.004 1661.24 3.16 9.28 5.27
2013 4871.50 42.92 1692.53 0.004 1653.76 9.64 9.77 7.04
2017 4848.72 61.80 1680.34 0.004 1634.01 40.06 13.02 12.64 
2000—2005 78.60 -0.65 -92.56 — 15.50 — 0.24 —
2005—2010 -170.55 34.15 147.79 — -15.81 2.98 -0.16 1.63
2010—2013 1.08 0.31 -1.74 — -7.49 6.48 0.49 1.78
2013—2017 -22.78 18.88 -12.19 — -19.75 30.42 3.25 5.59
2000—2017 -113.66 52.68 41.29 — -27.54 39.88 3.83 9.00

表3 惠水县、罗甸县、平塘县2000-2017年“三生”用地面积变化

地 区 “三生”用地
用地面积/km2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3年 2017年

生态用地 2167.75 2153.06 2155.14 2155.60 2150.73
平塘县 生产用地 632.69 646.93 644.58 644.41 649.33

生活用地 1.61 1.65 1.92 2.60 4.74

生态用地 2586.25 2577.57 2587.18 2589.63 2587.54
罗甸县 生产用地 423.82 432.57 422.99 420.01 418.80

生活用地 1.14 1.15 1.13 2.13 5.92

生态用地 1856.55 1863.07 1862.75 1860.18 1850.14
惠水县 生产用地 605.23 597.48 596.59 598.81 605.70

生活用地 10.07 10.28 11.50 12.08 15.00

3.2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结合公式(1)计算

出FAST周边地区2000和2017年的土地利用转移

矩阵,描述FAST周边2000—2017年的土地利用转

换数量和方向。

根据2000—2017年平塘县、惠水县、罗甸县土地

利用转移矩阵表(表4)和2000—2017年FAST周边

土地利用转移情况(图2),2000—2017年的土地利用

变化方向主要在林地生态用地、草地生态用地、农业

生产用地、水域生态用地之间相互转换。①FAST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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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土地利用转移空间。2000—2017年林地生态用地

转变为草地生态用地明显的区域位于研究区的北部。
水域生态用地的变化主要位于罗甸县,水域面积增大

是在原河流的基础上占用周围的林地、农业用地、农
村生活用地河流进行拓宽。工矿生产用地的变化主

要位于平塘县FAST项目及周边地区,FAST项目对

土地利用的转移产生影响。城镇生活用地增加主要

是以县中心向周围扩大增加,县中心优越的交通、经
济等条件有利于城镇化的发展,但总体上变化的面积

不大。FAST周边其他的“三生”用地类型未发生明

显的 变 化。②FAST 周 边 土 地 利 用 转 移 方 向。

2000—2017年 林 地 生 态 用 地 的 转 出 面 积 最 大。

FAST周边的林地8.76%转 变 为 水 域 生 态 用 地,

53.51%转变为草地,33.47%转变为农业生产用地。
草地60.42%转变为林地,30.02%转变为农业生产用

地。农业生产用地57.58%转变为林地,4.56%转变

为水域,24.91%转变为草地。2000—2017年,其他生

态用地面积几乎保持不变,工矿生产用地、农村生活

用地、城镇生活用地的面积转换速率都很小,面积并

无较大的变化。2000—2017年,林地生态用地、草地

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的土地利用产生很大的改

变。工矿业的发展、城镇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等生

产、生活功能都主要是占用生态用地进行发展,导致

生态用地向生产用地、生活用地转型。

表4 惠水县、罗甸县、平塘县2000-2017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km2

土地利用类型

2017年面积

林 地
生态用地

水 域
生态用地

草 地
生态用地

其 他
生态用地

农 业
生产用地

工 矿
生产用地

农 村
生活用地

城 镇
生活用地

总计

积
面

年
0002

林地生态用地 4586.73 32.77 200.16 0.001 125.17 14.80 0.40 0.73 4960.76
水域生态用地 0.50 8.20 0.14 — 0.15 — — 0.00 8.99
草地生态用地 129.39 8.97 1424.48 — 64.28 10.36 0.44 0.70 1638.63
其他生态用地 0.00 — — 0.002 — — — — 0.00
农业生产用地 126.20 10.72 54.60 — 1442.12 14.69 5.34 7.62 1661.29
工矿生产用地 — — 0.02 — — 0.16 — — 0.18
农村生活用地 0.12 0.19 0.04 — 1.94 0.03 6.84 0.04 9.20
城镇生活用地 0.01 — 0.01 — 0.07 0.01 — 3.54 3.64

总 计 4842.94 60.85 1679.45 0.003 1633.73 40.06 13.02 12.64 8282.69

图2 FAST周边2000-2017年土地利用类型转移情况

3.3 生态环境效应

根据公式(2),计算得出2000,2010和2017年

FAST周边惠水县、罗甸县、平塘县“三生”空间的生

态环境质量指数。得出2000年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为0.4710,2010年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为0.4695,

2017年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为0.4681。在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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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下降0.0015;在2010—

2017年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下降0.0014。结果表

明,FAST周围惠水县、罗甸县、平塘县的生态环境质

量指数总体呈略微下降的趋势,虽下降的幅度不大,
但仍表明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趋势,生态环境总体呈

现衰退。其中在2000—2010年间的生态环境质量下

降程度较2010—2017年的大,2010—2017年间的生

态环境下降状况较为缓慢。
对研究区2000,2010,2017年3期土地利用采用

900m2 网格大小将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10673个网

格单元,运用公式(2)计算每个网格单元的生态环境

质量指数,计算得到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赋给划分网

格单元的中心点,对中心点进行空间差值,得到三期

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布图,并用自然断点法(ArcGIS

该分类方法是利用统计学上的Jenk最优化法得出分

界点,能够使划分各级之间的内部方差之和达到最

小)划分为5类,依次划为差、较差、一般、较好和好5
类(如图3所示)。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大部分地区

属于较好、好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南部优于北部的状

态,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惠水县南部、平塘县北部以

及罗甸县中部区域,差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县域和镇域

周边,范围逐渐扩大,主要是由于研究时段城市建成

区域扩张速度加快,其中惠水县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变

化最为明显,2010年在惠水县北部生态环境质量

呈现明显下降,由高质量区转变为较差、差质量区,主
要原因是惠水北部长田工业园区建设扩张导致,罗甸

县的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在中、高质量水平,变化相对

较小。

图3 FAST周边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布

  根 据 公 式(3)分 别 计 算 出 2000—2010 年 和

2010—2017年导致FAST周边生态环境变化的主导

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和生态环境贡献比重(表5)。由

表5可知,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会产生正面

的生态环境效应,也会产生负面的生态环境效应[25]。
生态环境改善的同时也会存在生态环境衰退,使得生

态环境变化的幅度不大[26],生态环境改善的幅度大

于衰退的幅度,则生态环境为改善的趋势,反之则为

衰退的趋势。2000—2010年,FAST周边的生态环境

变化幅度较大。农业生产用地、草地生态用地转变为

林地生态用地,为FAST周边的生态环境的改善分别

提供56.66%和36.44%的贡献率。林地生态用地转

变为农业生产用地、草地生态用地导致FAST周边生

态环 境 的 衰 退 的 占 比 分 别 为 46.05%,45.66%。

2010—2017年,FAST周边生态环境变化幅度较小。
农业生产用地、草地生态用地转变为林地生态用地为

FAST周边的生态环境的改善分别提供55.40%和

17.84%的贡献率。林地生态用地转变为农业生产用

地、工矿生产用地导致FAST周边生态环境衰退的占

比 分 别 为 35.94%,26.09%。2010—2017 年 与

2000—2010年相比,影响FAST周边生态环境衰退

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发生改变,由林地生态用地—草

地生态用地变为林地生态用地—工矿生产用地,因此

可知工矿生产用地的增加为2000—2017年导致生态

环境衰退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FAST周边的生态环境整体呈现下降

的趋势。在2000—2010年生态环境变化较大主要是

由于2008年FAST项目启动需要工程开发,新修公

路,促使生态环境变化幅度较大。总体来看,2008—

2016年间,FAST工程建设、生态移民、城镇化、旅游

业的发展,加速周边土地利用的转换,从而使FAST
周边的高生态指数土地利用转向低生态指数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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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导致生态环境衰退。同时,考虑FAST周边旅

游业的发展,未来的发展中会占用更多的生态用地,
并转变为生产用地、生活用地,FAST周边的生态环

境还会产生下降的趋势。因此在FAST周边的未来

发展中,要注重生态用地的保护和建设,对生态用地

进行调整和优化,以防止生态环境质量的恶化。

表5 FAST周围生态环境变化的主导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及贡献率

类型

2000—2010年

主要土地利用
转型类型

指数变化
贡献的
比重/%

2010—2017年

主要土地利用
转型类型

指数变化
贡献的
比重/%

导
致
生
态
环
境
改
善

农业生产用地—林地生态用地 0.00608 56.66 农业生产用地—林地生态用地 0.00118 55.40
草地生态用地—林地生态用地 0.00391 36.44 草地生态用地—林地生态用地 0.00038 17.84
农业生产用地—水域生态用地 0.00035 3.26 农业生态用地—水域生态用地 0.00020 9.39
草地生态用地—水域生态用地 0.00020 1.86 农业生态用地—草地生态用地 0.00015 7.04
林地生态用地—水域生态用地 0.00017 1.58 草地生态用地—水域生态用地 0.00012 5.63
农村生活用地—农业生产用地 0.00002 0.19 林地生态系统—水域生态系统 0.00010 4.70

合 计 0.01073 99.99 0.00213 100

导
致
生
态
环
境
衰
退

林地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 0.00600 46.05 林地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 0.00124 35.94
林地生态用地—草地生态用地 0.00595 45.66 林地生态用地—工矿生产用地 0.00090 26.09
草地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 0.00092 7.06 农业生态用地—工矿生产用地 0.00042 12.17
林地生态用地—工矿生产用地 0.00010 0.77 草地生态用地—工矿生产用地 0.00040 11.59
农业生产用地—城镇生活用地 0.00003 0.23 林地生态用地—草地生态用地 0.00035 10.15
农业生产用地—农村生活用地 0.00003 0.23 草地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 0.00014 4.06

合 计 0.01303 100 0.00345 100

4 结 论

(1)2000—2017年FAST周边平塘县、惠水县、
罗甸县的“三生”空间土地利用类型表现为:生态用地

>生产用地>生活用地,以林地分布为主,FAST周

边的林地覆盖度都很高,林地生态用地的占总用地面

积约为59.36%,其次为草地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

地。2000—2017年,FAST周边的生态占地面积呈现

减小变化,而生活、生产占地面积呈现增长变化。
(2)2000—2017年FAST周边平塘县、惠水县、

罗甸县土地利用转变类型中,转出面积最大的为林地

生态用地,占转出面积的46.14%,转入面积最大的为

草地生态用地和农业生产用地。FAST工程建设加

速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促使FAST周边林地生态用

地、草地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水域生态用地的相

互转换,并加快转换速度。
(3)2000—2017年FAST周边的生态环境质量

指数由0.4710下降到0.4681,生态环境呈现下降的

趋势,但整体的下降幅度不大。生态环境呈现下降的

趋势主要是FAST周边的发展占用生态功能的土地

利用类型,促使高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生态用地转向

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生产用地和生活用地,导致生

态环境质量指数下降,生态环境衰退。

FAST项目以及天文小镇的建成将带动周边旅

游业的发展,FAST周边乡村旅游是当前政府主要的

发展方向,对促进农村经济和农民致富起到积极作

用,本研究基于“三生”空间对FAST周边土地利用进

行定量化研究,从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生态环境效应,
结果显示FAST周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略有下降。

FAST为中国重大工程科技项目,周边的生态环境对

其安全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保障FAST项目的安

全运行以及地方经济的发展,建议加大FAST周边生

态环境保护宣传,提高周边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

识;增加生态用地规划发展,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

游业,扩大生态用地面积,提高FAST周边的生态环

境质量;制定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格执

行生态保护红线,在发展FAST周边的同时注重经济

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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