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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客观%及时%准确掌握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影响!及时评估和发现管理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以河

南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采用 01-2)01-[ 年国产高分遥感数据!提取 01-2 年保护区的土地覆盖类型及

01-2)01-[ 年人类活动!应用转移矩阵查清保护区新增人类活动的来源%变化类型%分布格局及其时空转化情况!

分析不同类型保护区的人类活动变化特点!利用人类活动影响强度指数评价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影响程度和变化

规律# 结果显示"

#

01-2 年河南省保护区普遍存在人类活动!主要包括农业用地和城镇村庄用地!主要分布于内

陆湿地和古生物遗迹型保护区,

$

01-2)01-[ 年期间!新增人类活动主要集中于内陆湿地型保护区!其主要来源

于农业用地%林地%草地和湿地的转化,

%

01-2)01-[ 年期间!保护区人类活动影响强度指数介于 1.1!X j!.4,X 之

间!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内陆湿地%野生动物和古生物遗迹等类型保护区的影响程度分别为轻微%明显%一般和严

重# 利用遥感技术和影响强度评价模型可准确查清保护区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状况%类型%强度及其动态变化等

特点!对科学评估和提升保护区的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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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自然保护区重要组成

部分!是推进生态文明%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

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 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

展和人口的增长!部分保护区已被非法侵占蚕食!

-人工化.%-生境退化.的趋势日益严重!人类活动

是当前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管理面临的主要威胁因素

之一# 因此!开展分析人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的影

响!快速%科学评估存在问题!对于保护区监管%布局

及保护重点调整!并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具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3!'

#

传统野外调查方法难以有效及时地监测保护区

内的人类活动!且获取的信息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滞

后性, 而遥感数据具有快速%宏观%可重复%成本低%

效率高%长时序和大范围等优势!其在保护区的监测

与评价中得到广泛应用# 我国很重视保护区内的人

类活动监测及其质量评价!有多位学者利用遥感技

术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随着我国遥感技术进入

-亚米级.时代!应用遥感技术监测保护区的人类活

动大致经过 ,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国外低空间分辨

率遥感数据为主!如利用$7(LA7B数据开展单个保护

区人类活动的时序性变化规律分析&X 3--'

!但$7(LA7B

数据空间分辨率低(,1 D$!很难识别细微的人类活

动# 第二阶段以国外低空间分辨率遥感数据和我国

中等分辨率遥感数据相结合调查评估保护区人类活

动情况!徐网谷等&-'查清了 01-1 年全国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人类活动分布状况, 曹巍等&,'研究了人类

活动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影响, 张明莎

等&-0'

%何柏华等&-,'和张洪云等&-!'监测了单个保护

区%省域保护区的人类活动情况# 第三阶段以我国

中高空间分辨率遥感数据为主开展了不同尺度保护

区的人类活动影响研究!吴东辉等&-X'利用空间分辨

率 [ D的数据监测了可可西里保护区人类活动干扰

状况, 宋拥军等&-2'应用空间分辨率为1.X D的数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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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山东省保护区的人类活动监测工作, 胡苏李扬

等&-4'基于空间分辨率 1.X jX D的数据和 1.0 D的

无人机高分数据分析了神农架大九湖近 -, 7的湿

地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及其驱动力因素, 刘晓曼等&0'

基于空间分辨率 0 D的数据研究了全国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01-,)01-X 年人类活动及其变化特征# 因

此!利用国产多源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现已成为

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调查%监测%管理及其变化特征

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

据文献显示!河南省国家级保护区主要开展单

个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评价及景观格

局等方面的研究&-[ 301'

!以省域为尺度只开展过保护

区的人类活动与地貌特征研究&0-'

# 本文在-新增矿

山环境恢复治理遥感调查.和-全国矿山环境恢复

治理状况遥感地质调查与监测.等项目提供的国产

高分遥感数据及其他资料的基础上!在N>GT'& 平台

开展 01-2 年河南国家级保护区土地覆盖类型及

01-2)01-[ 年期间人类活动等信息提取!查清新增

人类活动类型%分布格局及其时空转化情况!分析不

同类型保护区的人类活动变化特点!利用人类活动

影响强度指数定量与定性综合评价人类活动对保护

区的影响程度!这些成果有利于保护区主管部门及

时准确地掌握保护区的人类开发建设活动!防止不

合理%不合法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对维护

保护区的生态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为保护区的建设和发展%监督

和管理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技术支撑#

-"研究区概况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呈西高东

低地势# 截至 01-2 年底!该省共设置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 个!总面积为 ! X4[.2[ SD

0

!主要分布在太

行山%伏牛山%大别山和桐柏山四大山系!以及黄河%

淮河和长江干支流区域# 按保护区类型划为森林生

态系统类型 4 个(高乐山%小秦岭%宝天曼%鸡公山%

连康山%伏牛山%河南大别山$%内陆湿地类型 , 个

(河南黄河湿地%新乡黄河湿地鸟类%丹江湿地$%野

生动物类型 0 个(太行山猕猴和董寨鸟类$和古生

物遗迹类型 - 个(南阳恐龙蛋化石群$# 这些自然

保护区有效保护了河南省 4Xd的国家一%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和 [1d的典型生态系统#

0"研究方法

0.-"数据源及处理

河南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界矢量和遥感数据

来源于中国地质调查局矿山监测项目!保护区边界

矢量包含保护区名称%类型%保护对象和始建年份等

信息#

遥感数据选取覆盖河南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空间分辨率分别为 1.X D!- D和 0 D的国产高空间

分辨率卫星影像共 -44 景!影像云覆盖率小于 Xd!

影像质量良好!其中以空间分辨率为 0 D的高分一

号卫星影像为主!同时补充其他类型的影像(表 -$!

遥感影像统一采用 -O[1 年西安坐标系%高斯3克吕

格投影#

表 BCIQBO$IQBR 年保护区遥感数据信息

>*4EBC!"/0+"'"%',%2 3*+* ,%#0$/*+,0%0#

%*+,0%*-%*+H$"$"'"$G"'#$0/IQBO +0 IQBR

年份 数据类型 分辨率eD占比ed 拍摄时间

01-2)

01-[ 年

#- 1.X 1.X1

V/0!TI30!9T0!!

W)0

- -!.X1

593,!593-10=!

TI3-!&#̀+2!&#̀+4

0 [X.11

2)-1 月

""根据保护区的边界矢量数据!裁剪 01-2)01-[

年保护区高分遥感数据!在此基础上解译保护区各

类土地覆盖类型#

0.0"人类活动遥感信息提取

采用人机交互相结合的方法提取保护区土地覆

盖类型# 首先!采用监督分类方法提取 01-2 年保护

区土地覆盖类型!在此基础上!运用人工目视解译的

方法再细分人类活动图斑, 然后!在 01-2 年解译的

基础上!提取 01-2)01-4 年和 01-4)01-[ 年人类

活动变化情况#

保护区土地覆盖类型划分为自然用地和人类活

动用地!其中自然用地细分为林地%草地%湿地和未

利用地 ! 种类型!人类活动用地细分为农业用地%园

地%养殖场%人工湿地%人工草地%人工林地%城镇村

庄用地%采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

-1 种类型#

0.,"转移矩阵

转移矩阵是反映客观事物由一种状态转移到另

一种状态的量化指标!在土地覆盖类型动态变化研

究中!表示不同时期同一区域自然用地与人类活动

用地之间相互转换关系或者人类活动用地之间类型

的转换!也可以理解为不同时期同一区域内人为活

动类型的流向与转换#

利用转移矩阵分析保护区 01-2)01-4 年和

01-4)01-[ 年 0 个时期新增人类活动空间转移特

征!查清新增人类活动用地的来源%变化类型和变化

方向等!如新增人工林地%人工草地和人工湿地等人

工恢复治理用地增加表明人类活动对保护区是正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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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而农业用地%城镇村庄用地%采矿用地%交通用

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等人类活动用地增加表明人类活

动对保护区的负面影响#

0.!"人类活动影响强度

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区影响存在差

异!为了定量研究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影响情况!参

考了/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0的有关评价规

定!采用人类活动影响强度指数对全省国家级自然

区的人类活动影响进行评价!评价模型为"

=BQT?

-

"

"

)

+?-

0

+

<

+

9

+

! (-$

式中"=BQT为保护区人类活动影响强度指数, 0

+

为

保护区的不同功能区的影响权重!受资料收集的限

制!保护区没有细分实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等功能

区!设 0

+

的影响权重为 -,<

+

为不同人类活动类型对

保护区的影响权重,9

+

为人类活动用地面积, "为保

护区的总面积#

人类活动对保护区影响极其复杂!通过专家

咨询法确定各类型的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影响权

重!本次只考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对各

种人类活动类型影响权重 <

+

进行赋值如表 0# 依

据人类活动指数的大小将人类对保护区影响强度

定性划分为严重%明显%较明显%一般%轻微等 X 个

级别(表 ,$!定性分析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影响

程度#

表 IC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影响权重

>*4EIC;%#-H"%&"A",21+'0#1H/*%*&+,G,+,"'

,%%*+,0%*-%*+H$"$"'"$G"'

人类活动类型 权重

农业用地 2

园地 !

养殖场 -1

城镇村庄用地 -X

人类活动类型 权重

采矿用地 !1

交通运输用地 -1

其他建设用地 -X

表 KC保护区人类活动影响强度分级

>*4EKC;/)*&+,%+"%',+6 2$*3,%2 0#1H/*%

*&+,G,+,"',%%*+,0%*-%*+H$"$"'"$G"'

影响强度 人类活动情况

严重
)

人类活动类型和数量很多!采矿活动和开发建设活动

明显!影响程度很大

明显
*

人类活动类型和数量较多!建设用地明显!影响程度大

较明显
+

以农田%居民用地和养殖场为主要人类活动!建设用地少

一般
,

以农田为主!基本无人类建设用地

轻微
-

人类活动非常少!以自然用地为主

,"结果与分析

,.-"01-2 年保护区土地覆盖情况

01-2 年河南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覆盖情

况如表 ! 所示!其中自然用地面积为 , -X1.,- SD

0

!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2[.[1d!人类活动用地面积为

- !0[.,4 SD

0

!占保护区总面积的 ,-.01d, 按土地

覆盖二级分类!林地所占比例最大!其次为农业用地

和湿地!其他类型占比均小于 Od# 因此!保护区土

地覆盖类型主要为林地!其次为农业用地和湿地#

表 LCIQBO 年保护区土地覆盖情况

>*4ELC9*%3H'"0#%*+,0%*-%*+H$"$"'"$G"',%IQBO

土地覆盖类型

保护区类型

森林生态 内陆湿地 野生动物 古生物遗迹 合计

面积eSD

0 比例ed 面积eSD

0 比例ed 面积eSD

0 比例ed 面积eSD

0 比例ed 面积eSD

0 比例ed

自然

用地

林地 - -!,.0, O0.!2 04O.[0 -O.,[ O10.!1 [!.,- -0X.2O -X.-4 0 !X-.-! X,.X,

草地 0X.X, 0.12 -02.1O [.4, 0.O0 1.04 O[.[O --.O! 0X,.!, X.X,

湿地 0[.OO 0.,! ,[!.22 02.2X -,.O- -.,1 [.,- -.11 !,X.[4 O.X0

未利用地 -.2! 1.-, [.1, 1.X2 1.01 1.10 )" )" O.[4 1.00

小计 - -OO.,O O4.11 4O[.21 XX.,0 O-O.!, [X.O1 0,0.[O 0[.-0 , -X1.,- 2[.[1

人类

活动

用地

农业用地 0[.4- 0.,0 XXO.10 ,[.40 -,1.14 -0.-X X21.[O 24.40 - 04[.2O 04.O,

园地 ,.!4 1.0[ !,.!, ,.1- 4.,X 1.2O 1.1[ 1.1- X!.,, -.-O

养殖场 )" )" 2.04 1.!, )" )" )" )" 2.04 1.-!

城镇村庄用地 1.2O 1.12 -2.2[ -.-2 4.2[ 1.40 ,0.4X ,.OX X4.[1 -.02

交通运输用地 )" )" 0.41 1.-O 0.14 1.-O 1.O[ 1.-0 X.4X 1.-,

采矿用地 !.00 1.,! --.0- 1.4[ ,.4- 1.,X 1.24 1.1[ -O.[- 1.!,

其他建设用地 )" )" X.24 1.,O 1.1- )" 1.1! )" X.40 1.-0

小计 ,4.1O ,.11 2!!.O[ !!.2[ -X1.[O -!.-1 XOX.!- 4-.[[ - !0[.,4 ,-.01

合计 - 0,2.![ -11.11 - !!,.X[ -11.11 - 141.,0 -11.11 [0[.,1 -11.11 ! X4[.2[ -11.11

""土地覆盖类型在不同类型保护区中空间分布具

有不同的特点!森林生态保护区的土地覆盖类型主

要为林地, 内陆湿地保护区的土地覆盖类型主要为

农业用地!其次为湿地和林地, 野生动物保护区的

土地覆盖类型主要为林地, 古生物遗迹保护区的土

地覆盖类型主要为农业用地(表 !$#

01-2年!河南省 -,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活

动非常普遍!有 [ O1- 处人类活动!其中!农业用地面

积最大(比例为 [O.X0d$%数量最多(比例 4X.!-d$!

其次为城镇村庄用地和园地!对保护区生态环境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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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大的采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

等人类建设工程用地面积之和占人类活动总面积的

0.-Od!其数量占人类活动总数量的 [.--d!表明

人类工程建设用地面积小%分布较分散, 受历史遗

留因素的影响!保护区当初申请时没有将农业用地

划出和原住居民外迁!因此!在保护区内农业用地和

城镇村庄用地为主要的人类活动(图 -$#

图 BCIQBO 年保护区人类活动类型面积和数量

D,2EBC?$"* *%3%H/4"$0#3,##"$"%+1H/*%

*&+,G,+,"',%%*+,0%*-%*+H$"$"'"$G"',%IQBO

""各类型保护区其人类活动也呈差异化!森林

生态%内陆湿地%野生动物和古生物遗迹等类型保

护区人类活动面积e数量分别为 ,4.1O SD

0

eO21

处%2!!.O[ SD

0

e0 24- 处%-X1.O1 SD

0

e0 2-2 处和

XOX.!- SD

0

e0 2X! 处!内陆湿地和古生物遗迹等类

型保护区的人类活动面积和数量较多!内陆湿地保

护区涵盖了 4 种人类活动!其他类型的保护区涵盖

了 2 种人类活动# 因此!人类活动主要分布于内陆

湿地和古生物遗迹型保护区!森林生态型保护区人

类活动的面积和数量较少#

,.0"新增人类活动时空格局

,.0.-"新增人类活动变化

01-2)01-4 年!河南省有 -0 个保护区新增 [ 种

类型的人类活动共 ![0 处!新增总面积 ,,.[0[ SD

0

!

其中!新增人工湿地面积最大%数量也最多!内陆湿

地型保护区开展了退耕还湿和采矿用地恢复治理工

作, 01-4)01-[ 年!河南省有 2 个保护区新增了 2

种类型的人类活动共 [1处!新增总面积为 ,.[O2 SD

0

!

其中!人工草地的面积和数量较大!占总新增面积和

数量的比例分别为 4!.24d和 04.X1d# 对比 01-2)

01-4 年和 01-4)01-[ 年的新增人类活动数量和面

积!01-2)01-4 年期间人类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的影

响程度强于 01-4)01-[ 年(表 X$# 将人工草地%人

工林地和人工湿地归为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正面影

响)环境恢复治理!其他新增人类活动用地归为人

类活动对保护区的负面影响)环境扰动# 01-2)

01-4 年和 01-4)01-[ 年人类活动对保护区产生正

面影响的面积分别为 04.![, SD

0和 ,.0O[ SD

0

!产生

负面影响的面积分别为 2.,!X SD

0和 1.XO[ SD

0

!这 0

个时段!人类活动对保护区产生的正面影响的面积

是负面影响面积的 ! 倍多!表明河南省国家级保护

区加强了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表 NCIQBO$IQBR 年保护区新增人类活动的面积及数量

>*4ENC?$"* *%3%H/4"$0#%"A1H/*%*&+,G,+,"',%%*+,0%*-%*+H$"$"'"$G"'#$0/IQBO +0 IQBR

时期
保护区

类型

土地覆被类型面积(数量$eSD

0

(处$

农业用地 采矿用地 居民用地
交通运

输用地

其他建

设用地
人工草地 人工林地 人工湿地 合计

01-2)

01-4年

森林生态 ) 1.,O,(,O$ ) 1.1-,(4$ 1.1!,(-X$ ) 1.11!(0$ 1.-![(2O$ 1.21-(-,0$

内陆湿地 -.[1O(4$ 1.,-[(-[$ 1.10X(-$ 1.XX[(01$ -.4,[(X2$ -.110(!$ 1.-,X(0$ 0X.4,O(-,,$ ,-.,0!(0!-$

野生动物 ) 1.00,(-,$ ) 1.14,(-2$ 1.1!!(04$ 1.1--(0$ 1.10,(-$ 1.0,4(-X$ 1.2--(4!$

古生遗迹 ) 1.,4O(-,$ 1.-!!(4$ 1.X0-(!$ 1.12!(O$ ) ) 1.-[!(0$ -.0O0(,X$

合计 -.[1O(4$ -.,-,([,$ 1.-2O([$ -.-2X(!4$ -.[[O(-14$ -.1-,(2$ 1.-20(X$ 02.,1[(0-O$ ,,.[0[(![0$

比例ed X.,X(-.!X$ ,.[[(-4.00$ 1.X1(-.2X$ ,.!!(O.4X$ X.X[(00.01$ 0.OO(-.0!$ 1.![(-.1!$ 44.44(!X.!!$ )

01-4)

01-[年

森林生态 ) 1.-1O(-0$ ) 1.1[1(-2$ 1.0!0(-1$ ) ) ) 1.!,-(,[$

内陆湿地 ) 1.1!,(2$ ) ) 1.--X(X$ 0.O-1(00$ 1.1![(-$ 1.,!1(-$ ,.!X2(,X$

野生动物 ) ) ) 1.11[(2$ 1.11-(-$ ) ) ) 1.11O(4$

合计 ) 1.-X0(-[$ ) 1.1[[(00$ 1.,X[(-2$ 0.O-1(00$ 1.1![(-$ 1.,!1(-$ ,.[O2([1$

比例ed ) ,.O1(00.X1$ )" 0.02(04.X1$O.-O(01.11$4!.2O(04.X1$ -.0,(-.0X$ [.4,(-.0X$ )

""01-2)01-[ 年期间!森林生态%内陆湿地%野生

动物和古生物遗迹等类型保护区新增人类活动面积

所占比例分别为 ,1.0Xd! !O.--d! -!.!-d和

2.0,d!其数量占比为 0.4!d!O0.01d!-.2!d和

,.!0d# 因此!人类活动主要集中于内陆湿地类型

保护区!其新增人类活动的面积最大%数量也较多!

森林生态和野生动物等类型保护区新增人类活动较

弱!古生物遗迹型保护区在 01-4)01-[ 年无新增人

类活动!内陆湿地型保护区的新增人类活动对环境

的影响强于其他类型的保护区#

,.0.0"人类活动时空动态格局

为进一步明确人为活动类型时空变化状况!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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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转移矩阵可以确定人类活动时空变化情况!其可

以反映人类活动的方向和变化趋势!能够查清新增

人类活动的来源及人类活动各类型间的相互转化情

况!人类活动空间变化可分为扩展%缩小和类型转换

, 种形态&-2'

# 01-2)01-4 年期间!保护区人类活动

变化的总面积为 ,,.[0[ SD

0

!其中!扩展面积为

X.4!! SD

0

!类型转换面积为 0[.1[! SD

0

# 因此!该

期间人类活动空间变化形态总体是以类型转换为

主, 01-4)01-[ 年期间!保护区人类活动变化的总

面积为,.[O2 SD

0

!其中!扩展面积为 0.,,0 SD

0

!类

型转换面积为 -.X2! SD

0

!因此!该期间人类活动空

间变化形态总体是以扩展为主(表 2)4$#

表 OCIQBO$IQBP 年土地覆盖类型面积转移矩阵

>*4EOC>$*%',+,0%/*+$,W 0#-*%3H'",%+1"%*+,0%*-%*+H$"$"'"$G"'#$0/IQBO +0 IQBP (SD

0

$

01-2 年

01-4 年

采矿用地
城镇村

庄用地

交通运

输用地

其他建

设用地
农业用地 人工草地 人工林地 人工湿地 合计

林地 1.2O- 1.1,1 1.,[[ 1.-![ 1.1-[ ) ) 1.-2! -.!,O

草地 1.1X2 ) 1.,-[ 1.1[1 1.1-2 ) ) 1.2-0 -.1[0

湿地 ) ) ) 1.44O -.40[ 1.4-[ ) ) ,.00X

农业用地 1.X22 1.-!1 1.!XO 1.[[, ) ) 1.10, 0X.X02 04.XO4

采矿用地 ) ) ) ) 1.1!4 1.0OX 1.-,[ 1.112 1.![2

合计 -.,-, 1.-41 -.-2X -.[O1 -.[1O -.1-, 1.-2- 02.,1[ ,,.[0O

表 PCIQBP$IQBR 年土地覆盖类型面积转移矩阵

>*4EPC>$*%',+,0%/*+$,W 0#-*%3H'",%+1"

%*+,0%*-%*+H$"$"'"$G"'#$0/IQBP +0 IQBR (SD

0

$

01-4 年

01-[ 年

采矿

用地

交通运

输用地

其他建

设用地

人工

草地

人工

林地

人工

湿地
合计

林地 1.-![ 1.1[[ 1.0![ ) ) ) 1.![!

草地 ) ) 1.110 ) ) ) 1.110

湿地 ) ) ) -.[!2 ) ) -.[!2

农业

用地
1.11! ) 1.-1O ) ) 1.,!1 1.!X,

采矿

用地
) ) ) -.12, 1.1![ ) -.---

合计 1.-X0 1.1[[ 1.,XO 0.O1O 1.1![ 1.,!1 ,.[O2

""01-2)01-[ 年期间!人类活动扩展面积来源于

林地%草地和湿地等自然用地向人类活动用地转化!

如林地主要转为采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其他建

设用地!草地主要转化为交通运输用地和其他建设

用地!湿地主要转化为农业用地和人工草地, 人类

活动类型转化主要为农业用地和采矿用地转化为其

他类型的人类活动用地!农业用地主要转化为人工

湿地!其次转为其他建设用地%采矿用地和交通运输

用地!采矿用地通过矿山恢复治理转为人工草地%人

工林地%人工湿地和农业用地#

01-2)01-[年期间!自然用地共减少了 [.14O SD

0

!

其中!林地%草地和湿地分别减少了 -.O0, SD

0

!

-.1[, SD

0和 X.14, SD

0

, 人类活动用地中只有农业

用地和采矿用地既有类型转换又有新增!农业用

地转换的面积为 0[.1X- SD

0

!其他地类转换为农

业用地面积为 -.[1O SD

0

!农业用地净转化面积为

02.0!0 SD

0

!采矿用地净转化面积为 1.-,0 SD

0

,

01-4 年和 01-[ 年新增各类型人类活动用地中!新

增人工湿地显著!其新增面积占比高达 41.2!d, 因

此!新增人工湿地主要来源于农业用地的转化#

,.,"人类活动影响强度评价

利用公式(-$计算了保护区 01-2)01-[ 年的

人类活动影响强度指数!计算 01-4 年和 01-[ 年强

度指数时!在 01-2 年基础上增加了新增人类活动的

面积!同时也扣除了农业用地%采矿用地转化为人工

林地%草地和湿地的面积#

01-2)01-[ 年期间!保护区人类活动影响强度

指数介于 1.1!X j!.4,X 之间!宝天曼的指数最低!

新乡黄河湿地鸟类的指数最高, 01-2)01-4 年期

间!除了鸡公山的指数无变化外!其他 -0 个保护区

中有 -1 个保护区的指数呈小幅度增加!有 0 个保护

区的指数呈小幅度下降, 01-4)01-[ 年期间!有

2-.X!d的保护区的指数无变化!有 ,1.44d的保护

区的指数呈小幅度上升!有 4.2Od的保护区指数呈

小幅度下降, 保护区指数无变化表明无人类活动增

加!指数呈增加变化表明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负面

影响增加!指数呈下降变化表明人类活动对保护区

的正影响增加(表 [$# 01-2)01-[ 年!全省国家级

保护区人类活动影响强度指数呈小幅度下降趋势!

表明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负面影响呈减少趋势, 不

同类型的保护区其影响强度指数变化也呈不同特

点!森林生态类型指数最小!古生物遗迹类型指数最

高, 森林生态类型和野生动物类型的指数虽然每年

呈微弱幅度增加!但这 0 种类型保护区的指数远低

于全省平均指数!表明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和野生

动物保护区的影响很弱且处于局部, 内陆湿地类型

和古生物遗迹类型指数呈小幅度下降趋势!但这 0

种类型保护区的指数远高于全省平均指数!表明人

类活动对其影响强度大且范围广, 古生物遗迹和内

+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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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湿地等类型保护区主要位于坡度相对较缓的平原

和台地!这种地形地貌便于人类活动!森林生态和野

生动物等类型保护区主要位于坡度较陡的小起伏山

地和丘陵!这种地形地貌限制了人类开展各项活动!

且活动成本较高#

表 RCIQBO$IQBR 年保护区人类活动影响程度评价

>*4ERC=G*-H*+,0%0#1H/*%,%+"$#"$"%&"3"2$"",%%*+,0%*-%*+H$"$"'"$G"3H$,%2 IQBO)IQBR

类型 保护区 01-2 年 01-4 年 01-[ 年 01-4)01-2 年差值 01-[)01-4 年差值

森林生态

宝天曼 1.1!X 1 1.1X- 1 1.-1! [ 1.112 1 1.1X, [

伏牛山 1.14[ 4 1.1[1 - 1.1[1 - 1.11- ! )

高乐山 1.XX1 0 1.X24 ! 1.X4X X 1.1-4 0 1.11[ -

河南大别山 1.!X- , 1.!X! 2 1.!X! 2 1.11, , )

鸡公山 1.244 1 1.244 1 1.244 1 ) )

连康山 1.021 X 1.02- - 1.0OX 2 1.111 2 1.1,! X

小秦岭 1.O,- [ -.11O ! -.11O ! 1.144 2 )

平均 1.0OX ! 1.,1O 1 1.,-2 - 1.1-, 2 1.114 -

内陆湿地

丹江湿地 0.1!2 , -.[!2 X -.[!2 X 31.-OO [" )

河南黄河湿地 ,.X!1 1 ,.X4! O ,.!OO , 1.1,! O 31.14X 2"

新乡黄河湿地鸟类 !.4,X 1 !.4,1 X !.4,1 X 31.11! X ")

平均 ,.1![ [ 0.O2O ! 0.O!1 O 31.14O ! 31.10[ X

野生动物

董寨鸟类 -.40O 1 -.4,0 1 -.4,0 1" 1.11, 1 )

太行山猕猴 1.!!X X 1.!XO , 1.!21 [ 1.1-, [ 1.11- X

平均 -.100 ! -.1,- , -.1,0 - 1.11[ O 1.111 [

古生物遗迹 南阳恐龙蛋化石群 !.41- , !.40[ ! !.40[ ! 1.104 - )

全省平均 0.-,1 2 0.--2 - 0.-1O , 31.1-! X" 31.112 ["

""依据人类活动影响强度指数将人类活动影响强

度定性划分严重(=BQTo!.1$%明显(0.X r=BQT

%

!.1$%较明显(-.X r=BQT

%

0.X$%一般(1.X r=BQT

%

-.X$和轻微(=BQT

%

1.X$X 个等级# 受到人类活动

轻微影响%一般影响%较明显影响%明显影响和严重

影响(干扰$的保护区有 X 个%, 个%0 个%- 个和 0

个!各级影响程度的保护区的数量占总保护区数量

的比例分别为,[.!2d!0,.1[d!-X.,[d!4.2Od和

-X.,[d!河南省有近 20d的保护区内的人类活动

对环境影响弱!有约 ,[d的保护区内的人类活动对

环境影响较明显甚至较强#

人类活动对各类型保护区影响程度各具特

色!人类活动对森林生态类型保护区影响程度为

轻微!对内陆湿地类型保护区影响程度明显!对野

生动物类型保护区影响程度为一般!对古生遗迹

保护区影响程度为严重, 古生物遗迹和内陆湿地

等类型保护区内不仅有大面积的农业用地和城镇

村庄居民用地!还有类型丰富的建设用地!古生物

遗迹保护区的人类用地面积是自然用地面积的

0.X2 倍!内陆湿地保护区的人类用地面积是自然

用地面积的 1.[- 倍# 因此!古生物遗迹和内陆湿

地等类型保护区内的人类活动具有面积大%类型

丰富%影响强度大等特点# 河南省国家级保护区

人类活动影响强度处于较明显状态!评估结果以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客观描述了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人类活动影响程度#

!"结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自然保护区的主体!

人类活动是影响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重要因素# 基于国产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客

观%准确%高效动态监测了保护区内的人类活动及其

时空格局变化!利用模型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综合评

估了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影响或干扰程度!这些成

果为当地保护区的保护与监测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撑#

-$利用国产高分遥感数据可快速确定人类活

动空间分布情况!查清人类活动类型%强度等现状及

变化特点!如可查清细微的人类活动!本次研究最小

图斑面积为 X!.[4 D

0

# 该成果明确保护区内的人

类活动监管的方向!可为保护区人类活动日常监管

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可靠支撑和服务#

0$人类活动对保护区的影响既有扰动的负面

影响又有环境恢复治理的正面影响!以往的研究比

较重视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 本文全面分析人类活

动对保护区的影响!如河南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加

大湿地的恢复治理!开展了一系列退耕还湿和矿山

占地恢复治理#

,$河南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类主要活动类

型及其变化情况%不同类型保护区的人类活动特点%

不同类型人类活动变化特征与中国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人类活动及变化特征基本相一致!但本文利用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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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矩阵增加了人类活动时空转化格局!查清新增人

类活动的来源及人类活动各类型间的相互转化情

况!为将来环境恢复治理提供基础信息#

!$受保护区边界的限制!本次研究没有细分保

护区的核心区%实验区和缓冲区等功能区, 人类其

他建设用地类型划分比较粗!如没有细分旅游占地!

随着旅游业规模的扩大!旅游开发会成为影响保护

区的主要人类驱动因素之一, 受遥感数据的时间限

制!本项研究时间只有 , 7!没能揭示长期人类活动

及其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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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B:K:B:CA.+6C>CAEMBA7>C7AH@MM@_A.QED7( 7GB:K:B:CAL@D:(7BCL ?R78>:GEMBE>7MM7(L 7(L >CA:LC(B:7M7>C7A_C>C

_:LCAF>C7L :( QC(7( (7B:@(7M(7BE>C>CAC>KCA:( 01-2.+6CR_C>CD7:(MRL:AB>:?EBCL :( :(M7(L _CBM7(LA7(L

F7MC@(B@M@8:G7M>CM:G>CAC>KCA.I>@D01-2 B@01-[! (C_6ED7( 7GB:K:B:CA_C>CD7:(MRL:AB>:?EBCL :( :(M7(L _CBM7(L

>CAC>KCA! _6:G6 _C>CD7:(MRB>7(AH@>DCL H>@D78>:GEMBE>7MM7(L! H@>CABM7(L! 8>7AAM7(L! 7(L _CBM7(L.I>@D01-2 B@

01-[! B6C6ED7( 7GB:K:B:CA:( B6C>CAC>KCA67L 7( :DF7GB:(BC(A:BR:(LĈ >7(8C@H1.1!X j!.4,X.+6C:DF7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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