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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西部库区景观格局与水质的关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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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研究了深圳市西部水库流域景观格局指数与水质指标的关

联关系，并探讨了“ 源”、“ 汇”景观格局对非点源污染的影响程度( 结果表明：研究区“ 源”、

“汇”景观的优势程度、聚集程度和破碎程度显著地影响流域内水体质量；#&&&—#&&" 年，由

于研究区“源”、“汇”景观格局的变化，使得整个流域内污染物输出程度不断加剧，污染物得

以削减的程度不断降低，导致研究区水体质量恶化( 结合研究区“ 源”、“ 汇”景观的空间分布

特征来看，水库水体质量的变化与“ 汇”景观在流域下游的分布特征具有紧密关联，这说明

“汇”景观格局对非点源污染的防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景观格局! 水质! 灰色关联! 源! 汇! 非点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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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景观的结构、功能和过程总是与一定的空间范

围相联系( 在流域的空间尺度上，由于水流在重力作

用下的汇集作用使不同景观要素之间的物质流和能

量流的联系更为紧密，并使得流域下垫面因素（ 如

流域的地形、土壤和植被等）对流域的水文特征产

生显著影响［" ) #］( 土地利用方式和覆被类型的变化

可显著影响水量和水质［+ ) X］，土地利用对水质影响

的主要途径是非点源污染［’］，而景观格局的改变对

非点源污染的影响十分显著［% ) "&］( 因此，利用景观

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流域尺度上不同景观要素

对水体质量的影响程度，继而从景观格局入手进行

非点源污染的防治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措施( 不同地

区供水水库的水体污染问题中约 X&Z 以上来自流

域范围内的非点源污染，探讨库区景观格局与水体

质量之间的关联机制，是解决非点源污染和改善降

雨径流水质的非常合适的切入角度，也是保障水库

流域供水安全、满足水库长远发展的迫切需求(
目前，深圳的发展正面临土地（空间）、能源（重

点是水资源）、劳动力投入和环境容量这 - 个“难以

为继”的制约( 作为全国 ’ 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

深圳市如何保护好境内水资源，特别是降低城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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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建设等引发的非点源污染问题，显得尤为迫切! 本

文以深圳市西部库区作为研究对象，从如何调控景

观格局以降低非点源污染的角度，研究了景观格局

指数与水库水质指标的关联关系，旨在为防治非点

源污染提供理论支持!

!"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 !" 自然概况

本研究区域为深圳市西部的西丽（"#）水库、石

岩（$%）水库和铁岗（&’）水库及其 ()* +,- 的集雨

范围（--.)/0—--.1-02，(()./(0—(()./*03）（ 图

(）! 研究区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日照强，雨

量充沛，干湿季分明! 全区地貌以丘陵为主，其次为

台地和平原! 由于地形的特点，库区内河流均较短

小，属雨源型河流! 年均地表径流深 4*( ,,，年均径

流量(( 5)-6 *万 ,)!
!# $" 研究方法

!# $# ! 景观分类7 为了探讨不同景观在污染物输出

和削减方面的“源”、“汇”特征［((］，将研究区的基本

景观进行分类合并，得到了“源”、“汇”两类景观!
“源”景观主要包括农业“源”景观（如耕地和园

地）以及城镇“源”景观（如城镇居住用地、工业用地

和交通用地等），它们在非点源污染形成过程中具

有污染物输出的特征! 其中耕地和园地因施肥等原

因，造成土壤中氮、磷等营养物质含量较高，经降雨

径流冲刷后容易导致水体的富营养化；城镇地区由

于人类活动产生大量污染物，其未利用地也大多受

到人类干扰，逐渐成为具有非点源污染输出特征的

斑块类型!
“汇”景观主要包括林地和牧草地等植被覆盖

较好、污染物输出较低的斑块类型! 与“ 源”景观相

比，“汇”景观具有削减污染物的功能，可减少降雨

径流对土壤的侵蚀程度以及降低径流中固体污染物

的输出，净化水质［(- 8 (1］!
另外，水体具有养分截流的功能［(/］，但由于研

究区的水域主要以水库水体为主，从理论上讲，水库

特别是供水水库的水体不允许接纳任何污染物，因

此认为研究区水域不具有接纳污染物的能力，故不

参加“源”、“汇”景观的格局分析!
!# $# $ 灰色关联理论7 水体质量的变化是多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对水质变化的影响程度会

随着时空尺度的变化表现出显著差异，为判断景观

格局变化的作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也使得仅依靠

传统的相关分析方法很难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强

度! 为了克服这种缺陷，本研究采用灰色关联技术分

析景观格局指数与水质指标之间的灰色关联度，用

以确定景观格局对水质的影响程度!
灰色关联理论是灰色系统中理论最成熟、应用

最广泛、最具有活力的部分［(9］! 灰色关联分析的重

点是确定不同子因素与母因素的关联序关系，突出

子因素对母因素影响的重要方面! 其分析的主要步

骤包括：

(）设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

!" #（!"（(），!"（-），⋯，!"（$））

" # (，-，⋯，% （(）

&’ #（&’（(），&’（-），⋯，&’（$））

’ # (，-，⋯，( （-）

式中：参考序列 !" 为需要作比较的母因素，本研究

中为水质指标；比较序列 &’ 为与母因素进行关联程

度比较的子因素，本研究中为景观格局指数；" 和 ’ 分
别为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中因素的个数；$ # (，-，

⋯，) 为参与灰色关联度计算的数据序列个数*

图 !" 深圳西部库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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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计算关联系数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为比较序列 )$（%）对参考序列 *#（%）

的关联系数；"#$（%）& + *#（%）, )$（%）+ 为参考序

列 与 比 较 序 列 在 第 % 个 序 列 的 绝 对 差；!"#
$

!"#
#
"#$（%）为两级最小差；!$%

$
!$%

#
"#$（%）为两级最

大差；#为灰度系数，也称分辨系数，为介于［-，.］区

间上的数值，一般取 # & -/ 01 当 "#$（%）取两级最小

值时，!#$（%）取最大值；取两级最大值时，!#$（%）取最

小值1
(）计算灰色关联度

综合各点（% & .，"，⋯，2）的关联系数，即可得

到比较序列与参考序列的关联度 $#$

$#$ & "
2

% & .
3$（%）4 !#$（%） （5）

式中：3$（%）为比较序列中不同序列的因子权重，一

般情况下取各个序列的权重相同1 $#$ 越大，说明 )$

与 *# 的关系越密切，或者说影响越大1 由于参考序

列和比较序列可能存在量纲和数量级的差异，因此

在进行关联度计算之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初值

变换或均值变换［.6］1
由于对水质变化原因的探讨构成了一个灰色系

统问题，因此借助灰色系统方法可较好地提取影响

水质变化的主要因素1
!" #" $ 数据选择! .）水质数据1 通过对《广东省深圳

市环境质量公报》［.7］中 .88.—"--5 年深圳市西部

水库出水口水质监测指标年均值的时间序列分析，

发现该区域的水质明显受到了点源污染截排率和外

来引水量的影响，只有 "--- 和 "--. 年水库水体质量

的变化受点源污染和外来引水量影响较小1 尽管灰色

关联分析法对样本的数量和分布特征要求较低，但为

了降低上述干扰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程度，仍需对

研究的数据系列进行适当筛选1 为降低点源污染、外

来引水等干扰因素对水质变化的影响程度，选择 "---
和 "--. 年 ( 个水库出水口水质监测数据中的 ( 个水

质污染指标———高锰酸盐指数（9:;<= ）、硝酸盐氮

（>#2?@2AB>）和总磷（CD）进行分析1
"）景观格局1 通过分析与水质数据相匹配的深

圳市 "--- 和 "--. 年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区

分“源”、“汇”两种景观类型，计算了不同年份的景

观格局指数，用于分析研究区景观格局的变化特征1

根据景观核心指数集合［.8 , "-］选择斑块密度（E@2FG
HA=I#2J，D;）、斑 块 平 均 面 积（ E@2FG KA@= @?A@，

D<L）、斑块总面积（ 2M2@N FN@II @?A@，9L）、斑块优势

度（ EA?FA=2@OA MP N@=HIF@EA，DQL>;）、斑 块 集 聚 度

（EA?FA=2@OA MP N#%A @H$@FA=F#AI，DQL;R）和斑块连通

度（E@2FG FMGAI#M= #=HAS，D9T）U 个指标进行分析1 景

观水平上各类斑块综合作用的复杂程度，使得景观

水平上格局指数与水质指标之间的关系很难明确说

明，因此本研究仅计算了斑块水平上景观格局指数

与水质指标的灰色关联度1

#% 结果与分析

#" !% 景观格局与水体质量的灰色关联度

从表 . 可以看出，与高锰酸盐指数、硝酸盐氮和

总磷的灰色关联度最大的均为“ 汇”景观的格局指

数1 表明在研究时段内深圳市西部库区的水质明显

受到了该区内“汇”景观格局的影响1 由于研究区具

有明显的城市化特征，可能由于景观要素之间相互

作用的程度比较复杂或人类对水文循环的影响更加

剧烈，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城镇建设用地等“源”景

观对水质的影响程度，反而使得“汇”景观格局对水

质的影响作用突显出来1 灰色关联分析结果表明，与

水体质量关联程度较大的景观格局指标相对集中在

斑块优势度、斑块集聚度和斑块密度这 ( 个方面1
#" #% 景观格局指数与水体质量的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的结果，选择斑块优势度、斑块集

表 !% 深圳市西部库区“源”、“汇”景观格局指数与水质污染

指标的灰色关联度

&’() ! % *+,- ./00,.12/0 (,13,,0‘ 4/5+.,’ ’06‘ 4207’

8’064.’9, 2062.,4 ’06 3’1,+ :5’821- 2062.,4 ’1 3,41,+0 +,4,+;
</2+ 3’1,+4=,64 20 >=,0?=,0 @21-
景观类型
Q@=HIF@EA
2JEA

格局指数
Q@=HIF@EA #=HAS

水质指标 3@2A? VW@N#2J #=HAS
高锰酸盐

指数
9:;<=

硝酸盐氮
>#2?@2AB>

总磷
CD

“源”景观 斑块总面积 9L -/ 6. -/ 0. -/ U.
‘XMW?FA’ 斑块优势度 DQL>; -/ U- -/ U" -/ U"
N@=HIF@EA 斑块密度 D; -/ 0U -/ U- -/ 60

斑块平均面积 D<L -/ 00 -/ 07 -/ 08
斑块集聚度 DQL;R -/ U5 -/ U" -/ U0
斑块连通度 D9T -/ U0 -/ U" -/ UU

“汇”景观 斑块总面积 9L -/ 6- -/ 00 -/ U(
‘X#=%’ 斑块优势度 DQL>; -/ 6" -/ U- -/ 6U
N@=HIF@EA 斑块密度 D; -/ 06 -/ 06 -/ U7

斑块平均面积 D<L -/ 6. -/ 00 -/ U0
斑块集聚度 DQL;R -/ U0 -/ U( -/ UU
斑块连通度 D9T -/ U0 -/ U" -/ UU

9L：CM2@N FN@II @?A@；DQL>;：DA?FA=2@OA MP N@=HIF@EA；D;：D@2FG HA=I#2J；

D<L：D@2FG KA@= @?A@；DQL;R：DA?FA=2@OA MP N#%A @H$@FA=F#AI；D9T：D@2FG FMGAB
I#M= #=HAS1 下同 CGA I@KA YANM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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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深圳市西部水库库区“源#汇”景观格局变化特征

$%&’ !" ()%*%+,-*./,.+/ 01‘/02*+-’%34‘/.35’6%34/+%7- 7%,,-*3 %, 8-/,-*3 *-/-*90.* 8%,-*/)-4/ .3 :)-3;)-3 (.,<
水库
!"#"$%&’$

景观类型
()*+#,)-" ./-"

斑块优势度 0(123
4555 4556

斑块集聚度 0(137
4555 4556

斑块密度 03
4555 4556

西丽 8( “源”景观‘9&:$,"’;)*+#,)-" <=> ?6 <<> =@ AB> 4@ AB> @A 5> =C 5> BA
“汇”景观‘9’*D’;)*+#,)-" 6A> C6 6@> C? @@> 44 @A> 5@ 6> B@ 6> C5

石岩 9E “源”景观‘9&:$,"’;)*+#,)-" =?> B= <5> 4C AC> 5< AB> =< 5> <A 5> B6
“汇”景观‘9’*D’;)*+#,)-" C4> A? C5> C4 A5> 6A A6> ?4 6> ?B 5> @?

铁岗 FG “源”景观‘9&:$,"’;)*+#,)-" <5> =A <4> =C AC> 65 AB> 44 5> == 5> C4
“汇”景观‘9’*D’;)*+#,)-" 4C> B@ 46> =B @<> @? @@> 4< 6> =B 6> 6?

聚度和斑块密度 C 个指标进一步分析研究区景观格

局与水体质量之间的关联关系H
从表 4 可以看出，不同年份 C 个水库库区“ 源”

景观的斑块优势度均远大于“汇”景观，而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不同库区内“源”景观的斑块优势度不断

提高，而“汇”景观的斑块优势度则不断降低H“ 源”

景观的斑块优势度越小、“汇”景观的斑块优势度越

大，越有利于削减非点源污染负荷H 从研究区“源”、

“汇”景观斑块优势度的变化方向来看，整个流域内

污染物输出强度在不断增加，而对污染物的削减程

度则不断降低，这将导致流域内非点源污染加剧，引

起水体质量的恶化H
I I “源”、“汇”景观的集聚度指数表现了两种景观

类型的规模效应H 景观集聚度越大，景观之间联系紧

密程度越高H 4555—4556 年，研究区“ 源”、“ 汇”景

观的斑块集聚度均不断提高，而且“源”景观的斑块

集聚度远大于“ 汇”景观，说明与“ 汇”景观相比，

“源”景观的规模效应更明显H
从斑块密度来看，景观的斑块密度越大，说明组

成该景观的斑块数量越多且分散，景观的破碎化程

度越高H 4555—4556 年，研究区“ 源”、“ 汇”景观的

斑块密度均不断降低，但“汇”景观的斑块密度远大

于“源”景观，说明“汇”景观的破碎化程度相对比较

严重H
斑块集聚度反映同一类型的斑块在空间上集中

或分 散 的 程 度H 如 果 仅 考 虑 斑 块 密 度，则 不 论 是

“源”景观还是“汇”景观，其斑块密度的提高都会引

起斑块破碎程度的增加，这样“源”景观引发非点源

污染增加，而同时“汇”景观削减非点源污染的几率

也相应增加H 两者相比，究竟哪个的作用更大，必须

结合两者的空间分布特征来比较H
本研究中“源”景观的斑块集聚度大于“ 汇”景

观，而斑块密度小于“汇”景观，这种情况下，“源”景

观更容易引发点源污染，而引发非点源污染的程度

有所降低；“汇”景观截流非点源污染的几率则有所

增加，可能削减更多的污染物、降低非点源污染对水

体质量的威胁程度H 但由于受到重力支配的物质流

的影响，“源”、“ 汇”景观在水流方向上的空间位置

对其功能的发挥也起着关键作用H 在库区内，“ 汇”

景观的分布程度更加松散，更有利于降低非点源污

染，但由于“ 汇”景观多分布于流 域 上 游，使 得 其

“汇”的作用较难发挥，因而无法有效地削减非点源

污染H 4555—4556 年间，C 个水库的水体质量均表现

出下降趋势，这与库区内“ 汇”景观数量的减小，以

及“汇”景观在库区中下游分散程度的降低具有紧

密关联H
如果“汇”景观在“ 源”景观下游分布的数量较

大，即可提高“ 汇”景观削减污染物的作用H 那么，

“汇”景观在流域下游分布的集聚度是越大越好，还

是越小越好呢？目前惯用的方式是在水体周边建设

一定数量的水源保护林，以加强“汇”景观对水体的

保护作用H 实际上，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由于水

源保护林必须具有相当的宽度，才能有效削减上游

的大量污染物，这势必会增加水源保护林的建设成

本H 如果将水库水体周边的林地适当分散到接近水

体的中下游区域内，再配以一定的管理措施或集中

处理措施，实现对非点源污染的层层削减，则可降低

水源保护林的建设成本，并可以与提高城镇密集区

林地覆盖率和景观多样性的要求相结合，实现景观

生态建设的多赢目标H

=" 结" " 论

处于整个库区尺度上的非建设用地等“ 汇”景

观的格局特征与水体质量表现出较强的关联关系，

“源”、“汇”景观的斑块优势度、斑块密度和斑块集

聚度可显著影响研究区水体质量的变化特征H 因此，

在非点源污染防治方面需更多地关注“ 汇”景观的

调控作用，在“ 源”景观的下游布置林地等“ 汇”景

观，用以削减“源”景观的污染输出H 此外，还可根据

“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最优景观格局原理［46］，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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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地段对“源”、“汇”景观予以合理配置和协调，从

而实现降低非点源污染和景观格局优化的双赢目

标!
由于“源”、“汇”景观的组合特征是众多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任意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会引起景

观格局及其指数的变化，这为分析景观格局对非点

源污染的影响程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此外，受外界

气象条件与人为因素以及监测数据质量的影响，使

得水质指标的变化与景观格局的变化之间存在着复

杂的关联特征! 这就要求在以后的研究中，要以系统

分析的思想为指导，综合考虑尺度、数据、指标、模

型、方法等一系列要素的影响，实现对技术的有机整

合与对结果的有效判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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