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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测度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足迹 分 析 的 计 算 方 法!在 此 基 础 上 提 出 了 生 态 足 迹 和 生

态承载力的预测模型"在生 态 足 迹 的 预 测 方 面 采 用 消 费 预 测 模 型 和 人 口 模 型 相 结 合 的 方 法!
在生态承载力的预测方面采用地理元胞自 动 机 和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技 术 相 结 合 的 方 法&以 甘 肃 省

河西走廊地区为例!采用以上模型方法计算了;&&#)!$$$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预测

了!$$#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结果表明"河西走廊地区的生态足迹在逐年上升!生态

承载力前#年上升后#年下降&采用该 模 型 方 法 计 算 与 预 测 生 态 足 迹 和 生 态 承 载 力!具 有 快

速)准确)可操作性强的特点!但预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 键 词"*1#’.1#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地理元胞自动机#土地适宜性

文章编号";$$$:$#I#$!$$%%$#:$&<$:$&

;!引言

!!生态足迹分析方法通过跟踪人类利用的大多数消费品和产生的大部分废弃物!估算生

产和维持这些消费品的资源以及同化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通过对不同尺

度的消费水平的量算!可以确定研究区的生态足迹!将生态足迹与研究区实际的生态承载

力进行对比!即可确定研究区的生态状况是生态赤字还是生态盈余’;"#(&到目前为止!对

于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测算还多采用资料统计方法’"";$(!计算的精度和速度方面都

存在一定的问题!且国内外相关文献中少有关于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预测的模型方法&
本论文以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为例!以经济统计数据和遥感影像为基础!采用以个体消费

水平和人口数量)结构相结合的模型方法计算生态足迹!并通过遥感影像和地理信息系统

技术结合的方法计算生态承载力!同时提出了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预测的模型方法&通

过该方法!不仅能够准确)迅速地计算研究区当前的生态赤字*盈余状况!而且可以预测

未来的生态赤字*盈余状况!从而为生态2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提供决策支持依据&

!!生态足迹及其计算方法

!!生态足迹模型主要用来计算在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条件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

收所必需的生物生产面积!其基本假设是各类土地在空间上是互斥的!这条假设使得能够

对各类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进行加总!其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期 常!斌 等"基于空间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预测模型222以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为例 &<;!!

VP ’"+$2L%’"+%X-!- ’"+%X-$+-*%-% $;%

!!式中"VP为总的生态足迹#" 为人口数#2L为人均生态足迹#-为消费商品和投入

的类型#X-为均衡因子#!-为生产第-项消费项目人均占用的实际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

+-为第-种商品的人均 消 费 量#%-为 第-种 消 费 商 品 的 全 球 平 均 生 产 能 力&由 上 式 可 知!
生态足迹是人口数和人均物质消费的一个函数!生态足迹是每种消费商品的生物生产性面

积与均衡因子乘积的总和&

!!生态承载力的计算公式为" VG’%3-X-!- $!%

!!式中!VG为生态承载力#3-为产量因子&

=!研究方法及技术改进

!!研究区选定为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是一相对完整的地域单元&行

政区划上包括武威)张掖)酒泉)金昌和嘉峪关五个地级市&根据研究要求和研究区实际

情况!所选取的数据包括"(河西走廊;&&#及!$$$年统计资料!主要应用统计资料中人

均消费水平及总消费构成部分#)河西走廊;&I""!$$$年分县人口数据及!$$$年人口普

查数据#*河西走廊;&&#及!$$$年;Z;$万土地利用数据#+河西走廊各气象站点多年

气象资料!文中计算了各个站点.;$\积温和降水!并对其进行了空间插值#,河西走廊

;Z;$$万土壤类型及土壤质地数据#-河西走廊;Z!#万高程数据及;Z;$$万地貌数据&

!!本文在生态足迹的计算中采用自下向上的计算方法!即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查阅统计

资料等方式先获得人均的各种消费数据!再由人均消费数据计算人均生态足迹!进而求出

研究区总的生态足迹!这与国内大多采用的由上向下 $根据地区性和全国性的统计资料查

取地区各消费项目的有关数据!由总量数据求得研究区总的生态足迹!再结合人口数据求

得人均消费量值和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有所不同&在生态承载力的计算中采用遥感技术

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与采用经济统计数据相比具有准确)快速的特点&首

次提出了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预测的模型方法"在生态足迹预测中运用了消费预测模型

和人口模型方法!不仅考虑了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而且也考虑了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生

态承载力预测中!综合考虑了土地利用历史数据!土壤)气候)地貌等自然因子!以及经

济)技术)政策等人文因子!采用土地利用预测模型获得未来土地利用结构&

!!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如图;所示"

图;!河西走廊生态足迹计算及分析技术路线

UBN5;!U43̂BENHOAL93S7H343NBHA4S3398LBE9HA4HD4A9B3EAEGAEA4MPBPBE-7TB/3LLBG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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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生态足迹计算及分析

’%$!生态足迹计算

!!应用生态足迹指标计算的理论方法’;"#(!根据 3甘肃统计年鉴Y;&&"年4和 3甘肃

统计年鉴Y!$$;年4中的关于河西走廊人均消费情况和总的消费构成数据!对河西走廊

;&&#年和!$$$年的人均生态足迹进行实际计算和分析&在计算中考虑到农村居民与城镇

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而将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消费水平分开来计算&生态足迹的计算主要

由两部分组成"(生物资源的消费#)能源的消费&生物资源生产面积折算采用联合国粮

农组织;&&=年计算的有关生物资源的世界平均产量资料 $采用这一公共标准主要是使计

算结果具有可比性%&

!!能源消费部分根据资料计算煤)焦炭)燃料油)原油)汽油)柴油和电力等几种能源

的足迹!计算时将能源消费转化成为化石能源土地面积&采用世界上单位化石能源土地面

积的平均发热量为标准!将当地能源消费所消耗的热量折算成一定的化石能源土地面积&

!!由于生态足迹指标的计算要求考虑区域的总消费量!所以在计算中考虑了社会和政府

消费!将其消费额按照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比例分摊到人均消费中!这样就尽可能

避免了地区消费的偏差&

!!将河西走廊地区的经济统计数据按照以上原则进行整理汇总!将汇总后的各种生物生

产性面积乘以相应的 均 衡 因 子!得 到 按 世 界 平 均 生 态 空 间 计 算 的 河 西 走 廊 地 区;&&#和

!$$$年的生态足迹 $见表;%&将求得的农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态足迹分别乘以各自的

人口数量!可得河西走廊地区总的生态足迹!再用这个总的生态足迹除以河西走廊地区的

总人口!可得到;&&#和!$$$年河西走廊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数值分别为";5"&$!和

;5I=<!O@!+HA8Y;&人均生态足迹只能反映个人对资源的占用状况而不能反映区域的总体

状况&由于区域人口不同!生态足迹的总量会有差别!因此要想在区域之 间 进 行 横 向 对

比!还要根据区域人口数量计算区域总的生态足迹&将农村居民人均生态足迹和城镇居民

人均生态足迹分别乘以农村居民人口数量和城镇居民人口数量!并将二者累加起来可得到

全区域及各县$区%总的生态足迹$见表=%&

表$!河西走廊地区生态足迹计算结果

,-.%$!F-43;4-018:672;408973848@13-49880B61:01:P7T1F8661=86

土地

类型

均衡

因子

农村居民人均生态足迹 城镇居民人均生态足迹

人均面积

$O@!+HA8Y;%

均衡面积

$O@!+HA8Y;%

人均面积

$O@!+HA8Y;%

均衡面积

$O@!+HA8Y;%

;&&# !$$$ ;&&# !$$$ ;&&# !$$$ ;&&# !$$$

耕地 !5I $5!&<$ $5!&=" $5I!=! $5I!!; $5<#<% $5<%!! ;5!%=; ;5=!!;

林地 ;5; $5$=<; $5$=$$ $5$=%# $5$==$ $5;&<$ $5!<<# $5!;=< $5!"&$

草地 $5# $5=&%! $5<!%! $5;&I" $5!;=" ;5&&"< !5$&!! $5&&I! ;5$<";

水域 $5! $5$;$" $5$$"= $5$$!; $5$$;= $5!I!$ $5=;$# $5$#"< $5$"!;

能源用地 ;5; $5;#!" $5;#!& $5;"%& $5;"I! $5<%;% $5#;!& $5#;I& $5#"<!

建筑用地 !5I $5$;!" $5$=;$ $5$=#= $5$I"% $5$=I; $5$<#" $5;$"" $5;!%I

总计 Y Y Y ;5!"<" ;5=!<& Y Y =5;""" =5=&;=



!#期 常!斌 等"基于空间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预测模型222以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为例 &<=!!

’%!!生态承载力计算

!!根据河西走廊;&&#和!$$$年两个时期的遥感影像解译出的土地利用图!获得河西走

廊地区;&&#和!$$$年耕地)林地)草地)生产性水域)建筑用地的面积!将各种土地利

用类型的面积除以河西走廊地区总的人口数量!再乘以相应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并将

获得的面积累加起来!可获得河西走廊地区的人均生态承载力 $见表!%&将河西走廊地

区各县市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乘以相应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以后再累加!可以获得全区

域及各县市$区%总的生态承载力$见表=%&按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a/(?%的报告 3我

们共同的未来4建议!生态供给 中 扣 除;!X的 生 物 生 产 性 面 积 用 来 保 护 生 物 的 多 样 性!
将求得的;&&#及!$$$年 的 人 均 生 态 承 载 力 扣 除;!X用 作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则;&&#与

!$$$年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分别为;5=%";和;5=%!IO@!+HA8Y;&
表!!河西走廊地区生态承载力计算结果

,-.%!!F-43;4-018:672;408973848@13-43-B-310A1:P7T1F8661=86

土地

类型

总面积$O@!% 人均面积$O@!+HA8Y;%

;&&# !$$$ ;&&# !$$$

均衡

因子

产出

因子

均衡面积$O@!+HA8Y;%

;&&# !$$$

耕地 ;;<"<;$m!";;&%%&%m&& $m!"$; $m!"$! !mI ;m"" ;m!$I& ;m!$&;

林地 %$%<;#m%& "%="<"m;$ $m;"$# $m;<"= ;m; $m&; $m;"$% $m;<"<

草地 <<#=I#<m#<<#<"=;=m"! ;m$;$# $m&I%< $m# $m;& $m$&"$ $m$&=I

水域 ==&;#m%! =<;$&m=! $m$$%% $m$$%< $m! ;m$$ $m$$;# $m$$;#

能源用地 $ $ $ $ ;m; Y $ $

建筑用地 &;II=m"! ;$I==#m!# $m$!$I $m$!=# !mI ;m"" $m$&"% $m;$&!

总计 Y Y Y Y Y Y ;m#"=I ;m#"$$

!!!注";&&#和!$$$年河西走廊地区人口数量分别为<!<$%!#%#人和<!"$<!##=人&

’%&!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预测

’%&%$!生态足迹的预测!区域总生态足迹跟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口数量密切相关!因此生

态足迹的预测主要应考虑两点"一是人均消费水平的预测#二是人口数量的预测&前者反

映的是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情况!而后者和前者结合起来则可以反映区域总的生态足迹增

长情况&在这里假定人口数量和消费水平与生态足迹之间的弹性系数皆为;!即人口数量

或消费水平增加一倍!生态足迹也增加一倍&下面分别介绍消费水平和人口数量的预测&

!! $;%消费水平的预测

!!(方程的求解"由!$$;年甘肃年鉴获得从;&&$年到!$$$年的城镇和农村消费额及

物价指数!从;&&#年度至!$$$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获得当年的人口

数量!将各年的实际消费额除以以;&%I年为基准的物价指数就可获得从;&&$年到!$$$
年的;;年中以;&%I年为基准的各年的实际消费水平!再将这一数据除以城镇和农村的实

际人口数量!获得从;&&$年到!$$$年的城镇和农村人口人均消费情况!将这一数据系列

绘于图中!其趋势基本呈线性增长 $见图!%&

!!假设趋势线为 Y3&’Y%UY($&)’&% $=%
则可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以求解方程中的系数!其中!Y3&)&)’&)Y%)Y(分别为各年

的消费额)时间)时间均值和方程系数&

!!根据城镇和农村居民3&和&的样本数据!计算求得回归方程分别为"

Y3&’;;";5<%U<!5%#$&);&&#%!!&’;&&$!;&&;!.!!$$$ $<%

Y3&’=$&5%&U=5"&$&);&&#%!!!&’;&&$!;&&;!.!!$$$ $#%



&<<!! 地!!理!!研!!究 !"卷

图!!甘肃省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历年实际消费水平

UBN5!!VO7AH9DA4H3EPD@89B3E47K74 B̂9OG7GDH9B3E3S8LBH7LBP7BE’AEPD,L3KBEH7

!!)方程的检验"回归模型建立后!需要对模型的显著性和自变量)因变量相关性进行

检验&方程的显著性检验是借助于P检验来完成的&经检验!城镇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

回归方程式在置信水平%]$5$;下是显著的!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回归方程式在置信

水平%]$5$#下是显著的&方程自变量和因变量相关性检验通过(!来判断!城镇和农村居

民实际消费水平的回归方程式的(!分别为$5I!和$5%#!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有一定的相

关关系!回归方程质量较好&

!!*结果计算"由以上检验可知!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回归方程式均满足检

验条件!能够较好地拟合实际情况&将公式$<%和$#%应用的时间范围推广!可以外推预

测!$$#年的农村和城镇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最终求得!$$#年的农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

消费水平为=<%元和;#I&元!分别为!$$$年人均消费水平的;5$=$和;5;$&倍!相应的

人均生态足 迹 也 分 别 为!$$$年 的;5$=$倍 和;5;$&倍!其 数 值 分 别 为;5="<"和=5%";$
O@!+HA8Y;&

!! $!%人口数量的预测

!!用于生态足迹计算的人口预测主要应考虑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迁入和迁出以及农村和

城市人口间的相互转化!这几项都会最终影响农村和城镇人口的数量!从而影响地区人均

和总的生态足迹&本文采用基于人口发展离散模型的人口预测方法’;;(!其预测方程如下"

4$$$&%’4$$$&);%$;)V$% $"%

4-$&%’4-$&);%$;)V-% $%%

4X ’; $I%

K$$&%’ ’;)4$$$&%(($&%%
(!

-’(;

*-$&);%6-$&%K-$&);% $&%

K-$&%’ ’;)4-);$&%UL-);$&%(K-);$&);% $;$%

K-$$%’K-: $;;%

!!式中"K-$&%!*-$&%!6-$&%!4-$&%分别为预测期&年龄为-的人口数)女性比例)生育概

率)死亡概率#L-Y;$&%为预测期&年龄为-Y;的人口按龄迁移比例#($&%为预测期&的总

和生育率#4$$$&%为预测期&的婴儿死亡率#K-$为基期第-岁人口#(;!(!分别为妇女生育



!#期 常!斌 等"基于空间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预测模型222以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为例 &<#!!

年龄下限和上限#X为人能活到的最高年龄#V$!V-$&%分别为相应的死亡概率4$$!4-$&%
的衰减比例&

!!根据上述模型方法!采用甘肃省!$$$年人口普查资料及;&&#"!$$$年度全国分县市

人口统计资料所提供的有关河西走廊的数据对河西走廊地区!$县市$区%!$$#年人口数量

进行预测!获得各县市$区%的人口预测结果 $见表=%&根据已经求得的河西走廊地区总

人口数量)农业人口数量和非农业人口数量以及预测的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人均生态足

迹!计算可得河西走廊地区总的人均生态足迹为;5&%"!O@!+HA8Y;&
表&!河西走廊地区分县 "市#总人口’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

,-.%&!,57080-4B8B;4-018:(73848@13-49880B61:0-:=73848@13-43-B-310A897<76A38;:0A1:P7T1F8661=86

县!别
人口 $;$< 人% 总生态足迹 $;$<O@!% 总生态承载力 $;$<O@!%

;&&# !$$$ !$$# ;&&# !$$$ !$$# ;&&# !$$$ !$$#

嘉峪关市 ;!5<< ;<5;& ;"5;$ =#5$= <=5"& ##5<" <5<I #5!< #5<&

金川区 ;%5%< ;&5<" !;5=; <%5<" #"5$% "I5=< I5!% ;;5<< ;;5=<

永昌县 !=5&$ !#5;= !#5%$ =I5I= <#5%# <&5&= =&5;= <$5<; =&5";

玉门市 !$5&& ;&5=# ;&5=< #;5=; <&5=$ #=5&& !#5#% !"5%; !"5"!

酒泉市 =;5## ==5%; ="5=# #"5I; "%5#! %I5&= =<5"; =#5#$ =<5;&

敦煌市 ;!5<= ;=5;# ;&5$I !;5=& !<5"% =I5=! ;;5%$ ;<5<# ;<5"#

金塔县 ;=5!$ ;=5%" ;<5;& !$5<; !=5<# !#5"; ;#5&# ;%5$& ;"5##

肃北县 ;5;! ;5;$ ;5=< !5!% !5<& =5!& ;;5"< ;!5"; ;=5$%

阿克塞县 $5%% $5%I $5&& ;5"& ;5&; !5%I $5%& ;5<% ;5##

安西县 I5=$ I5%I ;$5== ;<5%< ;"5I! !;5!# ;#5&! ;I5%# ;I5<!

张掖市 <<5&! <%5&= #=5!; %"5!I II5"I ;$#5%% =&5## <;5=! <$5<;

肃南县 =5#< =5#& =5%! "5$" "5%< %5<& <$5!< =I5;$ =&5<=

民乐县 !!5I# !=5#< !=5<# =;5!# =<5<# =#5%I ="5I= <!5%< <;5I%

临泽县 ;<5$% ;<5"; ;<5%I !$5#! !=5=I !<5&; ;#5%& ;"5&I ;"5#!

高台县 ;#5=$ ;#5%& ;"5%# !!5<; !<5%< !%5"! ;"5<< ;"5&< ;"5<I

山丹县 ;&5$& ;&5#= ;&5#$ !I5%% =;5"" ==5== =I5=# <;5#= <$5%I

武威市 &=5$; &%5%< &%5!! ;<I5<= ;"&5<I ;%&5"I %I5I% %%5$! %<5%I

民勤县 !%5"< !I5<! =$5=$ =&5<= <<5$I <&5=# <%5<$ ##5<# #=5I!

古浪县 ="5;; =I5=$ =I5$= <I5&% #<5&% #"5%I %%5=! %!5#; "&5%<

天祝县 !;5I$ !;5#& !!5;I =!5&; =<5%< =%5"! <%5"I <#5I= <#5"!

总计 <<$5%" <"$5<" <I=5I% %<<5&% I<<5#% &#"5!= "$"5#$ "=!5;; "!$5&#

’%&%!!生态承载力的预测!生态承载力的预测归根结底就是各种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的

预测’;!!;=(!本论文在进行土地利用类型预测过程中采用了地理元胞自动机方法’;<"!$(!其

预测步骤如下"

!!首先!求得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将;&&#年和!$$$年河西走廊土地利用矢量数据

转化为;$$@W;$$@栅格数据!采用地图代数方法!对;&&#年和!$$$年栅格土地利用数

据进 行 运 算!获 得;&&#"!$$$年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图!进 一 步 计 算 获 得 河 西 走 廊 地 区 以 县

$市%为单位的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

!!其次!进行土地转化适宜性评价&将河西走廊气象站点观测数据进行空间插值获得河

西走廊地区降水和.;$\积温矢量数据!利用;Z!#万等高线数据生成坡度矢量数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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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生成的数据和河西走廊;Z;$$万土壤质地)土壤类型)水资源)地貌类型矢量数据

转化为;$$@W;$$@的栅格数据&本文根据土地适宜性评价因子选取的原则!选择 了 土

壤)气候)地貌=大要素!其中土壤要素包含土壤质地)土壤类型!个因子!气候要素包

括降水和积温!个因子!地貌数据包括水资源)地貌类型和坡度=个因子!除此以外又选

择了土地利用现状作为一个重要因子&将各参评因子作为自变量!土地利用类型作为因变

量!对各参评因子的栅格图与土地利用类型的栅格图进行空间统计回归!得出各参评因子

所对应的权重系数!然后用权重系数与各因子每个单元的分值乘积之和来表示土地适宜性

的高低&

!!最后!进行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化模拟&根据求得的;&&#"!$$$年土地利用变化转移

矩阵!以及土地利用评价结果系列图!利用/+:J+*‘)2模块进行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化

模拟!并根据区域实际情况调整模拟参数!加入政策)经济影响因素!获得!$$#年土地利用

模拟结果!并最终求得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用求得的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乘以

相应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再扣除;!X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可

以计算出河西走廊各县市$区%及全区域的总的生态承载力$表=%!总生态承载力除以全区

域的总人口数!可以得出河西走廊!$$#年预测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为;5!I==O@!+HA8Y;&

’%’!计算结果分析

!!通过对河 西 走 廊 地 区 生 态 足 迹 及 生 态 承 载 力 计 算 结 果 的 分 析!可 以 得 出 如 下 几 点

结论"

!! $;%从河西走廊每年的生态赤字*盈余静态的横向对比来看!就地域而言!河西走廊

东部及祁连山北麓的县市$区%生态承载力大于生态足迹!多处于生态盈余状况#河西走廊

西部)中间地势平缓的走廊地带及靠近内蒙古地区的县市$区%生态足迹大于生态承载力!
多处于生态赤字状况&造成这种分布格局的原因是走廊东部及祁连山北麓降水较多!未利

用地及荒漠较少!而走廊地带人口较多!靠近内蒙古地区降水较少!土地荒漠化严重&

!! $!%就行政区划的横向静态对比来看!人均生态赤字比较严重的有嘉峪关市)金川

区)玉门市)酒泉市)敦煌市)阿克塞县及张掖市!总生态赤字比较严重的有嘉峪关市)
金川区)酒泉市)张掖市和武威市!这些县市$区%生态赤字严重的原因或由于人口相对集

中!造成可利用土地与人口比例的失衡!或由于土地沙漠化严重!可利用土地较少!或二

者兼而有之&

!! $=%从河西走廊生态赤字*盈余的动态变化来看!各县市$区%生态足迹持续增长!生

态足迹增长的原因一是由于人口数量的增长!二是由于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对生物生

产性土地面积的占用增加#大部分县市$区%生态承载力;&&#"!$$$年上升!!$$$"!$$#
年下降!生态承载力前五年增长主要是由于对未利用地的开垦造成耕地面积的增加!后五

年下降主要是由于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建筑用地对耕地的占用!造成耕地面积的减

少!以及水域面积的持续减少&

#!结论与讨论

!! $;%采用遥感影像解译的方法获得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进而计算出生态承载

力!具有准确)快速的特点!在生态承载力的计算中采用遥感影像和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

的方法是可行的&

!! $!%本论文提出了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预测的模型方法&在生态足迹的预测中!



!#期 常!斌 等"基于空间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预测模型222以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为例 &<%!!

采用消费预测模型与人口模型相结合的方法预测未来生态足迹!在生态承载力的预测中!
采用地理元胞自动机方法预测未来土地利用结构!进而计算未来生态承载力&

!! $=%在生态足迹的预测中 假 定 人 口 数 量 和 消 费 与 生 态 足 迹 之 间 的 弹 性 指 数 均 为;!
即人口数量增加一倍或消费增加一倍!生态足迹也增加一倍!对于短期的生态足迹预测采

用这种方法是基本可行的!但对于中长期的生态足迹预测由于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影

响!预测具有局限性&作者将在以后撰文研究技术进步)人口数量和节约消耗等对生态足

迹的敏感性分析&

!! $<%在进行生态承载力的预测时!只考虑到了各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变化而没有

考虑土地生产力的变化对生态承载力的影响!这在进行大尺度的生态承载力测算时!由于

产量因子采用的是研究区域的平均值!计算结果偏差不大!但在进行小尺度的区域生态承

载力测算时计算结果会有一定的偏差&下一步在生态承载力的预测中将更多地借助遥感手

段!采用遥感技术测算土地生产力&

致谢!感谢国家林业总局林业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夏朝宗先生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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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H3@QBEBENN73NLA8OBHA4H744D4ALAD93@A9A B̂9O’.1BPDP7G5 VO7AQ3K7@3G74PAEG
@79O3GPAL77@843M7G93HA4HD4A97(UAEG(/BE;&&#AEG!$$$AEG8L7GBH99O7@BE!$$#BE
-7TB/3LLBG3L5VO7L7PD49PO3̂ P9OA9(UBPH3E9BEDA44MBEHL7APBEN!AEG(/APH7EG7GBE9O7
AE97LB3LSBK7M7ALPAEG B̂44G7PH7EGBE9O783P97LB3LSBK7M7ALP5VOBPHA4HD4A9B3EAEG8L7GBH:
9B3E@3G74@79O3GBPHOALAH97LBR7GQMAHHDLAHM!P877GBE7PPAEGOBNO387LAQB4B9MQD99O7
8L7GBH9B3E@79O3GBP3S4B@B9A9B3E93AH7L9ABEG7NL775

I7A>86=2"*1#’.1#7H343NBHA4S3398LBE9#7H343NBHA4HALLMBENHA8AHB9M#H744D4ALAD93@A9A#

4AEGPDB9AQB4B9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