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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2005—2015年广西西江流域景观格局动态变化,以2005年、2010年和2015年3期遥感影像解

译结果为基础,利用景观面积动态度和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借助Arcgis、Fragstats等软件,分析广西西江流

域2005—2015年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2005—2015年广西西江流域内景观以林地、耕地景

观为主,耕地景观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建设用地景观呈上升趋势;(2)2005—2015年流域内景观呈破碎化发

展,景观分散,聚集性减弱,景观的数量、面积、类型呈现多样化,景观结构组成相对复杂,斑块间离散程度或景

观破碎程度变高,景观连接性变差。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2005—2015年广西西江流域景观格局动态变化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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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土地既是一切人类活动的载体,也是各类自然生

态系统的载体[1]。景观格局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重

点内容之一,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的动态变化也体现

在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上,实际上就是土地利用格局

的动态变化[25]。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是流域综合管

制的重要参考依据,对流域内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生

态安全有影响作用[6]。流域的景观异质性较强,受人

类活动干扰程度较大,景观格局变化较为明显,因此

研究流域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对未来空间规划与布

局以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7]。随着城

市化的推进和乡村建设,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

越来越高,学者们对景观生态学开展大量研究,对景

观格局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景观生态学最早起源

于欧洲[8],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不同时期遥感影像、

3S技术和景观格局分析软件对景观的动态变化进行

分析[912]。目前对景观格局的研究比较广泛,研究对

象和目的均有所不同,主要偏重于土地利用[13]、生态

敏感性[14]、景观格局变化及驱动力分析[15]、景观格

局时空演化及模拟预测分析[16]等。

  目前关于景观格局的研究主要以流域为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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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1720],但以广西西江流域为研究区的研究较少。自

《广西西江经济带国土规划(2014—2030)》[21]印发实

施以来,广西西江流域的发展备受重视,在区域协调

发展、面向东盟开放合作和西江流域生态保护中具有

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本研究以广西西江流域为研

究区,以2005年、2010年和2015年3期遥感影像解

译结果为基础,利用景观动态度和景观指数等方法,
借助Arcgis、Fragstats等软件,探究景观类型动态变

化特征,并分别从景观斑块类型水平和景观水平上选

取8个和6个指数,定量分析广西西江流域2005—

2015年景观格局动态变化特征,为今后广西西江流

域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利用

等提供依据,为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提供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西江是珠江流域的主干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

重要水系。广西西江流域位于104°—113°E,21°—

27°N。本文所研究的广西西江流域包括南宁、梧州

等11个地级市。流域内地貌复杂多样,自然景观呈

地域性分布,以山地、丘陵、盆地为主,地势呈西北高、
东南低的地域分异特征,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处亚

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干湿季节明显,自然条件良好。
年均降水量1

 

080—2
 

760
 

mm,年平均气温16.5—

23.1℃。广 西 西 江 流 域 国 土 面 积 约2.166×105
 

km2,占广西总面积的91.11%。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选取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2005
年、2010年和2015年3期覆盖全国的Landsat

 

30
 

m
的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数据利用 ENVI

 

5.4软件,经过波段提取、几何纠正、图像拼接等系列

过程后,进行人机交互目视判读进行解译[22]。为了

方便研究,根据影像光谱特征及形态、纹理、色调等特

征,结合野外实测资料,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1010—2017)[23]标准及广西西江流域土地

利用特点,利用Arcgis
 

10.2将土地利用类型重新分

类为耕地(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包括水田、水浇地、
旱地)、林地(指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以及在

沿海生长有红树林的土地,包括有林地、灌木林地、红
树林、竹林、果园苗圃等)、草地(以生长草本植物为主

的土地,包括不同类型覆盖度的天然和人工牧草地及

其他草地)、水域(指陆地水域,滩涂、沟渠、沼泽、水工

建筑物等用地,包括河流、水库、坑塘等)、建设用地

(指用于生产、生活的房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包括

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用地、机场等)、未利用地(以上类

型以外的土地,包括裸土地、裸岩石砾地、沙地等)6
大类。按照这6种土地利用分类把该流域对应划分

为耕地景观、林地景观、草地景观、水域景观、建设用

地景观、未利用景观。

  在软件Fragstats
 

4.2中添加数据,设置参数后,
从Class

 

metrics和Landscape
 

metrics选取所需的景

观格局指数,运行后得出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1.3 方法

1.3.1 各类景观面积动态度

  景观面积动态度是指一段时间内,可以定量描述

研究区景观类型数量变化的速度,也可以用于预测未

来景观变化的趋势,公式为

  K=(Ub-Ua)/Ua×1/T×100%, (1)
式中,K 为研究区某种景观类型的年变化率(某一景

观类型动态度),Ua、Ub 分别为研究初、末期某种景

观类型的数量;T 为研究时段长度[24]。

1.3.2 景观格局指数

  景观格局指数是高度浓缩的景观格局信息,同时

也是反映景观结构组成、空间配置特征的简单化指

标[25],适合定量表达景观格局和生态过程之间的关

系。土地利用变化不仅影响土地景观格局的变化,而
且影响其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26]。景观格局

指数的种类繁多,包括破碎化指数、多样性指数、聚集

度指数等。景观格局指数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某些

指标在不同级别公式表达上有差别,生态意义相似。
因此,在选择景观格局指数时要全面反映景观的异质

性特征,以准确分析研究区域土地景观格局特征。基

于广西西江流域的特征和研究目的,从景观斑块类型

水平层面选取斑块数(NP)、斑块密度(PD)、平均斑

块面积(AREA_MN)、最大斑块指数(LPI)、边缘密

度(ED)、面积加权的平均形状指标(SHAPE_AM)、
聚集度(AI)、相似邻近百分比(PLADJ)共8个指数,
用于反映景观中不同斑块类型各自的结构特征[26];
景观水平层面选取蔓延度指数(CONTAG)、散布与

并列指数(IJI)、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香农均度

指数 (SHEI)、景 观 丰 度 (PR)、平 均 邻 近 指 数

(PROX_MN)共6个指数,用于反映景观整体结构

特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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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景观数量结构特征分析

  景观数量结构反映一定时期内研究区景观格局

状况[23]。经统计,2005年,2010年,2015年各景观类

型数量结构及比例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2005年、2010年、2015年广西西江流域景观面积及比例

Table
 

1 Landscape
 

area
 

and
 

proportion
  

of
 

Xijiang
 

River
 

Basin
 

in
 

Guangxi,2005,2010
 

and
 

2015

景观类型
Landscape

 

type

2005 2010 2015

面积

Area
 

(hm2)
比例

Proportion
 

(%)
面积

Area
 

(hm2)
比例

Proportion
(%)

面积

Area
 

(hm2)
比例

Proportion
(%)

耕地Farmland 4
 

227
 

453.99
 

20.86
 

4
 

215
 

030.21
 

20.80
 

4
 

177
 

665.72
 

20.61
 

林地Forest
 

land 13
 

630
 

642.74
 

67.26
 

13
 

637
 

880.09
 

67.29
 

13
 

583
 

384.91
 

67.03
 

草地Grassland 1
 

779
 

649.38
 

8.78
 

1
 

768
 

579.11
 

8.73
 

1
 

793
 

583.00
 

8.85
 

水域 Water 271
 

571.13
 

1.34
 

276
 

816.69
 

1.37
 

281
 

180.97
 

1.39
 

建设用地Building
 

land 354
 

815.64
 

1.75
 

365
 

826.78
 

1.81
 

427
 

633.83
 

2.11
 

未利用地Unused
 

land 1
 

820.07
 

0.01
 

1
 

820.07
 

0.01
 

2
 

504.52
 

0.01
 

合计Total 20
 

265
 

952.95
 

100.00
 

20
 

265
 

952.95
 

100.00
 

20
 

265
 

952.95
 

100.00

  从表1可以看出,广西西江流域景观类型以林地

景观和耕地景观为主,占整个流域面积的87%以上。

2005—2015年,耕地景观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减少

49
 

788.27
 

hm2;林地景观面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

势,减少47
 

257.83
 

hm2;草地景观面积呈先下降后

上升的趋势,增加13
 

933.62
 

hm2;水域景观面积呈

上升的趋势,增加9
 

609.84
 

hm2;建设用地景观面积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变化幅度最大,增加72
 

818.19
 

hm2;未 利 用 地 景 观 面 积 变 化 幅 度 较 小,约 增 加

984.45
 

hm2。广西西江流域内建设用地景观面积大

幅增加与耕地、林地景观面积大幅减少有着密切关

系,在建设中往往会占用大量的耕地和林地。因此在

今后的建设中,可以通过利用未利用地、旧城改造和

增减挂钩等措施来放缓耕地和林地面积的减少速率。
草地和水域景观的面积有所增加,说明在这10年内

广西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从图1可以看出各景观类型的分布特征,林地景

观是流域内的主要景观,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北部、东
部,耕地景观主要分布在流域的南部。建设用地景观

主要分布在城镇,其他景观类型流域内散落分布。

2.2 景观面积动态度分析

  利用公式(1),计算出2005—2015年广西西江流

域单一景观面积动态度和综合景观面积动态度,结果

如表2所示。

  景观面积动态度可定量反应各类型景观面积变

化的速度,绝对值越大说明景观面积变化的速度越

快,数值为正表示景观面积以增加的速度变化,反之

减少。从表2可以看出,2005—2010年、2010—2015
年耕地景观面积动态度为负数,年均递减率分别为

0.06%、0.18%,后5年的年均递减率大于前5年的。

图1 2005,2010,2015年广西西江流域景观格局现状图

  Fig.1 Landscape
 

pattern
 

of
 

Xijiang
 

River
 

Basin
 

in
 

Guangxi
 

in
 

2005,2010
 

an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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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广西西江流域景观面积动态度(%)

Table
 

2 Dynamic
 

degree
 

of
 

landscape
 

area
 

in
 

Xijiang
 

River
 

Basin,Guangxi
 

(%)

时段
Time

 

interval
耕地

Farmland
林地

Forest
 

land
草地

Grassland
水域
Water

建设用地
Building

 

land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2005—2010 -0.06 0.01 -0.12 0.39 0.62 0.00

2010—2015 -0.18 -0.08 0.28 0.32 3.38 7.52

2005—2015 -0.12 -0.03 0.08 0.35 2.05 3.76

林地景观前5年的景观面积动态度为正数,后5年为

负数,综合景观面积动态度为-0.03%。2005—2010
年草地景观年均递减率为0.12%,2010—2015年年

均增 长 率 为0.28%。2005—2010年、2010—2015
年,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景观的动态度都为正

数,说明这3种用地类型的面积在这10年期间逐渐

增长。2005—2010年、2010—2015年水域景观年均

增长率分别为0.39%、0.32%;建设用地景观年均增

长率分别为0.62%、3.38%,说明广西西江流域内有

大面积其他类型景观转变为建设用地景观,2010—

2015年广西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未利

用地景观2010—2015年年 均 增 长 率7.52%。从

2005—2015年各景观面积动态度可反映出草地、水
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景观面积的增加,主要来源于

耕地景观、林地景观及各景观类型的结构调整。
 

  综上分析,研究区各景观数量结构的变化与社会

经济的发展以及政策的调整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耕地、林地呈减少趋势,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大量增加。在未来的发展中,为了保障耕地红线、生
态红线,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应减少建设用地对耕地、
林地的侵占,尽量挖掘已有建设用地潜力,实现动态

平衡,妥善运用新技术、新方法,积极促进流域产业升

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利用强度。

2.3 土地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2.3.1 景观斑块类型水平变化分析

  (1)斑块密度分析(NP、PD)

  从表3可以看出广西西江流域的耕地景观斑块

数(NP)最大,建设用地景观次之,但其景观面积都不

是最大的,说明耕地、建设用地景观的破碎化程度高。
主要原因是城镇的扩展、新农村的建设占用部分耕

地,加剧了耕地景观割裂的程度。从时间上看,各景

观类型的NP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05—2015年

耕地、林地景观面积减少的情况下 NP变大,说明斑

块的破碎化程度变高。斑块密度(PD)是描述景观破

碎化的重要指标,PD值的大小反映破碎化程度高

低。耕地景观的PD最大,建设用地景观次之,表明

耕地景观的破碎化程度最高。PD与景观异质性呈

正相关,即耕地景观异质性最大,建设用地景观次之。
因受保留小数位数的影响,从时间上看表3中各景观

类型PD变化很小,但实际上各景观类型PD均随时

间的变化而有所增大。NP、PD一致反映出各景观类

型斑块的破碎化程度加剧,尤其是耕地景观和建设用

地景观。

  (2)斑块面积分析(LPI、AREA_MN)

  从表3看出林地景观最大斑块指数(LPI)值最

大,耕地景观次之。LPI的大小反映景观是否为优势

斑块,因此,林地景观斑块是优势斑块类型。2005—

2015年广西西江流域林地景观的LPI值保持最大,
一直是优势斑块类型,而耕地的LPI值呈下降趋势,
说明耕地对整个景观的控制作用逐渐减弱;林地、草
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景观的LPI值呈上升趋势,
说明这些景观类型向连片发展,对整个景观的控制作

用逐渐增强。林地景观平均斑块面积(AREA_MN)
最大,约1

 

000
 

hm2,说明林地集中连片,斑块面积

大。从时间上看,2005—2015年耕地、林地、草地、未
利用地景观的AREA_MN值呈下降趋势,表明这些

斑块类型的破碎化程度随时间的推移加剧;水域景观

的AREA_MN值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破碎化程

度由低转高;只有建设用地景观的AREA_MN值呈

上升趋势,说明建设用地景观的平均斑块面积增大,
集中连片开发。

  (3)斑块形状分析(SHAPE_AM)

  从表3可以看出林地景观面积加权的平均形状

指数(SHAPE_AM)值最大,耕地景观次之,未利用

地景观的最小。说明林地景观的斑块形状最为复杂

且最不规则,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景观的斑块形状最

为简单、规则。从时间上看,2005—2015年耕地、草
地景观的SHAPE_AM 值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说明斑块形状由复杂、不规则向简单、规则转变,这种

转变离不开土地综合整治措施的实施;林地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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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_AM值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反映出林地

景观的斑块形状的复杂和规则程度由低变高。各景

观类型的斑块形状受社会经济发展中人为因素的影

响较大。

  (4)斑块边缘分析(ED)

  从表3可以看出林地、耕地景观的边缘密度

(ED)值较大,反映出人类活动对这两种景观类型斑

块的切割程度最高,斑块形状也最为复杂。各景观类

型的ED值与流域内各景观面积的比重保持一致。
从时间上来看,2005—2015年各景观类型的边缘密

度都呈上升趋势,除了建设用地景观的ED值的变化

超过0.2,其余景观类型的ED值变化都小于0.2,反
映出新增建设用地使得边缘密度值增大,与建设用地

景观斑块数的增加有密切关系。

  (5)斑块聚散性分析(PLADJ、AI)

  从表3可看出相似邻近百分比(PLADJ)、聚集

度(AI)值的变化特征都是一致的。林地景观聚集性

好,集中连片分布,由少数团聚的大斑块组成且散布

程度最小,耕地、草地景观次之。从时间上看,2005—

2015年耕地、林地、草地景观的PLADJ、AI值呈下降

趋势,说明这3种景观类型的斑块面积趋小,被占用

转为其他景观类型,斑块被切割,聚集性减弱,连片程

度降低;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景观PLADJ、AI值呈

上升趋势,说明这两种景观类型的聚集性变好,向集

中连片分布发展。
 

表3 2005年、2010年、2015年广西西江流域景观斑块类型水平指数分析结果

Table
 

3 Analysis
 

results
 

of
 

landscape
 

patch
 

type
 

level
 

index
 

of
 

Xijiang
 

River
 

Basin
 

in
 

Guangxi,2005,2010
 

and
 

2015

景观类型
Landscape

 

type
年份
Year NP PD LPI ED AREA_MN SHAPE_AM PLADJ AI

耕地
Farmland

2005 38
 

129 0.188
 

1
 

2.716
 

6
 

14.656
 

9
 

110.872
 

4
 

25.221
 

8
 

84.173
 

7
 

84.210
 

6
 

2010 38
 

341 0.189
 

2
 

2.708
 

4
 

14.665
 

0
 

109.935
 

3
 

25.263
 

2
 

84.118
 

5
 

84.155
 

4
 

2015 38
 

994 0.192
 

4
 

2.682
 

9
 

14.692
 

1
 

107.136
 

1
 

24.793
 

7
 

83.947
 

0
 

83.984
 

0

林地
Forest

 

land
2005 12

 

104 0.059
 

7
 

31.496
 

6
 

16.369
 

4
 

1
 

126.127
 

1
 

91.622
 

5
 

94.464
 

1
 

94.487
 

1
 

2010 12
 

161 0.060
 

0
 

31.495
 

6
 

16.380
 

7
 

1
 

121.444
 

0
 

91.593
 

3
 

94.463
 

3
 

94.486
 

3
 

2015 12
 

485 0.061
 

6
 

31.440
 

7
 

16.539
 

8
 

1
 

087.976
 

4
 

92.608
 

9
 

94.388
 

2
 

94.411
 

3

草地
Grassland

2005 17
 

039 0.084
 

1
 

0.211
 

0
 

6.443
 

0
 

104.445
 

6
 

4.905
 

8
 

83.390
 

7
 

83.447
 

0
 

2010 17
 

312 0.085
 

4
 

0.209
 

9
 

6.435
 

0
 

102.159
 

1
 

4.913
 

8
 

83.308
 

3
 

83.364
 

7
 

2015 18
 

305 0.090
 

3
 

0.210
 

2
 

6.562
 

1
 

97.983
 

2
 

4.862
 

9
 

83.215
 

7
 

83.271
 

6
 

水域
Water

2005 5
 

482 0.027
 

1
 

0.421
 

4
 

1.560
 

7
 

49.538
 

7
 

22.111
 

1
 

73.496
 

2
 

73.623
 

5
 

2010 5
 

551 0.027
 

4
 

0.422
 

0
 

1.582
 

4
 

49.867
 

9
 

21.839
 

9
 

73.631
 

8
 

73.758
 

1
 

2015 5
 

659 0.027
 

9
 

0.421
 

9
 

1.610
 

1
 

49.687
 

4
 

21.747
 

8
 

73.586
 

2
 

73.711
 

4
 

建设用地
Building

 

land
2005 21

 

026 0.103
 

8
 

0.059
 

1
 

2.001
 

4
 

16.875
 

1
 

2.022
 

5
 

74.265
 

9
 

74.378
 

3
 

2010 21
 

118 0.104
 

2
 

0.070
 

2
 

2.027
 

1
 

17.323
 

0
 

2.073
 

7
 

74.720
 

6
 

74.832
 

0
 

2015 21
 

984 0.108
 

5
 

0.083
 

5
 

2.240
 

9
 

19.452
 

0
 

2.378
 

8
 

76.088
 

7
 

76.193
 

6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2005 45 0.000

 

2
 

0.001
 

3
 

0.009
 

4
 

40.446
 

0
 

2.070
 

8
 

76.123
 

7
 

77.767
 

7
 

2010 45 0.000
 

2
 

0.001
 

3
 

0.009
 

4
 

40.446
 

0
 

2.070
 

8
 

76.123
 

7
 

77.767
 

7
 

2015 65 0.000
 

3
 

0.001
 

3
 

0.012
 

6
 

38.531
 

1
 

1.965
 

6
 

76.762
 

6
 

78.178
 

5

2.3.2 景观水平上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1)景观聚散性分析(CONTAG、IJI)

  从表4可看出,广西西江流域的蔓延度指数

(CONTAG)呈下降趋势,说明流域内有优势景观且

斑块连接性良好,依据广西西江流域景观结构、各景

观类型NP、LPI等可看出这种优势景观就是林地景

观。散布与并列指数(IJI)呈上升趋势,说明流域内

各景观类型的分散程度和复杂程度一般,且同类型景

观之间邻接性一般。主要原因是2005—2015年各景

观类型的NP逐渐增加,导致景观分散,聚集性减弱。

  (2)景观多样性分析(PR、SHDI、SHEI)

  从表4可以看出,广西西江流域的景观丰度

(PR)都没有变化,说明无斑块类型灭失。香农多样

性指数(SHDI)、香农均度指数(SHEI)均呈上升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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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SHDI由 2005 年 的 0.936
 

8 到 2015 年 的

0.950
 

2,表明流域内各类景观的数量、面积、类型呈

多样化,景观结构组成相对复杂,符合广西西江流域

的实际景观结构特征,SHDI增大,说明广西西江流

域各斑块类型在景观中逐渐呈均衡化趋势分布发展。

SHEI由2005年的0.522
 

8到2015年的0.530
 

3,而

SHEI的取值范围为
 

0≤SHEI≤1,所以流域内的

SHEI值属中等水平,说明各景观斑块类型均匀分布

程度一般。

  (3)景观邻近度分析(PROX_MN)

  从表4可以看出,广西西江流域的平均邻近指数

(PROX_MN)呈下降趋势,表明2005—2015年流域

内同类型斑块间离散程度或景观破碎程度变高,景观

连接性变差。NP、PD的增加是导致景观破碎程度变

高的主要原因,因此,PROX_MN的变化与流域内的

实际情况相符。
表4 2005年、2010年、2015年广西西江流域景观指数分析结果

Table
 

4 Landscape
 

index
 

analysis
 

results
 

of
 

Xijiang
 

River
 

Basin
 

in
 

Guangxi,2005,2010
 

and
 

2015

年份Year CONTAG IJI PR SHDI SHEI PROX_MN

2005 63.574
 

0 53.343
 

4 6 0.936
 

8 0.522
 

8 49
 

105.980
 

0

2010 63.525
 

4 53.506
 

8 6 0.937
 

9 0.523
 

5 49
 

029.764
 

2

2015 63.030
 

7 54.495
 

8 6 0.950
 

2 0.530
 

3 48
 

657.287
 

7

3 讨论

  (1)广西西江流域以林地、耕地景观为主,两者占

整个流域面积的87%以上。耕地景观呈逐年下降趋

势,而建设用地景观呈逐年上升趋势。建设用地景观

面积增加量最大,其次是草地、水域、未利用地景观,
反映随着流域内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其他景观类型不

断向建设用地景观转移,建设用地景观增多,很大一

部分来源于耕地景观,广西西江流域景观格局动态变

化明显。

  (2)2005—2015年流域内景观呈破碎化发展,景
观分散,聚集性减弱,随着时间的推移,景观的数量、
面积、类型呈多样化,景观结构组成相对复杂,斑块间

离散程度或景观破碎程度变高,景观连接性变差。

  (3)广西西江流域地貌复杂多样,景观格局的变

化不仅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更受人类社会活动的干

预。随着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发展,建议控制耕地转

为建设用地,尽量挖掘已有建设用地潜力,集中连片

开发,降低土地破碎度,构建国土空间规划和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保护和

治理好生态环境。

  (4)本文以遥感影像数据为数据源,不同季节的

影像特点具有明显差异,影响数据精度,在今后研究

中尽量选择同一季节的数据源。由于研究水平有限,
本文缺少广西西江流域景观格局影响因素的研究和

景观格局空间分布图,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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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
 

changes
 

of
 

landscape
 

pattern
 

in
 

Xijiang
 

River
 

Basin
 

of
 

Guangxi
 

from
 

2005
 

to
 

2015,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results
 

of
 

remote
 

sensing
 

images
 

in
 

2005,
 

2010
 

and
 

2015,
 

u-
sing

 

landscape
 

dynamic
 

degree
 

and
 

landscape
 

index
 

and
 

other
 

methods,
 

with
 

the
 

help
 

of
 

the
 

software
 

such
 

as
 

Arcgis
 

and
 

Fragstats,
 

the
 

dynamic
 

changes
 

of
 

landscape
 

pattern
 

in
 

Xijiang
 

River
 

Basin
 

of
 

Guangxi
 

from
 

2005
 

to
 

2015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1)
 

From
 

2005
 

to
 

2015,
 

the
 

main
 

landscape
 

of
 

Xijiang
 

River
 

Basin
 

in
 

Guangxi
 

was
 

forest
 

land
 

and
 

cultivated
 

land,
 

the
 

cultivated
 

land
 

landscape
 

area
 

was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and
 

the
 

construction
 

land
 

landscape
 

was
 

increasing.
 

(2)
 

From
 

2005
 

to
 

2015,
 

the
 

landscape
 

of
 

Xi-
jiang

 

River
 

Basin
 

was
 

fragmentary
 

development,
 

the
 

landscape
 

was
 

scattered.
 

The
 

clustering
 

was
 

weak,
 

the
 

number,
 

area
 

and
 

type
 

of
 

landscape
 

were
 

diversified.
 

The
 

composition
 

of
 

landscape
 

structure
 

was
 

relatively
 

complex,
 

and
 

the
 

degree
 

of
 

dispersion
 

between
 

patches
 

or
 

the
 

degree
 

of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increased,
 

and
 

the
 

landscape
 

connectivity
 

became
 

wors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land-
scape

 

pattern
 

of
 

Xijiang
 

River
 

Basin
 

in
 

Guangxi
 

changed
 

significantly
 

from
 

2005
 

to
 

2015.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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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landscape
 

index,
 

dynamic
 

change,
 

Xijiang
 

River
 

Bas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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