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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的InVEST模型的韶关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王秀明,刘谞承,龙颖贤,张音波,梁 炜,洪 曼,余晓东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广州510655)

摘 要:基于改进的InVEST模型,评估了1990—2017年4个时期韶关市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

碳储存服务功能时空演变趋势,并通过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了影响服务功能时空变化特征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

(1)研究区单位面积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量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分别以2000年、2010年达到最高,主要是由于年

际气象条件的影响;生境质量、碳储存则受土地利用变化影响,呈逐年下降趋势。(2)1990—2017年4个时期生态系

统服务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区内韶关中心城区及南雄、翁源、乐昌盆地区域,高值区则各有差异,水源涵养高值区分布

在研究区南部,与区域降水量南高北低的趋势一致;水土保持高值区集中分布在乐昌—乳源县中部的大东山、始兴仁

化县交界处的瑶岭,与区域地形一致;生物多样性、碳储存高值区分布与土地利用类型较高一致性。随着韶关中心城

区及各县城区的扩张,以各城区为中心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低值区范围持续扩大。(3)水源涵养量空间异质性主要

受土地利用类型、降水量影响,生境质量、碳储存主要由土地利用类型、坡度、海拔影响,土壤保持量则受各因素影响相

对均等。除土壤保持量外,土地利用类型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异质性的影响显著大于其他因素。(4)气象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年际差异,土地利用类型则是影响其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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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ChangesandInfluencingFactorsofEcosystemServicesin
ShaoguanCityBasedonImprovedInVEST

WANGXiuming,LIUXucheng,LONGYingxian,

ZHANGYinbo,LIANGWei,HONGMan,YUXiaodong
(SouthChinaInstituteofEnvironmentalSciences,MinistryEcologyandEnvironment,Guangzhou510655,China)

Abstract:BasedontheimprovedInVESTmodel,thespatial-temporalevolutiontrendsofwaterconservation,

soilconservation,biodiversity,andcarbonstorageservicefunctionsinShaoguanCityduringthefourperiods
from1990to2017wereevaluated,andthemainfactorsaffectingservicefunctionswereanalyzedbyusing
methodssuchasgeographicdetectors.Theresultsshowedthat:(1)thewaterconservationandsoilconser-
vationperunitareainthestudyareafirstincreasedandthendecreased,mainlyduetotheimpactofinteran-
nualmeteorologicalconditions;habitatqualityandcarbonstoragehadbeendecreasingyearbyyear,and
affectedbylandusechange;(2)inthefourperiodsfrom1990to2017,theareaswithlowvaluesofecosys-
temservicesmainlydistributedinthecentralcitiesofShaoguanandNanxiong,Wengyuan,andLechang
basins;theareaswithhighvaluesweredifferent,andareaswiththehighvaluesofwaterconservation
distributedinthesouthofthestudyarea,whichwasconsistentwiththedistributionofprecipitation;the
areaswithhighsoilconservationvaluesconcentratedintheDadongMountainatthemiddleofLechang-
RuyuanCountyandYaolingatthejunctionofShixingRenhuaCounty,whichwasconsistentwiththetopog-



raphy;thedistributionareaswithhighvaluesofbiodiversityandcarbonstoragewashighlyconsistentwith
landtypes;withtheexpansionofShaoguan'scentralandcountydistricts,theareawithlowvalueofecosys-
temservicefunctionscontinuedtoexpand;(3)theanalysisofgeographicdetectorsindicatedthatthespatial
heterogeneityofwaterconservationwasmainlyaffectedbylandtypeandprecipitation,habitatqualityand
carbonstorageweremainlyaffectedbylandtype,slope,andaltitude,andsoilconservationwasaffectedby
variousfactors.Exceptsoilconservationservices,theimpactsoflandtypesonspatialheterogeneityof
ecosystemservicefunctionsweresignificantlygreaterthanotherfactors;(4)meteorologicalfactorslargely
determinedtheinter-annualdifferencesinecosystemservicefunctions,andlandtypeswerethemainfactors
affectingtheirspatialdistribution.
Keywords:InVESTmodel;ecosystemservicefunction;waterconservation;soilconservation;geographical

detector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

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即
人类通过生态系统的各种功能直接或间接得到的产

品和服务[1]。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包括支持服务(养分

循环、土壤形成、初级生产)、供给服务(食物、淡水、燃
料)、调节服务(调节气候、洪水、净化水质)和文化服

务(美学、精神、教育、消遣等)[2]。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方法主要包括价值量评

估法、能值评估法、物质量评估法三大类,由于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多样、难以定价、能指转换率分析复杂等

原因[3],价值量评估、能值评估法主观性、不确定性较

大,物质量评估法评估结果相对客观、衡定,并便于比

较不同区域和时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情况,因而

得以广泛应用,如黄麟[4]、侯鹏[5]、刘璐璐[6]等利用降

水储量法、水土流失方程、土壤风蚀方程、人类扰动指

数等方法定量分析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

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持等服

务功能变化情况。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权衡模型(InVEST)以物

质量评价法为基础,基于GIS平台,实现了评估结果

的空间可视化,并且可以预测模拟未来不同情景下生

态服务功能的变化趋势。目前InVEST模型已在国

内外得到广泛应用,如haunreiter等[7]运用该模型评

价产水量、碳储存、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服务功

能,并将区域内自然资本以地图标注;TallisH 等[8]

运用该模型预测2020年亚马逊盆地内森林退化和道

路发展带来的生态系统功能变化;国内方面,张媛

媛[9]、贾芳芳[10]、荣月静[11]、黄从红[12]等分别利用该

模型对三江源区、赣江流域、南京市、北京门头沟区一

种或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评估模拟。目前

研究关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时空变化格局分析,缺少

对时空变化特征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或仅对比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差异,难以说明其

时空变化主要由何种因素决定。
韶关市地处北江中上游、五岭山脉南麓,地形复

杂多样,生态资源丰富,是广东省重要的生态屏障和

水源涵养区。市内有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15个,世
界生物圈保护区———车八岭被誉为“物种宝库,南岭

明珠”。2019年,广东省发改委印发了《粤北生态特

别保护区范围划定及建设实施方案》,将韶关市西部

部分区域纳入粤北特别生态保护区范围,并提出把其

建设成为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示范

区,可见其生态功能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珠三

角地区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韶关市依托丰富的矿产

资源在20世纪九十年代成为广东重工业基地,由此

带来人类干扰增加、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在此背景下,
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否受工业化和城镇化影响明

显下降? 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主要因素以自然

因素还是人为因素为主? 本研究基于改进的In-
VEST模型评估韶关市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

样性、碳储存服务功能时空变化,并研究影响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特征的主导因素,以
期客观评估韶关市生态服务功能变化、为韶关市生态

保护政策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韶关市位于广东省北部,北江上游,下辖浈江区、
武江区、曲江区、仁化县、始兴县、翁源县、新丰县和乳

源瑶族自治县,代管乐昌市和南雄市,全市面积1.84
km2。韶关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自北向南三列弧形

山系排列,其间分布两行河谷盆地。河流主要属珠江

水系北江流域,北江以浈江为干流,自北向南贯穿全

境,主要支流有武江、墨江、锦江、翁江、南水。韶关市

属中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年均降雨14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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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年平均气温18.8°~21.6°C,全年无霜期310d
左右,年日照时间1473~1925h。区域地带性土壤

为红壤,占研究区总面积的50%以上。海拔800m
以下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800~1300m为落叶阔

叶林,1300~1600m为针阔混合林。韶关是全国重

点林区,林地面积127.4万hm2,活立木蓄积量9054
万m3,森林覆盖率75.05%。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InVEST模型简介

本文应用的InVEST3.2.0版本可用于评估两大

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一是支持服务,包括生境质量、
生境风险评估、海水质量;二是最终服务,包括碳储

存、水源涵养(产水量)、养分持留、土壤保持(泥沙输

移)、气候调节、木材生产、作物生产等。另外该模型

还可以用于叠加分析(识别重要海洋和海岸带)和海

岸脆弱性分析。

2.1.1 水源涵养服务功能 InVEST模型产水量模

块(hydropower)基于水量平衡原理计算研究区水源

涵养量,由于该模型未考虑地表径流因素,造成林地

等生态用地单位面积产水量低于建设用地等不合理

结果(区域降水差异不大的情况下,由于林地蒸腾量

较高,计算得到产水量较低),因此,在计算结果的基

础上,扣除了地表径流产生量。公式如下:

Yxj=Px×(1-
AETxj

Px
)-Dxj (1)

AETxj

Px
=

1+ωx+Rxj

1+ωx+Rxj+
1
Rxj

(2)

ωx=Z×(AWCx/Px) (3)

Rxj=(kxj×ET0x)/Px (4)

ET0x=0.0013×0.408×RA×(Tavg+17.8)×
(TD-0.0123Px)0.76 (5)

AWCx=54.509-0.132×SAN-0.003×SAN2-
0.055×SIL-0.006×SIL2-0.738×
CLA+0.007×CLA2-2.688×C+0.501×C2

(6)
式中:Yxj表示第j 种生态系统类型中单元格x 上的

年水源涵养量;Px 表示单元格x 上的年降水量;

AETxj表示栅格单元x 的年实际蒸散量,AETxj/Px

是实际蒸散与降水的比值;Dxj表示地表径流量,由x
单元格年均降水量与对应生态系统类型的地表径流

系数相乘得到;ωx 表示植被年需水量与年降水量的

比值;Z 是降雨深度和降雨时间的分布,其值为常数;

Rxj是景观类型j中单元格x 上的budyko干燥指数,

表示潜在蒸散与降水的比值;AWCx表示植被可利用

含水量(mm);kxj是植被蒸散系数,表示不同发育期

植被蒸散量ET与潜在蒸散量ET0x的比值;RA是太

阳顶层辐射(MJ);Tavg是日最高气温均值和日最低

温均值的平均值(℃);TD是日最高气温均值和日最

低温均值的差值(℃);SAN,SIL,CLA,C 分别是沙

粒、粉粒、黏粒和有机碳的含量。

2.1.2 水土保持服务功能 InVEST模型泥沙输移

比模块(SDR)首先基于地形和气候条件计算潜在土

壤侵蚀量,再基于植被覆盖因子和水土保持措施计算

实际侵蚀量,两者的差值即为土壤保持量。

RKLSx=Rx×Kx×LSx (7)

USLEx=Rx×Kx×LSx×Cx×Gx (8)

Rx=∑
12

i=1
1.735×101.5lg

P2
ix

Px

æ

è
ç

ö

ø
÷-0.8188 (9)

K=(0.2+0.3e -0.0256SAN 1-SIL( )( ) )×
SIL
CLA+SIL

æ

è
ç

ö

ø
÷0.3×(

1-0.25C
C+e3.72-2.95C

)×

( 1-0.7SN1
SN1+e-5.51+22.9SN1

) (10)

式中:RKLSx为栅格x 的土壤潜在侵蚀量,是仅考虑

地貌与气候条件下的计算结果;USLEx 是栅格x 的

实际土壤侵蚀量,主要考虑了植被覆盖、拦截作用及

实施了水土保持措施后的计算结果;Rx 为降雨侵蚀

力;Kx为土壤可蚀性;LSx 为坡度坡长因子;Cx 为植

被覆盖因子;Gx为水土保持措施因子。Px表示降水

量;SAN,SIL,CLA,C 分别是沙粒、粉粒、黏粒和有

机碳的含量;SN1=1-SAN。

2.1.3 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 InVEST模型利用生

境质量表征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表1)。生境质量

模块结合土地覆被和生物多样性威胁因素生成生境

质量地图,计算公式为:

Qx,j=Hj× 1-
Dx,j

Dx,j+k
æ

è
ç

ö

ø
÷

式中:Qx,j是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j中栅格x 的生境

质量;Dx,j是生境类型j栅格x 的生境胁迫水平。

2.1.4 碳储存功能 碳储存模块通过输入各年度土

地利用数据及对应碳密度数据评估区域生态系统碳

储量。本文考虑四大碳库(表1),即地上生物碳、地
下生物碳、土壤碳和死亡有机碳,计算公式如下:

Ctot=Cabove+Cbelow+Csoil+Cdead

式中:Ctot为碳存储量(t/hm2·a);Cabove,Cbelow,Csoil,Cdead

分别是地上生物碳、地下生物碳、土壤碳、死亡有机碳。

2.2 地理探测器简介

地理探测器是度量、挖掘和利用空间异质性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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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其理论核心是通过空间异质性来探测因变量与

自变量之间空间分布格局的一致性,据此度量自变量

对因变量的解释度,即q值。统计结果q值越大表示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越强,反之则越弱。地理探

测器比一般统计量有更强的势(Power),因为两个变

量在二维空间分布一致比两个变量的一维曲线的一

致要难得多[19]。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时,自变量为

类型量(数值型变量可离散化为类型量),解决了本文

拟分析的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类型为非数值量而无法

进行相关分析的问题。
表1 InVEST模型运行所需数据来源及处理过程

子模块名称 运行数据需求及格式 数据来源及处理过程

水库产水量

土地利用分类,栅格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利用 ArcGIS将矢量数据转为分辨率为

30m的栅格数据

年降水量(Px),栅格
基于研究区周边气象站逐日降水量数据,去除极值后生成各气象站年降

水量数据,经克里金空间插值、统一坐标系和投影后得到栅格图层

年潜在蒸散量(ET0x),栅格

基于研究区周边气象站逐日日照、气温数据,利用公式(5)计算得到逐月

太阳顶层辐射RA及Tavg,TD,并计算逐月潜在蒸散量和年潜在蒸散量,
经克里金空间插值、统一坐标系和投影后得到栅格图层

根系约束层土层深度,栅格 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中国土壤数据集,参考土层深度数据

植被可利用含水量(AWCx),栅格

基于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中国土壤数据集,沙粒、粉粒、黏粒和有机碳

的含量数据,利用公式(6)计算得到 AWCx,并进行克里金空间插值、统
一坐标和投影

植被蒸散系数(kxj),csv 参考李彪[13]、陈姗姗[14]、吴哲[15]等研究设定

集水区,矢量
基于地理空间数据云DEM数据,利用ArcGIS10.5空间分析工具hydrol-
ogy,生成112个集水区

水土保持

土地利用分类,栅格 同上

DEM数据,栅格 地理空间数据云

降雨侵蚀力因子(Rx),栅格
基于各气象站逐日降水量数据按照公式(9)计算Rx,经克里金空间插

值、统一坐标系和投影后得到栅格图层

土壤可蚀性因子(Kx),栅格
基于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中国土壤数据集,沙粒、粉粒、黏粒和有机碳

的含量数据,按照公式(10)计算得到

物理参数表(Cx,Gx)),csv 参考李彪[13]、党虹[16]、何莎莎[17]等研究设定

生物多样性

土地利用分类,栅格 同上

生境威胁因素,csv
以建设用地和耕地为生境威胁因素,参考荣月静[11]、赵梦雨[18]设定权重

和衰退相关性

生境类型及其对威胁源的敏感性,csv 参考荣月静[11]、赵梦雨[18]等研究设定

碳储存
土地利用分类,栅格 同上

碳库数据,csv 参考李敏[3]、黄从红[12]、李彪[13]等研究设定

2.3 数据来源

本文涉及数据包括:(1)土地利用分类数据:1990
年、2000年、2010年、2017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生

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将研究区划分为耕地、
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5个一级类,及旱地、水
田、有林地、灌木林、湖泊、城镇用地等20个二级类;
(2)气象数据:来自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包括4个年度

广东省及周边84个气象站降水、温度、日照逐日数

据;(3)土壤质地数据:来源于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

(http:∥westdc.westgis.ac.cn/)中国土壤数据集;
(4)高程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
gscloud.cn/)。(5)植被类型数据:中科院资源环境科

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data),用于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影响因素。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系统类型与转换

韶关市生态系统类型包括林地、耕地、草地、水域、
建设用地,以林地为主,1990年、2017年林地面积占比分

别为73.1,72.5%,除韶关市区外,各区县均分布较多;

1990年、2017年耕地占比分别为18.2%、16.8%,较集

中分布在南雄盆地及韶关市区周边、乐昌县城、翁源

县城周边。1990—2017年,林地、耕地、草地面积持

续下降,建设用地面积由252.5km2急剧增加到674.6
km2,年均增幅为9.8%。利用ArcGIS空间叠加功能分

析1990—2017年土地利用转化情况见表2。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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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面积最大的类型是林地→耕地、耕地→林地,较
均匀分布在全市。各类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的总面

积为446.89km2,以耕地、林地为主,耕地→建设用

地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南雄盆地及各区县建成区周

边,主要由于城镇开发建设侵占;林地→建设用地则

呈线状分布中心城区及乳源、仁化、始兴等区县,主要

由于交通道路建设侵占。
表2 1990-2017年研究区生态系统类型转化面积

km2

类别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耕地 2720.26 283.78 41.67 22.38 275.49
林地 296.30 12845.32 152.11 30.23 127.63
草地 47.46 184.23 889.73 3.59 31.05
水域 13.95 14.13 2.15 151.18 12.72

建设用地 18.62 3.79 0.91 1.50 227.73

3.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时间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1)时间变化特征。利用InVEST模型计算得到研

究区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量见表3。2000—2017年全

市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服务功能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

势,分别以2000年、2010年为最高;2000—2010年生境

质量基本一致,2017年则明显下降;碳储存呈逐年下降

趋势,尤以1990—2000年下降幅度最大。
(2)时间变化特征影响因素。根据模型计算原

理,生物多样性维持、碳储存功能主要由土地利用方

式决定,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服务功能则受降水量、温
度、土地利用方式、水土保持措施等多种因素影响。
为进一步探究造成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功能年际差异

的主要因素,比较4个年度研究区气象条件与单位面

积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量计算结果见表4,可见研究

区水源涵养量的年际差异主要受年际降水不均的影

响,与吕乐婷[20]等人的研究一致;水土保持功能则主

要受年际降水量不同导致的降水侵蚀力差异影响。
表3 1990-2017年4个时期研究区单位面积

生态系统服务量

年度
水源涵养量/

(m3·hm-2·a-1)
水土保持量/

(t·hm-2·a-1)
生境质量

指数

碳储存量/

(t·hm-2·a-1)

1990 756.92 27.98 0.804 144.01

2000 1045.38 44.60 0.804 119.43

2010 1006.50 67.92 0.803 118.42

2017 689.27 41.36 0.790 113.91

  为比较同等气象条件下土地利用方式不同造成

的结果差异,按照1990年气象条件下计算单位面积

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服务功能结果见表5,可见同等

气象条件下研究区4个年度单位面积水源涵养、水土

保持量基本相当,仅2017年水源涵养量有一定下降,
说明当气候变化效应发挥主导作用时,土地利用变化

对水源涵养量、水土保持量的影响并不明显[20]。
表4 1990-2017年4个时期单位面积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量与气象因素

年度
单位面积水源涵养量/

(m3·hm-2·a-1)
年降

水量/mm

单位面积水土保持量/

(t·hm-2·a-1)
降水侵蚀力/

(MJ·mm·t·hm-2·h-1·a-1)
年均

温度/0.1℃
1990 756.9 1605.3 28.0 258.8 205.4
2000 1045.4 1873.7 44.6 403.3 204.7
2010 1006.5 1845.9 67.9 618.6 201.4
2017 689.3 1450.8 41.4 377.7 207.5

表5 1990年气象下研究区各年度单位面积水源涵养、

水土保持量

年度 1990 2000 2010 2017
单位面积水源涵养量/

(m3·hm-2·a-1)
756.92 757.1 759.12 746.88

单位面积水土保持量/

(t·hm-2·a-1)
27.98 27.95 28.0 28.03

3.3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1)空间分布特征。利用InVEST模型计算得

到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见图1。4个时期研

究区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碳储

存服务功能空间分布呈现一致性和一定的差异性。
一致性在于,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分布均与地

形呈现一致性,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区内韶关中心城区

及南雄、翁源、乐昌盆地区域。差异性在于,生态系统

产水量高值区集中分布在新丰、翁源县及武江区和曲

江区南部,整体呈南高北低的趋势,与区域降水量空

间分布特征一致,与王川等[21]的研究一致;水土保持

高值区集中分布在乐昌—乳源县中部的大东山、始兴

仁化县交界处的瑶岭;生物多样性、碳储存则除上述

低值区外,其余区域均为高值区。随着韶关中心城区

及各县城区的扩张,以各城区为中心的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低值区范围持续扩大。

(2)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参考相关研究[13,22-24],
选择土地利用类型、土壤类型、植被类型、坡度、高程、降水

量作为影响因素。利用ArcGIS10.5中creatrandompoints
功能在研究区生成1900个随机点(图1服务功能计

算结果包括约184万个栅格,随机点数量约占总量的

1‰),统计各点位4个时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对应

的影响因素值,并将坡度、高程、降水量3个数值型变

量在SPSS中进行等频率离散化,在此基础上进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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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探测器分析。
因子探测结果表明某因素多大程度上解释了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的空间分异(q值),结果见图2。可见4个

年度各影响因素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解释力相

对大小基本一致,即对水源涵养空间分布解释力最大的

因素主要是土地利用类型、降水量,对水土保持则是坡

度、海拔,对生境质量、碳储存均为土地利用类型、坡度、
海拔等。其中除土壤类型和水源涵养量、降水量与土壤

保持量、降水量与生境质量不显著相关外,其余因素均

与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极显著相关(p<0.01)。
生态探测用于分析两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空间分布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4个

年度土地利用类型、降水量对水源涵养量的解释力显

著大于其他因素(p<0.05)。各因素对土壤保持量的

解释力均无显著差异。各因素对生境质量、碳储存的

解释力均存在显著差异,影响生境质量、碳储存空间

异质性的因素从大到小均为:土地利用类型>坡度≥
海拔>植被类型>土壤类型>降水量。

图1 4个时期韶关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分布

  交互探测结果表示两因素共同作用下对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的解释力。结果表明:两因素共同作用

下的解释力普遍高于单因素,仅碳储存空间分布由

土地利用类型单一因素决定。两因素协同作用下,对
水源涵养解释力最大的是土地利用类型协同降水

量,各年度解释力达到0.42~0.95;对水土保持量的

解释力最大的是坡度、海拔,各年度解释力为0.14~
0.18;对生境质量解释力最大的是土地利用类型协同

坡度、土地利用类型协同海拔,解释力分别为0.67~
0.82,0.6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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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影响因素对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地理探测器因子探测结果

4 结 论

(1)受到气象因素影响,研究区单位面积水源涵

养、水土保持量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分别以2000
年、2010年达到最高;生境质量、碳储存则受土地利

用变化影响,呈逐年下降趋势。(2)1990—2017年4
个时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区内韶

关中心城区及南雄、翁源、乐昌盆地区域,高值区则各

有差异,产水量高值区分布在研究区南部,水土保持

高值区集中分布在乐昌—乳源县中部的大东山、始兴

仁化县交界处的瑶岭。随着韶关中心城区及各县城

区的扩张,以各城区为中心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低值

区范围持续扩大。(3)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影响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异质性的结果表明,水源涵养量

主要受土地利用类型、降水量影响,生境质量、碳储存

主要受土地利用类型、坡度、海拔影响,土壤保持量则

受各因素影响相对均等。除土壤保持量外,土地利用

类型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异质性的影响显著大

于其他因素。(4)气象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年际差异,土地利用类型则是影响

其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由于InVEST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水源

涵养、水土保持、碳储存模块中多个参数以土地利用

类型为基础,是对实际地表的一个概化[25-26],未根本

反映不同植被类型、不同生态系统完整性等影响下的

生态服务功能时空差异,因此未来研究应在细化生态

系统分类的基础上加强参数校验,进一步提高结果的

精确性,并应进一步考虑水质净化、食物供给等服务

类型,综合评价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时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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