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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15、2020年的30
 

m地表覆盖数据,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和动态变化模型,分析海南省

霸王岭、尖峰岭、吊罗山、五指山及鹦哥岭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格局时空变化规律,并利用

PLUS模型探究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近5
 

a各保护区整体景观变化基本一致,均呈现破碎化减

弱、景观集聚发展态势,具体表现为优势种群常绿阔叶林扩张,针叶林、灌木林面积减少;差异主要

体现为鹦哥岭各景观类型面积变化量最大,五指山各景观类型占比变化最显著。景观演变的驱动

因子主要为高程与人为因素,核心区高海拔林地较为稳定,但边缘缓冲区易受人为干扰而较脆弱。
建议各保护区之间应增强沟通连接,基于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形成体系化管理,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态

修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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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Hainan
 

Province
 

are
 

important
 

habitats
 

for
 

the
 

survival
 

and
 

repro-
duction

 

of
 

rare
 

tropical
 

plant
 

and
 

animal
 

species
 

in
 

China.The
 

study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dynamics
 

of
 

the
 

landscape
 

pattern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na-
ture

 

reserves.Based
 

on
 

30
 

m
 

land
 

cover
 

data
 

in
 

2015
 

and
 

2020,the
 

landscape
 

pattern
 

indexes
 

and
 

landscape
 

dynamic
 

models
 

were
 

used,to
 

analyz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
 

characteristics
 

in
 

landscape
 

patterns
 

in
 

Hainan's
 

five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Bawangling,Jianfengling,Diaoluoshan,Wuzhishan
 

and
 

Yinggeling,and
 

the
 

driving
 

factors
 

of
 

landscape
 

change
 

were
 

explored
 

by
 

using
 

the
 

PLUS
 

model.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landscape
 

of
 

each
 

reserv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ere
 

generally
 

consistent,

fragmentation
 

was
 

decreasing
 

and
 

landscape
 

agglomeration
 

was
 

strengthening,which
 

was
 

reflected
 

by
 

the
 

expansion
 

of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s
 

with
 

the
 

dominant
 

species
 

communities
 

and
 

the
 

decrease
 

of
 

co-
niferous

 

forests
 

and
 

shrub
 

land.The
 

differences
 

we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argest
 

amount
 

of
 

area
 

change
 

for
 

each
 

landscape
 

type
 

in
 

the
 

Yinggeling
 

reserve,and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proportion
 

of
 

each
 

landscape
 

types
 

in
 

the
 

Wuzhishan
 

reserve.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of
 

landscape
 

evolution
 

were
 

elevation
 

and
 

human
 

factors.The
 

forests
 

in
 

the
 

high
 

elevation
 

core
 

area
 

were
 

more
 

stable,but
 

those
 

in
 

the
 

edge
 

buff-
ers

 

were
 

more
 

fragile
 

due
 

to
 

susceptibility
 

to
 

human
 

disturbance.It
 

was
 

suggested
 

that
 

connection
 

among
 

protected
 

areas
 

should
 

be
 

enhanced,and
 

systematic
 

management
 

measures
 

should
 

be
 

proposed
 

based
 

o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and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a
 

targeted
 

m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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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格局揭示了形状大小各异的景观要素在空

间上分布配置情况,感知不同生态过程多因素时空

作用的影响,有助于探索区域景观生态资源可持续

发展道路[1-2]。目前,景观格局广泛应用于各项研究

中,李玉杰等[3]通过分析源汇景观格局对海口热环

境的贡献及其生态效应,提出基于区域景观系统理

论的热岛缓解策略。刘平等[4]通过模拟关门山国家

森林公园未来300
 

a的景观指数动态变化,为森林

公园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自然保护区通过政策法律等有效手段对区域内

物种进行保护管理,从而发挥长期保护区域生物多

样性、修复破损生态环境的作用[5]。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范围内共设有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霸
王岭、尖峰岭、吊罗山、五指山及鹦哥岭保护区,各保

护区聚集于海南热带雨林密集区,是多种濒危野生

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对保护我国南方热带雨林景

观及珍稀热带动植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此前关于

海南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保护区内物

种或种群资源特征[6-7]、生物多样性[8]、森林公园旅

游发展规划[9-10]、景观适宜粒度分析[11]、森林景观格

局研究[12]等方面,尚未见不同保护区之间景观格局

变化的分析。本研究以霸王岭、尖峰岭、吊罗山、五
指山及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对象,选取景观

格局指数、景观动态变化模型对不同保护区景观时

空动态变化进行比较分析,找寻保护区景观格局变

化的异同点,并运用PLUS模型探析景观演变的驱

动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保护建议,为海南自然保护

区未来保护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09°03'E-109°17'
E,18°57'N-19°11'N,以下简称霸王岭),地处海南

岛西南部山区,国家公园范围总 面 积 为297.41
 

km2,属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

海南长臂猿及其栖息地。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08°36'E-109°05'E,18°23'N-18°52'N,下简称尖

峰岭),地处海南岛西南部,拥有中国现存纬度最低、
垂直系统最完整的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总面积

为240.69
 

km2。吊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09°45'
E-109°57'E,18°40'N-18°49'N,下简称吊罗山),
地处海南岛东南部,横亘海南岛南半部,国家公园范

围总面积为183.61
 

km2。海南五指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109°32'E-109°43'E,18°48'N-18°59'N,下
简称五指山),位于海南岛中部,为海南第一高峰,国
家公园范围总面积为134.17

 

km2。鹦哥岭国家级

保护区(109°11'E-109°34'E,18°49'N-19°08'N,下
简称鹦哥岭),位于海南省中南部,是海南岛面积最

大的保护区,国家公园范围总面积为873.65
 

km2。
除霸王岭外,其余4个保护区均属森林生态系统类

型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热带雨林生态系统、
珍稀动植物及栖息地[13]。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选用2015年和2020年30
 

m 地表覆盖数据

(GLC_FCS30-2015、GLC_FCS30-2020),运用

ENVI5.3对基础数据进行了几何校正、图像镶嵌等

预处理,并根据霸王岭、吊罗山、尖峰岭、五指山和鹦

哥岭保护区矢量边界范围进行裁剪,得到图1。参

照国际IGBP的LUCC分类体系和GLC_FCS30的

30类土地覆盖类型,结合保护区实际景观情况和研

究目的将保护区景观类型分为旱地、草本植物、灌溉

农田、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灌木林、湿
地、不透水层、水体10类。

图1 2015年、2020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及景观类型

Fig.1 Landscape
 

types
 

of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in
 

Hainan
 

in
 

2015
 

an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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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探究保护区用地变化的驱动力,参考相关研

究和研究区实际情况,选取人口、经济、道路密度3
个社会经济指标及年均温度、年均降水量、高程、坡
度4个环境气候指标进行分析(表1),并对各项数

据进行预处理:对研究区周边37个乡镇人口及经济

数据 进 行 克 里 金 插 值,其 中 以 区 域 内 营 业 面 积

50
 

m2 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数量表征地区经济情

况。提取2020年研究区周边5
 

km范围内的各级

道路、铁路,计算道路密度,分辨率为1
 

km2 网格。

2.2 景观格局分析方法

2.2.1 景观格局指数 从类型水平和景观水平2
个方面选取相关指标,探讨各保护区景观格局的多

样性、破碎度及连接度,分析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各
指标均使用Fragstats4.2完成计算

 [14-17]。具体指标

为斑块占景观面积比例(PLAND)、斑块数量(NP)、
斑块密度(PD)、平均斑块面积(AREA_MN)、最大

斑块指数(LPI)、景观形状指数(LSI)、斑块结合度

指数(COHESION)、蔓延度指数(CONTAG)、聚合

度指数(AI)、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香农均匀度

指数(SHEI),总计11个指标。

2.2.2 景观动态变化模型
  

景观时空动态变化研究

旨在揭示各保护区景观在某一时间段内景观变化程

度、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定量揭示各保护区景观类

型变化特征,并对区域间景观格局变化的差异性进

行比较分析[18-19]。本研究引入景观动态度和转移矩

阵构建景观动态变化模型。景观动态度能准确反映

某时间范围内各保护区某种景观类型变化的活跃程

度及数量变化情况,计算公式为:

K=
Ub-Ua

Ua
×
1
T×100%

(1)

式中:K 为研究时段内某一景观类型动态度;Ua、Ub

分别为研究期初及研究期末某一种景观类型的面积

(km2);T 为研究时段长[20]。
景观转移矩阵能够揭示不同景观类型之间的转

移数量和转移方向,其数学表达式为:

Sij=

S11 S21 … Sn1

S12 S22 … Sn2

︙ ︙ ︙ ︙

S1n S2n … Snn

(2)

式中:S 为景观面积;n 为转移前后景观格局的类型

数;i、j 分 别 为 研 究 期 初 级 研 究 期 末 的 景 观 类

型[21-22]。
表1 数据来源信息

Table
 

1 Data
 

source
 

information
 

table

数据类型 数据名称 初始数据来源

基础数据 影像数据 2015和2020年30
 

m地表覆盖数据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刘良云研究员团队
(http://data.casearth.cn)

保护区界限 5个保护区边界数据 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土地利用数据 2010、2015年和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
据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

驱动因子 社会经济指标 人口 2019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篇)

经济

道路密度 OSM数据集(https://www.openstreetmap.org/)

环境气候指标 年均温度 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s://data.cma.cn)

年均降水量

高程 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

坡度

2.3 PLUS模型
  

斑块生成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PLUS模型)
应用了新的分析策略:土地扩张分析策略(LEAS),
该策略在2期用地变化扩张的部分中采样,运用随

机森林算法逐一挖掘驱动因子,获取用地发展概率

以及各驱动因素对用地变化的贡献度。该策略避免

了转化分析策略(TAS)中转化类型随类别增加而

呈指 数 增 长 的 复 杂 分 析,保 留 了 格 局 分 析 策 略

(PAS)所不具备的用地变化机理分析能力,具有更

好的解释性,因此本研究采用土地扩张分析策略探

究保护区景观变化驱动力[23]。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保护区景观格局变化

3.1.1 不同保护区景观结构特征 5个保护区优势

景观均为常绿阔叶林,其总面积占比均超过50%,5
 

a
间呈现缓慢增长态势;针叶林及灌木林面积均趋于减

少;湿地仅存在于尖峰岭、吊罗山及鹦哥岭,斑块面积

一致呈现增长态势;旱地、灌溉农田、落叶阔叶林、不
透水层、水体在保护区内面积较小,变化较不显著。
鹦哥岭面积辽阔,高达873.65

 

km2,五指山总面积最

小,仅为134.14
 

km2,受面积影响鹦哥岭各景观类型

面积变化量最大,五指山各景观类型占比变化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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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常绿阔叶林在鹦哥岭内面积增长最高达92.28
 

km2,尖峰岭增幅则相对较缓,在五指山所占比重增

幅最多,为24.48%。鹦哥岭针叶林面积减少最多,为

40.23
 

km2,占比则仅减少4.61%,反之五指山与吊罗

山占比变化显著,分别为18.23%、16.63%。草本植

物在鹦哥岭范围内锐减12.74
 

km2(表2)。
表2 2015、2020年各保护区各景观类型面积

Table
 

2 Area
 

of
 

each
 

landscape
 

type
 

of
 

the
 

5
 

nature
 

reserves
 

in
 

2015
 

and
 

2020

保护区 总面积/km2 年份

景观类型面积/km2

旱地
草本
植物

灌溉
农田

常绿
阔叶林

落叶
阔叶林

针叶林 灌木林 湿地 不透水层 水体

霸王岭 297.41 2015 1.64 2.62 0.04 205.53 0.07 29.40 58.09 - - 0.01

2020 0.77 0.12 0.06 237.76 0.14 8.43 50.13 - 0.01 0.002
吊罗山 183.61 2015 0.46 0.56 0.07 111.35 0.001 39.07 32.07 - 0.003 0.02

2020 0.22 0.03 0.04 150.65 0.03 8.54 24.09 0.002 0.01 0.001
尖峰岭 240.69 2015 0.73 0.59 0.07 189.59 0.02 25.02 24.45 0.001 - 0.20

2020 0.62 0.10 0.07 211.75 0.10 10.35 17.51 0.002 0.02 0.16
五指山 134.17 2015 0.07 0.17 - 70.47 - 35.46 27.99 - 0.01 -

2020 0.05 0.03 0.01 103.31 0.004 11.00 19.75 - 0.01 -
鹦哥岭 873.65 2015 6.67 13.85 0.49 516.46 0.16 63.36 272.49 0.01 0.01 0.14

2020 5.58 1.10 0.61 608.74 1.80 23.13 232.36 0.03 0.17 0.13

3.1.2 不同保护区景观指数变化特征 由图2可

见,不同保护区景观指数变化较为一致,NP、PD呈

现下降趋势,保护区景观破碎化程度降低;常绿阔叶

林PLAND、AREA_MN与LPI显著增长,表明保

护区景观格局以常绿阔叶林大斑块为主导,随着不

断加强林地修复,使林地面积逐年攀升,优势度增

强,连通性向好;各景观类型LSI大都呈现下降趋

势,景观形状从复杂趋于简单;常绿阔叶林、灌木林

及针叶林COHESION较高,但变化程度较小。鹦

哥岭草本植物锐减,NP、PD、LSI减少量最大,景观

形状趋于规则,常绿阔叶林减少量次之,表现为面积

增加,由景观连接成片所致。尖峰岭常绿阔叶林

AREA_MN增长量最高为73.26
 

hm2。五指山常

绿阔叶林LPI变化最大,表明其斑块连通性较好。
吊罗山因斑块数量变化较小,导致落叶阔叶林及水

体COHESION变化量显著。
由图3可见,五大保护区景观水平总体变化相

近,NP降幅显著,占比约为40%,景观破碎度减弱;

CONTAG、AI均呈现增长态势,表明保护区景观集

聚程度增强,优势景观联结;SHDI、SHEI小幅降

低,整体景观分布较不均匀。受斑块面积影响鹦哥

岭NP降幅最大,五指山最小;但五指山CONTAG
变化最为突出,增幅约18.56%,景观连通程度较

高;尖峰岭SHEI最低仅为0.21,表明景观多样性

降低,常绿阔叶林优势度升高。

3.1.3 不同保护区景观类型动态转移 由表3可

见,不同保护区景观动态转移程度相近。从类型转

化上看,转换度最高的均为灌木林与针叶林向常绿

阔叶林的转化,同时亦存在部分常绿阔叶林向灌木

林退化的现象,其中鹦哥岭转化量尤为突出,此三者

之间的转化均占据了面积变化总量的90%以上。
草本植物、旱地向灌木林的转化在5个保护区内均

有发生,其中霸王岭、鹦哥岭旱地变化幅度明显。各

保护区在景观种类方面亦有转变,霸王岭和尖峰岭

保护区增加不透水层,吊罗山增加少许湿地,五指山

则增加灌溉农田和落叶阔叶林,其余景观类型转化

幅度较小。
本研究将新增景观类型的动态度数值视作0。

不同保护区景观面积变化最显著的均为常绿阔叶

林,但与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变化相反的是:保护

区内针叶林转化量高于灌木林。保护区常绿阔叶林

及落叶阔叶林动态度均为正值,表明保护区林地面

积不断正向增长。保护区常绿阔叶林面积增量均为

最大值,但其动态度较小,动态度最高值为吊罗山落

叶阔叶林363.65%。反之,湿地与不透水层面积增

量少,动态度较大。
综合动态度统筹分析保护区景观类型总体情

况,反映各景观类型变化强弱。5
 

a间霸王岭、尖峰

岭和鹦哥岭保护区综合动态度近似为2.4%,吊罗

山综合动态度较高为4.28%,五指 山 最 低 仅 为

0.000
 

1%。参照相关研究,吊罗山保护区综合动态

度属缓慢变化型,霸王岭、尖峰岭、五指山、鹦哥岭保

护区综合动态度均属极缓慢变化型,由此可见,5
 

a
间5个保护区整体景观类型变化较为缓慢,景观类

型基本稳定,人为干扰影响较小,景观植被属自然演

替,生态系统较为稳定。

3.2 基于PLUS模型的保护区景观变化驱动因子

分析

  运 用ArcGIS软件,对2010、2015年和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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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Ⅰ.旱地;Ⅱ.草本植物;Ⅲ.灌溉农田;Ⅳ.常绿阔叶林;Ⅴ.落叶阔叶林;Ⅵ.针叶林;Ⅶ.灌木林;Ⅷ.湿地;Ⅸ.不透水层;Ⅹ.水体。

图2 2015年、2020年各保护区类型水平景观指数

Fig.2 Type
 

level
 

landscape
 

index
 

of
 

each
 

nature
 

reserve
 

in
 

2015
 

an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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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15-2020年不同保护区景观类型面积变化及动态度

Table
 

3 Changes
 

in
 

area
 

and
 

dynamic
 

attitude
 

of
 

the
 

5
 

nature
 

reserves
 

in
 

2015
 

and
 

2020

景观类型

霸王岭

面积变化

/km2
动态度
(%)

吊罗山

面积变化

/km2
动态度
(%)

尖峰岭

面积变化

/km2
动态度
(%)

五指山

面积变化

/km2
动态度
(%)

鹦哥岭

面积变化

/km2
动态度
(%)

旱地 -0.87 -10.60 -0.24 -10.25 -0.12 -3.22 -0.01 -4.16 -1.10 -3.28
草本植物 -2.50 -19.08 -0.53 -18.99 -0.49 -16.51 -0.14 -16.50 -12.74 -18.41
灌溉农田 0.01 6.41 -0.03 -9.53 0.00 -0.02 0.01 0.00 0.12 4.91
常绿阔叶林 32.22 3.14 39.30 7.06 22.15 2.34 32.84 9.32 92.28 3.57
落叶阔叶林 0.06 17.01 0.03 363.65 0.08 88.32 0.00 0.00 1.64 204.43
针叶林 -20.97 -14.26 -30.53 -15.63 -14.67 -11.73 -24.45 -13.79 -40.23 -12.70
灌木林 -7.97 -2.74 -7.98 -4.98 -6.94 -5.68 -8.24 -5.89 -40.14 -2.95
湿地 - - 0.002

 

0.00 0.001
 

32.81 - - 0.02 43.66
不透水层 0.01 0.00 0.01 64.02 0.02 0.00 0.00 -3.43 0.16 214.24
水体 0.00 -13.33 -0.02 -19.05 -0.04 -4.29 - - -0.01 -1.20

图3 2015、2020年各保护区景观水平景观指数

Fig.3 Landscape
 

index
 

of
 

landscape
 

level
 

for
 

each
 

nature
 

reserve
 

in
 

2015
 

and
 

2020

3期土地利用数据进行重分类,与各项驱动因子导

入PLUS模型,得到用地发展潜力图(图4)与用地

变化驱动因子的贡献度(图5)。

由图5A可见,耕地扩张潜力较大的区域主要

分布于保护区边缘。其驱动因子主要为高程、道路

密度及降水量,即在交通便利、地势平缓、雨量充沛

利于灌溉的地区,人们倾向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用
地类型向耕地转化。保护区内林地占据较大的比

重,扩张趋势显著,其驱动因子主要为高程、坡度、降
水量等自然因素。另一方面,保护区林地转入草地

的部分占草地增量的99.18%,草地主要受到高程

与人口因素影响,即在保护区边缘的低海拔地带,林
地易受人为干扰而退化为草地,因此可以认定人口

也是林地变化的影响因素之一。水域变化的驱动因

子主要为高程、温度及道路密度(图5D),霸王岭及

五指山等地势较高的区域水域扩张潜力较小,在尖

峰岭及毛阳镇则具有较高潜力。保护区地势陡峭、
人口稀疏,建设用地扩张潜力较小。

保护区景观变化驱动因子主要为高程与人为

因素,这与保护区植被垂直分布特征相关。海拔

600~1
 

000
 

m是以樟科、壳斗科等高大乔木植物为

优势种的热带山地雨林,层间植物丰富,林地稳定发

展。海拔600
 

m以下林地以次生林为主,易受到人

为干扰而退化,镶嵌分布有五节芒(Miscanthus
 

flo-
ridulus)群落草地及桃金娘(Rhodomyrtus

 

tomen-
tosa)、野牡丹(Melastoma

 

candidum)群系灌丛[24]。
高海拔地区主要生长针叶林树种,在海拔1

 

400
 

m
以上则为山顶苔藓矮林。五大保护区平均海拔较

高,针叶林群落丰富,因而与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

变化相反:针叶林转化率普遍高于灌木林。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霸王岭、吊罗山、尖峰岭、五指山及鹦哥岭保护

区景观变化大体相同,受保护区人工造林种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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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型间的自然演变影响,五大保护区林地类型景

观格局均呈现增长态势,非林地向林地转换、针叶林

向常绿阔叶林转变,景观破碎化程度减轻,保护区土

地利用以及生态环境得以保护。另一方面,各保护

区景观变化驱动因子主要为高程及人为因素,大体

上存在核心林区稳定、缓冲区脆弱的特征。但不同

保护区之间仍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如下。

图4 各保护区用地扩张驱动因子贡献度

Fig.4 Contributions
 

of
 

driving
 

factors
 

of
 

land
 

expansion
 

in
 

the
 

5
 

nature
 

reserves

图5 各保护区用地扩张潜力

Fig.5 Land
 

expansion
 

potential
 

of
 

the
 

5
 

nature
 

reserves

  景观结构方面,鹦哥岭各景观类型面积变化量

最大,五指山各景观类型占比变化最显著。景观类

型方面,霸王岭及尖峰岭新增不透水层;吊罗山新增

湿地;五指山新增灌溉农田及落叶阔叶林但依旧缺

少湿地及水体景观。景观格局指数方面,因斑块数

量较少,吊罗山落叶阔叶林COHESION增幅最大,
反之水体COHESION降幅最大;尖峰岭常绿阔叶

林AREA_MN 最大,景观优势度增强,但尖峰岭

SHEI最低,仅为0.21,景观多样性较低;五指山常

绿阔叶林动态度最大,各景观趋于团聚,异质性减

弱。景观转移方面,在鹦哥岭保护区地势平坦的边

缘地区,草本植物向灌木林转化显著,5
 

a间面积锐

减12.74
 

km2,其中91.58%均转化为灌木林,草地

在鹦哥岭的发展潜力较小。驱动因子方面,耕地、林
地、草地及水域均受高程因素的影响较大,建设用地

则主要受人为活动影响,具体表现为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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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讨论和建议

霸王岭保护区是海南黑冠长臂猿唯一的栖息

地,其周边的青松乡、王下乡等地区人类活动较为频

繁,耕地变化潜力较大,如不加以防范,势必对保护

区景观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海南黑冠长臂猿栖息

地也将受到威胁[25-26]。毛阳镇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中心位置,起到了连通两侧鹦哥岭与五指山

保护区的作用,该地受昌化江流域影响,水量充沛,
水体扩张潜力较大;但大广坝水库则与之相反,5

 

a
间水库周边部分水体转化为湿地,以致水体面积减

少,对周边尖峰岭、霸王岭保护区造成不利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1)霸王岭保

护区应严格管控周边土地利用开发强度,并加强对

高大乔木类植物的保护,为海南黑冠长臂猿提供良

好的生存环境及食物来源。2)吊罗山、尖峰岭及鹦

哥岭保护区均存在水体面积减少的情形,应多加注

重水土保持,调节水资源平衡;适当加强毛阳镇周边

水体及滨水环境的修复及保护力度,更好地发挥纽

带作用。3)五大保护区均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范围内,应加强与国家公园的整体联系,形成体系

化管理制度,增强群众保护意识,促进多层有效保

护。4)在保护区边缘地带树立标识牌,广泛开展科

普宣传教育,提高周边群众生态文明意识,增强法制

观念,自觉守护生态家园[27-28]。
本研究通过景观格局及动态度分析,探究海南

不同保护区景观格局时空演变规律;通过PLUS模

型确定景观演变的驱动因素;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不

同保护区景观变化的异同点,为各保护区因地制宜

制定保护管理措施提供理论依据。但本研究仅选用

两期30
 

m地表覆盖数据开展分析,时间跨度较短,
景观变化较不明显。同时,只考虑了社会经济与自

然大环境的驱动因素,缺乏对研究区开展样地调查,
未对热带雨林景观植被种类开展研究。在后续研究

中,应对保护区景观进行全方面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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