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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用地功能分类是其生态价值评估及管理的基础，与生态系统服务的权衡和协同关系联系密切;对小尺度区域进行生

态用地功能分类研究有助于实现精细化生态资源管理。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选取该区 8 种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兼顾生态与

社会成分，基于层次聚类法得到 6 类生态系统服务簇，依据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和维护关键生态过程的原则，对其重要性等

级进行了划分;依据生态系统服务簇与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关联关系，将生态用地定义为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维护关键生

态过程或生态脆弱的用地空间，并按重要性将其划分为 3 个等级。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簇的生态用地分类框架不

仅能够最大限度涵盖生态用地的功能属性，而且能够在空间上量化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相对比例，有助于对用地类型与生态功

能之间的对应关系形成深入系统的认识，也可为精细化生态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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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classification of ecological land in a small area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 bundles: a case study in Liangjiang New Area，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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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land (EL) are based on its prope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which links
closely with ecosystem service tradeoffs and synergies． The study of EL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in a small area may be a
useful tool for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 In this study，we quantified 8 ecosystem services (ES)，both
ecological and social ones，in Liangjiang New Area，Chongqing，China． Based on the ES data，we identified 6 ecosystem
service bundles based on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analysis，and classified the bundles into 3 levels based o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key ecological process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service supply． Finally，w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system service bundles and land use type，based on which we summarized the concept of EL and classified the land use
type into 3 different levels of 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of EL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 bundles can express functional properties more comprehensively，as well as spatially quantify the relative proportions
between different ecosystem services，which gives u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 functions and
land use types in small areas and provide guidelines for better ecosyste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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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用地不仅是维护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屏障，也是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土

地资源
［1-3］。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所产生的城市问题逐渐显现，“生态用地”作为“自然环境

中具有生态防护功能的空间要素”［4］
被首次提出。然而，由于国外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生态用地”概念，国内

学者对其界定标准也一直存在分歧，生态用地的深入研究和精细化管理遭遇瓶颈
［5-7］。针对管理实践中生态

用地要与现行土地分类体系接轨的需求，不少学者从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现状特征、主体功能等角度出发，进

行了生态用地概念的界定和功能分类的探索
［7］。然而，目前尚无定量的评估方法进一步探讨生态用地分类

的合理性。
生态系统服务簇(ecosystem service bundles)是近年提出的有助于提高多功能景观管理的研究方法。2007

年，Kareiva 等
［8］

首次提出“生态系统服务簇”这一概念，认为自然可以被视为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集合。
Ｒaudsepp-Hearne 等

［9］
通过对研究区 12 种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空间制图和统计聚类分析，发现所形成的 6 类生

态系统服务簇在空间上的分布与各类“社会-生态”子系统存在潜在联系，并将这种“簇”定义为多重生态系统

服务在空间或时间上的集聚。目前该方法主要用于识别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关系，定量分析多重生态系

统服务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
［9-12］。这种特征识别的结果即为用地的主导功能。借助生态系统服务簇概念与

方法，定量评估生态用地功能分类，将是检验和完善既有分类体系的有益探索。

本文选取生态系统服务丰富且数据可获得性较高的小尺度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在

分析其生态系统服务分布特征与簇模式的基础上，探讨各类用地的空间和功能属性，为建立适于复合生态空

间管理
［13］

的用地分类体系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1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1． 1 研究区概况

重庆两江新区介于北纬 29°33'54″—29°54'2″，东经 106°26'4″—106°45'35″之间，位于重庆主城长江以北、

嘉陵江以东，包括江北区、渝北区、北碚区三个行政区部分区域及北部新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规划面积约

1200km2，可开发建设用地面积 550km2。2010 年，两江新区被正式批为内陆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不

仅成为我国内陆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长江上游地区的金融中心及创新中心和内陆地区对外

开放的重要门户，更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先行区和科学发展的示范窗口。
同时，该区地势整体由西北向东南长江河谷缓慢倾斜降低，“四山夹三槽”以及“南接城北依山”的分布格

局，形成了明显的“城镇人居-生态涵养”梯度分布，是典型的“社会-生态”活跃区，生态系统服务种类丰富，对

全国其他地方的生态管理与建设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1． 2 数据来源

根据 Costanza 等
［14-15］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分类，其中最重要的服务包括气体调节、气候调节、干扰调节、水
供应、休闲娱乐、灾害避难、文化等。两江新区作为开发开放新区，主导产业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实

地调研发现，2014 年其第一产业已被第二、三产业取代，其农牧产品供给服务数据无法获取，故本文重点关注

与环境、社会、文化等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但为与现行土地利用分类衔接，并探讨包含水田、旱地等备受争议

的用地类型的生态功能，本文仍以 2010 年两江新区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最终，本文兼顾生态与社会成分，

选取了 8 种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表 1)。

2 研究方法

2． 1 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制图

由于空间数据的分布特征直接影响最终的生态功能分布与生态系统服务簇模式。因此，有必要对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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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重庆市两江新区关键性生态系统服务

Table 1 Key ecosystem services in Liangjiang New Area，Chongqing

生态系统服务

Ecosystem service
指标

Indicator
数据源

Data sources

地下水供给 Underground water supply 饮用水源地 饮用水源保护区分布图(1∶ 25 万);土地利用图(2010 和 1∶ 25 万)

地表径流调节 Surface water regulation 年平均模拟径流 数字高程模型(5m × 5m)

碳固定 Carbon storage ＆ sequestration 综合碳储量 土地利用图(2010 和 1∶ 25 万);数字高程模型(5m × 5m);IPCC 碳库

土壤流失控制 Sediment Ｒetention 土壤保持力 土壤分布图(1∶ 25 万);数字高程模型(5m × 5m)

生境支持 Habitat support 生境质量 土地利用图(2010 和 1∶ 25 万);威胁因子与敏感因子库

土壤肥力 Soil nutrition 土壤有机质含量 土壤分布图(1∶ 25 万)

文化娱乐 Cultural entertainment 旅游文化中心分级 综合游憩分布图(1∶ 25 万)

自然娱乐 Natural entertainment 森林面积比例 土地利用图(2010 和 1∶ 25 万)

源和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制图方法做进一步阐释。

地下水供给 地下水不仅是城市用水的主要来源，也对地下土壤湿度的保持和水流净化起着支撑作

用
［16］，属于一个地区发展的刚性约束。因此，参考两江新区 1 ∶ 25 万饮用水源保护区分布图，在 ArcGIS 中，将

饮用水源地赋值为 1，其他赋值为 0，等精度制成栅格图。

地表径流调节 地表径流可调节水质和净化污染
［16］。采用年平均模拟径流作为衡量指标，基于 5m ×5m

数字高程模型(DEM)通过 ArcGIS 水文分析模块得到。

碳固定 碳固定是被广泛认可的最重要的调节服务之一
［17］。基于两江新区 2010 年土地利用数据，通过

InVEST 模型计算地表生物、地下生物、土壤及腐殖质四大碳库的综合碳储量。由于缺乏当地碳库数据，本文

参考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的相关参数。同时，由于区内 200m 以下区域主要分布于河谷区，

200—500 m 区域主要分布于河谷与山脉之间，500 m 以上区域主要为山脉
［18］，属原生自然资源，生长年限更

长，具有更高的固碳能力，故在既有土地利用数据的基础上，将 500m 以上林地的碳库参数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表 2)。

表 2 基于 IPCC 碳库的重庆市两江新区土地利用类型对应碳储量 /(Mg /hm2)

Table 2 Carbon pools based on IPCC for each LULC type in Liangjiang New Area，Chongqing

两江新区地类名称

LULC_Name in
Liangjiang New Area

对应 IPCC 地类名称

LULC_Name in IPCC
地上生物固碳量

C_above
地下生物固碳量

C_below
土壤固碳量

C_soil
腐殖质固碳量

C_dead

有林地(海拔 ＞ 500m) Forest closed conifer 41—60 a 165 110 115 50

有林地(海拔≤500m) Forest closed conifer 21—40 a 88 59 96 29

灌木林地 Natural shrub 8 8 25 3

其他林地 Nursery 10 3 90 1

果园 Orchard 125 5 115 1

其他园地 Berries ＆ Vineyards 8 5 20 0

茶园 Ｒow crop /Natural shrub 5 5 17 2

人工牧草地 Grass seed rotation 1 1 10 0

其他草地 Grass 1 1 10 0

裸地 Bare / fallow 1 1 10 0

旱地 Field crop 3 2 8 1

水田 Grains 3 2 10 0

内陆滩涂 Flooded /marsh 10 5 20 0

设施农用地 Ｒural structures 0 0 50 0

农村道路 Light duty roads 0 0 35 0

公路用地 Primary roads 0 0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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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地类名称

LULC_Name in
Liangjiang New Area

对应 IPCC 地类名称

LULC_Name in IPCC
地上生物固碳量

C_above
地下生物固碳量

C_below
土壤固碳量

C_soil
腐殖质固碳量

C_dead

铁路用地 Ｒailroad 0 0 25 0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Commercial 0 0 0 0

机场用地 Industrial ＆ Comm． 0 0 0 0

港口码头 Industrial ＆ Comm． 0 0 0 0

采矿用地 Industrial 0 0 0 0

水工建筑用地 Industrial 0 0 0 0

水库水面 Permanent lentic water 0 0 0 0

河流水面 Main channel non-vegetated 0 0 0 0

坑塘水面 Permanent lentic water 0 0 0 0

村庄 Ｒesidential 4—9 DU /ac 5 3 20 0

建制镇 Ｒesidential 9—16 DU /ac 2 1 5 0

城市 Ｒesidential ＞ 16 DU /ac 0 0 0 0

土壤保持 土壤流失降低土壤肥力，从而降低土地生产力，还会引发滑坡等自然灾害。本文中采用修正

的通用土壤流失方程(ＲUSLE 模型)［19］
计算得到。分别计算裸地土壤侵蚀量:ＲKLS = Ｒ × K × L × S，以及有

管理措施和植被覆盖的土壤侵蚀量:USLE = Ｒ × K × L × S × C × P，进而得到土壤保持力:ＲUSLE = ＲKLS －
USLE。其中，Ｒ 为降雨侵蚀力，K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L 为坡长因子，S 为坡度因子，C 为植被覆盖因子，P 为土

壤保持措施因子。由于两江新区范围较小，区域内降雨量无显著差异，因而降雨侵蚀力 Ｒ 取为常数 1，其他因

子基于土壤数据、DEM 以及土地利用数据，参考 InVEST 模型说明书得到。
生境支持 生物多样性的保持与生境质量密切相关。借助 InVEST 模型分析生境斑块在所处基质中受

到的各种威胁的综合影响，主要涉及:每种威胁的相对影响、每种生境类型对于每种威胁源的相对敏感性、生
境斑块与威胁来源的距离以及土地受法律保护的程度。研究区内土地的法律保护是有效的，赋值均为 1;威

胁因子除各级道路、各类建设用地、工矿用地以外，还包括农田和果园，因为农业施肥和喷洒农药等活动也直

接威胁原生物种的生存。参考 InVEST 模型说明书及专家意见，确定威胁因子与敏感性因子的权重值及威胁

源对生境的最大影响距离，最后输入 InVEST 模型得到生境质量分布图。
土壤肥力 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表征土壤对农牧业生产支持能力的高低，但在本例中其作用在于表征生

态建设的成本大小。土壤肥力越高，生态建设的成本越小，因此该项指标对于生态管理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研究中采用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数据分别来自渝北、江北、北碚三区的土壤数据库，经 ArcGIS 等精度转换

为栅格数据。
文化娱乐 旅游景点具有较高的文化和观赏价值。根据两江新区综合游憩分布图，将郊野森林公园、大

型城市公园、重要公共服务中心、重要文化活动中心及其他区域按照重要性分别赋值为 1、0． 7、0． 5、0． 3、0，进

而反距离插值得到全域旅游景点重要性分布图。
自然娱乐 森林面积越大的区域，自然观赏价值和生物多样性越高

［9］。提取土地利用数据中“有林地”
与“其他林地”，赋值为 1，其他赋值为 0，制成等精度栅格图，选取森林面积比例作为指标。

由于基础数据的最低精度为 1 ∶ 25 万，等精度转化相当于 500m × 500m 栅格。为了最大限度保留数据信

息，本文在也将研究区划分为 500m ×500m 格网;同时剔除完全位于建设用地中的网格，最终得到 3978 个生

态网格。在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制图的基础上，统计各生态网格中各项生态系统服务总量，并进行 0—1 标准

化，值越大则其生态系统服务量在全域中的相对值越高(图 1)。
2． 2 生态系统服务簇模式识别

对于 500m ×500m 的格网来说，每个网格都是一个生态系统服务集合，即生态系统服务簇，但相邻网格之

间相似度极大，需要进一步的聚类。聚类分析是数据挖掘、模式识别的重要内容，是根据数据集中样本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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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 年重庆两江新区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图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Liangjiang，2010

相似程度，将样本划分成不同类的过程，一般包括特征选择、算法选择、有效性验证和结果解释四个步骤
［20］。

为得到较为稳定的聚类结果，本文采用凝聚型层次聚类算法，参考 CSP(Compact-Separate Proportion)聚类有效

性指标
［21］

确定最佳聚类数目。该指标为样本的聚类离差度和聚类合成度的比值，最大值即为最佳聚类数目。

3 结果与讨论

3． 1 生态系统服务分布特征

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在重庆两江新区的分布特征如图 1 所示。辅以各生态系统服务的 Moran' I 指数

发现，除土壤保持服务在空间上没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以外，其他生态系统服务均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状态。社

会、生态、地理因素导致人类活动和相应生态系统服务的集中。例如人类的文化娱乐活动优先分布于较为平

坦且靠近自然娱乐性高的地区，自然娱乐性高的地区分布于碳固定、生境质量、土壤肥力等服务值相对较高的

地区，地下水源供给主要集中于人口密度极小的地区。

3． 2 生态系统服务簇模式分析

将 3978 个生态网格的 8 种生态系统服务进行层次聚类，最终确定的 6 类生态系统服务簇( 图 2)，分

2183 生 态 学 报 3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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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A． 水源保护型。功能类型较为单一，其中地下水供给服务最显著，其他服务均较弱，分布于区内主要水

源地:嘉陵江、长江、观音洞水库和御临河西河水库。B． 土壤保持型。土壤肥力和土壤保持服务显著，但其他

服务较弱，分布于四大山脉之间的低山丘陵区。C． 森林公园型。森林观赏性、生境支持和碳固定服务最高，

土壤肥力中等，主要分布于海拔 500 米以上的山地。D． 污染净化型。地表水供给服务最为突出，文化娱乐服

务中等，其他服务水平不高，主要分布于嘉陵江。E． 生态保育型。土壤肥力最高，生境支持、碳固定、自然娱

乐和土壤保持服务排第二，分布于 B 和 C 类之间。F． 文化旅游型。文化娱乐服务最高，土壤肥力和土壤保持

服务中等，其分布呈镶嵌式，嵌于 B 中，并靠近 E 类。

图 2 2010 年重庆两江新区生态系统服务簇空间分布及簇模式图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patterns of ecosystem service bundle in Liangjiang，2010

从各生态系统服务簇的重要性来看，水源保护及污染净化型服务簇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森林公园

型服务簇具有最佳的生境，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这三者重要性级别最高;生态保育型服务

簇其次，但其缓冲作用不容忽视，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而土壤保持和文化旅游型服务簇自然生态功

能最弱。因此，就重要性级别来说，ACD 高于 E，E 高于 BF。

从空间分布来看，这种生态系统服务簇模式与该区的“社会-生态”子系统相对应。由此可知，分析不同空

间上土地利用类型具有的生态系统服务簇模式有助于识别出“社会-生态”子系统中土地的生态功能差异。
3． 3 生态系统服务簇与土地类型的关联关系

探讨土地利用类型与生态系统服务簇类型之间的关联关系，本文从以下两个角度展开:(1) 按网格统计，

识别各网格内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网格内面积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在此基础上得到各地类对应的生态

系统服务簇分布比例;(2)按地类统计，计算研究区内各用地类型所对应的生态系统服务簇分布比例。前者

可滤除研究区内面积小且破碎的土地利用类型(如图 3 中人工牧草地、农村道路、港口码头、坑塘水面等)，进

而识别出典型用地及其典型生态系统服务簇类型，即用地的主要生态功能;后者则更为全面地涵盖了研究区

内所有用地的生态功能，可补充完善典型生态系统服务簇之间的相对强弱关系，即用地的主导生态功能。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按地类统计时，可能存在小面积地块受周围大环境的干扰，其表现出的主导生态功能并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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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身。

图 3 土地利用类型与生态系统服务簇类型关联关系统计图

Fig． 3 Statistical grap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use types and ecosystem service bundles

1: 有林地(海拔 ＞ 500m); 2: 有林地(海拔 ＜ = 500m); 3: 灌木林地; 4: 其他林地; 5: 果园; 6: 其他园地; 7: 茶园; 8: 人工牧草地; 9: 其

他草地; 10: 裸地; 11: 旱地; 12: 水田; 13: 内陆滩涂; 14: 设施农用地; 15: 农村道路; 16: 公路用地; 17: 铁路用地; 18: 风景名胜及特

殊用地; 19: 机场用地; 20: 港口码头; 21: 采矿用地; 22: 水工建筑用地; 23: 水库水面; 24: 河流水面; 25: 坑塘水面; 26: 村庄; 27: 建

制镇; 28:城市

由图 3 可知，海拔高于 500m 的有林地主要具有水源保护、森林公园以及生态保育等 3 种生态功能(按网

格统计)，其中有近 3 /4 是森林公园型，近 1 /4 是生态保育型(按地类统计);海拔低于 500m 的有林地主要生

态功能除以上 3 种之外，还有一定的文化旅游功能( 按网格统计)，且其生态保育功能更加突出( 按地类统

计)。其他土地利用类型所对应的主要和主导生态功能如表 3。
结合表 3 及图 2，可知:(1)水库水面、河流水面是重要的水源保护和污染净化用地，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

(具有一定文化旅游功能)，是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且极为脆弱的用地类型，需重点建设和维护;(2)海拔较

高的山地有林地是森林公园建设的源地，而海拔较低的有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果园具有较高的生态保

育功能，是森林公园到城镇的必要缓冲池，一旦缺失，生态系统将变得极其脆弱;(3) 内陆滩涂、采矿用地周边

与河流沿岸需要保留生态保育功能的绿地以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4) 其他园地、茶园、其他草地、裸地、旱
地、水田等多数为自然生态系统服务较弱且受人为影响较大的用地，生态价值较低;但也有少部分因距水源保

护区较近，影响到关键的生态过程，例如施肥、喷洒农药等会造成地表径流和地下水的污染，应当将其划入生

态用地，因此，判别此类用地的性质需考虑其空间属性;(5)设施农用地、机场用地无重要生态系统服务，不属

于生态用地;(6)公路用地、铁路用地、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村庄、建制镇、城市等，本身不提供生态系统服

务，但其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且部分还分布于水源保护区，因此，其周围或内部的绿地、水体等宜作为生态用

地加以保护，一方面起到净化空气、防止水体污染以及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提升城市人居

质量的重要途径;(7)其他用地的生态功能限于研究区数据暂时无法探讨。
基于以上分析，生态用地具有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维护关键生态过程或生态脆弱等特点，具有一定的

空间属性，可划分为三个等级:生态系统服务显著的大面积有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果园，以及生态脆弱

且功能不可替代的河流、水库等宜纳入一级生态用地;处于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簇空间范围内的内陆滩涂、采矿

用地、其他园地、茶园、其他草地、裸地、水田及旱地等宜归为二级生态用地;公路用地、铁路用地沿线、风景名

胜及特殊用地、村庄、建制镇以及城市内部的绿地和水体，有助于提高人居质量，可列为三级生态用地。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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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管理中，一、二级生态用地宜全部纳入禁建区，需重点保护和完善;三级生态用地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

合理的建设与改造;其他用地不纳入生态用地范畴。

表 3 重庆市两江新区土地利用类型的主导和主要生态功能

Table 3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each land use type in Liangjiang New Area，Chongqing

两江新区土地利用类型

LULC_name in Liangjiang
主要生态功能

Main ecological functions
主导生态功能

Leading ecological functions

有林地(海拔 ＞ 500m) 森林公园 ＞ 生态保育 ＞ 水源保护 森林公园，生态保育

有林地(海拔≤500m) 生态保育 ＞ 森林公园 ＞ 水源保护 ＞ 文化旅游 生态保育，森林公园

灌木林地 生态保育 生态保育

其他林地 生态保育 ＞ 水源保护 ＞ 文化旅游 ＞ 森林公园 生态保育，水源保护

果园 生态保育 ＞ 土壤保持 ＞ 文化旅游 ＞ 水源保护 生态保育，土壤保持

其他园地 土壤保持 ＞ 文化旅游 ＞ 生态保育 ＞ 水源保护 土壤保持，文化旅游

茶园 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

人工牧草地＊＊ 未知 未知

其他草地 土壤保持 ＞ 文化旅游 土壤保持，文化旅游

裸地* 土壤保持 ＞ 水源保护 土壤保持，水源保护

旱地 土壤保持 ＞ 生态保育 ＞ 文化旅游 ＞ 水源保护 土壤保持，生态保育

水田 土壤保持 ＞ 生态保育 ＞ 文化旅游 ＞ 水源保护 土壤保持，生态保育

内陆滩涂 生态保育 ＞ 土壤保持 ＞ 水源保护 生态保育，土壤保持

设施农用地* 土壤保持 土壤保持

农村道路＊＊ 未知 未知

公路用地* 土壤保持 ＞ 生态保育 ＞ 文化旅游 土壤保持

铁路用地* 土壤保持 ＞ 文化旅游 土壤保持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土壤保持 ＞ 生态保育 ＞ 文化旅游 土壤保持

机场用地* 土壤保持 土壤保持

港口码头＊＊ 未知 未知

采矿用地* 生态保育 ＞ 土壤保持 生态保育，土壤保持

水工建筑用地* 未知 未知

水库水面 水源保护 ＞ 土壤保持 ＞ 文化旅游 ＞ 生态保育 水源保护，土壤保持，文化旅游

河流水面＊＊＊ 生态保育 ＞ 土壤保持 ＞ 文化旅游 ＞ 污染净化 ＞ 水源

保护
同左

坑塘水面＊＊ 未知 未知

村庄* 土壤保持 ＞ 生态保育 ＞ 文化旅游 ＞ 水源保护 土壤保持，生态保育，文化旅游

建制镇* 土壤保持 ＞ 生态保育 ＞ 文化旅游 ＞ 水源保护 土壤保持，生态保育

城市* 土壤保持 ＞ 文化旅游 ＞ 生态保育 ＞ 水源保护 土壤保持，文化旅游

* 类用地的生态功能实际反映了其内部及周边环境，如绿地、土壤硬质化程度等综合影响下的生态功能，并非该地类自身的生态功能;＊＊

类用地由于地块面积小，在本例 500m × 500m 格网下无法识别，故其生态功能暂时不予讨论;＊＊＊类用地的部分生态功能虽相对该用地的其

他生态功能比重较小(如污染净化)，但重要性级别高(参见图 2)，不可替代

4 结论

生态用地的界定与功能分类不仅是相关生态政策制定的基础，也是城市开发建设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

关系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目前生态用地概念界定不清且分类体系混乱

的问题，本文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出发，以生态管理精度要求较高的小尺度区域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系统服

务簇的定量研究方法，对重庆两江新区用地的生态功能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对土地利用类型与生态系统服

务簇的关联关系分析，本文总结出生态用地的界定标准，即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维护关键生态过程或生态

脆弱的用地空间，这与大部分学者的定义一致。但关于生态用地的分类体系，本文并不囿于现行土地分类框

架中按照社会经济属性划分的“类别”概念，而是引入生态用地的“空间”概念，将社会因子纳入用地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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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衡当中，兼顾了生态成分和社会成分在空间上的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既有研究中关于“水田、
旱地、裸地等是否属于生态用地”的争议，为生态脆弱区的识别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建

立复合生态空间管理需求下的土地分类框架。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一、两江新区的个例不足以包含所有的用地类型，对于区域内面积较小的地类也缺乏

数据支撑，因此，要讨论生态用地分类的普适标准还有待其他案例的补充;二、研究中选取的八种生态系统服

务，虽然较为典型，但服务种类涵盖面有限，其他地区仍需根据自身的自然 － 社会特征加以改进;三、本文探讨

了现有土地利用分类与生态系统服务簇之间的关联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生态用地分类分级标准，生态用

地分类与土地利用分类体系的衔接问题尚未论及，以上问题都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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