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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岩溶地区石漠化分布与地理环境因素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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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理解重庆石漠化形成机理,运用ArcGIS栅格叠加和主成份分析功能,分析了重庆岩溶地区石漠化强度空间分

布与地理环境因素的关系。得出结论:1)石漠化分布地区土层厚度较薄,厚度在39cm以下的石漠化面积占51.29%,厚
度在20cm的石漠化面积占32.92%;2)石漠化严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15°坡度区域;3)石漠化区域2010年土壤侵蚀强

度等级较1999年有了明显降低,突出表现在极强度、中度土壤侵蚀,从面积比例来看,分别比1999年降低了4.78%、

2.55%;4)石漠化在高程上的分布主要集中在500~800m和1000~1500m范围;5)岩溶面积分布与农业劳动力、耕地

面积呈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7以上。石漠化程度与土层厚度、坡度和高程呈负相关关系,石漠化程度与土壤侵蚀强

度呈正相关关系。根据石漠化成因,提出了相应的石漠化治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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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岩溶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喀斯特连片带,面积达54万km2,生态环境脆弱,土壤侵蚀严重,石漠化趋势

显著。石漠化是岩溶地区土地退化的极端形式,有“地球癌症”之称[1]。石漠化问题已成为生态环境建设中亟待

解决的问题。石漠化的产生,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因此,石漠化可定义为岩溶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与

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相互作用,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岩石裸露等土地退化的结果[2]。近年来,
学者们对石漠化敏感性进行了分析,主要涉及的因素有坡度、植被因子和岩性[3-12]。只有少数学者[13]在研究石

漠化时涉及地貌、岩性、降水和人口密度等因素。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贵州、广西、云南、湖南等地,国外主要集

中在欧洲如南斯拉夫等一些国家,针对重庆岩溶地区的石漠化形成原因研究少,而且分析的因素有限[9],不能很

好地揭示重庆岩溶地区石漠化形成机理。重庆是构成西南岩溶地区的重点八省市之一,石漠化地区主要分布在

渝东北、渝东南,我国生态环境最为敏感脆弱的三峡库区,也是石漠化土地的集中分布区。多要素研究重庆岩溶

石漠化形成机理,有效治理三峡库区石漠化问题,意义十分重大。

1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地处大巴山断褶带、川东褶皱带和川鄂湘黔隆起褶皱带三大构造单元的交汇处,地貌以山地、丘陵为

主。区域地表起伏,地形破碎。气候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多年降雨量达1038~1186mm,且降雨主要集

中在7~9月。重庆面积8.24万km2,碳酸盐岩出露面积32774.82km2,占重庆市面积比例39.78%,主要分布

在渝东北、渝东南地区,渝西低山丘陵区面积分布较少。岩溶地区由于土石界面刚性接触,土壤极易产生水土流

失形成石漠化。土壤主要为水稻土、黄壤、紫色土以及石灰土。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地层出露灰岩或白云质

灰岩互层,二叠系以石灰岩为主,三叠系以白云岩、石灰岩为主。耕地面积较广,占整个岩溶土地面积的

23.15%,耕作等人为扰动更容易加剧石漠化的形成。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2010年TM遥感影像(地理空间数据云,网址http://www.gscloud.cn/)、重庆DEM 数据(1∶5万)、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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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图(1∶5万)、重庆土层厚度分布图(1∶5万)、重庆行政区划图。农业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数据来自重庆市

2011年统计年鉴。1999年水土流失强度图来源于重庆市水利局,分级标准采用水利局发布的水土流失分类分

级标准(SL190-96),数据经过野外校验,通过相关部门和专家的验收,数据精度符合要求。2010年水土流失强度

图是根据2010年TM遥感影像、DEM数据,按照水土流失分类分级标准进行划分。水土流失强度数据通过野

外验证,数据精度达到80%以上。

2.2研究方法

2.2.1石漠化强度分级图的提取方法 运用遥感软件(ERDAS),根据TM影像波段,利用植被指数计算出重庆

市归一化植被指数,并根据NDV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得出植被覆盖度f分级。

f=
NDVI-NDVImin

NDVImax-NDVImin
(1)

表1 石漠化强度分级标准

Tab.1 Rockydesertificationclassificationstandard

石漠化等级 基岩裸露/% 植被土被覆盖/% 坡度 影像特征

无 <10 >75 <15 暗红、大红,成块状

潜在 50 50-70 >15 浅红、绿红色,星状

轻度 35 35-50 >18 品红,插花状

中度 65 20-35 >22 绿红、红中带白,斑状

强度 85 10-20 >25 红中带白、灰白,斑状

极强度 >90 <10 >30 白色、灰白色,斑状

  对1∶5万的DEM 图,利用 ArcGIS软

件,提取坡度和高程分级图。再对2010年

TM影像4、3、2波段进行假彩色合成,依次

赋予红绿蓝色。其中纯碳酸盐岩裸露石山为

白色调,一般划为极强度石漠化;强度石漠化

为灰白色或红中带白,成斑状;中度石漠化为

绿红色,斑状;红中带白,成星点状者为中或

强度石漠化,植被为低矮灌丛。当出现中度

及以上石漠化特征且覆盖率低于45%,为难

利用地。品红色,星状为轻度石漠化;浅红

色,斑状为潜在石漠化。暗红、大红,成块状者为无石漠化地区,植被覆盖好[14]。根据表1,对各分级图进行叠加

分析,得到石漠化强度分级图。利用手持式GPS实地考察的方法,并结合同期土地利用现状图,计算了分类混淆

矩阵和Kappa指数。结果表明,无、潜在、轻度、中度、强度和极强度石漠化的 Kappa指数分别为0.75、0.81、

0.78、0.79、0.78和0.84,均达到最低允许判别精度0.7的要求,说明分类结果可信。

2.2.2转移矩阵法 应用地图代数原理,利用公式(2)的地图代数方法将重庆市石漠化强度空间分布图分别与

地理环境因素的岩性图、土层厚度图、坡度图、土壤侵蚀强度图(2010年和1999年)以及高程图做叠加分析[14]。

Cij=Aij
k×10+Aij

k+1 (2)

式中,Cij表示重庆市石漠化强度与地理环境因素的岩性、土层厚度、坡度、土壤侵蚀强度以及高程图的叠加(图

1-图3;)Aij
k 表示重庆市石漠化强度空间分布图,Aij

k+1分别表示研究区土层厚度图、坡度图、土壤侵蚀强度图

(2010年和1999年)以及高程图,栅格单元大小为30m×30m。所有数据投影均采用Krasovsky_1940_Trans-
verse_Mercator。其中,Aij

k+1对地理要素土层厚度按照≤10cm、(10cm,20cm]、(20cm,40cm]、>40cm分4
级(表3),对坡度按照[0°,5°),[5°,15°),[15°,25°),[25°,35°]、>35°依次分为5级(表4),对1999年和2010年土

壤侵蚀强度按照微度侵蚀、轻度侵蚀、中度侵蚀、强度侵蚀、极强度侵蚀以及剧烈侵蚀分为6级(表5),对高程按

照≤200cm、(200cm,500cm]、(500cm,800cm]、(800cm,1000cm]、(1000cm,1500cm]、>1500cm分为6
级(表6)。运用ArcGIS软件中的栅格叠加功能,将石漠化强度空间分布图与地理环境影响因子图叠加,得到石

漠化强度与地理环境因子关系图[15]。

3结果与分析

3.1石漠化空间分布与岩性的关系

石漠化严重程度受地质条件制约。研究地质岩性与石漠化的关系,对于理解石漠化发生机理以及治理石漠

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重庆石漠化强度分级图与岩性图叠加分析得到表2,重庆碎屑岩夹碳酸盐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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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白云岩分布面积。从中度以上石漠化等级分布面积来看,碎屑岩夹碳酸盐岩>石灰岩>白云岩分布面

积。从分布面积中发生中度以上石漠化等级强度的几率来看,石灰岩>碎屑岩夹碳酸盐岩>白云岩分布面积。

钟万春等学者分析,石漠化形成与酸不溶物呈负相关关系。石灰岩酸不溶物含量最低[16],成土物质少,成土速率

慢,更容易发生石漠化。

表2 石漠化与岩性关系

Tab.2 Therelationshipbetweenrockydesertificationandlithohology

无石漠化 潜在石漠化 轻度石漠化 中度石漠化 重度石漠化 极重度石漠化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石灰岩 3961.14 12.09 2220.80 6.78 1325.61 4.04 1819.85 5.55 383.05 1.17 79.07 0.24

白云岩 2781.52 8.49 1593.71 4.86 1020.70 3.11 1280.27 3.91 269.73 0.82 9.81 0.03
碎屑岩夹

碳酸岩
5909.30 18.03 5409.91 16.51 838.57 2.56 3066.29 9.36 729.23 2.22 77.26 0.24

合计 12651.96 38.60 9224.41 28.14 3184.89 9.72 6166.41 18.81 1382.01 4.22 166.14 0.51

3.2石漠化空间分布与土层厚度的关系

土层厚度是影响石漠化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分析土层厚度的分布与石漠化强度的关系,有利于人们

更清楚地认识研究区石漠化风险,及时找到缓解的手段和方法。岩溶地区土壤缺乏过渡层,土壤与母质直接接触,

一旦下大暴雨土壤很容易流失殆尽,形成石漠化。岩溶地区岩石可蚀性强,碳酸盐岩酸不溶物不足10%,致使岩溶

地区土壤成土速率极低,形成1cm的土壤需要成千上万年。通过分析重庆岩溶地区土壤厚度与石漠化的关系(表

3),≤10cm、(10,20cm]、(20,40cm]、>40cm土层厚度的面积比例分别为9.6%、23.32%、18.36%、48.71%,虽然

厚度在40cm以上面积比例达48.71%,但这个面积比例中93.71%的范围均未发生石漠化。重庆石漠化地区一半

以上的范围在40cm土层厚度以下,32.92%的比例面积在20cm土层以下。从面积分布来看(封彩图1),石漠化程

度高,土层薄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渝东北巫溪、巫山、奉节以及渝东南秀山、酉阳等地。这些地区是碳酸盐岩集中分布

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容易水土流失,再加上碳酸盐岩成土速率慢,所以土层相对较薄[17]。

表3 土层厚度与石漠化程度的关系

Tab.3 Therelationshipbetweensoilthicknessandrockydesertificationdegree

≤10cm (10cm,20cm] (20cm,40cm] >40cm

面积/km2
占岩溶面积

比例/%
面积/km2

占岩溶面积

比例/%
面积/km2

占岩溶面积

比例/%
面积/km2

占岩溶面积

比例/%
无石漠化 14865 45.35

潜在石漠化 955.6 2.92 3400.83 10.38 3067.25 9.36 558.95 1.71

轻度石漠化 185.63 0.57 1510.95 4.61 1365.48 4.17 312.51 0.95

中度石漠化 1280.52 3.91 2363.29 7.21 1441.7 4.40 178.82 0.55

重度石漠化 623.34 1.90 337.74 1.03 140.38 0.43 49.46 0.15

极重度石漠化 102.77 0.31 30.25 0.09 4.34 0.01 0.01 0.00

合计 3147.86 9.60 7643.06 23.32 6019.15 18.36 15964.75 48.71

3.3石漠化空间分布与坡度的关系

坡度是导致土壤水土流失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也是影响石漠化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将石漠化空间分布图

和坡度图通过叠加分析,得到研究区坡度在[0°,5°)、[5°,15°)、[15°,25°)、[25°,35°)以及≥35°石漠化占的比例面积分

别为1.26%、16.19%、8.19%、15.21%、13.8%。按照中度及以上等级石漠化区域在坡度的分布情况,从高到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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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为:[15°,25°)(6.08%)、[25°,35°)(5.11%)、≥35°(4.92%)、[5,15°)(3.38%)。从表4可以看出,石漠化严重的区

域主要集中在>15°坡度的区域,说明坡度是影响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石军南[11]在研究邵东县

岩溶地区坡度与石漠化的空间相关性时,得出该地区70%以上的石漠化发生在>15°的区域,与本文得到的结论有

相似之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历史上砍伐森林,毁林开荒导致水土流失带来的恶果;另一方面尽管国

家提出了>15°以上的坡度退耕还林,但因为石漠化形成难以治理,因此从图上仍然得出这些区域石漠化严重。从空

间分布来看,石漠化陡坡主要分布在巫溪、巫山、奉节、酉阳、秀山、彭水等地(封彩图2)。

表4 石漠化与坡度的关系

Tab.4 Therelationshipbetweenrockydesertificationandslope

[0°,5°) [5°,15°) [15°,25°) [25°,35°) ≥35°

面积/km2
占岩溶面

积比例/%
面积/km2

占岩溶面

积比例/%
面积/km2

占岩溶面

积比例/%
面积/km2

占岩溶面

积比例/%
面积/km2

占岩溶面

积比例/%

无石漠化 876.31 2.67 3094.25 9.44 4591.07 14.01 3678.53 11.22 2625.44 8.01

潜在石漠化 166.02 0.51 1059.45 3.23 2251.99 6.87 2320.43 7.08 2184.74 6.67

轻度石漠化 79.9 0.24 519.07 1.58 1062.5 3.24 989.52 3.02 723.58 2.21

中度石漠化 130.69 0.40 900.12 2.75 1625.2 4.96 1351.61 4.12 1256.71 3.83

重度石漠化 30.89 0.09 187.39 0.57 330.19 1.01 285.84 0.87 316.61 0.97

极重度石漠化 3.2 0.01 18.77 0.06 37.74 0.12 37.37 0.11 40.69 0.12

合计 1287.01 3.93 5779.05 17.63 9898.69 30.20 8663.30 26.43 7147.77 21.81

3.4石漠化空间分布与土壤侵蚀强度的关系(以2010年为例)

石漠化是水土流失长期作用的结果,水土流失是石漠化过程中某一阶段作用强度的体现,两者在成因上存

在因果关系[6]。通过分析2010年岩溶地区石漠化强度与水土流失强度等级图,可以得到石漠化与土壤侵蚀的

关系。将石漠化程度与2010年土壤侵蚀强度叠加分析(表5),得到石漠化面积与土壤侵蚀面积相当,石漠化在

中度以上等级面积比2010年土壤侵蚀强度相同等级面积大1013.53km2。石漠化和水土流失都比较严重的区

域主要分布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巫山、奉节等地。直辖以来,重庆加大水土流失治理,间接地对石漠化治理

产生显著成效的具体反应。全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累计投资33.42亿元,治理小流域达514条,建设改造基本

农田96.5万亩,实施封禁管护348万亩,实施农耕措施289万亩,建设水土保持林和实施退耕还林(草)629万

亩,其他措施437.5万亩。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1.2万km2[18]。

表5 石漠化与2010年水土流失强度关系

Tab.5 Therelationshipbothrockydesertificationandrockydesertificationin2010

微度侵蚀 轻度侵蚀 中度侵蚀 强度侵蚀 极强度 剧烈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无石漠化 7729.78 23.58 1825.14 5.57 2479.37 7.56 2327.03 7.10 411.99 1.26 92.48 0.28

潜在石漠化 5216.93 15.92 1029.55 3.14 763.20 2.33 773.44 2.36 161.59 0.49 34.43 0.11

轻度石漠化 1899.75 5.80 472.69 1.44 433.75 1.32 517.55 1.58 46.43 0.14 5.21 0.02

中度石漠化 2866.16 8.75 620.65 1.89 841.38 2.57 817.52 2.49 109.33 0.33 12.76 0.04

重度石漠化 629.06 1.92 135.79 0.41 177.84 0.54 179.93 0.55 20.14 0.06 5.98 0.02

极重度

石漠化
65.24 0.20 22.12 0.07 25.44 0.08 22.06 0.07 3.00 0.01 0.1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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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石漠化空间分布与高程的关系

通过石漠化与高程叠加,石漠化面积分布在高程中的比例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表6):1000~1500cm
(29.18%),500~800cm(24.10%),800~1000cm(16.54%),>1500cm(15.56%),200~500cm(14.09%),

≤200cm(0.53%)。但中度及以上等级石漠化发生在各高程分布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500~800m(5.73%),

1000~1500m(5.67%),800~1000m(3.63%),200~500m(2.68%),>1500m(2.19%)以及≤200m
(0.09%)。≤200m高程的地区一般是低缓平地,水土流失少,故基本无石漠化发生。在>1500m海拔的地区

由于植被覆盖好,因此石漠化发生率也不高。500~800m,1000~1500m高程范围石漠化现象比例高,这些地

区岩溶面积分布广,加之人们不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导致石漠化的形成。

表6 石漠化与高程的关系

Tab.6 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rockydesertificationandelevation

≤200m (200m,500m] (500m,800m] (800m,1000m](1000m,1500m] >1500m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面积/

km2

占岩溶

面积比

例/%
无石漠化 88.64 0.27 2676.33 8.17 3531.26 10.77 2422.82 7.39 4090.2 12.48 2056.35 6.27

潜在石漠化 45.38 0.14 662.05 2.02 1624.67 4.96 1219.87 3.72 2663.51 8.13 1767.15 5.39

轻度石漠化 9.45 0.03 403.35 1.23 866.47 2.64 586.99 1.79 951.55 2.90 556.76 1.70

中度石漠化 22.14 0.07 683.88 2.09 1500 4.58 955.03 2.91 1505.43 4.59 597.85 1.82

重度石漠化 6.96 0.02 171.54 0.52 325.11 0.99 206.35 0.63 329.67 1.01 111.29 0.34
极重度

石漠化
1.79 0.01 21.93 0.07 52.12 0.16 28.89 0.09 23.54 0.07 9.1 0.03

合计 174.36 0.53 4619.08 14.09 7899.63 24.10 5419.95 16.54 9563.9 29.18 5098.5 15.56

3.6石漠化空间分布与农业劳动力、耕地面积的关系

石漠化现象的发生与农业劳动力、耕地面积关系密切。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将重庆市38个区县岩溶面积数

据分别与相应各区县岩溶地区农业劳动力人口数和耕地面积数用EXCEL进行线性相关性分析(图4和图5),

回归方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sig=.000<0.5)。从图4、图5中看出,岩溶区面积与农业劳动力的相关系数达0.

79,岩溶面积与耕地面积的相关系数达0.75,为高度正相关。农业劳动力越多,耕地面积越大,人们在土地上耕

作的力度越大,水土流失的强度越大,石漠化发生的几率就越大。同时表明,在脆弱的岩溶环境下,如果人为地

过度干预土地,石漠化现象更容易发生。

   图4 岩溶区土地面积与耕地面积的相关性分析图        图5 岩溶区面积与农业劳动力相关性分析图

  Fig.4 Thecorrelationanalysischartbetweenkarstarea    Fig.5 Thecorrelationanalysischartbetweenagricultural

         andcultivatedlandarea                  populationandkarstarea

46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www.cqnuj.cn          第31卷



3.7重庆岩溶石漠化程度与土层厚度、土壤侵蚀强度、坡度与高程的相关性分析

运用ArcGIS软件,将重庆岩溶石漠化程度与土层厚度、土壤侵蚀强度、坡度与高程进行主成份分析,得到重

庆岩溶地区石漠化强度y 与土层厚度X1,土壤侵蚀强度(2010年)X2,坡度 X3 与高程 X4 的相关关系,y=

-0.147X1+0.098X2-0.044X3-0.149X4。此方程通过了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α=0.05),也通过了回归系

数显著性检验(α=0.05),拟合优度R2=0.61。从回归系数来看,石漠化强度与土层厚度、坡度以及高程呈负相

关关系。土层越厚,坡度越大,高程越高,石漠化强度越低。土层厚,有利于抵御石漠化发生。高程高,人类干预

土地的机会少,石漠化发生率低。坡度的高低也与石漠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原因是坡度在达到一定度数时,农

作干预少,植被覆盖率高,抵御石漠化的能力更强。石漠化强度与土壤侵蚀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即土壤侵蚀程度

越大,石漠化强度越高。

4结论与讨论

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导致石漠化。通过分析发现,在自然因素中岩性是石漠化发生的基础,石灰岩中酸不

溶物含量最低,可成土物质少。由于土壤成土速率低,如果农户在耕作中不注重水土流失的保护,流失的土壤难

以短期再生,很容易形成石漠化。>15°坡度区域易引起水土流失,主要原因是岩溶地区人多可利用耕地少,在这

些区域还存有大量耕地,人类的劳作引起水土流失,导致容易发生石漠化。根据1999年和2010年水土流失强

度在空间上的分布,发现2010年水土流失等级降低主要体现在极强度和中度侵蚀范围,其中极强度土壤侵蚀面

积2010年(324.56km2)比1999年(1180.18km2)低855.62km2,中度侵蚀面积2010年(4143.48km2)比

1999年(4599.37km2)低455.89km2。虽然水土流失强度降低了,但石漠化程度不会立刻降低。因为水土流失

是石漠化形成过程的阶段性表现,石漠化是水土流失长期作用的结果。两者在成因上存在因果关系,但在生态

治理恢复过程中,水土流失减弱面积与石漠化减弱面积并不同步,在时间上存在滞后性,主要是石漠化治理恢复

时间比水土流失治理时间长。所以石漠化一旦发生,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从回归系数来看,石漠化程度与

土层厚度、坡度以及高程呈负相关关系,与土壤侵蚀强度呈正相关关系,农业人口、耕地面积与岩溶地区面积呈

高度正相关关系。岩溶地区水土流失容易引起石漠化是不争的事实,控制好岩溶地区水土流失,使水土流失量

在石漠化允许范围之内,这才是治理石漠化的根本。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减少岩溶地区石漠化发生几率,应尽量避开在纯石灰岩地区进行耕作,或者减少纯石灰

岩地区的人口压力。对于>15°坡度地区应进行退耕还林,若确因耕地受限,应该将耕地修成水平梯地(田),配置

坡面蓄水池。重庆岩溶地区面积分布广,农业人口多且耕地多,石漠化分布面积大,证实了岩溶地区生态脆弱,

在人类的干预下,容易被破坏而引起石漠化。中国成为全世界石漠化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

口密度太大。我国岩溶地区的人口密度208人/km2,相当于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153.3%,是岩溶地区适宜人

口承载量的两倍。曹建华学者在欧洲岩溶地区做过一个测试,当人口密度不超过100人/km2 时,岩溶地区不会

出现石漠化问题。因此,我国岩溶地区除了可以根据该地区的生态环境栽种适合本地区的生态作物,如花椒树、

金银花、核桃树等之外,还应该积极进行生态移民,减少人口压力,达到岩溶地区人口承载允许标准,通过自然修

复改善岩溶地区的生态环境。同时,应健全组织机构,加强管理监督,广泛开展预防石漠化知识宣传教育,从自

然和人为两方面着手,综合治理石漠化问题,保护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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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EnvironmentandEcologyinThreeGorgesArea

RelationshipsbetweentheStonyDesertification
andGeographicalEnvironmentsFactorsattheKarstRegioninChongqing

WEIXingping1,2,YANGHua1,2

(1.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

2.KeyLaboratoryofGISApplication,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ina)

Abstract:TherelationshipbetweenrockydesertificationintensityandgeographicalenvironmentfactorsinkarstareainChongqing

wasstudiedbyusingrasteroverlayanalysis(ArcGIS)and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tofacilitateourunderstandingoftherocky

desertificationformationmechanisminthisarea.Ourresultsconcluded:1)Thesoillayersintherockydesertificationareatendedto

bethin,with51.29%ofthembelow39cm,and32.92%below20cm;2)Themoreseriouslydecertifiedrockyregionmainlydis-

tributedinareaswithaslopeabove15o;3)Thelevelofsoilerosionintensityintherockydesertificationregiondecreasedsignifi-

cantlyin2010whencomparedto1999.Thiswasespeciallytrueintheextremelystrongandmoderateerosionareas,andtheerosion

deceasedby4.78%and2.55%respectively;4)therockydesertificationmostlydistributedinareaswithelevationintherangesof

500-800metersand1000-1500meters;5)thekarstareawaspositivelycorrelatedwithagriculturallaborandfarmlandareawitha

correlationcoefficientabove0.7.Therockydesertificationwasnegativelycorrelatedwithsoildepth,slopeandelevation,andposi-

tivelycorrelatedwiththesoilerosionintensity.Rockydesertificationcontrolmeasureswereproposedbasedonthecausesofrocky

desertification.

Keywords:karstregion;rockydesertification;geographicalenvironmentfactors;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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