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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峡库区 (重庆段 )沿江区域生态功能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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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功能区划是实施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科学管理的基础. 以长江三峡库区(重庆段)11 000 km2

的沿江区域为研究对象 ,建立了区域生态敏感度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模型 , 在 A rcG IS软件平台下构建了

评价因子数据库 , 并借助其空间叠置分析功能进行了定量评价 , 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区域生态环境特征 、生态系统

类型与过程等要素的定性分析 ,将研究区域分为 3个一级生态区 、 11个二级生态亚区以及 34个三级生态功能

区 , 并提出了主要分区相应的保护与开发建设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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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功能区划是依据区域生态环境要素 、生态敏感度与生态服务功能等特征的空间分异规律而进行

的地理空间分区 ,其目的是明确区域生态安全重要地区 ,为制订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 、维护区域

生态安全 、促进区域产业的合理布局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保育区域生态环境提供科学依据 ,并为环境管理

部门和决策部门提供管理信息与管理手段 ,为实施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理提供基础和前提
[ 1]
.

基于生态功能区划在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 2002年发布了《生态功能

区划暂行规程》,用以指导各地的生态功能区划工作.一些专家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尺度出发开展了

省 、市级行政区和特定地区生态功能区划的研究工作
[ 2 ～ 6]

.由于我国幅员广阔 ,生态环境本底和现状特征 、

生态系统功能与过程等均存在较大差异 ,针对某些特定区域的生态功能区划尚无普适性的标准.本文以长

江三峡库区重庆段的沿江区域为研究案例 , 在对生态敏感度和服务功能定量评价的基础上 ,结合区域生

态环境现状对这一特殊敏感区域进行了生态功能区划 ,除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分区管理提供参考

依据外 ,也为类似区域的区划工作提供借鉴.

1　研究区概况

长江三峡库区(重庆段 )地处我国西南部地势第二阶梯东缘 , 28°32′～ 31°26′N , 105°49′～ 110°12′E ,在

地质构造上位于大巴山褶皱带 、川鄂湘黔褶皱带 、川东褶皱带和黄陵背斜交汇处 ,北靠大巴山 ,南依云贵高

原 ,跨越川鄂中低山峡谷和川东平行峡谷低山丘陵区. 库区地貌区划为板内隆升蚀余中低山 ,沿江以奉节

为界 ,西段主要为侏罗系碎屑岩组成的低山丘陵宽谷地形;东段主要为震旦系至三叠系碳酸盐岩组成的川

鄂山地 ,长江由西向东横切巫山 ,形成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 区内地势从南北向长江河谷倾斜 ,地貌类型复

杂多样 ,山地面积占 71. 3%,丘陵台地占 22. 8%,平原 、岗地 、坝地仅占 5. 9%
[ 7]
.此外库区内河网密布 ,长

江干流从重庆市域的中部自西向东贯穿整个库区 ,汇集起包括嘉陵江 、乌江 、涪江 、渠江 、大宁河等上百条

大小支流 ,构成向心状的复合水系.

库区地处中纬度中亚热带湿润地区 ,属于湿润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均气温 14. 8 ～ 18. 7 ℃,平均降水量

1 038 ～ 1 186mm ,平均日照 960 ～ 1 580 h ,具有冬暖春早 、夏热伏旱 、秋雨多 、湿度大以及云雾多等特征.多

样的地貌和气候条件使得许多孑遗植物在这里得以保存 ,植物种类汇总分析表明库区的高等植物有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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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 1 428属 , 6 088种
[ 8]
,因而生物多样性优势较为突出.

在行政区划上 ,该区域东起巫山 ,西至江津 ,涉及了包括重庆市都市圈在内的 22个区 、市 、县 ,面积约

36 900 km
2
, 2004年末人口 1 748万人

[ 9]
,人口密度 473人 / km

2
,因而生态负荷较重. 三峡工程的建设亦极

大地改变了三峡库区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加剧了库区本来就已十分突出的人地矛盾. 由于重庆市境内

长江干流沿江城镇区域是人类活动与环境响应最强烈的界面区 ,根据生态系统在时空分布上的连续性 、完

整性 、共轭性等特点 ,本研究重点区域确定为沿长江主干 (重庆段)永川以下至巫山区段长 680 km、两岸纵

深各 5 km所涉及的城市 (城镇)行政辖区范围 ,面积约 11 000 km
2
.

2　生态功能区划原则

根据生态功能区划的目的 ,区域生态服务功能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机制与规律 ,并结合三峡库区沿

江区域生态环境条件复杂且高度敏感的特点 ,针对这一区域的生态功能区划除了应当遵循可持续发展 、发

生学 、区域分异与共轭 、区域相关与相似性等传统原则外
[ 10]
,还应着重强调以下原则:

(1)整体优化与协调共生　强调三峡库区 (重庆段 )沿江区域都市区与市域组团城市群和广大农村

区域景观以及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 、有序和动态平衡 ,在充分研究三峡库区沿江区域生态环境要

素 、功能现状 、问题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其现状布局和资源环境背景值 , 积极协调与整合社会

发展中多目标的价值观 ,追求社会 、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最佳效益.

(2)趋势开拓　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环境容量 、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适宜度为依据 ,积极寻求

最佳的区域生态位 ,以利于环境容量的充分利用和生态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 ,进一步改善区域生态保护和建设水平 ,追求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进步.

(3)生态整合与特色传承　把握生态系统的开放性 、连续性和生态整合性 ,以行政区域 、自然环境的

特征性 、相似性和连续性为基础 ,提高物流 、能流和信息流的整合生态效益. 同时尊重地域历史文化 、民俗

民风 ,弘扬区域特色 ,以综合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与建设的主导因素为基础 ,保障生态文化 、生态

经济和生态安全的持续性建设.

3　研究方法

3. 1　数据预处理

本研究的区域定量分析评价均基于 A rcG IS 9. 0地理信息系统平台 ,包括以下数据来源:①三峡库区

(重庆段 )沿江区域 1∶50 000的数字化地形图 ,并利用高程数据产生 T IN三角网数据 ,生成数字高程模型

(DEM);②沿江区域 2002年 Landsat ETM +卫星遥感影像图 ,经地形矫正与几何矫正并在 Geostar3. 0平

台下通过监督分类所得的土地利用现状图;③沿江区域土壤类型 、水系 、水土流失状况 、地质灾害发生点

等自然要素分布图;④区域行政区划 、道路交通 、风景名胜区和旅游区 、居民点分布状况等要素分布图.

将各纸质专题地图经扫描数字化后与原有的矢量图层一起导入 A rcG IS,在此平台下建立统一的坐标

系统 ,并进行相应空间配准 、边界匹配裁切 、要素编辑修改以及拓扑关系重生成等操作 ,为进一步的分析提

供可靠的数据支持平台.

3. 2　区域生态敏感度评价

生态环境敏感度是指生态系统对区域自然和人为活动干扰的响应程度 ,具体表现为区域生态系统在

遇到干扰时 ,可能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类型及其难易程度
[ 11]

. 敏感度评价即是根据区域生态环境问题

的形成机制 ,分析与其成因相关要素的区域分异规律 ,以判断生态环境问题可能发生的地区范围与可能性

大小.

根据研究区域生态系统特征 ,选择区域坡度 、地形起伏度 、土壤侵蚀度 、流域集水量和地质灾害点密度

等要素建立敏感度评价模型 ,并生成相应的空间属性数据库. 其中坡度和地形起伏度由 A rcG IS的 3D An-

alyst模块分析 DEM生成;流域集水量由 Hyd ro logy模块对 DEM进行填洼削峰 、计算径流流向 、统计集水区

面积等系列分析运算生成;土壤侵蚀度及地质灾害点密度则通过原有水土流失和地质灾害点分布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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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要素图经矢量-栅格转换而成. 然后依据各要素属性特征对于生态敏感度的影响程度进行重分类

并赋以相应的属性分值和权重;在上述分项评价基础上运用 G IS的 SpatialAnalyst模块对区域生态

敏感度进行综合评价 ,计算出各栅格的区域生态敏

感度评价指数 RESI(Reg ional E co logical Sensitiv ity

Index),其计算公式为 RESI =∑ S iW i , 其中 S和 W

分别为各评价要素的属性分值与权重值. 最后依据

各栅格 RESI的自然断点分布特征将研究区域生态

敏感度划分为五级(表 1),并基于 RESI重分类生成

区域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布图(图 1).

表 1　研究区域生态敏感度分级统计

Tab. 1　Sta tistic of d iffe rent leve ls of reg iona l eco log ical senstivity

等级 面积 /km 2 所占比例 /%

低敏感 162. 8 1. 48

较低敏感 938. 3 8. 53

中度敏感 3 007. 4 27. 34

较高敏感 4 272. 4 38. 84

高敏感 2 618. 0 23. 80

图 1　区域生态敏感度空间分布图

F ig. 1　Spa tia l distribu tion o f regiona l eco logica l senstiv ity

3. 3　区域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

生态服务功能又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利益 ,主要包括向经济

社会系统输入有用物质和能量 、接受和转化来自经济社会系统的废弃物 ,以及直接向人类社会成员提供服

务等 ,如生物多样性保护 、水源涵养和水文调蓄 、土壤保持 、营养物质保持 、海岸带防护等功能
[ 12]

. 生态服

务功能评价即是针对区域内典型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功能的类型及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与重要性

进行评估和分级 ,并明确其空间分布.本研究选择生物多样性维持与保护 、水源涵养 、水土流失控制 、产品

供给及游憩休闲景观提供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建立评价模型 ,并生成相应的空间属性数据库. 其中生物

多样性保护及水土流失控制的主要影响因子为土地利用现状中不同等级的植被覆盖状况;水源涵养功能

取决于区域内水域和生态林的综合分布;产品供给功能的空间分异主要依据区域内经济林和农田的分布

状况来进行评定;游憩休闲景观提供功能的评价图层则通过沿江不同等级景区的数字化要素图经矢量-栅

格转换而成.

表 2　研究区域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分级统计

Tab. 2　S tatistic o f differen t levels o f regiona l

eco sy stem se rv ice im po rtance

等级 面积 /km 2 所占比例 /%

低 991. 1 9. 01

较低 3 646. 5 33. 15

中 2 575. 1 23. 41

较高 2 066. 9 18. 79

高 1 721. 5 15. 65

依据相应分级标准 ,在 G IS平台上对每一类生态

服务功能重要性的影响因子进行赋值和权重分配 ,从

而确定基于各分项数据的区域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的

评价指数 RES II(Regional E cosystem Serv ice Importance

Index),根据 RESII的自然断点分布特征 ,将研究区域

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划分为五级 (表 2),最后形成生

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分布图 (图 2).

734



　第 6期 郑晓兴等:长江三峡库区(重庆段)沿江区域生态功能区划 　　

图 2　区域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空间分布图

F ig. 2　Spa tia l d istribution o f regiona l ecosystem se rv ice im po rtance

3. 4　生态功能区划

在 G IS基础数据平台之上导入生成的生态敏感度以及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分布图 ,进行区划要素界

线的叠置.综合考虑区域自然特征 、生态环境问题及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

行分区划界 ,取重合最多处为界线 ,对重合较少处 ,则以主导要素划分界线并进行必要的修正.具体分为三

个等级:一级区划主要考虑区内气候特征的相似性与地貌单元的完整性;二级区划以区内生态系统类型与

过程的完整性 ,以及生态服务功能类型的一致性为参考标准;三级区划则是以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 、生态

环境敏感性一致性为依据
[ 13]

.此外 ,一般边界的确定还综合考虑了山脉 、河流等自然特征以及行政边界的

完整性 ,以便于对各功能分区的管理和建设.

4　沿江生态功能分区方案

在进行区域生态环境现状 、生态环境敏感度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的基础上 ,以研究区域主要生

态环境问题的现状和趋势 、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的区域分异规律为依据 ,将研究区域划

分为 3个一级生态区 ,分别为库区西部平行岭谷低山丘陵生态区 、库区中部平行岭谷丘陵低山生态区 、库

区东部中山峡谷生态区 ,并针对各亚区的景观结构特征 、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 ,进一步将一

级生态区划分成 11个二级生态亚区和 34个三级生态功能区 ,如图 3、表 3所示.

图 3　长江三峡库区(重庆段)沿江生态功能分区图

F ig. 3　Eco log ical func tion reg iona liza tion o f the Three Go rges Reservo irA rea(Chongq ing sec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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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长江三峡库区(重庆段)沿江生态功能分区方案

Tab. 3　Eco log ical func tion reg ionaliza tion o f the Three Go rges Reservo irA rea(Chongq ing sec tion)

二级生态区 三级生态区 空间位置及范围

农业生态亚区 1)

(Ⅰ 1)

江津西部中度水土流失治理区(Ⅰ 1-1) 永川西南部与江津西部沿江低丘陵区 ,包括松溉镇 、石门镇 、稿子镇
和望乡场 、金钢镇及油溪镇部分区域

朱沱-石蟆-滩盘低丘陵生态农业区(Ⅰ 1-2) 永川西南部与江津西部沿江低丘陵区 ,包括朱沱镇 、石沱镇和滩盘

江津中部低丘陵生态农业区(Ⅰ 1-3) 江津市先锋镇 、慈云镇 、罗坝镇等沿江区域

森林与农业生

态亚区 1)

(Ⅰ 2)

长冲-享堂水土保持涵养区(Ⅰ 2-1) 长冲镇 、享堂镇以及德感街道部分以农田和林地为主的高丘陵地带

江津-九龙坡水土保持涵养区(Ⅰ 2-2) 江津珞璜镇 、马宗镇 、仁沱镇以及九龙坡区陶家镇 、华岩镇及大渡口
区跳磴镇部分在内的沿江丘陵地带

巴南-长寿水土保持与农业复合经营区 (Ⅰ 2-
3)

巴南区大部分至长寿区包括江北区和涪陵区部分乡镇在内的平行
岭谷丘陵低山地带

涪陵水土保持与农业复合经营区(Ⅰ 2-4) 涪陵区义和镇 、镇安镇 、龙桥镇及石沱镇部分

长寿涪陵中度水土流失治理区(Ⅰ 2-5) 涪陵区石沱镇部分 、长寿区但度镇

城镇发展亚区 1)

(Ⅰ 3)

江津城市生态建设区(Ⅰ 3-1) 以江津市区为主的滨江地带

重庆主城生态建设区(Ⅰ 3-2) 重庆市主城区的滨江地带

长寿城市生态协调区(Ⅰ 3-3) 以长寿城区为主的滨江地带

涪陵城市生态协调区(Ⅰ 3-4) 以涪陵中心城区为主的滨江地带

生态退化与重建区 1)

(Ⅰ 4)

石沱-但渡中度水土流失治理区(Ⅰ 4-1) 涪陵区石沱镇部分 、长寿区但度镇

珍溪-百胜中度水土流失治理区(Ⅰ 4-2) 涪陵区珍溪镇 、百胜镇部分

生态退化及
重建区 2)

(Ⅱ 1)

丰都-忠县沿江重度水土流失治理区(Ⅱ 1-1) 丰都虎威镇部分 、名山镇 、十直镇部分及忠县任家镇 、新生镇及巴营
乡部分农林开发区

万州-云阳农林复合经营与重度水土流失控制
区(Ⅱ 1-2)

万州区天城镇 、熊家镇 、新田镇部分及太龙镇各镇部分 、小周镇以及
云阳县双江镇 、人和镇等区域

双路镇-高家镇农业中度水土流失治理区(Ⅱ1-3) 丰都双路镇-高家镇农业开发区

农业生态亚区 2)

(Ⅱ 2)

丰都-忠县低丘陵生态农业区(Ⅱ 2-1)
丰都洋渡镇 、兴义镇部分 、忠县东溪镇 、乌扬镇 、复兴镇 、石柱县西沱
镇等沿江丘陵地带

忠县-万州中度水土流失控制区(Ⅱ 2-2) 万州新乡镇 、燕山乡及新田镇部分农林区

森林生态亚区 2)

(Ⅱ 3)

双路镇-高家镇水土涵养区(Ⅱ 3-1) 丰都县双路镇 、兴义镇及高家镇三个镇的林区

忠县-万州农林复合经营与中度水土流失治理
区(Ⅱ 3-2)

忠县干井镇 、石宝镇部分 、大岭乡 、涂井乡及万州区鹿井乡 、石桥乡 、
武陵镇

丰都水土涵养区(Ⅱ 3-3) 丰都县树人镇部分及十直镇部分 、忠县任家镇部分及望水乡

中部移民城镇
发展亚区 2)

(Ⅱ 4)

丰都移民城镇生态建设区(Ⅱ 4-1) 以丰都县城为主的滨江地带

忠县移民城镇生态建设区(Ⅱ 4-2) 以忠县县城为中心 , 包括石宝镇 、涂井 、大岭 、黄金 、巴营 、新生 、望
水 、任家等城镇部分区域

万州移民城市生态建设区(Ⅱ 4-3) 万州市区(中心城区及近郊熊家组团 、高粱组团 、高峰组团 、长岭组
团 、新田组团)

云阳移民城镇生态建设区(Ⅱ 4-4) 以县城为中心 ,包括黄石 、关市 、养鹿 、高阳 、栖霞等乡镇.

生态退化及重建区 3)

(Ⅲ 1)

云阳沿江南岸森林生态恢复与重度水土流失
治理区(Ⅲ 1-1) 云阳县红猴镇 、云阳镇 、宝塔乡 、栖霞乡等沿江低山区

云阳沿江北岸森林生态恢复与重度水土流失
治理区(Ⅲ 1-2)

云阳县凤鸣镇 、故陵镇 、宝坪镇 、红猴镇 、奉节县万胜乡 、长凼乡等沿
江低山区

森林生态亚区 3)

(Ⅲ 2)

云阳-奉节水土涵养与森林生态恢复区 (Ⅲ 2-
1) 奉节甲高镇 、新治乡 、九树乡及江南乡部分低山至中山

巫山巫峡水土涵养生态区(Ⅲ 2-2) 巫山铜豉镇 、南陵乡 、建坪乡 、望霞乡及田家乡

巫山巫峡中度及重度水土流失治理区(Ⅲ 2-3) 巫山抱龙镇 、珞石乡及石碑乡部分

奉节-巫山水土涵养与森林生态恢复区 (Ⅲ 2-
4)

奉节永乐 、白地镇 、前进 、长函乡直至巫山大溪 、曲尺 、龙井乡 、巫峡
镇 、两坪乡

农业与移民城镇

发展亚区 3)

(Ⅲ 3)

奉节移民城镇生态建设区(Ⅲ 3-1) 以奉节县城为主的滨江地带

巫山移民城镇生态建设区(Ⅲ 3-2) 以巫山县城为主的滨江地带

　　注:1)库区西部平行岭谷丘陵低山生态区(Ⅰ);2)库区中部平行岭谷丘陵低山生态区(Ⅱ );3)库区东部低山中山峡谷生态区(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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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区域发展对策建议

三峡库区是长江上游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屏障和西部生态环境建

设的重点 ,在促进长江地区经济发展 、东西部地区经济交流和西部大开发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由

于自然生态条件及人为干扰综合作用的结果 ,库区沿江各区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生态敏感单元 ,总体而言

重庆都市圈和涪陵至万州市区沿江丘陵低山区的生态敏感度较低 ,库区下游万州部分至云阳 、奉节和巫山

区段生态敏感度相对较高 ,更易受城镇开发 、自然灾害的影响 ,库区上游则因部分地区垦殖过高易发生水

土流失.

在区域发展对策上 ,水土流失和地质灾害易发的敏感区域应当重点改善农林业耕种开发条件 ,对于沿

江坡度在 25°以上的坡耕地和荒草地 ,结合退耕还草和退耕还林实施坡改梯改造工程 ,积极发展以经济林

建设 、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和优质果品基地建设为主的农林复合经营模式. 同时还应当禁止任何可能加剧

山体结构破坏的开发建设以有效遏止水土流失 ,尽可能保持沿江山体自然原貌.

沿江城市和城镇发展区作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建设的重要节点 ,如万州 、云阳等宜着重于城镇

发展与三峡旅游风光带开发的协调 ,在尊重三峡库区自然环境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尽可能维持沿江山系 、水

系的原有景观风貌 ,合理布局沿江城镇及产业带体系 ,尽可能限制和改变沿江就地移民设置城镇 、开山修

路 、采矿建厂等破坏山体及沿岸工程地质结构的不合理活动.同时强化城市集聚及经济辐射功能 ,加强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重点地段系列规划与建设工程丰富都市生态景观 ,创建健康 、舒适 、适宜人居的城市.

对于奉节以下至巫山三峡库区最关键的沿江景观风貌带 ,由于其本身较高的生态脆弱性而不适宜于

大规模的城镇建设及农业开发 ,宜适度发展小城镇并重点加强移民迁建城镇的总体规划与城镇建设 ,依托

长江三峡旅游资源优势建设国家级特色旅游城市. 在区域整体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宜加强沿江山系生态恢

复 ,特别是加强周围山丘 、河流两岸的绿化 ,将山坡绿地 、林地 、果园 、沿河防护绿化带组织成为立体化 、多

层次的城镇外围生态绿化圈 ,重塑名城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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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eases, tumor, resp ira to ry diseases dom ina ted the tota l proportion o f 10m ajo r diseases. M ortalities o f c ircu la tion disea-

ses and tum or showed the increasing tendency, whilem ortality o f resp ira to ry diseases decreased gradua lly. Differences of

causes ofm ajo r diseases, mor ta lities and re lativem or ta lity ra tios ofm ajo r diseases be tw een c ityw ide, urban and suburban

residents can be partly regarded as diffe rent responses of hum an health to the env ironm enta l stresses. H oweverw ithmore

intensive u rbaniza tion and its expansion to suburb , responses to env ironm enta l stresses o f urban and subu rban residents

tend to be consistent, wh ich reflec ts the shrinking diffe rences in env ironm ents o f c ityw ide, urban and suburban. It w ill

interpret accumu la tive effects o f env ironm enta l stresses on human health and fu rther prov ide fundam en ta l m ateria ls fo r

pred icting po tentia l env ironm en ta l risk in the future to incorpora te routine env ironm enta lm onito ring data and histo rical

epidem ic survey data.

K eywords:u rbaniza tion;hum an hea lth;mortality;Shangha i;urban transfo rm 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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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 ies on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Regionalization i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Area:The Case of Chongqing Section

ZHENG X iao-x ing, ZHANG Hao, WANG X iang-rong
(D epartm ent of Env ironm ental S cience and Engineering , Fudan Un iversity, Shangha i 200433, Ch ina)

Abstract:Eco log ica l function reg iona liza tion is the founda tion o f the scientificm anagem ent fo r the reg iona l eco-env iron-

men ta l conserva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Th reeGorges Reservo irA rea of the Yang tze River (Chongqing sec tion), w hich

covers an area abou t 11 000 km
2 , w as taken as a case. Bym eans o f theA rcGIS da tabase p latfo rm and its spatial ana lysis

function , the regiona l eco log ica l sensitivity (measured w ith RESI) and ecosystem serv ice im portance (measured w ith

RESII) assessm ent were perfo rmed according to the estab lished guide lines. Based on the resu lt of quantita tive assessment

and the qualita tive analysis o f reg iona l eco-env ironm ental charac te ristics, the study area w as div ided in to 3 eco-reg ions,

11 sub eco-reg ions and 34 eco-func tiona l zones. Corresponding ly, the integratedm anag ing coun te rmeasures of the key re-

g ions w ere d iscussed.

K eywords:Eco log ica l sensitivity;Ecosystem serv ice function;E co log ical func tion reg ionalization;Three Gorges Reser-

vo irA 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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