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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落是乡村人口空间分布的载体。以横断山区南润县为实证研究对

象．运用 GIS 空间分析和景观格局分析方法对研究区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和景观格局

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以中小型聚落为主，斑块面积相差悬殊。②聚落分布

与气候因素关系最为密切。③东北一西南走向的“热点区”至“冷点区”形成高值、

次高值、次低侦、低值的逐渐过渡特征，总体为集群分布。④中部与北部地区乡村琅

落规模大．空间分布稀硫，形状玻碎不规则；西南部地区康落规模小，空间分布密集

，破碎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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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生产的场所被统称为“聚落”，作为人类活动和生产的中心，聚落被划分为乡村

聚落和城市聚落两类。乡村策落是指乡村地区各种形式的人口居住场所，是我国人口的主要聚

集形式。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背景下，乡村聚落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对国家的

整体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国内外研究进展看，乡村聚落研究主要集中在聚落生态、聚落发展

、空间特征及其演化等内容。近年来，在乡村聚落演变趋势预测研究、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的乡

村聚落发展模式研究、不同地貌形态区的乡村聚落研究、新聚落的构建研究以及跨学科的综合

性研究也取得了较大成就。本文以云南省大理州南润县为实证研究区域，运用 GIS 与定量分析

方法分析横断山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以期对研究区农村居民点规划与建设提供

科学依据和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南润彝族自治县位于 24°39'-25°10'N.100°06‘一 100°41'E，地处云南省的西部、大

理白族自治州的南端（图 1，彩图见封二），总面积 1738.60km2。研究区地处云南省西部横断

山系纵谷区，地势由中南部向东北、西南逐渐降低，境内地形复杂多样，地质结构特殊，形成

了一个以高山和中山为主体的山地地貌特征。研究区特殊的地形地貌形成了干湿季分明、四季

气候不明显、雨热同季的低纬山地季风气候，海拔范围在 889-2892m 之间，年平均气温 19.4CC

，年降雨量 555mm，年日照时数 2272.4h，年极端最高气温 34.4°C。截止 2013 年全县总人口

21.4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20.11 万人，生产总值 33.76 亿元，人均收入 15132 元；少数民族

以彝族、白族、哈尼族、壮族等为主，人口为 11.13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49.89%。



1.2 数据来抓与处理

数据来源：研究采用的 DEM 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www.gscloud.en)，其空间分辨率

为 30m；行政区划矢量图来源于科学数据库中的人地关系主体数据库(www.data.ac.en)中国

1:400 万基础地理要素数据集；遥感数据为 2010 年 Landsat'FM 数据 l 景，辅以南润县 2009

年第二次上地调查农村土地利用数据库、南润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和 2013

年的（南润县统计年鉴》。

数据处理：CDENVL5.0 对研究区影像图进行校正，通过计算机监怪分类和目视解译提取出

农村居民点数据，结合 AreGIS10.1 软件，生成乡村聚落居民点分布专题图，并保存为 Shapefile

矢量格式。②运用 AreGIS 软件中转换工其将矢 I 数据转换为姗格数据，考虑到精度和计算机

的运行能力，将翰出姗格单元大小设量为 5mx5m，导人 Fragstats4.0 进行景观格局指数计算

。

1.3 研究方法

空间分析：结合前人的研究方法（表 1)，运用 Arc 一 CIs 中的核密度估算、“热点”探侧

、Voronoi 图以及山此计算变异系数值进行研究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析。



景观格局指数：本文基于景观生态学中的景观格局指数定量揭示乡村聚落的景观格局特征

，参照诸多学者提出的景观格局指标，并结合研究区的实际情况，遵循选取具有明确意义的景

观格局指数，从中选取斑块总数（NP)、斑块密度（PD)、形状指效(SHAPE-MN)、分维指数（FRAC

一 MN)、平均斑块面积（AREA-MN)、平均最小邻接距离（ENN 一 MN）和最大斑块指数 LPI）来

描述研究区景观格局的特征。

2 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

2.1 基于 GIS 的聚落空间分布

南润县乡村聚落数量众多，截止 2013 年全县共有 1181 个自然村。从南润县乡村聚落分布

图（图 2，彩图见封二）分析，县域聚落斑块总面积为 38.33km2，其中最大的斑块面积 4.56km2

、最小斑块面积 0.40km2，共有乡村聚落斑块 7006 个．研究区聚落分布分散。这主要是由于

研究区乡村聚落斑块面积较小，自然村包括数个空间上邻近的小型聚落斑块，致使统计自然村

数量(1181 个）与提取的乡村聚落斑块数量（7006 个）有较大差异，这与郭晓东等对甘肃省秦

安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得出的结果相似。郭晓东、李胜坤等根据．落斑块的面积将聚落划

分为：独院聚落、小型琅落、中等聚落和大型聚落 4 类，本文根据前人对乡村．落划分的方法

得到研究区乡村聚落规模统计表（表 2）。

从表 2 可知，独院聚落数量为 2256 个，数量百分比达 32.20%，但总面积较小，仅占研究

区总面积的 3.98%；小型聚落斑块数量最多，到达 3834 个，面积占研究区策落总面积的 31.99%

；中型聚落斑块数量为 829 个，面积占研究区聚落总面积的 44.63%；小型和中型聚落成为研

究区乡村聚落斑块的主导；大型聚落占总．落数的 1.24%，面积占总聚落的 19.40%，平均斑块



面积为 8.55hm2，远超过其他规模聚落。总体来看，研究区乡村聚落斑块规模等级分异较明显

。

2.2 基于核密度的聚落空间分布

研究区总面积为 1738.60km2，聚落斑块数为 7006 个。由计算可知，2012 年平均聚落斑块

密度为 4.03 个 /km2，密度较高。为了进一步研究 乡村聚落分布的空间差异特征，通过

ArcGIS10.0 导出聚落斑块，运用 FeatureToPoint 模块提取乡村聚落斑块的中心点，借助

SpatialAnalyst 工具下的 Kernel 方法生成研究区聚落密度图（图 3，见封二）。从图 3 可见

，研究区乡村聚落斑块在空间分布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可分为两大类：策落密度分布最高

(9-16.22 个 1km2）的地区集中在李仙江流域的无 I 山镇、宝华镇和由几条支流汇聚流经的南

涧镇，这是由于河谷地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地形宽阔，交通运输方便，水源丰富所致；聚落

密度分布最低（<2 个 1km,）的地区集中在海拔较高的大中山、无量山、灵宝山、凤且山和与

弥渡县相邻的太极顶，这主要是由于高山地区交通不便、地形崎岖、自然环境较差，不利于人

类生产生活。②聚落密度分布最高(9-16.22 个／km2）的地区集中在拥翠镇的中部、碧溪镇的

东部、公朗镇的西北部、小湾东镇的中部和东部的海拔相对较高的地区；聚落密度分布最低（

<2 个／km2）的地区集中在海拔较低的澜沧江河谷及其周围地区，这种分布主要是由于干热河

谷地区气候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在相对较高的山坡地区气候相对适宜、生态

环境较好，有利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2.3 基于空间“热点”探侧的聚落空间分布

利用 ArcGIS 中的 SpatialStatisticsTools 工具的 HotSpots 模块对研究区乡村聚落用地

规模的空间“热点”探测分析见图 4(封二）。南涧镇中部和宝华镇中部形成了较大规模乡村琅

落集中分布的“热点区”，在小湾东镇西南部和拥翠乡的个别地区形成了局部“热点区”；在

无量山镇的南部、公朗镇的大部、小湾东镇的北部和碧溪镇的大部形成了小规模乡村聚落集聚

的“冷点区”；整个南涧县东北一西南走向的“热点区”-“冷点区”形成高值、次高值、次低

值、低值逐渐过渡特征。与乡村聚落点密度分布图相比，热点区次高值区与居民点密度分布中

的较高密度分布区域基本吻合，而最大规模的冷点区与密度较小的稀硫分布区城范围存在着较

大差异，这与研究区特殊的地形地貌条件密切相关，也与李姗姗等对秦巴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

分布的研究结论一致。

2.4 基于变异系数法的离散特证

提取南涧县乡村聚落分布的几何中心（质心），运用 ArcGIS 空间分析工具生成 Voronoi

图并计算变异系数（图 5，彩图见封二)。由图 5 可见，全县的 cv 值为 69%，呈集群分布；从

各个乡镇角度看，无量山镇和宝华镇的 cv 值低于 64%（图 6).属随机分布，其他均呈集群分布

。其中，又以南润镇的 cv 值最高，达到 85%，属于典型的集群分布，这与南润县城位于南涧

镇有密切关系。



3 乡村聚落景观格局特征

3.1 乡村聚落的规模特征

斑块总数（NP)、平均斑块面积（AREA-MN）及最大斑块指数（LPI）可反映乡村聚落的规

模特征，从斑块总数看（表 3)，研究区乡村聚落斑块总数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公郎、南涧

、无量山镇，斑块数目均超过 1000；而乐秋乡、拥翠乡和小湾东镇斑块数量总数较少，表明

研究区东部和东南部乡村聚落斑块数量较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一般认为，乡村聚落的平

均斑块面积（AREA 一 MN）与聚落规模呈正相关性。从表 3 可见，拥翠乡、南润镇和宝华镇的

平均斑块面积较大；而小湾东、碧溪、公郎镇的平均斑块面积较小，南润县乡村聚落呈现出中

部、北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大、西南部地区聚落规模小的地域分异特征。从最大斑块指数（LPI

）来看，宝华镇的最大斑块指数为 8.51、公郎镇为 6.19，表明宝华镇和公郎镇的单个居民点

规模较大，无量山镇和小湾东镇的最大斑块指数分别仅为 2.01 和 2.03，表明其单个乡村居民



点规模较小。

3.2 乡村聚落的分布特征

斑块密度（PD）和平均最小邻接距离（ENN 一 MN)对乡村策落的分布具有指示作用。研究

区斑块密度较高的区域有公郎、碧溪、小湾东镇和乐秋乡，而宝华、无量山、南润、拥翠乡斑

块密度值较小，表明南润县乡村聚落密集区主要集中在西南部地区，而稀疏区主要集中在东北

部地区。从平均最小邻接距离（ENN-MN）中可见，宝华、公郎镇、乐秋、拥翠乡平均最小邻近

距离较小，表明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密集；碧溪、南涧、无量山、小清东镇平均最小邻接距离较

大，表明乡村聚落空间分布较稀疏。

3.3 乡村聚落的形态特征

斑块分维数（FRAC 一 MN)和斑块形状指数（SHAPE 一 MN）体现乡村聚落的形态特征。‘般

认为，其值越高，聚落的形状越不规则，边界破碎程度越高。从表 3 可见，碧溪、公郎镇、乐

秋乡的值较小，表明其乡村聚落形状较为的规则；而宝华、无量山镇、拥翠乡聚落形状不规则

，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布局。

4 结论

本文以横断山区南润县的乡村聚落为研究对象，运用 AICCIS 空间分析平台从面积、核密

度、热点探侧、变异系数对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选取相关的景观格局指数，从聚落的

规模、分布及其形态对其进行了研究，初步得出研究区的空间分布和景观格局特征：①斑块面

积相差悬殊，小型和中型聚落成为研究区乡村聚落斑块的主导。总体而言，研究区乡村聚落斑

块规模等级分异较明显。②聚落分布可分为两大类，且聚落分布与气候因素关系最密切。③东

北一西南走向的“热点区”一“冷点区”形成高值、次高值、次低值、低值逐渐过渡特征，与

乡村聚落点密度分布图相比热点区次高值区与居民点密度分布中的较高密度分布区城基本相

吻合，而最大规模的冷点区与密度较小的稀硫分布区域范围存在着较大差异。④无址山镇和宝

华镇属随机分布，其他均呈集群分布。⑤中部与北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大，空间分布稀硫，形

状破碎且不规则；西南部地区琅落规模小，空间分布密集，破碎度小。

5 讨论



研究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与景观格局特征，对乡村的规划和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愈义。诸

多学者已对该领域做了大 I 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乡村聚落的空间

形态以及乡村琅落的土地利用，研究区主要集中在黄土丘陵区、平原水乡、盆地等区域。然而

，考虑到山区地形的复杂性、自然因素的多样性，所以在以往研究中对山区的乡村聚落研究较

少。南润县地处滇西横断山区，影响该区域聚落分布和景观格局的因素较多，最核心的影响因

家可归结为自然因素。在分析该区域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和景观格局特征时，不能考虑到所有自

然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在后期研究中需要补充和完善自然因素对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和景观

格局的影响。此外，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中缺乏长时间对研究区乡村聚落动态格

局演变、结合具体地貌环境、影响聚落分布的主要驱动力分析。在后续研究中，可将具体地貌

单元划分出来，探讨时间尺度下影响聚落演化的驱动力，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规划提供理论与

实践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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