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低山丘陵地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分析

——以重庆市潼南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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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2015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为主要数据源，借助 ARCGIS 和 Fragstat 等工具，选取了景观格局中

的斑块面积、面积百分比、斑块密度、斑块平均面积、斑块面积变异系数、斑块平均形状指数、平均斑块分维数、

景观类型聚集度等 8 个指标进行了计算、分析。揭示了重庆市潼南区土地利用景观以耕地为主，且耕地后备资源不

足、城乡建设用地粗放、林地布局分散等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情况，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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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景观生态学在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旅游规划、环境和自然保护规划等方面广泛应用。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及其

变化是人类对土地资源的干预所产生的一定区域生态环境体系的综合反映。景观斑块的类型、大小、形状、数量等既是各种因

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又影响着该区域的生态过程，因此，对某区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的研究，是揭示该区域土地利用状况

是否合理的有效手段之一
[4]
，也是理解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重要途径。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景观生态学方法来表征研究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空间特征，量化地反映出土地利用景观结构特征。参照景观生态

学中众多景观格局指标，结合研究区域的特征和研究需要，选取斑块面积（CA）、面积百分比（PLAND）、斑块密度（PD）、斑

块平均面积（AREA_MN）、斑块面积变异系数（AREA_CV）、斑块平均形状指数（SHAPE_MN）、平均斑块分维数（FRAC_MN）、景

观类型聚集度（AI）等 8 个景观格局指标来定量描述研究区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特征，同时通过 Fragstat4.2 软件来计算完成相

关景观格局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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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研究区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数据格式为 SHP 矢量文件。结合研究区具体特征，采用我国土地

利用二级分类标准方法，将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划分为 9 个大类，依次分别为耕地、园地、林地、其他农用地、城乡建设

用地、交通用地、其他建设用地、水域、未利用地
[8]
。基于 ArcGIS 空间分析软件平台，绘制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空间分布图，

并将其转换为 10×10 米的栅格。

2 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重庆市潼南区。潼南区位于长江上游、重庆市西北部，地处渝蓉直线经济走廊，西部和北部与四川

省接壤。潼南区属四川盆地浅丘地区，海拔在 300 ～ 450m 之间，其中丘陵面积 1256.11km
2
，河谷面积 122.67km

2
，台地面积

74.87km
2
，分别占幅员面积的 79.4%、7.8% 和 4.7%。潼南区水资源丰富，涪江、琼江贯穿境内，流程达 194km，另有大小溪河

73 条，呈树状排列。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以潼南区 2015 年变更调查数据为基础。

3 土地利用现状与景观格局分析

3.1 土地利用现状

将潼南区 2015 年土地利用现状按照上文中的景观类型划分后， 农用地 1351.06km
2
、建设用地 173.44km

2
、未利用地中

60.07km
2
， 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 85.26%、 10.95%和 3.79%。农用地中， 耕地 1146.20km

2
、园地 29.44km

2
、林地 151.69km

2
、其

他农用地 23.74km
2
，分别占农用地的 84.84%、2.18%、11.23%、1.76%。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 163.52km

2
、交通用地 8.35km

2
、

其他建设用地 1.57km
2
，分别占未利用地的 94.28%、4.81%、0.90%。未利用地中，水域 45.47km

2
、未利用地 14.60km

2
， 分别占

未利用地的 75.70%、24.30%（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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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景观格局分析

3.2.1 总体结构特征。由表 1 可以看出，潼南区土地利用中耕地面积所占比重最大，接近潼南区土地总面积的 3/4，主要

是因为潼南区为传统的农业区，且目前仍然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城乡建设用地占有一定比重，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10%，主要是潼

南区近年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成区面积大幅度增长，而农村建设用地复垦进度滞后，因此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较大。

林地也占有约 10% 的比重，主要是因为潼南区地形为低山丘陵区，尤其是潼南区南部、东部及涪江、琼江沿线分布有较大面积

的林地。交通用地所占比例较低，表明交通条件仍需进一步改善。未利用地比例较低，表明耕地开发潜力较低。

3.2.2 斑块面积特征。潼南区各类型景观中，耕地面积占比最大，可以反映出潼南区还是传统的农业区，且分布广，斑块

面积差异大。城乡建设用地斑块面积变异系数在各景观类型中最高。其他类型景观斑块面积和斑块变异系数低于耕地和城乡建

设用地。潼南区这种景观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该区为低山丘陵地形。耕地主要分布在地势较为低平，土壤和水利条件较好的

区域，且分布在该区域的耕地斑块面积较大，而分布在地势较高的丘陵区的耕地面积较小，且斑块面积较小。城乡建设用地中，

尤其是农村建设用地由于地形的原因，布局较为分散，造成面积差异大，破碎度高。

3.2.3 斑块形状特征。本研究选取斑块平均形状指数和平均斑块分维数来分析各景观类型的形状特征。景观类型的平均形

状指数和平均分维数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各景观类型的斑块平均形状指数和平均斑块分维数中交通用地和水域最大，这是因为

交通用地和涪江、琼江等水域多为狭长形态，再加上受地形条件影响，进一步增加了其形状的复杂程度（见图 1）。

3.2.4 景观类型聚集度特征。各景观类型的聚集度指数都较高，尤其是耕地最高，园地、林地、水域、未利用地次之，这

与人类活动的强烈作用相关。潼南区是传统的农业大区，经过连续不断的土地整治等方式提高了耕地、园地等农用地的聚集度。

林地主要分布在地势较高的丘陵区，布局较为集中且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其聚集度较高。水域主要为涪江、琼江两大河流，

未利用地主要为分布在河流两岸的滩涂、裸地等，其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其聚集度也处于较高水平（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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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潼南区是典型的以农业用地为主的景观格局。耕地所占比重最大，但面积变异系数也较大，表明有一些面积较小的斑块存

在，其抗干扰的能力较差，容易消失。该区的城乡建设用地和林地比重也较大，这与该区低山丘陵的地形条件密切相关，城乡

建设用地中的农村建设用地只能以“小集中大分散”的形式分散布局，而受人为活动影响较小的地势较高的丘陵地区适宜林地

布局。未利用地所占比重小说明耕地后备资源不足，交通用地比重小说明交通条件有待进一步加强。

鉴于此，建议潼南区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合理化布局：一是要加强对耕地的保护，通过采取

土地整治、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等措施进一步提高耕地在各景观类型中的比重、聚集度。二是节约集约用地，积极盘活存量建

设用地，尤其是农村建设用地。在充分征求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对废弃宅基地进行复垦，对申请的新建农村宅基地，严格按照

农民新村、村规划等规划进行审批。三是进一步强化内部交通。潼南区目前已有高速公路、高铁、水路等各类便捷的对外交通，

但是区内镇镇之间、镇村之间、村村之间的内部交通仍然不够便利。需通过加密交通建设，进一步完善内部交通，加强农村与

城镇之间的联系，形成较为完善的路网系统，避免交通成为该区发展的瓶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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