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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县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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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利用土地动态变化模型,对峨山县 20092014年间的土地利用时空动态变化进行浅析,探求县域土

地利用动态变化的规律以及特征,其分析结果为分析峨山县未来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趋势及推动峨山县土地资源的合

理有效利用提供了基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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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峨山县虽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很好成果,但是一些土地利用问题仍然存在。为了能更有效的发现并解

决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对目前的土地利用的现状、历年来的动态变化规律进行系统和科学的分析与研究。本文通过

在峨山县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对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进行浅析,从而得到近年来峨山县发展中的土地利用整体的变化情况。 

2 峨山县土地利用现状 

2014 年,全县土地总面积 193,206.29hm2,占全市总面积的 12.93%。其中:农用地 178,729.55hm2,占土地总面积的 92.51%;建

设用地 8179.03hm
2
,占土地总面积的 4.23%;其他土地 6297.71hm

2
,占土地总面积的 3.26%。 

3 峨山县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 

3.1土地利用数量变化分析 

土地利用数量变化是区域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分析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包括土地利用变化的幅度和速度两个方面。土地利用变

化总的态势和结构变化特征,都可以通过对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的分析得到。其中根据峨山县 2009~2014年的土地利用现状统计数

据显示土地利用变化幅度较小,土地利用结构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本文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采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来定量描述。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反映的是研究区域内某一种土地利用

类型在研究时段范围内的数量变化情况,其表达式如下:其中:K 表示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度;Ua 表示研究初期某一土地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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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积数量;Ub表示研究末期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数量;T表示研究时段长。 

 

根据公式 1计算出峨山县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 

综合分析所有土地类型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除了交通运输用地的达到 l%以上之外,其他的都比较小,反映出五年内峨山

县各类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速度不快。 

3.2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分析 

土地利用程度一般是通过分析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和土地利用率等指标来反映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的情况。 

其中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的表达式: 

 

根据公式 2得出:峨山县 2009年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La=216.28;2014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 Lb=216.48,表明峨山县

在研究时段内人类活动对该区域土地利用的影响程度不大,土地利用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土地利用率可以从空间和时间这两个范围上反应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程度的变化,它不仅可以反映区域土地开发利用的情况,

而且还可以反映出该地区可供利用的后备土地资源的状况,其表达式是: 

土地利用率=己利用土地面积/土地总面积×100%=(1一未利用地/土地总面积)×100% 

根据峨山县 2009 年与 2014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计算得到:2009 年和 2014 年的土地利用率都达到了 96.74%,超过了 95.00%,

可见峨山县的土地利用率水平整体相对较高。 

3.3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变化分析 

本文通过采用一些景观生态学上的指标和参数,对峨山县土地利用变化所导致的空间格局变化做深一步的分析。 

3.3.1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 

通过分析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我们可以了解到研究区域中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所占的面积比例,反映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的复杂程度和多样程度。其表达式如下: 

 

其中:H 表示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m 表示研究区域范围内不同种类的土地类型;Pi 表示不同种类土地类型的面积与土地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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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比值的百分比;若 H的值越大,则表明土地利用多样性的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 

根据峨山县 2009~2014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通过公式 4 计算得到,峨山县 2009 年的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为 0.93;然而,2014

年的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也一样为 0.93,反映出了近五年来峨山县土地利用多样性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3.3.2土地利用优势度指数 

优势度指数与多样性指数成相反关系,对于土地利用类型数目相一致的区域,D值越大,H值反而越小。其表达式如下: 

 

其中:Hmax=ln(m),是多样性指数的最大值;计算值 D 越大,表示一种或少数几种土地类型占优势;计算值 D 越小,表示各组成

土地类型所占比例较为接近。 

由公式 5计算得到:2009年峨山县的土地利用优势度指数为 0.21;而 2014年的也为 0.21。可见 D值很小,反映出各土地利用

类型所占比例较为接近。 

4 结论 

通过对峨山县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定量与定性的分析,从而得到近年来峨山县发展中的土地利用整体的变化情况,具体表现

为土地利用结构整体变化不大;土地利用数量变化幅度较小;土地利用及其多样性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通过本文的分析研究,其

分析结果为分析峨山县未来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趋势及有效推动峨山县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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