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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可以反映其土地利用的特点和优劣势,为土地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依据。

以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为例,从土地利用数量结构、空间结构和组合结构三个方面分析其土地利用结构特征。结果

表明,大丰区土地利用类型较为集中且复杂程度不高,主要用地类型为耕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城镇村及工矿用

地;各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水域及水利设施的空间分布比较集中,而园地、林地和交通运输

用地的分布比较分散;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耕地是大丰区土地利用组合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研究区应科学开

发利用沿海滩涂,确保耕地的优势地位并严格控制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的面积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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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滩涂潜藏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广阔的生态、环境、水文、地质等价值,是一种重要的综合资源。我国目前仍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有限的土地资源难以满足人们日渐增长的需求,为了开辟更加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和挖掘更加丰富的物质资源,沿海滩

涂的深度开发与利用成为人们新的关注点。 

学术界对沿海滩涂土地利用方式的演变、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展开了大量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沿海滩涂大

部分已被围垦和开发利用,导致沿海滩涂脆弱的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发生明显变化,但对于土地利用结构特征的研究还不够深

入。分析土地利用结构可以反映一个区域土地利用的特点和优劣势,是对其实施动态监督管理和有效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

合理开发利用土地以及编制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依据。 

江苏省沿海滩涂资源丰富,其中盐城市滩涂面积占全省滩涂总面积的 60%以上。本研究以盐城市大丰区沿海滩涂地区为研究

对象,从土地利用数量结构、空间结构和组合结构三个方面分析其土地利用结构,总结土地利用结构特征,以期为进一步开发沿海

滩涂资源、最大限度发挥其土地利用价值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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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区概况 

大丰区是江苏省盐城市市辖区,地处江苏沿海中部,位于北纬32°56′～33°36′,东经 120°13′～120°56′,其东临黄海,

西连兴化市,南与东台市接壤,北与盐城市亭湖区交界,拥有 112km长的海岸线。全区总人口 72万,总面积 3059km²,下辖 11个镇、

2个街道、两个省级开发区,境内有江苏省属农场 3家、上海市属农场 1家。大丰区属于淤积平原,地质为湖相、河相、海相三者

交替的沉积物,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地质地貌特征,地形南宽北窄,呈不规则的三角形,有多条入海河流,同时拥有总面积 1000km²的

滩涂湿地和总面积 1000多km²的辐射沙洲——东沙岛。 

1.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主要包括 2016 年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以及相关年份的统计年鉴。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结合大丰区

土地利用实际情况,将全区土地分类为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其他土地在内的 8种土地利用类型。各土地类型面积分别为 1359.46km²、47.97km²、34.32km²、21.48km²、248.15km²、61.60km²、

1114.99km²、120.35km²。 

2 研究方法 

参考现有土地利用结构研究相关文献,本研究选取形状指数、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分维数指数和分离度指数等 5个指

标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和空间结构,采用罗伦兹曲线法和威弗—托马斯的组合系数法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组合结构,从

而研究大丰区土地利用结构特征。 

2.1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分析指标 

2.1.1形状指数。 

形状指数表示景观类型的斑块与真圆形的比较,用于测定斑块形状的复杂程度。形状指数 I 越大,表明斑块形状与圆形相差

越大,斑块形状越复杂;I最小值为 1,此 

 

2.1.2多样性指数。 

多样性指数反映了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的复杂程度,其值越高,土地利用的多样性程度越高。其计算公式为: 

 

2.1.3优势度指数。 

优势度指数用于测量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构成中一种或一些土地利用元素类型支配作用的程度,即斑块体在土地利用中的重

要程度。优势度指数越大,说明该类斑块在整个区域的地位越重要,对土地利用的支配作用越大。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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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 为某土地类型的某图斑的形状指数;P 为某土地类型的某图斑的周长;C 为与该图斑等面积的圆的周长;H 为研究区土

地利用多样性指数;m为土地利用类型总数;Si为斑块类型 i在研究区中出现的概率;Dg为研究区优势度指数;Hmax为研究区最大

多样性指数。 

2.2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分析指标 

2.2.1分维数指数。 

分维数主要反映土地利用斑块的形状和面积大小之间的相互关系,可采用周长——面积法测定,其理论范围为 1.0～2.0,1.0

代表形状最简单的正方形斑块,2.0表示等面积下形状最复杂的斑块。其计算公式为: 

 

2.2.2分离度指数。 

景观分离度指某一景观中不同斑块个体空间分布的离散(或聚集)程度,正确评价景观分离程度对于全面认识景观格局的特

点是十分重要的。分离度指数的值越大,表示斑块越离散,即斑块之间的距离越大,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D为某地类斑块的分维数指数;P为该景观类型的周长;A为该景观类型的总面积;SI为某种景观类型的分离度指数;L为

该景观类型的距离指数;S为该景观类型的面积指数;n为景观类型的斑块数;A 总为研究区景观总面积。 

2.3土地利用组合结构分析方法 

2.3.1罗伦兹曲线法。 

采用罗伦兹曲线来测度大丰区八种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在区域上的集中程度。研究首先根据土地调查数据分别计算某一区域

不同土地类型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将它们由大到小顺序排列起来,然后计算累计百分比,并据此绘制曲线图,通过对曲线的比

较得出结论。 

2.3.2威弗一托马斯的组合系数法。 

采用威弗一托马斯的组合系数法来分析大丰区的土地数量结构的组合特点。其具体步骤为:(1)把各种土地类型按面积相对

比例由大到小顺序排列;(2)假设土地只分配给一种类型,这一种类型的假设分布即为 100%,其它类型的假设分布为 0;如果仅分配

给两种类型,那么这两种类型的假设分布为 50%,其它类型的假设分布为 0;以此类推,如果土地均匀分配给 8 种类型,则它们的假

设分布均为 12.5%;(3)计算比较每一种假设分布与实际分布之差的平方和;(4)选择假设分布与实际分布之差的平方和最小的假

设分布组合类型,这种组合类型即为该区域土地组合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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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分析 

各景观类型形状指数计算结果见图 1。大丰区各景观类型形状指数由低到高顺序为:草地<其他土地<林地<园地<城镇村及工

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耕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8 个景观类型中,草地的形状指数最小,仅为 2.14,这是因为草地的斑块总面

积在研究区中占比较小,且斑块形状较为简单、规则。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的形状指数最大,为 35.43,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的斑

块多为狭长形态,加上受地形条件影响,进一步增加了其形状的复杂程度。 

 

图 1大丰区各土地利用类型形状指数与优势度指数 

注:Ⅰ为耕地;Ⅱ为园地;Ⅲ为林地;Ⅳ草地;Ⅴ为城镇村及工矿用地;Ⅵ交通运输用地;Ⅶ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Ⅷ其它土地。 

大丰区土地利用类型多样性指数为 0.56,而江苏全省的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为 0.63。大丰区土地利用类型多样化指数低于

全省平均水平,这说明大丰区的土地利用类型较为集中且复杂程度不高。分析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占比不难发现,大丰区的用

地类型主要集中在耕地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这两种用地面积之和占整个研究区的 82.25%。 

大丰区 2016年各土地利用类型的优势度指数见图 1。由柱形图可见,大丰区的耕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这两个土地利用类

型的斑块优势度远高于其它土地利用类型的斑块优势度,分别为 74.90和 58.26,反映出大丰区土地利用类型比例不均衡。由于耕

地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的面积远大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势必导致这两种用地类型的优势度指数偏高。优势度指数与多样性指

数呈负相关,耕地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优势度高也侧面说明了大丰区景观多样性程度较小。 

3.2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分析 

大丰区各个土地利用类型的分维数相差不大,大多位于 1.60～1.69之间。草地与其他土地的分维数较小,仅为 1.31左右,说

明大丰区这两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斑块形状较为规则。而交通运输用地的分维数达到了 1.80,相对较高,说明该类土地利用类型的

斑块形状较复杂。这是因为交通运输用地的斑块形状多呈狭长状,远远偏离正方形的形态,且该用地类型遍布整个研究区,斑块数

量较多,其分维数指数相较于研究区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分维数指数就会偏大。 

大丰区各个土地利用类型的斑块分离度指数相差较大,最低为 0.64,最高为 7.05。其中水域水利设施用地和耕地的分离度相

对较小,表明这两种用地类型的空间分布比较集中,且在整个区域内占相对主导地位。而分离度相对比较高的是园地、林地和交

通运输用地,说明它们的分布比较分散,且面积比较小,从而导致分离度较大,在整个研究区的地位低于其它土地利用类型。 

3.3土地利用组合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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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伦兹曲线图见图 2,大丰区各土地利用类型的罗伦兹曲线增长速率相近,均较为缓慢,且在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处发生了明

显的转折。此外,该罗伦兹曲线起点较高,可以认为在起点处,即耕地处也发生了明显转折。这表明,大丰区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

集中在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耕地这两类,充分体现了以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耕地为主的沿海滩涂地区的土地利用特点。 

 

图 2大丰区各土地利用类型罗伦兹曲线 

注:Ⅰ为耕地;Ⅱ为园地;Ⅲ为林地;Ⅳ草地;Ⅴ为城镇村及工矿用地;Ⅵ交通运输用地;Ⅶ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Ⅷ其它土地。 

依据威弗一托马斯组合系数法的原理和步骤,进一步分析大丰区的土地数量结构的组合特点可知,大丰区土地利用类型的假

设分布与实际分布之差的平方和最小为 283.08,相对应的土地利用组合类型为第 2 种类型组合,即耕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该类型组合表示大丰区的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和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为主,反映大丰区土地利用整体功能偏低,土地利用方式较

为单一。 

4 结论 

(1)由多样性指数、斑块密度和优势度指数分析可知,2016年大丰区的用地类型集中程度较高,主要用地类型为耕地、水域及

水利设施用地和城镇村及工矿用地。而形状指数分析说明,大丰区 8个景观类型中,草地最简单,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的斑块形状

最为复杂。 

(2)各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上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由分离度指数可知,大丰区的水域及水利设施的空间分布比较集中,而园

地、林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的分布比较分散。分维数指数表明草地与其他土地的斑块形状较为规则,而交通运输用地在空间上的斑

块形状较复杂。 

(3)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耕地是大丰区土地利用组合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罗伦兹曲线进行土地利用集中化程度分

析可知,大丰区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集中在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耕地这两类。而组合系数法进一步说明了大丰区土地利用组合

类型为耕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的组合。 

研究结果表明,作为典型的沿海滩涂地区,盐城市大丰区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面积广泛,在空间上的分布较为集中,反映了沿

海滩涂地区的特点。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耕地的组合结构是大丰区土地利用的主要组合结构,同时城镇村及工矿用地在研究区

的优势度也较高,因此,为保障耕地在沿海滩涂区域的优势地位,应尽快落实耕地保护政策、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并严格控制城镇

村及工矿用地的面积与分布,科学规划,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最大限度地发挥沿海滩涂地区作为重要后备土地资源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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