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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土地利用结构动态变化研究 

——以镇宁县为例 

肖磐 王刚 张志允 王仕菊
1
 

（安徽省土地勘测规划院，安徽 合肥 230088） 

【摘 要】：县域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调整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优化土地利用布局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

随着经济发展，人地关系出现紧张局面，如何合理利用土地，促进土地利用的良性循环在当前显得十分迫切。以镇

宁县为例，从土地利用数量变化和土地利用结构多样性两个角度，分析研究区域在一定时段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

动态变化及其转换程度，为区域土地利用结构评估和调整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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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调整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优化土地利用布局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实

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化解"三农"难题的制度保障。而县域经济既不同于城市经济，也不同于农村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性

经济。近年来县域经济发展的发展，人地关系出现紧张局面，如何合理利用土地，促进土地利用的良性循环在当前显得十分迫

切。镇宁县处于贵州省中部，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较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意义。现以镇宁县为例分析土地利

用的结构变化，以期为区域土地结构优化方案制定和决策治理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区域概况 

镇宁县地处黔中高原向黔南山地倾斜的斜坡地带，地理坐标为东经 105°35′—106°0′，北纬 25°25′—26°10′，东

与安顺、紫云接壤，南同望谟、贞丰毗邻，西界关岭，北接六枝、普定。全县总面积 171727.53hm2，土壤总面积占全县总面积

的 88.4%，为 151807.14hm2。镇宁县地貌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山多，山地占土地总面积的 63.91%，丘陵占土地总面积的 16.79%；

二是南北跨度大，高差悬殊，兼有南、北、中北亚热带及南温带四种气候类型，而以北、中亚气候为主，属于亚热带湿润性季

风气候区。 

2 研究方法 

2.1土地利用数量变化分析 

2.1.1土地利用变化幅度分析。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幅度是指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方面的变化幅度，它反映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总量上的变化状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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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类型的总量变化，可以了解土地利用变化总的态势。其数学模型为： 

 

其中，U为某一时段研究时段的土地利用变化幅度；Ua为研究期初的某土地利用类型数量，Ub为研究期末某土地利用类型数

量。 

根据上述公式得出的镇宁县土地变化幅度如表 1所示。 

2.1.2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利用动态度是用来描述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对于比较不同区域之间土地利用差异，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土地利用

的变化趋势有积极的作用。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反应的是某一研究区域一点时期(周期)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其表达式为： 

 

其中，K 为某一时段研究时段的土地利用动态度；Ua 为研究期初的某土地利用类型数量，Ub 为研究期末某土地利用类型数

量；T为研究时段，这里时段单位设置为年以体现年变化率。 

计算结果见表 1。 

表 1镇宁县 1992-2010年的各项土地类型的动态变化 

地类 1992年面积(hm2) 2010年面积(hm2) 土地利用变化幅度(1992-2010) 土地利用动态度(1992-2010) 

耕地 68170.17 52523.15 -15647.02 -1.28% 

园地 51.53 1116.42 1064.89 114.81% 

林地 39504 66023.21 26519.21 3.73% 

牧草地 29439.07 25763.48 -3675.59 -0.69% 

其他农用地 51.53 34.35 -17.18 -1.85% 

城乡建设用地 2662.23 3108.79 446.56 0.93% 

交通运输用地 412.22 1133.59 721.37 9.72% 

水利设施用地 291.99 1082.07 790.08 15.03% 

未利用地 31173.81 20971.47 -10202.3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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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耕地和未利用地减少较多，而林地和建设用地有所增加。镇宁县林地面积的比重从 23%增加到 38.44%，

未利用地的比重从 1992年的 18.15%减少至 2010年的 12.21%，耕地面积从 39.69%减少到 30.58%。耕地虽然只减少了 9.11%，但

其基数较大，反而是各类土地中面积减少最多的，达到了 15647.02hm
2
。 

2.2土地利用结构多样性分析 

土地利用系统是复杂的开放的系统，它是在区域的经济、社会、技术以及政治变化共同左右下形成的，在空间上则表现为

景观的变化。土地利用的结构差异可以采用景观生态学中相关的结构数量分析法进行分析[3]。景观生态学中景观类型多样性指数

“H”是用来衡量土地类型的齐全程度或者多样化状况，土地的景观多样性指数即土地利用信息熵。 

土地利用信息熵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区域内各种职能的土地所占比例是否均匀；在职能总数一定的情况下，土地利用越有

序，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越小，反之土地利用越无序，信息熵会越大。因此，一般情况下发展比较成熟、经济状况比较好的

区域，土地利用的信息熵比较小。 

假定一个区域用地总面积为 S，该区域的用地类型可分成 n种，各类用地的面积为 Si(i=1，2，…，n)，则有： 

 

各类用地占该区域用地总面积的比例为 Pi=Si/S。显然，Pi具有“归一性”。 

依照香农多样性指数计算方法，即： 

 

表 2镇宁县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分析 

地类 1992年面积(hm2) 2010年面积(hm2) 1992lnpi 2010lnpi 

耕地 68170.17 52523.15 -0.9241 -1.1848 

园地 51.53 1116.42 -8.1117 -5.036 

林地 39504 66023.21 -1.4697 -0.9561 

牧草地 29439.07 25763.48 -1.7638 -1.8971 

其他农用地 51.53 34.35 -8.1117 -8.5172 

城镇用地 2662.23 3108.79 -4.1669 -4.0118 

交通运输用地 412.22 1133.59 -6.0323 -5.0207 

水利设施用地 291.97 1082.07 -6.3771 -5.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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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利用地 31173.81 20971.47 -1.7065 -2.1029 

 

计算得出，镇宁县 1992年的土地利用信息熵是 1.4116，其 2010年的信息熵为 1.4432。镇宁县土地利用信息熵有所增加，

反映出镇宁县土地利用结构正向无序化状态逼近。 

3 结论与讨论 

3.1耕地和建设用地呈“一增一减”两级变化趋势 

耕地面积从 6.82万 hm2减少到 5.25万 hm2，是各类土地中面积减少最多的，减少面积达 1.56万公顷。建设用地增加较多，

2010年交通运输用地、城镇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加起来达 5324hm2，相比 1992年增长了 58.16%。 

耕地和建设用地出现两极变化趋势原因主要有：一是建设用地的占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占

用耕地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坚持因地制宜、合理规划、集中连片开发的原则，减少宝贵耕地资源

的浪费。二是农业结构调整造成耕地资源的流失。镇宁县在农业结构调整中，没有充分考虑用地结构的合理性，加大了土地利

用结构的不合理性。此外，因自然灾毁等其他原因而导致耕地转变为未利用地，也是耕地资源流失的重要原因。 

3.2生态用地增长显著 

1992 年镇宁县林地仅有 39504hm2，到 2010 年增加 66023.21hm2，年均增加 1473.28hm2。森林覆盖率从 23%增长到 38.44%。

退耕还林和荒山绿化政策的推行是镇宁县耕地未利用减少、林地增加的重要原因。1958年由于乱砍乱伐，铲草烧山，放火烧山，

加上农村资源奇缺以柴代薪，使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到了 1984年镇宁森林面积仅为 13.62%。当地政府及时制订措施，把全

县 1.08万 hm2陡坡、急陡坡地全部退耕，786.67hm2岩旮旯地退耕 333.33hm2，共退耕 1.12万 hm2
。当地政府还广泛动员、引导群

众植树造林，在全县逐步建成以林地为主体的良性循环山区生态系统。 

3.3土地利用结构正向无序化状态逼近 

土地利用信息熵有所增加，反映镇宁县土地利用结构趋于无序化。近年来镇宁县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进程中，城镇化规模

的扩张带来了城郊区的显著变化，即耕地变更为建设用地、农地景观变更为非农地景观，人地矛盾日渐突出，土地自然生态系

统的平衡性越来越差。 

要统筹好保护和发展，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必须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和业务规划支撑体系，科学编制县级国土空间

规划，制订区域全类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完善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重要国土空间的管制办法。

同时，逐步拓展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业务支撑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通过土地整治项目对“田、水、

路、林、村”综合整治，以期改善县域内零乱现状，推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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