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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平阳县土地资源利用分区研究。 

罗俊 周寅康 彭补拙 

(南京大学城市与赘振学摹 南豪 210093) 

摘 要 土地利用分区是土地利用总体规蛔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法，对浙江平阳县土 

地利用进行分 区．分析各利用区特点．确定土地辅用旨理方向．以提高土地的种用卓．保持 土地利用的可持续 

性。 

美键词 平阳县；土地费豫；利用分区 

平阳县地处浙江省东南部．隶属于温州市。土地总面积 1042平方公里。位于暖亚热带 

近海区域。是我国东南沿海一个多 山地 区L1J。气候特点具有亚热带季风气候特点：温暖湿 

润，雨水充沛，热量丰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境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群山耸峙，有南雁 

荡山系和玉苍山系，山地面积 占62-8％；东北万全平原和东部鳘江中下辩平原。为飞云江和 

鳘江冲积平原。平均海拔 5．5米。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肥沃．平原面积 占全县面积的 33．8％。 

平阳县地貌类型多样．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土地利用的地域分异明显。随着改革的 

探^和开放的扩大，综合利用农业资源，特别是土地贤源，对提高一个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 

和加快现代化城市建设关系极大。因此，在土地详查的基础上参照土地利用的历史经验，结 

合全县国民经济中长期规划，科学、客观地划定土地利用分区，为今后土地利用和管理提供 

科学依据实属必要。 

l 土地资源利用分区的原则和依据 

1．1 土地利用分 区的原则 

(1)土地利用的 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相对一致原则；(2)土地利用结构相对一致原则 ； 

(3)土地适宜方式和适宜程度相对一致原则；(4)保持基层行政单位地域完整性原则；(5)层 

次性原则；(6)土地开发强度相似性原则。由于土地资源性质、构成及生态环境背景值的差 

异，土地资源在当地条件下能承受的人类作用强度也会有所不 同，由于境内各乡镇经济发展 

水平不一样，即使同样的自然条件。其土地利用方向上已明显地表现处于非自然地带性的利 

用规律。自然向人化 自然转化较为明显。(7)生态功能一致性原则。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土地贤源持续性利用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 目标之一。在土地利用分区中．只有 

将具有明确的生态环境功能区进行有机结合．才能调节经济增长的无 限性与生态系统供给 

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1．2 土地利用分区的依据 

(1)依据一定的指标体系进行分区。一般是土地利用现状、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土地 

质量等级及其他 自然社会经济指标。(2)综合农业区划作为参考依据。(3)各部门发展战咯 

毋 国采 自赫科学基叠童肪课题(批准号：枷 1。o8)的部分虞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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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用地需求量预测。(4)规划区域内各乡镇的区位条件及其在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 。 

2 土地利用分区的技术方法 

2．1 两种常用的技术力法 

在我国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践中，土地利用分区主要有两条途径 ：一是 自上而下的分 

区，它首先按照区域的相对一致性和共轭性蹙『分出最高级单位，然后再逐级向下划分低级单 

位。另一种途径是由下而上的进行分区．它是在对土地类型及土地质量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对分区单元按其特征与结构的相对一致性进行归并，先归并出低级土地利用分区．若干低级 

区再归并为高级区。典型的分区方法有叠置法和聚类分析法： 

2．1．1 叠置法 该方法是一种 自上而下的土地利用分区方法。它将土地种用现状 图、土地 

适宜性评价图或土地利用的 自然因子系列图，以及各部门或各专项用地规蹙『图、分布图叠置 

在一起，找出重叠部分和不重叠部分．然后根据土地利用的基本原则划分土地利用功能区。 

2．1．2 系统聚类分析法 该方法是一种 自下而上的数学分区方法，聚类分析用于土地利用 

管理的区域分类时，是根据各土地利用小区的调查数据，找出这些小区类型归属的距离统计 

量，据此对样本小本进行分类。 

类与类之问的距离，目前常用的有最短距离法、最长距离法、中间距离法、重心法、类平 

均法、可变类平均法、离差平方和法等 8种I2 。不同的距离定义．有不同的聚类方法，并产生 

不尽相同的分类效果。它们在不同科学领域或同一领域不同的分类要求的实际使用上各有 

特色，都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应用在土地科学领域，类间距离究竟用什么定义为宜，难以一 

概而论，应根据土地分类问题的本身知识来决定取舍。几种方法除采用的距离准则不同外， 

它们的并类步骤是一样的。维希特 (Wishar~，1969)曾就八种距离推导了一个统一的递推 

公式．假设类 与 G口并为一新类G ，即G ={GpGq；，则G 与另一类的距离为 

D0：a +口 + ) + ／D 一D ／ 

其中系数 S、 对不同的聚类距离有不同的取值。在实际应用中，递推公式为运用 

计算机分析归类带来了方便。 

2．2 分区方法的确定 

叠置法蹙『分出的土地利用区尺度较大，其边界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作人员经验． 

主观性较强，一般实用于比较宏观的分区。系统聚类分析法将土地分区数量化．在一定程度 

上克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有利于土地利用分区实现科学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但它需要进行 

大量的数据采集工作，而且划分出的土地利用分区不一定集中连片。在实际工作中通常把 

上述两种方法结台起来，具体做法是先用叠置法进行宏观的功能区蹙『分，再用系统聚类分析 

法对功能区进行细分。 

2．3 划分一级区 

将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适宜评价图、地形图进行叠加分析．根据土地利用分区的原则． 

可把平阳县划分为生态用地区、综台开发用地区、集约用地区3大类。 
一 级分区是对土地利用类型在全县范围内的功能区划分，对二级分区和土地资源的优 

化配置起到了指导和控制的作用。 

2．4 士地利用类型区的归并和划分二级区 

2．4．1 建立指标体系 指标选择应反映分区的目的．所依据的原则，根据影响土地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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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 自然、社会、经挤条件等对平 阳县土地资源利用分 区选择 了4个因素，17项指标 ‘． 

它们是 ：资源与环境条件因素(包括海拔、人均耕地、人均土地 )．土地利用现状结构(宜农地、 

宜林地、宜牧地、不宜农林牧地和非农建设用地各占的 比重)，土地适宜性评价因素(未利用 

地、耕地、园地、林地、水域、交通用地各占比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粮食公顷产 

量、非农产业所 占比重)。各项指标的权值可用特尔斐法确定。 

权值符号用 w。表示：O<wi<1但满足∑ =1 ．_1，2，3，⋯对以上 4项因素的权值分 

为 3种类 型 ： 

主要指标：耕地％、人均土地％、人 口密度 ％、宜农地％，权值各为 0．11；次要指标：粮食 

公顷产量、人均耕地、未利用地％、不宜农林牧地％、海拔高度，权值各为 0．07；其余为辅助 

指标，权值各为 0．03。 

2．4．2 划分分区单元 根据指标体系的要求，为了计算和操作的可行性与准确性，资料的 

收集与分析大体上以乡镇为单元，34个乡镇。 

2．4．3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分析中，由于各选择指标问的量纲、数量级和数值变化范围存 

在差异，这样对数值分类会带来不合理的影响。为了消除这些彩响，我们对每一指标值先进 

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兰 ( 1
，2，⋯  2，⋯  rn) 

其 中： 

=  高 弓= l_客(．z／y- )： 
式中 n为单元总数，本文共 33个，m 为指标总数．本文共 17个 ；z ，为第 单元第 指标 

的指标值 ； 为第J指标的均值；s均为第J个指标的标准差。 

2．4．4 计算单元之间的距离 为了系统的比较 34个单元的亲疏程度．需要计算单元的距 

离统计量。最常用、最直观的统计量有欧几里得距离、绝对值距离和明科夫斯基距离。我们 

选用了欧氏距离，它是聚类分析中用得最广泛的距离，欧氏距离搬小，表示二样本的关系愈 

亲近。如用 dik表示第 i个样本和第 k个样本之间的距离．则欧氏距离的计算公式为 ： 

电=L ( 一wj ) jj(i，k=1，2，⋯⋯) 

经上式计算，奉例就可形成一个 34×34的实对称矩阵。 

2．4．5 规定单元之间的距离 要达到对单元分类的目的，计算了单元之间距离后，尚须确 

定类与类之间的距离。不同的类间距离具有不同的特色，如最短距离法可使单元空间浓缩． 

分类灵敏度较低．类平均法、离差平方和法使空间扩张的最长距离法的分类灵敏度较高。但 

是灵敏度高的方法有时会出现不合理的结果。本文土地利用管理区域分类，由于是在一个 

县的较小地域范围内，单元小区间的土地利用存在着变差，但也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特征。分 

类上，只能是一种综合差异特征的分析。因此，经选择比较。对平用县我们采纳 了分类灵敏 

度介于最短距离法和最长距离法之间的中问距离法。相应于维希特公式的 p和 v的 

系数采用 0．5、0．5、0、0[5]。归类时，先将距离最小的类归并为一类。然后。用 中间距 离法计 

算这一新类与其它类的距离，又将距离最小的类并为一类。这样一直循环、并类 直到全部单 

元归为一类。 

2．4．6 生成聚类分析谱系图与分区结果 经过上述计算，根据距离大小和并类顺序，可得 

到平阳县二级分区的聚类图。通过对聚类图进行分析，可将全部单元分为 5个大组。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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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单元的聚类距离相差甚远，它们 的分类指标确实存在着 明显差异。由于分组是以乡镇为 

单位的．而有些乡镇内部用地结构差别较大，为使分 区更为合理，适当打破乡界，在保持村界 

完整性的前提下．可将平阳县分为以下 5个土地利用类型区，如表 1所示。 

裹 1 平阳县土地利用分区 

3 各利用区的特点分析及土地利用方向研究 

3．1 河口及沿海开放开发用地区(I】 

本区地势平坦开阔，海拔 l0米以下的土地占60％以上，土地利用率迭95％以上。平原 

上河渠网密布，道路纵横、小城镇及居民点密集。土壤母质主要为海积、冲积的浅海沉积物， 

分别 由滨海盐土、灰潮土、水稻土组成．土层深厚、质地均匀，地下水位较高。本区耕地传统 

经营水平高，集约经营潜力大 ；小城镇及居民点垦罗棋布，非农业用地 比例高，居 民点及工矿 

用地 占本区面积的 9．26％0，为各区比例最高者；水域面积大，但低产水面和荒水面较多，加 

以沿(江)海堤塘标准低，水产养值风险大。本区非农用地需求大，黄金地段用地缺。随着经 

济开发 区、工业小区的建设，港口和交通迅速发展，还需要大量的非农用地，特别处于沿江港 

口及国道、铁道附近的耕地，将大量改变用途，各行各业争用土地的矛盾日益尖锐，为此，必 

须按照土地利用分区统筹安排，坚持科学用地与围垦海涂，增加土地资源相结合，确保基本 

农田保护区的稳定。本区土地环境污染严重，且呈恶化之势，必须重视土地环境综合治理。 

3．2 水网平原粮、工、居集约用地区(Ⅱ) 

本区地势平坦，海拔 l0米以下的土地 占45％，平原上河渠及道 路纵横，小城镇及居民 

点仍较密集。土壤主要为浅海沉积物发育的水稻土组成，土层深厚，质地均匀，地下水位较 

高。本区还有 5O％以上的丘陵山地，土壤多为残坡积的黄红壤亚类以及部分黄壤、红壤及 

少量潮土。本区耕地和园地比重大，精耕细作程度高；平原比例相对小．非农用地增加快；山 

地面积大，林业用地质量低。平原耕地是商品粮油重点产区，也是基本农田保护区的主要地 

区，但 目前本区耕地向非农用地转移速度过快．必须从宏观上严加控制，确保基本农 田保护 

区。沿江及近山地土地利用不充分，特别是耕地荒废严重，应引导农 民综合开发这片土地。 

3．3 低丘、河谷粮、特、牧综合用地区(Ⅲ) 

本区地貌组成复杂．平原 占6_89％，河谷 占8．56％，其余为丘陵、岗台地和低中山。主 

’ ’ (下转第 272页) 

0 矗州市土管局．南京太学城市与舞掉学系．诅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捌报告。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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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的主要因子综合进行考虑。以确定土壤采样的数 目和样点分配，此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和技术上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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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土壤有原、坡积的红壤、黄壤和粗骨土类；河谷地带分布着洪冲积的湖土；水稻土从河谷至 

低山均有分布。本区平原和河谷面积小，农业复种指数在 280左右，而人 I：1大多集中在此， 

人地矛盾突出。平原和河谷耕地耕作精细，复种指数高；丘 陵坡地利用过度和不足并存，林 

地面积太，林产效益低。本区适宜发展多种农作物和名特优产 品．也可适当发展畜牧业和经 

济、用材林术，农业综合开发的潜力很大 ，应进行科学的用地规翅和适当的政策引导。大力 

提高林业管理水平，改善树种结构。改造 中低产 田，逐步实行退耕还林。 

3．4 低、中山林业生态用地区(Ⅳ) 

本区境内山脉绵延、层峦叠嶂，低 山、山岗和 中山面积 占 89．67％．海拔多 在 500米 以 

上。主要土壤有以原、坡积母质形成的黄壤、粗骨土为主；低山有红壤类的黄红壤亚类分布； 

紫色土也广泛分布。水稻土广泛分布在千米以下的梯田。本区丘蔹、谷地仅占总土地面积 

的 1O％以下．人口比较密集。原来农业利用程度高．90％以上低 中山地主要为林业用地。河 

谷、低丘土地利用充分；土地面积大，林业用地尚不充分；水域面积大，利用难度高。本区河 

谷地区农田转为农用地趋势明显，应科学规划小集镇建设．严格征地程序，因地制宜搞溪滩 

造地作居民工矿商贸用地。提高营林水平，大力开发宜林荒山坡地和疏林地。 

3．5 海岛综台开发用地区(V) 

平阳县下辖南麂列岛。海岛可利用的耕地少。随着开放扩大、海洋世纪的到来，有限的 

土地必须承载更多的功能，如城镇的扩大，海洋石油开发产品的中转、后勤用地，岛陆交通的 

发展、码头扩大、直升机场建立、旅游度假景点的增加等等 ；有计划逐步绿化无人荒岛：与大 

陆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衔接搞好滩涂和港口开发。 

参 考 文 献 

任美铮。包浩生主编 中国自然区划及开发整治．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方开泰．聚类分析(I)、(Ⅱ)。数学的实践和认识，1978 

刘福恕，等 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分区问题．中国土碓科学．1992，5(6)：28-30 

傅伯杰．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方法．自然赘潦学报．1997．12(2)：115--116 

吴毫翔．陈建明．系统聚类分斩在土地利用管理上的应用．中国土地科学．1991．5(2)：26--30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