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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景观分类探讨及其应用
① 

——以北京市峪口镇为例 

梁发超 

(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福建泉州  362021) 

摘  要：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建构和实施现代农业景观规划。农业景观规划与管理的基础工作是进行农

业景观分类。本文在界定农业景观内涵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农业景观特征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需求，基于农业景观主导

功能、土地利用类型、微地貌形态以及土壤条件等分类指标，构建了一种农业景观分类方法体系。以北京市峪口镇为

案例区进行了实证研究，划分出 4个农业景观类(农业生产、农业服务设施、农村聚落和农业生态景观)、15个农业景

观亚类和 46 个农业景观单元。结果表明，该方法兼顾了农业景观的主导功能和空间形态特征，能够满足美丽乡村建

设中农业景观规划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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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近期《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农业景观规划是实施美丽乡村

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农业景观多样性和空间异质性

的保护有利于其生产、生态、美学及文化价值的发挥。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业景观特征

的多样性及区域差异性逐渐消失，乡村生态环境逐渐

恶化[1–4]。针对现实状况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如

何保护和恢复农业景观的综合价值是景观生态学和

规划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农业景观分类研究是对农业景观进行评价、规划

和管理的基础。国外学者在景观分类方法领域已作了

相关研究[5–8]，但研究发现，景观组成要素及其外部

形态特征是这些景观分类方法的主要依据，对景观多

功能性特征的考虑相对不足。目前国内学者在农业景

观研究领域已作了大量研究，但主要局限于农业景观

格局变化及其环境效应[9–15]、农业景观评价方法及其

应用[16–23]和农业景观规划与设计[24–26]等方面，对农

业景观分类方法体系研究相对较少，分类指标和方法

尚未统一[27]。现存的农业景观分类方法体系[28–29]大

多数针对大中尺度区域研究的需要，对美丽乡村建设

中以乡村为建设单位的农业景观规划指导性不强。因

此，本研究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为满足美丽乡村

建设中农业景观规划的现势需要，构建基于农业景观

主导功能和空间形态特征的农业景观分类方法体系。

首先，选取典型样点进行实地调查，识别农业景观功

能和形态的差异，筛选农业景观分类指标，在充分考

虑农业景观的主导功能、微地貌形态、土地利用类型

以及土壤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主导功能

形态的农业景观 3级分类方法体系。其次，基于此，

以北京市峪口镇为典型案例区，实证所构建的农业景

观分类方法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以期为该区域的农业

景观规划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价值。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获取 

1.1  研究区概况 

峪口镇地处北京市中心城东北方向的平谷区，位

于北京、天津、唐山中心地带，距离首都北京 50 km，

西邻顺义区。地势北高南低，镇域北部、西北部为垄

岗状低山和丘陵，东部和南部为冲积平原，平原面积

约占全镇总用地面积的 75%。该区属暖温带湿润季风

气候，气候适宜。潮褐土、褐土、淋溶褐土为该区域

主要土壤类型。镇域面积 65 km²，下辖 20个行政村，

总人口约 4.3万。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耕地、园地和

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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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获取 

本研究所利用的具体数据如下：①2013 年平谷

区峪口镇 SPOT5 遥感影像图、土地利用现状图、行

政区划图等图件资料；②2013 年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和农村调查统计年鉴；③1︰10 000等高线图，进行

矢量化，选定适当的参数利用内插法生成峪口镇 

DEM 图，在此基础上获取高程、坡度等地形条件；

④土壤环境条件来源于平谷区农业局提供的 1︰10 000

土壤图和第二次土壤普查数据。 

2  农业景观分类方法 

本研究对农业景观内涵的界定如下：农业景观是

城镇建设用地范围以外地域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多种

景观斑块的镶嵌体，包括耕地、林地、园地、草地、

树篱、乡村道路、农户聚落等生态系统[20,25]。景观功

能，即景观能够为人类社会提供产品(如粮食或工业

原材料)和服务(如美学享受，为生物提供栖息场所)

的能力，具有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价值[30]。借 

鉴国内外景观分类的理论和方法[5–8]，遵循景观分类

的原则和景观生态学基本原理，采用主导功能形态分

类方法，即相同的景观类型须具有相同的主导功能和

空间形态特征。选取农业景观主导功能、土地利用类

型、微地貌形态以及土壤条件等作为农业景观分类的

指标，采取 3级农业景观分类体系即农业景观类、农

业景观亚类和农业景观单元。 

农业景观类型具有多功能的特性，但其主导性功

能又十分明确，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如大部分农业

景观(如水田、果园等)，其土地利用的核心目的是获

得农业产品，而不是维护区域生态环境，故其主导功能

是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只是主导功能产生的边际效应。 

2.1  农业景观类 

农业景观类：在对农业景观内涵界定的基础上，

根据景观为农户生产生活提供的主导功能特征的差

异，划分出不同的农业景观类型。本研究在农业景观

类层次上划分为 4大类，依次用罗马字母Ⅰ、Ⅱ、Ⅲ、

Ⅳ表示。各农业景观类的特征描述见表 1。 

表 1  农业景观类的描述 
Table 1  Descrip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lasses 

农业景观类 内涵的界定 主要范畴 

农业生产景观 向人们直接提供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等，农产品包括粮食、

水果、油料等；农户以直接获取农业经济产出为核心目的

耕地、园地、水产养殖地等 

农业服务设施景观 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设施和为城市居民提供旅游服务功能

的景观 

乡村道路、水利设施、设施农业以及观光园、采

摘园、农家乐等 

农村聚落景观 乡村地区人类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是农户生产、生活等

综合功能的承载空间 

具有农舍、牲畜棚圈、仓库场院、宅旁绿地、生

产条件下的附属设施 

农业生态景观 对乡村区域生态环境维护发挥较大的作用，具有土壤保持、

涵养水源及生物多样性维护等 

生态林地、河流水面、湖泊、未利用空地等 

 
2.2  农业景观亚类 

为了使划分出的农业景观类型与土地利用规划

相衔接，直接参考土地调查技术规程(TD/T 1014- 

2007)中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31]中的二级类，结

合本研究对农业景观内涵的界定及农业景观分类的

目的，在农业景观类内，主要依据土地利用方式和覆

盖特征的差异划分出不同的农业景观亚类，如水田景

观、旱地景观、果园景观、茶园景观、乡村道路景观、

水利设施景观、设施农业景观、人工经济林景观、生

态林景观、天然草地景观、河流水面、未利用空地景

观等。 

2.3  农业景观单元 

坡度是微地貌形态划分的主要依据，对农业生产

耕作有重要的限制性。土壤是农业景观的重要组成因

素之一，它对农作物的生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

对农业景观而言，坡度和土壤因素是决定农业景观异

质性的重要因素。 

本文选取坡度和土壤类(按中国发生学土壤分类)

作为农业景观单元划分的主要依据。按照坡度对农业

耕作的限制程度，划分为平地、缓坡地、中坡地、微

陡坡地和陡坡地 5种微地貌形态[31](表 2)(特殊地区微

地貌形态如梯田、阶地、河漫滩等类型在分类时需要

单独考虑)；按照我国土壤发生学分类，土壤类划分 

表 2  坡度类型分类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slope types 

坡度 地貌类型 农业利用及其对应措施 

<3° 平地 条件良好，十分适宜农业 

3°~8° 缓坡地 适宜农业，一般可机械化耕作 

8°~15° 中坡地 适宜农业，但必须采用工程水保措施 

15°~25° 微陡坡地
适用于林业或农业，但必须具有工程与林

业水保措施 

>25° 陡坡 只适用于林业，易产生滑坡等地质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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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红壤、黄壤、水稻土等类型。在农业景观型内，依

据坡度和土壤因素组合，划分出不同的农业景观单

元。通过 Arc GIS的空间分析叠加功能，将农业景观

亚类图、坡度图和土壤类图进行叠加分析，绘制出不

同的农业景观单元类型图，如平地水稻土水田景观、

缓坡红壤旱地景观、中坡红壤果园景观、陡坡黄壤裸

土景观等。 

3  农业景观分类过程与结果 

3.1  农业景观类 

根据农业景观类特征描述(表 1)，通过收集的土

地利用现状图和行政区划图等相关图件，采用归纳分

析的方法把农业服务设施景观和农村聚落景观提取

出来。而农业生产景观和农业生态景观在特征上存在

部分地块在两者之间不易划分，如生态林与人工经济

林。对这两类农业景观类型中不易划分的地块内容，

划分过程中采取农户参与问卷调查的景观分类方法，

在农业景观类层次上进行景观类型的划分。从峪口镇

当地农户中随机抽取 176 个对农业生产比较熟悉的

当地居民，参与农业景观类的划分。参照以上各农业

景观类的特征描述，本研究制定的问卷调查包括以上

两个类型，给参与居民进行详细解释之后，让参与居

民为不易划分的农业景观选择相应的主导功能，并做

位置标记，然后经过野外实地勘察和室内处理，划分

出农业生产景观、农业服务设施景观、农村聚落景观

和农业生产景观 4种农业景观类。农业景观类的分类

结果如图 1所示。 

 

图 1  农业景观类图 
Fig. 1  Classification map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types 

 
3.2  农业景观亚类 

利用峪口镇 SPOT5 遥感影像提取农业土地覆盖

类型。首先，在 ENVI4.3软件环境中对 SPOT5影像

进行假彩色合成，使影像中的地物特征区分更加清

晰，通过目视解译典型地类进行训练样区选取，最后

运用最大似然法对 SPOT5影像进行监督分类[32]。通

过实地抽样调查对分类结果进行精度验证，总体精度

达到 96%，Kappa系数为 0.92。通过野外实地纠正，

并结合农业景观型的分类标准，在农业景观类内，运

用 Arc GIS9.2 软件对农业景观进行分类提取，得到

峪口镇旱地景观、水浇地景观、果园景观、农村聚落

景观、乡村道路景观、荒草地景观、天然水域景观、

未利用空地景观等 15 类农业景观亚类。峪口镇农业

景观亚类分类结果见图 2。 

 

图 2  农业景观亚类图 
Fig. 2  Classification map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subtypes 

 

3.3  农业景观单元 

在农业景观亚类内，选取微地貌类型坡度和土壤

类作为农业景观单元划分的主要依据。首先利用 Arc 

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将峪口镇的微地貌类型图坡度

分类图(5 种)(平地、缓坡、中坡、微陡坡、陡坡)和

土壤类分类图(2 种)(褐土、潮土)进行叠加，得到 10

种立地条件类型；然后，利用 Arc GIS平台，将峪口

镇立地条件类型图与农业景观型进行叠加分析。同

时，根据农业景观规划的需要和农业景观制图原则，

不能盲目地删除和合并景观单元类型，对零星农业景

观类型进行区划时，采取分区原则，把小面积景观单

元地块，归并到相邻相同区域内，最终将峪口镇农业

景观划分为 46 种农业景观单元。划分的农业景观单

元如 1206 为平地褐土旱地景观、⋯、依次类推等，

分类结果见表 3。 

4  结论与讨论 

1) 本文在对农业景观科学内涵界定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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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峪口镇农业景观单元分类结果 
Table 3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units in Yukou Town  

单元代码 农业景观单元 面积 
(hm2) 

百分比 
(%) 

单元代码 农业景观单元 面积 
(hm2) 

百分比
(%) 

1206 平地褐土旱地景观 1.72 0.03 3212 中坡褐土牧草地景观 9.92 0.17 

2206 缓坡褐土旱地景观 3.53 0.06 4212 微陡坡褐土牧草地景观 7.48 0.13 

1110 平地潮土水浇地景观 246.11 4.15 1103 养殖水面景观 221.23 3.73 

1210 平地褐土水浇地景观 1300.54 21.94 1109 水利设施景观 19.82 0.33 

2210 缓坡褐土水浇地景观 25.26 0.43 1105 农村道路景观 72.94 1.23 

3210 中坡褐土水浇地景观 8.49 0.14 1115 设施农业景观 117.06 1.97 

4210 微陡坡褐土水浇地景观 1.99 0.03 1104 农村聚落景观 440.11 7.43 

5110 陡坡潮土水浇地景观 0.45 0.01 1113 平地潮土生态林景观 6.23 0.11 

5210 陡坡褐土水浇地景观 3.55 0.06 1213 平地褐土生态林景观 136.13 2.30 

1108 平地潮土果园景观 56.62 0.96 2213 缓坡褐土生态林景观 83.99 1.42 

1208 平地褐土果园景观 1170.81 19.75 3213 中坡褐土生态林景观 225.03 3.80 

2208 缓坡褐土果园景观 341.63 5.76 4213 微陡坡褐土生态林景观 319.87 5.40 

3208 中坡褐土果园景观 163.42 2.76 5213 陡坡褐土生态林景观 166.71 2.81 

4208 微陡坡褐土果园景观 73.32 1.24 1214 平地褐土荒草地景观 6.35 0.11 

5208 陡坡褐土果园景观 14.93 0.25 2214 缓坡褐土荒草地景观 11.43 0.19 

1101 平地潮土人工经济林景观 66.11 1.12 3214 中坡褐土荒草地景观 35.01 0.59 

1201 平地褐土人工经济林景观 200.78 3.39 4214 微陡坡褐土荒草地景观 77.06 1.30 

2201 缓坡褐土人工经济林景观 15.40 0.26 5214 陡坡褐土荒草地景观 57.51 0.97 

3201 中坡褐土人工经济林景观 39.98 0.67 1111 河流水面景观 47.85 0.81 

4201 微陡坡褐土人工经济林景观 66.06 1.11 1102 其他水域景观 23.54 0.40 

5201 陡坡褐土人工经济林景观 27.29 0.46 3207 中坡褐土未利用空地景观 1.20 0.02 

1212 平地褐土牧草地景观 1.93 0.03 4207 微陡坡褐土未利用空地景观 2.75 0.05 

2212 缓坡褐土牧草地景观 3.59 0.06     

 

选取主导功能、微地貌形态、土地利用类型以及土壤

条件等作为分类指标，建立了一套全国统一的农业景

观类、农业景观亚类和农业景观单元的 3级农业景观

分类方法体系。并在以上分类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

选取北京市峪口镇进行实证研究，共划分出 4个农业

景观类、15个农业景观亚类、46个农业景观单元。 

2) 本研究针对我国农业景观的特征和地域差

异，提出了一种主导功能形态农业景观分类方法，该

方法综合考虑了农业景观的主导功能及空间形态特

征。在农业景观规划时，首先利用农业景观主导功能

分类结果进行景观格局的总体布局，然后根据农业景

观空间形态分类结果进行农业景观结构调整。 

3) 此分类系统中的农业景观类和农业景观亚类

层次的分类结果可以满足新农村建设中对研究区的

农业景观宏观功能调控和规划，农业景观单元层次的

分类结果可以满足微观层次上具体农业景观单元地

块土地整理规划设计的需求。因此，此分类方法能够

满足美丽乡村建设中农业景观规划的需要，是一种比

较综合实用的方法。 

4) 我国许多学者对农业景观分类方法的研究主

要局限于较大尺度，而对以乡村尺度为建设单位的农

业景观规划研究的指导性不强。农业景观是一个自

然–经济–社会地理综合体，本研究提出的主导功能空

间形态分类方法，第一层级依据农业景观提供的主导

功能，其他层级在第一层级的基础上主要依据农业景

观构成要素的空间形态特征依次展开，研究结果具有

较强的实用性和创新性。但是，考虑到文化和风景功

能特征在任何景观中均存在，难以单独划分，分类体

系中没有单独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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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Method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Yukou Town in Beijing 

LIANG Fachao 
(College of Political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China) 

 

Abstract: The vital content of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is to setup and implement the planning of modern 

agricultural landscape, which takes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lassification as one of the bases.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the 

defini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ology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was proposed on the bases of considering leading functions, 

land use types, micro-topography and soil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A cas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Yukou Town of 

Pinggu District of Beijing, where 4 classes, 15 subclasses, and 46 unit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were classified and mapped with 

Geo-statistics models and G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methodology takes into account of the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thus, can not only reflect the leading function and spatial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but als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planning in the beautifu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lassification system; Land use; Yukou Tow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