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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居民点是农村居民共同居住 、 活动的集聚地 ， 其规模 、 密度 、

形态的空间分布格局受 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 科学识别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格局特征 ， 揭示居民点分布与周围环境 、 生产之 间的关

系 ， 对农村居 民点科学规划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本研宄以湖南省宁

乡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为主要信息源 ， 综合运用景观格局指

数 、 空 间关联模型 、 核密度估计 、 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 ， 揭示宁乡市

２０ １ ３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空间格局特征 ， 在此基础上 ， 运用地理探

测器模型探宄 自然基底因素和经济社会因素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

格局的相对影响和交互影响 ， 并找出各影响因素的指示范围 。 主要结

论如下 ：

（ １ ） 宁乡市农村居 民点用地的规模普遍偏小 ， 规模小的农村居

民点 比重大但规模差距小 ， 规模大的农村居 民点比重小但规模差距

大 ； 在空间分布上 ，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具有显著的低值集聚特征 ，

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点主要集中在回龙铺 、 煤炭坝 、 菁华铺 、 坝塘 、

大成桥等乡镇 ， 总体上呈
“

东热西冷
”

的空间格局 。 宁乡市农村居 民

点用地空间分布集聚态势 明显 ， 密度空间差异显著 ， 具体表现为西南

－东北方向密集 、 西北－东南方向稀疏的空间特征 ， 其中老粮仓西北部 、

流沙河东南部及资福 中部地区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密集核心区 。 宁乡市

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其空间

分异受随机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共 同影响 ， 而 由空间 自相关引起的结构

Ｉ



化分异较为显著 ， 呈现出 明显的阶梯状分布特征 ， 其中南北地区农村

居 民点用地形态复杂 、 不规则 ， 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简单 、

规整 ， 自 西向东复杂程度呈倒
“

Ｕ
”

型变化 。

（ ２ ） 高程 、 坡度 、 农民人均纯收入 、 粮食单产是影响宁乡市农

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 高程 、 坡度 、 非农人 口 比例 、

人均耕地面积是影响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因

素 ， 与道路距离 、 与城镇距离 、 人均耕地面积 、 农村人均纯收入是影

响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空 间分异的主要 因素 ； 各影响因素下农

村居民点用地分布的优势区域或范围不同 ； 两种影响 因素之间的交互

作用大大增强了他们单独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的影响 。

关键词 ： 农村居民点用地 ； 空间格局 ； 影响因素 ；
地理探测器

；
宁乡市

Ｉ 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ｕｒａｌｓｅ ｔｔｌ ｅ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ｔｈｅ
ｐ

ｌａｃｅｓｗｈｅ ｒｅｒｕｒａｌｒｅ ｓ ｉｄｅｎ ｔｓｄｗｅ ｌ ｌａｎｄｌ ｉｖｅ

ｔｏｇ ｅｔｈ ｅｒ
，
ｔｈｅｓｐａ

ｔｉａｌｄ ｉｓｔｒ ｉｂｕｔ 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 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

ｍａｎｙ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ａｓ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 ｉａ 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ｃ ｉｅｎｔ ｉｆｉｃａ ｌ ｌｙ

ｉ ｄｅｎｔｉ ｆｙ 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 ｓｔ ｉｃ ｓｏｆｓｐａｔｉ ａｌ
ｐａ

ｔｔｅｒｎｓｏ ｆｒｕｒａ 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ｖｅａｌ 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 ｌａｔｉ ｏｎｓｈ ｉ

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 ｉｓｔｒ ｉｂｕｔ ｉｏｎｏｆ ｒｅｓ ｉ ｄｅｎｔ ｉａ ｌ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 ｎ
ｇ
ｅ 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
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ａｒｅｏｆ


ｇｒｅａｔｓ ｉ 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ｔｈｅｓ ｃ 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ｐｌ ａｎｎ ｉｎ

ｇ
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ｉ ａｌａｒｅ ａ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 ｒ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 ｉｃｓ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 ｉａｌｌａｎｄｉｎＮ ｉｎｇｘ ｉａｎｇＣ ｉｔｙ

ｉｎ２０ １ ３ｗｅｒｅ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
ｔａｋｉｎ

ｇ
ｔｈｅ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

ｇ
ｅｓｕｒｖｅｙ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ｉｎ

Ｎ ｉｎ
ｇ
ｘｉａｎｇ

Ｃ ｉｔｙ
ｏｆＨｕ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
ｐ
ｒｅｈｅｎｓ ｉｖｅ ｌｙｕｓ ｉｎ

ｇ
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ｍｅｔｒ ｉｃｓ

，ｓｐａｔ ｉａ ｌ

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 ｌ
，ｎｕｃ ｌｅａｒｄｅｎ ｓ ｉ ｔｙｅｓｔ 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ａｔｉ ａｌｖａｒ ｉａｂ ｉ ｌ ｉｔｙ

ｆｕｎｃ ｔ ｉｏｎ ．Ｏｎｔｈｅｂ ａｓｉ ｓｏｆ ｔｈ ｉ ｓ
，ｇｅｏ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ｍｏｄｅ ｌｗａｓｕｓ ｅｄｔｏｅｘｐ
ｌｏｒｅ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ｉｎｆ ｌｕ 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ｂａｓａ 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 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
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 ｉａ ｌｌａｎｄ

，ａｎｄｔｏ

ｆｉｎｄｏｕｔ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ｉｎｇｆａｃ
ｔｏｒｓ ．

Ｔｈｅｍａｉｎ

ｃｏｎｃ ｌｕｓ ｉｏｎｓａｒｅａｓｆｏｌ ｌｏｗｓ ：

（ １ ）Ｔｈｅｓｃａ ｌｅｏｆｒｕｒａ 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 ｔ ｉａ ｌｌａｎｄ ｉｎＮ ｉｎｇ
ｘｉ ａｎ

ｇｃ ｉｔｙｉ ｓ

ｇ
ｅｎ ｅｒａｌ ｌｙｓｍａｌ ｌ ．Ｔｈｅｐｒｏ

ｐ
ｏ ｒｔ ｉｏｎｏｆｓｍａ ｌ ｌ

－ｓｃａｌｅｒｕｒａ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 ａｌ ｌａｎｄｉｓ

ｌａｒｇｅ，ｂｕｔｔｈｅｇａｐｉ ｓｓｍａｌ ｌ
，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ｌ ａｒｇｅ

－

ｓ ｃａ ｌｅｒｕｒａｌ

ｉ ｎ



ｒｅｓ ｉｄｅｎ 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ｉｓｓｍａｌｌ
，ｂｕｔｔｈｅｇａｐｉｓｌａｒｇ ｅ．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 ｌ

ｄ 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ｔｈｅｓｃａ ｌｅ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ｈａｓａｓ ｉｇｎ 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ｏｗ－ｖａｌｕｅ

ｃ ｌｕｓｔｅ ｒ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ｈｏｗｓｔｈｅｓｐａｔ 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

＂

ＥａｓｔｈｅａｔＷｅｓｔｃｏ ｌｄ

Ｌａｒｇｅ
－

ｓｃａｌｅｒｕ ｒａ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 ｅｄｉｎＨｕ ｉ ｌｏｎ
ｇｐｕ ，

ＣｏａｌＤａｍ
，Ｊ ｉｎｇｈｕａｐｕ，ＢａｔａｎｇａｎｄＤａｃｈｅｎ

ｇｑ ｉａｏｔｏｗｎ ｓｈ ｉ
ｐ
ｓ ．Ｔｈｅ

ａｇｇ 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ｎｄｏｆｓｐａ
ｔ ｉａｌｄｉ 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 ａｎｄｉｎ

Ｎ 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Ｃ ｉｔｙｉｓｏｂｖ ｉｏｕｓ
，ａｎｄｓｐａ

ｔｉａｌ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ｒｅ

ｓ 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ｍａｎ ｉｆｅｓｔｅｄｂｙｄｅｎｓ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ｉｎ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ａｎｄｓｐａｒｓ ｅｓｐａｔｉ 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 ｓ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ｄ 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 ｓｔｏｆｔｈｅｏ ｌｄ
ｇ ｒａｎａｒｙ，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Ｌ ｉｕｓｈａ

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Ｚ ｉｆＵａｒｅｄｅｎｓｅｃｏｒｅａｒｅａｓｏｆ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 ．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 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ｓｈａｐｅｏｆ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ｉｎＮ 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Ｃ ｉｔｙ

ｈａｓ
ｇ

ｏｏｄｃｏｎｔ ｉｎｕ ｉｔｙ
ａｎｄｓｔａｂ ｉ ｌｉｔｙ，ａｎｄ

ｉｔｓｓｐａ
ｔｉａｌ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

ｂｏｔｈｒａｎｄｏｍ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ｂｕｔ 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ｓｐａｔ ｉａｌ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ｉｓｍｏｒｅ

ｓ 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 ｓｔｉｃｓｏｆ ｌａｄｄｅｒ－ ｌｉｋｅｄ ｉｓｔｒ 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ｏｆ ｒ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ａｒｅａｓｉ 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ａｎｄ

ｉｒｒｅｇｕ ｌａｒｗｈ ｉ ｌｅｔｈｅｓｈａｐ
ｅ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ｅｇ

ｉｏｎｉｓｓ ｉｍ
ｐ

ｌｅａｎｄｒｅｇｕ
ｌａｒ

，
ｗｉ ｔｈ

ａｎ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Ｕｃｈ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ｗｅｓｔ ｔｏｅａｓｔ ．

（ ２）Ｅ ｌｅｖａｔ ｉｏｎ
，ｓｌｏｐｅ，ｐ

ｅｒｃａｐ ｉｔａｎｅｔ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ｆａｒｍｅｒｓａｎｄ
ｇｒａｉｎ

ｙ ｉｅｌｄａ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 ｃｔ ｉｎｇ
ｔｈｅｓ

ｐ
ａｔｉａｌ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 ｆ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 ｉ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ｌ ｅｉｎＮ ｉｎｇｘ ｉａｎｇ
Ｃ ｉｔｙ ．Ｅ 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ｓｌｏｐｅ ，ｎｏｎ
－ａｇｒ 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Ｖ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 ｉｏａｎｄｐ ｅｒｃａｐ ｉｔａｃｕ ｌ ｔｉｖａｔｅｄａｒｅａａ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ｉｎｇｔｈｅｓ
ｐ
ａｔｉａｌ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ａ ｌｌａｎｄｄｅｎｓ ｉｔｙｉ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Ｃ ｉｔｙ ．
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ｓ ｐａｔｉａｌ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ｒｕｒａｌｒｅ ｓ 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ｌａｎｄｓｈａｐｅｉｎＮ ｉｎｇｘ ｉａｎｇＣ
ｉｔｙ

ａｒｅｄ ｉ 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ｏａｄ ，

ｄ 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 ｔｏｗｎ
，ｐｅｒｃａｐ ｉｔａｃｕ ｌｔ ｉｖａｔｅｄａｒｅａａｎｄｐｅｒｃａｐ ｉｔａｎｅｔ

ｉｎｃｏｍｅｏｆｆａｒｍｅｒｓ ．
Ｔｈｅｄｏｍ ｉｎａｎｔａｒｅａｓｏ ｒｓ ｃｏｐｅｓｏ

ｆ ｒｕｒａｌｒｅｓ ｉ ｄｅｎｔ
ｉａｌｌａｎｄ

ｄ ｉｓ ｔｒ ｉｂｕｔ ｉｏｎｕｎｄｅ ｒ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ｉ ｎｆｌｕｅｎｃｉ 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ｒｅ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ａｃｔ
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ｉｎｇｆａｃ

ｔｏｒｓｇｒｅａ
ｔ ｌ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ｔｈｅ ｉ 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ｄ ｉｓｔｒ ｉｂｕｔ ｉｏｎｏｆ ｒｕｒａ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 ｉａｌｌ ａｎｄａｌｏｎｅ ．

Ｋｅ
ｙ
ｗｏｒｄ ｓ ：ｒｕｒａ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 ｉａ ｌ ｌａｎｄ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
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ｉｎｇ
ｆａｃ ｔｏｒｓ

；

ｇｅｏ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

Ｎ ｉｎｇｘ ｉａｎｇ
Ｃ ｉｔｙ

ｖ



目 录

ｍｗ 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 ｌ ｌ

１ｍｉｔ ３

１ ．１ 选题背景 ３

１ ．
２ 研宄意义 ４

１
． ３ 国 内外研究进展 ５

１ ． ４ 研宄内 容与技术路线 １ ０

２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 ３

２
．１ 区域概况 １ ３

２
．
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１ ７

３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特征 １ ８

３ ．
 １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分布特征 １ ８

３ ． ２ 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分布特征 ２ １

３ ．３ 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分布特征 ２４

４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影响因素定量测度２８

４ ．１ 地理探测器概述 ２ ８

４ ．２ 变量数据选取 ３ １

４ ．３ 研宄结果 ３５

４
．４ 结果分析 ４４

５ 结论与展望 ４７

Ｉ



５ ．１ 研宄结论 ４７

５ ．２ 展望４８

参考文献４９

ｍ．＾５４

Ｉ Ｉ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及影响 因素研究
一

以湖南省宁乡 市为例


１ 绪 论

１ ． １ 选题背景

１丄 １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土地供需失衡的难题

中 国是
一

个农业大国 ， 农村人口 占总人 口 的 比重大 ， 作为农村人 口聚居地的

农村居 民点在未来较长时期 内仍将在城乡 建设用地 中 占绝对优势 。 ２０ １ ４ 年 ， 全

国总人 口约 １
３

．
６７ 亿人 ， 其 中农村人 口约 ６

．
１ ８ 亿人 ， 占总人口 的 ４５

．
２３％ 。 同期 ，

全国城乡建设用地约 ２２ ．
８４Ｘ １ ０

４
ｋｍ

２
， 其中农村居民点用地约 １ ３ ． ９４Ｘ １ ０

４
ｋｍ

２
， 占

城乡 建设用地 的 ６ １
．
０４

°
／。 ， 即人均城镇用地约 １ １ ９ｍ

２
， 而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约

２２６ｍ
２

， 约为人均城镇用地的 ２ 倍 。 随着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

各项建设用地需求 日益增加 ， 在土地资源有限的局面下 ， 城镇建设发展将不可避

免地侵 占耕地 ， 建设用地与耕地之间的矛盾 日渐突 出 ， 建设用地的供给将面临 巨

大压力 。 然而 ， 当前城乡建设用地利用粗放 、 浪费土地的现象仍普遍存在 。 农村

居民点 四周 多为优质耕地 ， 其发展对耕地数量减少的威胁远远大于城镇 ， 表现为

农村居 民点用地面积大 、 布局分散及空废化现象严重 （谭雪兰 ，
２０ １ １ ） 。 农村居

民点用地布局与城镇良性发展 、 耕地保护关系密切 ， 迫切需要把握农村居民点空

间分布规律 ， 整合城乡 空间 ， 以解决土地供需失衡问题 。

１
．
１

．
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引导

自 ２０００５ 年党 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 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十六字方针 以

来 ， 党中央相继出 台 了
一

系列有利于农村地区发展的政策制度 ， 农村经济和乡村

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 。 由于受城乡土地
“

二元结构
”

发展模式的影响 ， 农村发展

特别是农村土地综合利用等存在诸多 问题 ， 并 日渐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主要屏障 ， 因此 ， 开展农村用地的研宄显得尤为重要。 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

布局及其影响因素的研宄
一

直是土地科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 其主要基于农村居民

点用地空间格局的形成是其与周围生态 、 经济 、 社会等因素相互作用 的过程 ， 居

民点的布局和发展直接影响农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居住环境及农村产业发展的

好坏 。 就 目 前相关研宄来看 ， 学术界对农村居民点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性 、 科

学性的理论体系 。 针对其研宄现状 ， 结合其他学科的优势 ， 借鉴学习各学科的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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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和方法来研宄农村居 民点的布局和内在驱动因素 ， 使农村居民点的合理选

址和优化布局有据可依 ， 这是 目 前研宄农村 问题首先需要并亟待深入开展科学研

宄的重要课题 。

１ ． １ ． ３ 宁乡社会经济稳步均衡发展的现实需要

宁乡地理位置优越 ， 物产资源丰富 ， 素有
“

猪粮大县
”

的美誉 。 改革开放以

来 ， 特别是随着 国家中部崛起及
“

两型社会
”

示范区建设战略的实施 ， 宁乡市域

经济发展迎来了政策扶持和项 目倾斜的重大机遇 ， 各项公共事业发展迅速 ， 经济

实力大大增强 ， 连续多年入选全国百强县 。 伴随着市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 乡

村产业发展和乡村社 区建设得以稳步推进 ， 农村面貌尤其是农村居民 点形态及功

能发生了显著变化 。 农村居民点用地作为农村土地利用 的重要组成部分 ， 直接影

响着区域土地利用 的规模和方向 ， 并对 区域经济社会的转型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秦天天 ， ２０ １ ２） 。

“

两型社会
”

建设 ， 土地是关键 ， 开展农村居 民点用地数量

和空间格局特征 、 影响因素的认识 ，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供参考 ， 是当前宁乡

社会经济稳步均衡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 问题 。

１ ．２ 研究意义

１ ．２ ． １ 理论意义

本研宄以 Ｇ ＩＳ 技术为平台 ， 综合集成景观格局指数、 ＧＩ Ｓ 空间分析模型 、 地

理探测器模型等多种研宄方法 ， 深入挖掘宁乡 市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分布的
一

般

性规律和特征 ， 识别出其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 指示范围和因素交互作用 的

强弱 ， 揭示主导因素对农村居民 点用地空间分异的作用机理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可

拓展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格局研宄 内容的深度 ， 并对土地科学与景观生态学及空

间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做出有益探索 ， 有助于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

研宄方法的完善 。

１ ．
２

．
２ 实际意义

有限的土地资源和低效的土地利用会严重制约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 对农

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原因的挖掘 ， 可为其科学规划和布局提供有力依

据 ， 并在
一

定程度上有效提高农村土地的利用率 。 本研究对宁 乡农村居民点用地

的空 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开展研宄 ， 可 以准确掌握居民点用地的总体分布特征及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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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差异 ， 认识城市化过程中其空间布局与周 围环境因素的互动关系 ， 揭示其主要

影响因素和作用方式 ，
以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 。

１ ． ３ 国内外研究进展

１ ． ３ ． １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研究进展

１ ９ 世纪初 ， 国外学者开始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研究 ， 研究内 容主要集中

在乡村聚落的形成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 ，
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描述

为主 。 １ ８４ １ 年 ， 德国学者 Ｋｏｈ ｌ 首次对村落 、 大都市和集镇等不同类型聚落的形

成和布局形态进行了 系统的研宄 ， 并重点分析 了地形 、 交通等因素对聚落分布的

影响 （ 金其铭 ，
１ ９８９ ） 。 １ ９３３ 年 ， 德国地理学家 Ｃｈ ｒ ｉ ｓ ｔａ ｌ ｌｅ ｒ 通过对德国南部农村

市场中 心和服务范围 的研宄 ， 验证 了其中心地理论 ， 为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划和空

间体系 的研宄提供了理论基础 （金其铭 ， １ ９８ ９ ） 。

２０ 世纪下半叶 ， 受西方
“

计量地理学革命
”

的影响 ，

一

些学者开始对农村

居民点用地的空间结构、 空间演变趋势及形态与类型进行定性定量研究 。 如美国

学者 Ａｔｓｕｙｕｋｉ 等 （ １ ９９２ ） 对几何学中 的 Ｖｏｒｏｎｏ
ｉ 图进行了深入分析 ， 并在具体的

地理要素的空间分析中进行 了实证研宂 ， 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的研 宂提供

了理论指导 。 随后 ， Ｃｈ ａｒ ｌｅｓ 等 （ ２０００ ） 详细划分了Ｖｏｒｏｎｏ ｉ 图中的变异系数 （ Ｃｖ

值 ） ， 探讨 了农村居民 点用地空间分布的类型 ， 将农村居 民点用地的分布状态划

分为集群 、 随机和均匀三种类型 。 Ｓｙ ｌｖａ ｉｎ 等 （ ２００ １ ） 以加拿大魁北克南部的 乡

村聚落为研宄对象 ， 对农村居 民点景观演变进行研宄 ， 揭示了农 民居住模式与居

民 点景观格局变化之间的关系 。 Ｍ ｉｃｈａｅ ｌ（ ２００３ ） 系统研究了农村居民点空间分

布形态的类型 ， 将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形态划分为低密度型 、 高密度型 、 集聚型 、

规则型 、 线型 、 随机型等六种类型 。

近年来 ， 伴随 ＧＩＳ 、 ＲＳ 和景观生态学等理论方法的发展 ， 农村居民点用地

布局的研究逐渐与多个学科融合 ， 研究 内容扩展到农村居民点景观类型与土地利

用的可视化 （Ｍａｒ
ｊ
ａｎｎｅ 等 ，

２００７
）
、 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与经济发展 （ Ｐａｕ ｌ

， ２００９ ）

等方面 ， 向人文 、 社会研宄方向发展趋势明显 。 如 Ａ ｌ ｉ 等 （
２００８

）基于 Ｇ ＩＳ 空间分

析和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景观计算软件相结合的方法 ， 系统分析 了土耳其 Ｔｏｍ ｌ 山 区 土地利

用和森林覆盖景观的时空变化 。 Ｃ ｌｅ ｒｃ ｑ 等 （ ２０ １ ２ ） 通过对比利时农村居民点景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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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研究 ， 提出 了
一

种分析居民点变化特征的新方法。 Ｐｏｒｔａ 等 （ ２０ １ ３ ） 基于

人 口迭代技术 ， 识别了农村居民点 的边界 ， 区分了农村居 民点的 内部功能 ， 提出

要将农业生产用地和居住用地进行隔离 。

相比国外 ， 国 内关于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研究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才开始骤

增 ， 其研宄进程发展较快 ， 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逐渐成为研宄的热点 。 近年来 ，

在
“

３ Ｓ
”

技术及计量地理学的推动下 ， 关于农村居民 点用地区位 、 规模 、 形态 、

微观结构及空间演化的研宄 日益增多 。

在农村居民 点用地的区位方面 ， 主要集中于对各地貌类型上农村居 民点用地

分布位置及其特征 的研宂 ， 如平原地区农村居民点多分布于耕地资源丰富 、 距水

源较近的地方 （ 肖飞等 ， ２０ １ ２ ）
， 山地与丘陵区农村居 民点 多分布于地形平坦的

阳坡 ， 且垂直分异明显 （郭晓东 ，
２０ １ ２

； 关小克等 ，
２０ １ ６ ）

， 而黄土高原上的农

村居民点集中分布于河谷阶地等地貌部位 ， 且有向阳 、 向路等特点 （梁会民等 ，

２ ００ １
； 甘枝茂等 ，

２００４ ） 。 随着遥感影像等新技术 、 新数据源在土地科学领域的

应用和发展 ， 众多学者对不同空间尺度下农村居 民点用地的空间分异规律展开了

大量的研究 。 如 田光进等 （ ２００３ ） 应用 ＴＭ 遥感影像研究了全国农村居民点用地

的分布特征 ， 发现居民点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北平原 、 华北平原及淮河与长江中下

游等地区 ， 具有东部多 、 西部少的特点 。 蔡为民等 （ ２００４ ） 通过对黄河三角洲地

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研宂 ， 发现农村居民点用地集中分布在农业发展较早、 自然

条件优越的山前冲积平原 区 。 姜广辉等 （２００７ ） 、 李灿等 （ ２０ １ ３ ） 针对北京市不

同区位条件下的农村居 民点用地 ， 综合运用计量地理模型与 ＧＩＳ 技术相结合的

方法对其内部结构特征进行研宄 ， 发现其 内部结构的差异性显著 。 周伟等 （ ２０ １ １ ）

发现三峡库区的农村居民点多分布在城市郊区 ， 占用耕地的现象有所减少 。 谭雪

兰等 （ ２０ １ ０ ） 、 刘明 皓等 （ ２０ １ １ ） 、 张瑞娟等 （ ２０ １ ５ ） 运用 ＧＩＳ 空间分析和景观

生态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 发现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与经济水平、 交通通达

性 、 坡度 、 海拔及耕地空间分布等因素密切相关 。 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和 Ｇ ＩＳ

技术的发展 ， 还有
一

些学者运用空间统计学 、 Ｖｏｒｏｎｏ ｉ 图等方法研宄农村居民点

的分布模式 。 如刘仙桃等 （２００９ ） 、 王志杰等 （ ２０ １ ３ ） 运用 ＧＩＳ 技术与 Ｖｏ ｒｏｎｏ ｉ

图相结合的方法 ， 对县域农村居民点的分布模式开展 了研究 。 马利邦等 （ ２０ １２ ）

通过对通渭县乡村聚落的研宄 ， 发现最近邻距离 、 空间变差函数和 Ｖｏｒｏｎｏ ｉ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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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可 以有效解释其分布模式的类型 。 鄂施璇等 （ ２０ １ ６ ） 运用全局聚类检验、

核密度估计及空 间热点探测等方法对乡村聚落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研宄 ， 结果

表明乡村聚落在空间分布上区域差异 明显 。

目 前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的研宄 ， 主要集中在农村居民 点用地的变化速

度 、 变化方式及其用地转化等方面 （胡贤辉 ，
２０ ０７

； 任平等 ，
２０ １ ５ ； 张栢林 ， ２０ １ ６ ） 。

一

些学者研宄发现 ， 城镇化、 工业化 、 人 口变化及政策制度等因素会影响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的变化速度 ， 且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 同的特征 （邢谷锐 ， ２００７
； 周

洁等 ， ２０ １ １ ） 。 罗光杰等 （ ２０ １ ０ ） 指出农村居 民点用地的扩展指数随生产力水平

的变化而变化 。 刘彦随 （ ２０ １ ０ ） 、 冯应斌 （ ２０ １ ５ ） 、 宇林军 （ ２０ １ ６ ） 等通过研究

表明 ， 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的变化方式具有地域差异 ， 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 ， 以

外延增长为主 ， 内 部出现空心化现象 。 在
一些 自然条件较差的地 区 ， 由于人口 外

迁而使农村人 口规模减小 ， 但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基本维持不变 （李裕瑞等 ，

２０ １ ０
； 乔陆印等 ， ２０ １ ５ ） 。 在农村居 民点用地的转出与转入方面 ， 刘巧芹等 （ ２００ ９ ） 、

刘芳等 （ ２０ １ ０ ） 通过研宄发现 ，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转出 以城镇工矿用地 、 交通用

地、 耕地为主 ， 转入以耕地和园地为主 。

农村居 民点用地形态的研宄 ， 主要集中在形状特征分析 、 形态地域类型划分

等方面 。 随着 Ｇ ＩＳ 技术和景观生态学的不断发展 ， 许 多学者选择
一

系列 景观指

标 ， 如分维数 、 形状指数等 ， 对不同区域 、 不 同尺度的农村居 民点用地形态进行

定量研宄 （海贝 贝 等 ，
２０

１ ３ ； 王曼曼等 ，
２０ １ ６ ）

， 发现我国各地现有农村居民点

用地的形状具有明显的不规则性 （ 陈德凡等 ，
２０ １４

； 杜国明等 ， ２０ １ ５ ） 。 还有
一

些学者运用空间统计学 、 分形等技术对农村居 民点形态的空间依赖性和分形特征

进行研究 ， 如李全林等 （ ２０ １２ ） 、 马利邦等 （ ２０ １５ ） 运用空间变差函数 、 空间插

值等方法开展研宂 ， 发现区域乡村聚落形态的空 间 自 相关性较强 。 张竟竟等

（ ２０ １ ３ ） 、 庄至凤等 （ ２０ １ ５ ） 结合城镇体系研宄中的空间关联维数模型对平原及

山地丘陵地区的城乡 聚落的空间 结构进行 了系统研宄 ， 发现城市聚落与农村聚落

具有相似的分形特征 。 伴随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特征的研宄 ，

一

些学者依据形态

指标 ， 运用聚类分析 、 神经网络等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的地域类型进行划

分 （闵婕等 ，
２０ １ ４

； 谭雪兰等 ， ２０ １ ５ ） 。 如马晓冬等 （ ２０ １２ ） 基于乡村聚落形态

指标体系的构建 ， 运用 系统聚类方法定量研究了江苏省乡村聚落的形态 ， 划分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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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地域类型 ， 并对不同类型 的分布范围及其形成机理进行了重

点剖析 。

１ ．３ ．２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国 内外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影响 因素的研究有两个特点 ，

一

是内容上

既重视单要素对用地布局的影响 ， 也关注多要素对用地布局 的综合作用 ；
二是研

宄工具以统计软件和 Ｇ ＩＳ 为主 。

在农村居民点研宄的萌芽起步阶段 ， 自然条件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的影响

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 （金其铭 ， １ ９ ８９ ） 。 Ｈｏｓｋ ｉｎ ｓ（ １ ９５ ５ ） 研宄发现先前居民

点类 型和 土地 的丰 富程度对农村 居 民 点 用 地 空间 分布 特征 的影 响显 著 。

Ｒｏｂｅｒｔｓ
（

１ ９９６ ） 认为农村居民点用地选址的影响 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 ， 指出建房

应从点与位置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 之后 ， 经济发展 、 乡村交通 、 人 口 迁移 、

政府政策和社会文化等经济社会指标逐步被纳入到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影响因

素的研宄中 。 如 Ｐｅｔｅｒ （ ２００３ ） 通过对南非地区居 民点布局 的研宄 ， 发现地区基

础设施可达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居民点分布形态。 Ｃａｒｍｅｎ 等 （ ２００４ ） 研 宄了城

镇化大背景下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变化特征 ， 并剖析 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 人口 非

农化 、 居 民生计方式变化、 人 口迁移等对其产生的影响 。 Ｈａｎｓｅｎ 等 （ ２０ ０５ ） 通

过对美国农村居 民点用地变化速率及其驱动力 的研究 ， 指 出用地扩张对生态系统

的危害 。 Ｏ ｌｅｎａ等 （
２０ １ １

）基于 Ｌｏｇｉｓｔ 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了１９９０
－２００５ 年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郊区居民点演变的影响机制 ， 提 出影响居民点空间演变的主导因素是人 口密

度 、 邻里关系和坡度。

国 内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 的方法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格局的影

响因素进行了 定性定量的研究 ， 结果表明 ， 农村居民点的形成与发展会受到地理

位置 、 发展水平、 文化背景 、 居民思想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 姜广辉等 （ ２００６ ） 、

石诗源等 （ ２０ １ ０ ） 、 闵婕等 （ ２０ １４ ） 运用景观生态学和 ＧＩＳ 空间分析方法统计

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在 自然 、 社会、 经济等诸要素下的分布状况 ， 发现其空间

格局与高程、 坡度 、 农用地分布 、 城镇位置及交通区位等因素密切相关 ， 并指出

自然因素尤其是地形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的选址起决定性作用 。 任平等 （ ２０ １ ５ ） 运

用空间 自 回归模型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开展研宄 ， 发现地

形影响力大于城镇辐射影响力 ， 道路影响力最小 。 马 帅等 （ ２０ １ ６ ） 运用洛伦兹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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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 基尼系数 、 信息熵等方法分析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与地形之间的关系 。 任

国平等 （ ２０ １ ６ ） 将因子分析和多元 Ｌｏｇ ｉ ｓｔ ｉｃ 回归模型引入到乡村聚落研宂中 ，

发现其空间格局形成的首要因素是地理空间差异 ， 而格局改变的 内在本质是农村

居 民收入 、 社会投入及乡村工业化等社会经济 因素 。

随着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变研宄 的深入开展 ， 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影响机

制的研宄受到重视 。 李晓刚等 （ ２００６ ）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 ， 发现农村居民点用地

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经济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 。 张金前等 （ ２００９ ） 、 赵冰雪等

（ ２０ １ ５ ） 运用 因子分析法 ， 发现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变与农村工业化进程 、 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 、 交通改善和国家政策制度等 因素有关 。 苏高华等 （ ２００９ ） 建立了灰

色关联分析模型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扩张与产业发展 、 农业人口变化之间的关系进

行数学表达 。 师满江等 （ ２０ １ ６ ） 运用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 发现城市辐射距离 、

水源地远近及道路远近是影响农村居民点变化 的首要因 素 。 此外 ，

一些学者从农

户行为角度出发揭示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微观机制 ， 如袁洁 （ ２００８ ） 、 吴旭鹏 （ ２０ １ ０ ）

通过问卷调查 ， 发现影响居民点布局变化的重要因素是居民生计方式的改变 。

１
． ３ ．３ 研究述评

通过以上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国 内 外文献的梳理发现 ， 许多学者对其空间格局

及影响因素开展了 大量研究 ， 包括其研究方法及研究手段的探索等 ， 成果丰硕 。

但因对其研宄起步较晚 ， 目 前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宂仍存在
一

些不足之处 ， 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 ：

（ １ ） 在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格局方面 ， 大多 以市域 、 县域或乡镇为研宄单

元 ， 采用景观生态学与 ＧＩＳ 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其分布位置 、 规模及形态

特征开展研究 。 受研究区域 、 研宄尺度等的影响 ， 对农村居 民点空间分布的异质

性及空间关联性的研宄还不够系统 。 特别是 以村为研宄单元 ， 探索农村居民点属

性数据 中所隐含的信息 ， 挖掘其内部特征与规律 ， 还有待于进
一

步深入研 宄 。

（ ２ ） 在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影响 因素方面 ， 现有研宂主要 引 入景观指

数指标 ， 揭示不同环境因素影响下居民点景观的变化情况 ， 对影响力水平和 作用

方式的研宂不够深刻 。 尽管传统的线性回 归方法为影响力水平的研究提供了
一

种

有力的工具 ， 但它不考虑研宄对象的地理空间分异和空间关联关系 ， 且缺少对影

响因素交互作用 的研宄 。 ＧＩＳ 技术与地理探测器模型的结合 ， 可为此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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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一

种新思路 。

１ ．４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１ ．４ ．
１ 研究内容

以宁乡市农村居 民点用地为研宄对象 ， 利用 Ｒ Ｓ 和 ＧＩＳ 技术对收集的土地利

用调查数据与社会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处理 ， 分析农村居民点 用地的规模特征 、 密

度特征和形态特征 ， 并探讨其空间格局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 影响 因素的指示

范围和因素交互作用 的强弱 。

１
．４ ．２ 技术路线

在 ＡｒｃＧＩＳ ｌ Ｏ
． Ｏ 软件环境下 ， 从 ２０ １ ３ 年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库中提取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数据 ， 得到农村居 民点空间分布矢量图 ； 将矢量数据转换为栅格数

据 ， 并将其导入景观分析软件 Ｆ ｒａｇｓ
ｔａｔｓ４ ．

２ 中进行景观指数的计算 ， 计算结果根

据空间位置关联到各行政村中 心 ， 运用 Ｇ ＩＳ 空间分析模型对计算结果进行运算

处理 ， 依据分析模型及景观结构原理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 密度 、 形态的空间

分异特征进行分析 ； 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 ， 定量分析 自然基底 因素和经济社会因

素对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 的影响程度 ， 找到主要影响因子和辅助因子 ， 并对其结

果进行理论探宄 （ 图 １
－

１ ）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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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３ 研究方法

（ １ ） 文献分析法

收集 、 阅读与农村居民点用地研宄相关的国 内 外文献 ， 并对其进行梳理 、 分

析和总结 ， 把握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 提出科学问题 。

（ ２ ） 景观格局指数方法

选取合适的景观格局指数指标来表征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规模 、 密度 、 形状等 ，

依据其相关理论分析居民点用地的分布特征 。

（ ３ ）ＧＩＳ 空间分析方法

借助 ＧＩ Ｓ 软件建立空间数据库 ， 运用邻域分析 、 缓冲区分析 、 叠加分析等

工具进行数据运算和统计 ； 利用空间关联模型 、 核密度估计、 地统计分析 、 克里

格插值等空 间分析工具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布进行数据处理和表达 。

（
４
）
地理探测器模型法

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影响 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及因素

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进行研宄 ， 为之后的理论分析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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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２ ． １ 区域概况

２ ． １ ． １ 自然条件

（ １ ） 地理位置

宁 乡地处湖南中部偏北 ， 湘江下游和洞庭湖南缘 ，
属湘中丘陵向滨湖平原的

过渡区 。 其地理位置为北纬 ２７
°

５ ５
＇

？

２８

°

２９
＇

， 东经 丨 １ １

°

５３

＇

？

１ １ ２
°

４６
＇

，

东西长约 ８８ 公里 ， 南北宽约 ６９ 公里 。 南与韶 山 、 湘乡 毗连 ， 北 同赫山 、 桃江交

界 ， 东以望城为临 ， 西与涟源 、 安化接壤 。 全市土地总面积 ２９ １ ２ 平方公里 。

（ ２ ） 地形地貌

宁乡西临雪峰山余脉 ， 东与湘江尾闾交接 ， 地势西高东低 ， 南陡北缓 ， 地貌

有山地 、 丘陵 、 平原三种形态 。 具体来看 ， 西 、 北 、 南缘为低山 区 ， 地势相对险

峻 ， 海拔 ８００ 米 以上的山峰 １ ３ 座 ， 如瓦子寨 、 扶王山等 ， 海拔 ６００ －８００ 米的 山

峰 ２８ 座 ， 如大仑 山 、 九折仑等 ， 东南为丘陵区 ， 地势高低起伏 ， 北部为 岗地 ，

较为平缓 ， 东北为洞庭湖平原过渡地带 ， 低平开阔 。 全市最低处是朱良桥乡 的 团

头湖 ， 海拔 ２８ ．８ 米 。

（ ３ ） 气候水文

宁乡 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区 ， 雨热同期 ， 四季分明 。 冬季干冷 ， 寒

潮频繁 ， 春温多变 ， 夏季高温高湿 ， 秋季常有秋旱 ， 气温呈阶段性急降 。 全市多

年平均气温 １ ６ ．８

°

Ｃ
， 七月 气温最高 ， 平均 ２８ ． ９

＂

Ｃ ，
—

月 气温最低 ， 平均 ４ ． ５

°

Ｃ 。

光照充足 ， 年 日照时数 １ ７３ ７
．
６ 小时 ， 年无霜期 ２７４ 天 。 年降水量 １ ３５ ８ ．

４ 毫米 ，

夏季雨水充足 。

宁乡水资源丰富 ， 有沩水 、 靳江 、 楚江 、 乌江四条主要河流 ，
沩水 、 靳江为

湘江
一

级支流 ， 是市 内水力资源较为丰富 的河流 ， 其 中沩水全长 １ ４４ 公里 ， 为宁

乡 的母亲河 ， 楚江 、 乌江为其最大支流。 境 内最大的水库黄材水库为全 国三大土

坝水利工程之
一

。

（ ４ ） 自然资源

宁乡矿产资源较丰富 ， 矿种较多 ， 储藏量大 。 己探明的矿床矿点 ７ ８ 处 ， 重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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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发利用 的有煤 、 硅 、 锰 、 花 岗岩 、 石灰石 、 海泡石等 ２０ 多种矿种 ， 是著名

的煤炭之 乡 、 建材之乡和温泉之乡 。

２
．
１

．
２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 １ ） 行政区划与人 口

２０ １３ 年 ， 宁 乡辖 ２２ 个镇 、 １
１ 个乡 ， 总人 口 １ ３ ７ ． ７０ 万人 ， 其中城镇人 口６４ ．

６５

万人 ， 农村人 口７３
．
０５ 万人 ， 城镇化率为 ４６

．
９５％。

（ ２ ）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２０ １ ３ 年 ， 宁 乡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８３ ５ ．
０ ５ 亿元 ， 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９３

．
２３

亿元 ，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３ ．
３％

， 第二产业增加值 ５７ ５ ． ５２ 亿元 ， 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为 ８２ ． １％ ， 第三产业增加值 １ ６６ ．
３ ０ 亿元 ，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１４ ．６％ ，

一

、 二 、 三次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分别为 １ １ ．２ ： ６８ ． ９ ： １ ９ ． ９ 。 全年完成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 ６０ ８ ． ３５ 亿元 ，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 ７２ ．
５ １ 亿元 ， 实现财政收入

４８
．３ ８ 亿元。 城 、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２ ． ８５ ２８ 万元 、 １ ．７８９４ 万元 。 市域

经济基本竞争力较强 ， 在全国百强县 （市 ） 中居于 ５６ 位 。

（ ３ ） 交通区位条件

宁乡处长 （沙 ） 株 （ 洲 ） 湘 （潭 ） 城市群连接地带 ， 也是省会长沙通往洞庭

湖 、 武陵源旅游景区之要道 ， 交通便利 ， 到 目前 已形成以铁路 、 国道 、 省道 、 高

速公路为主干 ， 以县 、 乡公路为辅的综合交通网络 。 石长铁路 、 洛湛铁路井字相

连 ，
３ １ ９ 国道 、 Ｓ２０６ 、 Ｓ２０８ 、 Ｓ２０９ 和 Ｓ３ １ １ 四条省道及益娄衡 、 京珠西 、 长常张 、

长韶娄四条高速纵横交错 ， 贯穿全境 ， 直通长沙 、 北京等省 内外主要城市 。

２ ． １ ． ３土地利用状况

２０ １ ３ 年 ， 宁乡市农用地 ２５ １ ７６２ ．４ ８ｈｍ
２

， 占土地总面积的 ８６ ．４５％
； 建设用地

３ ５０８０ ．
３２ｈｍ

２

， 占土地总面积的 １２ ．０５％
； 未利用土地 ４ ３６６ ．

４ ７ｈｍ
２

， 占土地总面积

的 １
．
５ ０％（表 ２－ １ ） 。 宁乡土地利用表现出 以下特点 ：

（ １ ）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 、 林地为主

全市土地利用类型多样 ， 农用地面积最大 。 耕地 、 林地共 占土地总面积的

７６
．
０ １％

， 而城镇村及工矿用地用地相对较少 ， 占土地总面积的 １ １ ．２６％ 。

（ ２ ）土地开发利用程度髙 ， 后备土地资源少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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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己开发利用土地面积 ２８６ ８４２
．
８０ｈｍ

２

，土地利用率达 ９８％ 以上 ， 未利用

土地仅 占土地总面积的 １ ． ５０％ 。 随着人 口 的增长和建设用地需求量的增加 ， 农业

与非农业用地矛盾会更加突 出 。

（ ３ ） 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集约度较低

全市农 村居 民 点用地 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７７
．
７８％ ， 人均农村居 民点用地

３４９
．
０２ｍ

２
， 远超出 《镇规划标准 》 （ＧＢ ５０ １ ８８

—

２００７ ） 规定的人均 １ ４０ｍ
２

的上限

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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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

１ 宁乡市 ２０ １３ 年土地利用结构

Ｔａｂ ．２－１Ｔｈ ｅｌａｎｄｕｓｅｓｔ ｒｕ ｃ ｔｕｒｅｉｎＮ ｉｎｇｘ
ｉａｎｇ

ｃｉ ｔｙ
ｉｎ２０１３



面积 （ｈｍ
２

）


比重 （％ ）

水田８ ０５３ ８
．
３ ５２７ ． ６６

水浇地７３ ． ６３０ ．０３

Ｗ旱地１ ５４７０ ．６５５ ．３ １

小计９６０８２ ．
６３３２ ． ９９

果园４８２
．
４００ ． １ ７

ｍ茶园２５ ０９ ．
９００ ．８６

园地
其它园地１ ４ ． ６００ ．０ １

小计３０ ０６ ．
９０１ ．０３

有林地９８８２６ ．８５３ ３ ．９４

灌木林地２ ７４３ ．０５０
．
９４

其他林地２３６９ ７ ．
２４８ ． １ ４

小计 １２５ ２６７ ． １ ４４３ ． ０２

人工牧草地５ ．４８０ ．００

草地其他草地１ ４２０ ．

８９０ ．４９

小计 １
４２６ ．

３ ７０ ．４９

建制镇６０４ １
． ００２ ．０７

村庄２５４９６ ．３ ０８ ．７６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采矿用地１ ０７９
．
８００ ．３７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１ ６ ５ ．５４０ ．０６

小计３２７ ８２
．６４１ １ ．２ ６

铁路用地 １ ８ ７ ．５９０ ．０６

六
、

困 ￥给田灿公路用地 １９ ６９ ．２２０ ．６ ８

农村道路４０ ３４． ０２１ ．３９

小计６ １ ９０
．
８３２

．
１ ３

河流水面３ １ ７８ ．４６１ ．０９

湖泊水面２ １ ７ ．８３０ ．０７

水库水面８３ ５ ． １ ２０ ．２９

坑塘水面１ １ ２４９
．
７２３ ．８６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ｎ

内 陆滩涂５５ ５ ．３６０
． １ ９

沟渠２７ ８０ ．６ ７０ ．９５

水工建筑用地 １ ４０ ．８７０ ．０５

小计 １ ８９ ５８ ．０３６ ．５ １

设施农用地２０４ ．２００ ．０７

田坎 ＜５８ ７５ ．
７ １２ ．３６

沼泽地０ ．７９０ ．００

沙地１
．
０００

．
００

裸地４ １ ３ ．０３０ ． １ ４

小计７４９４ ．
７３２ ．５７



土地总面积


２９ １ ２０９ ．２ ７


１ 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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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２ ．２ ． １ 数据来源

本研宄涉及空间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的应用 ， 其中空间数据包括 ： 来源于宁

乡市国土资源局的 ２０ １ ３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 （ 丨
：
丨 万 ）

；
来源于地理空间数

据云 （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ｇｓｃ ｌｏｕｄ ．ｃｎ／ ） 的宁乡市 ＤＥＭ 数据 （ ３０ｍ 空间分辨率 ）
； 从宁 乡

市政府获取的的宁乡市 ２０ １ ３ 年行政区划图 （ １ ： 丨 万 ） 、 从宁 乡市交通局获取的宁

乡市 ２０ １ ３ 年交通图 （ 丨
：

丨 万 ） 。 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 《宁乡统计年鉴－２０ １ ４ 年 》 、

《宁 乡年鉴－２０ １ ４ 年 》 及其他相关政府部 门的统计资料 。

２ ．２ ．２ 数据处理

（ １ ）土地利 用数据获取

在 ＡｒｃＧＩＳ ｌ Ｏ
．
Ｏ 软件平 台上 ， 从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中提取农村居民点

用地 、 城镇用地 、 耕地、 河流以及交通用地等空间数据 ， 并将这些空间数据及行

政区划图层的投影坐标进行统
一

配准 。

（ ２ ）ＤＥＭ 数据处理

对己有的 ＤＥＭ 数据利用控制点进行几何精校正 ， 配准 ＤＥＭ 数据与土地利

用数据的坐标 ， 经过行政边界切割裁剪后 ， 生成研宄区高程 图 。

（ ３ ） 矢量数据 的转换

在ＡｒｃＧＩＳ ｌ
Ｏ

．
Ｏ
软件中找到

Ｓ
ｐａｔ ｉ ａｌＡｎａｌ

ｙｓｔ 模块 ， 利用Ｆｅａｔｕ ｒｅ ｓｔｏＲａｓ ｔｅ ｒ工具 ，

将农村居 民点用地矢量数据 （ ＳＨＰ 格式 ） 转为栅格数据 （ ＥＳＲＩ ＧＲＩＤ 格式 ） ，

使其能够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４ ．２ 软件中计算各种景观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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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特征

在 自 然 、 经济社会 、 历史文化等环境影响 下所形成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

分布格局 ， 是大小和形状各异的农村居 民点斑块在空间上 的排列与组合 ，

一

般由

规模 、 密度和形态三大属性表征 。 景观指数是高度浓缩的景观格局信息 ， 能反映

其结构的组成和 空间配置某些方面特征的简单定量指标 （ 陈文波等 ， ２ ０ ０２ ） 。 本

研究结合景观空间结构原理 ， 选取农村居民 点用地斑块的面积 、 平均最邻近指数 、

景观形状指数等景观指标来描述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规模大小 、 分布密度 、 形态及

空间布局情况 ， 并借助 Ｇ Ｉ Ｓ 空 间分析模型对其空间 分异特征和 关联特征进行研

究 。

３ ． １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分布特征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规模主要体现在用地面积上 ， 因此 ， 本研究以农村居民点

用地的斑块面积为分析变量 ， 釆用频率分布图揭示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

统计分布特征 。

２ ５

：

２ ０

１ ５

〇

〇
？
ｒ
ｉ １ 〇

發

１２３４ ５６７Ｓ９１ ０１ １ １２ １ ３１ ４ １ ５ １ ６１ ７１ ８１ ９２０２１２ ５３０４０４ ０７

面积 （ １ ０００ｍ
２
）

图 ３
－

１ 宁乡市 ２ ０ １ ３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频率分布 图

Ｆ ｉ

ｇ
．３

－

１Ｆ ｒ ｅｑ ｕ ｅｎ ｃ ｙ
ｄ ｉｓ ｔｒ ｉ ｂｕ ｔ ｉ ｏｎｏ ｆｓ ｃ ａ ｌ ｅｏｆｒｕ ｒ ａ ｌｒｅｓ ｉｄ ｅｎ ｔ ｉａ ｌ ｌａｎ ｄ ｉｎＮ ｉ ｎｇｘ ｉ ａｎ ｇ

ｃ ｉ ｔ
ｙ 

ｉ ｎ２０ １ ３

借助 ＡｒｃＧ Ｉ Ｓ ｌ Ｏ ． Ｏ 地统计分析模块 中 Ｆ ｒｅｑｕｅ
ｎｃｙ

Ｈ ｉ ｓｔｏｇ
ｒａｍ 对宁乡市农村居民

点用地规模进行统计 ， 结果如图 ３－

１ 所示 。 由 图可知 ， 宁 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规

模频率分布 图呈偏正态形态 ， 数据与 中心相背离 ， 非对称性显著 。 通过计算 ， 频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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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布图的偏斜系数为 １ １
．
７５

， 但中 值 （ １ ６２６ ．
１ ｍ

２
） 小于均值 （ ３６８７ ．

２ｍ
２

） ， 说

明低值居民点数量多且分布集中 ， 而高值居民点数量少且分布离散 ； 其峰值系数

为 ２９８ ．４２ ， 说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数据呈现出较窄集中分布的
“

尖顶
”

特征 ，

且有较广离散分布的
“

肥尾
”

现象 。 斑块面积为 ２０００ｍ
２
－３０００ｍ

２的农村居 民点数

量达到 ２０３ ９５ 个 ， 约 占居 民点斑块总数的 ３ ０％。 由 以上分析表明 ， 宁 乡市农村居

民点用地的规模普遍偏小 ， 规模小的居民点比重大但规模差距较小 ， 规模大的居

民点 比重小但规模差距大 ， 等级分异较明 显 。

由于农村居民点用地斑块面积小 ， 数量多 ， 以不连续 的居民点斑块为研宄单

元进行空 间分析不利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空间集聚特征的可视化 。 因此 ， 以村

为研宄单元 ， 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空 间分布进行研究 。 同时 ， 为 了降低行政

村范围划定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的影响 ， 以农村居 民点用地相对规模 ， 即 行政

村内农村居民点总面积与行政村面积的比值为分析变量 ， 借助全局空间 聚类检验

和空间
“

热点
”

探测方法研究宁乡市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的空间分布特征 。

全局空间聚类检验是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空 间分布模式进行检验的
一

种方法 ， 用于验证其是否具有高值或低值簇群 。 计算公式为 ：

ｉ
ｒ
＝

ｌ
ｌ

＂

＝ ｌ＾
ｙ

式中 ， ｄ 为距 离 ， ｘ
，

和 Ｘ
，

． 为行政村 ／ 和行政村 ７

？

的观测值 ，

１⑷为 以距 离规则

定义的空间权重 ， 可 以对 Ｇ⑷进行标准化 ， Ｚ
（
Ｇ

）

＝

 ［
Ｇ －

Ｅ
（
Ｇ

）ｙ＾ＶＡＲ（
Ｇ

）

， 其中 ￡
（
Ｇ

）
和

＿
（
Ｇ ）分别为 Ｇ⑷的期望值和方差 。 当 Ｇ⑷值高于 ￡

（
Ｇ

）
值 ， 且 Ｚ

（
Ｇ

）
值统计显著时 ，

表明 区域存在农村居民点高值簇群 ， 当 值低于 值 ， 且 值统计显著时 ，

表明 区域存在农村居民点低值簇群 。

利用 Ａ ｒｃＧ ＩＳ ｌ Ｏ ．Ｏ 空间分析模块中的 Ｇｅｔ ｉ ｓ
－Ｏ 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Ｇ 工具进行聚类检验 ，

结果如表 ３－

１ 所示 。 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 Ｇ （ ｄ ） 值 （ ０ ．０００００３ ） 小于

值 ， Ｚ
（
Ｇ

）值为 －５ ．３４ ， 且 户
（〇

＝
０ ． ００ ， 信度检验超过 ０ ． ９９ ， 说 明农村居民点用地

规模在空 间上存在显著 的低值聚簇区 ， 即规模较小的农村居民点在空间上集群分

布 ， 随机产生该低值聚类模式的可能性只有 １％或者更小的可能性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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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

１ 宁乡市 ２０ １ ３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 Ｇ ｅｎ ｅ ｒａ ｌＧ 估计值

Ｔａｂ ．３ －

１Ｅｓ ｔ ｉｍａ ｔ ｉｏ ｎ ｏｆ Ｇ ｅｎｅｒａ ｌ
Ｇ ｆｏｒ ｓｃａ ｌｅｏ ｆ ｒｕ ｒａ ｌｒｅ ｓｉｄ ｅｎ ｔ ｉａ ｌ  ｌａｎ ｄ ｉ ｎＮ ｉｎｇｘ ｉａｎ ｇ ｃ ｉｔｙ

ｉｎ２ ０ １ ３

名称Ｇ（ ｄ ）Ｅ（ Ｇ ）Ｚ（ Ｇ ）Ｐ（ Ｇ ）

参数值０ ． ００ ０００３０ ．０ ００００４－

５ ．３ ４０ ．００

空间
“

热点
”

探测是采用 局部空间关联指数 来检测统计农村居

民 点显著高值或低值分布的 区域位置 ， 通常用地图 的方式识别
“

热点
”

和
“

冷点
”

的 区域位置 。 计算公式为 ：

Ｇ ．

（
Ｊ

）
＝

，

Ｌ
——＾（ 式

３ －２ ）

式 中 ， 参 数 ｄ ， Ｊ Ｃ
，

和 ｘ
ｙ
与上式相 同 。 对 进行标准 化 处 理 ，

Ｚ
（
Ｇ

；
）

＝

［

Ｇ
，

＊

－Ｓ
（
Ｃ

； ）１＾／Ｍ＾ ， 其 中 和＾
（
Ｇ

；
）
分别为 Ｇ

；⑷ 的数学期望和方

差 。 如果 为正值 ， 且统计显著 ， 表明 ／ 行政村周 围的农村居民点规模值相对

较高 ， 属高值集聚的热点区 ， 如果 ２
（

〇
丨
）

为负值 ， 且统计显著 ， 表明 ／行政村周 围

的农村居民点规模值相对较低 ， 属低值集聚的冷点 区 。

朱 良桥务
｛

双江會镇

利乡 金洲镇
．

，

严

咖乡

上
横市 ＊

． ：５电 ＾乡
二 角 田朽 ）

一

‘ ， 、

微 点区 
ｆ
－

２
－

Ｇ ）Ｗ

■Ｉ
次热点区

－

２ ＞〇３ ６ １２ １８２ ４
＿ ． ，

■■ 热点区 ｆ ２
＿

 ５）
■ 睡 ＋米

图 ３－

２ 宁乡市 ２ ０ １ ３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 Ｇｅ／Ｚｓ
－ ｍ／Ｇ

ｆ
分布图

Ｆｉ ｇ．
３
－２Ｌｏｃａ ｌＧｅ ｔ ｉｓ

—

ｏｒｄ

Ｇ

／
ｆｏ ｒ ｓｃａ ｌｅｏｆｒｕ ｒａ ｌｒｅｓ ｉｄｅ ｎ ｔ ｉ ａｌ  ｌａ ｎｄｉ ｎＮ ｉ ｎ ｇｘ ｉａｎ ｇ ｃ ｉｔｙ

ｉｎ ２０ １ ３

２０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 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宄一以湖南省宁乡 市为例


利用 ＡｒｃＧ ＩＳ ｌ Ｏ ．Ｏ 的 Ｈｏｔ Ｓ
ｐ
ｏｔ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 模块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高值簇群

（热点 区 ） 和低值簇群 （冷点区 ） 进行探测 ， 应用 自然断点分类法将计算得出 的

Ｚ 值分为 四类 ， 得到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 的热点分布图 （ 图 ３
－２ ） 。 由 图可知 ，

宁乡 市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分布具有 明显的集聚性和等级性特征 ， 东部 、 东南地

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较大 ， 西部 、 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较小 ， 呈现出

“

东热西冷
”

的空间分布格局 。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热点型村有 ４ ６个 ， 除个

别行政村的农村居民点规模形成几个非聚簇的点状高值区外 ， 其余均呈团状集聚

分布 ， 主要集中在 回龙铺 、 煤炭坝 、 菁华铺 、 坝塘 、 大成桥等乡镇 ， 该区域平原

广阔 ， 经济发达 ， 人 口密度大 ， 为农村居民点的聚集布局创造了条件 ， 较 易形成

村庄聚簇 区 ， 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大 ； 次热 点型村有 １ ９３ 个 ， 占村域总数的

４ ４ ．３ ６％ ， 占据宁乡市东北 、 东南和西南的广大区域 ， 主要集中在热点区四周 并沿

省道 １ ０８ 线 、 ３２７ 线和沩水干流 自西向东延伸分布 ， 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水 、 土

资源为农村居民点的新建及扩展提供 了有利 的条件 ， 农村居 民点用地分布较为集

聚 ， 规模较大 ； 次冷点型村有 １ ２８ 个 ， 主要分布在老粮仓 、 黄材 、 偕乐桥 、 资福 、

道林 以及东湖塘等乡镇 ；
冷点型村有 ６８ 个 ， 主要分布在宁乡市西部和西北部 ，

农村居民点用地呈低值连片分布 ， 主要是因为受 山地 、 丘岗地貌的限制 ， 地形起

伏较大 ， 交通闭塞 ， 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零散 ， 用地规模较小 ， 其 中玉潭镇是县

城所在地 ， 随着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展 ， 周边的农村居民点在城市化过程 中消失或

转变为城镇 ， 农村居 民点变得零星 、 稀少 。

３ ．２ 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分布特征

本研究 引入点模式空间分析方法 ， 运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和核密度估计法分别

测度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分布状态及其密度的空间分布特征 。

平均最邻近指数指两个相邻农村居民点斑块质心之间的观测平均距离与假

设随机分布的期望平均距离的 比值 ， 用于判断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呈随机或集聚

状态 。 计算公式为 ：

ＡＮＮ
＝

Ｂ， ＝
＾

ｌ

＝
ｌ

ｄ
ｉ

（

ｎ
－ ＝


＾

Ｘｆ
－

ｉ

ｄ
， （式

３ －３ ）

Ａｙｌ ／^
Ａ
／
２ｎ

式中 ， 瓦是两个相邻农村居 民点之间的观测平均值 ， 瓦 是假设随机模式下农村

居 民点的期望平均距离 ， 《 为农村居民点斑块总数 ，
ｄ 为距离 ，

Ａ 为研宄 区面积 。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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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ｙ４ＡＷ＜ ｌ
， 为集聚分布状态 ， 如果 ｄ ｉＷ＞ ｌ

， 则趋向于随机分布 。

表 ３ －２ 宁乡市 ２０ １３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平均最邻近指数

Ｔａｂ ．
３ －２Ｔｈ ｅＡＮＮｏｆｒｕ ｒａ ｌｒｅ ｓ ｉｄｅｎｔ ｉａ ｌｌａｎｄｉｎＮｉｎｇ

ｘｉａｎｇ
ｃｉ ｔｙ

ｉｎ ２０ １３

＾平均观测距

￣

期望平均距

＂＂＂

平均最近邻
￣

Ｚ７１



ｔｏ
 

值

参数值１ ０ ０ ．６４１ ３ ８ ．
２ １０ ．７２－

１４ ０ ．２ １ ０ ．００

在 Ａ ｒｃＧ ＩＳ ｌ Ｏ ． Ｏ 中 ， 借助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ｏＰｏ ｉｎｔ模块提取面状农村居民点用地的质心

并将其转化为点状农村居民点 ， 然后利用 Ｎｅａｒ 工具计算出农村居民点最邻近点

平均距离的观测值 、 期望值 、 标准化 Ｚ值和 Ｐ 值 ， 结果如表 ３ －２ 所示 。 由表可知 ，

２０ １ ３ 年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的平均最邻近指数小于 １
， 表明农村居民点用

地的空间分布呈集聚分布态势 。 标准化 Ｚ值和 Ｐ 值是统计显著性的量度 ， 用来

衡量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分布集聚或分散的程度 ， 在 Ｐ＝〇 ．
〇 ｌ 的置信水平下 ， 如

果 ２＞２
．
５８ 或 Ｚ ＜－

２
＿
５８ 时 ， 贝丨

Ｊ可以拒绝零假设 （ 随机分布 ） ，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

空间集聚或分散水平显著 。 表 ３ －２ 中的标准化值 Ｚ 为 － １ ４０
．
２ １

， 且 Ｐ ＝０
， 表明宁乡

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布集聚态势较为显著 ，
只有 １％或者更小的可能性使此

聚类模式是随机产生的结果 。

核密度估计是 ＧＩＳ 空间分析中计算地理要素表面密度的
一

种方法 ， 可用 于

测度农村居民点用地在整个区域分布的密集情况 。 它的原理是以某个农村居民点

为参考点 ， 基于数学函数计算出各农村居民点到参考位置的距离值 ， 并以距离值

创建
一

个平滑圆形表面 。 距离参考点越近的农村居民点 ， 权重值就越大。 此方法

的优点是可以产生
一个连续的密度表面 ， 规避了农村居民点要素在行政单元内均

匀分布的假设 。 计算公式为 ：

ｆ｛
ｘ

，ｙ）

＝ 
－

＾
Ｉ^ ＝

ｌ

ｋ

ｙ
ｊ（式３

－４ ）

式中 ， ／（
ＸＪ〇为位于 （

ｘＭ位置的密度估计值 ，
《为农村居民点个数 ，

Ａ 为带宽或

平滑参数 ， 心为 位置与第 ／ 个观测位置的距离 ， 为核函数 。

利用 Ａ ｒｃＧＩＳ ｌ Ｏ ．Ｏ 软件中 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ｏＰｏ ｉｎ ｔ 模块 ， 提取农村居民点的几何中

心 ， 再借助 Ｋｅｒｎｅ
ｌＤｅｎｓ ｉ ｔｙ 模块进行计算 ， 得到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分布

图 （ 图 ３ －３ ） 。 ２０ １ ３ 年宁乡市土地总面积为 ２９ １２
．
０９ｋｍ

２
， 农村居民点用地斑块有

６７５０６ 个 ， 农村居民点用地平均密度为 ２３ ． １ ８ 个／ｋｍ
２

， 总体密度较大 。 由图 ３ －３

２２





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及影响 因素研究
一

以湖南省 宁乡市为例


可知 ， 农村居民点用地最密集区域达到 ５ ６ ． ７６ 个／ｋｍ
２

， 最稀疏区域仅为 ０
．
２５ 个

／ｋｍ
２

， 大部分地区农村居 民点分布密度在 １ ３ ．３ ３ 个／ｋｍ
２
－

３９ ．
０３ 个 ／ｋｍ

２之间 ， 空间

差异显著 ， 总体上呈现出
“

西南 －东北方 向密集 、 西北－东南方 向稀疏
”

的空间格

局 。

．

Ｔｉｐ二
，

前坳罐 ， 丨

。
丨龙铺爲？

ｍｍ＃
讳铺锒

？山 芩
拔＂＿＃＾ ＇＼ｍＷ

Ｊ

图例

＾
：

參
１

ｊＥｆｅ ”
核密度值． 镇

＇

Ｉ １

？ ． ＾－

 Ｉ Ｉ Ｕ
＾ ^


１ 

：

ｔ
．

：ｉ ： ｉ 
－

１１＾１
Ｈ ２９ ． ７３

〇 ３ ６１ ２ １ ８２４
－

■ 
： ｔ９ ．


ｔ

？３ 
－

 Ｓｒｔ ．
 ７６

图 Ｊ－

３ 宁乡市 ２０ １ ３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分布图

Ｆ ｉｇ ．３－３ Ｔ ｈ ｅｄｅ ｎ ｓ ｉｔ
ｙ

ｏｆｒ ｕ ｒａ ｌｒｅ ｓ ｉ ｄ ｅ ｎ ｔ ｉａ ｌｌａ ｎｄ ｉ ｎＮ ｉ ｎｇ ｘ ｉ ａ ｎｇ
ｃ ｉｙ ｉ ｎ２０ １３

宁 乡市西南部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较高 ， 其中 ， 老粮仓西北部 、 流沙河

东南部 、 资福中部及枫木桥等地区形成密集核心区 ， 密度达到 ３ ９ ． ０３ 个／ｋｍ
２
－ ５ ６

．
７６

个 ／ｋｍ
２

， 农村居民点用地 以团聚形态分布 ， 并向周边区域呈阶梯状递减 。 主要原

因在于 老粮仓 、 流沙河 、 资福位于沩水 、 乌江流域 ， 河 网密集 ， 人 口稠密 ， 耕作

半径较小 ， 农村居民点用地沿河岸密集分布 。

东湖塘南部 、 朱 良桥中南部 、 城郊与 白 马桥的接壤处形成次
一

级的农村居民

点密集区 ， 密度值在 ２９ ．７３ 个 ／ｋｍ
２
－

３ ９ ． ０３ 个 ／ｋｍ
２之间 ， 呈 明显 的条带状或点状分

布特征 。 主要是因为该地区 以平原为主 ， 地势平坦 ， 交通等基础设施较完善 ， 城

市经济的福射影响较大 ， 农村居 民向城镇周边和道路两侧集中居住 。

在道林北部 、 夏铎铺南部 、 横市南部 、 沩山东部 、 黄材以及双凫铺中部地区 ，

农村居民点用 地密度较低 ， 多在 １ ３
．
３ ３ 个／ｋｍ

２

个以下 ， 远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

属于农村居 民点密度低值区 。主要是因为该区域以低山丘陵为主 ， 地势起伏较大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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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离村落距离较远 ， 农村居民点集中布局 的区域有限 ， 农村居民点分布较为稀

疏 。

３ ． ３ 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分布特征

以农村居民 点用地的景观形状指数为分析变量 ， 采用空间变差函数和克里格

插值方法研宄宁乡市农村居民点 用地形态的分布模式和空间格局特征 。

景观形状指数是通过计算农村居民点斑块形状与等面积正方形之 间的偏离

程度来衡量其形状的不规则性或复杂程度 。 景观形状指数值越大 ， 居民点斑块形

状越偏离正方形或越不规则 。 计算公式为 ：

ＬＳ卜（ 式３
－

５ ）

拉？ ＝ ｉ

ｓ
，

式中 ，

巧为第 ／ 个农村居民点斑块 的面积 ；

？ 为第 ／个农村居民点斑块的周长 。

空间变差函数是用于研宄某个变量结构性与随机性特征和数据值空间相关

性的基本工具 ， 又称半变异 函数 。 变量 Ｚ
（
ｘ
）
和 ２卜＋

／〇两点之差的方差的
一

半定义

为 ｚ
〇〇 的变差函数 ， 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

ｙ
｛

ｈ
）

＝

ｊ

Ｖａｒ
［
ｚ

｛
ｘ
）

－ Ｚ
｛

ｘ ＋ ｈ
）］

＝￣ ｅ
［
ｚ

｛
ｘ

）

￣ Ｚ
（
ｘ＋ｈ

）］

２

（式３
－

６）

式 中 ， 为滞后距 ， 如果有变量 Ｚ〇ｃ
）
的观测数据 ， 就可 以估算该变量 ｚ

（
ｘ
）
的变差

函数 ， 计算公式为 ：

ｒ（
ｈ
）

＝
（式３

－

７ ）

式中 ， ／ （
／

〇为实验变异函数 ， ＴＶ㈨是相距为 Ａ 的样本点个数 。 通常用指数模型 、

线性模型 、 球体模型 、 高斯模型等对

实验变异函数值进行拟合 ， 得到空间

变差函数 。

「




空间变差 函数通常用一定滞后Ｃ＜ ｜

距 的变异函数值 ，⑻ 与该 的对应^
（

叫
方差图进行表达 （ 如图 ３

－

４ ） 。 变程 ＧＬ
ｌ


！

反映 了数据的空间相关距离 ， 也称影ｍ
ｈ

图 ３
－４ 理论方差图

Ｆ ｉｇ ．３ －

４ Ｔ ｈ ｅ ｏ ｒｅｔ ｉ ｃａ ｌ ｖ ａ ｒ ｉ ａ ｎ ｃｅｄ ｉａｇｒａｍ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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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距离 ， 如果超过这个距离 ， 数据点之间不再有明 显的相关性 。 块金值 Ｃ
。
表示 ／？

为 〇 时的变异值 ， 其数值大小可反映变量随机成分的大小 。 基台值Ｑ ＋ ｃ反映变

量的变化幅度 ， 块金系数Ｑ
／
Ｃ

ｆｌ
＋Ｃ 表示随机成分 引 起的空 间异质性 占总变异 的

比例 ， 比值越小 ， 空间 异质性由随机因素引 起的可能性小 ， 空间 自相关性越强 。

本研宂以村为基本单元 ， 计算农村居民点的景观形状指数值 ， 并将该值赋到

每个村域单元的几何中心点上 。 将采样步长定为 ８ ９９
．
４ １ ｍ ， 计算实验变差函数值 ，

并对实验值进行模型拟合 ， 通过标准差 、 误差 、 阈 值等参数的对 比 ， 选择拟合度

最优的模型 ， 拟合结果如表 ３ －３ 、 图 ３
－５ 。

表 ３
－３ 宁乡市 ２０ １ ３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分布格局的变差拟合模型参数

Ｔａ ｂ ．３ －

３Ｔ ｈ ｅ
ｐ ａ ｒａ ｍ ｅｔｅ ｒｓ ｏｆｖａ ｒ ｉｏｇ ｒａｍｍ ｏｄ ｅ ｌｏｎ ｓｐａｔ ｉ ａ

ｌ

ｐ
ａ ｔ ｔ ｅ ｒｎｆｏｒｓｈ ａｐｅｏｆ ｒｕ ｒａ ｌ

ｒｅ ｓ ｉ ｄｅｎ ｔ ｉａ ｌ ｌａ ｎ ｄｉ ｎＮ ｉ
ｎｇ ｘ ｉ

ａ ｎｇ
ｃ ｉ ｔｙ

ｉｎ２０ １ ３

＾变程基台值块金值块金系数拟合模型 决定 系数

⑷＜ Ｃ＋Ｃ
０

）（ ｃ
。

）ｃ
ｏ ／（

ｃ ＋ｃ
ｏ ）

（ Ｍｏｄｅ ｌ ）

（ 尺
－

）

参数值７９４ １ ．４４３ ３ ． ９ ３１ ６ ．７４０ ． ４９高斯模型０ ． ８３

Ｖ
？

１ ０

＿

１

４ ６９１ ？

？
？

？
？

？

？

１８７６＿Ｌ一＿

一

 ？
？

＊

！
＊

＊
．

．
．

０ ． ９３８

００
．

０９８０ ．

 １９６ ０ ２９４０３９２０４ ９ １０５８９０ ． ６８７０ ７８５０
．

８８３０ ．

９８ １ １０７９

＿Ｍ ｏ ｄ ｅｌ？Ｂ ｉ ｎｎ ｅ ｄ＋
Ａｖｔ ｒ ？ ｔ＊ ＜ｉＤ ｉ ｘ ｔ ？ｎ ｃ ？ｈ

＊

１ ０

图 ３－

５ 宁乡市 ２０ １ ３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变差函数 图

Ｆ ｉ

ｇ
．３－５Ｖａ ｒ ｉｏｇ ｒａｍｏｎ ｓｐａ ｔ ｉ ａ ｌ

ｐａ ｔ ｔｅ ｒｎ ｆｏｒ ｓｈ ａｐｅ ｏ ｆｒｕ ｒａ ｌｒｅｓ ｉ ｄｅ ｎ ｔ ｉ ａ ｌｌａ ｎ ｄｉ ｎＮ ｉ ｎｇ ｘ ｉａ ｎ
ｇ

ｃ ｉｔ
ｙ

ｉｎ ２０ １ ３

决定系数 （ ｉ？

２

） 用来度量模型 的拟合优度 ， 其取值范围是 ［
〇 ，ｉ

］
， 值越接近

〇 ， 表明模型对实验值的拟合程度越差 ， 反之 ， 说明拟合程度越好 。 采用最小二

乘法进行空间变差拟合 ， 拟合效果较为理想的模型为高斯模型 ， 其 回归系数高达

０ ．８ ３ ， 说 明宁 乡 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的空间分布较连续 ， 稳定性较好 。

由高斯函数模型计算得出 的块金值 、 基台值和块金系数来看 ， 宁 乡市农村居

民点用地形态存在明 显的空间差异 ， 其块金值为 １ ６ ． ７４ ， 基 台值为 ３ ３ ． ９３ ， 而块金

系数为 ０ ． ４９ ， 表 明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空间相关程度中等 ， 其空间 分异受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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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共同影响 ， 但 由空间 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对其的影响

更为显著 。 进
一

步分析空间变程值 ａ
， 发现宁 乡市农村居民点景观形状指数的空

间变程为 ７９４ １ ． ４４ｍ ， 说明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空间 自 相关的作用 范围较大 ， 在

该范围 内农村居 民点用地形态具有相似性 。

－ 口 镇

．乡城郊乡 金洲镇

炭辦
乡上揮镇

乡附＿

货材ｗｗ 九威柄镇＃译铺镇

沩 丨」」 ＜

桢市镇
、

； ，＿镇
＂

□ 
； Ｍ Ｓ伽

大屯

ｙ
］ ， ，ｌ
ｍｋ

Ｉ Ｈ．

ｔ
ｉ ５

－

１ ８． ５ ９

■ 丨…０』。
３６ １

２
１

６ ２４
－

． ． ．

＾

图 ３
－

６ 宁乡市 ２０ １３ 年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分布图

Ｆ ｉ ｇ ．３－

６Ｓ
ｐ
ａ ｔ ｉａ ｌｄ ｉｓｔｒ ｉｂ ｕ ｔ

ｉｏ ｎ ｆｏ ｒ ｓｈ ａｐ ｅｏｆｒｕ ｒａ ｌｒｅｓ ｉ ｄ ｅｎ ｔ ｉａ ｌｌ ａ ｎｄｉ ｎＮ ｉ ｎ ｇｘ ｉａ ｎｇ
ｃ ｉ ｔｙ ｉｎ ２０ １ ３

克里格插值是
一

种基于变异函数及结构分析理论 ， 在
一

定 区域内对变量进行

无偏最优估计的方法 ， 即 空间局部插值法 。 本研究基于半变异函数模型分析 ， 对

宁乡 市农村居民 点形状指数的样点数据进行克里格插值 ， 得到农村居民点用地形

态空间分布图 （ 图 ３
－

６ ） 。 由 图可知 ， 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斑块的不规则程度

普遍较高 ， 农村居 民点景观形状存在较为显著的地域差异 ， 梯度变化 明显 。 南部

和北部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景观形状指数较高且变化大 ， 中部的指数值相对较低且

变化较为平缓 ， 这说明南部和北部地区的农村居 民点形态复杂而不规则 ， 自 西向

东复杂程度呈倒
“

Ｕ
”

型变化 。 具体而言 ， 枫木桥 、 灰汤和偕乐桥 、 资福等 乡镇 ，

因河网密集 ， 农村居民点分布较密集 ， 造成农村居民点沿河道呈带状延伸的形态 ，

而朱 良桥 、 菁华铺 、 白马桥 、 喻家坳等乡镇 ， 交通较发达 ， 农村居 民点多沿道路

呈带状延伸 ， 形成景观形状指数 的高值区 。 西南部的青山桥 、 龙 田 、 沙田 以及道

林 、 花明 楼 、 东湖塘等乡镇 ， 地形 以 岗地和低 山丘陵为主 ， 受地形条件的制约 ，

２６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及影响 因素研究一以湖南省宁乡市为例


农村居 民点用地布局分散 ， 规模较小 ， 其形态多为不规则 团块状 ， 而东部地区 的

金州 、 夏铎铺 、 大成桥等地区 ， 地形以平原为主 ， 农村居民点受地形制约较小 ，

其形态较为规整 ， 多 以矩形为主 。 西北地区 的沩山 乡 、 黄材镇 ， 东部县城及周 边

乡镇的局部区域是景观形状指数的低值区 ， 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较规整 、 简单 ，

以方形为主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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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影响 因素定量测度

农村居民 点空间格局 的形成是农村居民对其居住活动 空间择优的过程 ， 居 民

点用地的选址与其周 围 的地理环境 、 人文社会条件密切相关 。 本研究根据农村居

民点用地形成特点 ， 结合相关理论分析 ， 筛选 出高程 、 坡度 、 与河流距离 、 与道

路距离 、 与城镇距离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农村人均纯收入 、 非农从业人 口 比重 、

粮食单产 、 人均耕地面积等 １ ０ 个因素 ， 借助地理 测器模型探究不 同环境因素

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格局 的影响力及作用范 围 。 地理探测器模型包括因子探测

器 、 生态探测器 、 风险探测器 、 交互探测器四 个部分 ， 他们分别用于解决不同 因

素对农村居民 点用地影响 的相对重要程度及其显著性差异 、 不同影响 因子下农村

居 民点用地分布 的优势 位置或范围和不 同影响 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等 问题 。

４ ． １ 地理探测器概述

４
．
１

．
１ 基本原理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地理事物空间分异性 ， 揭示其因子影响力的
一

种统计学方

法 （王劲峰等 ， ２ ０ １ ７ ） 。 其核心思想是 ： 若某个因变量受某个 自变量的影响 ， 则

因变量和 自 变量的空间分布具有相似性 （Ｗａｎｇ
Ｊ ｉｎ ｆｅ ｎｇ ｅｔ ａ ｌ ，２０ １ ０ ） 。

Ｍ Ｉｂ ｌ ＼｜ ｜

＝＞




ｂｎ
＿

ＨＡＢ

ａｎ

⑵

ＣＤ

图 ４－

１ 研宄区的空间类别分区

Ｆｉ ｇ ． ４－

１Ｄ ｉｖ ｉｓ ｉ ｏｎ ｓｏ ｆｓ ｔｕｄｙ ｒｅｇ ｉ ｏｎ

假设以 Ａ 为研究区 （ 图 ４
－

１ ） ， 以 Ｂ 中的方格为单位统计研究区的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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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用地 ， 方格记为队 ６２
… 加 ， 每个方格 内 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属性值分别记作

… Ｃ 和 Ｄ 是两个可能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起作用 的因素 ，
它们可

以是类别变量也可 以是连续变量 ， 将研宄区 Ａ 按照 Ｃ 和 Ｄ 的属性进行分类 ， 子

区域分别用 Ｃｌ
、 Ｃ２ 、 Ｃ３ 和 ｒｆ ｌ

、 ３ ２、 必 表示 。

：



，

「 Ｉ 「厂，ｋＴＴＨＩＴｉ

：

——

， ｜ｃ ｌｆｃ ｌ

＼ｙｃ ＼ ｃ^ ＼ ｊ ｜


＂

／ ［ｉ ｉ

卜＝＝
； Ｌ二２＿＝３＝＝＝ｈａ丨

：

—

ｊｘ
？ｒ
＾

３


ｖ


：
 

Ｉｉ ｌ ｌＮＬ丨 １ Ｊ

■

＾

ｒ

＊


Ｉ＾！

图 ４－２ 叠加后的图层及相应参数

Ｆｉ

ｇ ．
４ －２Ｏｖｅｒｌ ａｉｄ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ｔｈ ｅｃ ｏｒｒｅｓ ｐｏｎｄ ｉｎｇｐａ

ｒａｍｅ ｔｅｒ ｓ

将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层 Ｂ 与影响因子 Ｃ 层作空间叠加得到图 ４－２ ， 子区域

ｃｌ 、 Ｃ２和 Ｃ ３ 中 Ｂ 的平均值和方差分别用义 、 义 ２
、

＿＾３
和 〇＾ 、 ４ 、 ｃｒ

ｅ

２

３
表不 。

如果农村居民 点用地分布完全由影响因子 Ｃ 决定 ， 则在每个子区域 Ｃ ｌ 、 Ｃ ２、 ＾ 中 ，

Ｉ 、 石 、 石 的差异性将非常显著 ， 而农村居 民点用地属性值的变异性 （４ 、

非常小 ， 甚至在极端情况下等于 〇 。

根据 以上原理定义影响因子 Ｃ 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的解释力为 Ｐ ， 公式如

下 ：

Ｐ
－

］
ｎ

ｃ ＼


ａ
ｃ ｌ
＋ｎ

ｃ ２

ａ
ｃ ２
＋＾

ｃ３ 

°
￣

６ ３

（式 ４
＿

１ ）

ｎａ
）

式中 ， 反映的是分区变异 占研究区总体变异的 比例 ， ？ 表
抓

Ｃ

示这个研究区被划分的总栅格数 ，
《

ｅ
ｌ

、 ＼２
、 ＇３ 表示按照影响 因子 Ｃ 分 区时各

子 区域的栅格数 。 通常 Ｚ
３

的取值区间为 ［
０ ， １

］
，
ｐ＝０ 时 ， 表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

间分布呈随机状态 ， ｐ＝ ｉ 时 ， 表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布完全受因素 ｃ 影响 ，

户 数值越大 ， 表示因 素 ｃ 对农村居民 点用地空间格局的影响越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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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图 ４－ １ 中 Ｄ 因素 ， 可做类似分析 。

４ ． １ ．２ 组成部分

１
．因子探测器

通过比较农村居 民点用地属性值在某因素各子区域内 的总方差与其在整个

研究区域 内 的总方差 ， 来解释该因素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 。 因

素分区下的总方差 占研究区总体方差的比例越小 ， 表明该因素对用地空间分异的

解释力越强 ， 即影响力越大 。

２ ．生态探测器

通过 比较农村居 民点用地属性值在各因素子区域内 的总方差 ， 来判断各因素

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布影响 的相对重要性差异 ， 用于说 明是否某因素比其他

因素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 通常用 Ｆ 统计量来检验统计显著性差异 。

３
．风险探测器

通过比较农村居 民点用地属性值在某因素各子区域中的平均值 ， 来揭示其显

著高值或低值分布的 区域或范围 。 通常用 Ｔ 统计量来检验显著性差异 。

４
． 交互探测器

两种因素交互作用时是否会增强或减弱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分异的解释

力 ， 或者两种因素是独立起作用 的 ， 主要通过比较两因素交互作用 时的 Ｐ 值与

两种因素单独作用时 的 Ｐ 值之和来判断 。 两种因素之间交互作用 的关系可分为

五类 （表 ４－ １ ） 。

表 ４－１ 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交互作用的类型

Ｔａｂ ． ４－

１Ｉ
＾ｐ

ｅｓ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ｂｅｔｗ ｅｅｎｔｗ ｏｃｏｖａｒｉ ａｔｅｓ

交互作用类型满足条件

非线性减弱／
＞

（ Ｃ Ｈ Ｄ ）＜Ｍ ｉｎ（ 户 （０，Ｐ （Ｄ ） ）

单线性减弱Ｍｉ ｎ（／Ｍ Ｃ ） ， 戶 ⑶ ） ） 〈 ／
＾

（Ｃ ｎ Ｄ ）＜Ｍａｘ（ ／Ｕ Ｃ ） ，／
＞

（ Ｄ ） ）

双线性增强Ｐ（ Ｃ Ｈ Ｄ
）＞Ｍａｘ（ 户 （Ｃ ） ，／

＞

（ Ｄ ） ）

相互独立Ｐ（ Ｃ ｎ Ｄ ）
＝ 尸 （ Ｃ ）＋ 户 （Ｄ ）

非线性增强Ｐ（ ｅ ｎ Ｄ ）＞Ｐ （ Ｃ ）＋Ｐ （Ｄ ）

４ ． １
．３ 模型优势

目 前 ， 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 ，
主要以数据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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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 间格局及影响 因素研究一 以湖南省宁乡 市为例


和回归模型分析方法为主 ， 其对该问题的解决在
一

定程度上提供 了 很好的思路和

有力的工具 ， 但也存在较大缺陷 。 其具体表现为 ： 基于 ＧＩ Ｓ 技术统计分析不 同

环境因素下农村居 民点用地景观格局变化的方法 ， 具有时空扫描 、 动态探测用地

分布的特点 ， 能够有效识别居 民点集聚的热点区 ， 但无法揭示影响因素之间的相

对重要程度 ； 而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 、 Ｌｏｇ ｉ 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 空间 回 归模型及地理加

权 回归模型的回 归系数能揭示 自然或人文因子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分布影响程度

的大小 ， 但不 能说明各因素之 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和居民点分布的优势区域或范

围 ， 且因素之间 的共线性 问题会影响分析结果的精确度 。

以空间分异性为基础 的地理探测器模型 ， 不仅能确定地理要素对农村居民点

用地影响的相对重要性 ， 而且能对其计算结果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 ， 验证地理要

素与农村居民点用地之间空 间分布 的一致性及有效性 ， 在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

局影响因素的探宂方面具有较大的优越性 。具体来说 ， 地理探测器还有以下优点 ：

（ １ ） 擅长分析类型量 ， 对于数值量 ， 只要将其适当离散化转换为类型量 ， 即可

对其进行探测分析 ；
（ ２ ） 对变量无线性假设 ， 探测结果的大小反映了 自 变量对

因变量的解释程度 ；
（ ３ ） 可以探测两变量之间 的交互作用关系 ， 且多变量共线

性问题对模型结果没有影响 。

４ ．２ 变量数据选取

４ ．２ ． １ 农村居民点用地 Ｙ 数据

本研宄将各行政村农村居民点用地属性值作为因变量 ， 共 ４３ ５ 个样本 ， 每个

行政村均含有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 密度和景观形状信息 ， 分别记作 Ｙ ｌ 、 Ｙ２ 、

Ｙ３ 。

４ ．
２

．
２影响因素数据

１
． 自然基底条件

自然基底条件主要包括地形因素 、 区位条件以及交通条件等 内容 ， 其中 ， 地

形因素是农村居 民点用地选址的天然制约力之
一

。 从区位条件看 ， 宁乡市位于湘

江下游和洞庭湖南缘 ， 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会受到河流的影响 ， 除此之外 ， 距 中

心城镇的距离也会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分布产生较大影响力 。 在交通条件方

面 ， 交通通达度越好的区域 ， 越有利于农村产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 ，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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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多沿国道 、 县道 、 乡道等主干道路选址建房 。 因此 ， 本研究分别选取高程、

坡度 、 与河流距离 、 与道路距离 、 与城镇距离 ５ 个指标作为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

空间格局 的 自然基底因素 （表 ４
－

２ 、 图 ４ －３ ） 。

高程是根据地理空间云网站提供的 ＤＥＭ 数据 ， 在 ＡｒｃＧＩＳ ｌ Ｏ．Ｏ 平台上 ， 将栅

格数据进行重分类转换为矢量数据后 ， 与宁乡市村级行政区划 图层进行叠加 ， 通

过 Ｚｏｎａｌａｓｓｔａｔ ｉ ｓｔ
ｉ
ｃｔａｂ ｌ ｅ 工具 ， 统计得到各行政村平均高程数据 ， 用 自然断点法

将其分成 ５ 类 。

坡度是应用 ＡｒｃＧＩ Ｓ１ ０
．
０ 的 ３Ｄ 分析模块将 ＤＥＭ 生成坡度图 ， 与宁乡 市村级

行政区划图层进行叠加 ， 同样通过 Ｚｏｎａ ｌａｓ ｓｔａｔ ｉ ｓｔ ｉｃ ｔａｂ ｌｅ 工具 ， 统计得到宁乡 市

村级评价单元平均坡度数据 ， 用 自然断点法将其分成 ５ 类 。

河流是选取宁乡市境内沩江 、 乌江及其主要支流 ，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ｌ Ｏ ．
Ｏ 的

Ｅｕｃｌ ｉｄｅａｎＤ ｉ ｓｔａｎｃｅ 工具进行缓冲区分析 ， 计算行政村 内各农村居民点到其最近河

流距离的平均值 ， 用 自 然断点法将其分为 ５ 类 。

道路包括国道 、省道 、县道 、铁路 、高速公路等在 内 的主干道路 ， 经 ＡｒｃＧ Ｉ Ｓ１ ０ ． ０

的 Ｅｕｃ ｌ ｉｄｅａｎＤ ｉｓｔａｎｃｅ 工具进行缓冲 区分析 ， 计算行政村内各农村居民点到其最

近主干道路距离的平均值 ， 用 自 然断点法将其分为 ５ 类 。

城镇数据是以各乡镇的城镇用地为中心 ， 用 ＡｒｃＧＩＳ ｌ Ｏ ．Ｏ 的 Ｅｕｃ ｌ
ｉｄｅａｎＤ ｉ ｓｔａｎｃｅ

工具进行缓冲 区分析 ， 计算行政村内 各农村居民点到其最近城镇距离的平均值 ，

采用 自然断点法将其分为 ５ 类 。

２ ．经济社会状况

农村居民点用地作为
一

种生产性要素 ， 承载了 农村人口大部分的社会经济活

动 。人们从事农业生产需要土地生产力本底条件和发展潜力 ， 农业生产条件越好 ，

经济发展活力越强 ，
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 居民收入增加 ，

生活水平提高 ，

迫切要求改善其居住环境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加速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发展的步伐 。

另外 ，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 越来越多 的农村人 口 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 农

村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农民生活和消费观念的变革 ， 同时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用地

的形成与发展 。 因此 ， 本研究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农民人均纯收入、 非农从

业人 口 比例 、 粮食单产 、 人均耕地面积作为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的经济

社会因素 （表 ４－２ 、 图 ４－

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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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宁乡 市各乡镇地区生产总值 、 农村纯收入 、 总人 口 、 农业人 口 、 土地面

积 、 粮食产量 、 耕地面积等指标数据 ， 计算得到各乡镇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农

民人均纯收入 、 非农从业人 口 比重 、 粮食单产 、 人均耕地面积数据 ， 用 自然断点

法将其分为 ５ 个类别 。 这些社会经济数据虽然没有具体分解到各个行政村 ， 同
一

乡 镇内各村 的发展差异无法体现 ， 但在
一

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不同地域村庄发展水

平 、 农业生产能力及劳动力非农化程度 。

表 ４￣２ 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影响因素分区结果

Ｔａｂ ．
４－２Ｄ ｉｖｉｓ ｉｏｎｒｅｓ ｕ ｌｔｓｏｆ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 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ｒｕｒａ 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 ｔｉａｌ Ｓａｎｄｉ ｎＮ ｉｎｇｘ ｉａｎｇ


Ｃｉ ｔｙ

指标 １ ２３ ４ ５

平均高 ｆ呈

Ｘ

ｉ

／ｍ〇 －

６〇６０－
１ １ ２ １ １ ２－

１ ８６１ ８６
－

３ ２５３２５ －

５ ８０

均 度ＪＣ３－６６－

１ ０１ ０
－

１ ５１ ５
－４０

与河流平均距离０－

８６０８６０
－

１
８ ５０１ ８ ５０－３ ２００３２００

－４ ８６ ０４ ８６０－７４ １ ２

与道路平均距离０
－４ ８０４８ ０－９００９００

－

１ ４４５１ ４４５－２２ ５０２２ ５０
－４６ ７７

与城镇平均距离

Ｘ

５
／ｍ〇－

１ 〇５〇１ ０５ ０－ ２２５０２２５０－３ ７００３ ７００－５ ８０ ０５８００－９２０ ０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ＸＶ万元

１ ．６ ８
－２ ．５０２ ． ５０

－４ ．００４ ．００ －

７ ．００７
．
００－

１ １ ． ８２

农民人均纯收入 ＪＣ
７

／万元
〇－

１ ．２２⑶－

丨 ．４５， ４ ５－ １ ６５１
－６ ５

－

１
．９５ １ ．９ ５－

３ ． ３０

非农从业人 
口 比例

Ｘ８
／％°＂

４４＇

７７＇

１ ２， ２＇２２２ ２＿９２

粮食单产Ｘ
９

／
（
ｋｇ／ｈｍ

２

）０
－

１
． ５ １

－ ５
－ ２ ． ５２

．
５
－３ ．２３ ．２ －４ ． ５４ ． ５

－６ ．０

人均耕地面积
°－２ ７０２７°－ ６３５６３ ５ ＿７ ８６７ ８６ －

８９５ ８９ ５＿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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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４
－ ３ 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影响因素等别化空间分布

Ｆ ｉｇ ． ４－

３Ｓｐａ ｔ ｉ ａ ｌｄ ｉｓ ｔ ｒ ｉ ｂｕ ｔ ｉｏ ｎｏｆｃ ｌ ａｓｓ ｉ ｆｉ ｃａ ｔｉ ｏｎ ｏｆ ｉｎ ｆｌ ｕｅｎ ｃ ｉ ｎｇ
ｆａ ｃｔｏ ｒｓｏ ｆｒｕ ｒａ ｌｒｅｓ ｉｄ ｅ ｎ ｔｉ ａ ｌｌ ａ 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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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２

．
３ 技术过程

在 ＡｒｃＧＩＳ ｌ Ｏ
．
Ｏ 中 ， 根据空间位置将农村居 民点用地属性数据与影响 因素数

据关联到各行政村中心 ， 导 出生成 ｅｘｃｅ ｌ 属性表 。 以农村居民点用地属性数据为

因变量 Ｙ ， 影响 因素数据为 自变量 Ｘ ， 导入到地理探测器软件中进行计算 ， 得到

各 自变量 Ｘ对因变量 Ｙ 的解释力及其统计显著性和 Ｘ 数据 间相互作用对 Ｙ 的影

响力 。

４ ．
３ 研究结果

４ ． ３ ．
１ 影响 Ｙ １ 的因素

不 同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运用 因子探测器来测

度 ， 计算结果如表 ４－３ 所示 。

表 ４ －３ 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分布影响因素的 Ｐ值

Ｔａｂ
．
４－３ＴｈｅＰｖ ａｌｕｅｓ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ｉｎｇ 

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ｃａ ｌｅｄｉｓｔｒ ｉｂｕｔｉｏｎｏ ｆｒｕｒａ ｌｒｅｓ ｉｄｅｎ ｔｉａ ｌｌａ ｎｄｉｎ

Ｎｉｎ ｇｘｉａｎｇ
Ｃ ｉ

ｔ
ｙ

ｍ
人均 农民 非农

̄

＿＾ＳＺＴｂ
地区 人均 从业 粮食 耕地

因素
■■

ｆＴ 生产 纯收 人 口 单产 面积



离Ｍ离总值入比例


尸 值０ ．２ 
ｌ Ｓ０ ．２ ３ ３０ ．００９０ ．０３ ００ ．０３４０ ． １ ５３０ ．２７５０ ．０７４０ ．２８３０ ． １ ８８

由表 ４
－

３ 可知 ， 自 然基底因素对农村居民 点用地规模空间分布影响程度的排

序为 ： 坡度 ＞高程＞与城镇距离＞与道路距离＞与河流距离 。 坡度 的 尸 值最大 ， 其

解释力在 ２３％以上 ， 其次是高程因素 ， 其解释力在 ２ １％以上 ， 是影响农村居 民

点用地规模分布的主要 自然因素 。 这说明地形是农村居民选址建房的基础前提 ，

高程 、 坡度较低的地区 ， 水 、 土资源较丰富 ， 农业耕作和居住环境较好 ， 农村居

民点建设成本低 ， 有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发展 、 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社会

公共资源的利用 ， 使得居民点用地集聚分布的态势明显 。 各经济社会因素对农村

居民点 用地规模空间分布影响程度的排序为 ： 粮食单产 

＞
农民人均纯收入＞

人均

耕地面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非农人 口 比例 。 粮食单产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Ｐ

值较大 ， 其解释力都在 ２７％以上 ， 其次是人均耕地面积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其

解释力为 １ ５％以上 ， 这说明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分布的主要经济社会因素是

粮食单产和农民人均纯收入 。 主要在于 ， 粮食单产 、 农 民人均纯收入的多少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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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 。 当农业生产要素被持续投入和资源得到

重新配置时 ， 农村的工农业生产环境得以改善 ，

一

定程度上加大了农村居民点景

观的异质化程度 。 另外 ，
工农产业的发展促进了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和生活

观念的改变 ， 进而影响着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的空 间分异 。

为了 比较不同因素对农村居 民点用 地空间分布影响的差异 ， 验证其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分异具有控制力的主导因子 ， 采用生态探测器对不 同 因素进行统计

显著性检验 。 表 ４ －４ 中为生态探测器的计算结果 ，

“

Ｙ
”

表示行因子与列因子在

统计学上差异显著 （置信度为 ９５％ ） ，

“

Ｎ
”

表示行因子与列因子在统计学上差

异不显著 。

表 ４
－

４ 宁乡市不同 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影响的统计差异

Ｔａｂ ． ４－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ｄｉ ｆｆｅ ｒｅｎｃ ｅｓ ｏｆｔ ｈｅｉｍ ｐａｃ ｔｏｆ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ｆａｃｔｏｒ ｓｏｎｔｈ ｅｓ ｃａｌｅｏｆ ｒｕ ｒａ ｌ

ｒｅｓ ｉｄ ｅｎ ｔｉａ ｌ ｌａ ｎｄｉｎＮｉｎｇｘ ｉａｎ
ｇ 
Ｃｉ ｔｙ

Ｘ＼Ｘ２ＪＣ３Ｘ４Ｘ５Ｘ６ＸＪＸ８Ｘ９Ｘ
ｌ〇

■Ｘ
Ｉ

Ｘ２Ｎ

ｘ３ＮＹ

ｘ４ＮＮＮ

Ｘ５ＮＮＮＮ

ｘ
６ＮＮＹＹＹ

Ｘ７ＮＮＹＹＹＹ

Ｘ
８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Ｎ

Ｘ
９

ｎ ｎ ｙ ｙ ｙ ｙ ｎ ｙ

ｘ
ｉ
ｑ

Ｎ Ｎ Ｙ Ｙ Ｙ Ｎ Ｎ Ｙ Ｎ


表 ４ －４ 的统计检验表明 ， 高程与坡度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农民人均纯收入

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坡度与河流之间差异显著 ； 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与河流 、 道路 、

城镇 、 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差异显著 ； 粮食单产 、 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民人均纯收

入之间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这进
一步说 明高程 、 坡度 、 农 民人均纯收入 、 粮食单

产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影响较大 ， 与道路距离 、 与城镇距离 、 非农从业人 口

比例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人均耕地面积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影响较

小 。 因此 ， 可将高程 、 坡度 、 农民人均纯收入、 粮食单产作为影响农村居民点用

地规模分布的主要因素 。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分布的优势区域或范围即用地规模的显著高值或低值

所处的地理位置用风险探测器来搜索 。通常用两个表来表示风险探测器的计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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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第
一

个表是在因素各子区域中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的平均值 ， 第二个表是每

两个子区域之间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平均值的统计学差异 ， 若有显著差异 （置信

度为 ９５％ ）
， 则用

“
Ｙ

”

表示 ， 反之 ， 用
“
Ｎ

”

表示 。

表 ４ －５ 和表 ４－６ 是高程的风险探测器计算结果 。 在表 ４ －５ 中 ， 用数字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表示高程的 ５ 个子区域 ， 且数值越大表示高程值越大 。 根据农村居 民点

用地规模均值对高程区排序 ， 结果为 ２＞ １
＞３＞４＞５ ， 这说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随

高程增大而减小 ， 在 ２ 高程区 （ ６０
－

１ １ ２ｍ ） ， 其均值最大 ， 为 ０ ． １ ０２ 。 表 ４－６ 的统

计检验结果也表明 ， ２ 高程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均值与 ３ 、 ４ 、 ５ 高程区的农

村居民点规模均值之间有显著差异 ， 而与 １ 高程区 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均值无

显著差异 ， 进
一

步证明高程为 ６０
－

丨 １ ２ｍ 时 ， 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最大 ， 在高程为

０－

１ １ ２ 米范围 内 ， 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较优越的区域 。

表 ４－５ 宁乡市不同高程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均值

Ｔａｂ．
４－５Ｔｈｅｍｅａ ｎｖａ ｌｕｅｏｆｒｕ ｒａ 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 ｌｌａｎｄｓｃａ ｌｅｉｎｄ ｉｆｆｅ ｒｅ ｎｔｅ ｌｅｖａ 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Ｃｉ ｔｙ

高程分区１ ２３ ４ ５

农村居民点用地
０ ． １ ０ ００ ． １ ０２０ ．０ ９４０ ．０６００ ． ０４７



规模均值


表 ４＊６ 宁乡市不同高程区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统计差异

Ｔａｂ．
４－６Ｓ ｔａｔｉ ｓ ｔｉｃａｌ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ｓｃａ ｌｅｏｆｒｕ ｒａ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ｉａｌ ｌａｎ ｄｉ 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 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 ｒｅａｓ

ｉｎＮ 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Ｃ 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２Ｎ

３ＮＹ

４ＹＹＹ



５


Ｙ


Ｙ


Ｙ


Ｙ


对于其他因素 ， 可做类似探测 ， 找到其影响下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分布的优

势区域或范围 （表 ４－７ ） 。

由表 ４－７ 可知 ， 随着坡度的增加 ， 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总体呈递减的趋势 ，

在 ０
°

－３

°

地势相对平缓的区域 ， 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最大 。 随着居民点与河流

距离的增加 ， 居民点用地规模先增大后减小 ， 在距离河流 ８６０－

１ ８５ ０ｍ 范围 内 ，

农村居民点呈团簇状高度集中分布 ，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相对较大 ， 但随着 自来

水网 、 道路等基础设施 的不断完善 ， 河流水源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的限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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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 。 随着居 民点与道路距离 的增加 ， 农村居民 点用地规模先增大后减小 ， 在距

道路 ４８０－９００ｍ 范围 内 ，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最大 。 随着居民点与城镇距离的增

加 ， 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先增大后减小 ， 当农村居民点距城镇 １ ０５０－２２５０ｍ 范 围

内 ，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最大 。 地区生产总值 、 农民人均纯收入及非农从业人口

比例较高的地区 ， 农民建房能力较高 ，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增加的可能性较大 ，

但当经济水平最高时 ， 主要以城镇扩展为主 ，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小 。 耕地资源

越丰富及粮食单产越高的区域 ， 居 民收入来源有保障 ，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越大 。

表 ４－７ 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分布影响因素的指示范围

Ｔａｂ ．
４－７Ｔｈ ｅｉｎｄ ｉｃ ａｔｏｒｓｃｏｐ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ｏｆ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ｄ ｉｓｔ ｒｉｂｕ ｔ ｉｏｎｏ ｆｒｕ ｒａ 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ｉ ａｌ ｌａｎｄ ｉｎＮｉｎｇｘ ｉａｎｇ
Ｃ ｉ ｔｙ

＋匕
一

田八 ｒ

－

ａ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
指不因子优势范围分区号＆＆



坡度 （

°

 ）０－３１０ ．
１
０３

与河流距离 （ ｍ ）８６０ －

１ ８５０２０ ．０９４

与道路距离 （ｍ ）４８０－９００２０ ．０９５

与城镇距离 （ ｍ ） １ ０５０－２２５０２０
．
０９ ８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４－７４０ ． １ １ １

农民人均纯收入 （万元 ）１ ． ６５－

１ ．９５４０
．
１ １ ５

非农从业人口 比例 （％ ）１ ２－２２４０ ． １ ２ １

粮食单产 （ ｋｇ／ｈｍ
２
）４ ．５

－６ ．０５０ ． １ ０９

人均耕地面积 （ｍ
２

）



８９５ －９７７



５



０ １ Ｈ


表 ４－８ 宁乡市两种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交互作用

Ｔａｂ ． ４－８Ｔｈ 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ｉｎｆｌｕｅｎ ｃｉｎｇ
ｆａｃ ｔｏ ｒｓｏｎ 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ｏ ｆｒｕ ｒａ ｌ ｒｅｓ ｉｄｅｎ ｔｉａ ｌｌａｎｄ

ｉｎＮｉｎｇｘ ｉａ ｎｇ


Ｃ ｉｔｙ

Ｘ
＼
Ｘ

２ ＪＣ３Ｘ４Ｘ
５Ｘ

６Ｘ
ＪＡ：

８Ｘ
９Ｘ

Ｉ〇

ＸＩ０ ．２ １ ８

ｘ２０
．
２６９

＊
０

．
２３３

ｘ
３０ ．２５ １０ ．２８５０ ．００９

Ｘ
４０ ．２８００ ． ３０００ ．０７２０ ． ０３０

Ｘ５０ ．３２５０ ． ３２００ ．０８４０ ． １ ５ １０ ．０３４

Ｘ６０ ． ３２３
＊
０ ．３６ ９

＊０ ．２ １ １０ ． ２２９０ ．２３００ ． １ ５３

ｘ
ｙ０ ．４ １ ２

＊
０ ．４２８

＊０ ．３ ５４０ ． ３５２０ ． ３ ３８０ ．３ １ ６
＊０ ．２７５

ｘｓ０ ．３９３０ ． ３４６０
．
２３７０

．
２２４０

．
２２６０

．
２９ １０ ．３４３＊０ ．０７４

Ｘ
９０ ．４０６ ＊０ ．４２２ ＊０

．
３ ３３０ ． ３３６０ ．３３７０ ．３ ９２

＊０ ．３６２＊０ ．３ ５９
＊０ ．２８３

ｊｑｑ０ ．４４ ６０ ．４４００ ．３ １ １０ ．２９３０ ．３ １ ３０ ．４４００ ．４４７
＊
０ ．３ ８ １０

．
４３２

＊０ ． １ ８ ８

＊表示两个影响 因 素之 间 存在双 因子增 强作用

不同影响因素之间交互作用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分布时 ， 是否会増强或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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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单因素对其的作用 ， 以及作用方式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 ， 主要通过交互探测

器来识别 。 各因素两两之间交互作用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计算结果如表 ４－８

所示 。 由表可知 ， 两种影响 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类型均为双线性增强 （ Ｐ （ ｃ ｎ Ｄ ） ＞

Ｍａｘ （ 户 （ Ｃ ）
，

户 （ Ｄ ） ）
） 或非线性增强 （ 户 （ Ｃ ｎ Ｄ ）＞Ｐ（ Ｃ ）＋Ｐ（Ｄ ） ） ， 说明两种因

素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共 同作用产生的影响大于单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

模的影响 。 农 民人均纯收入 ｎ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的解释力

（ Ｐ
＝
０ ．
４４７ ） 最 高 ， 高程 ｎ 人均耕地面 积对农村 居 民 点 用 地规模 的 解释 力

（ Ｐ
＝
０ ．
４４６ ） 次之 ， 说 明人均耕地面积是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空间分异 的辅助影

响因素 。

４ ．
３

＿
２ 影响 Ｙ２ 的因素

由因子探测器计算结果可知 （表 ４－９ ） ， 自然基底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密

度分布影响程度的排序为 ： 高程＞坡度＞与道路距离＞
与城镇距离＞

与河流距离 。

高程的 Ｐ 值最大 ， 坡度的 户 值次之 ， 且两者的解释力都在 １ ２％以上 ， 是影响农

村居民点用地密度分布的主要 自然因素 。 这说明随着地形起伏度的增加 ， 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减小 ， 聚合度降低 ， 破碎化程度升高 ， 密度值增大 ， 但高程或坡度

过大的区域 ， 由于农村居民点工程建设困难 ， 建设成本高 ， 且农业耕作基础和交

通通达性差 ， 促使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少而稀疏 。 经济社会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

地密度分布影响程度的排序为 ： 人均耕地面积＞非农从业人 口 比例＞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
农民人均纯收入＞粮食单产 。 人均耕地面积和非农从业人 口 比例的 尸 值

较大 ， 其解释力都在 ２０％以上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农民人均纯收入次之 ， 其影

响力在 １ １％以上 ， 说 明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分布的主要经济社会因素是非农

从业人 口 比例和人均耕地面积 。 主要原因是 ， 在城乡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过程

中 ， 城市产业的外迁加速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 ， 农村工业化打破 了传统农村居民

点空间布局的原则 ， 改变了农村居民点空间均质分布的环境 ， 由此导致农村就业

结构的变化和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空间分异 。 而耕地作为农村居民的主要生产资

料 ， 农村居民点 的分布扩展与其之间的依存关系密切 ， 进而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用

地的分布 。

由生态探测器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 （表 ４ －

１ ０ ） ， 结果表明 ， 高程与坡度 、 人

均耕地面积 、 非农从业人 口 比例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高程与河流 、 非农从业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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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与河流之间 差异显著 ； 人均耕地面积与河流 、 道路 、 城镇 、 农民人均纯收入 、

粮食单产之间差异显著 。 这进
一

步说明高程 、 坡度 、 人均耕地面积 、 非农从业人

口 比例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的影响较大 ， 与道路距离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农

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密度的影响较小 。 因此 ， 可将高程 、 坡度 、 人均

耕地面积 、 非农人口 比例作为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分布主要因素 。

表 ４ －９ 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分布影响因素 Ｐ值

Ｔａｂ
．
４ －９ＴｈｅＰｖａｌｕｅ ｓ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 ｉｎｇ



ｆａ ｃｔｏ ｒｓ ｏｆｄｅｎｓ ｉ ｔｙ
ｄｉ ｓｔｒｉｂｕｔ ｉｏｎｏｆｒｕ ｒａ ｌ 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ｉｎＮ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ｗ
人均 农民 非农

̄

影响二＝ Ｚｚ地 区 人均从业 粮食 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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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离胃
总值 入 比例积

Ｐ
值０ ． １ ３６０ ． １ ２００ ．０４６０ ． １ １ ５０ ．０ ８２０ ． １ ２４０ ． １ １

００ ．２０ ５０ ．０９ １０ ．２２２

表 ４－ １０ 宁乡 市不同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影响的统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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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风险探测器计算结果可知 （表 ４－

１ １ ） ， 不同影响因素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密

度分布的优势区域或范围不同 。 随着高程 、 坡度 、 与河流距离 、 与道路距离 、 与

城镇距离的增加 ， 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值呈先增大后减小的总体趋势 ， 均在第 ３

等别区 ， 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最密集 。 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值与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 、 农村人均纯收入 、 非农人口 比例均呈负相关 ， 均在第 １ 等别区 ， 农村居民点

用地密度最大 。 在耕地资源与粮食单产相对丰富的地区 ， 人 口密度大 ， 农村居 民

点用地面积大 ， 且数量多 ， 使得居民点分布密度大 。

由 自然基底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交互作用 的结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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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宄
一

以湖南省宁 乡市为例


知 （ 表 ４－

１ ２ ） ， 两种因素之间存在双线性增强或非线性增强作用 ， 说明两种因素

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密度共 同作用产生的影响大于单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

分布密度的影响 。 人均耕地面积 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的解

释力 （ Ｐ
＝
０ ．４２ １ ） 最高 ， 人均耕地面积 ｎ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

的解释力 （ Ｐ
＝
〇 ． ３９２ ） 次之 ， 说 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农 民人均纯收入是农村居

民点用地密度空间分异的辅助影响因子 。

表 ４－

１ １ 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分布影响因素的指示范 围

Ｔａ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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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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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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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

２ －４
．５４２ ７ ．

０９

人均耕地面积 （ ｍ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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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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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 ２ 宁乡市两种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密度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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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２７４

＊０ ．４２ １０ ．３ ９２ ０ ． ３ ３７
＊
０ ．２９９

＊０ ．２２２

＊表示 两个影响 因 素之间 存在双 因子增强作用

４ ． ３ ． ３ 影响 Ｙ３ 的因素

由 因子探测器计算结果可知 （表 ４－

１ ３ ）
，
人均耕地面积的 Ｚ

５ 值最大 ， 坡度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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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尸 值最小 。 经济社会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空间分布 的影响大于 自然基

底因素的影响 。 自 然基底因素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形状分布影响程度的排序为 ： 与

道路距离＞
与城镇距离＞高程＞ 与河流距离＞坡度 ， 与道路距离和与城镇距离是影

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分布的主要 自 然基底因素 。 这说明交通和区位决定 了农村

居民点在人流 、 物流和信息流方面对外通达性的差异 ， 对农村居民点布局具有强

烈的吸附功能 ， 使农村居民点及区域经济活动呈现沿道路线状延伸或 由乡 镇中心

向 四周圈层推进的特点 ， 从而造成农村生产要素的分异和重组 、 劳动力的流动 ，

进而影响农村居 民点用地分布及斑块形状的 区域分异 。 经济社会因素对农村居 民

点用地形状影响程度的排序为 ： 人均耕地面积＞农民人均纯收入＞非农人 口 比例＞

粮食单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这说明影响农村居 民点用地形状的主要经济社会

因素是人均耕地面积和农 民人均纯收入。 人均耕地面积 、 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

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反映 。

一

般地 ， 大量连片成块 的耕地资源促

进了农业产业的规模经营 ， 进而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和人 口的迁移流

动 ， 导致空心村现象的 出现 ， 加剧了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分异 。 另外 ， 农民外出务

工增加了 自身的收入来源 ， 其改善居住环境的要求迫切 ， 促进了农村居民点 的分

裂与增生 ， 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的空间分异 。

表 ４－ １ ３ 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分布影响因素 Ｐ 值

Ｔａｂ．
４－ １３Ｔｈｅ Ｐｖａ ｌｕｅｓｏｆ ｉｎｆ 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 ｔｏ ｒｓｏｆｓｈａ ｐｅｄ ｉｓｔｒ ｉｂｕｔ ｉｏｎｏｆｒｕ ｒａｌｒｅ ｓ ｉｄ ｅｎ ｔ ｉａ ｌｌａｎｄ

ｉｎＮ ｉｎｇｘ ｉａｎ ｇ
Ｃ ｉｔｙ

与河 与道 与城
＾＾

̄

＿地区 人均 从业 粮食 耕地

因素
副王 坡度

ｆ
路距

， 生产 鎌 人 口 单产 面积



禹 离胃总值 入比例


积

Ｐ值０． １ ０９０ ．
０９ １０ ． １ ０６０ ． １ ７３０ ． １ ６２０ ． １ １４０ ．２４ ３０ ．２ １ ９０ ． １ ７００ ．３８４

由生态探测器进行统计检验 （表 ４－

１ ４ ） ， 结果表明 ， 高程与坡度 、 河流 、 农

村人均纯收入 、 非农从业人口 比例 、 人均耕地面积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 道路 、 城

镇与人均耕地面积 、 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无显著差异 ； 农村人均纯收入与坡度、

河流 、 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差异显著 。 这进
一

步说明 与道路距离 、 与城镇距离 、 人

均耕地面积 、 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形状分布的影响较大 ， 高程 、 非

农从业人 口 比例 、 粮食单产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的影响较

小 。 因此 ， 可将与道路距离 、 与城镇距离 、 人均耕地面积 、 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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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及影响 因素研宄
一

以湖南 省宁乡 市为例


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分布主要因素 。

由风险探测器计算结果可知 （表 ４－

１ ５ ） ， 不同影响因素下农村居民点用地形

状分布的优势区域或范 围不同 。 随着高程 、 坡度 、 与河流距离 、 与道路距离 、 与

城镇距离的增加及人均生产总值 、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大 ， 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

指数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总体趋势 ， 均在第 ３ 等别区 ， 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最复

杂 。 农村居 民点用地形状与非农人口 比例呈负相关 ， 在第 １ 等别 区 ， 农村居民点

用地形状指数最大 。 在耕地资源与 粮食单产比较丰富的地区 ， 农村居民点用地受

人类活动影响较大 ， 形状较复杂 。

表 ４－ １ ４ 宁乡市不同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影响的统计差异

Ｔａ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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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 Ｓ 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分布影响因素的指示范围

Ｔａｂ ．４－ １ ５Ｔｈｅｉｎｄ ｉｃａ ｔｏ ｒｓｃ 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ｎ ｆｌ ｕｅｎｃ ｅ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ｄ ｉｓｔｒ 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ａ ｌ ｌａｎｄ ｉｎＮ 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Ｃｉ ｔｙ

指不因子优势沮围分区号



形状均值


高程 （ ｍ ）１ １ ２－

１ ８６３１ ９ ．８ １

坡度 （

°

）３ －６２１ ８ ．７ １

与河流距离 （ ｍ ） １ ８５０－

３２ ００３１ ８ ．７３

与道路距离 （ ｍ ）９００－ １４４５３１
９ ．２０

与城镇距离 （ ｍ ）２２５０ －

３ ７００３１ ９ ．０９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２ ． ５０
＊

４３１ ８ ．６２

农民人均纯收入 （万元 ） １ ．４５ －
１

．６５３１ ９ ．７４

非农从业人 口 比例 （％ ）０
－

４１１ ９ ．３４

粮食单产 （ｋｇ／ｈｍ
２
）３ ．２４

．
５４１

９
．
０２

人均耕地面积 （ｍ
２

）



８９５ －９７ ７



５



２０ ．８２



由 自然基底 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交互作用 的结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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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表 ４－

１ ６ ） ， 两种因素之间存在双线性增强或非线性增强作用 。 说 明两种因素

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共同作用产生的影响大于单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

的影响 。 人均耕地面积 ｎ与河流距离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的解释力 （Ｐ＝０ ． ５ ０ １ ）

最高 ， 人均耕地面积 ｎ 高程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形状的解释力 ００ ．４９ １ ） 次之 ，

说明与河流距离 、 高程是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空间分异的辅助影响因素 。

表 ４－ １ ６ 宁乡市两种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形状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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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两个影响 因素 之间 存在双 因子增强作 用

４ ．４£ 吉果分析

通过地理探测分析得到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分异的主导因素 ， 有必

要进一步分析各主导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 的作用机理 。

（ １ ） 高程和坡度 ， 是反映区域地形地貌特征的重要指标 ， 是影响农业生产

结构与方式的重要条件 ， 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 的影响非常显著 。 通常情况

下 ， 高程和坡度低的地方 ， 光热资源丰富 ， 水文条件较好 ， 适宜农作物生长和人

们定居生活 。 同时 ， 地势也是交通道路等设施修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 自然条

件 ， 地势平坦区域经济较发达与就业机会较多 ， 农民得到的收入相对较高 ， 人 口

分布密集 ， 住房需求大 。 宁乡市的西北部 山 区 ， 平均海拔较高 ， 不具备农村居 民

点大规模形成和发展的条件 ， 农村居民点分布稀少 ， 形状也较为简单
；
在西南部

和南部的丘陵区 ， 地势较高 ， 沟谷较多 ， 可开发利用的耕地和建设用地有限 ， 在

很大程度上限制 了农村居民点的形成和扩展 ，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小 ， 细碎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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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多分布在地势较低 、 坡度较缓的 山脊和河谷盆地低洼区 ， 形状复杂而不规则 ；

东北部和东南部为平原区 ， 海拔较低 ，
地势相对平缓 ， 耕地分布比较广泛 ，

土质

肥沃 ， 适耕性与 宜居性较强 ， 农村居 民点规模大 ， 团簇分布明显 ， 形状多呈矩形 。

（ ２ ） 耕地资源 ， 是农业生产赖 以发展的物质基础 。 宁 乡市是农业大县 ， 种

植水稻是宁乡市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 ， 长期 以来 ， 宁乡市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

源于水稻种植 ， 因此 ， 农村居民点布局对耕地有很强 的依赖性 。 在地域空间分布

上 ， 宁 乡 市人均耕地资源呈现出 东多 西少的特点 ， 而农村居 民点用地分布也有东

热西冷的特点 ， 即人均耕地资源越少的区域 ， 其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越少 ， 反之 ，

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越多 。 宁乡东部地区 ， 如双江 口 、 回龙铺 、 道林 、 花 明楼 、

东湖塘等乡 镇 ， 人均耕地资源大 ， 建房耕地资源限制性小 ， 同 时依靠区位优势 ，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 农 民收入高 ， 建房能力强 ，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大 、 分布密

集 、 形状相对复杂 ：
西南地区 ， 如流沙河 、 老粮仓等乡镇 ， 人均耕地资源较大 ，

农村经济较发达 ， 人均收入较高 ， 但受地形影响 ， 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小 ， 数量

多 ， 形状复杂程度高 ；
西北部地区 ， 如沩 山 、 黄材等乡镇 ， 人均耕地少 ，

且海拔

较高 、 地面坡度较大 ， 农 民收入较低 ， 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少且分散 ， 形状简单 。

（ ３ ） 到主要干道距离和到乡镇中心距离 ， 是反映农村居民点用地区位条件

的重要指标 。 交通是促进区 内外联系的重要通道 ， 对 当地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引 领作用 。 到主要干道距离客观反映 了农村居民点 的交通便捷度和与外界联系的

紧密度 ， 距离越短 ， 表示与外界联系程度高 ， 反之 ， 与外界联系程度低 。 宁乡市

内 县级 以上主千道较多 ， 连接着各个乡镇与外界城市中心 ， 距离交通主干道越近

的城镇郊区 ， 农村建房越密集 ， 而远离主干路的偏远山 区 ， 农民建房分散 。 宁乡

市西南和西北方向的村庄远离主干道 ， 不方便与外界联系 ， 同时资金难 以 引入 ，

致使经济发展缓慢 ， 农民收入来源少 ， 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相对较小 。 到乡镇 中

心距离 ， 反映了农村居民点受镇域中 心经济与公共服务辐射的难易程度 ， 距离越

小 ， 辐射程度越高 ， 反之辐射程度越低 。 乡镇中心集中了境域 内较发达的医疗 、

教育 、 银行 、 社会保障等服务设施 ， 距离乡镇中心越近 ， 就越易于享受公共设施

服务 。 到乡镇中心距离表现为 以乡镇为中心 向 四周辐射的 同心 圆状 ， 而宁乡农村

居 民 点用地分布具有从 乡 镇 中 心 向 四 周 呈圈 层结 构变化 的 特征 ， 在距城镇

１ ０００ －３ ０００ｍ 范围 内 ， 农村居 民用地规模 、 密度就远比其他 区域的农村居民点用

４ ５





硕士学位论文


地规模 、 密度大 。

（ ４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农 民人均纯收入和非农从业人 口 比例 ， 是反映区

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 。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投入水平

决定了农村居 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生活方式 ， 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影响作用较

大 。 经济发达的地区 ，

一

方面 ， 农 民收入水平
一般较高 ， 在解决温饱 问题之后 ，

对住房的需求就 日益强烈 ， 另
一

方面 ， 经济的发展带动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和公

共服务平台的完善 ， 客观上増加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的 同时 ， 促进农村劳动力就

业 的非农化 。 宁乡 市东北部的煤炭坝 、 菁华铺 、 回龙铺等 乡镇 ， 工业发展势头 良

好 ， 经济基础雄厚 ， 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较高 ， 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

后 ， 对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 需求强烈 ， 增加 了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 ， 同时受城

镇规划的影响 ， 农村居民点用地集聚程度高且形状相对规整 ； 东南部的道林和花

明楼等乡镇 ， 耐火材料产业发展有 了
一

定规模 ， 并在全市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

重 的地位 ， 农村建设依托产业发展的优势明显 ， 该 区域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较

大 ， 分布较为集中 ， 形状较复杂 ；
而西北的黄材 、 沩山等乡镇 ， 属于典型的贫困

山 区 ， 山 多地少 ， 交通条件落后 ， 整体竞争实力弱 ， 农民多外出务工 ， 农村居民

点用地规模小 、 数量少 、 分布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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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与展望

５
．
１ 研究结论

本研宄以宁乡市为研宄区域 ， 从 ２０ １ ３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库和统计年

鉴等资料中分别提取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 ， 基于空间分析模

型 、 景观格局指数 、 地理探测模型等方法 ， 从村域尺度视角探究农村居民点用地

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 得到以下结论 ：

（ １ ） 宁 乡市农村居 民点用地的规模普遍偏小 ， 规模小 的农村居民点 比重大

但规模差距小 ， 规模大的农村居民点比重小但规模差距大 ； 在空 间分布上 ， 农村

居 民点用地规模具有显著低值集聚的特征 ， 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点主要集中在 回

龙铺 、 煤炭坝 、 菁华铺 、 坝塘 、 大成桥等乡镇 ， 总体上呈现出
“

东热西 冷
”

的空

间分布格局 。

（ ２ ） 宁乡市农村居 民点用地密度集聚分布态势显著 ， 并具有明显 的空间差

异特征 ， 具体表现为西南－东北方向密集 、 西北 －东南方 向稀疏的空间特征 ， 老粮

仓西北部 、 流沙河东南部及资福中部地区形成农村居民点密集核心区 。

（ ３ ） 宁乡 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的空间分布较连续 ， 稳定性较好 ， 其空间

分异受随机性和结构性 因素的共同影响 ， 但 由空间 自相关引 起的结构化分异对其

的影响更为显著 ， 呈现出 明显的阶梯状分布特征 ， 其中南北地区 的农村居 民点用

地形态复杂 、 不规则 ， 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形态简单 、 规整 。

（ ４ ） 高程 、 坡度 、 农民人均纯收入 、 粮食单产是影响宁乡市农村居民点用

地规模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 人均耕地面积可作为农村居 民点用地规模空间分异

的辅助影响因素 ； 自然和区位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的指示范围位于第 １ 、

２ 等别区 ， 而经济社会因素的指示范围则位于第 ４ 、 ５ 等别区
； 两种影响因素之

间的交互作用类型均为双线性增强或非线性增强 。

（ ５ ） 高程 、 坡度 、 非农人口 比例 、 人均耕地面积是影响宁 乡市农村居民点

用地密度空间分异 的主要因素 ； 人均地 区生产总值 、 农民人均纯收入可作为农村

居 民点用地密度空间分异的辅助影响因素 ； 自 然和区位因素对农村居民点用地密

度 的指示范 围位于第 ３ 等别区 ， 而经济社会因素的指示范围则位于第 １ 、 ４ 等别

区 ？

， 两种因素之间存在双线性增强或非线性增强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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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 与道路距离 、 与城镇距离 、 人均耕地面积 、 农村人均纯收入是影响宁

乡市农村居 民点用地形状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 与河流距离 、 高程可作为农村居

民点用地形状空 间分异的辅助影响因素 ；
自然和区位因素对农村居 民点用地形状

的指示范围位于第 ３ 等别 区 ， 各种经济社会因素的指示范围不同 ； 两种 因素之间

存在双线性增强或非线性增强作用 。

５ ．２ 展望

本研宂基于村域尺度分析了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 空间格局特征与影响因素 ，
对

宁乡市村庄优化布局和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
一

定的指导意义 ， 但仍有一些

不足需要在以后的研宄工作中改进 。

（ １ ） 虽然系统分析了 宁乡市 ２０ １ ３ 年农村居 民点的空间格局特征 ， 但因数据

难获得等原因 ， 没有进行长时间 序列的动态比较研究 ， 未能揭示农村居民点格局

演变的动态轨迹 。

（ ２ ） 在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影响因素的研宄中 ， 仅对高程 、 坡度 、 河

流 、 城镇 、 地区生产总值 、 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因素进行分析 ， 缺少对农民意愿 、

当地文化风俗习惯以及政策导向等难以量化的因素的考虑 ， 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加

强这方面的研究 ； 同时 ， 对于所选取 的社会经济因素 ， 采用 的数据是乡镇统计数

据 ， 无法体现同
一

乡镇 内各村的发展差异 ， 只是在
一

定程度上反映 出不同乡镇的

农村发展水平 、 劳动力非农化程度及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 ３ ） 地理探测器模型筛选出 的主要影响因素 、 辅助 因素及其优势区域或范

围 ， 有助于从宏观上掌握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分布范围和密集区等人居环境优越地

带的分布情况 ， 可为村庄规划和布局调控提供有力参考 。 如何从农村居民点用地

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入手 ， 构建布局优化体系 ， 提供切实可行的调控策略 ， 实现人

居环境的生态转变 ， 是今后研宂的重要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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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Ｃｈａｒ ｌｅ ｓＤｕｙｃｋａｅｒ ｔｓ
，
Ｇｉ ｌ ｌ ｅｓＧｏ ｌｄｆｒｏｙ．Ｖｏｒｏｎｏ

ｉｔｅｓｓｅ ｌ ｌ ａｔ ｉｏｎｔｏｓ ｔｕｄｙｔｈｅｎｕｍ ｅｒ
ｉ
ｃａ

ｌｄｅ ｎ ｓ ｉ 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 ａ ｌｄ ｉｓｔｒ ｉ ｂｕ ｔ ｉ ｏｎｏｆｎ ｅｕｒｏｎ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Ｃｈｅｍ ｉｃａｌＮｅｕｒｏａｎａｔｏｍｙ ，

２０００
（
２０

） ：
８３ －９ ２ ．

［

５
］
ＤｅＣ ｌｅｒｃｑ

Ｗ
，Ｄ ｅＳｍ ｅｄｔＰ

，ＤｅＲｅｕＪ
，ｅｔａ ｌ

．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 ｅ ｔｈｏｄｏ
ｌ
ｏｇｙ

ｆｏｒ

ａｓｓｅ ｓｓ ｉ ｎｇｒｕｒａ ｌｓｅｔｔ ｌｅｍｅｎ ｔｌ
ａｎ ｄｓｃａｐｅｓｉｎｔｈ ｅＢｅ

ｌｇ ｉ
ａｎＬｏｗ ｌａｎｄｓ

［

Ｊ
］

．
Ａ ｒｃｈａｅｏ ｌＰｒｏｓｐｅｃ ｔ

，

２０ １ ２
，
１ ９（

２
）

： １ ４ １
－

１ ４５ ．

［
６

］

ＨａｎｓｅｎＡＪ
５Ｂｒｏｗ ｎＤＧ

．
Ｌａｎｄ－ｕ 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 ｒｕｒａ ｌＡｍ ｅｒ ｉｃａ ：

Ｒａｔｅｓ
，
Ｄｒ 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 ｅｎｃｅｓ
［

Ｊ
］

．Ｅｃ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Ａｐｐ ｌ ｉ
ｃａ ｔ

ｉ
ｏｎｓ

，
２００５

ｓ 

１ ５
（
６

）
：  １ ８４９

－

１ ８ ５０ ．

［
７

］
ＨｏｓｋｉｎｓＷＧ ．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Ｅｎｇ ｌ ｉ
ｓｈ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ｏｄｄｅｒ＆Ｓｔ ｏｕｇｈｔｏｎ
ｓ
１ ９５ ５ ：

５８
－７２ ．

［
８

］

Ｍａｒ
ｊ
ａｎｎｅＳｅｖｅｎａｎ ｔ

，ＭａｒｃＡｎｔｒｏｐ．Ｓｅｔｔ ｌ ｅｍ ｅｎｔｍｏｄｅ ｌ ｓ
，

ｌ
ａｎｄｕｓｅａｎ ｄｖ ｉ

ｓ
ｉｂ ｉｌ ｉ ｔｙｉ

ｎ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 ｔｗｏ ｃａｓｅｓ ｔｕｄ ｉｅ ｓ ｉ ｎＧ ｒｅ ｅｃｅ
［

Ｊ
］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Ｐ ｌａｎｎ ｉ ｎｇ ，

２００７
，

８０
（
４
）

：
３６２－

３７４ ．

［
９

］
Ｍ ｉ ｃｈａｅ ｌＨ ｉ ｌ ｌ ．Ｒｕ ｒａ ｌＳ ｅｔｔ

ｌｅｍ ｅｎ ｔａｎｄ ｔｈｅＵ ｒｂ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
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 ｉ ｄｅ

［

Ｍ
］

．Ｈｏｄｄｅｒ＆

Ｓｔｏｕｇｈ ｔｏ ｎ
，
２ ００３ ： ５８ －

７２
．

［

ｌ Ｏ
Ｊ

Ｏ
ｌ
ｅｎａＤｕｂｏｖｙｋ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ｌ ｉ
ｕｚａ ｓ

，Ｊｏｈ ａｎｎｅ ｓＦ ｌａｃｋｅ ． Ｓｐａｔ ｉａ
ｌ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ｍｏｄｅ ｌ ｉｎｇｏ ｆ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ｌｓｅｔｔｌ ｅｍｅｎｔ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ｉ ｎＳａｎｃａｋ ｔｅｐｅｄ ｉｓ ｔｒ ｉｃｔ ， Ｉｓ ｔａｎｂｕ ｌ

，
Ｔｕ ｒｋｅｙ［

Ｊ
］

． ＩＳＰＲＳ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Ｐｈｏ 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Ｒｅｍ ｏｔｅＳｅｎｓ

ｉ
ｎｇ， 

２ ０ １ １
，（
６６

）
： ２３５ －２４６ ．

［
１ ｌ

］

Ｐａｕ ｌＯ ｌｄｅｌｄ．
Ｒｕｒａ ｌｓｅｔｔｌｅｍ ｅｎ ｔ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ｄｅｖｅ ｌ

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ｔａｌｙ ： Ｔｒｏ
ｉａａｎｄｉ ｔｓ

ｃｏｎｔａｄｏ［Ｊ］
．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 ｆＭｅｄ ｉｅｖａｌ Ｈ ｉ ｓｔｏ ｒｙ ，

２００９
，
３ １

（
４
）

：３２７
－

３４５ ．

［
１ ２

］
ＰｅｔｅｒＳＲｏｂ ｉｎ ｓｏｎ ．Ｉｍｐ ｌ ｉｃ 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ｒａ ｌｓｅｔｔ ｌｅｍｅｎｔ

ｐ
ａｔｔｅｒｎ ｓｆｏｒ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ｈｉｓｔｏｒ ｉ 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
ｎＱａｕｋｅｎ ｉ

，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ａｐｅ ，Ｓｏｕ ｔｈＡｆｒ ｉｃａ
［
Ｊ
］

．Ｄ 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ｆｒｉ ｃａ
，
２００３

，
２ ０

（ ３ ）
：
４〇５

－４２ １ ．

［
１ ３

］

Ｐｏｒｔａ，
Ｐａｒａｐａｒ Ｊ ，

Ｄｏａ
ｌ ｌｏＲ ，

ｅｔａｌ
．Ａ Ｐｏｐｕｌａ ｔ ｉｏｎ－ｂ ａｓｅｄＩｔｅｒａ ｔｅｄＧｒｅｅｄｙ 

Ａｌｇｏｒ ｉｔｈｍｆｏｒｔｈｅ

Ｄｅｌｉｍ ｉ
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Ｚｏｎ ｉｎｇｏｆＲｕｒａ ｌＳ ｅｔｔ ｌｅｍ ｅｎｔｓ

［

Ｊ
］

．Ｃｏｍ ｐｕｔｅ ｒｓ
，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 ｅｎｔａ ｌａｎｄＵｒｂ 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
，
２０ １ ３

，
３ ９ ： １ ２－２６ ．

［
１ ４

］

ＲｏｂｅｒｔｓＢ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ｏｆ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

Ｍ
］

．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

１９９６ ：５
－９

．

［
１ ５

］

Ｓ
ｙ ｌｖａｉｎＰａｑｕｅ

ｔｔｅ
，Ｇ ｅｒａ

ｌｄＤｏｍｏｎ
．
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ｒｕｒａ

ｌ ｌ
ａｎｄ ｓｃａｐ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 ｉ
ｃｒｅｃｏｍｐ ｏｓ ｉｔｉｏｎ 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Ｑｕｅｂｅｃ（Ｃａｎ ａｄａ

）［
Ｊ
］

．Ｌａｎ ｄｓｃａｐｅａｎｄＵｒｂａｎ

Ｐ
ｌ
ａｎｎ ｉ

ｎｇ，
２００ １

（
５５

）
：２ １ ５

－２ ３８ ．

４９





硕士学位论文


［

１ ６
］
ＷａｎｇＪＦ

，Ｌ ｉＸＨ
，Ｃｈｒ ｉｓｔａｋｏｓＧ

，ｅ ｔａｌ ．Ｇ ｅｏｇ
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ｓ

－

ｂａｓｅｄｈｅａｌ ｔｈ ｒｉ ｓｋ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 ｔａｎ ｄ ｉｔｓａｐｐ ｌ ｉ ｃａｔ ｉｏ ｎｉ
ｎｔｈｅｎｅｕｒａ ｌｔｕｂｅｄｅｆｅｃｔ ｓｓｔｕｄｙｏ ｆｔｈｅＨｅ ｓｈｕｎｒｅｇ ｉ

ｏｎ
，Ｃｈ ｉ

ｎａ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
ｈｉｃａ ｌＩｎｆｏ 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 ｉ ｅｎｃ ｅ

，
２０ １ ０

，
２４（ １

）
：１

０７－

１ ２７ ．

［
１ ７

］蔡为 民 ，唐华俊 ，
陈佑启等 ．近 ２０ 年黄河三角 洲典型地区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 ［

Ｊ
］

．资源

科学
，
２００４

，（
５
）

＿

＿８９－９ ７ ．

［
１ ８

］陈德凡 ，
焦欢

，
周启刚

，
等 ．基于 ＳＤＡ 的西南低 山丘陵 区农村居民点空间特征分析 － 以重

庆市长寿区为例 ［
Ｊ
］

． 水土保持研究 ，
２０ １４

，
２ １

（
６
）

：２２２
－２２７

．

［

１ ９
］
陈 文 波 ， 肖 笃 宁 ， 李 秀 珍 ． 景 观 指 数 分类 、 应 用 及 构建 研 宄 ［

Ｊ
］

．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

２００２
，
１ ３

（
１
）

： １ ２ １
－

１ ２５ ．

［
２０

］ 杜 国 明
， 刘 艳 ，

罗 奇 云 ． 黑 龙 江 乡 村 聚 落 分 布 特 征 分 析 ［
Ｊ
］

． 东 北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２０ １ ５
，
４ ６

（
３
）

：９５ － １ ０２ ．

［
２ １

］
鄂施璇

，
雷国平

，
宋戈 ．松嫩平原粮食主产区农村居 民 点格局及影响 因素分析

［
Ｊ
］

．农业

工程学报
，

２ ０ １ ６
，
３２

（

１ ８
）

：２３ ４
－

２４０ ．

［

２２
］
冯 应 斌

，
杨 庆媛 ． 基于 农 户 分 化 的 村 域 居 民 点 用 地 特征 分析 ［

Ｊ
］

． 农业 工 程学

报，
２０ １ ５

，

３ １

（
２ １

）
：２４ ８ －２５ ８ ．

［

２ ３
］甘枝茂 ，

岳大鹏
，甘锐 ，等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 乡村聚落分布及其用地特征 ［

Ｊ
］ ，陕西师

范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
，
２００４

，
３２

（
３
）

：１
０２－

１ ０ ６ ．

［
２４

］
关小克

，
王秀丽

，
李昕

，
等 ． 山区农村居民点演变的地貌分异与分类调控研宂 ［

Ｊ
］ ．河南农

业大学学报 ，
２０ １ ６

，
５０

（
３

 ）
：３  ９６４０３ ．

［
２５

］郭晓东 ，马利邦 ，张启媛 ．基于 ＧＩＳ 的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研宄

［Ｊ］ ．经济地理
，

２０ １ ２
，
３ ２

（
７
）

： ５６
－

６２ ．

［
２６］海 贝 贝

，
李小建

，
许家伟 ．巩义市农村居 民点空间格 局演变及其影响 因素 ［Ｊ］

．
地理研

究
，

２０ １ ３
，
３２

（
１ ２

）
：２２５７－２２６９ ．

［

２７
］胡贤辉 ，

杨钢桥 ，张霞 ，等 ． 农村居民点用地数量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湖北仙桃市

的实证［
Ｊ
］

＿２００７
，
２９

（
３
）

： １ ９ １ － １ ９ ７ ．

［
２８

］姜广辉 ，何新 ，
马雯秋 ．基于空间 自相关的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分区 ［

Ｊ
］

．农业

工程学报 ，
２ ０ １ ５

，
３ １

 （
１ ３

）

：２ ６５
－２７３

？

［
２９

］
姜广辉

，
张凤荣

，
秦静

，
等 ．北京 山区 农村居民点分布变化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

Ｊ
］

．农业工

程学报 ，
２０ ０６

，

２２
（

１ １

）
：８５－９２ ．

［
３０

］姜广辉 ，
张凤荣 ，

周丁扬，等 ．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用地 内部结构特征的区位分析 ［
Ｊ
］

．资源

科学
，

２００ ７
，

２９
（
２
）

：１
０９

－

１ １ ６ ．

［
３ １

］
金其铭 ．中国农村聚落地理 ［

Ｍ
］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

１ ９８９
．

［
３２

］
李灿 ，

张凤荣 ，姜广辉 ，
等 ．京郊卫星城区域农村居民 点土地利用特征分析 ［

Ｊ
］

．农业工程

学报
，
２０ １ ３

，
２ ９

（
丨 ９

）
：
２３３ －２４３ ．

５ ０





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 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宄
一

以湖南省宁乡 市为例


［
３３

］李全林，
马 晓冬

，
沈
一

．苏北地区 乡村聚落的空 间格局 ［
Ｊ
］

．地理研究
，
２０ １２

，

３ １
（

丨

） ：
１ ４４－ 丨 ５４ ．

［

３４
］李晓刚 ，

欧名 豪 ，
许恒周 ．农村居 民点用地动态变化驱动力分析 ［

Ｊ
］

．国土 资源科技管

理
，

２００６ （
３
）

：２ ７－ ３ ２
．

［
３ ５

］
李裕瑞

，
刘彦随

，
龙花楼 ． 中 国农村人 口与农村居 民点用地的 时空变化

［
Ｊ

］

． 自 然资源学

报
，

２０ １ ０
，

２５
（

１ ０
）

： １ ６２ ９－ １ ６ ３８ ．

［
３６

］ 梁 会 民
，
赵 军 ． 基 于 Ｇ ＩＳ 的 黄 土 塬 区 居 民 点 空 间 分 布 研 宂

［
Ｊ

］
． 人 文 地

理
，

２００ １
，

１ ６
（
６

）
：８ １

－８ ３ ．

［
３ ７

］刘芳 ，

张增祥
，

赵晓丽
，
等 ． 山东 省农村居民 点用地 的时空变化特征及聚类分析 ［

Ｊ
］

．国土

资源遥感
，

２〇 １０ （
３

）
： １ ０ 丨

－

丨 〇 ７
．

［

３ ８
］
刘 明暗 ，戴志中

，
邱道持

，
等 ． 山 区农村 居 民点分布 的影响 因素分析 与布局优化

一

以彭

水县保家镇为例
［
Ｊ
］

．经济地理 ，
２０ １ 丨

，
３ 丨 （

３
） ：
４ ７６

－４ ８２ ，

［
３９ ］刘巧芹 ，

李子君
，郭爱请 ，等 ．石家庄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变化特征分析 ［

Ｊ
］

．陕西师范 大学

学报（自 然科学版 ） ，
２００９

，

３７
（
３
）

： １００ －

１ ０４ ．

［
４０

］刘仙桃 ，
郑新奇 ，李道兵．基于 Ｖｏｒｏｎｏ ｉ 图 的农村居民点 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 因素研

宄
一

以北京市 昌平区为例
［
Ｊ

］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

２００９
，
２５

（
２
）

：
３ ０

－

３ ３
．

［
４ １

］
刘 彦随 ，

李进涛 ．中 国县域农村贫 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 与 优化决策 ［

Ｊ
］

．地理学

报
，

２０ １ ７
，
７２

（
１

）
：
１ ６ １

－

１ ７３ ．

［
４２

］刘彦随 ，刘玉 ．中国 农村空心化问题研宂的进展与 展望 ［
Ｊ

］
．地理研究 ，

２０ 丨 ０
，
２ ９

（
丨

） ：
３５４２

．

［
４ ３

］
罗光杰

，
李 阳 兵

，
王世杰 ．岩溶山 区聚落 分布 格局与演变分析 ［

Ｊ
］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

境，

２０ １ ０
，

１ ９
（
７

）
：８ ０２－

８０７ ？

［
４４

］
马利邦 ，

范昊 ，石培基 ，
等 ． 陇中黄土丘陵区 乡村聚落空间格局 －以天水市为例

［
Ｊ
］ ．
生态学

杂志
，
２０ １ ５

，
３４

（ １ １
） ：
３ １ ５ ８

－３ １ ６５ ．

［
４ ５

］马利邦 ，郭晓东 ，张启姨 ，等 ．陇中黄土丘陵区 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 －

以甘肃省通渭县为

例［
Ｊ
］

？山地学报 ，
２０ １２

，
３ ０

（
４

）
：４０８

＊

４０６ ．

［
４６

］
马帅

，
刘军卫 ，

赵志 明 ，
等．河北省阜平县农村居民点地形分异特征研宄 ［Ｊ］

．水土保持研

究 ，
２０ １ ６

，

２３
（
６
）

：３２ ７－

３ ３ ２ ．

［
４７

］
马 晓 冬 ， 李 全 林

，
沈
一

．江 苏 省 乡 村 聚落 的 形态分 异 及地 域 类 型 ［
Ｊ

］
． 地理 学

报 ，
２ ０ １ ２

，
６７

（
４
）

：５ １ ６－５２５ ．

［
４ ８ ］闵婕 ．基于村域的农村居 民点空间格局及影响因 素分析 －以石柱县冷水镇八龙村为例

［
Ｊ
］

．水土保持研究
，
２０ １ ４

，

２
丨
（

１

）
：
１ ５ ７

－

丨 ６２ ．

［
４９

］闵婕 ，
杨庆媛 ．岩溶山 区 乡村聚落 的格局特征及类型分布－以重庆市巫 山县为例 ［

Ｊ
］

．中

国岩溶 ，

２０ １ ４
，

３３
（

１
）

：９９ －
１ ０９ ．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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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０

］ 乔陆 印 ，
刘彦随

，
杨忍 ． 中 国农村居 民点用 地变化类型 及调 控策略

［
Ｊ
］

． 农业工程学

＾ ，

２０ １ ５
，
３ １

（
７
）：

 １
－

８
．

［

５ １
］秦 天天 ，齐伟 ， 李云强 ，等 ．基于生态位的 山地农 村居 民 点 适宜 度评价 ［

Ｊ
］

．生 态学

报 ，

２０ １ ２
，

３２
（

１ ６
）

： ５ １ ７ ５
－

５ １ ８ ３ ．

［
５２

］任国平 ，刘黎明 ，付永虎 ，等 ．都市郊 区 乡 村聚落景观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
Ｊ
］

．农业

工程学报 ，

２０ 丨 ６
，
３２

（
２
）

：２２０－２２９
．

［

５３
］
任平 ，洪步庭

，
刘寅

，
等 ．基于 ＲＳ 和 ＧＩ Ｓ 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变化特征与景观格局影响研

究［
Ｊ

］
？生态学报 ，

２０ １ ４
，
３４

（
丨 ２

）
：３ ３３ 丨

－

３ ３４０ ．

［
５４

］
任平

，洪步庭 ，
周介铭 ．基于空 间 自 相关模型的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格局与特征研宄 ［

Ｊ
］

．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

２０ 丨 ５
，
２４

（
１ ２

）
： １ ９９３ －２００

１
．

［
５５

］师满江 ，
颉耀文 ，

曹琦 ．干旱 区绿洲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演变及机制分析 ［Ｊ］
．地理研

究 ，

２０ １６
，
３ ５

（
４

）
：６９２ －

７０２ ．

［

５６ ］石诗源 ，
鲍志 良

，
张小林 ．村域农村居 民点景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Ｊ
］

．中 国农学通

报
，
２０ １０

，

２ ６ （
８

） ：
２９０ －２９ ３ ．

［
５７

］苏高华 ，陈方正 ，
郑新奇 ．基于 系统论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驱动机制研究 － 以北京市

昌平区为例
［

Ｊ
］

．水土保持研宄 ，

２００９
，
１ ６

（
４
）

： 丨 １ ７
－

１ ２６ ．

［
５８

］谭雪兰 ．农村居 民点空 间布局演变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
Ｄ

］
．湖南农业大学

，
２０ １ １ ．

［
５９

］谭雪兰 ，
段建南 ，

包春红
，等．基于 ＧＩ Ｓ 的麻阳县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研宄 ［

Ｊ
］

．水土

保持研宄 ，

２０ １０
，
１ ７

（
６
）

：
１ ７７－ 】 ８０ ．

［
６０

］谭雪兰 ，
周 国华

，
朱苏晖

，
等 ．长沙市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变化及地域分异特征研究 ［

Ｊ
］

．

地理科学 ，
２０ １ ５

，
３５

（
２
）

：２０４
－２ １ ０ ？

［

６ １
］
田光进 ．基于 ＧＩＳ 的中 国农村居 民点用地分析 ［

Ｊ
］

．遥感信息 ，

２００３（２ ）
：３２ －

３ ５ ．

［
６２ ］
王劲峰

，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 ： 原理与展望

［
Ｊ
］

．地理学报 ，

２０ １ ７
，

７２
（
１

）
： １ １ ６－

１ ３４ ．

［
６３

］
王曼曼

，
吴秀芹 ，

吴斌
，等 ．盐池北部风沙区乡 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

Ｊ
］

．农业工程学

报
，

２０ １ ６
，
３ ２

（
８
）

：２６０ －２７ １ ．

［６
４

］
王志杰

，
何立恒 ．平原地 区县域农村居 民点空间分布特征 ［

Ｊ ］ ，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 （ 自 然

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３

，
３７

（
５
）

：６０
－

６４ ．

［

６ ５
］吴旭鹏 ，

金晓霞 ，
刘秀华 ，等 ．生计多样性对农村居 民点布局 的影响 －以丰都县为例 ［

Ｊ
］

．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０

，
８

（
５
）

： １ ３
－

１ ７ ．

［６
６

］ 肖 飞 ，

杜耘
，
凌峰 ，等 ．江汉平原村落空间 分布与 微地形结构 关系探讨 ［

Ｊ
］

．地理研

究
，

２０ １ ２
，
３ １

（
１ ０） ： １ ７ ８５

－

１ ７９ ２ ．

［
６７

］
邢谷锐

，
徐逸伦

，
郑颖 ．城市化进程中 乡 村聚落空 间演 变的类 型与特征 ［

Ｊ
］

．经济地

理
，

２００７
，
２７

（
６

）
：９３ ２－９３ ５

．

５ ２





农村居 民点用地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宄
一

以湖南省宁乡市为例


［

６８
］杨 忍 ，

刘彦随 ，
龙花楼 ，等 ．基于格网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特征及空 间指 向性 的地理

要素识别 －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

Ｊ
］

．地理研究 ，
２０ 丨 ５

，

３４
（
６）

： 丨 ０ ７７－
１ ０８７ ．

［
６９

］宇林军 ，
孙大帅 ，张定祥

，
等 ．基于农户调研的中 国农村居 民点空心化程度研究 ［

Ｊ
］

．地理

科学
，
２０ １ ６

，

３６
（
７
）

： １ ０４３－ １ ０４９ ．

［

７０
］袁洁 ，

杨钢桥 ，朱家彪 ．农村居 民点用地变化驱动机制－基于湖北省孝南区农户 调查 的

研 宂
［

Ｊ
］

．经济地理
，

２００８
？
２８

（
６
）

：９ ９ １ 

－９９４
．

［
７ １

］
张 栢林

，
蔡为民 ，

张凤荣 ．隋朝至 １９４９ 年山 东 省沂水县农村居 民点 的时空格局及驱动

力
［

Ｊ
］

．地理研宄
，
２０  丨

６
，

３ ５
（
６

）
： １ １４ １

－

１ １ ５０
．

［
７２

］张金前 ，
邓南荣

，
张颖 ．东南沿海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居 民点扩展动 力分析 － 以福建省

晋江市为例 ［

Ｊ
］

．国土 与 自 然资源研究 ，

２００９
（
２
） 

：２６－２７
．

［
７３ ］ 张 竟竟 ． 山 地 丘 陵与 平 原 地 区 城 乡 聚 落 空 间 分 布 分 形 特 征 研 究 ［Ｊ］ ． 测 绘科

学
，
２０ １ ３

，
３ ８

（
１
）

： ５ ７
－

５９ ．

［
７４

］
张瑞娟 ，

姜广辉 ，
王 明珠 ，等 ．基于多维度特征组合的农村居民点布局分类 ［

Ｊ
］

．农业工程

学报 ，

２０ １ ５
，

３ １

（
４
）

：２ ８６－２９２ ？

［７５ ］赵冰雪 ，
夏敏

，
符海 月 ．农 村居 民 点动态 演变及 驱动机制研 究 ［

Ｊ
］

．地域研究 与开

发
，
２０ １ ５

，
３４

（
１

）
： １ ５０－ １ ７ １ ．

［

７６
］
郑文升 ，姜玉培 ，李孝环 ，等 ．公安县农村居 民点用地分布影响因子评价 －基于 ＧＷＲ 的

空间异质性分析 ［

Ｊ
］

．人文地理
，

２０ １ ５
（
５
）

：７ １
－７６ ．

［

７７
］
周洁

，卢青 ，
田晓玉 ，

等 ． 基于 ＧＩ Ｓ 的巩义市农村居 民点景观格局时空演变研宄 ［
Ｊ
］

．河南

农业大学学报 ，

２０ １ １
，
４５

（
４
）

：４ ７２４ ８ １ ．

［

７８
］
周伟 ，

曹银贵 ，
王静 ，等 ． 三峡库区近 ３０ ａ农村居 民点格局变化与特征分析 ［

Ｊ
］

．农业工程

学报 ，
２０ １ １

，

２７
（
４

）
：２９４－

３００ ．

［

７９
］
庄至凤

，姜广辉 ，何新． 基于分形理论的农村居民点空 间特征研宄－以北京市平谷区为

例
［

Ｊ
］

？ 自然资源学报 ，
２０ １ ５

，
３ ０

（
９
）

：

１ ５３４－

１ ５４６ ．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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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弹指
一

挥间 ， 在湖南师范大学读研 己有四年 。 回想这段学习经历 ， 心中感慨

良久 。 在这里 ， 我挥洒过无数的汗水和泪水 ， 经历过
一

次又
一

次 的挑战和艰辛 ，

尤其是在论文写作过程中 ，
让 自 己承受 了

一

次较大的考验。 所幸在导师 、 同学和

亲人朋 友的无私帮助与关怀下 ， 我度过 了所有难关 ， 完成 了硕士论文 ， 心中万分

感谢 ！

在硕士论文完稿之际 ， 特别感谢我的导师谢炳庚教授 。 研究生学习 期间 ， 老

师给予我无限 的信任和肯定 ， 提供了很多难得 的学习机会 ， 使我 的专业水平和实

践动手能力得到 了很大的提高 。 在硕士论文开题 、 中期考核及最后 的定稿过程中 ，

谢老师都给予 了细致严谨的指导 ， 提出 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 ， 倾注了大量的

心血和精力 。 感谢导师对我迟钝的包容和教诲 ， 使我能够顺利完成硕士论文的写

作 。 恩师渊博的学识 、 谆谆善诱的教学风范 、

一

丝不苟的 品格让我十分敬佩 ， 并

深深影响着我的学习和生活 ， 是我人生的
一

面旗帜 ， 将永远激励我不断进取和完

善 。 师恩难 以言谢 ， 惟愿您和师母安康 、 幸福 。

感谢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各位老师对我的深深教诲 ， 让我能够

从容乐观的面对各种困难 ， 尤其是在论文开题 、 进展汇报时提 出 了许多建设性的

意见 ， 使我 的研宄思路更加清晰 。 借此机会 ，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师母李晓青副

教授 。 李老师在生活和学习 上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鼓舞 ， 让我变得更加优秀 。

师母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严于律己 的生活作风时刻影响着我 ， 使我终身收益 。

感谢
“

谢师门
”

的每
一

员 ， 给我艰辛的科研生活提供了无数的关怀和欢乐 ，

这是我美好的回忆 。 感谢我的同窗方碧 、 方辉云和师弟唐志博 、 师妹伍幸妮等 ，

在我论文写作期间 ， 与你们的数次学术探讨和交流 ， 给了我灵感 ， 使我难以忘怀 。

感谢我的父母 ， 是你们赋予我生命 ， 并辛劳
一

生为我创造了 良好的学习和生

活条件 ， 你们始终如一的支持和鼓励 ， 使我从未放弃过 自 己 ， 论文的成功有你们

的
一

半 。 感谢我的男友对我生活的关心和学 习 的监督 、 指导 ，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

都
一

如既往地站在我身后做我坚强的后盾 ， 让我一路勇往直前 。

最后 ， 向所有给予我关心和帮助过的人致以诚挚的谢意和衷心的祝福 ！

陈晓霞

２０ １ ８ 年 ６ 月 于师大

５４





农村居 民点 用地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宄
一

以湖南省宁乡 市为例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 明 ：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 ， 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 ， 独

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 成果 。 除文 中 已经注明 引 用 的 内容外 ， 本论

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 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 品 成果 。 对本文的

研究做 出重要贡献 的个人和集体 ， 均 已在文 中 以 明确 方式标明 。 本 人

完 全意识到本 声 明 的法律结果 由 本 人承担 。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 ｜ ＞ １ ８ 年 ６ 月
＋

日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 完全 了 解学校有关保 留 、 使用 学位论文的规定 ，

研究生在校攻读学位期 间论文工作 的知识产权单位属湖南 师范大学 。

同意学校保留并 向 国家有关部 门 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 印件和电子版 ，

允许论文被查 阅和借 阅 。 本人授权湖南 师范大学可 以将本学位论文的

全部或部分 内 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 ， 可 以采用影 印 、 缩 印或扫

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

本学位论文属 于

１ 、 保密□ ， 在


年解密后适用 本授权书 。

２ 、 不保密甙
ｔ

（请在以上相应方框 内打
“

Ｖ
”

）

作者签名 ： 曰 期 年 ６ 月 ｆ 曰

导 师签名 曰 期 ： 缚年 （ 月

产
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