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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区农村居民点时空格局演变及其整治分析
———以重庆市北碚区为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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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北碚区2009年和2014年的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为基础数据,利用GIS技术、景观格局分析、Voronoi图

Cv值,对丘陵区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影响因子及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通过确定农村居民点的区位适宜性,

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整治类型.结果表明:6年来北碚区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及占地面积呈下降趋势,斑块破碎化

加剧,土地整治有较大需求;农村居民点的分布有向地势平坦,道路、水源便利,以及靠近中心城区的地区聚集

的趋势,且环境因子在不同地形位地区对居民点布局的影响程度不同.地形位指数在3以下,距道路800m以

内,距水源1000m以内,距中心城区2500m以内对农村居民点分布影响较大;根据北碚区实际情况,提出包

入式发展型、集聚式发展型、控制式发展型和迁弃式发展型4种整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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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渊源、自然因素、生活习俗等原因,农村居民点的布局长期处于农民自发选择状态.丘陵地区

农村居民点布局散乱、缺乏管理的状态不仅占用了宝贵的土地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发

展,阻碍了新农村建设.
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的理论与实践大多是在土地整理工作中逐渐形成的[1].国外早期对农村居民点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聚落的形成机理、发展条件和发展过程[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研究逐渐倾向于乡村矛

盾演化、居民点布局模式优化、城镇化中土地资源紧缺[3-6]等方向.近年来,国内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的

研究日趋成熟.研究多集中于空间分布特征[7-9]、变化规律[10-11]、驱动力机制[12-13]等方面.但总体来看,

这些研究多以县域为单位,对特定年份居民点布局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较多,但对一个时间段内居民点

的空间布局演变特征研究较少;对研究区布局优化的研究较多,但对区位适宜性及合理整治方向的研究较

少.北碚区是重庆市外环时代和两江新区的重要建设区,其农村居民点的合理利用与否直接影响区域经济

的发展.因此,本文以北碚区为例,以2009年和2014年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基础数据,结合实地调查,

利用GIS空间分析、景观格局分析、Voronoi图,对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演变特征进行研究,进而划

分居民点整治的规划类型.本研究对于深化丘陵地区农村居民点时空变化及整治规划理论体系,促进“城乡

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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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丘陵在我国地形分布中占了很大比例.丘陵区与平原区相比,交通条件比较差,地域条件较为复杂,使

得目前丘陵区的农村居民点建设存在布局粗放、无序等问题.北碚区地形由窄条状山脉和丘陵谷地组成,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水运优势,并且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各村村民有较大的改善居住

环境的需求,客观上有助于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可作为典型的丘陵区域开展研究.
1.2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2009年和2014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数据库,来源于北碚区国土局.

DEM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镜像网站(http://www.gscloud.cn),空间

分辨率为30m.本文涉及的面积和距离的计算均在西安80坐标系36度带中进行.

1.3 数据处理方法

1.3.1 景观格局分析

农村居民点的演变特征可以从历年景观指数体现出来.本文选取斑块个数Nump、斑块总面积CA、平

均斑块面积MPS、斑块密度PD、斑块面积标准差PSSD、斑块面积变异指数PSCV、分维数FRACT、平

均斑块形状指数MSI等指数,从景观格局方面研究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演变过程.
1.3.2 Voronoi分析

Voronoi的Cv 值大小可以衡量空间对象在空间上的相对变化程度[14].对于Cv 值所反映的点在空间上

的分布情况,Duyckaerts提出[15]:Cv 值小于33%时,点在空间里属于均匀分布;Cv 值处于33%~64%
时,点在空间里离散分布;Cv 值大于64%时,点在空间里集群分布.

1.3.3 地形位指数

地形因子是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尤其对丘陵山区的影响更为突出[16].地形位指

数可以综合描述高程和坡度属性[17],本文用Jenks自然分类,将地形位指数分为7个等级.高程低、坡度小

的地区地形位指数低,反之,地形位指数高.一般来说,地形位指数为1-3级时,地形较平坦,交通较便

捷,适合人类生活,适宜度最高;地形位指数为4-7级时,地势较高且地形较陡峭,交通有限制,适宜度

从4到7依次递减.
1.3.4 缓冲区分析

本文中的缓冲区分析主要针对道路、水源、中心城区对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影响.道路、河流、中心城区

分别是以800,500,1000m为缓冲半径,对不同缓冲区范围内的农村居民点景观指数及变化情况做统计.
缓冲区内的农村居民点面积越高,说明该因素对居民点分布的影响越大.

2 结果与分析

2.1 北碚区各行政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演变

Cv 值所反映的集群型往往与特定资源的聚集分布有关,随机型表明居民点分布受资源条件及人类活

动的影响不明显,均匀型则体现了资源条件的均匀性或人类活动水平的相似性[18].北碚区各镇Cv 值均大

于64%,说明全区农村居民点呈集聚分布.各镇2014年的集聚程度均高于2009年,呈现出越发集聚的趋

势,其中蔡家岗、童家溪和水土镇的集聚变化尤其明显,其原因为同兴工业园区以及两江新区水土高新产

业园的城市化发展所致;景观格局方面,斑块密度、斑块面积标准差、斑块面积变异指数有轻微降幅,主要

原因是城市的扩张和乡村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城市扩张加速了周边农村居民点的整合,另一方面对

耕地的保护限制了农村居民点的无序扩张.分维数大小与人类干扰活动密切相关,从图1可以看出,与

2009年相比,2014年的分维数有增长趋势,说明人为活动对居民点分布的影响逐渐增强.从居民点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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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来看,6年来全区的指数均值在1.15左右,但不同行政区的形状指数差异较大,主要是河流、交通等

分布的影响.

图1 北碚区各行政区Cv值及景观指数布局图

2.2 北碚区居民点分布与环境因子的量化关系分析

2.2.1 基于地形位的农村居民点布局演变

由表1可知,总体来看,1-3等级地形位指数的农村居民点占了全区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69.83%.
说明农村居民点多分布在地势相对较低、较平坦的地方,这与北碚区实际情况相符.从各项景观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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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随着地形位指数的增加,农村居民点斑块总面积有下降趋势,其中在地形位指数为2时2年农村居

民点分布面积均达到峰值,地形位为7时只有71.93hm2 和65.06hm2.就农村居民点形状来说,斑块面积

标准差和平均斑块形状指数随着地形位指数增加有整体下降趋势,而2014年的斑块形状变化幅度要比

2009年的大.主要因为地形位低时受河流、道路分布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居民点多呈带状分布.
表1 北碚区农村居民点地形位指数

地形位
CA/hm2

2009年 2014年

Cv/%
2009年 2014年

MPS/hm2

2009年 2014年

PSSD
2009年 2014年

MSI
2009年 2014年

1 1122.45 1067.22 260.00 363.42 0.15 0.15 0.39 0.55 1.07 1.13
2 1364.62 1226.14 486.79 497.84 0.27 0.26 1.32 1.27 1.14 1.15
3 1124.43 987.89 236.46 202.88 0.30 0.28 0.71 0.56 1.13 1.13
4 734.55 687.01 191.38 205.73 0.29 0.28 0.55 0.57 1.13 1.09
5 480.38 470.55 184.25 247.32 0.29 0.30 0.53 0.74 1.12 1.09
6 273.8 262.02 134.96 131.24 0.29 0.28 0.4 0.37 1.11 1.08
7 71.93 65.06 117.27 112.57 0.25 0.24 0.29 0.27 1.11 1.08

2.2.2 基于距离性因素的农村居民点空间演变

由表2可知,在距离道路800m缓冲区内,2个时期农村居民点的分布面积均最大,数目均最多,并且6
年来有靠近道路分布的趋势,主要分布在金刀峡镇、柳荫镇等.距离道路超过4000m的农村居民点大部分分

布在山区,说明今后要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或者考虑农村居民点的迁移.此外,水系分布对农村居民点布局影

响明显.在500m范围内,2个时期农村居民点斑块数目和面积均占绝对优势,这个区域内的农村居民点水源

条件非常优越,主要覆盖在三圣镇、龙凤桥街道和天府镇.居民点的分布规模及密度随着距离增加而不断减

小.北碚区是重庆外环时代和两江新区重点建设区域,其发展对促进重庆经济的高速发展有重要意义[19].在距

离中心城区1500m范围内,2个时期分别占农村居民点总面积的55.95%和78.05%,此范围内农村居民点

受城市化影响最大,主要有北温泉街道、歇马镇、蔡家岗镇等.从近年变化趋势看,农村居民点的分布有向城

镇聚集的趋势,说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对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有较强的吸引作用.
表2 北碚区农村居民点分布与道路、水源、中心城区的关系

距离/m
CA/hm2

2009年 2014年

MPS/hm2

2009年2014年

PSSD
2009年2014年

FRACT
2009年2014年

MSI
2009年2014年

道路 0~800 1624.37 2125.2 0.32 0.28 1.44 1.19 1.42 1.43 1.1 1.09
800~1600 923.67 1037.35 0.23 0.23 0.45 0.45 1.42 1.42 1.11 1.1
1600~2400 776.4 633.46 0.24 0.21 0.57 0.51 1.42 1.42 1.11 1.12
2400~3200 556.38 313.84 0.22 0.2 0.35 0.34 1.42 1.42 1.12 1.11
3200~4000 414.77 199.75 0.21 0.18 0.32 0.25 1.42 1.43 1.11 1.12
>=4000 876.57 456.29 0.18 0.16 0.33 0.32 1.43 1.42 1.13 1.14

水源 0~500 1745.56 1681.96 0.24 0.23 0.53 0.54 1.42 1.42 1.14 1.13
500~1000 1423.24 1273.91 0.25 0.24 0.72 0.7 1.42 1.43 1.14 1.12
1000~1500 883.8 792.22 0.24 0.23 0.67 0.72 1.42 1.43 1.13 1.12
1500~2000 625.91 537.85 0.26 0.25 1.64 1.68 1.42 1.43 1.12 1.13
2000~2500 240.62 219.76 0.2 0.18 0.33 0.3 1.42 1.43 1.14 1.13
>=2500 253.03 260.19 0.19 0.18 0.35 0.32 1.42 1.43 1.16 1.17

中心城区 0~500 1244.35 2252.39 0.36 0.3 1.61 1.23 1.42 1.43 1.15 1.44
500~1500 1649.33 1467.26 0.24 0.2 0.57 0.38 1.42 1.42 1.11 1.09
1500~2500 1200.01 741.34 0.21 0.19 0.31 0.28 1.42 1.42 1.1 1.09
2500~3500 690.64 238.7 0.2 0.18 0.28 0.27 1.42 1.42 1.1 1.12
3500~4500 279.3 53.52 0.2 0.16 0.84 0.17 1.42 1.41 1.11 1.13
>=4500 108.53 12.68 0.2 0.16 0.35 0.16 1.42 1.4 1.12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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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于时空演变布局分析的北碚区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的划分

目前北碚区已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的土地整治工作,但仍存在土地细碎化严重、农村居民点利用粗放等

问题.本文结合北碚区的实际情况,把农村居民点的整治类型分为包入式发展型、集聚式发展型、控制式发

展型和迁弃式发展型农村居民点.4种整治类型的具体划分方式及整治措施建议如表3所示.
表3 4种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对应的整治措施

整治类型 划 分 方 式 建 议 整 治 措 施

包入式发展型
在上文中心城区缓冲区分析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缓冲

区,确定定城镇距离的阈值[20].

通过产权变更等方式,采取"农转非"等途

径,将其纳入城镇用地范围.

集聚式发展型
利用北碚区各村庄人口及面积的数据,确定农村居民

点用地规模的阈值和村庄人口的分布情况[20].

作为中心村的重点发展对象,吸引周边分布

无序且面积微小的居民点向其集聚.

控制式发展型
利用上文居民点的布局的分析结果,并结合北碚区实

际情况,确定区位条件的优劣程度[21].

作为自然村保留,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再

合并或迁移.允许改建、翻修宅基地,但要

严格控制新建.

迁弃式发展型

在前文对农村居民点的地形位条件、到道路、水源、

中心城区的距离缓冲区分析的基础上,界定农村居民

点规模的微小程度及区位状况[22].

有序地向地理条件适宜,基础设施良好的地

区迁移.

2.3.1 包入式发展型

包入式发展型居民点主要指城市建制镇周边的村庄.这类村庄自然资源丰富、交通条件良好,需

要进一步集聚发展,以便形成重点发展中心.由上文中心城区对农村居民点分布影响的缓冲区分析来

看,2500m范围内城镇的影响最明显.因此,每隔100m作为城镇缓冲区,统计每个缓冲区的累计

面积及面积增长率,找到面积增幅的拐点,结合实际情况,判断城镇中心吸引村庄的最适距离参考

值.由图2可知,随着缓冲距离的增加,面积增幅呈缓慢下降趋势,面积增幅在700m处有一拐点,
因此确定700m为城镇用地吸引村庄的距离参考值.
2.3.2 集聚式发展型

集聚式发展型农村居民点主要是中心村、驻地村等经济条件、区位条件良好的地区.该地区对周边村

庄的发展都有较强带动作用.北碚区行政村、自然村较多,集聚式居民点的选取能促进乡镇紧促发展,有助

于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从图3来看,农村居民点规模50hm2 可以作为集聚式发展性农村居民点的参考范

围.另外,集聚式农村居民点的选取要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北碚主要是低山丘陵区,现状人口应大于1000
人.集聚式发展型居民点的选址还要因地制宜,在地势较平坦地区,以现有行政村为基点进行规划建设;在

偏远之地,宜选择集聚度较高的村落;在乡镇驻地,可发展部分特色农业基地村、旅游村[22].

图2 北碚区城镇缓冲区农村居民点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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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北碚区各村农村居民点面积频率直方图

图4 北碚区农村居民点整治规划类型及空间格局

2.3.3 控制式发展型

控制式发展型居民点是指地理条件和

自然资源有限,在规划期内予以保留,条件

成熟时可以适当开发,但短期内又难以进一

步建设的村庄[23].保留型的农村居民点和一

些自然保护区或风景名胜用地,其地理位置

较好且具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但发展条件没

有显著的优势,同时居民点内部的集约利用

水平也不是很高.控制式发展型居民点主要

为北温泉街道的缙云山、金刀峡的偏岩古

镇、金刀峡景区等地.
2.3.4 迁弃式发展型

迁弃式发展型主要包括高山区搬迁移

民、地质灾害区移民、生活困难区移民、零

星居民点移民等.本文将位于地质灾害严

重、生活条件恶劣无保障、海拔1000m以

上、分布零星且规模小于0.09hm2、距离道

路和中心城区4000m以上、水源2500m
以上的农村居民点迁移到邻近的中心村或

中心镇,此类居民点共涉及4782个图斑,

面积达到762.19hm2.主要分布在金刀峡镇、柳荫镇、天府镇、三圣镇.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 论

1)6年来,北碚区农村居民点斑块数量和占地面积均有下降趋势,平均斑块面积基本保持稳定,斑块

面积变异指数有轻微降幅.从居民点分布来看,全区居民点大多分布在地形平坦,距道路、水源和中心城区

较近的地区.地形位指数在3以下,距道路800m以内,距水源1000m以内,距中心城区2500m以内对

居民点分布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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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对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多种因素,将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模式模式分为包入

式、集聚式、控制式、迁弃式.基于城镇用地吸引村庄的阈值,优先改造如歇马镇的东风村、卫星村,蔡家

岗的灯塔村、双碑村等靠近中心城区的农村居民点;基于居民点面积频率直方图和人口、灾害、经济发展

等相关资料,获得北碚区的集聚式发展范围,将其确定为全区的重点发展区域;对于风景名胜用地,如缙

云山、偏岩古镇、金刀峡景区的居民点,将其划定为控制式发展;基于到中心城区距离、人口、居民点面积

等因素,将分布在偏远地区且条件恶劣不适于居住的地区确定为迁弃式发展型居民点用地.
3.2 讨 论

本文对北碚区农村居民点的布局特征、影响因素、演化规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得出了比较合理的结

论,对今后其他区域的农村居民点空间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居民点整治的4
种类型,对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及合理化提供帮助,并对北碚区今后的居民点整治提供了理论依据.综合

其他学者关于丘陵区居民点的研究来看,其布局普遍呈现大散居、小聚居的特点,形状上大多呈不规则发

展状态,分布上环境因子对居民点影响较大.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北碚区虽然在乡镇尺度上集聚程度很高,
但环境因子在不同地区对居民点布局的影响程度不同.地势较高的地区,居民点布局受道路、水源、分布的

影响较大,而在地势平坦的地区,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这类因子的影响较小.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的是

2009年和2014年的土地利用变更成果数据,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准确性,但仍有不足,后续研究可对6
年间的6期数据进行分析以提高可参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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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TemporalEvolutionPatternofRural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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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databaseoflandusechangeofBeibeidistrictofChongqingmunicipalityfrom2009and2014
wasadoptedasthebasicdata,andGIStechnology,landscapepatternanalysisandCvvalueoftheVoronoi
diagramwereusedtoanalyzethefactorsinfluencingthedistributionpatternofruralsettlementsinhilly
regionsandtostudytheirtemporalandspatialvariationfeatures.Thenthelocationappropriatenessofthe
settlementswasdeterminedandfourdifferentconsolidationmodeswereproposed.Theresultsshowedthat
inthesixyearsthenumberofplaquesdecreasedandplaquefragmentationwasintensified,andtherewasa
considerablygreatdemandforlandconsolidation.Thedistributionofruralsettlementstendedtomove
closertotheareasofaflatterrain,withconvenientroadsandwatersupplyandclosertothecentralurban
area.Atthesametime,theinfluenceofenvironmentalfactorsonthedistributionpatternsofthesettle-
mentswasdifferentinareaswithdifferentterrainniches.Aterrainnicheindexof3orlesshadrelatively
greatimpactonthedistributionofruralsettlementswithin800meterstothehighway,1000meterstothe
watersourceand2500meterstothecentralurbanarea.AccordingtotheactualsituationofBeibeidistrict,

fourconsolidationmodeswereproposed,i.e.thedevelopmentpackagemode,theclusterdevelopment
mode,thecontrolleddevelopmentmodelandtheresettlementdevelopmentmode.
Keywords:landconsolidation;ruralsettlement;temporospatialchange;evolution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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