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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态学在土地整治中应用研究进展

王　 军１，∗，钟莉娜
１，２

１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３５

２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在土地整治中融入景观生态学理念是推动土地整治生态建设的必然要求。 阐述了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原理，分析了

相关文献变化和研究重点，总结了中国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研究现状，提出了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研究展望：（１）重

视土地整治中景观生态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构建土地整治的景观生态学理论与技术体系；（２）加强土地整治的景观动态与生态

效应机制研究，建立适用土地整治景观生态影响的方法和模型；（３）强化土地整治的多尺度和长序列景观生态研究，揭示土地

整治过程中的尺度效应和多尺度耦合机制；（４）加强土地整治中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集成与优化，强化用于指导土地整治生态

规划设计与管理工作，以期为深化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土地整治；景观生态效应；生态系统服务；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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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景观生态学是一门由生态学、地理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管理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学科，运用生态系统

原理与系统学方法研究景观的结构与功能、景观动态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研究景观的美化格局、优化结构、合
理利用与保护［１⁃２］。 土地整治是对土地资源的再组织和再优化，是缓解人地矛盾，实现社会、经济、资源和生

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德国土地整治历史悠久，早期的土地整治以改善耕地条件为主要目标。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随着土地退化、环境污染和景观受损等生态问题的出现，荷兰、德国等发达国家将景观生态保护等内容纳

入土地整治的目标，并形成了较为科学的认知、理念和管理方法［３］。 在荷兰，《土地整理条例》明确要求采取

必要的措施保护土地景观。 德国的土地整治特别重视土地整治对景观生态的保护，土地整治中包括环境与自

然保护项目，强调土地整治与整治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防止对景观的持久改变和破坏。 德国强调土地

整治过程中要注重生态环境和土地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并要同本地区的生态平衡和更大区域乃至国家的发展

规划紧密衔接，体现生态、协调、发展与共享的发展理念［４］。 世界发达国家的土地整治呈现出明显的景观生

态保护和多功能协调的发展趋势。
中国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正式提出并开始运作土地整治，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以来，土地整治工作纳入党中央

层面的战略布局，开始大规模实施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已成为中国当前最大规模改变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的

人类活动之一，深刻影响着项目区乃至区域的景观生态环境［５⁃７］。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土地整治中的景观

生态研究相对滞后。 在土地整治中融入景观生态学的理念，推动土地整治的生态转型，是对传统土地整治理

论的发展，也是推动生态建设的必然要求。
本文总结了中国土地整治中景观生态学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土地整治中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发展

趋势予以展望，以期为深化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１　 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原理

土地整治是景观生态学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二者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 （１）研究对象有交叉。 土地整

治的研究对象是土地，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景观。 土地是指地球表层的陆地部分及其以上、以下一定幅

度空间范围内的全部环境要素，以及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活动作用于空间的某些结果所组成的自然—经济综合

体。 景观由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镶嵌体构成，并以类似形式重复出现具有高度空间异质性的区域，景观是土

地的具体一部分，两者都具有地域综合体和尺度的含义［８］。 （２）研究方法有重叠。 景观生态学作为地理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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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法与生态学的模型构建法。 而地理学的

空间分析法与生态学的模型构建法也是分析土地整治的景观生态效应的重要方法。 （３）研究目标相似。 景

观生态学的目标是研究景观的美化格局、优化结构、合理利用与保护，实现景观利用的优化组合和可持续；在
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土地整治是优化土地利用格局、保护土地资源、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生态建设的基础

平台和重要手段［９］。
与土地整治相关的景观生态学原理主要体现在：基于景观结构空间镶嵌性理论即景观的“斑块⁃廊道⁃基

质”理论，分析土地整治导致的景观结构空间变化；基于景观系统的整体性与异质性理论，分析土地整治引起

的景观时空异质性；基于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相互关系以及尺度效应理论，研究土地整治引起的土地利用格

局和生过程变化以及尺度耦合机制；基于景观生态安全理论、岛屿生物学理论和复合种群理论等，进行土地整

治的生态评价和景观安全格局构建。 景观生态学原理在土地整治的生态效应、土地整治的景观生态规划设计

及土地整治的生态安全研究等方面应用广泛。

２　 文献分析

土地整治曾用过“土地整理”、“土地开发整理”或“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的概念，为避免概念名词的混乱，
本文将涉及到 “土地整理”、“土地开发整理”或“土地整理复垦开发”之处统一为“土地整治”。 本文以中国学

术期刊全文数据库（ＣＮＫＩ）为文献检索平台，分别以“关键词＝土地整治 ＆ 景观”和“关键词 ＝景观”作为检索

项，检索时段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以往中国对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关注较少，２０００ 年以来，
中国景观生态学蓬勃发展，从发展和思索阶段全面进入独立思考和创新阶段［１０］，景观生态学的发展推动了土

地整治中景观生态学研究的发展。 分析图 １ 发现，景观生态文献数量和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文献数量整

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文献数量占景观生态文献数量的比例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１７％上

升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０．３６％，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研究已成为中国景观生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图中可以

看出，２００８ 年以后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文献数量明显增多。 土地整治初期，更多重视粮食生产能力的提

高，对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研究关注不足。 但随着人们对土地整治生态环境效应的关注，景观生态学在土

地整治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土地整治中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文献数量也逐年增加。 专家学者重点研究了土

地整治对景观格局［１１⁃１２］、生物多样性［１３⁃１６］等要素的影响以及土地整治的生态规划设计［１７⁃１９］ 等内容，近年来，
从生态系统服务的角度探讨土地整治生态效应的研究也越来越多［２０⁃２４］。 土地整治景观生态研究指出并改进

了传统土地整治理念和方法的不足，为生态型土地整治规划设计和模式的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文章发表情况

Ｆｉｇ．１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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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景观生态学在土地整治中的应用

３．１　 土地整治的景观生态效应研究

３．１．１　 土地整治与景观格局

景观格局主要指构成景观的生态系统或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类型的形状、比例和空间配置［２５］。 景观格局

既是景观异质性的重要表现，又是各种生态过程在不同尺度上作用的结果［２６］。 土地整治的实施必然会引起

项目区景观斑块、基质、廊道的显著变化。 斑块数、斑块密度、边界密度、分维数等斑块特征指数和丰富度、优
势度、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等景观异质性指数是定量描述景观格局变化的重要方法［７，１１，２７⁃２９］，在土地整治对景观格

局影响的研究中应用广泛［３０］。 相比国内研究，除斑块特征指数和景观特征指数等景观格局指数之外，国外学

者还针对土地整治工程的特点结合 ６ 种几何参数建立了地块形状指数以分析土地整治对景观格局的影响用

来指导土地整治规划［３１］。 土地整治是短期内对土地利用的强烈扰动，与长期缓慢的景观格局变化存在差异。
因此，针对土地整治工程的特点建立相应的景观格局指数才是实现土地整治中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耦合的

关键。
３．１．２　 土地整治与生态系统服务

土地整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既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既有可逆的也有不可逆的。 因此，土地整治对某一

种或多种生态因子的评价难以全面客观地评价土地整治对景观生态的影响。 土地整治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

的研究是在自然等级组织理论、景观异质性理论、协同与权衡关系理论等的指导下，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开展土

地整治对土壤、植被、水、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因子影响的综合权衡与评价［３２］，可以直接反映土地整治对生态环

境的综合影响，进而指导土地整治实践。
（１）土地整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土地整治通过增加耕地面积［３３⁃ ３４］、改善农业生产条件［３５］、优化农

业生产结构、改善生态环境以提高粮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来保证耕地的粮食供给能力［３６⁃３８］。 土地整治工

程中的道路或者沟渠的物理硬化工程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导致项目区地表温度的升高；农田防护林能够减

缓风力，避免农作物直接接触强风，有利于花粉的传播。 土地整治对水质，气候调节功能［２４］，动植物物种丰富

度［３９⁃４０］，渗透、深渗透和地表径流等水文过程，区域水资源配置和水环境的质量等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均有明

显的影响［４１⁃４２］。 另外，中国近年来推行的生态型土地整治更重视乡村景观特征的提升、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

以及乡村基础设施与生活条件的改善，土地整治成为提高乡村景观审美、促进乡村娱乐和生态旅游的重要手

段［４３］，对提高项目区的文化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动态模型在空间分析、评估精度等方面的优势，国外研究在分析土地整治对生态系统

服务影响时多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 ＡＲＩＥＳ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ＭＩＭＥＳ（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ｏｄｅｌ）等模型［４４⁃４６］。 与国外研究

相比，国内采用生态系统服务动态模型分析土地整治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较少［４７］，市场价格法、影子价格

法、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系数法等仍是分析土地整治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主要方法［２４， ４８⁃５２］（表 １）。 土地

整治中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多是基于土地整治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评价土地整治前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

化，尚需针对土地整治的特点对模型进行修订，以提高模型评估土地整治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精度。
（２）土地整治对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关系的影响。 土地整治对土地利用结构或格局的改变会直接造

成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空间竞争，或间接影响多种服务类型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引起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之

间权衡关系的改变。 但在有些土地整治实践中，一些多功能的自然和半自然的生态系统被转变为农作物生产

功能较为突出的农田，重视生态系统的经济效益，忽视了其他服务［５３］。 目前土地整治对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

研究多以分析土地整治前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为主要内容［５４⁃５５］，分析土地整治对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之

间关系影响的研究较少，情景分析法是中国较常采用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分析方法［５６］（表 １）。 在协

同与权衡关系、自然等级组织等理论的指导下，基于情景分析法、图形比较法等方法探究土地整治与多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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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对通过土地整治实现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的共赢具有重要意义。

表 １　 土地整治中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主要内容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景观生态学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土地整治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自然等级组织理论、景观异质性
理论等

替代法、市场定价法、影子价格
法等

［４８⁃５０］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法 ［５１⁃５２］

ＩｎＶＳＴ 模型 ［４７］

土地整治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关系的影响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协同与权衡关系理论、自然等级
组织理论等

对比分析法 ［２４，４８⁃４９，５４⁃５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情景分析法 ［５６］

３．１．３　 土地整治对景观生态影响的尺度效应

景观生态学研究必须考虑尺度的作用，某一尺度上得到的概括性结论必须经过尺度转换研究才能推广到

另外一种尺度上应用。 土地整治对景观格局和生态过程影响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尺度依赖性。 景观生态学中，
尺度多以小区、斑块、景观、区域等为研究尺度，但在土地整治的景观生态研究中主要以村域或项目区［５７⁃５９］、
县域［５１，６０⁃６２］、市域［６３⁃６５］和区域［５９；６６⁃６７］等作为研究尺度（表 ２）。 中国土地整治对项目尺度的研究最多，其次是

对县域和市域尺度的研究［３２］。 严慎纯［６８］、张贞［６９］ 等通过多尺度对比分析发现，不同尺度上，土地整治景观

生态效益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因此，某一尺度上土地整治生态效应的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应用到其他尺

度。 针对土地整治研究尺度的特点探索不同尺度上景观生态效益的耦合机制对建立普适性的指标体系或模

型，开展多尺度耦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表 ２　 土地整治中的景观尺度研究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主要内容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景观生态学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ｙ

研究方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研究尺度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ａｌｅｓ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土地整治对景观生态影响的尺度
效应研究

尺度效应理论，自然等级
组织理论等

替代法、市场定价法、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系数法、多尺度对比等

项目区和村域尺度 ［５７⁃５９］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 县域 ［５１，６０⁃６２］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市域尺度 ［６３⁃６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区域尺度 ［５９，６６⁃６７］

多尺度 ［６８⁃６９］

３．２　 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规划设计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土地整治规划设计是指运用景观生态学的相关原理，通过对原有景观要素进行优化整

合或引入新的景观要素，调整或构建更加合理的景观格局，优化景观的生态、美观等功能［７０⁃７２］。 基于景观生

态学的土地整治规划设计与土地整治初期的规划设计，在模式设计的思路与工程设置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最

初的土地整治规划设计对景观设计和生态保护注重不足，追求“田成方、路成网、渠相通、树成行”的标准化建

设问题，导致了土地整治项目区景观类型的单一化和景观格局的重复化［７３］。 基于景观生态学的土地整治规

划设计以格局—过程理论、景观生态安全理论及景观异质性等理论为基础，其目标具有明显的景观性、生态性

和综合性特征，能够有效改善项目区生态系统的功能，提高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稳定性。 大尺度（国家和省

级）上的土地整治更多的是规划层面的控制和制约，即在自然生态环境不受危害的前提下，分析项目区的后

备资源、水土资源等，确定土地整治的重点区域以及重大工程布局；中尺度（市、县）的土地整治工程在大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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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土地整治重点区域以及重大工程布局的基础上，对土地整治项目的空间布局进一步细化，使之更符合

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和自然环境特征；小尺度（项目区和田块）上土地整治的重点是在提高土地综合生产力

的同时，对整治区生物组合与空间配置技术及其综合集成体系进行设计，例如土地整治区农田防护生态工程

的设计、生物栖息地保护工程设计、自然景观生态工程设计等［７４⁃７５］（图 ２）。 为尽量降低土地整治对生态环境

带来的负面影响，土地整治的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要围绕改善生态环境的核心目标，重视景观格局重构、生态功

能重建和乡村污染控制。

图 ２　 土地整治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内容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３．３　 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安全研究

生态安全包含两重含义，一方面是生态系统自身的安全，即在外界因素作用下生态系统是否处于不受或

少受损害或威胁的状态，并保持功能健康和结构完整；另一方面是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安全，即生态系统提供

的服务是否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７６⁃７７］。 土地整治与生态安全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措施与目标之间的关

系。 在生态环境脆弱区，土地整治的主要目标是保障区域生态安全，而生态安全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土地整治

的各项措施。 土地整治通过土地利用结构调整（退耕还林还草等）、土地整治工程（坡改梯等）、土地产权调整

（将天然林保护区的土地征为国有等）影响项目区的生态安全（图 ３）。 可持续农业被视为是一项既能提高环

境质量、节约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安全，又能满足日益变化人类需求的管理措施。 国外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

安全研究多集中在农业可持续性研究方面，环境可持续性指数、农业可持续发展指数等是进行农业可持续评

价的重要方法［７９］。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安全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

土地整治对生态安全评价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方面。 生态安全评价模型较多，但缺少针对土地整治生态安全

评价的原创性模型。

４　 中国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研究展望

中国的景观生态学研究已走上了影响和引领国际景观生态学发展的舞台［１０］。 景观生态学的发展有力的

促进了中国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研究。 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多样，并且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大规模推行土

地整治，为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研究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区域和案例。 同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战略决策也为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中国学者对土地整治中的景观生态学研究

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未来中国土地整治中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为：
（１）重视土地整治中景观生态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构建土地整治的景观生态学理论与技术体系。 在吸收

借鉴景观结构的空间镶嵌性、景观异质性、格局与过程关系、尺度效应和景观生态安全等景观生态学理论的基

础上，针对土地整治的工程特点，全面研究不同尺度土地整治引起的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变化，揭示二者之间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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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土地整治与生态安全的关系（根据杨庆媛修改后重绘［７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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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和耦合机制，开展土地整治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和景观生态工程建设研究，研发和集成土地整治生态工

程技术，形成和构建土地整治的景观生态学理论与技术体系。
（２）加强土地整治中的景观动态与生态效应机制研究，建立适用土地整治景观生态影响的方法和模型。

土地整治是在短期内有目的通过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等深刻改变土地利用格局和水土等生态过程的工程，需
要针对土地整治工程特点选取景观格局指数、景观过程评价以及评价标准，定量研究土地整治中的能量、物质

和生物流过程，深入分析土地整治对景观生态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土地整治对景观生态影响的方

法和模型，这对推动生态型土地整治规划设计、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３）强化土地整治的多尺度和长序列景观生态研究，揭示土地整治过程中的尺度效应和多尺度耦合机

制。 与景观生态研究中的小区、斑块、景观、区域等研究尺度不同，土地整治研究通常以项目区、村域、县区和

区域等作为研究尺度，通常会涉及到社会经济因素。 而且，土地整治实施对整治区景观的影响不仅仅是景观

结构和数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景观过程和功能的变化。 土地整治实施后，土壤水文过程、植物种类等处于动

态变化中，其生态效应需要长期定点观测和分析的积累。 因此，根据土地整治工程尺度划分的特点，在项目区

尺度上开展长期定点的观测与实验，在村域、县域、区域等尺度上结合土地整治项目实施方案、野外采样、遥感

影像以及社会经济数据等，构建科学的取样方案和数据分析方案，通过模型模拟和精度验证揭示土地整治过

程中的尺度效应和多尺度之间的耦合机制与规律。
（４）加强土地整治中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集成与优化，强化用于指导土地整治生态规划设计与管理工

作。 加强土地整治中的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研究，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ＡＲＩＥＳ 等生态系统服务

模型评估土地整治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结合图形比较法、情景分析法和模型模拟等方法在 Ｍａｔｌａｂ、ＡｒｃＧＩＳ
等软件平台的支持下，分析不同区域土地整治对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的冲突与协同关系，开展整治区和区域的

生态系统服务集成与优化，服务于土地整治区的景观生态规划设计和区域的土地整治项目时空配置，促进土

地整治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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