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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中游地区（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位于长江经济带中心，是我国“中三角城市群”所在地，也是国家“两屏三带”生

态安全战略的重点区域，其土地利用变化受地理环境制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与未来区域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 本文根

据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遥感影像数据，采用景观格局分析、梯度分析及相关性分析方法，揭示近 ２５ 年土地利

用时空变化格局及其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关系。 研究表明：（１）研究区耕地与林地为主体景观，分别占 ３０％、５０％，建设用地占比

＜３％，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土地利用类型（林地、灌木、水体、草地、果园）占比达 ６７％。 （２）沿中心城区⁃边缘区梯度，各土地利

用类型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特征，建设用地和耕地面积占比显著减小，破碎化程度增加，而林地呈整体化趋势。 （３）近 ２５ 年来，

该区耕地、林地分别减少 １．０６％、０．４９％，建设用地增加 １．０８％，整体景观破碎化程度加重、景观多样性升高；除林地外，其它地类

变化均与社会经济因素（人口、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城市化水平、三大产业产值）显著相关。 这些结果表明，

与沿海地区相比，近 ２５ 年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变化较小，还有着较好的基于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土地利用基础；但生态保护

任务仍然艰巨，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保护优质耕地，控制城市扩展规模，加强生态廊道、节点的建设，增强区域景观生态功能，

以便满足未来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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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３０ 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在各个地区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土地利用变

化［１，２］。 同时，土地利用变化也强烈影响生态环境，为城乡居民提供了新的生活、工作和游憩环境［２］。 因而，
研究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关系是保护生物学、景观生态学、城乡发展规划、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研究领域

的热门课题之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土地利用时空变化格局的研究在方法上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转移

矩阵、动态变化数学模型、景观格局指数、梯度分析等方面［３⁃５］，其成果多集中在景观格局变化［５］、城市化进程

及生态环境效应［６］、驱动机制［７； ８］和土地利用模型模拟与预测［９； １０］等方面。 国内针对土地利用变化格局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单个城市上［１１］，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１２； １３］，对城市群及中西部地区研究较少，定
量分析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的研究相对较少。

长江中游地区（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是长江经济带开发的核心区域，也是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

战略的重点区域。 该区土地利用变化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受当地地理环境的制约［１４］。 因此，研究该

区城市化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意义。 目前，已有的有关长江流域的土地利用

变化研究仅涉及到长江三角洲［１５； １６］、安庆沿江湿地［１７］等局部地区，而长江中游地区的研究尚值得探讨。
本文以长江中游地区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作为研究对象，以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四

期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遥感影像为基础数据源，采用基于缓冲区的梯度分析与景观格局分析结合的方法分析土地利

用变化格局，用相关性分析方法探讨其社会经济驱动力。 研究主要回答的问题是：（１）近 ２５ 年城市化进程

中，研究区土地利用格局如何变化？ （２）基于缓冲区的分析，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是否具有一定的梯度变化特

征？ 各景观指数在梯度带中如何变化？ （３）影响研究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通过研究区

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可加深认识城市格局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优化长江中游地区景

观生态格局、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加强土地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等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三省总面积达 ５６ 万平方公里，该区既有地势平坦的平原，也
有丘陵和陡峭的山地。 在漫长发展过程中，该区形成了农林渔业生产传统和灿烂的人文艺术景观，对当地土

地利用产生了重要影响［１８］。 三省省会武汉市、长沙市、南昌市三市呈“△”分布，相互间距离不足 ３００ 公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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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较为紧凑。 随着城市化及长江中游地区一体化进程加快，该区土地利用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１８］。

图 １　 长江中游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行政区图

Ｆｉｇ．１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ｐ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Ｈｕｎａｎ ａｎｄ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２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采用长江中游地区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解译生成的土地利用 ／
覆被变化（空间分辨率 １ｋｍ Ｘ １ｋｍ），数据来自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 结合全国土地覆盖分

类体系和研究区特征，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进行重分类，分为耕地、林地、灌木、果园、草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

用地 ８ 种类型。 人口、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 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经济指标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湖南省统计年

鉴》和《江西省统计年鉴》。 本文其他数据分析主要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６．０ 和 ＳＰＳＳ
软件。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建立缓冲区梯度带

本研究以长江中游地区三省省会连接成的三角形重心为中心，建立 １００ｋｍ 间距的缓冲区梯度带，中心区

为包括省会城市武汉、长沙、南昌半径为 ２５０ｋｍ 的圆，向外依次建立距中心 ３５０ｋｍ、４５０ｋｍ、５５０ｋｍ、６５０ｋｍ 的 ４
个梯度带（图 ２），并将 ５ 个梯度带与土地利用类型图（图 ３）叠加，获得各梯度带内土地利用类型图。
２．２．２　 景观格局指数及相关性分析

利用景观格局分析软件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计算区域整体景观指数及各梯度带内斑块类型和景观水平上的景

观指数，结合该区经济与产业结构等社会经济因素，采用相关性分析法探讨其社会经济驱动力。 本文选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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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研究区梯度带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ｚｏｎ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图中数字表示距中心距离 Ｎｕｍｂ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ｇｕｒ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 ｋｍ

下景观指数：
斑块密度（ＰＤ）、最大斑块指数（ＬＰＩ）、周长面积分

维数（ ＰＡＦＲＡＣ）、平均斑块面积 （ＭＰＳ）、蔓延度指数

（ＣＯＮＴＡＧ）、香农多样性指数（ＳＨＤＩ）、斑块所占景观面

积比例 （ ＰＬＡＮＤ）、连接度指数 （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共 ８ 个

指标［１９］。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时空变化总体特征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从大到小排序始终为林地＞耕地＞灌木＞水域＞草地

＞建设用地＞果园＞未利用地（表 １）。 就 ２０１５ 年来看，
耕地占 ３０．４１％，林地占 ４９．８２％，两者之和占 ８０％左右，
其余土地利用类型较小，因此研究区耕地与林地为主体

景观。 近 ２５ 年建设用地、果园、水域面积增加，分别增

加 １．０８％、０．５４％、０．３６％；耕地、林地、灌木面积则减少，
分别减少 １．０６％、０．４９％、０．２５％。

近 ２５ 年，研究区斑块密度、周长面积分维数、香农

多样性指数升高，斑块平均面积与蔓延度指数降低，最大斑块指数前 １０ 年增加，２０００ 年后降低，整体表明随

城市化进程，该区景观整体越来越分散、破碎化程度增加，景观形状更复杂；而最大斑块指数降低 ０．８３，多样性

指数升高 ０．０５，表明区内景观异质性加强，景观类型趋于多样化（表 ２）。

表 １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及其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面积 ／ ｋｍ２ 比例 ／ ％ 面积 ／ ｋｍ２ 比例 ／ ％ 面积 ／ ｋｍ２ 比例 ／ ％ 面积 ／ ｋｍ２ 比例 ／ ％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１７７５１３ ３１．４７ １７５９８９ ３１．２０ １７３９４７ ３０．８４ １７１４９７ ３０．４１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２８３７７９ ５０．３１ ２８４９５８ ５０．５２ ２８４２４６ ５０．４０ ２８０９７１ ４９．８２

灌木 Ｓｈｒｕｂ ４１０６０ ７．２８ ４０４５８ ７．１７ ３９８９９ ７．０７ ３９６４７ ７．０３

果园 Ｏｒｃｈａｒｄ ３０７２ ０．５４ ２９０９ ０．５２ ３９５７ ０．７０ ６０７７ １．０８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２２７８６ ４．０４ ２２４０３ ３．９７ ２１９３１ ３．８９ ２２１３０ ３．９２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２３９９７ ４．２５ ２４７１１ ４．３８ ２５８１１ ４．５８ ２６０２９ ４．６１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９７６２ １．７３ １０５１１ １．８６ １２３３６ ２．１９ １５８６５ ２．８１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２０８３ ０．３７ ２０８５ ０．３７ １９００ ０．３４ １８１０ ０．３２

表 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研究区景观水平景观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ｌｅｖｅｌ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５

时期
Ｐｅｒｉｏｄ

斑块密度
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ａｔｃｈｅｓ ／ １００ｈｍ２）

最大斑块指数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 ／ ％

周长面积分维数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斑块平均面积
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蔓延度指数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 ％

香农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１９９０ ０．０９６７ ４４．４３ １．６３４４ １０．３４ ４２．９５ １．２８

２０００ ０．０９７３ ４４．９６ １．６３６３ １０．２８ ４２．９１ １．２８

２０１０ ０．０９９２ ４４．７５ １．６３５９ １０．０８ ４２．２１ １．３０

２０１５ ０．１０６０ ４４．１３ １．６３７９ ９．５０ ４０．６６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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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

Ｆｉｇ．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３．２　 缓冲区类型水平上指数梯度变化

研究区主体景观为耕地与林地，同时建设用地是城市化进程中变化较显著的土地类型，所以本文重点讨

论这三类土地类型的梯度变化。
３．２．１　 建设用地景观格局梯度动态

近 ２５ 年建设用地面积占比、斑块密度、景观连接度不断升高，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升幅较大，表明建设用地随

城市化进程加快持续增加，人为干扰程度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较为严重，斑块逐渐向大面积发展（图 ４ａ）。 在距

中心梯度带上，建设用地面积占比、斑块密度、最大斑块指数、周长面积分维数、景观连接度与斑块平均面积均

呈降低趋势，２５０—３５０ｋｍ 梯度带降幅明显。 ２０１５ 年从第一梯度带到边缘梯度带其景观连接度由 ６３％下降到

１８％，降低了 ７１％；面积占比由 ５．０８％下降到 ０．５０％，降低了 ９０％，且下降速率越来越慢，表明其向外扩张的趋

势。 总体来看，离中心距离增大，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减小，其斑块数目减少、密度减小且形状趋于简单规则，破
碎化程度增加。
３．２．２　 耕地景观格局梯度动态

近 ２５ 年耕地景观指数变幅不大。 在距中心梯度带上，耕地面积占比、最大斑块指数、景观连接度与斑块

平均面积均降低，斑块密度、周长面积分维数升高（图 ４ｂ）。 ２０１５ 年耕地斑块平均面积从第一梯度带到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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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梯度带景观类型水平指数变化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ｚｏｎｅｓ ａｔ ｃｌａｓｓ ｌｅｖｅｌ

ａ）建设用地 ｂ）耕地 ｃ）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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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带由 ２２８８ｋｍ２ 下降到 ３０４ｋｍ２，降低了 ８７％。 在 ２５０—３５０ｋｍ 梯度带上耕地最大斑块指数与斑块平均面积

降幅最大，表明近中心区耕地受到的人为干扰较大。 整体表明，耕地随梯度带破碎化及形状复杂化程度均

加剧。
３．２．３　 林地景观格局梯度动态

近 ２５ 年林地景观指数变幅不大，２０１５ 年林地斑块密度最大，表明这一时期林地破碎化最严重。 在距中

心梯度带上，林地面积占比、斑块平均面积升高，斑块密度下降，景观连接度保持较高比例，变幅小（图 ４ｃ）。
２０１５ 年林地景观面积比从第一梯度带到边缘梯度带由 ３４％上升到 ６０％，上升了 ７６％。 总体来看，最大斑块指

数与周长面积分维数的梯度性不明显，林地随梯度带面积占比增加，破碎化程度降低、形状趋于简单规则。 在

５５０—６５０ｋｍ 边缘梯度带上受面积较小、丰富度较低等影响，景观指数的变幅较大。
３．３　 景观水平指数梯度变化

在景观水平上，斑块密度、周长面积分维数随梯度带递增，斑块平均面积减小（图 ５），中心区附近土地类

型主要为耕地与林地，单个斑块面积较大；随梯度带递增，灌木、果园和草地等斑块增多、面积比例上升，单位

面积斑块数目增多，形状不规则化程度增加。 林地作为优势土地类型，面积占比最大，因此景观水平上的最大

斑块指数与蔓延度指数在梯度带上变化趋势与林地相似。 距中心 ３５０ｋｍ 以内，城市扩张使香农多样性指数

减小，而距中心 ３５０ｋｍ 以外，多样性反而增加，４５０—５５０ｋｍ 梯度带以林地为主，多样性降低。 总体变化为距

中心 ３５０ｋｍ 梯度带内，斑块团聚程度高、景观异质性降低，３５０—６５０ｋｍ 梯度带斑块趋于破碎化。

图 ５　 梯度带景观水平指数变化

Ｆｉｇ．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ｚｏｎｅｓ ａ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ｌｅｖｅｌ

３．４　 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关系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地区的 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第一、二、三产业等不断发展（图 ６），增幅分别达 ３６．０３
倍、３０．４５ 倍、８．２８ 倍、２５．７２ 倍和 ３９．５ 倍，研究区城市化水平从 ２１．１９％上升到 ５１．４３％，增幅达 １．４３ 倍，非农业

人口迅速增加，农村劳动力大量迁移到城市，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在各种土地类型中，耕地面积与农业人口呈正相关，与非农业人口、城市化水平、三大产业产值和 ＧＤＰ 均

呈负相关；而建设用地与农业人口呈负相关，与 ＧＤＰ 和三大产业产值呈正相关，与第三产业显著正相关（ｐ＜
０．０１）；灌木与农业人口呈正相关，与第一产业产值和城市化水平呈负相关（表 ４）。 长江中游地区经济和产业

发展与果园、建设用地显著正相关，而与耕地和未利用地显著负相关。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间，非农业人口和城市

化水平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影响趋势同步，与耕地、灌木呈显著负相关（表 ４）。

７　 ６ 期 　 　 　 胡昕利　 等：近 ２５ 年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格局与驱动因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６　 研究区人口和社会经济指标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表 ４　 长江中游地区社会经济驱动因子与土地利用类型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人口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农业人口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非农业人口
Ｎ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地区生
产总值
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

第一产业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第二产业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第三产业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城市化水平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耕地 －０．９２３ ０．９８７∗ －０．９７４∗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９∗ －０．９８８∗ －０．９８３∗ －０．９８７∗ －０．９７４∗

林地 －０．４３５ ０．６９６ －０．５９０ －０．７９７ －０．７９３ －０．７３５ －０．８００ －０．８３７ －０．５８９

灌木 －０．９９２∗∗ ０．９７２∗ －０．９９６∗∗ －０．９３３ －０．９３５ －０．９５８∗ －０．９２５ －０．９１４ －０．９９７∗∗

果园 ０．７２７ －０．９０５ ０．８３９ ０．９５９∗ ０．９５７∗ ０．９２７ ０．９５８∗ ０．９７７∗ ０．８３８

草地 －０．９６０∗ ０．８５７ －０．９１６ －０．７６９ －０．７７３ －０．８２７ －０．７６６ －０．７２０ －０．９１５

水域 ０．９８６∗ －０．９８０∗ ０．９９７∗∗ ０．９３８ ０．９４０ ０．９６６∗ ０．９３４ ０．９１１ ０．９９６∗∗

建设用地 ０．８２９ －０．９５３∗ ０．９１２ ０．９８４∗ ０．９８３∗ ０．９６５∗ ０．９８０∗ ０．９９６∗∗ ０．９１２

未利用地 －０．８６８ ０．９８３∗ －０．９４５ －０．９８９∗ －０．９８９∗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３∗∗ －０．９７６∗ －０．９４３
　 　 ∗ 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示在 ０．０１ 水平上显著相关

４　 讨论

４．１　 近 ２５ 年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

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和地理条件是影响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和变化速度的重要因子［２０； ２１］。 本研究

揭示了长江中游地区近 ２５ 年土地利用时空变化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根据研究结果，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该区

建设用地、果园分别增加 １．０８％、０．５４％；耕地、林地分别减少 １．０６％、０．４９％（表 １）。 与我国沿海地区城市群相

比，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变化较小。 例如，长三角近 １０ 年建设用地增加 ８．６８％，耕地减少 ８．３４％［２２］；珠三角

近 １６ 年建设用地增加 ９．９８％，耕地、林地分别减少 ７．１２％、２．２６％［１２］。 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变化与其社会

经济水平、地理条件和国家发展政策相一致，其原因有三个方面。
第一，在社会经济层面，城市化是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力。 处于沿海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对外开

放较早，经济发展较快，建设用地需求强烈，导致耕地面积更快速降低［１２； ２３］。 统计显示，上海、北京的开发强

度达 ３６．５％、４８％；而伦敦、东京的开发强度仅为 ２３．７％、２９．４％［２３］。 地处我国中西部的长江中游地区，经济发

展相对较慢，城市人口增长也较慢，对耕地、林地影响较小。 ２０１６ 年开始，长江经济带开发作为国家战略开始

实施［２４］，经济发展将会增速，因此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应吸取其它地区发展经验和教训，以便满足社会经济

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在自然环境层面，地理环境对土地利用变化具有制约性。 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多为江河入海口形

成的三角洲和冲积平原，缺乏山地自然屏障对土地的开发限制，会助长土地无序利用，而长江中游地区三省山

地丘陵面积约为 ５０％［２５］， 即使在武汉⁃长沙⁃南昌的中三角地带仍有大量山地分布，对城市化扩张有一定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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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作用。 但是，近 ２５ 年随城市化进程，该区景观破碎化程度加重、所受干扰较大，斑块形状复杂程度持续增

加，即使在边缘区也有这种趋势，对维持其生态系统功能造成不利影响。
第三，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土地利用也受到政策的重要影响。 长江中游地区是两屏三带、长江防护林

带、退耕还林工程的中心区域，我国近年来生态工程的实施与保护政策的颁布为该区景观生态保护提供了有

利条件，同时也影响了土地利用格局［２５］。 近 ２５ 年林地仍是研究区优势土地类型，区域仍保持较高的自然生

态系统比例，为基于生态保护的发展提供了后发优势的基础。 然而由于人类活动强度大，该区耕地、林地减

少，景观破碎化程度依旧增加，因此该区要做好基本农田的保护及城市扩展规模的控制工作，加强对自然生态

系统连接性的维护［２５］。
４．２　 长江中游地区沿中心⁃边缘梯度景观格局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结果显示，在中心城区⁃边缘区梯度上，土地利用变化格局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显著变化的土地类型为

建设用地、耕地和林地，后者与前两类的变化格局相反。 建设用地与耕地景观指数变化相似均随梯度带破碎

化程度加重，林地则破碎化程度减小（图 ４）。 二是总体景观水平梯度变化表现为中心景观集聚，而边缘区破

碎化程度高。 研究结果与一般的城乡梯度景观格局的研究结果相同，即中心区经济产业水平高、建设用地集

聚，边缘区建设用地趋于破碎化［２６］。 相对于中心城市的平原地区，在边缘区山地地形多变，土地斑块复杂多

样，因此边缘区耕地趋于破碎化。 相反，林地在中心区破碎化程度高，由于边缘地区人类干扰较少，多为偏远

山地，林地多呈集中连片的大面积分布，破碎化程度较低。
随城市化进程，建设用地以圈层式空间形态向外扩张，城市设施逐步取代耕地、林地等，因此中心区集聚

效应明显、景观异质性降低。 同时，人类活动强度的加大对边缘区的景观生态格局造成影响，边缘区景观破碎

化程度加大。 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区域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资源整合与中心区一体化

趋势更加明显，会使原有的中心城区⁃边缘区梯度格局更加强烈［２７； ２８］。
４．３　 基于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问题及生态发展对策

作为长江经济带开发的中心地区，近来长江中游地区面临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有可能对现有土地利用格局造成强烈冲击，这种情形已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发生过［２９］。 为避免土地利用

混乱，造成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影响可持续发展，需采取如下对策：
第一，各级政府要严格执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２４］，划定生态红线，形成严格制度，由环保

部门监督执行。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受冲击最大的是农田和林地［２３］，因此要特别加大耕地、林地的保护

力度。
第二，相较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长江中游地区山区河流和山地丘陵较多，未来城

市、高速公路和铁路、水坝等工程建设，会隔断生态廊道并造成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碎化，形成更多生物多样

性保护问题［３０］。 在未来规划建设中，有关部门应提前做出预判，采取新技术和方法，降低并避免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损失［２４］。 同时，针对该区破碎化程度加大和连通性不佳的问题，应以自然生态斑块的空间连

接和多种生态服务功能的集聚为手段，选择景观生态功能较高、位于研究区中北部的水域和规模较大的林地

核心斑块作为基础，依此建设和完善生态廊道、生态节点，促进区域资源合理配置及整个生态系统物质转化和

能量流通［１５］。 除区域间的协调外，还需考虑到城乡协调。 边缘区建设用地破碎易产生资源重复配置、面源污

染等负面影响，应对边缘区居民点进行集约化管理；边缘区耕地破碎，也应开展集约化农业生产。
第三，长江中游地区是三峡大坝所在地，需要功能强大的水源涵养林生态系统［３１］。 根据研究结果显示的

林地景观格局，应该在保护现有森林资源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退耕还林、封山育林成果［３２］，提高森林连接

度，加强低效林改造，保护林地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提高林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５　 结论

（１）近 ２５ 年研究区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耕地和林地面积减少；景观破碎化程度加重，斑块形状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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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景观指数的梯度效应明显，建设用地与耕地沿梯度带趋于破碎化，林地则破碎化降低。
（２）城市化是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长江中游地区一体化方向发展是形成中心区集聚效

应明显、边缘区破碎化程度较高此格局的影响因素。
（３）耕地、林地的保护和城市扩展规模的控制将是未来区域景观可持续管理的主要任务。 以水域和林地

为基础，加强生态廊道、节点的建设，是巩固和增强区域景观生态功能的有效途径。 同时区域应对边缘区居民

点集约化管理，开展农业集约化生产，加强维护林地的自然连接性，提高林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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