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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贵州坝子土地利用功能演变研究

陈　 会，李阳兵∗，盛佳利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１

摘要：贵州省为典型喀斯特山区，强烈的人类活动主要分布在坝地地区，研究坝子土地利用功能演变对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重

要价值。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根据三生功能理论构建土地利用功能分类体系，以贵州省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四

期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软件平台构建土地利用功能转移矩阵和坝子功能冷热点分布图。 研究表明：（１）贵州省

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已由以传统农业生产功能为主转为以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为主，坝子土地利用由单一功能

向多功能转变；（２）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坝子的功能类型增加 １０ 种类型，其中 ８ 类是复合类型，坝子功能向多样性转变；（３）单一功

能与复合功能坝子比例变化曲线呈“Ｘ”型，到 ２０１６ 年，复合功能坝子比例大于单一功能坝子；（４）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坝子土地利用

功能变化缓慢，２０００ 年以后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强烈；（５）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转移最为强烈，主要转移为城镇居住生活功能、

农村居住生活功能、工业生产功能及与之相关的复合功能和自然生态功能；（６）各种功能类型坝子冷热点的空间分布变化复

杂，从总体上看各功能的空间分布由集聚变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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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作为人类活动的载体，为人类提供产品和服务［１］，关系着人类的生存、生活、生产和发展，影响人类

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 人类因层次和发展阶段不同，对土地需求不同，在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和政策

等的导向下使土地利用不断变化，形成不同土地利用结构，结构决定功能［２］。 土地利用变化是全球变化的决

定性因素之一［３⁃４］。 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要探寻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 土地利用形态包括显性

形态和隐形形态［５］，即空间形态和功能形态［６］。 而土地利用可持续性是功能的目标［７］。
土地利用功能（ＬＵＦｓ）是指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８］；随着社会发展，驱动着土地利用功

能由单一变得多样性，即土地利用多功能性［９］，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指一个区域土地利用功能及其环境、经济

和社会功能的状态和表现，是评价土地利用变化对功能影响的重要概念，通常以土地利用功能表示［１０］，任何

有人类活动的土地都有多功能属性［１１］；多功能性的概念源于农业［１２⁃１３］，后发展到土地利用领域［１４］，如今土地

利用多功能性内涵界定已达到成熟，但是具体分类标准未统一，指标体系不完善，评价方法单一［１５］。 土地利

用 ／覆盖变化（ＬＵＣＣ）的国际前沿热点正从结构和格局演变研究向土地利用多功能可持续性发展转变［１６］。 当

前，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应用研究薄弱，未来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从时空尺度研究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的演变过

程、区域效应、驱动机制及优化调控［１７］。
西南岩溶山地的坝子近年来也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如李倩等［１８］ 利用土地利用数据、数字高程模

型、生态功能定位及制约条件，估算云南贵州两省可利用坝区面积。 而杨子生等［１９］ 利用坝区土地面积比例、
耕地面积比例、面积≥１００ｋｍ２坝子个数和坝区土地综合指数对云南省 １２９ 个县进行坝区县、半山半坝县、山区

县的划分。 Ｚｈａｏ 等［２０］则是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研究了贵州省县域山地类型与土地利用程度的空间耦合

关系，从而为贵州省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提供参考。 对于坝子的定义，童绍玉等［２１］ 认为坝子是四周较高，中间

较低平，中间地面坡度在 ８°或 １２°以下的小型河谷冲积平原、山间中小型盆地、起伏较和缓的高原面等地貌类

型。 张述清等［２２］根据云南的实际情况，认为坝子是以县（市、区）为单位，面积大于 １ｋｍ２且坡度在 ８°以下的区

域。 李阳兵等［２３］认为坝子是形状较为规则，面积较大且比较宽阔的区域。
贵州省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境内山多、丘陵多、坝地少。 坝子内部地形平坦、土壤肥沃、水资源相对充

足，是土地资源的精华部分，能够为人类提供各类的产品和服务。 坝子不仅是主要粮食生产基地也是人类活

动中心［２４］，要同时满足人们吃饭、建设、生态保护的三个难题［２５⁃２６］。 但现有关于坝子的研究集中在坝子分类、
空间分布和耕地保护等方面，对坝子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对当前已突出显现的坝子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土地

利用功能多样性演变等仍缺认识。 因此，研究坝地地区的土地利用功能的演变对于贵州省的可持续发展至关

重要。 本文借鉴土地利用多功能性相关内涵、分类标准、评价体系、研究方法等，从贵州省实际出发建立适合

坝子的土地利用功能分类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贵州省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多样性演变过程，了解土地利

用功能类型在坝子间的数量分布、功能转换、功能空间分布变化规律，挖掘内在驱动力和外部影响，提出高农

业生产价值坝子保护建议，从而为贵州即将开展的将 ３３．３ｈｍ２ 以上大坝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供科学的参考，以及为贵州省坝子土地持续利用提供科学的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位于东经 １０３°３６′—１０９°３５′、北纬 ２４°３７′—２９°１３′之间。 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平均海拔在 １１００ｍ
左右，土地资源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坝区较少，２０１６ 年全省土地面积 １７．６１ 万 ｋｍ２，其中山地面积占全省土地

总面积的 ６１．７０％，丘陵占 ３１．１０％，山间平坝区仅占 ７．５０％［２７］。 ２０１５ 年，全省总人口为 ３５３０ 万人，到 ２０１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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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为 ３５５５ 万人，增加了 ２５ 万人。 ２０１６ 年贵州省 ＧＤＰ 为 １１７７６．７３ 亿元。 研究区所选的样本位于山间平

坝地区，地势平坦，与贵州省的生产、生活和生态发展有紧密联系，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２．１．１　 坝子的数据来源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ｍ 分辨率的 Ａｌｏｓ 影像和 ２．５ｍ 分辨率的资源卫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对照坝子的定义，参考

杨广斌等［２８］将土地利用类型图和坡度图进行空间叠置分析提取贵州万亩大坝信息的方法，在高清遥感影像

上对坝子进行人工识别，然后与贵州省比例尺为 １∶５００００ 地形图叠置分析，进行人工纠正误差，确保贵州省坝

子数据的精度及可靠性。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是根据地形地貌特征从高清遥感影像上识别坝子，既包

括了城镇坝子，也包括了农业耕地坝子，本文所指的坝子实际上是从地形地貌角度揭示贵州省有一定面积规

模的平地的空间分布。
２．１．２　 坝子功能的数据来源

以 １９９０ 年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影像（结合航片）、２０００ 年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ＥＴＭ＋影像（结合航片）、２０１０ 年的 Ａｌｏｓ 影

像（１０ｍ 分辨率，部分 ２．５ｍ 分辨率）、２０１６ 年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８ ＯＬＩ ／ ＴＩＲＳ 影像（结合 Ｇｏ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影像）为数据源，
将坝子空间分布矢量数据覆盖于数据源上，同时为了提高准确性，结合贵州省局部坝子各年的航片和高分辨

率卫星影像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对贵州省各个坝子功能进行人工目视解译。
２．１．３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贵州省土地面积、耕地面积等来自贵州省自然资源厅官网，贵州省总人口数量、ＧＤＰ 数据等来自《贵州省

统计年鉴》（２０１７）。
２．２　 贵州坝子土地利用功能类型划分与评价指标

土地利用是土地功能多样化的过程，土地利用变化决定土地利用功能多样性［２９］，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提

供不同土地利用功能。 土地系统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生活功能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３０］。 国外

普遍认可的生产⁃生活⁃生态“三支柱”理念与党十八大提出的国土生产⁃生态⁃生活空间的发展目标相一

致［３１⁃３２］。 党丽娟、吕立刚等［３３⁃３４］也都分别根据“三生”主导功能对土地利用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划分。 本文基

于土地利用变化与功能的联系，借鉴“三生功能”理论，根据对贵州省坝子土地利用实际调研、综合文献中对

土地利用功能分类方法对坝子土地利用功能进行分类，分为 ３ 个一级类，６ 个二级类，即 ６ 个单一功能，并确

定具体指标层（表 １）。

表 １　 贵州省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分类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一级分类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二级分类（单一功能）
Ｓｕｂ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指标层（土地利用方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ｌｅｖｅｌ（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生活功能 城镇居住生活功能（Ａ） 城镇住宅用地、公共基础设施用地、正在开发建设用地、道路用地、旅游用地

Ｌｉｖ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农村居住生活功能（Ｂ） 农村宅基地、公共基础设施用地、正在开发建设用地、道路用地、旅游用地

生产功能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现代规模设施农业生产
功能（Ｃ）

大棚蔬菜用地、公司承包露天蔬菜基地、莲藕种植基地、草莓种植基地、西瓜种植基
地、葡萄种植基地、火龙果种植基地、蓝莓种植基地、花卉基地、桃李种植用地、大面
积地膜覆盖用地

传统农业生产功能（Ｄ） 水稻种植用地、玉米种植用地、小麦种植用地、土豆种植用地

工业生产功能（Ｅ） 工业用地、采矿地、仓储用地

生态功能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自然生态功能（Ｆ） 林地、灌木林地、草地、河流水面、坑塘水面、湖流面、水库、沟渠、设施鱼塘、撂荒地、

景观苗木种植基地、人工草坪种植基地

贵州省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并非所有都是单一的，坝子的二级分类功能具有交叉性，部分坝子的功能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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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功能复合型，即具有多功能性，为了评价单元土地利用功能强弱的识别更精准，利用二级分类进行不同功能

组合模式划分（图 １），共有 ３０ 种组合模式。 虽然理论上存在的复合功能类型有 ３０ 类，但直到 ２０１６ 年，贵州

省坝子实际存在的复合功能类型才有 １７ 类。

图 １　 贵州省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复合分类模式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根据表 １ 和图 １ 的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分类标准，逐一定性人工识别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６ 年

贵州各个坝子土地利用功能类型（图 ２）。
２．３　 土地利用功能转移矩阵分析

通过图 ２ 可以得到贵州省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三个时间

段内的面积变化，并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计算各种功能的转入率和转出率。

Ｚｎｊ ＝
Ｋｎｊ

Ｋｎ

Ｚ′ｎｊ ＝
Ｋ′ｎｊ
Ｋｎ

（１）

式中，Ｚｎｊ表示 ｎ 类土地利用功能转移为 ｊ 类土地利用功能的转出率；Ｋｎｊ为 ｎ 类土地利用功能转出为 ｊ 类土地

利用功能的面积；Ｋｎ为 ｎ 类功能转出为其他功能的总面积；Ｚ′ｎｊ表示 ｎ 类土地利用功能转移为 ｊ 类土地利用功

能的转入率；Ｋ′ｎｊ为 ｎ 功能转入为 ｊ 类功能的面积；Ｋｎ为其他功能转入为 ｎ 类功能的总面积。
２．４　 土地利用功能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工具是通过计算局部某个要素及其周围要素值的总和与所有要素值的总和进行比较。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软件的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 Ｇｉ∗模块识别具有相似土地利用功能的集聚区的空间分布位置，即不同空间位置

显示出高值集群和低值集群。 Ｚ 值和 Ｐ 值的不同组合用来识别冷热点区域。 如果 Ｚ 值大而 Ｐ 值小，则表明该

区域是功能高水平聚集的热点区域。 如果 Ｚ 值较低且为负数和 Ｐ 值小，则表明该区域是功能低聚集的冷点区

域。 Ｚ 的绝对值越大，空间聚集的程度越大。

Ｇ∗
ｉ ＝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ｘ ｊ ／∑

ｎ

ｉ ＝ １
ｘｉ （２）

式中 ｎ 是研究区的地区总数，ｘｉ和 ｘ ｊ是 ｉ 区和 ｊ 区的功能能力，Ｘ 是功能能力的平均值，Ｗｉｊ是空间权重矩阵。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坝子土地利用功能数量演变

利用贵州省坝子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６ 年四期土地利用功能数据（图 ２）得到各功能坝子个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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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贵州省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６ 年坝子土地利用功能空间分布格局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６

量变化（图 ３）。 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贵州省坝子的功能已由以传统农业生产功能为主转为以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为主，坝

子功能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 从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坝子数量不断减少，从 ８８６８ 个减

少至 ４１７１ 个，而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的坝子则在不断的增加，从 ２２３４ 个增加至 ５７５５ 个。
有增有减，相互转换。 坝子的总量是不变的，变化的是各功能坝子的数量。 １９９０ 年，生活功能（复合类型

功能以主导功能为主）坝子的数量为 １２２ 个，到 ２０１６ 年增加至 ９１１ 个，１９９０ 年生产功能坝子为 １２０７６ 个，到
２０１６ 年减少了 １４０７ 个，１９９０ 年，生态功能坝子为 １６９６ 个，到 ２０１６ 年增加到了 ２３１４ 个。

土地利用向多功能转型。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坝子的功能类型由 １３ 类变为 ２３ 类，所增加的类型中有 ８ 类是

复合类型。 ２０００ 年相较 １９９０ 年多了城镇居住生活功能⁃工业生产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工业生产功能，
２０１０ 年又在 ２０００ 年已有功能的基础上增加城镇居住生活功能⁃现代规模设施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

能⁃工业生产功能、现代规模设施农业生产功能、工业生产功能，２０１６ 年增加现代规模设施农业生产功能⁃传统

农业生产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现代规模设施农业生产功能、工业生产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自然生态

功能⁃城镇居住生活功能，坝子功能向多样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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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６ 年各功能坝子数量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６

图 ４　 单一功能和复合功能坝子个数比例变化

　 Ｆｉｇ． ４ 　 Ｓｉｎｇ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ｎ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ｒａｔｉｏ ｃｈａｎｇｅ

从单功能和复合功能坝子个数所占比例（图 ４）变
化来看，可以看出：在研究初期，贵州省坝子以单一功能

为主，单功能坝子所占的比例达到 ７５．８８％，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单一功能坝子个数比例与复合功能坝子个数比例变

化曲线呈“Ｘ”型，单一功能坝子的数量以不同的速度下

降，而复合功能坝子则是在不断上升，到 ２０１６ 年，单功

能坝子比例下降到复合功能以下，变为 ４８．３８％，贵州省

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变为以复合功能为主。 从而可以看

出，贵州省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在不断向多功能演化，土
地利用功能不断变得多样性。
３．２　 坝子土地利用功能结构转型

根据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四期土地

利用功能空间分布数据，利用二级分类、复合分类组合

模式， 分 别 得 到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三个时间段的不同土地利用功能坝子转移矩阵（表 ２、表 ３、表 ４），利用公式（１）可以得出以下

特点：
（１）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城镇居住生活功能、农村居住功能以及这两种功能为主的复合功能转移为其他功能

的面积很小，并且这几种功能只在相互中转换；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坝子的变化较大，有 ３２．９１％转移为其他功

能，主要的转出方向为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转出率达到 ９１．８４％；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城镇居

住生活功能的转移方向主要为城镇居住生活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和城镇居住生活功能，转入率分别为

５６．９４％、３１．８１％；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坝子的主要转入方向为传统农业生产功能、传统农业

生产功能⁃自然生态功能坝子，转入率为 ９６．３９％、３．１４％；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自然生态功能坝子共有 ７６．１３ｋｍ２

面积变成其他功能坝子，主要转移为传统农业生产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转出率分别

为 ５７．６８％、３２．７２％。 总体上来说，在此时间段里，贵州省坝子土地利用功能类型较少，较为单一，功能之间的

转换简单，转出和转入的功能类型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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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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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０
５

３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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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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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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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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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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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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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城镇居住生活功能、农村居住功能以及这两种功能为主的复合功能只有城镇居住生

活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和农村居住生活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发生转移；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转移的方向

较多，其中最主要的方向是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自然生态功能，转出率分别为 ７７．６７％、
１２．７２％；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坝子中有 ３．１９％转换为其他功能坝子，主要转出方向为农村居

住生活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自然生态功能坝子主要转入自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转入

率为 ８４．４９％；自然生态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主要的转出方向为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自然生态功能、自然生

态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转出率分别为 ４７．７８％、２８．７３％、１６．５９％。 总的来说在这个时间段内，发生转换的

功能比上一时间段多，功能之间的转移比较活跃。
（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城镇居住生活功能、农村居住功能和工业生产功能以及以这三种功能为主的复合功

能都只在相互之间转移；传统农业生产功能的转移比较强烈，转出的功能类型涵盖了 １８ 类功能，其中最主要

的两个方向是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自然生态功能，转出率分别为 ８９．５５％、３．６５％；传统农业

生产功能⁃城镇居住生活功能转出方向主要为城镇居住生活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转出率分别为 ６６．６５％；
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有 ５．７２％转换为了其他 １１ 种功能，最大转出率为 ５８．１３％，是农村居住

生活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自然生态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坝子主要的转移方向为自然生态功能⁃农村居

住生活功能，转出率为 ８５．３３％。
（４）从总体上来看，城镇居住生活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工业生产功能及与之相关的复合功能只在相

互之间转移。 城镇居住生活功能⁃现代规模设施农业生产功能、城镇居住生活功能⁃工业生产功能、现代规模

设施农业生产功能、工业生产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工业生产功能这五类新兴的功能坝子数量少，而且不

转换为其他功能坝子。 转换最活跃是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坝子，转移的功能数量最多、涵盖的功能类型最广。
自然生态功能坝子也转移为其他功能的坝子，但是转出的数量小于转入的数量，转入的主要方向为传统农业

生产功能，所以自然生态功能是增加的。
３．３　 不同土地利用功能坝子的空间演变。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 的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 Ｇｉ∗模块对贵州省传统农业生产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

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自然生态功能、自然生态功能坝子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冷热点分布

变化进行可视化分析（图 ５），得到以下结果：
（１）传统农业生产功能。 当置信水平为 ９９％时，１９９０ 年热点主要分布在六枝特区、贞丰县、安龙县、湄潭

县、松桃县、岑巩县、万山区等十九个地区，冷点主要分布在德江县、赤水市、赫章县、瓮安县、乌当区、平塘县、
册亨县等地区。 到 ２０００ 年，热点主要分布在威宁县、兴义市、丹寨县、务川县、湄潭县、松桃县、岑巩县、万山区

等十四个地区，冷点主要分布在七星关区、晴隆县、德江县、赤水市、平塘县等地区。 ２０１０ 年，热点主要分布在

湄潭县、威宁县、六枝特区、兴义市、安龙县、务川县等地区，冷点位于德江县、赤水市、册亨县、独山县等地区。
２０１６ 年，热点主要分布在湄潭县、威宁县、六枝特区、兴义市、绥阳县、松桃县等地区，冷点主要分布在德江县、
赤水市、平塘县、从江县等地区。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６ 年，热点在兴义市、六枝特区、湄潭县、务川县等四个地区都

有分布，冷点都有分布在德江县、赤水市、平塘县、榕江县、从江县，但冷热点分布的地区是不断减少的。
（２）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 当置信水平为 ９９％时，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热点在安顺市、福泉

市、湄潭县都有分布，并且热点分布的地区不断变得分散，热点集中的面积不断变小。 １９９０ 年，冷点主要分布

在赫章县、威宁县、七星关区、兴义市、普安县、德江县以及整个六盘水地区，２０００ 年冷点分布在赫章县、威宁

县、水城县、普安县、册亨县、瓮安县、德江县等地区，２０１０ 年冷点主要分布在赫章县、威宁县、普安县、望谟县、
册亨县、罗甸县、德江县等地区。 ２０１６ 年，冷点主要分布在赫章县、德江县、册亨县、望谟县、黔西县等地区。
冷点的分布也是不断分散的，冷点集聚的斑块面积不断减小。

（３）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自然生态功能。 该功能的坝子数量少，所以在整个贵州省的分布也比较分散。 当

置信水平为 ９９％时，１９９０ 年热点主要分布在思南县与湄潭县、德江县、印江县的县界附近，冷点则主要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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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章县、威宁县、瓮安县、福泉市、平塘县等县。 ２０００ 年，热点主要就分布在天柱县，冷点则分布在赫章县。
２０１０ 年，热点主要分布在仁怀市、桐梓县、湄潭县、江口县等地区，冷点主要分布在七星关区。 ２０１６ 年，热点主

要分布在仁怀市、桐梓县、思南县、绥阳县等地区，冷点没有分布。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热点分布的总的趋势是分散，
集中的面积小，冷点分布地区较少直至没有分布。

（４）自然生态功能。 在置信水平为 ９９％下，该功能冷热点的空间分布没有大的变化，热点基本就主要分

布在正安县、松桃县、石阡县、镇远县、罗甸县、平坝区、花溪区等地区，冷点主要分布在德江县、沿河县、晴隆区

等三个县。

４　 讨论

４．１　 贵州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多样性演变的趋势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贵州省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向多样性转变（图 ６）。 单一功能中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坝子的变

化最大，转出的复合功能有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城镇居住生活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传
统农业生产功能⁃城镇居住生活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工业生产功能、工业生产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现
代规模设施农业生产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现代规模设施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

活功能⁃工业生产功能、自然生态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等。 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坝子内地形平坦有利于各类

建筑设施的修建，所以建筑物越来越多，人类活动越来越强烈；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的坝子，有利于集中、连片、
规划布置规模化现代农业，使得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坝子内现代规模设施农业生产功能所占的面积增加；而土

壤较贫瘠的坝子，则被撂荒，使得自然生态功能增加。
其次是自然生态功能，转出方向为农村居住生活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自然生态

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自然生态功能、自然生态功能⁃城镇居住生活功能等复合功能。 城镇居住生活功能

转移的复合功能只有城镇居住生活功能⁃工业生产功能。
４．２　 贵州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多样性驱动机制

贵州省坝子在研究初期以单一功能为主，由于坝子本身内部因素、社会经济需求和政策的导向作用，在研

究后期坝子土地利用由单功能向多功能性转型（图 ７）。
坝子地形平坦、土壤层厚、地质条件好等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坝子能够为人类的各种需要提供不同产品和

服务。 城镇和农村居民点本就是人类活动强烈的区域，所以土地利用结构不断变化，坝子功能也不断改变。
随着交通条件的发展，距离城镇较近的坝子，逐渐受到人类的影响，土地利用方式增多，改变原来的单一功能，
变为多种功能。

贵州省的人口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２３９．１１ 万人增加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５５５．００ 万人，人口不断增加，为了满足居住需

要，又为了经济发展需要，不断扩大城镇用地面积，受人类影响的坝子越来越多，原始坝子越来越少，同时人类

由最初的追求温饱到现在的追求精神文化的愉悦，使得坝子利用用途越来越多元化，坝子功能也就越多样化。
贵州省在“十二五”期间实施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使得工矿用地在贵州省分布的坝子数量增加。

贵州在实行县县通高速政策时，部分道路经过比较封闭的自然原始的坝子，从而增加坝子土地利用类型。 精

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也使了部分坝子的土地用途变得多样，仅 ２０１６ 年，为助推脱贫攻坚，通过土地整治共建成

高标准农田 ４５．３２ 万亩，使得许多传统农业生产耕地变为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的耕地，坝
子功能多样化。
４．３　 高农业生产价值坝子保护

一方面，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和贵州省大力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意味着乡村坝子除了提供农副

产品这一主要功能外，提升生态 ／景观 ／社会等功能、实现农业的多功能化已成为其发展的重要任务。 在此背

景下，坝子的耕地、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等必然在市场、规划、自然条件的影响下发生重组、转化；同时，坝
子的非农业生产、非生产性功能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但另一方面，在贵州山多平地少这一自然背景下，在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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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坝子功能冷热点空间分布与变化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ｉｎ ｂａｓ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快速城镇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也非常有必要加强对具有高农业生产价值坝子的保护，并且进一步要关注耕

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３５］。 因地制宜的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农业［３６⁃３７］，发展农、旅、观光为一体的农业基

地，建立果蔬大棚、花卉大棚、草莓大棚、有机蔬菜体验园等，从而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效益；应当对高农

业生产价值坝子周边的农户进行知识教育和农业技术培训，使现代农民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使农户自主自愿

发展高产农业，从而保护高农业生产价值的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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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图 ７　 贵州省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多样性驱动机制图

Ｆｉｇ．７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ａｐ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５　 结论

本文通过对 １９９０—２０１６ 年贵州省坝子的综合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１）贵州省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坝子数量不断减少，从 ８８６８ 个减少至 ４１７０ 个，而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

居住生活功能坝子数量持续增加，从 ２２３４ 个增加至 ５７５５ 个，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已由以农村居住生活功能为

主转变为以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为主，坝子的土地利用功能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
（２）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向多样化演变。 １９９０ 年，有 １３ 类土地利用功能类型，到 ２０１６ 年，变为 ２３ 种类型，

增加 １０ 种类型，其中有 ８ 类为复合类型，坝子土地利用变多功能。
（３）１９９０ 年，贵州省坝子主要以单一功能坝子为主，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单一功能坝子比例与复合功能坝

子个数比例变化曲线呈“Ｘ”型，单一功能坝子个数比例不断下降，而复合功能坝子的比例则不断上升，从复合

功能坝子的比例 ２４．１２％变到 ５６．６２％，到 ２０１６ 年复合功能坝子数量大于单一功能坝子数量，贵州省坝子土地

利用功能变为以多功能为主，坝子土地利用功能变得多样性。
（４）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土地利用功能变化缓慢，２０００ 以后坝子变化强烈。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期间只增加两种

功能，转出、转进的功能有 ３９ 类。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增加 ４ 种功能，转入、转出的功能有 ４８ 种，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

期间增加 ４ 种功能，转入、转出的功能有 ５９ 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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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在坝子的相互转移中，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转移的功能类型最多，转移最为活跃，基本上都转移为城镇

居住生活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工业生产功能及与之相关的复合功能和自然生态功能，而转入的方向只有

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自然生态功能、自然生态功能和自然生态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三种功能，所以传统农

业生产功能的数量在不断的减少。
（６）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坝子冷热点分布区域在不断的缩小。 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村居住生活功能冷热

点分布的区域不断分散。 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自然生态功能热点分布的区域总的来说是变得分散的，集中的

面积小，冷点分布地区较少直至没有分布。 自然生态功能热点分布的地区变多，冷点基本上没有变化。 从总

体上来看，各功能的空间分布变化是很复杂的，但大部分是由聚集变为分散。
由于贵州省的坝子土地利用功能类型较多，限于篇幅只分析了传统农业生产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农

村居住生活功能、传统农业生产功能⁃自然生态功能、自然生态功能四种主要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虽然这些

变化对贵州省的土地利用功能多样性变化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并不是全部的影响。 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会深化

分类体系，对研究单元的各评价指标进行定量测度，更广泛、更深入的挖掘土地利用功能多样化驱动力及变化

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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