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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借助 K$&，结合实地测量和 LM+，以宁夏南部山区的上黄村为例对小尺度区域的土地利

用变化进行了初步研究。重建和恢复了其 -/ 年来各时期的土地利用过程，绘制了上黄试区不同时

期的土地利用空间变化图，并对其土地利用的数量及空间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

从数量上看，耕地和林地变化最为显著，年变化率分别达到了 3I.N和 4I-N；从空间分布变化来看，

主要表现为耕地向林地、草地及园地转变。

关 键 词：土地利用；小尺度；参与性农村评估；上黄试区

中图分类号：(0.5I-1OK-.3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5...20.0:6-../9.-2.0.42.:

5 引言

近年来，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变化6’?FP #EQ < ’?FP ,DRQS ,C?FGQT ’#,,9已成为全球变

化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而区域性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是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变化的重

要方面U5;1V。目前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的研究尺度正逐渐由全球转向有针对性的区域U/V。

因为与全球变化相伴的一些效应在区域水平上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只有在一定的区域范

围内，才有可能具体地探讨各种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及其对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

变化的影响 U8V。要了解局部的、地区性的以至全球性的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的动态，显然需

要涉及空间的和等级的6也包括时间的9尺度，改变分析问题的空间尺度可以使分析结果改

变U:V。

区域的规模尺度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因为土地利用的特征和变化过程及各种影响

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式等均与空间规模尺度紧密关联。在不同的规模尺度上土

地利用 < 土地覆被变化和与之相关的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变化过程就不同U3V。选择

适合的尺度，特别是对典型小尺度区域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深入分析和研究土地利用 < 土地

覆被变化的时空变化规律、驱动力及资源环境效应。

现有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遥感数据、有关部门的土地利用现状图是基本的资料来源U4;5/V，

然而这些数据在小尺度的土地利用研究中则十分缺乏甚至没有，已成为研究小尺度内土地

利用变化的最大困难和障碍。因此，要开展对小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就必须开辟新的数

据 来 源 和 途 径 。 本 文 以 宁 夏 南 部 上 黄 试 区 为 例 ， 应 用 LM+ 和 参 与 性 农 村 评 估 方 法

6K?SW@J@X?WDSY $ZS?A &XXS?@E?ATK$&9对其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尝试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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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法及其应用&’(、’)*

#$% 方法是通过与研究地区居民进行非正式访谈对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解的一种方

法。它是 !" 世纪 )" 年代末、+" 年代初由国际发展研究人员发明的一种研究技术，是对传统

的抽样调查方法的替代和补充。与一般调查研究方法比较，#$% 具有应用范围广、成本低、参

与 程 度 高 、 综 合 性 及 灵 活 性 强 等 特 点 。 该 项 研 究 具 体 应 用 #$% 的 半 结 构 访 谈 ,-./01
23456345.7 893.4:0.;<工具进行。半结构访谈是相对于结构式而言，有一定的采访主题和提前

拟定的采访提纲，但在采访过程中又不局限于单一、狭窄的主题和拟好的提纲，而是围绕主

题向被采访者进行开放式提问，在和谐的气氛中，被采访者介绍经验，讲述故事，回忆过去发

生的事情，发表对过去或现在发生事件的感受、看法、态度或愿望等。具体做法如下,图 ’<：
!收集研究区的现有资料，包括试区“七五”、“八五”、“九五”土地利用数据、’=+= 年试区土

地利用图、’==> 年试区 ’?’" """ 正摄影像图；"知情人参与，知情人参与就是请对试区总体

情况十分了解的人士参与对试区的调查访问过程，这样既可以解决由于语言带来的障碍，又

可以取得当地居民的理解与支持，而且可以活跃调查气

氛；#逐个农户访问，农户访问是运用 #$% 方法进行土

地利用现状调查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A 年，

先后 > 次对当地居民进行逐户调查，访问的内容包括农

户人口和劳动力组成、人口素质、家庭收入支出情况、农

事及非农事活动以及在收入中占的比例、耕地面积、土地

利用情况、对土地利用状况的评价、对科学技术及项目资

助的渴望程度；$由于很难收集到有关农村土地利用的

历史资料，与知情人讨论并选择出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调查土地利用信息及其变化情况。

然而应用参与性农村评估方法进行农村土地利用调

查也有其缺陷：!调查的数据无法在空间地理位置上进行反映；"农户所了解的土地利用情

况只限于农耕地、园地、草地,人工草地<、居民点用地，而对荒草地、林地、未利用地、水域、交

通用地面积缺乏了解。这对分析试区各种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带来困难。

为保证土地利用空间变化在空间定位的准确性，本文应用 ’==> 年固原上黄试验区航片

经 B#- 测量和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制成试区正摄影像图为试区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底图，选

!@C 名对试区非常了解的知情人参与试区土地利用现状野外调查，在空间位置上注明土地

变化情况，这样可得到土地利用现状及空间变化图，从而保证了土地利用变化在空间定位的

准确性。经 B8-,%46 B8- +DC 软件<数字化成图，得到D-E# 文件，转化为 FGHI$%BI 文件就可

得到各类型土地利用面积。

结合 #$% 方法和 B8- 软件，收集到了上黄试区 ’=+"、’=="、’==> 和 !""A 年有关土地利

用数量和历史的大量信息，并绘制了比例尺为 ’?’" """ 的 ’==> 和 !""A 年的土地利用图。基

本恢复了不同时期研究区的土地利用过程，为以后的土地利用变化分析奠定了基础。

C 研究区概况

固原上黄试验区,图 !<位于宁夏南部黄土丘陵沟壑区的河川乡上黄村，地处黄土高原西

部谷丘陵沟壑区，地处东经 ’"(J!(K@’"(JC"K，北纬 C>J>=K@C(J"!K，总土地面积 )D(’L/!，属暖

温带半干旱区。海拔 ’ >CA@’ +!!/，年平均降水 A’>D’//。上黄试区现有人口 >"’ 人，农户

’’’ 户，劳力 !C= 人，劳务输出 !" 人。从表 ’ 可知，牧业在该试区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近代

主要是以农耕为主，主要的粮食作物是玉米、春小麦和豆类，!""A 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

))D=M/!。小麦用来自食，不出售，农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于园地、牧业及在外劳务。

图 ’ #$% 方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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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与分析

基于 "#$ 的结果结合 %&’)在 $*+ %&’ ,-. 软件的支持下/的制图及空间分析功能，分析

01,2 年以来上黄试区土地利用的结构)表 !/及 01134!22( 年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图 ./。

!"# 土地利用现状

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类型有：耕地)包括水浇地和旱地/、林地、草地)包括天然草地和人工

草地/、居民点用地、交通用地、水域、园地和未利用地。!22( 年耕地为 51-(67!，林地 !.,-.
67!，草地 ..8-067!，园地 00-067!，居民点用地 1-867!，交通用地 .0-367!，水域 0!-867!，未利

用地 (!-(67!)表 ./。水浇地大多分布在河台地上，旱地主要分布在川台地及缓坡地上，园地

主要分布在靠近居民点的川台地上。

!"$ 土地利用数量变化

根据上黄试区 01,24!22( 年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表 !、图 ./，!3 年间耕地和林地是主要的

表 # 上黄试区生产方式历史演变

9:;<= 0 >?@<?=7=AB @C 6DEB@*D+:< F*@GH+= 7@G= @C ’6:AI6H:AI =JF=*D7=AB:< :*=:
时代 时间 生产方式 持续时间 依据

新石器 距今 .222 年前 原始农耕为主 — 考古发现

殷商—秦朝 公元前 08 世纪至前 !25 年 游牧为主 0 (22 余年 史书记载

西汉—明末 公元前 0(2 年至公元 08!, 年 以畜牧为主，农牧兼营 0 522 余年 史书记载

清代—民国 08((401(1 年 农耕发展时期 .22 多年 史书记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 01(1 年以后 农耕为主 32 多年 县志

表 $ #%&’($’’! 年上黄试区土地利用)*+$,变化

9:;<= ! 96= <:AG HE= +6:AI= DA ’6:AI6H:AI =JF=*D7=AB:< :*=: C*@7 01,! B@ !22(
土地利用

类型

01,2 年

面积

01,3 年

面积

0112 年

面积

0113 年

面积

!222 年

面积

!22( 年

面积

!3 年间

变化

平均变

化率)K/
耕地 !51-5 !0,-5 !.(-. !.2-, !!(-2 51-( L!22-. L,-2
园地 2-( 2-3 0-3 (-, 1-! 00-0 02-5 2-(
林地 1-. 85-3 8,-8 0.3-( 03,-. !.,-. !!1-2 1-!

牧草地 .5(-8 .33-5 .(0-. !52-2 !53-. ..8-0 L.,-3 L0-3
居民点 .-1 5-8 ,-! ,-1 1-! 1-8 3-5 2-!

交通用地 02-0 00-5 0(-3 01-! !2-. .0-3 !0-( 2-1
水域 3-8 3-8 0!-8 0!-8 0!-8 0!-8 5-2 2-.

未利用地 55-( 1.-5 ,2 51-. 3!-0 (!-( L.3-2 L0-(
总面积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580-2

图 ! 研究地区地理位置

MDI-! N@+:BD@A @C B6= EBH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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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其中耕地年平均变化#$%"&，林

地平均年变化为 ’%!&。园地、居民点用地、交通用

地、水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年平均增长量分别

为 "%(&、"%!&、"%’&、"%)&；牧草地及未利用地的

年平均减小量分别为 *%+&和 *%(&。在耕地的变化

过程中，其变化主要在“七五”及“十五”时期，“七

五”期间试区对流域进行了一定的治理，使 ,"-.!

的陡坡耕地退耕还林，“十五”期间主要是 !""! 和

!"") 两年试区为响应国家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对

*(!%/-.! 的坡耕地进行了退耕。林地的变化与耕地

变化联系密切，在林地变化显著的“七五”、“九五”

及“十五”) 个时间段中，“七五”及“十五”的林地变化是直接由退耕所引起的，耕地变化对林

地 变 化 的 影 响 占 林 地 总 变 化 的 ,,%/&。 园 地 的 变 化 呈 稳 定 的 增 长 态 势 ，!+ 年 间 共 增 长

*"%/-.!，其增长量与林地相比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园地的分布受居民点分布及土地适宜

性的影响。人口的增长是居民点用地及交通用地增长的直接原因，上黄试区人口数量从

*’$" 年 ),) 人增加到 !""( 年 +)) 人，居民点用地及交通用地也分别从 *’$" 年的 )%’-.!、

*"%*-.! 增加到 !""( 年的 ’%,-.! 和 )*%+-.!，水域面积的增加与试区治理有关，由于试区土

地利用的水资源主要为降水，而降水的年内分布不均，降水主要集中在 /、$ 及 ’ 月份，因此，

为充分利用雨水资源，试区在“八五”期间修筑了一座水坝，使水域面积从 *’$" 年的 +%,-.!

增加到 *’’" 年的 *!%,-.!，此后水域面积一直保持不变。未利用地在研究期间有增有减，“七

五”期间未利用地的增加是由于难利用的耕地转化为未利用地而致，“八五”、“九五”及“十

五”未利用地的减少主要与交通用地及水域的增长有关，未利用地从 *’$" 年的 //%(-.! 减

少到 !""( 年的 (!%(-.!。

!"# 土地利用的空间变化

土地利用空间变化是反映不同时期土地利用在空间格局的变化，从 *’’+0!""( 年近 *"
年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特征来看，主要表现为耕地的空间变化1图 (2，耕地变化的形式主要是

耕地转为林地、人工草地、园地及居民点用地。耕地转为林地和人工草地的主要原因是国家

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影响，主要是坡耕地的退耕还林还草。耕地转为园地是因为园地1主要

是果园2的经济效益远比耕地高，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在居民点附近的部分耕地转为园地，

同时由于耕地转为园地也引起了部分耕地向居民点用地的转变，主要原因是园地的用工大

大高于耕地的用工，为了减少交通量，部分居民把居民点用地搬迁至园地附近的耕地上，这

样使部分耕地转为居民点用地。总的来说，耕地的空间变化特征是离居民点用地较远的坡耕

地都进行了退耕还林还草，离居民点用地较近、土地适宜性好的耕地大都转化为园地，在土

表 # $%%! 年上黄试区土地利用情况

34567 ) 849: ;<7 => ?-49@-;49@ 7AB7CD.79E46 4C74
土地类型 面积1-.!2 结构1&2

耕地 /’%( *"%()
园地 **%* *%(,
林地 !)$%) )*%)*
草地 )),%* ((%*/

居民点用地 ’%, *%!,
交通用地 )*%+ (%*(

水域 *!%, *%,,
未利用地 (!%( +%+/

图 ) 上黄试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FD@%) G-49@7 => 649: ;<7 EHB7< D9 ?-49@-;49@ 7AB7CD.79E46 4C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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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适宜性较好的耕地转化为园地的同时，也促进了耕地向居民点用地的转化。

( 结论与讨论

（)）目前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多集中在全球和区域的尺度上，对于更小尺度内容的研究

则涉及较少。选择适合的尺度，特别是对典型小尺度区域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深入分析和研

究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变化的时空变化规律、驱动力及资源环境效应。

（!）在小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现有的数据对研究其土地利用变化来说显得十分

匮乏，采用 "#$ 方法可以获取用传统方法难以得到的大量信息，弥补了由于数据不足而给

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困难。

（+）"#$ 方法与 %&’ 相结合有助于将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在空间分布上得到反映，可以

了解土地利用的空间变化特征，更好地进行土地利用评价和规划。

（,）本文以宁南固原上黄试区为例，借助 "#$ 工具，掌握了试区自 )-./ 年至今各个时

期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并结合 %&’ 详细分析了其 )/ 年来的土地利用空间变化过程，为进一

步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作了比较充分的数据准备。

（(）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主要表现为耕地及林地的变化，其年

变化率分别达到 .0/1和 -0!1，从近 )/ 年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变化情况来看，主要表现为土

地适宜性低的坡耕地向林地、草地转变，而土地适宜性较高的耕地则向园地及居民点用地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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