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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的时空演变

范 辉１，马 佳２

（１．信阳师范学院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４６４０００；２．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都市农业研究中心，上海２０１１０６）

摘　要：采用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等统计指标，在软件ＡｒｃＧＩＳ　９．０的帮助下，探 索 了 河 南 省 县 域 耕

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４年的空间格局，不同时期两者变化的数量和速度及其空间分

异特征等。研究结果表明：（１）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分布呈现出东南部相对较多，西北部相对较少的空间

格局。（２）在研究前期（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耕地面积增加的县级行政区划在空间和数量上均比较集中，耕地

减少的县级行政区划在空间和数量上均比较分散。而在研究后期（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则出现了相反的发展态

势。（３）县域耕地面积变化率与地形地貌等因素有关。（４）人 均 耕 地 面 积 相 对 较 多 的 地 区 主 要 集 中 在 京

广铁路沿线、南阳市和三门峡市两地区的部分县级区划单位单位。（５）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量总

体上呈现出“南多北少”的空间格局。（６）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变化率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豫西南地区，

三门峡市和豫北地区的部分县级区划单位人均耕地面积变化率则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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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的物质

基础之一。近年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促使我国大

量耕地非农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

生态安全。学术界对与耕地有关的诸多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探索。如耕地规模或空间 格 局 演 变［１－３］，耕 地

利用集约度［４－６］，耕地资源价值与非市场价值 及 其 估

价［７－１１］，耕 地 保 护 经 济 补 偿［１２－１４］，耕 地 面 积 变 化 与 粮

食生产之间的关系［１５－１８］，耕地面积与农业劳动力变化

之间的关系［１９］等。关于耕地规模的时空演变等方面

的研究则相对比较匮乏。通过分析县级尺度（人均）

耕地面积的时空演变，可以探索出区域耕地资源禀赋

格局、耕地非农化的时空特征、耕地资源及其变化的

影响因素等重要的问题。河南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

主产区之一，本研究以河南省县级行政区划为研究单

位，通过分析县域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的资源禀

赋、变化的数量与速度等指标，为各地区因地制宜地

制定耕地保护政策和农业生产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采用 的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４年 数 据，分

别来源于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５年的《河南农村统计年

鉴》。部分数据（如人均耕地面积）经由计算所得。由

于研究时间跨度较长，在此期间河南省的县级行政单

位进行了调整或更名，即襄城县由平顶山市划归为许

昌市、济源市由焦作市管辖升格为省辖市、郾城县划

分为郾城区和召陵区、泛区农场划归为西华县、南阳

县更名为南阳市宛城区等。为了便于研究，以新的行

政区划或名称为准。此外，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

将同一个城市的所有市辖区划归为一个县级行政单

位；为了便于研究，济源市既作为一个市级行政区划，

也作为一 个 县 级 行 政 区 划。经 处 理 后，河 南 省 共 有

１２７个县级行政区划。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主要统计指标
（１）地理集 中 指 数。地 理 集 中 指 数 是 研 究 某 地

理事物在地域上集中程度的指标，其计算公式为［２０］：

Ｇ＝１００× ∑
ｎ

ｉ＝１
（ｘｉ
Ｔ
）槡 ２ （１）

式中：Ｇ———县 域 耕 地 面 积 分 布 的 地 理 集 中 指 数；

ｎ———河南省县级行政区划数量；ｘｉ———第ｉ个县级

行政区 划 的 耕 地 面 积；Ｔ———河 南 省 耕 地 总 面 积。
且Ｇ∈（０，１００），Ｇ值越大，说明县域耕地面积分布越

集中，Ｇ值越小说明县域耕地面积分布越分散。在本

研究中，经计算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４年 河 南 省 县 域 耕

地面积理想平均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均为８．８７。
（２）不平衡 指 数。不 平 衡 指 数 是 指 反 映 研 究 对

象在不同层次或不同区域内分布齐全程度或均衡程

度，其计算方 法 采 用 洛 伦 兹 曲 线 中 计 算 集 中 指 数 的

公式［２１］：

Ｓ＝
∑
ｎ

ｉ＝１
Ｙｉ－５０（ｎ＋１）

１００ｎ－５０（ｎ＋１）
（２）

式中：Ｓ———不平衡指数；ｎ———河南省县域行政区划

数量，此处ｎ＝１２７；Ｙｉ———各县级区划单位的耕地面

积所占河南省总数的比重从大到小排序后，第ｉ位的

累计百分比。不平衡指数Ｓ∈（０，１），当Ｓ取下边界

点０时，表明河南省耕地面积绝对均衡的分布在各个

县级区划单位内，取上边界１时表明河南省耕地面积

完全分布在１个县级区划单位内。
其他统计指标，如均值、极差和方差等比较常用，

在此不列出相应的计算公式。

１．２．２　等级划分　将处理好的数据输入ＡｒｃＧＩＳ　９．０
中，采用该软 件 自 带 的 等 级 划 分 方 法 即 自 然 断 裂 法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进行等级划分，且在该软件中以专题

图的形式从空间上进行表达。

２　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变化的时空特

征分析

２．１　县域耕地资源禀赋的时空特征

河南省耕地面积从总体上看呈现出“先减少后增

加”的发展态势。该省耕地规模由１９９４年的６．８２×

１０６　ｈｍ２ 减少到１９９９年的６．８１×１０６　ｈｍ２，然后增加

到２００４年的７．１８×１０６　ｈｍ２（图１）。其 原 因 可 能 在

于研究前期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占用了大量的耕地

资源，在研究后期，由于实施了严格的耕地占补动态

平衡制度、耕 地 后 备 资 源 开 发 和 土 地 复 垦 整 理 等 措

施，增加了该省耕地资源总规模。

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格局，该
省东部和南部县域耕地资源禀赋相对较多，而西部和

北部则相对较少。从图１可以看出，尽管３个研究年

份各县级区划单位的耕地资源面积有一定差异，但从

整体上看“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一线东南部，
县域耕地资源相对丰沛，而此线的西北部县域耕地资

源则相对稀缺。形成这种空间格局的有两个原因，一
是河南省的西部和北部多是山区或丘陵；二是部分县

级行政区划虽是平原但土地总规模较小。信阳市由

于其大部分地区属于大别山去，其辖区内的县域耕地

面积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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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的空间分布

　　表１可见，该省县域耕地面积在３个年份分别呈

现出不同的特征。从均值上看，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

出现了“先减 少 后 增 大”的 态 势。３个 年 份 的 极 差 分

析则表明，该省县域耕地面积则出现了规模差距逐渐

变大的态势。集中指数和不平衡指数则表明，该省县

域耕地资源禀赋在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出 现 了“先 集

中后分散”和“先均衡后不均衡”的态势。

表１　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的统计指标

年 份
均 值／
１０３　ｈｍ２

极 差／
１０３　ｈｍ２

方 差
集中
指数

不平衡
指数

１９９４　 ５３．７４　 １５２．５３　 ９０５．７５　 １０．１７　 ０．３１５　３

１９９９　 ５３．６０　 １５３．３１　 ９４５．０４　 １０．２３　 ０．３２３　６

２００４　 ５６．５７　 １５９．５２　１　０３４．２１　 １０．２１　 ０．３１３　５

各个县级行政单位的耕地面积基本稳定，尤其是

耕地资源禀赋充沛的县级区 划 单 位。从 县 域 耕 地 面

积的角度分析，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４年河南省前１０名

的县级区划 单 位 主 要 是 邓 州 市、唐 河 县、太 康 县、滑

县、南阳市辖区、永城县、上蔡县、郸城县等，３个研究

年份 的 排 序 变 化 不 大。从 累 计 百 分 比 上 看，１９９４，

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４年各年份排序前１０名县级行政区划耕

地面积 的 累 计 百 分 比 分 别 为１６．７８％，１６．８１％和

１７．０３％，呈现出稳定且均衡分布的态势。

２．２　县域耕地面积变化量的时空特征

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变化量的空

间演变特征不明显，但也有一 定 的 规 律，即 耕 地 面 积

增加的县级区划单位在空间分布上比较分散，而耕地

面积减少 的 县 级 行 政 区 划 则 相 对 集 中。１９９４—１９９４
年该省县域面积耕地增加的地区主要 集 中 的 驻 马 店

市，面积减少的研究单元则主要在豫西地区。１９９９—

２００４年该省县域耕地面积增加的研究单元在空间分

布上比较零散，而县域耕地面积减少的区划单位则主

要分布在豫西、豫 北 和 中 部。整 个 研 究 时 期（１９９４—

２００４年），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增加的区划单位呈现

零散分布的空间格局，而耕地面积减少的县级区划单

位则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中部，与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

间的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从表２可以看出，在１９９４—

１９９９年 河 南 省 共 有２６个 县 级 行 政 区 划 耕 地 面 积 增

加，合计增加规模为８．８５×１０４　ｈｍ２，有１００个县级行

政区划 耕 地 面 积 减 少，合 计 减 少 规 模 为１．０５×１０５

ｈｍ２。从累计百分比的角度分析，耕地面积增加的前

６个 县 级 区 划 单 位 占 全 部 面 积 增 加 总 规 模 的７５．
５８％；而耕地面积减少 的 前６个 县 级 区 划 单 位，仅 占

全部耕地面积减少总规模的３２．１７％。

表２　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变化量

研究时期

耕地面积增加状况

地区
数／个

面积／
１０３　ｈｍ２

典型县区

耕地面积减少状况

地区
数／个

面积／
１０３　ｈｍ２

典型县区

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 ２６　 ８８．４９
汝南 县，新 蔡 县，西 平 县，正 阳 县，

泌阳县。
１００　 １０５．３１

灵 宝 市，西 华 县，浚 县、南 乐

县，新安县，安阳市辖区。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 ９６　 ４８７．７２
郑州市 辖 区，驻 马 店 市 辖 区，固 始

县，正阳县，叶县，滑县。
３０　 １１１．４２

汝南县，安 阳 县，确 山 县，洛 阳

市辖区，陕县，渑池县。

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 ８９　 ４８２．７０
驻马店 市 辖 区，郑 州 市 辖 区，正 阳

县，固始县，叶县，新蔡县。
３８　 １２３．２２

安阳县，灵 宝 市，洛 阳 市 辖 区，

西华县，陕县，新安县。

　　注：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和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两个研究时期，均有１个县级行政单位的耕地面积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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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研究期间耕地面积增加在地域空间上比较

集中，而耕地面积减少则相对分散。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该

省共有９６个县级行政区划耕地面积增加，耕地面积

增加总规模为４．８８×１０５　ｈｍ２；而耕地面积减少的县

级行政区划有３０个，其耕地面积减少总规模为１．１１×
１０５　ｈｍ２。从累计百分比看，前６个增加的县级区划单

位，其耕地面积增加的规模占总规模的２５．１７％；而耕

地减少前６个县级区划单位，其耕地面积减少量占总

规模的６６．３９％。因此，该研究时期，耕地面积增加在

地域空间上比较分散，而耕地面积减少则比较集中。
两个研究时期相比，前一时期（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耕

地面积增加的总规模和地区数量均相对较少，且在空

间上比较集中；后一时期（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耕地面积增

加的总规模和地区数量均大幅度增加，且在空间上比

较分散。两个研究时期，耕地面积减少的总规模基本

一致，只不过前一时期耕地减少的地区数量相对较多，
耕地面积减少的地域分布较分散，而后一时期耕地面

积减少的地区数量较少，但在地域分布上比较集中。

２．３　县域耕地面积变化率的时空特征

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河南省县域耕 地 面 积 变 化 率 呈 现

出典型的空间格局，即耕地面积增加率较高的县级区

划单位，主要集中在驻马店市；而耕地面积减少率较

高的地区，主要是豫西和豫北的部分县级区划单位。
该省大部分县 级 区 划 单 位 的 耕 地 面 积 变 化 率 处 于－
５．１６％～１．１４％之间，处于该等级的县级区划单位数

量为９３个，占全部县级区划单位总数的７３．２３％。在

此研究期间，耕地面积增加率较高的县级区划单位主

要是汝南县、确山县、平顶山市辖区、新蔡 县、西 平 县

和正阳县，大部分归属于驻马店市。而耕地面积较少

率较高的县级区划单位主要是安阳市辖区、鹤壁市辖

区、漯河市辖区、灵宝市、南乐县和汝阳县，在 空 间 分

布上主要属于豫北和豫西地区。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河南省县域耕 地 面 积 变 化 率 没 有

典型的空间格局，各等级均比较分散。河南省大部分

县级区划单位的耕地面积变化率主要处于－１６．１４％
～６．４３％，处于该等级的县级区划单位数量为６９个，
占全部县级区划单位总量的５４．３３％。耕地变化率处

于６．４４％～２７．６６％的县级区划单位也较多，其数量

为４３个，占全部县级区划单位总量的３３．８６％。在此

研究期间，县域耕地面积增加率较高的地区有驻马店

市辖区、郑州市辖区、安阳市辖区、鹤壁市 辖 区、义 马

市和平顶山 市 辖 区。而 县 域 耕 地 面 积 较 少 率 较 高 的

地区主要有洛阳市辖区、汝南县、陕县、栾 川 县、安 阳

县和确山县，大部分属于山区，与当时的退耕还林政

策有密切联系。

整个研究期间（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县域耕地面积变

化率在空间布局上比较分散。在此期间，大部分县级

区划单位的耕地面积变化率主要处于－１４．２３％～３．
６５％和３．６６％～２１．４７％两个区间内，其数量分别为

５６个和５３个，分别占全部县级区划单位 总 数 的４４．
０９％和４１．７３％。耕地 面 积 增 加 率 较 高 的 县 级 区 划 单

位主要有驻马店市辖区、平顶山市辖区、郑州市辖区、
义马市、鲁山县和卢氏县。而耕地面积减少率较高的

地区主要是洛阳市辖区、陕县、栾川县、安 阳 县、新 安

县和灵宝市，多属于山地或丘陵地区。

３　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的时

空特征

３．１　县域人均耕地面积禀赋的时空特征

在不同的研究年份，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均

呈现出相似的空间分异格局（图２），即人均耕地面积

相对较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京广铁路沿线、南阳市和

三门峡市两 地 区 的 部 分 县 级 区 划 单 位。造 成 这 种 相

似的空间格局，主要与县域耕地资源规模、地形地貌

和人口规模等有密切联系。在３个研究年份，县域人

均耕地面积排序均在前１０名的地区主要有包括正阳

县、确山县、渑池 县、开 封 县、社 旗 县、扶 沟 县、遂 平 县

等；排序均在后１０名的地区主要包括漯河市辖区、义

马市、周口市辖区、平顶山市辖区、洛阳市 辖 区 等，主

要是经济社会相对比较发展较快的地区；其他部门的

排 序 也 基 本 上 也 没 有 发 生 变 化。这 充 分 说 明 在

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的空间 格 局

基本稳定。
在研究期间，河南省人均耕地面积呈逐渐减少的

态势，极差逐渐变大，等级分布特征差异明显（表３）。
该省县域人 均 耕 地 面 积 均 值 逐 渐 降 低。从 等 级 分 布

上看，３个研究年份其差异也比较明显。首先，等级划

分的阀值 差 异 较 大。最 低 等 级 的 阀 值 逐 渐 降 低。其

次，从等级分布数量的角度分析，１９９４年该省县域人

均耕地面积主要集中在第Ⅲ和Ⅳ等级，当然不同研究

年份其等级划分的阀值发生了变化。

３．２　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量的时空特征

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河南省县域人 均 耕 地 面 积 变 化 量

在空间上主要呈 现 出２种 格 局，即 西 南 部 地 区（含 南

阳市、驻马店市、平顶山市和洛阳市的部分县级区划

单位）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量相对较少，且在空间上

比较集中；而其他大部分地区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

量处 于 减 少 的 状 态，且 在 空 间 上 分 布 比 较 分 散。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该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量的空间格

局为，绝大部分县级区划单位处于变化量相对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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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即处于第Ⅲ等级，人均耕地面积变化的区间为

［－０．００９　３，０．００６　４］。而 整 个 研 究 期 间（１９９４—２００４

年），该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量总体上呈现出“南

多北少”的空间格局。

图２　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的空间格局

表３　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统计指标

年 份 均值／ｈｍ２ 极差／ｈｍ２ 方 差 等 级 数量／个 比例／％

Ⅰ０．００４　１～０．０４７　８　 １３　 １０．２４
Ⅱ０．０４７　９～０．０６７　４　 ２４　 １８．９０

１９９４　 ０．０７８　２　 ０．１３５　３　 ０．０００　５ Ⅲ０．０６７　５～０．０８２　１　 ３４　 ２６．７７
Ⅳ０．０８２　２～０．９９５　０　 ３９　 ３０．７１
Ⅴ０．０９９　６～０．１３９　４　 １７　 １３．３９
Ⅰ０．００３　１～０．０４４　９　 １４　 １１．０２
Ⅱ０．０４５　０～０．０６８　３　 ２８　 ２２．０５

１９９９　 ０．０７５　６　 ０．１４０　３　 ０．０００　５ Ⅲ０．０６８　４～０．０８７　８　 ５３　 ４１．７３
Ⅳ０．０８７　９～０．１０９　５　 ２７　 ２１．２６
Ⅴ０．１０９　６～０．１４３　４　 ５　 ３．９４
Ⅰ０．００２　９～０．０３５　０　 １４　 １１．０２
Ⅱ０．０３５　１～０．０６４　４　 ２３　 １８．１１

２００４　 ０．０７４　０　 ０．１５９　６　 ０．０００　７ Ⅲ０．０６４　５～０．０８４　６　 ４８　 ３７．８０
Ⅳ０．０８４　７～０．１０６　４　 ３６　 ２８．３５
Ⅴ０．１０６　５～０．１６２　５　 ６　 ４．７２

　　在研究期间，河南省人均耕地面积增加的县级区

划单位数量逐渐增加，而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的县级区

划单位数量逐渐减少（表４）。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该省县域

人均耕地面积增加的县级区划单位仅有１７个，占全部

研究单位的１３．３９％；该省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的县级区

划单位高达１０８个，占全部研究单位的８５．０４％。而前

一个研究时期相比，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人均耕地面积增加

的县级区划单位数量增长较快，达到了６６个，占全部研

究单位的５１．９７％；而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的县级区划单

位数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将为６０个，其比例也由上个

时期的８５．０４％下降为４７．２４％。在研究期间，人均耕地

面积保持不变的县级区划单位数量很少，仅有１～２个。

表４　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统计

研究时期

人均耕地面积增加状况

地区
数／个

比例／
％

典型县区

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状况

地区
数／个

比例／
％

典型县区

人均耕地面积不变状况

地区
数／个

比例／
％

典型县区

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 １７　 １３．３９
鹤 壁 市 辖 区、嵩 县、确
山县、汝南县

１０８　 ８５．０４
灵宝 市、南 乐 县、安 阳 市 辖
区、西华县

２　 １．５７
新乡市辖

区、内乡县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 ６６　 ５１．９７
郾 城 县、驻 马 店 市 辖
区、卢氏县、新乡县

６０　 ４７．２４
鹤壁 市 辖 区、嵩 县、三 门 峡
市辖区、焦作市辖区

１　 ０．７９ 清丰县

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 ３９　 ３０．７１
郾 城 县、驻 马 店 市 辖
区、正阳县、卢氏县

８７　 ６８．５０
三门峡市辖区、郑州市辖区、
焦作市辖区、许昌市辖区

１　 ０．７９ 太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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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等 级 划 分 的 角 度 看，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 河 南 省 大

部分县级区划单位主要处于第Ⅱ等级，即［－０．００９　６，

－０．００３　５］，其 数 量 达 到６６个，占 全 部 研 究 单 位 的

５１．９７％。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 该 省 大 部 分 县 级 区 划 单 位

主要处于第Ⅲ等级，即［－０．００９　３，０．００６　４］，其数量

达到８８个，占全部研究单位的６９．２９％。而整个研究

期间，河南省大部分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则主要处于第

Ⅲ等级，即［－０．０２０　６，－０．００４　０］和 第Ⅳ等 级，即

［－０．００３　９，０．００９　０］，其数量分 别 为４３和５６个，分

别占全部研究单位总数的３３．８６％和４４．０９％。

３．３　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率的时空特征

从空间格 局 的 角 度 分 析，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 河 南 省

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率在豫西南地区相对较高，而
其他地区则相对较低，即南阳 市、驻 马 店 市 和 平 顶 山

市两地区的部分县级行政区划人均耕 地 面 积 变 化 率

相对较高，其他县级行政区划的人均耕地面积变化率

基本上较低。河南省大部分县级行政区划的人均耕地

面积变化率集中在第Ⅱ等级，即［－１２．６３，－３．７３］，其

行政区划数量为７８个，占全部研究单元的６１．４２％。
在此研究期间，人均耕地面积增加率较高的地区主要

有鹤壁市辖区、嵩县、信阳市辖区和商丘市辖区等；而
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率较高的地区主要 分 布 在 安 阳 市

辖区、漯河市辖区、义马市和南乐县等。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率

也呈现出与上一研究时期相似的空间格局，即人均耕

地资源面积变化率较高的地区主要分 布 在 豫 西 南 地

区，其他 地 区 的 变 化 率 则 相 对 较 低。从 等 级 分 布 上

看，该 省 大 部 分 县 级 区 划 主 要 分 布 在 第Ⅲ等 级，即

［－８．９７，１１．０２］，其数量为８８个，占全部研究单位的

６９．２９％。在该研究 时 期，人 均 耕 地 面 积 增 加 率 较 高

的区划单位有驻马店市辖区、郾 城 县、卢 氏 县 和 新 乡

县等；而人均耕地面积降低率较高的地区主要有许昌

市辖区、焦作市辖区、鹤壁市辖区和三门峡市辖区等，
主要集中在各地级市的市辖区。

在整个研究期间，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

率所呈现的空间格局，与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１９９９—２００４
年均相似，特别是与后一研究时期非常接近。人均耕

地变化率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豫西南地区，三门峡

市和豫北地区的部分县级区划人均耕 地 面 积 变 化 率

则相对较低。该省大部分地区 的 县 域 人 均 耕 地 面 积

变化率处于第Ⅲ等级，即［－１１．６０，４．２０］，其 数 量 为

７７个，占 全 部 研 究 单 位 的６０．６３％。在 整 个 研 究 期

间，人均耕地面积增加率较高 的 地 区 有 郾 城 县、驻 马

店市辖区、卢氏县和鲁山县等，与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的地

区分布十分相似。而人均耕地 面 积 减 少 较 多 的 地 区

主要有许昌市辖区、焦作市辖 区、三 门 峡 市 辖 区 和 新

乡市辖区等，主要集中在省辖市的市辖区，与１９９９—

２００４年的地区分布相同。

４　结 论

（１）县域耕地资源禀赋。在不同研究期间，河南

省耕地面积均呈现 出 相 同 的 空 间 格 局，即“开 封—许

昌—平顶山—南阳”一 线 东 南 部，县 域 耕 地 资 源 禀 赋

相对丰裕（５个 省 辖 市，其 耕 地 面 积 占 河 南 省 总 面 积

的５５％）；而 此 线 西 北 部 县 域 耕 地 资 源 则 相 对 稀 缺

（１３个省辖市，其耕地面积占河南省总面积的４５％）。
这与河南省的地势地貌有密 切 联 系。该 省 县 域 耕 地

面积出现了“先减少后增加”、“先集中后分散”和“先

均衡后不均衡”的发展态势。
（２）县 域 耕 地 面 积 变 化 量。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 河 南

省县域耕地面积变化量在空间演变上特征不够明显，
但也有一定的规律，即耕地面积增加的县级区划在空

间分布上比较零散，而耕地面积减少的县级区划则相

对集中。在研究前期，耕地面积增加的县级区划在空

间和数量上均比较集中，耕地减少的县级区划在空间

和数量上均比较分散。而在研 究 后 期 则 出 现 了 相 反

的发展态势。即县域耕地面积 增 加 无 论 从 地 域 上 还

是从数量上，均比较分散；而县 域 耕 地 面 积 减 少 的 地

区在空间和数量上均集中分布。
（３）县域耕地面积变化率。在研究前期，县域耕

地面积变化率呈现出典型的空间格局，即耕地面积增

加率较高的县级区划，主要集 中 在 驻 马 店 市；而 耕 地

面积减少率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豫西和豫北的部

分县级区划。而在研究后期，河南省县域耕地面积变

化率没有 典 型 的 空 间 格 局，各 等 级 均 比 较 分 散。不

过，在整个研究期间，县域耕地 面 积 减 少 率 较 高 的 地

区多分布在山地或丘陵地区，且该省大部分县级区划

的耕地面积 变 化 率 主 要 处 于－１４．２３％～３．６５％和

３．６６％～２１．４７％两个区间内。
（４）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在不同的研究年份，河

南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均呈现出相同 的 空 间 分 异 格

局，即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京广

铁路沿线、南 阳 市 和 三 门 峡 市 两 地 区 的 部 分 县 级 单

位。造成这种相似的空间格局，主要与县域耕地资源

规模、地形地貌和人口规模等有密切联系。在研究期

间，河南省人均耕地面积呈逐 渐 减 少 的 态 势，极 差 逐

渐变大，等级分布特征差异明显。
（５）县 域 人 均 耕 地 面 积 变 化 量。在１９９４—２００４

年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量总体上呈现出“南

多北少”的空间格局。人均耕地面积增加的县级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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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数量逐渐增加，而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的县级区划

单位数量逐渐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保持不变的县级区

划单位数量很少。
（６）县 域 人 均 耕 地 面 积 变 化 率。１９９４—２００４年

河南省县域人均耕地面积变化率呈现 出 相 似 的 空 间

格局，即人均耕地变化率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豫西

南地区，三门峡市和豫北地区的部分县级区划人均耕

地面积变化率则相对较低。在此期间，河南省大部分

地区的县 域 人 均 耕 地 面 积 变 化 率 处 于－１１．６０％～
４．２０％的范围内。

（７）本研 究 仅 从 空 间 分 布 和 统 计 视 角 分 析 了 河

南省县级尺度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 积 变 化 的 时 空

演变特征，在后续研究中要深入探索河 南 省 县 域（人

均）耕地面积演变的驱动力、机制和发展态势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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