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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山区建设用地扩展的景观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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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描述山区景观镶嵌体水平景观格局的前提下,立足建设用地扩展的景观表现, 重点测算了山区

建设用地景观镶嵌体以及单一景观要素 2 个水平下的景观形状和分布指数变化 ,以系统地分析北京山区

建设用地景观格局动态。研究结果表明,在北京山区的城市化进程中, 山区生态建设的开展引发绿色空间

不断增加,景观有向单一化、均一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建设用地总体连通性变强, 空间分布上呈现集中、密

集的趋势,但尚未形成集聚效应。同时, 建设用地景观的碎裂化特征也很显著, 独立工矿用地则更趋不规

则和破碎。应结合山区实际采取科学有效的规划措施引导建设用地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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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Expression in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Beijing Mountain Area

JIANG Guang-hui, ZHANG Feng-rong, WANG Wei, MENG Yuan, Su Z-i you

( Depart ment of Land Resour ces Management , Chinese Agr icultural University , Beij 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 By the use of Frastrates 3. 3, some landscape indices represent ing the landscape expression w ere calculat-

ed for the landscape expres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s at the landscape level and class level on the basis of the descrip-

t ion of the landscape pat tern of Beijing mountain area. T he change of landscape pattern of construct ion land w as

analyzed using these indexes.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logical const ruct ion brings about the cont inuous increase of

g reen space, and the landscape change had a trend of simplif icat ion and homogeneous, w hich w ill result in a com-

partm ent pat tern. As for construction lands, their shapes are more f ragmented and anomalistic, and the neighbor-

ing probability is increased among the patches. The landscape funct ion is turbulent as the shape takes on a change

trend of no disciplinary. A deep explorat ion of landscape pat tern indicates that both tow n land and factory land are

being concentrated. How ever, the pat tern of rural resident ial land is st ill dispersive, and even become w orse. Fac-

tory land has not formed its gathering eff icien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 ransportat ion is the key w hether the

tow n can bring its role as a grow ing pole into play or not. To realize this, being guided by a scientif ic land use

planning is a neces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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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研究注重协调形态与内容、结构与功能的统

一
[ 1]

,包含了生态景观与视觉景观 2 个方面
[ 2 ) 4]

。

视觉景观即景观的外在表观, 包括了景观组成单元的

类型、数目、斑块大小、形状、结构组成特征和空间配

置关系等景观形态和结构等方面的内容,它的本质是

景观生态系统状态与功能的外在反映[ 5 ) 6]。景观外

在表现的和谐与美都是建立在环境秩序和生态系统

的良性循环之上的[ 7]。人类活动和区域发展将不断

地改变区域的景观表现[ 8 ) 9] , 居民点、道路、工矿等

建设用地的不断变化则是体现了区域最显著的景观

动态特色[ 10]。建设用地扩展过程中的景观表现直接

影响到景观功能的发挥, 关系到生态系统的物质流、

能量流、信息流、价值流, 以及生物流的循环流动、传

输与交换
[ 11]
。通过研究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建设用

地扩展的景观表现特征,可深入探讨它的形成原因与

作用机制, 为人类定向扰动生态环境并使之向良性方

向演化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及产业的陆续外

迁,北京市进入了典型离心分散的城郊化阶段[ 12]。

北京山区作为北京郊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大都市

郊区的性质,又有山区的特点。它处于北京上风、上

水地区, 是市区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 山区生态



发展战略是北京市城市空间布局设想的重要战略支

点,其担负的城市生态补给功能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构建一个符合山区发展的、外在景观和谐

的建设用地布局显得极为重要。北京山区总面积

10 075. 72 km2,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 62% ,总人口近

3. 00 @ 106 人。主要分布于房山、延庆、密云、怀柔、

昌平、平谷、门头沟等远郊区县以及海淀区个别乡镇,

为研究方便,本文所指山区包含了有山地分布的以上

区县全部。

北京山区由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限制,决定了

山区城镇化要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未来,围绕着

建设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的目标, 北京市山区的土地

利用必然还会发生很大变化。

2  资料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为 1993年和 2002年北京山

区各区县的 1B100 000的土地利用现状图。按照中

国5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6的土地类型分类方
法, 利用 MAPGIS6. 5和Arcview 3. 3等 GIS 平台,分

别提取景观类型镶嵌体水平、单一景观要素 2个水平

上山区所有景观类型、建设用地景观类型、建设用地

各单一景观要素 3个层次上的相关用地信息,并进行

了相应的栅格化处理后, 运用景观分析软件 Fragstats

3. 3进行相关指标的测算, 以此来系统分析建设用地

扩展的景观表现动态。对建设用地单一景观要素的

分析主要包括了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和独立工

矿用地 3部分。

3  研究方法

景观生态学的出现促进了空间关系模型、空间格

局与动态的数据模型以及空间尺度监测等方面的发

展,是研究区域内不同生态系统间空间结构、相互作

用、协调功能以及动态变化的生态学分支[ 13]。景观

指数高度浓缩景观格局信息, 能定量反映其结构组成

和空间配置特征,能建立景观结构与过程间的联系,

更好地解释与理解景观功能。许多学者应用该理论

和方法在土地利用、环境和自然保护、农业等方面作

了大量的工作, 依此描述建设用地景观的形态及分布

情况的研究取得了较好效果
[ 3) 5, 14) 20]

。

本文在景观镶嵌体水平上选择了景观斑块形状、

空间分布以及景观多样性等方面的几个指标,以反映

景观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景观本底空间差异。

而在单一景观类型上则选取了表现景观要素形状和

分布两方面自身特征的指标。所选取的指标有:斑块

个数( NP) ,平均斑块面积( M PS) , 斑块密度( PD) , 斑

块所占景观面积比例 ( PLAND) ; 平均最临近距离

( M NN) ,平均临近指数( M PI) , 景观形状指数( LSI) ,

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维数 ( AWMPFD) , 分维数

( FRACT) , 散布与并列指标 ( IJJ) , 延度指数( CON-

TAG) ,聚集度指数( AI) , Shanoon. s多样性指数( SH-

DI) ,香农均匀度指标( SH EI)。主要指标[ 21) 22]介绍

以及计算公式略,计算结果见表 1 ) 3。

4  研究结果分析

4. 1  全山区景观镶嵌体特征指数动态

由表 1结果可以看到, 20世纪 90年代前期到 21

世纪前期,北京山区景观斑块数目、斑块密度在不断

增加,而斑块平均面积则有所降低。同时, 山区景观

斑块形状指数由 98. 723 增加到 104. 77, 分维数由

1. 473 5增加到 1. 478 7, 面积加权平均分维数也由

1. 142 2升至 1. 147。可以看出, 山区景观破碎度增

强,斑块形状变得越来越复杂, 形态的稳定性越差。

这是由于山区进行的开发活动的增强,受人类干扰加

大造成的。

此外, 山区景观斑块的 M NN值、MPI值、蔓延度

指数、分离度指数、聚集度指数也在降低, IJJ 指数以

及 COH ESION 指数的变化表明多种斑块间正逐渐

靠近, 分布团聚性增强。不同类型间土地相邻并列变

多,总体斑块间连通性有所改善,景观连接性变好, 但

相互间容易发生干扰。在景观稳定性方面,香农多样

性降低,香农均匀性指数增加。表现出景观异质程度

稍有下降, 各种类型斑块间优势度下降。以上变化说

明了景观空间分布出现均衡化,景观类型、景观结构

向均一化、单一化的方向发展, 其结果是整个区域的

生境类型更趋于大集中小分散化。

以上变化和山区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

要精神, 在开展生态调查的基础上,制订了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和生态功能区划,进行营林造林、草地治理,

并构筑三道绿色生态屏障活动等大规模生态建设是

离不开的。由此引发了绿色空间不断增加,进而致使

景观生态稳定性提高,增加了区域对不良环境影响的

吸纳能力,对各种环境影响的抵抗力和恢复力上升,

并使自然环境的美学价值及舒适性大幅提高。但景

观结构的单一化也会使自然组分发生萎缩,自然半自

然景观组分被强烈分割,引发各种景观自然生态过程

如物种扩散、能量流动、风险转移发生阻碍,导致局部

地区环境净化能力,以及生物生境的多样性随之呈非

线性降低, 使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效益下降。

因此, 在对该地区进行各种产业开发和各种经济

活动时, 要准确权衡人类扰动的两面性, 准确合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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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山区的功能地位,慎重考虑和把握好开发的方向

与规模,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力度,注重环境保护,不能

以牺牲生态环境效益为代价来换取经济与社会效益

的一时提高。

4. 2  山区建设用地景观镶嵌体特征指数动态

1993 ) 2002年,山区建设用地的景观格局发生

了较明显变化, 指数变动情况见表 2。

可以发现, 在北京山区,建设用地斑块数增加,平

均斑块面积增大,景观异质程度下降, 景观斑块形状

变得更复杂。而 10 a间,北京山区景观斑块的 M NN

值, M PI 值的变化表明:建设用地总体上景观破碎程

度变高,斑块间距离正逐渐靠近,分布团聚性增强,说

明总体连通性变好, 展现了北京山区交通道路建设力

度的增强。同时,蔓延度指数、分离度指数反映出建

设用地景观格局变得更密集, 但优势斑块类型没有形

成良好的连接性;而且理论上该景观中还有大量小斑

块存在。

进一步分析聚集度指数,散布与并列指数,以及

COHESION 指数变动发现不同类型间土地相邻并列

变多, 即各斑块间的比邻概率增高; 尽管总体斑块间

连通性增强,但同类型斑块间聚集度降低,某一类或

某几类景观的优势度降低且连通性变差。山区建设

用地景观的集聚效应有待增强。

由此看见, 随着北京山区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人类对该地区土地开发的有目的性和管理程度正不

断加强。建设开发用地一方面摊大饼般盲目外延; 另

一方面不顾后果见缝插针,造成各斑块间的比邻概率

升高,景观功能分异紊乱, 建设用地总体连通性变强

的同时景观碎裂化特征也很显著。并且, 在此阶段,

景观斑块中有一些较小的、零落斑块的存在, 反映出

山区零星地较多。这种建设用地布局缺乏规模效益,

造成景观稳定性降低, 是一种不集约的用地形式, 土

地利用表面高效, 实则浪费。因此,北京山区的开发

活动要在制定严格的产业政策,严格产业方向的选择

和环境保护的关系,避免严重的土地利用冲突和恶劣

的社会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下, 重视建设用地的规

模、选址和布局的科学确定。

4. 3  山区建设用地主要景观要素特征指数动态

建设用地的主要景观要素主要包括了城镇建设

用地, 农村居民点和工矿用地分析。其动态特征从建

设用地形状和空间分布两方面进行分析,景观指数情

况见表 3。

表 1  山区景观镶嵌体特征指数动态变化

年份 NP PD MPS LSI AWMPFD FRACT MNN MPI CONTAG AI IJ I SHDI SHEI COHES ION

1993 27 426 2. 19 45. 64 98. 72 1. 14 1. 47 847. 07 0. 18 48. 34 65. 75 61. 98 2. 53 0. 66 92. 52

2002 31 107 2. 49 40. 22 104. 77 1. 15 1. 48 806. 56 0. 17 46. 31 63. 48 64. 78 2. 45 0. 67 93. 23

表 2 山区建设用地景观镶嵌体景观格局指数动态变化

年份 NP PD M PS LSI AWMPFD FRACT MNN MPI CONTAG AI COHES ION IJI SHDI SHEI

1993 3 893 3. 53 28. 35 61. 88 1. 09 1. 38 1 064. 98 0. 18 58. 06 62. 97 84. 23 30. 76 1. 14 0. 55

2002 4 316 3. 17 31. 59 68. 58 1. 12 1. 42 1 058. 22 0. 17 55. 75 63. 06 90. 31 36. 97 1. 04 0. 58

表 3 建设用地单一景观要素形状与分布格局指数动态变化

斑块类型 年份 NP PD PLAND LSI AW M PFD FRACT M NN M PI A I IJI

城镇
1993  22 0. 02 2. 17 6. 43 1. 10 1. 39 5 875. 90 0. 36 76. 81 27. 80

2002  35 0. 03 0. 73 7. 00 1. 07 1. 38 3 663. 20 0. 21 58. 62 12. 58

农村居民点
1993 2 381 2. 16 43. 44 49. 76 1. 08 1. 38 886. 16 0. 17 55. 05 4. 38

2002 2 130 1. 56 24. 21 49. 97 1. 06 1. 40 948. 18 0. 16 45. 39 6. 25

独立工矿
1993 1 222 1. 11 40. 16 36. 31 1. 10 1. 40 987. 04 0. 18 66. 06 7. 59

2002 1 759 1. 29 61. 15 45. 81 1. 15 1. 44 807. 75 0. 17 68. 72 5. 41

4. 3. 1  建设用地景观要素形状的变化  景观斑块形

状指数的结合使用可以很好地反映景观斑块的外部

形状特征。结果显示,景观形状指数城镇建设用地和

农村居民点景观形状指数变化不大,而独立工矿用地

则迅速增加,但面积加权分维数则变化不大。由此可

见, 10 a来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的形状变化不

大,而独立工矿用地形状则变得越来越不规则, 边界

更加曲折破碎。而三者的分维数,除了城镇建设用地

略有缩小以外,农村居民点和独立工矿都是增大的,

而且三者均远大于 1, 呈现出形状的无规律发展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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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这都说明了北京山区大量的居民点和独立工矿

用地是在无规划可依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没有科学

的建设用地布局规划的指引, 必然导致建设用地发展

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4. 3. 2  建设用地空间分布的变化  建设用地的空间

分布可通过建设用地的斑块密度和分散与并列指数

以及平均最近距离和平均临近指数、聚集度等的结合

使用进行表征。城镇建设用地斑块数有了较大幅度

的增加,农村居民点斑块数减少, 独立工矿用地斑块

数增加,而斑块密度城镇建设用地和独立工矿用地也

都有所增加,而农村居民点斑块数有所降低。平均最

近距离城镇和独立工矿都是减少的,而农村居民点有

所增加;平均临近指数 MPI 三者均在减少。聚散性

方面, 独立工矿的表现与城镇和农村居民点略有不

同。聚集度指数是独立工矿增大, 城镇建设用地和农

村居民点在减少;散步与并列指数则是城镇、独立工

矿减少,而农村居民点增加。

以上变化说明城镇建设用地和独立工矿用地间

的距离正在大大减少,而且不同类型间土地比邻概率

降低,二者尚未形成团聚分布;过于分散的结构,不但

不利于节约土地,不利于防治污染, 而且带来了投资

的不经济性,加大了经营管理的难度。应在城市化过

程中,加大山区交通道路的建设以便城镇建设用地能

有效发挥其增长极的作用。同时, 在农村居民点方

面,一方面由于迁村并点的实施, 农村居民点间距离

增大, 日趋离散,并且农村居民点和其它建设用地类

型的相邻增多, 这有利于农村居民点向城镇集中。

5  结  论

通过对研究区 1993 ) 2002年景观镶嵌体和单一

景观要素 2个水平上景观格局动态以及建设用地扩

展景观表现的重点分析, 认为人类活动的扰动作用对

山区有着重要影响, 它引发绿色空间的不断增加, 景

观类型、景观结构向均一化、单一化的方向发展,这对

生态环境的总体改善是有利的。研究同时表明:随着

人类对该地区土地开发的有目的性和管理程度的不

断加强,建设用地总体连通性变强, 景观的碎裂化特

征也很显著,但尚未形成集聚效应, 独立工矿用地则

更趋不规则和破碎。鉴于山区地位的特殊性,山区开

发活动要重视建设用地规模、选址和布局的科学确

定;应综合审度建设用地之间、建设用地与交通网、生

态环境之间的合理结合, 继续发挥城镇增长极点的作

用,加大农村居民点的内部挖潜,促进点轴连接,优化

建设用地布局。还要制定严格的产业政策,严格产业

方向和环境保护,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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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关注,这一地区地表植被破坏到一定程度时, 将

成为贵州省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 成为/贵州的

黄土高原0。

因此,该区虽然在现阶段还体现不出水土流失的

危害,但其潜在危险性是可怕的。

4  结  论

( 1) 在地质作用较为强烈, 新构造运动明显的西

南地区或类似地区, 常规的地带性土壤分类不适于水

土流失研究。

( 2) 贵州省及其相似地区的水土流失现状及趋

势受地质条件特别是岩性地层分布的影响和控制。

( 3) 黔东分区是目前水土流失研究及治理最不

受重视的地区,但一旦植被受到破坏, 其水土流失不

可忽视。

( 4) 贵州省对乌江、赤水河及珠江流域泥沙贡献

主要来源于玄武岩区、紫色砂页岩区及砂页岩区。

水土流失的地质尺度效应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

有所体现,贵州省 6个分区格局, 本身就是水土流失

及地质作用在地史上和现阶段的反映。水土流失研

究,一方面应重视土壤侵蚀现状, 了解坡面及小尺度

的土壤侵蚀过程;另一方面也要掌握研究区的本底,

预测水土流失的发展趋势。山区水土流失研究过程

中,地质尺度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1) 地貌的形成与地质尺度息息相关(大地构造

尺度及地质侵蚀循环)。

( 2) 水文过程除了受气候条件影响外, 还受地质

条件(地质构造与岩性)的控制,进而影响水土流失。

( 3) 土壤的形成和分布规律受地带性气候和地

质条件的共同影响。

( 4) 成土速度及可侵蚀土壤容量受地质尺度的

制约。

关于地质因子(地质构造、地层岩性等)、地面物

质组成与水土流失的关系目前研究较少,地质条件对

水土流失的控制机理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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