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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珠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地区之一，土地利用发生剧烈变化。利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３
期遥感解译数据，借助ＧＩＳ空间分析功能和景观格局指数，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时空演

变过程。研究结果表明，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的面积１３　５８０．８１ｋｍ２，占土地总面

积的３２．９３％，后６ａ变化速度明显快于前１０ａ；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其它建设用地快速扩张，水域面积

显著增加，水田、旱地、林地 面 积 快 速 减 少；斑 块 数 量 显 著 增 加，土 地 利 用 景 观 不 断 破 碎，多 样 性 增 强。水

田、旱地、林地、水域和城镇用地近圆指数较小，斑块形状复杂；分维数介于１．２６～１．４４，各地类形状趋向复

杂，人类对其干扰不断增强；林地是整个区域土地利用格局的基质，分离度最小，水田、城镇用地、旱地和水

域的分离度相对较小，呈现连片分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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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

业化高速发 展，土 地 利 用 发 生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快 速 变

化，农田流失严重，耕地资源锐减，城镇快速扩张，已

成为我 国 土 地 利 用 和 土 地 变 化（ｌａｎｄ－ｕ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ＬＵＣＣ）研 究 的 热 点 地 区。黎 夏［１－２］早

在１９９７年就 对 珠 江 三 角 洲 土 地 利 用 问 题 进 行 了 研

究，随后 Ｗｅｎｇ［３－４］，Ｓｅｏｔ［５］，张文忠等［６］，曹小曙等［７］，

闫小培等［８］国内外学者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开展了珠

江三角洲ＬＵＣＣ研究。结果显示研究期内珠江三角

洲大量农田转化为非农田地，农田流失严重，城镇迅

速扩张，农 田 地 本 身 也 有 很 大 的 内 部 调 整。人 口 增

长，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农化产业结构调整，

外资涌入，交通条件改善是导致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

变化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经济快速发



展城市的土地利用变化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集

中于深圳［９－１０］、广 州［１１－１２］、东 莞［１３］等 城 市。这 些 研 究

不但丰富了我 国ＬＵＣＣ研 究 个 案，而 且 对 珠 江 三 角

洲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重

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但与同为我国经济最发

达地区的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相比，珠江三角洲

ＬＵＣＣ研究明显偏少，动态分析相对较弱，更多侧重

于城市个案研究，整个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时空变化

缺乏整体、系统的研究。相关研究侧重于土地数量变

化及其驱动机制等方面，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换、
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及深层次的机理分析等研究

相对薄弱甚至尚未开展。
为此，本文利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６年３期 遥 感

解译数据，采用ＧＩＳ技术和景观生态学方法，试图揭

示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

过程及特征，对 完 善 区 域 土 地 利 用 时 空 演 变 过 程 描

述、保障本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

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下游，濒临

南海，由珠江水系西江、北江、东江及其支流潭江、绥

江、增江带来的泥沙在珠江口河口湾内堆积而成的复

合型三角洲，是我国南亚热带最大的冲积平原。行政

区划上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

７市和惠州市的惠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以及

肇庆 市 的 端 州 区、鼎 湖 区、高 要 市、四 会 市，范 围 为

２１°１７．６′—２３°５５．９′Ｎ，１１１°５９．７′—１１５°２５．３′Ｅ，总面

积为４．１０×１０４　ｋｍ２。２００６年 珠 江 三 角 洲 常 住 人 口

为４　４０１万人，占广东省常住人口的４７．３０％，生产总

值为２１　４１８亿元，占广东全省的８１．７３％，是我国经

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由于研究需要，把珠江三角洲划分为２８个行政

单元，即广州 市 区（老８区，即 东 山 区、荔 湾 区、越 秀

区、海珠区、天河区、芳村区、白云区、黄埔区）、番禺、
花都、增城、从化、佛山市区（禅城区）、顺德、南海、三

水、高明、深 圳、东 莞、中 山、珠 海 市 区（香 洲 区、金 湾

区、万山区）、斗门、肇庆市区（端州区、鼎湖区）、四会、
高要、江门市区（蓬江区、江海区）、新会、台山、鹤山、
开平、恩平、惠州市区（惠城区）、惠阳、惠东、博罗。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原始数据为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６年３期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影像，空间分辨率３０ｍ×３０ｍ，经辐射

纠正、几何纠正和人工解译后得到１∶１０万土地利用

现状图，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０年遥感解译数据来源于广东

省信息中心，２００６年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９８５工程”

ＧＩＳ与遥感的地学应用科技创 新 平 台 项 目。根 据 研

究区土地资源特征和景观类型差异，将土地利用类型

分为水田、旱地、林地、草地、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
其他建设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土地９种类型。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　选取土地利用变化

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等指标反映研究区的土地

利用动态变化过程。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反映研究

期间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反映研究

区土地类型转换过程。表达式为：

Ｋ＝Ｕｂ－ＵａＵａ ×１Ｔ×１００％
（１）

ＬＣ＝
∑
ｎ

ｉ＝１
ΔＬＵｉ－ｊ

２∑
ｎ

ｉ＝１
ＬＵｉ

×１Ｔ×１００％
（２）

式中：Ｋ———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速

度；Ｕａ，Ｕｂ———研究初期和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

的面积；Ｔ———研 究 时 段；ＬＣ———综 合 土 地 利 用 动

态度；ＬＵｉ———研究初 期 第ｉ类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面 积；

ΔＬＵｉ－ｊ———研究期内 第ｉ类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转 为 非ｉ
类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绝对值。

２．２．２　景观格局变化指标　景观格局指数已经成为

当前景观定量化研究的手段之一，可以用来比较不同

景观之间的空间分布和组合特征等结构差异，也可以

定量描述 和 监 测 景 观 空 间 结 构 随 时 间 的 变 化［１４－１６］。
结合研究区景观特征，选择斑块平均面积、多样性指

数、均匀度指数、破碎化指数、近圆指数、分维数和分

离度等指标来反映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景观结构和景

观格局变化特征。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分析

３．１．１　土地利用数量变化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间，随着

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用地、农村居

民点、其他建设用地等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分别增加

了１　７６１．３２，６１９．８３和１　６９２．６６ｋｍ２，占土地总面积

增加了４．３７％，１．５１％和４．１０％；水域显著增加，增加

了１　３０８．６１ｋｍ２，占 土 地 总 面 积 比 重 增 加 了１．７６％；
水田、旱地、林地等农用地快速减少，其中水田减少了

２　９３６．３５ｋｍ２，占土地总面积比重由２４．０８％降到了

１６．９６％，旱地和林地分别减少了１　６７７．４０和９３１．９５
ｋｍ２，占 土 地 总 面 积 比 重 下 降 了４．０７％和２．２６％
（表１）。

９３２第１期 　　　　　　叶长盛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和景观格局变化研究



表１　珠江三角洲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土地利用数量

土地类型　
１９９０年

面积／ｋｍ２ 比重／％
２０００年

面积／ｋｍ２ 比重／％
２００６年

面积／ｋｍ２ 比重／％

数量变化／ｋｍ２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
水 田　　　　９　９３０．３６　 ２４．０８　 ８　７２６．１０　 ２１．１６　 ６　９９４．０１　 １６．９６ －１　２０４．２５ －１　７３２．０９ －２　９３６．３５
旱 地　　　　４　２９１．０６　 １０．４１　 ３　９０５．４４　 ９．４７　 ２　６１３．６６　 ６．３４ －３８５．６２ －１　２９１．７８ －１　６７７．４０
林 地　　　　１９　６５６．４７　 ４７．６７　 １９　４０６．４３　 ４７．０６　 １８　７２４．５２　 ４５．４１ －２５０．０４ －６８１．９０ －９３１．９５
草 地　　　　 ８９０．７９　 ２．１６　 ８４３．５６　 ２．０５　 １　０４２．６２　 ２．５３ －４７．２３　 １９９．０６　 １５１．８３
水 域　　　　３　４６９．５２　 ８．４１　 ４　１９４．８５　 １０．１７　 ４　７７８．１３　 １１．５９　 ７２５．３３　 ５８３．２８　 １　３０８．６１
城镇用地　　 ９２６．３３　 ２．２５　 １　７２６．３２　 ４．１９　 ２　６８７．６５　 ６．５２　 ７９９．９８　 ９６１．３３　 １　７６１．３２
农村居民点　 １　６８３．８１　 ４．０８　 １　９６８．４４　 ４．７７　 ２　３０３．６４　 ５．５９　 ２８４．６３　 ３３５．２０　 ６１９．８３
其他建设用地 ３６５．０９　 ０．８９　 ４４２．５８　 １．０７　 ２　０５７．７５　 ４．９９　 ７７．４９　 １　６１５．１７　 １　６９２．６６

未利用土地　 ２４．２９　 ０．０６　 ２４．０１　 ０．０６　 ３５．７４　 ０．０９ －０．２８　 １１．７３　 １１．４５

３．１．２　土地利用速度变化　根据公式（２）可以计算

出珠江 三 角 洲 的 综 合 土 地 利 用 动 态 度，１９９０—２００６
年珠 江 三 角 洲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速 度 为１．０３％，其 中，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变化速 度 为０．３２％，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 为

２．５１％。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明显要快

于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其他建设用地增长速度最快，年

均变化 率 为２８．９８％，其 次 是 城 镇 用 地，年 均 变 化 率

为１１．８８％，然后是未利用土地、水域、农村居民点和

草地，年 均 变 化 率 分 别 为２．９５％，２．３６％，２．３０％和

１．０７％，而水田、旱地和林地呈现负增长态势，年均减

少率分别为１．８５％，２．４４％和０．３０％（图１）。

图１　珠江三角洲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土地利用变化速度

３．１．３　土地利用转移分析　利用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６年

土地 利 用 矢 量 数 据 进 行 空 间 叠 加，可 以 计 算 出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动态转移矩

阵（表２—３）。
（１）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发生变化

的面积达１３　５８０．８１ｋｍ２，占土地总面积的３２．９３％。
（２）水田 和 旱 地 是 珠 江 三 角 洲 面 积 减 少 较 多 的

土地类 型，发 生 变 化 的 面 积 比 重 分 别 为４８．９１％和

６３．９６％。水田主要转化为水域、农村居民点和林地，

面积分别是１　５１２．４０，８２１．７０和７７８．３９ｋｍ２，转入以

林地和旱地为主；旱地主要转化为林地、水田、水域和

各项 建 设 用 地，面 积 分 别 为７０８．３１，５７８．２０，３４１．１８
和９９７．９６ｋｍ２，转 入 以 林 地 和 水 田 为 主。表 明 这 一

时期耕地 新 垦 与 退 耕 并 存，农 民 在 比 较 利 益 的 驱 使

下，大量耕地开挖为养殖水面，水域面积持续增加，快
速发展的 工 业 化、城 市 化 对 建 设 用 地 需 求 量 不 断 增

加，这是导致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３）林 地 呈 逐 渐 减 少 的 趋 势，发 生 变 化 比 重 为

１５．５１％。转化为其他各地类相对均衡，其中水田、旱

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较多，面积分别为７１１．００，５３０．３８
和４９９．２０ｋｍ２，转入以水田和旱地为主。

（４）草 地 有 所 增 加，主 要 转 化 为 林 地，面 积 为

２３９．５４ｋｍ２，转入则以林地、水田和旱地为主，面积分

别为３５５．２１，１１９．９３和１１４．２３ｋｍ２。
（５）水域面积持续增加。主要转化为水田、其他

建设 用 地、城 镇 用 地 和 林 地，面 积 分 别 为３０６．２５，

２４９．８８，２１９．５１，和２１５．７９ｋｍ２，转 入 地 类 主 要 由 水

田、林地和旱地构成。珠江三角洲是我国传统基塘地

区，养殖塘鱼是该区域主要的 农 业 生 产 方 式，大 量 耕

地、低山 丘 陵 林 地 开 挖 为 养 殖 水 面，水 域 面 积 持 续

增加。
（６）建设 用 地 快 速 扩 张。城 镇 用 地 主 要 转 化 为

其它建设 用 地 和 农 村 居 民 点，面 积 分 别 为４３．００和

３５．５３ｋｍ２，转入地类 主 要 包 括 水 田、旱 地 和 林 地；农

村居民点主要转化为城镇用 地、水 田 和 水 域，面 积 分

别为２６１．８２，２０５．１０和１７３．７５ｋｍ２，转 入 地 类 以 水

田、旱地和林地为主；其他建设用地主要转化为城镇用

地、水域和农村居民点，转入地类以水田、林地、旱地和

水域为主。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外

资大量涌入是建设用地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６，８］。
（７）未利用土地发生变化的 比 重 为６９．５９％，是

发生变化最大土地类型。主要转化为水域、其他建设

用地和林地，转入的地类主要为林地、旱地和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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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珠江三角洲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转移矩阵 ｋｍ２

土地利用类型

１９９０年

水田 旱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城镇用地
农村居

民点
其他建设

用地
未利用

土地

２
０
０
６
年

水田　　　　 ５　０７３．０２　 ３８３．６８　 ７７８．３９　 １１９．９３　 １５１２．４０　 ６０１．８５　 ８２１．７０　 ６３５．４１　 ３．９７
旱地　　　　 ５７８．２０　 １　５４６．３８　 ７０８．３１　 １１４．２３　 ３４１．１８　 ４２３．４７　 ２７２．００　 ３０２．４９　 ４．８０
林地　　　　 ７１１．００　 ５３０．３８　１６　６０７．５７　 ３５５．２１　 ３５１．７９　 ３５３．９８　 ２３２．０２　 ４９９．２０　 １５．３２
草地　　　　 ５９．５７　 ４１．３９　 ２３９．５４　 ４１０．７１　 ３７．９９　 ３８．９９　 ２２．９５　 ３８．７９　 ０．８５
水域　　　　 ３０６．２５　 ４７．４３　 ２１５．７９　 ２８．１９　 ２　２９３．４９　 ２１９．５１　 １０６．８１　 ２４９．８８　 ２．１７
城镇用地　　 ３０．４９　 ２．２５　 ４１．３９　 １．０１　 ２３．４９　 ７４９．０６　 ３５．５３　 ４３．００　 ０．１０
农村居民点　 ２０５．１０　 ５４．７３　 １００．７２　 １０．３２　 １７３．７５　 ２６１．８２　 ７８０．３２　 ９６．４１　 ０．６４
其他建设用地 ２９．５３　 ７．０６　 ３０．１３　 ２．６８　 ３７．２０　 ３８．８１　 ３０．２４　 １８８．９３　 ０．５０
未利用土地　 ０．８４　 ０．３５　 ２．６８　 ０．３４　 ６．８４　 ０．１５　 ２．０７　 ３．６３　 ７．３９

表３　珠江三角洲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土地利用类型面积转移概率矩阵 ％

土地利用类型

１９９０年

水田 旱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城镇用地
农村居

民点
其他建设

用地
未利用

土地

２
０
０
６
年

水 田　　　　 ５１．０９　 ３．８６　 ７．８４　 １．２１　 １５．２３　 ６．０６　 ８．２７　 ６．４０　 ０．０４
旱 地　　　　 １３．４７　 ３６．０４　 １６．５１　 ２．６６　 ７．９５　 ９．８７　 ６．３４　 ７．０５　 ０．１１
林 地　　　　 ３．６２　 ２．７０　 ８４．４９　 １．８１　 １．７９　 １．８０　 １．１８　 ２．５４　 ０．０８
草 地　　　　 ６．６９　 ４．６５　 ２６．８９　 ４６．１１　 ４．２６　 ４．３８　 ２．５８　 ４．３６　 ０．１０
水 域　　　　 ８．８３　 １．３７　 ６．２２　 ０．８１　 ６６．１０　 ６．３３　 ３．０８　 ７．２０　 ０．０６
城镇用地　　 ３．２９　 ０．２４　 ４．４７　 ０．１１　 ２．５４　 ８０．８６　 ３．８４　 ４．６４　 ０．０１
农村居民点　 １２．１８　 ３．２５　 ５．９８　 ０．６１　 １０．３２　 １５．５５　 ４６．３４　 ５．７３　 ０．０４
其他建设用地 ８．０９　 １．９３　 ８．２５　 ０．７３　 １０．１９　 １０．６３　 ８．２８　 ５１．７５　 ０．１４
未利用土地　 ３．４４　 １．４４　 １１．０５　 １．４０　 ２８．１６　 ０．６３　 ８．５４　 １４．９３　 ３０．４１

３．１．４　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特征　由于未利用土地

在本区域所占比重较小，其变化对整个土地利用格局

影响较小，同时把城镇用地、农 村 居 民 点 和 其 他 建 设

用地综合 为 建 设 用 地 来 进 行 分 析，故 本 文 只 分 析 水

田、旱地、林地、草地、水 域 和 建 设 用 地 等 主 要 土 地 利

用类型的空间变化。图２显示 了 各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的

空间变化情况。
水田和旱地是珠江 三 角 洲 变 化 较 为 剧 烈 的 土 地

类型。水田的减少主要分布在广州市区、番禺、花都、
佛山市区、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四会、东莞、珠海市

区、斗门一带，旱地减少主要分布在深圳、东莞、惠阳、
斗门一带，水田的增加零星分 布 在 全 区 域，相 对 集 中

于开平、恩平、博罗一 带，旱 地 的 增 加 则 集 中 于 博 罗、
开平、恩平、四会等地。

林地的减少相对集中分布在深圳、东莞、惠东、开

平等地，增 加 集 中 在 惠 阳，其 余 地 区 增 减 相 对 零 星。
而草地的增减都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周边地区。

水域的增加与水田的变动存在吻合之处，增加的

区域主要分布在东莞、番禺、三水、花都、新会、斗门等

一带；水域缩减区集中在传统 的 基 塘 区，主 要 分 布 在

顺德、南海和中山一带。

建设用地是珠江三角洲变化最为剧烈、面积增加

最多的土地类型，增 加 集 中 于 深 圳、东 莞、广 州 市 区、
番禺、花都、增城、佛山市区、南海、顺德、中山、珠海市

区等珠江三角洲相对发达的区域，江门全市、博罗、惠
东、从化、高要等地增加相对较少。

３．２　景观格局变化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景观斑块数

量由１９９０年的２２　２５３个增至２００６年３０　８３８个，平均

图斑面积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８５．３１ｈｍ２／个减至２００６年的

１３３．７２ｈｍ２／个，水田、旱地、林地、草地、水 域、城 镇 用

地和未利用土地的平均图斑面积呈下降的趋势，农村

居民点和其他建设用地平均图斑面积逐渐增大（表４）。
全区域破碎化指数不断增大（图３），１９９０年为０．５３９　６，

２０００年为０．５４９　４，２００６年增至０．７４７　８，表明珠江三角

洲土地利用受人类活动干扰力度不断加大，景观形状

变得不规则和复杂，土地利用景观不断破碎化。
多样性和均 匀 度 指 数 呈 增 加 趋 势，分 别 由１９９０

年的１．４８４　７和０．６７５　７增至２００６年的１．６７１　８和

０．７６０　９，表明 随 着 人 类 活 动 对 珠 江 三 角 洲 土 地 利 用

影响强度加大，大块面积景观 减 少，土 地 利 用 的 缀 块

密度加强，多样性增加，景观异质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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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珠江三角洲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变化

图３　珠江三角洲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未利用土地具有最大的近圆指数，
平均值为０．４０６　９，未利用土地发生变化的比重最大，
说明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强，形状趋于规则的矩形。珠

江三角洲河网密布，形状曲折，斑块形状复杂，因此水

域近圆指数较小，平均值为０．０９４　４。水田、旱地和林地

是珠江三角洲变化较为剧烈的土地类型，斑块相互切割

严重，形状复杂，近圆指数较小，均值分别为０．０６６　０，

０．０８７　３和０．０４１　９。农村居民点、其他建设用地和草地近

圆指数较大，均值分别为０．３０５　３，０．２７１　８和０．２２０　５。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珠 江 三 角 洲 各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的

分维数介于１．２６～１．４４，且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表

明各地类的形状趋向复杂，人 类 对 其 干 扰 不 断 增 强。
其中，未利用土地的分维数在３个 时 段 均 为 最 小，平

均分维数为１．２８２　９。农村居民点平均分维 数 最 大，
为１．４３０　０，主要由于农村居民点在珠江三角洲分布

较为均匀，与其他土地类型公共边界较多，斑块形状复

杂。水田、水域、旱地和草地的分维数相对较大，平均

分维数分别为１．４２４　７，１．４２０　０，１．４１４　１和１．４１４　０，主
要是建设用地占用或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 导 致 斑 块 形

状复杂。城镇用地、林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的分维数相

对较小，平均分维数为１．３３０　８，１．３８６　１和１．３９０　７，

由于城镇、工矿及交通等用地 进 行 相 应 的 规 划，形 状

较为规则，分维数相对较小。

表４　珠江三角洲不同时期景观格局指数值

年
份

土地利　
用类型　

图斑
数／个

平均图斑
面积／ｈｍ２

近圆
指数

分维数 分离度

水 田　　　　２　４２１　 ４１０．１８　 ０．０５８　６　１．４１４　２　０．５０３　１
旱 地　　　　２　１４７　 １９９．８６　 ０．０７６　９　１．４１２　３　１．０９６　４
林 地　　　　３　９６２　 ４９６．１２　 ０．０４１　８　１．３８４　０　０．３２５　１
草 地　　　　１　８９０　 ４７．１３　 ０．２２７　２　１．４１４　２　４．９５５　４１

９
９
０

水 域　　　　４　１２８　 ８４．０５　 ０．０９３　７　１．４１２　７　１．８８０　３
城镇用地　　 １３３　 ６９６．４９　 ０．１０８　２　１．３０９　８　１．２６４　１
农村居民点　 ６　５８３　 ２５．５８　 ０．３５４　１　１．４３１　４　４．８９２　６
其他建设用地 ９２８　 ３９．３４　 ０．３０４　１　１．３７３　９　８．４７２　２
未利用土地　 ６１　 ３９．８１　 ０．４４０　１　１．２６５　７　３２．６５１　８
水 田　　　　２　５２８　 ３４５．１８　 ０．０５８　０　１．４２２　７　０．５８５　０
旱 地　　　　２　０８７　 １８７．１３　 ０．０８　２７　１．４１２　５　１．１８７　７
林 地　　　　４　０４８　 ４７９．４１　 ０．０４２　６　１．３８４　４　０．３３２　９
草 地　　　　１　８５５　 ４５．４７　 ０．２２８　４　１．４１４　８　５．１８４　１２

０
０
０

水 域　　　　４　４４５　 ９４．３７　 ０．０９２　８　１．４１６　７　１．６１３　８
城镇用地　　 １４０　 １２３３．０８　 ０．０６５　２　１．３１６　２　０．６９５　９
农村居民点　 ６　４９７　 ３０．３０　 ０．３１９　１　１．４２６　３　４．１５７　７
其他建设用地 ９９９　 ４４．３０　 ０．３０４　２　１．３７３　９　７．２５１　２
未利用土地　 ５９　 ４０．６９　 ０．４４１　３　１．２６３　７　３２．４８６　２
水 田　　　　４　４５７　 １５６．９２　 ０．０８１　３　１．４３７　３　０．９６９　２
旱 地　　　　２　２３２　 １１７．１０　 ０．１０２　２　１．４１７　６　１．８３５　３
林 地　　　　４　２２９　 ４４２．７６　 ０．０４１　４　１．３９０　０　０．３５２　６
草 地　　　　１　７５１　 ５９．５４　 ０．２０６　０　１．４１２　９　４．０７５　１２

０
０
６

水 域　　　　６　９６４　 ６８．６１　 ０．０９６　６　１．４３０　５　１．７７３　３
城镇用地　　 ６０９　 ４４１．３２　 ０．０４８　９　１．３６６　４　０．９３２　３
农村居民点　 ５　９３８　 ３８．７９　 ０．２４２　８　１．４３２　４　３．３９６　４
其他建设用地 ４　４７０　 ４６．０３　 ０．２０７　２　１．４２４　３　３．２９９　０
未利用土地　 １８８　 １９．０１　 ０．３３９　２　１．３１９　２　３８．９５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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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林 地 平 均 分 离 度 为０．３３６　９，主

要是林地是整个区域土地利用格局的基质，其面积占

土地总 面 积 的４５％以 上，但 斑 块 数 只 有 斑 块 总 数 的

１７％，所以林地的分离度最小。未利用土地分离度最

高，平均值为３４．６９６　７，表明其不仅面积小且分布不

集中，在 珠 江 三 角 洲 土 地 利 用 格 局 中 地 位 最 低。水

田、城镇用地、旱地和水域的分离度指数相对较小，平
均值分别为０．６８５　８，０．９６４　１，１．３７３１和１．７５５　８，平

均图斑面积较大，呈现出连片分布的状态。其他建设

用 地 和 农 村 居 民 点 的 分 离 度 较 大，平 均 值 分 别 达

６．３４０　８和４．１４８　９。

４　结 论

珠江三角洲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我国经济发

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土地 利 用 变 化 剧 烈，景 观 生

态类型与结构复杂多样。利用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６年

遥感影像解译数据，结合土地利用动态分析模型和景

观格局指标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土地利 用 和 景 观 格 局

的变化。
（１）１６ａ来，珠 江 三 角 洲 土 地 利 用 发 生 较 大 变

化，呈现出较强的时空分异特征。土地利用发生变化

的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３２．９３％，呈 现 出 后６ａ变 化

明显快于前１０ａ的趋势。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其

他建设用地等建设用地快速 扩 张，增 加 集 中 于 深 圳、
东莞、广州市区、番禺、花都、增城、佛山市区、南海、顺
德、中山、珠海市区等相对发达地区；水域面积显著增

加，主要分布在 在 东 莞、番 禺、三 水、花 都、新 会、斗 门

等一带；水田、旱地、林 地 面 积 快 速 减 少，水 田 的 减 少

主要分布在广州市区、番禺、花都、佛山市区、南海、顺
德、三水、高明、四会、东莞、珠海市区、斗门一带，旱地

减少分布在深圳、东 莞、惠 阳、斗 门 一 带，林 地 的 减 少

相对集中分布在深圳、东莞、惠东、开平一带。
（２）１６ａ来，珠 江 三 角 洲 景 观 格 局 发 生 较 大 变

化，斑块数量显著增加，景观形状变得不规则和复杂，
土地利用景观不断破碎化。多 样 性 和 均 匀 度 指 数 增

加，土地利用多样性增强，景观异质性增强。
（３）水田、旱地、林地、水域和城镇用地近圆指数

较小，斑 块 形 状 复 杂；分 维 数 介 于１．２６～１．４４，各 地

类形状趋向复杂，人类对其干 扰 不 断 增 强；林 地 是 整

个区域土地利用格局的基质，分离度最小，水田、城镇

用地、旱地和水域的分离度指 数 相 对 较 小，呈 现 连 片

分布状态。
（４）土地 利 用 图 形 信 息 可 以 直 观 反 映 土 地 利 用

变化的时空差异及内在特征，景观格局能反映出斑块

形状的变化特点，可以通过土地利用图斑形状特点探

讨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及时发现土地利用中存

在的问题，为区域土地资源优化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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