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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北旱塬小流域土地利用空间分布与

地形因子的关系
———以陕西省淳化县秦庄沟流域为例

陈见影１，孙 虎１，常占怀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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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渭北旱塬秦庄沟流域为例，以土地利用现状为基础数据，结合ＡｒｃＧＩＳ技术，对地形因子数据和

土地利用数据进行了叠加并提取，采用地形分布指数（ＬＤＩ）分 析 了 土 地 利 用 空 间 分 布 与 地 形 因 子 的 关 系。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类空间分布与地形因 子 坡 度、高 程、沟 壑 密 度 存 在 密 切 关 系，并 呈 现 一 定 的 规 律 性。

耕地优势分布主要在海拔９００～１　１００ｍ，坡度为５°～２５°，沟壑密度为０～４ｋｍ／ｋｍ２ 的区域；在海拔８００～
１　２００ｍ，坡度为０°～１５°，沟壑密度为０～２ｋｍ／ｋｍ２ 和４～６ｋｍ／ｋｍ２ 的区域是园地优势分布区；林地优势

区主要在海拔１　１００～１　２５０ｍ，坡度为１５°～２５°和＞２５°，沟壑密度为２～６ｋｍ／ｋｍ２ 的区域；裸地的优势区

在海拔８００～１　０００ｍ和１　１００～１　２００ｍ，坡度为＞２５°，沟壑密度为４～８ｋｍ／ｋｍ２ 的区域；居民点用地优势

区在海拔９００～１　０００ｍ，坡度为０°～５°，沟壑密度为０～２ｋｍ／ｋｍ２ 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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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随着

土地、粮食安全和人口的问题日益突出，优化土地利

用结构、合理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已经成为区域

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大战略问题。土地利用现

状是从实际出发反映土地资源的社会经济属性和自

然属性［１－４］。地形因子是决定区域土地利用类别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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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关键因素之一［１］，对土地利用类别随地形的分

布格局研究，将有助于区域土地合理利用和农业结构

调整。近几年，有 不 少 学 者［１－２，５］基 于 ＧＩＳ技 术 对 地

形因子多从海拔、坡度和坡向与土地利用关系方面进

行探讨和分析。由于渭北旱塬黄土高原沟壑区小流

域地形条件复杂，坡度、高程、沟壑密度等地形因子与

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目前关于小

流域土地利用空间分布与地形因子沟壑密度关系的

研究很少。
本研究选择渭北旱塬陕西省淳化县秦庄沟小流

域，结合ＡｒｃＧＩＳ技术，在ＤＥＭ的基础上提取地形因

子坡度、高程和沟壑密度数据并进行分级［５－７］，在分析

不同地类与地形因子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可比性和科

学性更强的土地利用类别在不同等级地形因子分布指

数（ｌ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ＬＤＩ）模型，进行小流域土地

利用空间分布与地形因子关系规律性实证研究，以期

为渭北旱塬小流域土地利用在不同等级地形上合理布

局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淳化县秦庄沟流域位于淳化县县城东南

１５ｋｍ处，地 理 位 置 界 于 北 纬３４°４７′３０″—３４°５２′０″，
东经１０８°３９′０″—１０８°４３′３０″之间，总面积３１．２８ｋｍ２。
年平均气温为１０．４℃，属暖温带半干旱气候，降水量

较少。年平均降水量为５８８．４ｍｍ，降水年内分配不

均，雨量集中在６—９月。土壤具有明显的由褐土带

向黑土带 过 度 性 质，水 土 流 失 较 严 重，侵 蚀 模 数 达

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ｔ／ｋｍ２。研究区地处渭北旱塬黄土高原

沟壑区，地势自北向南降低，沟壑纵横。
秦庄沟流域涉及方里、秦庄两个乡镇，共有１１个

行政村２２个自然村，总人口７　４８２人。土地利用形

式主要有耕地、林地、园地、草地。研究区内的秦庄水

库是一座以农田灌溉为主，兼有防洪养殖的小（一）型
水库。２０１１年各业总产值为３　１０５．２５万元，其中农

业产值９６２．６３万元，林业产值１　３３５．２６万 元，牧 业

３４１．５８万 元，副 业 产 值６２．１万 元，其 它４０３．６８万

元，粮食总产量２　６０５．３８ｔ，流域内的经济主要 以 种

植业和林业也为主，经济发展缓慢，仍然属于贫困区。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 资 料 主 要 来 源 于２００５年 编 制 比 例 尺

１∶５万的秦庄沟流域土地利用现状图（由陕西省淳化

县国土局提供）和１∶５万的秦庄沟地形图。首先运

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对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图 和 秦 庄 沟 地 形 图

进行配准及矢量化处理，得到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和

地形数据（表１）。然后进行矢栅转换。利用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的分析功能在地形图上生成生成ＧＲＩＤ格式的

ＤＥＭ数据，最后利用ＧＩＳ软件从ＤＥＭ中提取坡度、
高程、沟壑 长 度 和 面 积 信 息，计 算 沟 壑 密 度［７－１０］。在

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以既能体现秦庄沟流域的地

形特征，又能符合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为依据，将

地形因子高程、坡度及沟壑密度数据按照一定的分级

标准进行分级。

表１　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

土地利用类别 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裸地 水域 居民点用地 其它 合计

面积／ｈｍ２　 ９６０．９２　 ６７５．７４　 ６２０．７５　 １２３．４１　 ４４１．６８　 １８．３６　 ２７３．４６　 １３．７２　 ３　１２８．０４
所占比例／％ ３０．７２　 ２１．６０　 １９．８４　 ３．９５　 １４．１２　 ０．５９　 ８．８　 ０．４４　 １００．００

２．２　研究指标

主要采用 土 地 利 用 分 布 指 数（ＬＤＩ）作 为 衡 量 指

标，来对小流域不同地形因子在某一等级上土地利用

类型空间分布特征变化状况 进 行 分 析。本 研 究 的 土

地利用分布指数是指某一级地类面积 占 该 级 土 地 利

用面积比重相对于该地类总面积占总 土 地 利 用 面 积

比重的大小，用公式表示为：

ＬＤＩｉｊ＝
Ｘｉｊ／∑

ｍ

ｉ＝１
Ｘｉｊ

∑
ｎ

ｊ＝１
Ｘｉｊ／∑

ｍ

ｉ＝１
∑
ｎ

ｊ＝１
Ｘｉｊ

公式：ＬＤＩｉｊ———某一等级下ｉ地类在ｊ地形因子的分

布指数；Ｘｉｊ———ｉ地 类 在ｊ地 形 因 子 的 面 积；ｉ———

不同地类，ｉ＝１，２，…，ｍ；ｊ———不同地形因子，ｊ＝１，

２，…，ｎ；分 子 表 示ｉ地 类 在ｊ地 形 因 子 面 积 所 占 比

重，分母表示ｉ地类面积所占总土地利用面积比重。

ＬＤＩｉｊ数值的理论范围是［０，＋∞），一般而言，若

ＬＤＩｉｊ＜１，则表明在某一等级下ｉ地 类 在ｊ地 形 因 子

处于劣 势，说 明 该 等 级 地 形 不 适 宜 该 地 类 分 布；若

ＬＤＩｉｊ＞１，表示该地类在该等级地形上的分布属于优

势分布。

利用ＧＩＳ软件，得到土地利用现状、高程分级、坡
度分级和沟壑密度分级的土地利用类 型 空 间 分 布 情

况，对其统计汇总，进行地类分布优劣势研究，以期找

到秦庄沟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地 形 因 子 上 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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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规律，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

３　土地利用数量结构分析

３．１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 分 类 的 国 家 标 准 及 当 地 土 地

利用特征，将研究区的土地利 用 类 型 分 为８类，分 别

为耕地、园地、林 地、草 地、裸 地、水 域、居 民 点 用 地 及

其它用地（表１）。从表１可以看出，秦庄沟流域的土

地利用 现 状 分 布 结 构。耕 地 面 积 为９６０．９２ｈｍ２，占

秦庄沟流域总面积的３０．７２％，在土地利用方式中位

居首位；园地面积为６７５．７４ｈｍ２，其所占秦庄沟流域

总面 积 比 重 位 居 第 二，占 ２１．６０％；林 地 面 积 为

６２０．７５ｈｍ２，占秦 庄 沟 流 域 总 面 积 的１９．８４％，在 土

地利用方式中位居第三；草地面积为１２３．４１ｈｍ２，仅

占秦庄沟流域 总 面 积 的３．９５％；裸 地 面 积 为４４１．６８
ｈｍ２，占秦庄沟流域总面积的１４．１２％，在土地利用方

式中位居第４；草 地、居 民 点 用 地 和 其 它 类 型 用 地 之

和为４１０．５９ｈｍ２，占 秦 庄 沟 流 域 总 面 积 的１３．１９％；
土地利用 类 别 面 积 之 比：耕 地：园 地：林 地：草 地 为

２０∶１４∶１３∶３。裸地面积大于草地、居民点用地和其

它类型用地之和，说明秦庄沟流域裸地面积较大。秦

庄沟流域还有１８．３６ｈｍ２ 的水域面积，占秦庄沟流域

总面积的０．５９％，这里指流域有小（一）型水库，经实

地调查水资源尚未开发利用。

３．２　地形因子与土地利用

３．２．１　坡度分级依据及土地利用现状　坡度分级建

立在坡度与土地利用关系的基础上，根据秦庄沟流域

的地形特征，以小流域经济规 律 和 自 然 规 律 为 依 据，
将土地坡度 划 分 为４个 等 级：０°～５°，５°～１５°，１５°～
２５°，＞２５°（表２）。从表２可以看出，各坡度等级的土

地面积差异较大，在坡度小于５°的所有土地利用面积

为９５５．４７ｈｍ２，占土地利用 总 面 积 的３０．１５％。５°～
１５°的所有土地利用面积为７７１．２３ｈｍ２，占土地利用

总面积的２４．１１％。１５°～２５°的所有土地利用面积为

９０２．２８ｈｍ２，占土地利用总面积的２７．９９％。＞２５°的

所有土地利 用 面 积 为５４０．１４ｈｍ２，占 土 地 利 用 总 面

积的１６．６１％。可 以 看 出 秦 庄 沟 流 域 的 地 形 较 为 复

杂，大多是倾斜黄土残塬地带。

表２　各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坡度等级的分布特征

土地类型　　
０°～５°

面积／

ｈｍ２
百分

比／％

分布

指数

５°～１５°
面积／

ｈｍ２
百分

比／％

分布

指数

１５°～２５°
面积／

ｈｍ２
百分

比／％

分布

指数

＞２５°
面积／

ｈｍ２
百分

比／％

分布

指数

耕 地 １９５．６５　 ２０．３６　 ０．６７　 ４１５．２１　 ４３．２１　 １．７５　 ３３０．８５　 ３４．４３　 １．１９　 １９．２１　 １．９０　 ０．１２
园 地 ４６８．７２　 ６９．８０　 ２．２８　 １８３．６５　 ２７．３４　 １．１１　 １９．４８　 ２．８８　 ０．１０　 ０　 ０　 ０
林 地 ０　 ０　 ０　 ４５．６３　 ７．３５　 ０．３０　 ３６５．５６　 ５８．８９　 ２．０４　 ２０９．５７　 ３３．７６　 １．９５
草 地 ０　 ０　 ０　 ５３．７１　 １０．１２　 １．７６　 ９７．０４　 ７８．６３　 ２．７２　 １３．８９　 １１．２５　 ０．６５
裸 地 　０．８８　 ０．２　 ０．０１　 ５７．７１　 １２．１６　 ０．５３　 ８９．３５　 ２０．２３　 ０．７０　 ２９７．４７　 ６７．３５　 ３．９０
水 域 １８．３６　 １００　 ３．２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居民点用地 ２５８．４５　 ９４．５１　 ３．０９　 １５．０１　 ５．４９　 ０．２２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其 它 １３．４１　 ９７．７３　 ３．２０ 　０．３１　 ２．２７　 ０．０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 计 ９５５．４７　 ３０．１５　 ７３０．２３　 ２３．３４　 ９０２．２８　 ２８．８５　 ５４０．１４　 １７．３

　　坡度小于５°的耕地面积 为１９５．６５ｈｍ２，仅 占 耕

地总面 积 的２０．３６％，在５°～２５°之 间，耕 地 面 积 为

７４６．０６ｈｍ２，占其总面积的７７．６３％。说明秦庄沟流

域平坦的耕地面积很小，坡耕地面积很大。在坡度小

于５°的园地占其总面积的６９．８％。在１５°～２５°之间

园地占其总面积的２．８８％。随着坡度的增加，林地、

草地面积逐渐增加。
从分布指数可以看出，小于５°平 坦 黄 土 残 塬 上，

水域和居民点用地分布指数分别为３．２７和３．０９。因

为水域多 分 布 在 平 坦 黄 土 残 塬 上，受 坡 度 的 影 响 较

小；居民点用地的分布指数随 着 坡 度 的 增 加 而 减 小，

秦庄沟流域村民活动大都集中在相对 较 平 坦 黄 土 残

塬的地区。因此坡度相对较小 的 平 坦 黄 土 残 塬 区 域

是水域和居民点用地的优势分布区。园地在小于５°
平坦黄土残塬上的分布指数为２．２８，因为苹果种植是

当地农民主要 收 入 来 源。耕 地 分 布 指 数＞１主 要 位

于坡度为５°～２５°区域的坡耕地。由于坡耕地水土流

失很严重，水土流失会造成土 壤 耕 层 被 剥 蚀 减 薄，同

时也会带走土壤中的营养元素使土壤肥力下降，从而

降低耕地的生产能 力，农 作 物 产 量 低，收 益 少。在＞
２５°区域只有林 地、草 地、裸 地 和 极 少 的 耕 地 的 分 布，

分布指数＞１只 有 林 地 和 裸 地。说 明 在 坡 度 较 大 的

低山丘陵适合开发林地，有利于保护坡度较陡地区的

生态环境。

３．２．２　高程与土地利用现状　秦庄沟流域海拔高度

在８０１～１　２５０ｍ之间，自北向南降低。将其划分为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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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等级高程带：８００～９００ｍ，９００～１　０００ｍ，１　０００～
１　１００ｍ，１　１００～１　２００ｍ，１　２００～１　２５０ｍ。从 表３
可以看出，在海拔８００～９００ｍ的区域所有 土地利 用

面积为８７６．１２ｈｍ２，占秦庄沟流域土地利用总面积的

２８．０４％。海拔在９００～１　０００ｍ和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０ｍ的

区域所有土地利用面积共计１　４７５．４２ｈｍ２，占秦庄沟

流域土地利用总面积的４７．２３％。在 海 拔 小 于１　１００
ｍ的区域耕地、园地、草地和居民点用地，占各自总面

积的比重都很大，分别为８１．３２％，８１．１４％，７３．８７％
和８２．６％（表３）。从分布指数可以看出，耕地在９００

～１　０００ｍ，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０ｍ范 围 内 的 分 布 指 数＞１。
园地在８００～９００ｍ，９００～１　０００ｍ，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０ｍ，

１　１００～１　２００ｍ范 围 内 的 分 布 指 数＞１或≈１。在

１　２００～１　２５０ｍ范围内的分布指数＞１的只有林地、
草地和居民点用地。

随着海拔的增 高，草 地 和 林 地 的 分 布 比 例 变 大。
随着海拔的升高，各种类型的土地面积逐渐减少。在

海拔１　２００～１　２５０ｍ的区域除少量耕地、园地及居民

点用地外，基本全为林地和草地，裸地为０，说明植被

覆盖率较高。

表３　各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高程的分布特征

土地类型

８００～９００ｍ
面积

ｈｍ２
百分

比％
分布

指数

９００～１　０００ｍ
面积

ｈｍ２
百分

比％
分布

指数

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０ｍ
面积

ｈｍ２
百分

比％
分布

指数

１　１００～１　２００ｍ
面积

ｈｍ２
百分

比％
分布

指数

１　２００～１　２５０ｍ
面积

ｈｍ２
百分

比％
分布

指数

耕 地 ２３０．３３　 ２３．９７　 ０．８５　 ２６６．６６　 ２７．７５　 １．１　 ２８４．３４　 ２９．５９　 １．３５　 １０４．８４　 １０．９１　 ０．７２　 ７４．７６　 ７．７８　 ０．８１
园 地 ２３１．９１　 ３４．３２　 １．２２　 １６８．７３　 ２４．９７　 ０．９９　 １４７．６５　 ２１．８５　 １　 １２６．９７　 １８．７９　 １．２４　 ０．４７　 ０．０７　 ０．０１
林 地 １１９．４９　 １９．２５　 ０．６９　 １３５．５１　 ２１．８３　 ０．８６　 ７７．４７　 １２．４８　 ０．５７　 １０６．２７　 １７．１２　 １．１３　 １８２．００　 ２９．３２　 ３．０５
草 地 １９．４３　 １５．７４　 ０．５６　 ２９．２９　 ２３．７３　 ０．９４　 ４２．４２　 ３４．３７　 １．５７　 １６．１０５　 １３．０５　 ０．８６　 １６．１８　 １３．１１　 １．３６
裸 地 １４０．４１　 ３１．７９　 １．１３　 １２０．６２　 ２７．３１　 １．０８　 ８６．１７　 １９．５１　 ０．８９　 ９４．４８　 ２１．３９　 １．４２　 ０　 ０ ０
水 域 １８．３６　 １００　 ３．５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居民点用地 １１３．７３　 ４１．５９　 ０．２４　 ６９．０５　 ２５．２５　 １　４３．１０　 １５．７６　 ０．７２　 ２０．５４　 ７．５１　 ０．５　 ２７．０５　 ９．８９　 １．０３
其 它 ３．８３　 ２７．９３　 １　 ２．５７　 １８．７６　 ０．７４　 ３．７３　 ２７．１８　 １．２４　 ３．５９　 ２６．１３　 １．７３　 ０　 ０ ０
合 计 ８７６．１２　 ２８．０５　 ７９１．４２　 ２５．３３　 ６８３．９９　 ２１．８９　 ４７２．０３　 １５．１１　 ３００．５０　 ９．６２

３．２．３　沟壑密度与土地利用现状　沟壑密度是指每

平方公里内侵蚀沟的总长度，或称切割裂度，是衡量地

表破碎度的一个指标。根据秦庄沟流域的地形特征，将

该区的沟壑密度 划 分 为４个 等 级：０～２ｋｍ／ｋｍ２，２～
４ｋｍ／ｋｍ２，４～６ｋｍ／ｋｍ２，６～８ｋｍ／ｋｍ２。各土地利用

类型在不同沟壑密度区的分布特征见表４。

表４　各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沟壑密度区的分布特征

土地类型

０～２ｋｍ／ｋｍ２

面积／

ｈｍ２
百分

比／％

分布

指数

２～４ｋｍ／ｋｍ２

面积／

ｈｍ２
百分

比／％

分布

指数

４～６ｋｍ／ｋｍ２

面积／

ｈｍ２
百分

比／％

分布

指数

６～８ｋｍ／ｋｍ２

面积／

ｈｍ２
百分

比／％

分布

指数

耕 地 ３９６．２７　 ４１．２４　 １．４３　 ４９０．４４　 ５１．０４　 １．２８　 ６６．０１５　 ６．８７　 ０．２４　 ８．１７　 ０．８５　 ０．２７
园 地 ２６４．９６　 ３９．２１　 １．３６　 １４７．９２　 ２１．８９　 ０．５５　 ２２７．９９　 ３３．７４　 １．１９　 ３４．６９　 ５．１６　 １．６２
林 地 ２４．３９５　 ３．９３　 ０．１４　 ３４２．４７　 ５５．１７　 １．３９　 ２４０．６　 ３８．７６　 １．３７　 １３．２８　 ２．１４　 ０．６７
草 地 ２．８９　 ２．３４　 ０．０８　 ４３．３９　 ３５．１６　 ０．８８　 ７２．７３８　 ５８．９４　 ２．０８　 ４．３９　 ３．５６　 １．１２

裸 地 ８．４４　 １．９１　 ０．０７　 １６２．４９　 ３６．７９　 ０．９３　 ２３４．８４　 ５３．１７　 １．８８　 ３５．９１　 ８．１３　 ２．５５
水 域 １８．３６　 １００　 ３．４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居民点用地 １７８．８７　 ６５．４１　 ２．２６　 ５４．１７　 １９．８１　 ０．５０　 ３７．６２８　 １３．７６　 ０．４９　 ２．７９　 １．０２　 ０．３２
其 它 １０．２８　 ７４．９５　 ２．５９　 １．８４　 １３．４１　 ０．３４　 １．２２７９　 ８．９５　 ０．３２　 ０．３７　 ２．６９　 ０．８４
合 计 ９０３　 ２８．８６　 １　２４２　 ３９．７　 ８８３．８　 ２８．２５　 ９９．６　 ３．１８

　　在沟壑密度小于２ｋｍ／ｋｍ２ 的所 有 土 地 利 用 面

积为９０２．８８ｈｍ２，占土地利用总面积的２８．８６％。沟

壑密度２～４ｋｍ／ｋｍ２ 的所有土地利用面积为１　２４１．８４
ｈｍ２，占土地利用总面积的３９．７１％，其所占秦庄沟流

域总面积比重位居第一。沟壑密度４～６ｋｍ／ｋｍ２ 的

所有土地利 用 面 积 为８８３．８１ｈｍ２，占 土 地 利 用 总 面

积的２８．２５％。从分布指数可以看出，裸地面积随着

沟壑密度的增大而增加，在沟壑密度为６～８ｋｍ／ｋｍ２

时，分 布 指 数 达 到２．５５。而 居 民 点 用 地 在 沟 壑 密 度

为０～２ｋｍ／ｋｍ２时，分布 指 数 最 大，达 到 了２．２６，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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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沟壑密度的增大而居民 点 用 地 面 积 减 少。在 沟

壑密度为２～４ｋｍ／ｋｍ２ 和４～６ｋｍ／ｋｍ２ 时，所有土

地利用面积占土地利用总面积的６７．９６％，其中林地的

分布指数均大于１。草地在沟壑密度为４～６ｋｍ／ｋｍ２

和６～８ｋｍ／ｋｍ２ 时，分布指数均大于１。
秦庄沟流域土地利 用 主 要 位 于 沟 间 地 和 沟 谷 区

域。裸地主要分布在黄土切沟、冲沟和河沟以及较大

沟谷内的河漫滩。地形破碎、沟壑密度大。

３．３　土地利用特点

秦庄沟流域 土 地 利 用 区 域 差 异 明 显。低 山 丘 陵

丘陵为水土保持林用地，一些沟头部位由于人为改变

地形打坝淤地，形成淤地坝或修筑梯田。倾斜黄土残

塬、平坦黄土残塬为耕地和园地交错区。居民点用地

多位于平坦黄土残塬。距离水 库 较 近 的 平 坦 黄 土 残

塬农用地尚未发展灌溉农业，水资源利用率低。秦庄

沟流域地 貌 以 倾 斜 黄 土 残 塬 沟 壑 为 主，所 占 面 积 较

大，也是该区主要的 农 耕 区 域。坡 耕 地 面 积 大，坡 耕

地共计７６５．２７ｈｍ２，沟头区的坡耕地超过４００ｈｍ２，
占整个 流 域 坡 耕 地 面 积５２％以 上。由 于 沟 壑 密 度

大，地块破碎，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现代化和规

模化经营。农村居民点用地分散，人均面积大。农村

居民点用地２７３．４６ｈｍ２，人均用地３６５．４９ｍ２，超过了

国家村镇规划的１５０ｍ２ 用地标准。农村居民点用地

零散、集约利用程度较低。秦庄沟流域裸地面积大，在
各土地利用方式中位居第４，水土流失严重，致使抵御

自然灾害能力差，经常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４　结 论

（１）秦庄沟 流 域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以 耕 地、园 地、林

地和 裸 地 为 主，分 别 占 研 究 区 面 积 的 ３０．７２％，

２１．６０％，１９．８４％和１４．１２％，其 它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占

的比例较小。坡度、高程及沟壑密度３种地形因子不

同级别下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差异明显。
（２）地形 因 子 是 影 响 秦 庄 沟 流 域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的一个重要因素。
（３）根据秦庄沟流域的地形特征，合理利用土地

资源，调整农业结构。秦庄沟流域还处于以传统农业

为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主要应在其内部进行结构

调整，利用流域有小（一）型水库，发展灌溉农业；进行

坡改梯的水土保持措施，提高 土 地 的 生 产 能 力；发 展

无公害的绿色有机果品、蔬菜、粮食、小杂粮等特色生

态农业，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 产 量 和 质 量，增 加 经 济

收益。
（４）秦庄 沟 农 村 居 民 点 人 均 用 地 面 积 是 国 家 标

准的２．４４倍，用地零散、结构不合理、建筑容积率低，
基础设施不配套。应通过新农村建设，实施农村居民

点整理工程，完善基础配套措施，改善人居环境，提高

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度，提高 土 地 利 用 率，增 加 基 本

面农田面积。
（５）对于坡度较大的裸地，主要指坡度为＞２５°的

区域，应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强化生态建设，增加林地

面积，提高研究区植被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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