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４卷第５期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水土保持通报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４，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１６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１８
　　资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村民关联度与农地利用的关系研究”（７１２６３００３）
　　作者简介：程文仕（１９７６—），男（汉族），陕西省南郑县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土地资源管理研究。Ｅ－ｍａｉｌ：ｔｇｃｈｗｓｈ＠１６３．ｃｏｍ。

西南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与分区优化

程文仕，乔蕻强，陈 英
（甘肃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甘肃 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农村居民点是中国农村人口的主要聚居形式。以西南山区丘陵区的重庆市丰都县兴义镇为例，运
用ＡｒｃＧＩＳ空间分析、数理统计、ＳＰＳＳ聚类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构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影响评价体系。
在评价结果基础上对兴义镇农村居民点用地进行分区优化。（１）通过单因素量化分析和综合评价法分析可

知，兴义镇农村居民点用 地 布 局 综 合 适 宜 度０～４５．５２，其 中 高 度 适 宜 性 区 域 面 积 占 兴 义 镇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２５．１６％，中度适宜区面积占２９．４９％，低度适宜区面积占２９．０９％，不适宜区面积占１６．２６％。（２）利用聚类分

析法划分出了４个类型区域：即适度挖潜区、重点发展区、限 制 扩 建 区 和 优 先 整 治 区，各 区 农 村 居 民 点 面 积

分别为：１１３．３０，１８８．５９，１０４．０１和４１．７２ｈｍ２。（３）针对各类型区的具体特征，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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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居民点是农业劳动者的居住场所。长期以

来，由于缺乏科学系统的村镇规划，出现了城乡二元

经济体制下的独特群体聚落结构“空心村”，造成土地

资源利用效率低下［１－２］等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就

是对农村居民点的复垦和新建选址缺乏因地制宜的

规划，因此农村居民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目前土地管理行业对农地的适宜性评价体系较多，评
价方法也比较成熟和稳定，然而在农村居民点用地适

宜性评价方面，成功的案例相对较少，选取指标和体

系还很不成熟。如高燕等［３］从机制系统论出发评价

了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多因素适宜性；郭斌［４］则对农村

居民点整理适宜性评价的原则、指标的选取以及方法

来进行了阐述；黄艳平等［５］选取１２个指标，采用多因

素综合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居民点整理的适宜性

进行评价；曲衍波等［２］利用生态位适宜度模型，对平

谷区进行农村居民点用地评价；朱雪欣等［６－７］利 用 最

小限制因子法，根据影响因素的适宜分值，将研究区

域农村居民点划分为５种整理类型，并进行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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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虽然不少学者都对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或对

布局与整理的适宜性等方面进行过研究，但很少有人

利用ＧＩＳ将适 宜 性 分 等 与 区 域 优 化 结 合 起 来 研 究。
尤其是受水土流失而生态脆弱的长江沿岸和南方低

山多水的三峡库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规律和人居

区位的适宜性评价研究较少。
本文以第二次土地利用类型调查数据为基础，利

用ＧＩＳ空间分 析 功 能、层 次 分 析 法 等 数 学 理 论 和 信

息技术，构建西南山地丘陵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适宜

性评价体系，并以ＳＰＳＳ　１６．０为分析工具对农村居民

点评价结果进行分区，提出丘陵山区农村居民点用地

科学合理的优化方式，以期为实现整镇推进、复垦和

新增居民点合理的选址，以及移民安置和三峡库区的

水土保持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处理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丰都县兴义镇是三峡库区移民安置点，地
理位置处于东经１０８°５０′—１０９°０３′和北纬２８°３６′４６″—

２８°５１′０８″。该区地势西北低东南高，属丰都向斜丘陵

和方斗山背斜低山地区。研究区域地表水系以长江

干流为主，有源于方斗山的文溪等支流。水利条件较

好。该区面积１１０．７４ｈｍ２，辖１６个行政村，１个居委

会、工业园区和兴义镇国有林场。２００９年总人口３．６３
万人，城镇化率４０．６５％，人口密度３２８人／ｈｍ２，人 均

土 地 面 积０．３１ｈｍ２；全 镇 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面 积

４３６．０９ｈｍ２，占建设用地总面积５０．１７％。兴 义 镇 属

于三峡库区丰都县沿江重点６乡镇之一，其地质灾害

易发，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域人口密集，城镇

建设、园区建设频繁，移民产业不断发展，三峡库区生

态屏障正在逐步建设。

１．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图件资料有：数字高程模型（ｄｉｇｉｔ－
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ＤＥＭ），兴义镇１∶１０　０００土地利

用现状图（２００９年），兴义镇１∶５０　０００地形图。社会

经济数据来 自《兴 义 镇 统 计 年 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９年兴义镇 土 地 利 用 变 更 数 据，丰 都 县 复 垦 规 划

图（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１∶１００　０００的 丰 都 县 地 质 灾 害

图整图变换图和调查问卷。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农村居民点用地的适宜性评价

兴义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的选取

是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山地丘陵区特有的地形坡

度、土壤质地、岩石风化程度、水土流失程度、交通方

便程度等特点，结合该区实际从自然、社会经济、区位

条件和主观因素的４大类因素选取９小项因子。利

用ＡｒｃＧＩＳ将各因 子 与 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进 行 叠 加 分

析，同时采用渐变尺度研究方法，对道路、河流、城镇

等做距离缓冲，研究道路和河流等对居民点分布的影

响。通过数据分析、资料整理、专家咨询和文献查阅，
对每个指标按照１００，７０，５０，３０，１０进行量化。

２．１．１　自然因素　本文选取高程、坡度和水土流失

为自然因素研究指标。以平原（２００ｍ）为界，将高程

分为：＜２００，２００～４００，４００～６００，６００～８００和８００～
１　４００ｍ这５个级别。通过ＡｒｃＧＩＳ软 件 把 居 民 点 用

地分布图层与海拔高度分级图层进行叠加分析，最后

对属性表按照海拔高度分级统计。在高程２００～６００

ｍ范围居民点 面 积 有３７２．４９ｈｍ２，占 居 民 点 总 面 积

的８３．２１％。４００～１　０００ｍ高 程 带 居 民 点 面 积

１４５．５９ｈｍ２，斑 块 数 ８３８ 个，分 别 占 总 面 积 的

３３．３９％，且平均斑块所占比例大于居民点平均斑块

面积所占比例。说明兴义镇以中低山丘陵为主，区域

斑块面积小，分布零散。

在坡 度 图５级 划 分 中 居 民 点 主 要 集 中 布 局 在

５°～２０°，面 积３４４．９ｈｍ２，占 镇 居 民 点 用 地 总 面 积

７９．０９％，且１０°～１５°，２０°～２５°和＞２５°坡度范围平均

斑块 面 积 都 小 于 镇 平 均 面 积（０．１９ｈｍ２），说 明 在 这

个坡度上斑块面积都很小，布局零散，且＞２５°的用地

比例太大，对农民生活和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水土流失主要沿长江高程＞６００ｍ且坡度＞１５°
的中高山丘陵区分布，其中有巨型滑坡６处，大型滑

坡４处和小型滑坡１９处。随着地质灾害的摧毁力度

变小和缓冲距（５００ｍ）的增大，居民点的分布逐渐增

加，呈阶梯状分布，对危险区域进行剔除，随着危害层

次减弱，量化值相应增大。

２．１．２　社会经济因素　影响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社会

经济因素有人口规模、交通发展水平等。本文根据兴

义镇实际情 况，对 人 口 密 度 按 密 集 程 度 进 行５级 划

分。丘陵区人口密度大于山地区，沿江地区大于偏远

山区，以丘陵区场镇最高，平原最小。出现这种不符

合规律 现 象 的 原 因 是 平 原 区 面 积 仅 占 土 地 总 面 积

８．２％，均沿江分布，受水流侵蚀严重，人口分布稀疏。
在科教中根据 农 村 科 教 辐 射 度 在８０％以 上 的 原 则，
在＜２　３００ｍ的居民点用地面积占到接近８０％，居民

点面积３４６．２８ｈｍ２，斑块个数１　７９７个；在＞３　２００ｍ
以上只有２．６９ｈｍ２，斑块个数１２个。

２．１．３　区位因素　区位因素有河流、距城镇距离、距
公路距离、耕作半径和道路通达度。本文根据兴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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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选取河流、距城镇距离、距公路距离为研究

对象。
（１）河流。研 究 区 的 河 流 基 本 上 都 是 长 江 及 其

小支流，随着距离河流越来越远，人们更多依靠水库

用水，农村居民点用地由沿江集聚分布逐渐转变为零

散分布，对水源的依赖性慢慢变为０。在每５００ｍ缓

冲中，距离河流小于１　０００ｍ的有１　４６４个农村居民

点用地斑块，占 总 斑 块 数 的６７．５６％，斑 块 平 均 面 积

大于０．１９ｈｍ２；＞１　０００ｍ的每５００ｍ缓冲带平均斑

块面积 ＜总体平均斑块面积（０．１９ｈｍ２）。
（２）距 城 镇 距 离。经 计 算 兴 义 镇 场 镇 缓 冲 的

影响距 离 为４．４ｋｍ。城 镇 影 响 距 离＞４　４００ｍ，区

域面积占了 土 地 总 面 积 的１／２，居 民 点 用 地 面 积 为

１１９．９３ｈｍ２，但是平均斑块面积小，说明边远地区居

民点分布分散，独家独户数量多；在２　２００～４　４００ｍ
居民点用地面积所占比例达到了居民点总面积的１／２，
基本上有集聚态势，越向城镇越集中；而＜１　１００ｍ居

民点用地面积 小 于１　１００～２　２００ｍ 居 民 点 用 地 面

积，原因是 场 镇＜１　１００ｍ沿 江 地 形 复 杂，地 质 灾 害

多，以致新村规划不足。
（３）道路通 达 度。经 过 计 算 兴 义 镇 道 路 通 达 度

影响半径为３．８２ｋｍ，研究区的沿江公路交通非常发

达，东南山区非常欠缺，绝大部分农村居民点距离公

路较近。距离公路９５５ｍ以内有１　１８６个农村居民

点斑块，面积 占 全 区 农 村 居 民 点 总 面 积 的５６．２７％；
而距离公路９５５ｍ以上的面积占全区农村居民点总

面积的４３．７３％，其中大部分是分布在东面和东南面

山区，对较为偏远的农村居民点，公路辐射不到，适宜

性很差，不利于出行和耕作等。

２．１．４　主观意愿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１年７月

在重庆市丰都县兴义镇开展的问卷调查。在不知居

住类型的情况下，在每个村随机抽取２个组，最后抽

得２８个社的农户随机进入样本调查。采取当天发放

问卷、当天回收的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３００份，回收

２９１ 份，得 到 有 效 问 卷 ２８３ 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

９７．２５％。
兴义镇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按聚集程度进行量化，

集中居住面积达到４１．７６ｈｍ２，斑块 数２３２个；少 数

集中居民点面积２６．７９ｈｍ２，斑块数１４１个；保 持 原

状的面积１５．８４ｈｍ２，斑块数８８个。经调查，集中趋

势明显，面积、斑块最多，平均斑块面积最小，希望集

中的迫切性最高。希望集中的农户多数想集聚在场

镇、县城和重庆市区。因为他们想彻底改变以前居住

不方便的状况。少数是想响应国家政策，方便孩子上

学和增加家庭收入。想保持原状的农户只有２０户，

因为房子是新建的，并且处在小集聚中，所以他们的

集聚需求最低［８］。

２．１．５　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选取农村居民点

斑块作为评价单元，在自然、社会经济、区位和人为条

件中选取９个评价因子，利用层次分析法来构建兴义

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表１）。

表１　兴义镇农村居民点区位适宜性评价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权重） 指标层（权重）

农
村
居
民
点
区
位
适
宜
性

自然条件（０．３５２）
高程（０．１１４）
坡度（０．１０７）

水土流失（０．１４１）

社会经济条件（０．２２０）
人口密度（０．０７３）

科教（０．１３７）

区位条件（０．２７８）
距水源距离（０．０８３）

距城镇距离（０．０７７）
道路通达度（０．１１８）

主观因素（０．１５０） 农民意愿（０．１５０）

２．１．６　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　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９．２空间分析模块下，在确定了各评价因子等级量化

分值及权重 的 基 础 上，利 用 ＡｒｃＧＩＳ中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
ｌｙｓｔ中的Ｒａｓｔ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工 具 对 高 程、坡 度、水 土

流失、人口密度、科教、距水源距离、距城镇距离、距主

干道路距离和人们选址意图９大因子栅格图进行叠

合，即得到研 究 区 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适 宜 性 综 合 指 数

图，再利用适宜性评价频率直方图，将兴义镇农村居

民点用地分为４个等级：不适宜、低度适宜、中度适宜

和高度适宜（图１）。兴 义 镇 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适 宜 性

评价单元的综合分值计算公式如下：

Ｓ＝∑
ｎ

ｉ＝１
ｗｉｃｉ

式中：Ｓ———农村居民点适宜性评价单元综合评价分

值；ｗ———第 个ｉ因 子 的 权 重；ｃ———评 价 单 元 对 应

的第ｉ个因子分值，ｎ＝９）。

图１　兴义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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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　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　首 先 在

Ｘｉ’ａｎ　８０影像图通过高斯投影将影像图的经纬度坐

标转成平面直 角 坐 标，将 投 影 后 的 影 像 图 通 过Ｓｐａ－

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ｔ进行重分类，利用像素个数×每 个 像 素

的面积＝影像图的面积，即可以得到面积和比例［９］，
统计数据见表２。

表２　兴义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评价综合结果

适宜等级 综合适宜度 适宜面积／ｈｍ２ 面积比例／％ 区域分布特征

不适宜　 ０　 １　７２６．１３　 １６．２６ 国有林保护区和东南部中高山区

低度适宜 ［８．２３，１９．０１） ３　０８８．０６　 ２９．０９ 中部和东北、东南部中高山丘陵区

中度适宜 ［１９．０２，３６．４５） ３　１３１．１３　 ２９．４９ 中部浅山区及低山丘陵区

高度适宜 ［３６，４５．５２］ ２　６７１．４９　 ２５．１６ 沿江平原和中部地势平坦区

　　表２表明，研究区镇域面积２５．１６％的农村居民

点处于高度适宜级，主要分布在沿江和中部低山丘陵

区，距县城和场镇近，自 然 条 件 好，交 通 方 便，经 济 发

展快。高度适宜级外缘的中部 浅 山 区 为 农 村 居 民 点

用地的 中 度 适 宜 级，占 全 区 面 积 的２９．４９％，雨 水 冲

刷严重，地基承载力下降，农村 居 民 点 内 部 整 治 潜 力

较大。低度适宜级占全区面积的２９．０９％，主要分布

在中部和东北、东南部中高山丘陵地带，地势较陡，交
通不便，不利于长期发展。农村居民点用地的不适宜

级分布面积最小，主要分布在国有林场和东南部高海

拔区，该区域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不适宜居民点

建设，应作为生态保护区。

２．２　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区优化

２．２．１　农村居民点分区结果　通过ＳＰＳＳ系统聚类

类平均法分析修正结果并与行政区图进行叠加，以兴

义镇土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图（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兴 义 镇

中心城镇规划图和丰都县新农村建设区划图为依据，
以兴义镇农村居民点用地适宜性综合 性 评 价 等 级 为

原则，对兴义镇２　２３４个居民点用地斑块在不打破村

域的前提下进行综合分区。兴 义 镇 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从宏观上分为４大综合区域 类 型：适 度 挖 潜 型、重 点

发展型、限制扩建型和优先整治型（图２）。
通过表３可 知，４个 区 的 斑 块 比 例 是２１．３６％，

４４．５９％，２３．６８％，１０．３７％，其中重点发展区居民点

斑块最多，面积最大，而优先整治区斑块最少，面积也

最小。适度挖潜区斑块面积最大值是４个区中最大，
优先整治区的最小；平均值呈 现 集 中 趋 势，斑 块 均 值

０．１９ｈｍ２ 是衡 量 斑 块 面 积 大 小 的 分 界 线，重 点 发 展

区（０．１９ｈｍ２）和优先整治区（０．１８ｈｍ２）都小于等于

０．１９ｈｍ２。应以保护耕地为原则，加 大 整 治 规 划，对

集约度比较高的居民点进行适度布局；研究区居民点

用地统计标准差呈现离散趋势，标准差越小越呈正态

分布，即越小越合理。综 合 上 述６个 方 面 的 分 析，加

上该区地形复杂，区域条件不 一，兴 义 镇 农 村 居 民 点

用地４大分区划分合理，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综合整治

和新农村居民点选址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１０］。

图２　兴义镇农村居民点用地综合分区

表３　兴义镇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区统计

分区名称 居民点个数 总面积／ｈｍ２ 最大值／ｈｍ２ 最小值／ｈｍ２ 均值／ｈｍ２ 标准差

适度挖潜区 ４８０　 １１３．３０　 １．８２　 ０．１６　 ０．２４　 ０．３６４　２
重点发展区 １　００２　 １８８．５９　 １．５７　 ０．０２　 ０．１９　 ０．２４９　４
限制扩建区 ５３２　 １０４．０１　 １．０４　 ０．０２　 ０．２０　 ２．４４３　０
优先整治区 ２３３　 ４１．７２　 ０．４８　 ０．０３　 ０．１８　 １．１４２　６

２．２．２　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区特征与优化方向
（１）适度 挖 潜 区。兴 义 镇 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的 适

度挖潜区 面 积１１３．３０ｈｍ２，占 总 面 积 的２５．９８％，农

村居民点斑块个数４８０个，占总斑块数的２１．３６％；该

类型农村居民 点 平 均 斑 块 大 小 为０．２４ｈｍ２，斑 块 均

较大。由于自然区域因素的局限性，居民点开发的潜

力有限，主要分布在 长 沙 村、保 家 寺 村、坦 铺 村、双 桂

场村、白家沟 村、茶 场、谭 洵 沟 村、石 佛 场 村、杨 柳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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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该区域大部分属于农村居 民 点 用 地 的 高 度 适 宜

区。区内自然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土壤养分含量高，
有一定的工商业基础，建立了 以 二、三 产 业 为 主 导 的

产业结构，具备产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条件，外延

扩展的趋势较强烈，该区有选 择 性 地 发 展 乡 村 集 聚，
重点安置 移 民 人 口；但 该 区 域 村 庄 建 设 已 经 相 当 成

熟，村庄内空置闲散地较少，人均面积小，利用效率和

集约化都很高，应进行小规模的集中挖潜。同时由于

该区分布在库区沿岸，江水侵 蚀 加 上 雨 水 冲 刷，应 坚

持适度建设与沿江沿岸水土保持两者相协调。
（２）重 点 发 展 区。研 究 区 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的

重点发展区面积１８８．５９ｈｍ２，占兴义镇居民点面积总

规模的４３．２５％。农 村 居 民 点 斑 块 个 数１　００２个，占

斑块总 数 的４４．５９％；农 村 居 民 点 平 均 斑 块 面 积 为

０．１９ｈｍ２。斑块面积小且分布零散，主要分布在悟惑

寺、泥巴溪村、胜利居委、保家寺村北部、坦铺村中部、

谭洵沟村和石佛场村部分，处于中部发展带上。该区

域大体属于居民点用地中度 适 宜 级，位 于 城 镇 中 部，

交通便利，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密集度大，基

础设施与沿江差距大，但是最近几年新农村建设成果

显著，是未来农村建设用地集 聚 的 重 点，宜 推 行 城 镇

化引领的空心村整治模式。通 常 选 择 农 村 居 民 自 然

大斑块集中区，和相对较小的碎片的驻地斑块逐渐集

中在以该地区为核心的耕作 半 径。对 复 垦 的 居 民 斑

块，按就近原则。对于 集 中 聚 落 斑 块，根 据 资 源 的 优

化原则进 行 优 化：闭 塞 的 区 域 是 重 点 促 进 地 区 的 区

域，规模较小的居民点向规模 较 大 的 居 民 点 集 中，人

口稀少的地区向人口稠密的中心迁移［１１］。

（３）限制 扩 建 区。农 村 居 民 点 用 地 的 限 制 建 设

区面积１０４．０１ｈｍ２，占 总 规 模 面 积 的２３．８５％，涉 及

农村居民点斑块个数５３２个，占总斑块数的２３．６８％；

该类型农村居 民 点 平 均 大 小 为０．２０ｈｍ２，主 要 分 布

在镇域的东南部和东部，如大池坝村、长江村、保家炉

村、水天坪村、坦铺村 南 部、天 水 村 中 部 等，属 居 民 点

用地的低度适宜区，即生态保护区。高程大多集中在

８００～１　２００ｍ，坡度大，泥石流多，生态环境脆弱，农

民生活极为不方便。同时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规模

小，经济发展十分滞后。这一类区域集中了西南地区

所有的环境问题，不适宜规划居民点。一是该区域居

民点应逐 渐 实 行 户 籍 改 革 制 度，采 用 多 次 搬 迁 的 策

略，将村庄整体迁并至镇区适宜的地区或就近的中心

村或就近耕作的适宜区域。由 于 茶 场 和 悟 惑 寺 等 都

是林区，其他３个村域的林地都占到５０％，对闲置居

民点进行退宅还林，逐渐建成 生 态 防 护 林；二 是 防 止

自然灾害频发和水土流失加剧，对易滑坡的地方进行

加固和建立预警机制。
（４）优先 整 治 区。兴 义 镇 优 先 整 治 区 即 不 适 宜

区，对不适宜的地方应首先进行整治。农村居民点用

地 的 优 先 整 治 区 面 积 ４１．７２０ｈｍ２，占 总 规 模 的

９．５７％，涉及兴义镇农村居民点斑块数２３３个，占 土

地利用总面积的１０．３７％；该类型农村居民点平均大

小为０．１８ｈｍ２，分 布 零 散，且 都 在 山 上，主 要 分 布 在

边缘的国有林保护区和东南部中高山 区（如 天 水 村、
白家沟北部和保家寺村北部 等）。该 区 域 海 拔 高，坡

度大，农业条件差，土壤侵蚀剧烈，水土流失强度大，
覆盖面广，区域经济发展缓慢，外迁人口逐年增加；同
时村民思想落后封闭，发展潜力很小。该地区可以维

持现状，政府可采取宽松的政 策 和 限 制 发 展 的 措 施，
鼓励搬迁，大力推进农村住宅 用 地 流 通 和 更 换，逐 步

增强居民区与全县建设用地的互动，实 现“城 乡 建 设

用地挂钩”的目标。

３　结 论

（１）从自然 条 件、社 会 经 济 条 件、区 位 条 件 和 农

民意愿４个方面共选取９大 指 标 高 程、坡 度、水 土 流

失、人口密度、科教、距城镇距离、距水源距离、道路通

达度和农民意愿做量化栅格图，通过农村居民点用地

单因素量化分析和多因素综合适宜性评价，可以将兴

义镇居民点用地划分为高度 适 宜、中 度 适 宜、低 度 适

宜和不适宜４类。中度适宜和低度适宜面积占６０％，
不适 宜 面 积 仅 占１６％，说 明 兴 义 镇 在 居 民 点 建 设 方

面有很大的潜力空间；然后采 用 系 统 聚 类 方 法，实 现

了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的划分，将研究区划分为重

点发展型、适度挖潜型、限制扩建型和优先整治型，其
中重点发展类型区居民点个数＞适度 发 展 区＋限 制

扩建区居民点个数，说明重点 发 展 区 居 民 点 多，规 模

小，可整理前景大，优先整治区居民点数２３３个，面积

４１．７２ｈｍ２，证明了本文对农村居民点土地 利 用 的 现

状及其适宜性评价结果符合当地实际，对农村居民点

整治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２）根据三峡库区兴义镇农村住宅类型的特点，

提出各类农村住宅优化措施。本 研 究 结 果 对 农 村 居

民点土地综合整治和新农村 住 宅 的 位 置 的 选 择。具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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