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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逐步判别分析
/

妙
东基本农田建设类型分区的探讨

蒋定生 黄国俊 范兴科

(中国科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提 要

采用逐步判别分析
,

探讨了基本农田建设类型分区的方法
,

其中包括基本原理和模

型结构
。

判别函数的模型是

y
:

( x ) = I n q
: + C

。 : + C
一:

X ; + C
: :

X
: + … + C rn :

X
m

根据由入选变量 组 成 的 判别函数
,

将甘肃省河东黄土高原分成三个基本农田建

设类型区
,

亦即 I— 陇东黄土高原沟壑捻地
、

梯田建设区 , I— 陇中南部黄土丘陵沟

壑水平梯田建设区 ,
I — 陇中北部低山宽谷和 丘陵沟壑砂田

、

水地和 隔坡梯田建设

区
。

一
、

导
. J` .

舌

陇东即甘肃省黄河 以东的黄土高原区
,

习指乌鞘岭以东
,

子午岭 以西
,

秦岭
、

太子山以北
,

西界

青海
,

北邻宁夏的广大地区
,

土地面积 1 1 1 ,

24 9平方公里
,

占全省土地面积 2 4
.

5 %
。

区内现有耕 地
3 08

.

32 万公顷
,

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71 %
,

产粮约 3 0 7
.

4万 吨
,

仅为全省粮食总产量的 58 %左右
。

影响本区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主要原 因有二
:

水土流失和干早
。

本区每年平均注入黄河的泥沙约 5
.

12 亿吨
,

占全省年平均土壤水蚀总量 5
.

79 亿吨的8 8
.

4 %
。

根

据天水
、

西峰两个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测定
,

坡耕地多年平均每公顷年流失水量 10 一 1 3
.

5毫米
,

年流失土壤 1 6
.

5一 18 吨
,

致使土壤越种越瘦
,

产量越来越低
,

坡耕地粮食每公顷产量 只 有 75 0公

斤左右
。

本区年平均降水量介于 6 00 一 1 80 毫米之间
,

在保证率为 50 %的情况下
,

每公顷耕地占有地面

水资源仅 1 , 3 40 一 1 , 4 85 立方米
。

干早是区内农业生产的重要障碍因素
。

据 统 计
,

自1 9 5 0一 1 9 7 4年

的 2 5年中
,

共发生旱灾 17 次
,

每年因干早少产粮食 35 一60 万吨
。

生产实践证明
,

水地
、

条田
、

水平梯田
、

隔坡梯田
、

砂田等基本农田
,

不仅蓄水拦泥效 益 显

著
,

而且可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表 1 )
。

本区现有基本农 田 96
.

24 万公顷
,

占耕地面 积 的

31
.

2 %
,

每人平均 0
.

0 77 公顷 (合 1
.

16 亩 )
。

因此
,

不懈地进行基本农田建设
,

是保持水土
,

充分

发挥降水资源潜力
,

缓解本省粮食调入压力的战略措施之一
。

为便于分类指导
,

本文尝试用逐步判别分析方法
,

并采用 电子计算机计算
,

对本区基本农田

建设的类型进行分区
。

该法与传统的分区方法相比
,

能定量地同时考虑多个
、

甚至几十个因子的



综合作用
,

具有简便
、

快速和错分率小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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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基本的数学原理与数学模型

设研究地域为一个系统
,

它包括 G个基本农田建设类型区
,

每个类型区内包括若干个建设基
一

本农田的地域单元 X (称为个体 )
,

每个个体受 m 个因子 (变量 ) 的制约
。

这样可把每一个建设

基本农田的地域单元看作是 m 维欧 氏空间 R 中的一个点
,

于是
,

每个基本农田建设类型区 A
:

( g

二 1 , 2 ,

…
,

G )
,

都可 以看作是 R 中的一个 子 空 间 R
: ( g “ 1 , 2 ,

…
,

G )
,

并 假 定
,

这些子空间是相互排斥的
,

且整个地域系统组成了R
。

若能把空间 R划分成 G个子空间
,

则 对于

空 间 R 中的任一点X 都可找到它所属的子空间
。

这样
,

划分基本农田建设类型区的 目 的 就 可 实

现
。

假设各基本农田建设类型区 (母体 ) 的概率密度 f
g

( X ) 和先验概 率 q g
( g 二 1 , 2 ,

…
,

G ) 为 已知
,

则空间 R 的任一种划分都可能造成错分现象
。

令 L ( h }g ) 表示个体X 实 属 A
` ,

今

错分到 A 、
所造成的损失

,

并约定

L ( h }g ) “ 0 ,

当 h = g

L ( h 19 ) > 0 ,

当 h 斗 g

相应的错分概率记为
p ( h ,g ) ·

{
: 。 f· ( X ) d x

( 1 )

我们希望每次错分的可能性最小
,

即对于给定的那一个建设基本农 田的地域单元 X
,

它来 自

洛基本农田建设类型区 A g的条件概率 (后验概率 ) 为

P ( g ! x ) =
q : f

g
( x )

( 2 )
G

习 q , f : ( x )
1 . 1

令错分率

O

E , : (X ) 二 艺
` 一 1

卜 含 g

q h f h ( x )

O

艺 q ; f : ( x )

( 3 )

叹吐条件概率

P ( 9 I X ) , 1 一 E二( X ) ( 4 )

由式 ( 4 ) 可知
,

要使 E二( X )达最小的 g
,

只要使 P ( g }x )达最大的 g
。

因此只要对每一个

8



建设基本农 田的地域单元 X 计算判 别函数
y g

( X ) = q
:
f g

( X ) ( g = l , 2 ,
,

二 ,

G ) ( 5 )

找出判别函数达最大的那个 g 气 若

y
` 带

( X ) = m a x { y `
(X ) }

则把该地域单元划归第 g 带个基本农 田建设类型区
。

由上可知
,

要进行一个地域系统的基本农田建设类型分区
,

就需要逐个计算判别函 数式 ( 5)

的值
。

各母体的先验概率 q `
( g 二 1 ,

.2
二 ,

G ) 一般不易求得
,

可假定相等
,

或用样本 的频 率

来代替
。

其分布密度函数 f
g

( X ) 是任意的
,

这里假设是正态母体 N (件
` ,

名 )
,

则可写为

l ?
一 : 、十

f
g

( X ) =

一
1

_
, , 、 ,

一
_

. ,

~
、 、

e X p 卜 丁 (入 一 协g )
`

山
`

戈人 一 件 g 少 J ( 6 )

( 2兀)
么

中X = ( X
: ,

X
Z , … ,

X m) 是一个 m 维向量
;
参数协 g

与习分别是母体的期望向量与协方差矩

阵
:

= ( 卜
, g ,

一

…
口 1 1

a 2 2

U 5 1

林 2 , ,

…
, 协g m

)

a 1 2 “ ,

a l m

口 2 2

… 口 Z m

G 3 2

一 口 3 m

( 7 )

汀爪 1 叮 m Z … 仃讯m

并假定 各母体的协方差矩阵相同
。

艺是对称的
,

并假设与 g 无关
。

名
一 ’

是习的逆矩阵
。

在实际问题中
,

母体正态性往色只 是一
种假设

,

参数卜
g

与习未知
。

但是
,

只要有足够大的样本
,

就可 以分别给出它们的估计值X
: 和样本

协方差矩阵 S
。

设有观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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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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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1 , 2 ( 8 )

样本协方差矩阵

介
! ` s ’ “

S 二 (

一 {飞
`

!几
“

、 吕m 2 8 m 2

5 l m

5 Z m

( 9 )

\ |

|
.

|/

S m m

S 。

饭吕百』全( X i g k 一 X i g ) ( X j : k 一 X j :
)

1 ,

j “ 1 , 2 …
,

m

这时正态母体的密度函数可近似表示为

( 1 0 )

l 二一 , !十
1

一 一
f `

(X )
=

一
e x P 〔 一 令 ( X 一 X ` )

/
S
一 互

( X 一 X
。

) 二〕
m 白

( 2井 )
“

( 11 )

式中 S
一 ’ 为 S的逆矩阵

。

进行判别时
,

我们所关心的是寻求使判别函数 q 。
f g ( X ) 最大 的 g ,

( 5 )
,

并取对数
,

去掉与 g 无关的项
,

即可得到如下判别函数
:

Y
: ( X ) = ] n q g + C

。 , + C
: g

X
; + C

: : X : + … + C
二 , X m

其 中
:

C
。

一专是
;

C
! ·

及
1一 C

l

一 ( N 一 G

)易W
l

“” 又
1一

i 任 z ,

g = 1
, 2 ,

…
,

G

L为入选变量
,

W
: :为入选变量组内离差矩阵

,

C
,:
称为判别系数

。

依下式计算后验概率
:

Y
g

( X )

因此将 式 ( 1 1 ) 代入式

( 1 2 )

P ( g }X ) 二
e

Y
h ( X )

6

O,J叨

其中
:

Y
g

(X ) 二 y g
( X ) 一 y g

抓X )

三 、 划分基本农田建设类型区的方法

为 了划出甘肃省河东黄土 高原 各基本农田建设类型区
,

可以全地区为一地域系统
,

根据区内

各地的水文
、

气象
、

地貌
、

社会经济状况
、

基本农田建设投资情况
,

选取统一因子建立判别函数
,

划出基本农 田建设类型区
。

在使用多变量建立判别函数时
,

必须要解决好因子和样本的选择间题
,

这是区划 合理与否的

关键所在
。

(一 ) 选择因子
。

基本农田建设的类型地域分异与 自然环境
、

社会经济条件
、

历史习俗 以及人

们同 自然作斗争所积累的经验很有关系
。

为使划出的基本农田建设类型区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
,

选

出的因子既要有一定的物理意义
,

又要从数学角度考虑因子判别能力的显著性
,

使各因子区内约

差异性小
,

而区间的差异性大
。



甘肃省河东黄土高原 包括庆阳
、

平凉
、

定西
、

天水
、

临夏
、

白银
、

兰州等4 7县市
,

自然条件
二

复杂多样
。

本区东部 (陇山以东 )
,

属黄土高原沟壑区
,

源面广阔
,

地势平坦
,

源中心地 面 坡度
1

。

一 3
“

左右
,

土层深厚
,

蓄水保肥性能良好
,

年平均降水量 50 0一 64 0毫米
,

干燥度 1
.

42 一 2
.

5D
,

侵蚀模数 2
,

00 0一 8
,

1 50 吨 /平方 公 里
,

人 口密度较小
,

每平方公里分布 25 一 19 0人
,

每个劳动 办

负担耕地 0
.

74 一 2
.

85 公顷
,

每人平均 基本农 田 0
.

07 一 0
.

17 公顷
,

占有粮食 1 85 一 4 05 公 斤
,

是 甘
-

肃省主要粮食产地之一
。

境内的董志源素有甘肃省粮仓之称
,

人们在糠面治理过程中
,

积累有兴

修条田 (亦称捻地 ) 的丰富经验
。

本区南部
,

属黄土丘陵沟壑区
,

境内沟壑纵横
,

地面 陡峭
,

除西南部临夏地区土壤侵蚀较轻

而外
,

其余地区水蚀模数高达 3 ,

50 。一 9 ,
5 00 吨 /平方公里

,

年降水量 45 0一 6 60 毫米
,

干 燥 度 1
.

2 5

一 2
.

6 ,

系温带半湿润区
。

人 口密度较大
,

达 72 一27 0人 /平方公里
,

每劳负担 耕 地 。
.

29 一 1
.

27 公

顷
,

每人平均基本农田 0
.

03 一 0
.

15 公顷
,

占有粮食 2 10 一 3 05 公斤
,

是甘肃省主要缺粮地区
。

境内

基本农 田常见有川地条 田
,

山地梯田和少量砂 田
。

本区北部
,

河谷开阔
,

黄河 自南向北流去
,

过境水资源非常丰富
,

加之本省电力资源充裕
,

为发展抽黄灌溉事业创造了条件
。

境内气候干燥
,

降水稀少
,

年平均降水量仅 1 80 一 4 10 毫米
,

干

燥度高达 2
.

2一 10
.

7
。

水蚀模数 50 0一 5
,

80 0吨 /平方公里
。

人 口密度较小
,

每平方公里分布 29 一 1 30

人
。

每人平均基本农田 0
.

04 一 0
.

10 公顷
,

占有粮食 1 55 一 36 0公斤
。

境内主要基本农田是砂田 和水

浇地
,

近年正在山地推广隔坡梯田
,

发展径流农业
,

充分利用降水资源潜力
。

根据上述情况
,

从物理意义方面考虑
,

选取 以下因子
:

X :
一年平均降水量 ; X :

一年径流深度 ,

X
。
一可利用水资源数 (立方米 /公顷 ) , X

`

一年平均沙尘暴日数
,

X
。

一干燥度 ; X
。

一水蚀模数
,

X
,

一> 10
。

坡耕地与总耕地面积之比
, X

。

一山坡地面积与川
、

掌
、

源地面积之比 ,

X
。

一人口密度
,

人 /平方公里
; X : 。

一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数 ,

X
: ,

一现有基本农田面积多 X , :
一现有水浇地面积 ,

X
, :

一现有沙田面积 , X
: `

一基本农田与总耕地面积之比 ,

X
; 。

一每人平均占有粮食 ; X
: 。

一每修 1 公顷基本农 田用工量
,

X
, ,

一每修 1 公顷基本农田投资
; X , :

一每公顷基本农 田增产效益 ,

X : 。
一每人平均基本农田数量

。

上述 19 个 因子
,

基本上分属 于水文气象
、

地形和土壤侵蚀
、

社会经济条件以及修筑基本农田

的经济效益等四个方面
。

(二 ) 样本选择
。

用逐步判别分析方法进行基本农田类型分区时
,

需从所研究的地域系统 中

选择若千个建设基本农 田的地域单元 (譬如说一个县 ) 为典型类型样本
,

构成一个样本矩阵
,

作

为判别函数中的参数估计
。

所以选择样本对分区有直接的影响
。

自然条件的地域差异是客观存在

的
。

为要划出能够揭示基本农田建设类型区的 自然条件
、

特点
、

潜力
、

方向和途径的区间差异性

和区内一致性
,

而又便于组织领导和实施的类型区
,

选择前应先制定出分区的若干基本依据
。

参

照这些依据
,

在实地考察和分析资料的基础上
,

摸清该地域系统中客观存在的基本农田典型类型

数
。

而后
,

在各典型类型中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县市作为基本地域单元组成样本矩阵
。

甘肃省河东黄土高原基本农田建设类型区划分的主要依据是
:

1
、

区内的气象
、

水文
、

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相对一致性 ,



2 J
、

基本农田建设类型与发展方向的一致性 ;

3
、

保持县乡界的完整性
。

从气象
、

水文
、

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
,

以及基本农田建设的类型与发展方

询的一致性考察
,

本区可划分成三个不同的基本农 田建设类型区
:

I一陇东黄土高原沟鹅捻地 (也称您面条田 )
、

梯田建设区
。

本区位于陇山以东
,

子午岭以

西
,

南北东三面与陕西接壤
,

西邻宁夏
,

辖庆阳地区全部和平凉地区大部共 13 县市
。

境内地貌大

致有高原沟壑
、

残源丘陵沟壑和丘陵沟壑三种
,

前者约 占全区总面积的 30 %左右
。

由于长期水土

流失
,

源面土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
。

据考证
,

董志源原有土地面积 2
,

30 0多平方公里
,

耕 地 约 20

万公顷
,

目前源面耕地不到 7 万公顷
。 “

黄土 高原地没唇
,

洪水冲走金和银
” 。

因此必须在源区

大力兴修捻地和沟头防护工程
,

保护土地资源
。

在残源丘陵沟壑区可修捻地或水平梯田
。

在地多

人少的丘陵沟壑区
,

譬如境内北部 的环县
、

华池县等地
,

宜提倡修筑单埂梯田和隔坡梯 田
,

并要

重视对掌地的治理
。

I 一陇中南部黄土丘隆沟组水平梯田建设区
。

本区南依秦岭
,

东邻陇山
,

北界 宁 夏
,

辖 天

水
、

临夏
、

平凉
、

定西等地市的部分区域共 20 县 市
。

境内沟壑纵横
,

坡度陡峻
,

地貌 以 梁 如 为

主
,

为典型的黄土丘陵沟壑区
。

区内水土流失严重
,

人 口密度大
,

干早频繁
,

粮食产 量 低 而 不

稳
,

应大力兴修水平梯田
。

I 一陇中北部低山宽谷和丘陵沟壑砂田
、

水地和而坡梯 田碗设 区
。

本区西北为乌鞘岭
,

西隔

大通河与青海相望
,

北近腾格里沙漠南缘
,

辖兰州市
、

武威
、

白银等地市的部分或全部地区
。

境内地貌以低山宽谷和长梁缓坡为主
,

干早少雨
,

沙尘暴日数每年高达 2 一 22 天
。

由于黄河

横穿而过
,

过境水资源储量达 3 20 亿立方米
,

灌溉事业比较发达
,

现有水地 9
.

4万公顷
,

占全 区水

浇地面积的 37 %
。

今后在有条件地方可兴建引黄高抽工程
,

扩大水浇地面积
。

铺压砂田在本区有悠久的厉史
,

是劳动人民同干早作斗争的宝贵经验
,

境内现有砂田 8
.

75 万

公顷
,

占全区砂田总面积的 97
.

2 %
,

今后仍应继续发展
。

在兰州
、

靖远
、

永靖
、

榆中等长梁缓坡丘陵沟壑 区
,

宜推广隔坡梯田
,

开展径流农业
,

充分

利用降水资源
。

为减轻风沙危害
,

应大力营造护田林网
,

保护基本农 田
。

从上述三个类型 区共选出 40 县市
,

组成样本 (表 2 )
。

将 40 个样本预分为 I
、

!
、

兀共三类
:

第 I 类表示宜兴修捻地
、

梯田 区
,
第 ! 类表示宜修建

水平梯田 区
;
第 l 类表示宜兴修砂 田

、

水浇地和隔坡梯田 区
。

四
、

划区结果分析

在信度 a = 。
.

1的水平下
,

经电子计算机计算
,

在 19 个分区因子 中
,

依 次 选 出X
: 7 ,

X
, 。 ,

一

X
: 。 ,

X
, ,

X : 。 ,

X
, ,

和 X
,

共 了个因子
,

它们是决定分区的主要矛盾
。

这些因子涉及 到兴修 基

本农 田的效益
、

样本区的社会经济条件
、

气象和地形因素等方面
。

从表 2 可以看出
,

各样本的后验概率都很大
,

说明用这种方法进行基本农 田建设类型分 区是

可行的
。

计算结果表明
,

第33 和第 34 号样本原分类有错
,

应划归第二类
。

a = 0
.

1水平下计算所得的判别函数的判别系数如表 3所示
。

其余非样本地域单元资料代入判

别 函数计算
,

也会得到满意结果
。

各类型区主要的基本情况列于表 4
。



衰 2陇东盆土宜旅地区样本早分类和计茸后分类

样本编号 县 市 名 原 分 类
一不面蔽蔺

-

}

—
—

}关
计算机分类 ! 后 验 概 率 }

型 }类型区代号

陇东黄土高原沟壑梯地捻田建设区
K =1

K = 2

K =3

K =4

K = 5

K =6

K =7

K二 8

K = 9

K =10

K =1 1

K =1 2

H二 1

H=1

H=1

H=1

H=l

H=1

H=1

H=1

H=1

H=1

H=1

H=1

HM
二 i

HM
二 1

HM二 1

HM
=1

HM
二 1

HM二 1

HM
二 1

HM
=1

HM
二 1

HM二 1

HM
二 1

HM
二 1

Y M =0
。

9 9 9 9 9 9 95 2

Y M =0
。

9 9 9 9 94 6 5

Y M
=0

。
9 9 9 9 96 9 94

Y M
=0

。

96 9 9 928 1

Y M
=0

。
匀 90 4 6 1 2 5 9

Y M
=0

。

9e 9 90 7 92 5

Y M =0
。

97 2 2 923 6 7

Y M
=0

。
9 9 90 9 93 6 5

Y M
=0

。
973下 94 9 94

Y M =0
。

e 9 9 914 70 4

Y M
=0

。

9 9 9 970 28 9

Y M
=0

。

916 6 16 94 7

县池水宁原县阳川凉信台亭华环合正宁镇庆径平华灵崇

陇中南部土黄丘陵沟壑水平梯田建设区

K =3 1

K =4 1

K =1 5

K =16

K =1 7

K =8 1

K =1 9

K =0 2

K = 21

K = 2 2

K = 23

K = 24

K = 2 5

K =6 2

K =7 2

K =8 2

K = 2 9

K =3 0

K =3 1

H= 2

H= 2

H= 2

H= 2

H= 2

H= 2

H= 2

H= 2

H= 2

H= 2

H= 2

H= 2

H= 2

H= 2

H= 2

H= 2

H= 2

H= 2

H= 2

HM
二 2

HM二 2

HM
二 2

HM
= 2

HM
= 2

,

H M
= 2

H M
= 2

H M
= 2

H M = 2

H M
= 2

H M = 2

H M = 2

H M
= 2

H M
= 2

H M = 2

H M
= 2

H M
= 2

H M
= 2

H M
= 2

Y M = 0
。

仑7 3 9 9 9 3 8 8

Y M
= O

。
9 9 9 1 4 1 1 8 3

Y M = 0
。

9 9 9 1 4 9 0 9 2

Y M = 0
。

9 8 1 1 6 1 5 1了

Y M 二 0
。

0 9 9 9 6 5 6 2 7

Y M
= 0

.

9 9 9 9 8 6 9 6 1

Y M
= 0

。
9 9 9 1 5 6 0 3 6

Y M = 0
。

9 9 0 5 2 5 7 1 1

Y M = 0
。

9 9 8 8 1 9 3 9 7

Y M 二 0
。

9 9 7 9 1 7 9 8

Y M = 0
。

C 9 0 0 4 8 8 5 5

Y M = 0
。

9 9 1 3 1 0 5 0 3

Y M = 0
。

9 9 3 7 5 1 3 1

Y M = 0
。

9 9 1 0 0 6 6 3 8

Y M = 0
。

9 9 4 0 6 8 9 4 1

Y M = 0
。

9 2 1 8 3 3 9 2

Y M = 0
.

9 7 9 3 4 6 8 3 6

Y M = 0
。

9 2 6 6 7 7 2 5 2

Y M
= 0

。
9 9 8 3 2 4 8蕊1

宁浪川水安水渭谷西山县原乐河政夏山西宁

家石

静庄张秦清天武漳甘通陇渭康广和积定会临

K = 3 2 1 榆 中 I H = 8 … H M = 8 } Y M = o
·

6 1 3 5 8 3 0 2 6 … 陇 砂 }
K = 3 3 1 临 挑 … H = 3 … H M = 2 …Y M

= 0
.

5 4 7 4 0 3 5 1 5 } 雯 甩 }
_ _ l } } _ } 1 刁L !

K = 3 4 { 东 乡 } H = 8 1 H M
= 2 } Y M

= 0
.

7 9 3 0 4 2 7 5 2 } 部 水 }
K = 3 5 1 景 塞 } H = :

} H M = s ! v M
= o

_

。。 。 g 。。 R。 、
} 够 鸽 」

{ 一
’

一

}
- - 一

{
一

}
一 - - - - - - - -

一 } 山 与 }
K = 3 6 ! 靖 远 { H = s { H M = 3 } Y M = 0

.

0 9 9 0 5 2 5 5 3 } 宽 隔 ) ,

一 _ }
_

} { _ _ {
_

1
刁

少泛 J击 一 且
长 = 3 7 ! 是 兰 { H = 只 1 H M = 3 } Y M

= O
_

9 9 9 9 9 1 7 7只 { 竺 誉 {
{

· ’

一 一
一

{
一

}
-

- - -

一
” 一

} 相 那 }
K = 3 8 一 永 登 { H = 3 } H M

= 8 } Y M = 0
.

9 9 9 9 6 7 6 1 { 丘 田 {
K 二 3。 永 蜡 ! H = 。 】 H M

= :
{ v M

二 。
_

。 。。 。。 , 。 。 ,
! 哮 薄 !

一 一 ” }
- - 一 } - - -

一 } -
-

- 一 ’ - - - -

一
’

一 构 议 {
K 一 4 0 } 兰 州 市 … H = 3

{ H M 一 3 1 Y M = ” ·
9 9 9 9 4 0 7 0 ,

J 壑 区 }

1 3



裹 3睡东典土禽旅舀本决翻抽级典组区钊别系橄

类型区 Co 二 C
i x

C, 1 C i 。 二
} C

1 1 二 C
i . x C

i , 二 C : . x

一 1 4 5
,

6 6 5

一 1 0 8
,

0 7 3

一 1 0 2
,

8 5 1

0
。

1 6 7

0
。

1 5 1

0
。

1 0 5

2 6
,

6 0 8

4 6
,

7 1 2

4 9
。

3 6 2

2
,

4 6 8

1
,

6 2 7

1
,

4 8 4

一 0
。

0 0 5 2
,
6 7 1 一 0

。
4 9 4

。
1 4 1

。
0 4 3

1
,

9勺2

2
。

2 6 7

一 0
。

2 9 3

一 0
。

3 2 1

1 2 , 8 6 1

5 , 3 3 2

6
一

5 1 5

表 4 陇东黄土高原各若本农田趁设类型区共本情况裹

每人均平基本农田ǎ
水地面浇积ǎ万公项è现有本农基田面积

每劳力负耕担地
人口密度

》 1 0

水蚀模数

立方米
公顷

蔽
平方公里 参爵

可利用水资源ǎ

公顷

振地面积之比坡耕地面积与川掌平均年沙尘暴日数年径深流度ǎ毫米)

(万公顷 ) 态

耕坡总地与耕地面积之比平年均量水降ǎ毫米)

9 7-
6 3 7

。
6

9 0 0一
4

5
1 1 0

3一
4

。

1
.

4 2一!
2

, 。。。一
2

。
5 } 8

,
2 7 5

“ 砰
4 7一
5

。
6 6

2 5一 !0
7 、一{

。 .

6 6 5一
2

。
8 5】 3

。
5 7 1

。
0 3 8一

1
。

0 0 2

0
。

0 6 3 -

U 。
1 6 5

刻
.

1
黔

.

国州
l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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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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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0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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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0

3 0一
O

。

。
0 9

3 2
-

。
2 1

1
.

一1
。

2 6 {

3 8 7一
5

。
3 4

1 7 9一
1

。
2 2 0

。
0 4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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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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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6
。

6
-

4 1 2
。

5
6 一 2 5

6 0 0一
1 4

,
6 8 5

。
9一 沦

。
2一

2 1
。

9」 1 0
。

5 0 0一
5

,
8 1 8

0 7一
D

。

。
0 6一
2

。
8 3

。

2 4一
0

。
7 8

8 5 2一
3

。
9 6 6

6 8 8一 }0

3
。

9 6 6

。
0 4 1

0
。

1 0 3

. 考虑对黄河过境水的利用
。

根据计算结果
,

参照黄土高原的大致地理界线
,

并照顾以县乡为单位的行政界线
,

给出的基

本农 田建设类型分区图如图 1
。

鉴于地域较小
,

故未作二级划分的研究
。

结 论

1
、

用逐步判别分析划分基本农 田建设类型区
,

是从众多因子中筛选出最显著的若干 因子
,

经

过线性组合变换成一个新变量
。

它体现了多因子综合作用
,

是目前国内外用于判别分区 (类 ) 较

精确的一种数学方法
。

与传统分区方法相比
,

它能定量地考虑多个因子的作用
,

能充分体现区划

工作中的综合性原则
。

2
、

由于基本农 田建设类型区的划分主要受地域的地形地貌
、

社会经济条件
、

建设基本农田

的效益和气象诸因素所制约
。

在一个小的地域系统中
,

这些因子的变化并不十分明显
,

因此这种

类型区的划分对一个省来说进行到第一级即可
。

同时
,

在 目前资料系统尚不十分齐全的情况下
,

还应与定性分析结合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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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u l l y L o e s s P l a t e a u r e g i o n o f e a s t G a n s u P r o v i n e e 多

I 一 e o n s t r u e t i v e l e v e l t e r r a e e r e g i o n i n 七h e h i l l y a n d g u l l y L o e s s P l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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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h i l l s a n d f l a七 P la i n s b e f o r e 七h 分

m o u n t a i n s a n d h i l l y a n d g u l l y L o e s s P l a t e a u 15 i n t h e n o r t h o f m i d d l e

G a n s u P r o v i n e e
。

A e o n s t r u e t i v e t y P e s o f b a s i e f a r m l a n d r e g i o n a l i z a t i o n m a p i s o f f e r e d i n

t h e e n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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