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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河南省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时空特征,为北方集约粮食主产区耕地合理优化配置和可

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2000—2020年5期LandsatTM影像解译数据,构建耕地利用变化

贡献度、幅度、速度模型,从显性视角定量刻画耕地数量形态和空间形态时空变化特征,并借助“3S”手段予

以空间可视化。[结果]①2000—2020年河南省耕地利用转型数量形态经历了剧烈的转型过程,耕地净减

少量为5609.93km2,减少幅度达22.78%。②分阶段而言,2015—2020年河南省耕地利用转型数量变化幅

度最大。③耕地空间形态上整体呈现以郑州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分布特征;豫中片区耕地利用转型幅度变化

最大,豫西片区耕地利用转型幅度变化最小,豫北、豫南和豫东片区变化适中。[结论]2000—2020年河南

省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时空特征存在明显的规律性差异,需要重点关注耕地利用转型数量和豫中片区耕地

利用转型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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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temporalandspatialcharacteristicsofthedominanttransformationofcultivated
landuseinHenanProvincewasanalyzedinordertoprovideascientificbasisfortherationalandoptimal
allocationandsustainableutilizationofcultivatedlandinthemainintensivegrainproducingareasinthe
north.[Methods]WeinterpreteddatafromfiveLandsatTMimagesfrom2000to2020toconstructcontribution
degree,range,andspeedmodelsofcultivatedlandusechange.Temporalandspatialchangecharacteristicsof
cultivatedlandquantityandspatialformwerequantitativelydescribedfromthedominantperspective.Spatial
visualizationwascarriedoutwiththehelpof“3S”means.[Results]①From2000to2020,thequantityand
formofcultivatedlandusetransformationinHenanProvinceexperiencedadrastictransformationprocess.
Thenetdecreaseincultivatedlandwas5609.93km2,adecreaseof22.78%.② Thechangerangeofcultivated
landusetransformationinHenanProvincewasthegreatestfrom2015to2020.③ Thespatialformof
cultivatedlandpresenteda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ofoutwarddiffusionwithZhengzhouCityasthecenter.



ThegreatestchangeincultivatedlandusewasobservedinCentralHenanProvince,withtheleastchangein
WesternHenanProvince.ChangesinNorthern,Southern,andEasternHenanProvincewerecharacterizedas
moderate.[Conclusion]Thespatio-temporalcharacteristicsoftheexplicittransformationofcultivatedland
useinHenanProvincefrom2000to2020hadobviousconsistentdifferences.Greaterattentionmustbegiven
tothequantityofcultivatedlandusetransformationandtherangeofcultivatedlandusetransformationin
theCentralHenanProvince.
Keywords:cultivatedland;landusetransformation;dominantform;spatiotemporalcharacteristics;HenanProvince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背景下,无序的城镇

建设用地扩张与耕地保护矛盾突出,耕地占用和流失

的现象频出[1-3]。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资源载体,其
数量多寡与粮食产量直接挂钩,进而影响到国家粮食

安全问题、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国家战

略的实施[4]。如何有效破解耕地流失、耕地非粮化等

现实难题,实现耕地利用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学术

界与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国内外耕地可持续利用研究主要围绕

LUCC变化、生产方式与能力、耕地节约集约利用、农
户行为选择、耕作经营方式、耕地质量等方面开展,土
地利用转型作为土地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途径被提

出,为耕地可持续利用研究提供了新思路[2-5]。土地

利用转型的实质是在经济社会变化和革新的驱动下,
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转型相对应的某段时期内区域

土地利用形态的转变过程。目前学者们通常从显性

形态和隐形形态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显性形态包括

数量、空间结构两重属性;隐形形态包括质量、产权、
经营方式等多重属性,需要通过试验和调查来分析,
且其一般会依附于显性形态,使得其不易被察觉[6-7]。
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耕地作为主要用地类

型,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转换频繁,因此,耕地利用转

型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重点方向。耕地利用转型

受到自然资源禀赋、区域发展战略、经济发展与生态

保护政策等因素影响,呈现复杂多变性。如何准确识

别并刻画耕地利用转型的动态演变过程,能帮助我们

有效掌握区域耕地利用变化过程,并能帮助揭示耕地

利用演变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差异。
河南省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耕地数量、

质量至关重要。在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后,河南省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用地占用与耕地

保护矛盾凸显。同时,农村规划的滞后、农村中垃圾

随意堆积、生活污水乱排乱放、无节制使用化肥等环

境问题,都将导致耕地质量的下降。针对河南省耕地

这一具体地类,对相关转型特征进行定量刻画,揭示

转型规律,对河南省耕地可持续发展利用研究具有重

要参考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建立耕地转型计算模型,

来分析2000—2020年河南省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时空

特征。利用模型计算得出耕地转换方向、变化幅度和

变化速度,并结合地势特征分析,进而识别河南省耕

地利用显性转型特征,以期为北方集约农区耕地利用

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参考。

1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河南省地处中国中部偏东,位于北纬31°23'—
36°22',东经110°21'—116°39'之间,省域总面积1.67
×105km2,总体地势呈东低西高(图1),丘陵山地主

要分布于西、南地区,东、中、北地区为平原地带。河

南省作为中国农业大省,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任务[8]。省内大部分地区处于暖温带,南部跨亚热

带,属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大陆季风气候,四
季分明、雨热同期。优越的气候和地形条件加上庞大

的人口基数,使得河南省成为中国粮食核心区之一。
2018年河南省粮食总产量为6.65×107t[9],耕地面

积为8.11×106hm2,依靠全国约1/16的耕地,生产

全国约1/10的粮食[10]。河南省作为中国重要的粮

食生产基地,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主要载体,研究河

南省耕地利用显性转型的时空特征对于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图1 河南省地形图

Fig.1 TopographymapofHenan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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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来源

河南省LandsatTM遥感影像来源于地理空间数

据云(http:∥www.gscloud.cn/home)(2000,2005,

2010,2015,2020年)。河南省的DEM及行政区矢量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https:∥www.resdc.cn)。研究数据来源于2001—

2021年《河南省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各地市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等。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处理

本文 使 用 的 遥 感 数 据 为 河 南 省 2000,2005,

2010,2015,2020年5期LandsatTM遥感影像(分辨

率30m),在选择遥感影像数据时,筛选每年云量小

于5%的遥感影像。将位于不同条带号和行列号的

影像进行拼接裁剪,运用监督分类的最小距离分类法

进行分类。参照中科院的LUCC分类体系土地利用

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以及未利

用地。利用ArcGIS对解译后的遥感影像进行重分

类,得到5个年份的土地利用现状图,结合Excel的

数据透视表工具得到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

2.2 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测度模型

2.2.1 贡献率分析 为了更好地实现耕地的可持续

利用,明确耕地的转换方向及数量对于合理调整用地

结构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计算耕地转换为各地类的

转换率,以及各地类转换为耕地的转换率,从而得知

耕地的转换方向。通过 ArcGIS对于分类后的初期

和末期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处理,得到土地利用转移矩

阵。根据转移矩阵获得耕地的转出率和转入率。根

据公式计算不同时期耕地类型的“转换减少”或“转换

获得”在净转换面积中所占百分比[7]。具体公式

如下:

Ploss(i),j=(Pj,i-Pi,j)/(Pi.-P.i)×100 (i≠j) (1)

Pgain(i),j=(Pi,j-Pj,i)/(Pi.-P.i)×100 (i≠j)(2)
式中:Ploss(i),j是转换矩阵中行i土地利用类型转为j
土地利用类型在行i土地利用类型净减少中所占的

比例,也为变化的贡献率;Pgain(i),j是转换矩阵中行i
土地利用类型转为j 土地利用类型在行j 土地利用

类型净增加中所占的比例;Pj,i和Pi,j是变化矩阵表

中的单个数值;Pi.是行i土地利用类型期末面积;

P.i是行i土地利用类型期初面积。Ploss(i),j和Pgain(i),j

数值的正负来表示耕地利用转型方向。

2.2.2 耕地变化幅度 变化幅度主要用来表示耕地

在研究期内的变化强度[11-12]。通过分别计算研究初

期、研究末期两个时段点,区域中耕地的面积在总面

积中的占比,用这两者的差值来表示耕地的变化

幅度:

   Xα=Sα/S (3)

   Xβ=Sβ/S (4)

   F=(Xβ-Xα)×100% (5)
式中:Xα 为初期时研究区域的耕地面积在总面积中

的比例;Xβ 为末期时研究区域耕地面积在总面积中

的比例;Sα 为初期时耕地的面积;Sβ 末期时耕地的

面积;S 为区域总面积;F 为耕地面积的变化幅度,
其数值的正负来表示耕地利用转型方向。

2.2.3 耕地变化速度 耕地变化速度用来揭示不同

区域耕地在研究期内的转型速度。在土地利用变化

的研究中,可以通过土地利用变化率来反映区域内的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速度[8-9]。因此,可以构建

耕地变化率模型,来表示区域内的耕地变化速度。公

式表达为:

 K=(Xβ-Xα)/Xα×1/T×100% (6)
式中:K 表示耕地变化速度;T 表示研究时间段。

3 结果与分析

3.1 耕地数量转换来源分析

通过河南省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我们可以分

析得知,2000—2020年河南省耕地利用转型数量形

态整体处于减少状态且转换程度较为剧烈(表1)。
耕地净减少量为5609.93km2(图2),减少幅度达

22.78%。耕地转换主要减少于建设用地、林地、草
地、水域,转换主要获得于建设用地、林地、草地。

耕地对于其他地类转入的贡献率方面,大部分的

耕地转换成了建设用地,建设用地的数量从2000年

的17000.49km2 增加到2020年的22001.68km2,
增加了5001.19km2(表2)。耕地的转入率为18.57%,
同样,通过计算各地类对于耕地转入的贡献,建设用

地的贡献率最高。虽然耕地不单单是在转出,同时也

存在转入,但是耕地总体的数量依旧在减少。频繁的

耕地转换或许是受20a间河南省城乡建设用地扩

张、农村居民点拆迁、土地综合整治、退耕还林等政策

影响。
同时,研究期内林地和水域面积均有增加,林

地总面积增加了315.38km2,水域的面积增加了

805.24km2。河南省作为黄河沿线的地区,黄河水域

面积由于自然因素和生态保护等原因,易引起水域面

积变化,同时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也是引起水域面积

发生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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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0—2020年河南省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

Table1 TransfermatrixoflandusechangeinHenanProvincefrom2000to2020 km2

2000年
2020年

草 地 耕 地 建设用地 林 地 水 域 未利用地
2000年

总计

年
0202

草 地 4170.21 2902.93 358.0254 1696.28 215.14 2.90 9345.50
耕 地 2928.83 83699.25 15863.52 3563.58 2334.64 4.06 108393.90
建设用地 128.75 11418.86 5084.38 110.26 257.75 0.48 17000.49
林 地 1552.75 3032.05 353.62 21371.42 331.74 11.60 26653.17
水 域 115.62 1677.67 339.80 214.20 1112.56 — 3459.84
未利用地 2.49 53.17 2.33 12.82 13.27 1.52 85.60
总 计 8898.66 102783.90 22001.68 26968.56 4265.08 20.56 164938.50
期内转换量 -446.84 -5609.93 5001.19 315.38 805.24 -65.04 — 

图2 2000—2020年河南省耕地数量变化

Fig.2 Changeofcultivatedlandquantityin
HenanProvincefrom2000to2020

  表2 2000—2020年河南省耕地转换方向贡献率

Table2 ContributionrateofarableLandconversionin
HenanProvincefrom2000to2020 %

项 目 草 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 未利用地

耕地转入 11.86 64.25 14.43 9.46 0.02
耕地转出 -18.10 -70.57 -18.74 -10.37 -0.33

3.2 不同时段耕地数量转换特征

通过分析河南省2000—2020年4个研究时段耕

地的转换面积和转换率(表3),可以得知耕地数量转

换在不 同 时 段 存 在 显 著 差 异,耕 地 数 量 转 换 在

2015—2020年研究时段幅度最激烈。2000—2015年

河南省耕地的转出率都小于1%,转入率小于0.1%,
转换的面积也小于1000km2;2015—2020年耕地的

转换率激增,耕地的转入率为19.33%,转出率更是高

达22.02%。耕 地 在 2015—2020 年 的 转 出 率 比

2000—2015年转出率之和高出19.91%,同样,转入

率也高出了19.13%。这可能与十八大以来耕地保护

上升为国家战略、耕地占补平衡、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等一系列制度的落实有关,这些相关政策促使耕地保

护取得根本性进展;同时,中部崛起、产业结构升级、
城镇化快速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也促使耕地与建设

用地矛盾凸显,转换剧烈。

表3 2000—2020年河南省耕地转换面积及转换率

Table3 Conversionareaandconversionrateofcultivated
landinHenanProvincefrom2000to2020

项 目 2000—
2005年

2005—
2010年

2010—
2015年

2015—
2020年

期内转换/km2 -989 -351 -720 -3546.067
转出率/% -0.99 -0.38 -0.74 -22.02
转入率/% 0.08 0.05 0.07 19.33

3.3 不同时段耕地数量转换贡献率分析

如图3,4所示,2000—2005年各地类间转换量

较少,其中耕地变化最大。在耕地转出中,主要的转

出方向是建设用地,贡献率为57.45%。在耕地转入

中,水域贡献率以49.41%的贡献率比例最高,这是因

为随着降雨量减少、水资源的消耗的影响使得部分水

域出现干涸现象进而转变为耕地。这5a间,耕地的面

积减少了989km2,建设用地的面积增加了653km2,
而草地、林地和未利用地的变化量都较小,耕地的转

换呈现多样性趋势。

2000—2005年各地类间转换量依旧较少,同样

是耕地变化最大。在耕地转出中,主要方向还是建设

用地,贡献率为62.81%。在耕地转入中,水域依旧是

耕地来源的主要“贡献者”,贡献率为80%,较前一阶

段提升明显。此外,耕地与建设用地的转换不再是单

项转换,建设用地也开始向耕地转换,建设用地对耕

地转入的贡献率为10.91%。这5a间,耕地面积减

少了351km2,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254km2,其余土

地利用类型转入贡献率不足10%。

2010—2015年各地类间的转化量相较前两个阶

段有所增加,但增加量不大。依旧是耕地变化最大。
在耕地转出中,主要方向依旧是建设用地,贡献率高

达93.34%,主要是因为随着河南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交通运输、人民居住条件不断

改善,使得大量耕地被建设用地占用[13-14]。在耕地转

入中,建 设 用 地 变 为 了 主 要“贡 献 者”,贡 献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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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6%。而水 域 对 于 耕 地 转 入 的 贡 献 率 降 到 了

35.53%。这5a间,耕地减少量为720km2,建设用

地增加量为726km2。与前两个阶段相同,草地、林
地、水域和未利用地的变化量依旧很小,其中未用地

的数量基本没有变化,各种地类的多样性转换开始

出现。

2015—2020年是土地利用变化最为剧烈的时间

段,6种地类的变化都非常明显。草地、耕地和未利

用地的面积有所减少,建设用地、林地和水域的面积

有所增加,但依旧是耕地的变化量最大。在耕地转出

中,主要方向依然是建设用地,贡献率为63.61%。在

耕地的转入中,建设用地的贡献率最高,贡献率为

60.52%。相较于前3个阶段,耕地开始向未利用地

转换,贡献率为0.017%。这5a间,耕地面积减少了

3546.07km2,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3368.79km2。
未利用地的变化相较前一阶段变化明显,面积减少了

37.04km2,其中67.52%的未利用地都被补充为了耕

地,地类间的转换也更具有多样性。耕地转换幅度的

提升或许是由于生态保护意识的加强、城乡一体化战

略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湖”“农村居民点拆迁”和
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等因素相互交织所导致。

图3 2000—2020年河南省耕地数量转换贡献率

Fig.3 Contributionrateofconversionofcultivatedland

quantityinHenanProvincefrom2000to2020

图4 2000—2020年河南省土地利用变化

Fig.4 LandusechangeinHenanProvincefrom2000to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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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耕地转换空间分异特征

3.4.1 转 换 幅 度 空 间 分 布 如图5所示,2000—

2020年,河南省耕地的整体变化以郑州市和其周边

城 市 最 为 突 出。郑 州 市 耕 地 的 变 化 幅 度 高 达

10.76%;焦作作为郑州的周边城市,其变化幅度为

6.53%;剩余的16座城市中,有4座城市的变化幅度

在4%~5%之间,分别为新乡市、濮阳市、许昌市和

信阳市;有4座城市的变化幅度在3%~4%之间,分
别为开封市、洛阳市、鹤壁市和济源市;有6座城市的

变化幅度在2%~3%之间,为平顶山市、安阳市、漯
河市、南阳市、周口市和驻马店市;只有2座城市的变

化幅度较其他城市都较少,为三门峡市和商丘市,其
中三门峡市的变化幅度更是低至0.19%。河南省

18个地级市总体的变化幅度是近似的,除了郑州市

和焦作市耕地变化的幅度大,以及三门峡市和商丘市

耕地变化的幅度较小外,其余城市耕地的变化幅度都

在2%~5%之间。自国务院发改委《关于支持郑州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出台,郑州成为中国

最年轻的中心城市[15],郑州的城市开发建设速度前

所未有。城中村的改造、功能区的重新规划、郑东新

区快速推进等都是造成郑州耕地剧烈变化的原因;同
时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的中心城市,其周边城市在建设

发展过程中,受郑州极化作用影响,耕地变化也相对

剧烈。因此,一定程度上耕地利用转型幅度大小与社

会经济发展有关。

图5 2000—2020年河南省各地级市耕地利用变化幅度

Fig.5 Changeamplitudeofcultivatedlanduseinprefecture-
levelcitiesofHenanProvincefrom2000to2020

3.4.2 转换速度空间分布 如图6所示,2000—2020
年,耕地转换速度仍以郑州市最为明显,变化速度高

达0.8%。其余地级市,有3座城市的变化速度在

0.4%~0.6%之间,分别为洛阳市、焦作市和济源市;
有9座城市的变化速度在0.2%~0.4%之间,分别为

开封市、平顶山市、安阳市、鹤壁市、新乡市、濮阳市、许
昌市、南阳市和信阳市;其余的5座城市中,除了三门

峡市的变化速度为0.03%,其余4座的变化速度都在

0.1%~0.2%之间。耕地利用的转换速度在空间上仍

较明显表现为以郑州为中心向外扩散,并逐渐变慢。

图6 2000—2020年河南省各地级市耕地利用变化速度

Fig.6 Changerateofcultivatedlanduseinprefecture-level
citiesofHenanProvincefrom2000to2020

3.4.3 耕地利用转型空间分异特征分析 河南省耕

地利用转型空间上是围绕着郑州市展开的。郑州市

主要以平原为主,城市外延扩张地形限制小,同时作

为国家中心城市,是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区域增长极,
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城镇化及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使得郑州市的耕地变化相较于其他17个地市更为明

显。三门峡市在2000—2020年的耕地利用转型变化

最小。三门峡市地形地貌多为山地,城镇建设与发展

地形限制较多;同时,三门峡市面积较小,人口数量也

较少,主要以旅游业为主,距离郑州的距离也较远,这
些都使得三门峡市城市建设发展速度较缓慢。洛阳

市三面环山,城市扩张受到限制;但它作为老牌工业

城市和河南省的副中心,有着强劲的发展动力,因此

耕地利用转型幅度也较大。在河南省的5个片区中,
耕地利用转型幅度变化最大的为豫中片区,豫中地区

多平原,更有利于城市扩张;豫北、豫南和豫东的变化

幅度、速度均近似,因为这3个地区地势较为平坦,城
市发展水平也近似;豫西片区多山地,经济发展较缓

慢,耕地利用转型幅度较小。

112第1期       黄珺嫦等:2000—2020年河南省耕地利用显性转型时空特征



长期以来,土地利用类型的相互转换受诸多因素

影响,而耕地利用变化作为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亦是如此[16]。耕地利用系统一个复杂的社会经

济综合系统,其演变不仅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还受

到了人类活动、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影

响[17]。自然条件影响包括地形起伏、气候变化、生态

变化等,尽管近些年气候变化对于河南省耕地变化存

在一定影响,但是政策改革和经济发展才是引起土地

利用变化和耕地的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18]。
河南省2000—2020年这20a内耕地利用变化明

显,各市域耕地面积都呈减少趋势,主要转换为建设

用地、林地和草地。这个结论符合现阶段所研究的城

镇化发展和耕地占补平衡等政策对于耕地变化的影

响[19]。在市域尺度下,耕地变化也受到自然资源禀

赋、区位的影响。同时,当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时,人
口迁移的主要方向是城市,农村人口数不断减少,农
业用地不断向非农业用地转变,这一现象主要在快速

城市化的城市边缘出现[20-25],也是引起耕地利用变化

的因素之一。

4 结 论

本文基于河南省2000,2005,2010,2015,2020年

5期LandsatTM 影像解译数据,借助 ArcGIS等技

术分析手段,分析并揭示了河南省2000—2020年耕

地利用显性转型时空分异特征及规律,研究得出以下

结论:
(1)从转型数量看,2000—2020年,河南省耕地

利用转型数量形态经历了剧烈的转型过程。耕地净

减少量为5609.93km2,减少幅度达22.78%。在耕

地转出中,主要转换方向为建设用地;在耕地的转入

中,主要来源也为建设用地。耕地转出主要受城市快

速扩张等政策影响,耕地转入主要受土地综合整治、
农村居民点整治等政策影响。

(2)分阶段而言,2015—2020年,河南省耕地利

用转型数量变化幅度最大。与2000—2015年相比,
这个时期耕地数量急剧下降,减少了3546.07km2;
伴随耕地数量的减少,建设用地数量快速增加,且不再

是单纯的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建设用地也开始补充为

耕地。同时随着城市规划合理性的提高,林地和水域

的面积也随之增多。未利用地的数量也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减少了37.04km2,其中67.5%都转换成了耕地。
(3)从总体来看,研究期内耕地面积不断减小,建

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加,耕地面积共减少了5609.93km2,
建设用地面积共增加了5001.187km2。建设用地

转入的主要来源为耕地,耕地的转入贡献率高达

70.57%。此外耕地还向林地和草地做了不同程度的

转换,林地面积不断增多,增加量为315.38km2;草地

面积不断减少,减少量为443.84km2。
(4)从空间上分析,河南省耕地的整体变化以郑

州市和 其 周 边 焦 作 市、洛 阳 市 等 城 市 最 为 突 出,

2000—2020年郑州市耕地变化幅度高达10.76%,耕
地转换变化速度高达0.8%;三门峡市耕地变化幅度

最小。在河南省的5个片区中,耕地利用转型幅度变

化最大的为豫中片区,豫中地区多平原,更有利于城

市扩张;豫北、豫南和豫东的变化幅度、速度均近似,
因为这3个地区地势较为平坦,城市发展水平也近

似;豫西片区多山地,经济发展较缓慢,耕地利用转型

幅度较小。
本文结合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相关理论,尝

试性从耕地利用显性形态视角构建了耕地利用转型

识别框架,通过对河南省2000—2020年耕地数量转

换来源分析、不同时段耕地数量转换特征、不同时段

耕地数量转换贡献率分析、耕地转换空间分异特征等

方面系统分析,发现市域尺度的耕地利用形态在不同

时段存在明显的规律性差异,可以为区域耕地可持续

利用和适时调整耕地利用模式提供理论参考。
耕地利用转型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本文仅从

显性形态视角分析了耕地利用转型时空特征,未能将

耕地利用隐形形态视角纳入耕地利用转型分析中,进
行全面细致的刻画。显性研究是隐形研究的前提,随
着相关资料的完善,结合本文总结的显性特征规律,
后续可继续开展耕地利用隐形转型研究,以期实现耕

地资源更加优化配置、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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