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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2000—2020年的“三生”空间演变与土地利用相对冲突识别和

测度,为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和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方法]基于2000,2010
和2020年3期遥感影像和土地利用覆被数据,以“三生”空间为研究基础,运用遥感生态指数(RSEI)和景

观格局指数构建土地利用相对冲突识别测度模型,通过转移矩阵和ArcGIS可视化分析土地利用相对冲突

的时空演变格局。[结果]①2000—2020年,由于城市的扩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南昌县生活—生产空间对

外急剧扩张,生产—生态空间和生态空间面积逐年下降。②南昌县2000—2020年遥感生态指数均值下降,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整体缓慢下降,生态环境恶化区域不断扩大。③2000—2020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绝对冲

突总面积持续增加,2000—2010年至2010—2020年,土地利用相对冲突总面积整体略有减少。④2000—

2020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绝对冲突失控区域,主要位于中心城区,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不断向外扩张。

2000—2010年至2010—2020年,土地利用相对冲突的中高冲突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转移,后10a主要位

于城市扩张区。[结论]南昌县“三生”空间演变剧烈,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土地利用绝对冲突和相对冲突水

平不断上升。因此,应落实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改善生态环境和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等策略以实现土地利用

冲突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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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spatialevolutionoftheproductional-living-ecologicalspaceandtheidentification
andmeasurementoflanduserelativeconflictatNanchangCountyofNanchangCity,JiangxiProvoncefrom
2000to2020werestudiedinordertoprovideatheoreticalandpracticalreferenceforoptimizingthepattern
ofterritorialdevelopmentandtoachiev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thesocialeconomy.[Methods]Basedon
threeperiodsofremotesensingimagesandlanduseandlandcoverdatain2000,2010,and2020,withthe



productional-living-ecologicalspaceastheresearchbasis,theremotesensingecologicalindex(RSEI)and
landscapepatternindexwereusedtoconstructalanduserelativeconflictmeasurementmodel.Thetemporal
andspatialevolutionpatternsoflanduserelativeconflictwereanalyzedbyuseofatransfermatrixand
ArcGISvisualization.[Results]①From2000to2020,duetourbanexpansionandtheinfluenceofhuman
activities,theliving-productionalspaceinNanchangCountyexpandedsharply,andtheareaofproduction-
ecologicalspaceandecologicalspacedecreasedyearbyyear.②From2000to2020,themeanvalueofRSEI
decreasedinNanchangCounty,theoverallquality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graduallydecreased,and
therewasanongoingexpansion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degradationregion.③From2000to2020,the
totalareaoflanduseabsoluteconflictscontinuedtoincrease,andfrom2000—2010to2010—2020,thetotal
areaoflanduserelativeconflictsdecreasedslightly.④From2000to2020,theout-of-controlareasofland
useabsoluteconflictsweremainlylocatedinthecentralurbanarea,andcontinuouslyexpandedoutwardwith
the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From2000—2010to2010—2020,themediumandhighconflictareasof
landuserelativeconflictshiftedfromthecentralurbanareatotheperiphery,mostlyinurbanexpansion
areasduringthelasttenyears.[Conclusion]InNanchangCounty,theproductional-living-ecologicalspace
hasundergoneasignificanttransformation.Thequalityoftheecologicalenvironmenthasdeclined.The
absoluteandrelativelanduseconflictshavegrown.Thus,strategiessuchascloselyadheringtotheredline
ofcultivatedlandprotection,improvingtheecologicalenvironment,andoptimizingterritorialspatiallayout
shouldbeputintopracticeinordertooptimizelanduseconflicts.
Keywords:landuseconflict;productional-living-ecologicalspaces;remotesensingecologicalindex (RSEI);

NanchangCountyofNanchangCity

  土地利用冲突不仅表现为由于空间资源的稀缺

性、功能的外溢性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资源权益

竞争和博弈,还表现为土地过度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

破坏之间的冲突[1-2]。城市边缘区是城镇向外扩张的

主要区域,在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无序的土地利用开发等人类活动导致区域

生态环境结构失衡、空间资源配置失调,“生产—生

活—生态”空间格局遭到破坏,“三生”空间利用的社

会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矛盾突出[3-6]。如何在中国城

镇化快速扩张背景下识别与优化土地利用冲突问题

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维护国土空间生态安全的

研究重点。在党的“十八大”提出“调整空间结构,优
化国土空间格局”的背景下,张红旗[7]、李广东等[8]基

于土地利用功能探讨三生空间识别、演变与优化,随
之众多学者以“三生”空间为研究基础开展了国土空

间优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土地整治等系列研

究。同时,“三生”空间分类体系也为土地利用冲突提

供了新的研究视角[5-6],其中对于冲突区域识别和冲

突强度测度是当下国土空间规划和“三生”空间背景

下的研究热点。目前,国内外对于土地利用冲突的研

究比较完善。相关学者从地理学[9]、生态学[10-11]、社
会经济学等[12]不同领域,对土地利用冲突的成因内

涵[2-3]、演 变 特 征[11,13-14]、诊 断 优 化[5,15-18]、识 别 测

度[4,19-20]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尺度多为省

市县 行 政 区[5-6]、城 市 群[21]、河 流 流 域[22]、干 旱 地

区[23]、资源型城市等[24]。在研究方法上,主 要 有

PSR模型[25]、景观格局指数[4-6]、适宜性评价[26-27]等

方法。其中,PSR模型可以综合判断研究区整体的

土地利用冲突强度,但难以划分冲突等级和确定空间

冲突水平。适宜性评价可以判断潜在土地利用冲突,
但其评价指标的选取和因子权重赋值存在较大的主

观性,且对土地利用冲突的现状欠缺考虑。景观格局

指数可以测度冲突的时空强度,但评价指标较少,主
要关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土地利用空间布局的稳定

性和脆弱性。以上研究方法,均对城市化背景下土地

利用冲突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欠缺考虑。王

健[21]引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基于不同年份的差异

比较,从生态响应视角对土地利用冲突变化严重区域

进行识别、测度,可以更好地表达土地利用相对冲突

(landuserelativeconflict)水平,但引用的生态环境

质量指数,采用专家打分法存在一定的主观性[28-29]。
为此,本研究在借鉴相关学者对土地利用冲突研究的

基础上,以南昌县为研究区,引用一种客观赋值的方

法,采用遥感生态指数[30](RSEI)来分析南昌县的生

态环境质量状况,以“三生空间”为研究基础,对南昌

县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动态分析与评价,基于生态环

境质量评价成果,融合景观格局指数构建县域土地利

用相对冲突测度模型。以期能够科学、合理地分析评

价地区土地利用冲突的演变格局和强度水平,为制定

区域发展政策、调整地区发展规划、加强生态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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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和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

论和实践参考。

1 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来看,土地利用冲突本质

上是土地利用各主体在某一空间区域内对以土地为

基础的自然资源要素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1],其本质

是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与竞争所致。但从人

地关系理论来看,土地利用空间冲突还表现为人类活

动对自然生态资源的掠夺与开发,进而导致的人类活

动与自然环境两个系统之间的冲突,即土地过度开发

利用与生态环境破坏之间的冲突[31-32]。
本文在王健[20]的研究基础上,引用遥感生态指

数[30]分析南昌县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融合景观格

局指数构建县域土地利用相对冲突测度模型。土地

利用相对冲突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土地利用相对冲突理论框架

Fig.1 Theoreticalframeworkoflanduserelativeconflict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南昌县隶属于江西省南昌市,位于北纬28°16'—
28°58'、东经115°49'—116°19',赣江、抚河横穿而过,
气候湿润,降水充沛,地势平缓。三面环抱南昌市主

城区,地区交通发达,是进出南昌市区的必经之路。
良好的地理区位为南昌县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和经济

发展提供了地缘优势,2020年,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63.10%,南昌县地区生产总值1280.35亿元,连续

11a位居全省县域经济第一位,连续多年位列全国

百强县行列。但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城镇化无序扩张

也给地区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导致生态环境日益

恶化。2020年,南昌县森林覆盖率仅为10.72%,
森林质量整体不高,2016—2020年,南昌县湖泊面积

和蓄水容积不断减少,河湖湿地等水系面积减少了

4343.91hm2,严重影响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2.2 数据来源

选取南昌县2000,2010和2020年3期遥感影像

和土地利用等相关数据作为试验数据基础,以“三生”
空间用地类型为研究基础,以600m×600m的空间

网格为评价单元,结合冲突风险指数和遥感生态指数

表征南昌县土地利用相对冲突水平。2000—2020年

3期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科

学数据中心。遥感影像数据来自于美国国家地质调

查局,经过分析对比之后,选取2000年9月23日、

824                   水土保持通报                     第44卷



2010年8月18日、2020年9月6日的3幅Landsat
遥感影像进行试验,其数据影像云量均小于10%,研
究区影像质量较好,符合研究精度要求。其他数据来

源于《南昌县年鉴》和南昌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2.3 研究方法

2.3.1 “三生”空间分类体系 参考张红旗[7]对“三

生”空间划分的研究成果,考虑土地利用的多功能性,
强调主要功能,兼顾次要功能,将南昌县土地利用类

型划分为“生产—生态空间”“生活—生产空间”“生态

空间”和“生态—生产空间”4种类型作为土地利用冲

突研究的基础。由此得出的江西省南昌县“三生”空
间分类体系详见表1。

表1 “三生”空间分类体系

Table1 Productional-living-ecologicalspacesclassification

“三生”空间 内 涵   对应土地利用类型 划分依据  

生产—生态空间
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同
时兼具生态功能

水田、旱地
水田、旱地具有食物供给的重要生产功能,同时具有一定的
固碳释氧、土壤保持、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

生活—生产空间

主要满足人类基本生活
和精神需求,同时兼具多
样化的生产功能,所含有
的经济价值最高

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其他
建设用地

城乡、工矿、居民点等建设用地具有生活承载、生活保障和文
化休闲等生活功能,同时又兼具能源矿产生产、商品与服务
产业生产、原材料加工等生产功能

生态空间
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具
有调节气候、固碳释氧、
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

灌木林、疏林地、高覆盖度草
地、中覆盖度草地、低覆盖度
草地、河渠、湖泊、滩地、沼泽
地、裸土地、裸岩

生态空间对应的大部分土地类型主要具有生态服务和生态
防护两大生态功能,具体包含水源涵养、地下水补给、土壤保
持、固碳释氧、防洪蓄水、防风固沙、地质灾害防护等生态功
能,少部分地类生态稳定性和恢复力有限,整体生活和生产
功能不突出,主要用于保障国土空间生态安全

生态—生产空间
以生态功能为主,并能进
行适当的生产活动,提供
经济效益

有林地、其他林地、
水库坑塘

有林地、其他林地(苗圃、园地、迹地等)和水库坑塘是生态空
间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功能完整,生态稳定性和恢复力较
高,易受人类活动影响,具备一定的生产功能,但其生态功能
强于生产功能

2.3.2 结合遥感生态指数的土地利用相对冲突测度

方法 土地利用冲突是人对土地利用变化结果的一

种主观衡量,社会—经济—生态效应是土地利用变化

的客观结果。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既有可能优化土

地利用结构、缓解人地冲突、改善生态环境,也有可能

导致人地矛盾加剧。而土地利用冲突的产生必然伴

随着一系列的负面效应,比如社会经济发展失调、资
源配置失衡和生态环境系统失调等问题。本文通过

冲突风险指数和遥感生态指数来构建研究区“三生”
空间土地利用冲突模型。以冲突风险指数表征土地

利用绝对冲突,以对比不同年份之间冲突风险指数上

升,遥感生态指数下降来表征生态环境响应下的土地

利用相对冲突。其公式定义为:

 LURC=〔(CRIt2-CRIt1)>0〕∧
〔(RSEIt2-RSEIt1)<0〕 (1)

 LURCI=|CRIt2-CRIt1|+|RSEIt2-RSEIt1| (2)
式中:LURC为土地利用相对冲突区域;LURCI为

土地利用相对冲突指数;CRI为冲突风险指数,也代

表土地利用绝对冲突指数(LUACI);RSEI为遥感生

态指数;t1,t2 代表某一时间段的起止时间。

2.3.3 冲突风险指数 CRI为冲突风险指数,其由景

观格局指数构成,本文视为土地利用绝对冲突指数。

CRI=CI+EI+SI (3)
式中:CI为空间复杂性指数;EI为土地利用暴露性

指数;SI为土地利用稳定性指数。
(1)空间复杂性主要是由于城镇快速化进程中

利益相关者无序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进而导致土地

利用效率低下,斑块利用类型日趋复杂,土地利用问

题不断加剧。本文选择面积加权平均斑块分形指数

(AWMPFD)来测算人类活动干扰下的空间复杂性指

数(CI),其表达公式为:

CI=AWMPFD=∑
m

i=1
∑
n

j=1

2ln(0.25Pij)
lnaij

×
aij

A
(4)

式中:Pij为斑块的周长;aij为斑块的面积;A 为景观

中空间单元总面积;m 为研究区域内评价单元总数;

n 为景观类型数。
(2)土地利用脆弱度表示当前土地利用格局中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受到外界扰动时表现出的本质属

性。根据经验值及研究区实际状况,对土地利用空间

类型进行脆弱性强度赋值,生活—生产空间、生产—生

态空间、生态—生产空间、生态空间分别赋值为4,3,2,

1。土地利用暴露性指数(EI)的表达公式为:

EI=∑
n

i=1
Fi×

ai

A
(5)

式中:Fi 表示空间单元中景观地类的脆弱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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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表示空间单元内i类景观斑块总面积;m 表示空

间类型数量。
(3)土地利用稳定性指数(SI)一般选用景观格局

指数中的景观破碎度(PD)进行计算,其表达公式为:

        SI=1-PD (6)

        PD=Ni/A (7)
式中:Ni 表示空间单元内i类土地类型的数目;PD
为斑块密度。斑块密度的值越大,则表示空间单元的

土地利用破碎度越高,抵御外界干扰的能力也越差。

2.3.4 遥感生态指数 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是衡量一

个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变化的有效手段。由徐涵

秋[30]提出的基于绿度、湿度、干度和热度4个自然指

标的遥感生态指数已被国内外学者所认可并广泛应

用于地区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其遥感定义为:

RSEI=f(NDVI,Wet,LST,NDBSI) (8)
式中:NDVI为归一化植被指数;Wet为湿度分量;

LST为地表温度;NDBSI为城市建筑和裸土指数。

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表达公式为:

NDVI=ρnir
-ρred

ρnir+ρred
(9)

式中:ρred,ρnir分别为红波段和近红外波段。
湿度指标以湿度分量为代表,LandsatETM 和

LandsatOLI的湿度计算表达公式分别为:

WetETM=K1ρblue+K2ρgreen+K3ρred+
K4ρnir+K5ρswir1+K6ρswir2 (10)

WetOLI=K1ρblue+K2ρgreen+K3ρred+
K4ρnir+K5ρswir1+K6ρswir2 (11)

式中:K1,K2,K3,K4,K5,K6 为 常 量;Landsat
ETM 分别为0.2626,0.2141,0.0926,0.0656,

-0.7629,-0.5388;LandsatOLI分别为0.1511,

0.1973,0.3283,0.3407,-0.7117,-0.4559;ρblue,

ρgreen,ρred,ρnir,ρswir1,ρswir2分别为蓝波段、绿波段、红波

段、近红外波段、中红外波段1和中红外波段2。
干度指标NDBSI(城市建筑和裸土指数)其表达

公式为:

NDBSI=(IBI+SI)/2 (12)

      IBI=
2ρswir1/(ρswir1+ρnir-〔ρnir/(ρnir+ρred)+ρgreen/(ρgreen+ρswir1)〕
2ρswir1/(ρswir1+ρnir)+〔ρnir/(ρnir+ρred)+ρgreen/(ρgreen+ρswir1)〕

(13)

SI=〔(ρswir1+ρred)-(ρnir+ρblue)〕/
〔(ρswir1+ρred)+(ρnir+ρblue)〕 (14)

式中:ρblue,ρgreen,ρred,ρnir,ρswir1,ρswir2分别为蓝波段、绿
波段、红波段、近红外波段、中红外波段1和中红外波

段2。
热度指标可用大气校正法从遥感影像中反演的

地表温度代表[33-34],其表达公式为:

LST=K2/ln〔K1/B(Ts)+1〕 (15)
式中:K1,K2 为常量,其取值可参见遥感数据头文件。

B(TS)=〔Lλ-L↑-τ(1-ε)L↓〕/τε (16)
式中:Lλ 为热红外波段的辐射亮度值;τ为热红外波

段的大气透过率;ε为地表比辐射率;L↑,L↓,τ 的

取值可参见NASA网站。

Lλ=gain×DN+bias (17)
式中:Lλ 代表ETM 和OLI影像热红外波段像元在

传感器处的辐射亮度值;DN为像元灰度值;gain,

bias分别表示热红外波段的增益值和偏置值。

3 结果与分析

3.1 “三生”空间时空布局与演变分析

由图2可见,生产—生态空间和生态空间在南昌

县土地利用类型中占据主体地位,但两者面积均呈逐

年减小趋势,2000年所占比例为89.6%,2020年比例

下降为83.6%。生活—生产空间主要集中分布于南

昌县中西部地区,随着生活—生产空间进一步扩张,
生产—生态和生态空间受到不断侵占。

3.2 冲突风险指数演变分析

通过Fragstats软件对“三生”空间数据进行网格

单元景观格局指标的计算,对构建的冲突风险指数进

行可视化分析,表征南昌县2000,2010和2020年的

土地利用绝对冲突水平。具体结如图3所示,南昌县

2000—2020年冲突风险均值分别为0.4235,0.4281
和0.4371,对应标准差分别为0.1667,0.1754和

0.1774,空间单元冲突风险水平和差异强度均呈不

断上升趋势。2000年,冲突风险以可控(稳定可控和

基本可控)为主,其中可控区域占南昌县总面积比重

为70.84%;失控区域(基本失控和严重失控)比例为

29.16,分布较为分散。2010年,可控区域比例下降

为67.98%,失控区域占比提高至32.02%,其中严重

失控区域面积为155.33km2,基本失控区域面积为

425.34km2,且集中分布于南昌县中心城区和中西部

地区。2020年,可控区域范围持续减少,失控区域

比例进一步提高至34.63%,其中严重失控面积为

189.21km2,基本失控面积为438.83km2,且失控区

域从中心城区不断向外扩张至中部的麻丘镇和昌东

镇,空间集聚特征愈发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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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0—2020年南昌县“三生”空间演变特征

Fig.2 Spatialpatternsofproductional-living-ecologicalspaceatNanchangCountyfrom2000to2020

图3 2000—2020年南昌县冲突风险指数等级

Fig.3 ConflictriskindexlevelofNanchangCountyfrom2000to2020

3.3 生态环境质量演变分析

运用ENVI5.3软件,对绿度、湿度、干度、热度4
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南昌县各年份的主成分

特征值和贡献率,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试验结果显

示,南昌县2000,2010和2020年遥感生态指数第一

主成分(PC1)的特征值分别为0.2502,0.1953和

0.3189,对 应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78.51%,75.13 和

86.1%,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最大,均在75%以上。
表明PC1 包含了绝大部分的遥感指标合成信息,可以

用于遥感生态指数的计算,反映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

状况。其中2010年PC1 中绿度、湿度、干度、热度4

个指标的特征向量呈现出两负两正的特征,表明该年

南昌县的生态条件与PC1 值成反比,为方便数据结果

分析对比,对2010年的PC1 值做取反处理,使PC1
值的大小与表征的生态环境质量成正比关系。

采用等间距分级法把生态遥感指数划分为:0≤
RSEI<0.2,0.2≤RSEI<0.4,0.4≤RSEI<0.6,0.6≤
RSEI<0.8,0.8≤RSEI≤1共5个等级,对应生态环

境质量差、较差、中等、良好、优秀5类等级。统计结果

如表3所示,经过标准化处理后,2000,2010和2020年

RSEI的均值分别为0.6607,0.641和0.6268,其中

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RSEI均值的下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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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 别 为 2.98% 和 2.22%,表 明 南 昌 县 2000—

2020年的生态环境质量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

表2 南昌县2000—2020年RSEI各指标主成分分析

Table2 Principalcomponent(PC)analysisofRSEIindicatorsof
NanchangCountyfrom2000to2020

年份 指标 PC1 PC2 PC3 PC4

NDVI 0.5077 0.1420 -0.8496 -0.0137

WET 0.5888 0.0171 0.3429 0.7317

2000
NDBSI -0.3521 0.7398 -0.3415 0.4606

LST -0.5211 0.6575 -0.2096 0.5022
特征值 0.2502 0.0481 0.0170 0.0035
特征值贡献率/% 0.7851 0.1508 0.0532 0.0109

NDVI -0.4654 -0.3329 -0.8188 0.0466

WET -0.5966 0.1173 0.3325 0.7210

2010
NDBSI 0.3802 0.6783 0.4679 0.4200

LST 0.5320 -0.6445 -0.0091 0.5492
特征值 0.1953 0.0453 0.0159 0.0034
特征值贡献率/% 0.7513 0.1745 0.0613 0.0129

NDVI 0.4514 0.2193 0.8648 0.0131

WET 0.5574 -0.0386 0.2930 0.7759

2020
NDBSI -0.4765 -0.6306 0.4016 0.4626

LST -0.5084 0.7435 0.0703 0.4287
特征值 0.3189 0.0266 0.0235 0.0014
特征值贡献率/% 0.8610 0.0718 0.0635 0.0037

表3 南昌县冲突风险指数和遥感生态指数统计

Table3 ConflictriskindexandRSEIofNanchangCounty
from2000to2020

年份
冲突风险指数

平均值 标准差

遥感生态指数

平均值 标准差

2000 0.4235 0.1667 0.6607 0.2365
2010 0.4281 0.1754 0.6410 0.2007
2020 0.4371 0.1774 0.6268 0.2562

试验结果显示:①2000年南昌县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较好,生态环境差和较差区域主要呈线状分布特

征,集中于中心城区(小蓝经开区中部、银三角中西

部)和南部地区(向塘镇中部、黄马乡中北部和莲塘

镇)。②随着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2010年生态环境

恶化特征与地理区位理论中城市演化特征相契合,以
南昌市主城区为依靠,南昌县中心城区为扩张中心,
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区域呈向四周扩散趋势,主要集中

于中心城区(小蓝经济开发区、银三角和莲塘镇)及其

西部(东新乡、冈上镇)、北部(昌东镇)和南部(向塘

镇、黄马乡)。③2010—2020年,南昌县城镇化扩张的

速度依然在加快,其生态环境质量恶化区域进一步扩

大,呈现出集中连片的分布特征。主要分布为南昌县

中心城区(东新乡、冈上镇、八一乡、武阳镇)及其北部

(麻丘镇、昌东镇)两大片区。RSEI具体分布如图4
所示。

图4 2000—2020年南昌县RSEI等级

Fig.4 RSEIlevelofNanchangCountyfrom2000to2020

3.4 土地利用相对冲突时空演变分析

通过公式(3)和(9)计算分别得到2000,2010和

2020年的冲突风险指数和遥感生态指数,依据公式

(1)—(2)并归一化之后得到2000—2010年和2010—

2020年两个时间段的土地利用相对冲突区域和冲突

强度。土地利用相对冲突结果统计如表4所示:

①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非 冲 突 区 面 积

占南昌县空间单元总面积的比重均维持在75%以

上,为维护南昌县“三生”空间协调发展、缓解土地利

用冲突发挥了重要作用。②2000—2010年和2010—

234                   水土保持通报                     第44卷



2020年土地利用相对冲突区域的强度均值为0.1376
和0.1881,标准差为0.1494,0.1955。土地利用相对

冲突区域总面积略有减少,但冲突等级由低冲突向中

高冲突水平转移,冲突强度呈显著上升趋势。③2000—

2010年和2010—2020年,冲突区域均以轻度冲突为

主,但轻度冲突占南昌县总面积的比重由13.85%下

降至10.18%;中度冲突区面积增加15.6km2,同比上

升13.46%,面积占南昌县总面积比重由6.39%提高

至7.25%;严重冲突区面积增加28.76km2,同比上升

56.49%,面积占南昌县总面积比重由2.81%提升至

4.39%。
结合“三生”空间时空演变格局,对比发现,随着

南昌县城镇化进程,土地利用相对冲突多发生于城乡

接合区,该地区亦是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最为剧烈的区

域,主要表现为生活—生产空间侵占生产—生态空

间,耕地转移为城镇建设用地。

表4 2000—2020年南昌县土地利用相对冲突转移矩阵

Table4 TransfermatrixoflanduserelativeconflictinNanchangCountyfrom2000to2020

项 目  
2020年

非冲突区/
km2

轻度冲突/
km2

中度冲突/
km2

严重冲突/
km2

总计/
km2

占南昌县总
面积的比重/%

年
0002

非冲突区/km2 1095.4802 146.9889 99.5701 53.6923 1395.7315 76.95
轻度冲突/km2 207.0929 22.3024 12.5166 9.2338 251.1458 13.85
中度冲突/km2 79.9365 11.3441 11.801 12.8645 115.9461 6.39
重度冲突/km2 35.4344 3.9377 7.6614 3.8721 50.9056 2.81
总计/km2 1417.944 184.5732 131.549 79.6627 1813.7289 100.00
占南昌县总面积的比重/% 78.18 10.18 7.25 4.39 100.00 —

  运用ArcGIS10.5对南昌县土地利用相对冲突

时空格局进行可视化,通过自然间断法将空间冲突

水平划分为3个等级:0<LURCI≤0.1为低度冲突、

0.1<LURCI≤0.3为中度冲突、0.3<LURCI≤1为

高度冲突。土地利用相对冲突等级如图5所示,在土

地利用相对冲突空间分布上,2000—2010年,低冲突

区分布较为广泛,无明显空间分异特征。中度冲突区

主要分布于八一乡、东新乡、小蓝经济开发区、向塘镇

中部和昌东镇南部地区。高度冲突区分布较为集中,
主要位于莲塘镇、小蓝经济开发区、东新乡北部和昌

东镇南部地区。2000—2010年,南昌县土地利用相

对冲突区域主要位于南昌县中心城区,主要受政策、
规划和交通布局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导致冲突风险指

数上升和遥感生态指数下降。具体分析:①地缘优

势,以莲塘—向塘镇为发展轴的南昌县中心城区处于

南昌大都市区和昌抚(南昌、抚州)城市发展轴的关键

节点。②南昌县中心城区受政策规划的倾斜,一直是

支撑南昌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③南昌县中

心城区交通发达,设有向塘镇铁路货运站点,京九、沪
昆铁路、G105,G320国道等交通干线横贯中心城区,
是连接南昌至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主要线路。总而

言之,2000—2010年,随着地理区位、交通规划因素

的相互影响,南昌县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心城区

范围从莲塘镇扩大到小蓝经开区和银三角管委会,
导致该地区生产—生态空间、生态空间转移为生活—
生产空间,这是该地区土地利用相对冲突变化的直接

原因。2010—2020年,冲突主体仍以轻度冲突为主,
但是中高冲突区域显著增加,冲突强度上升。中度冲

突区主要集中分布于东新乡、八一乡、富山乡、向塘镇

和昌东镇地区。高度冲突区主要集中分布于东新乡、
小蓝经开区、富山乡、向塘镇、昌东镇和麻丘镇地区。
在相对冲突分布的空间格局上,南昌县中高度冲突区

向外围转移,与中心城区的进一步扩张相关。其次,
麻丘镇和昌东镇中高冲突强度表现尤为显著,空间集

聚特征显著。南昌县土地利用相对冲突区域的转移,
主要受政策、规划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其中,中心城

区在地理位置和交通布局的影响下,城市发展边界

进一步向外扩张,由莲塘镇、小蓝经开区和银三角管

委会扩张到东新乡、富山乡和向塘镇地区;麻丘、昌东

两镇受政策规划影响,于2003年划入南昌市高新产

业技术区,2010—2020年发展迅速。随着经济的不

断发展,两大区域生产—生态空间、生态空间向生

活—生产空间转移,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下降,冲突风

险指数上升,导致土地利用相对冲突水平提高。而南

昌县原有中心城区(莲塘镇、小蓝经开区和银三角地

区)城市化发展趋向协调,冲突风险指数基本不变,生
态环境状况维持稳定,因而土地利用相对冲突水平有

所下降。
3.5 土地利用冲突优化策略建议

土地利用冲突现象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是普

遍存在的。根据南昌县“三生”空间布局、生态环境

质量和土地利用冲突分布,结果显示:南昌县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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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冲突主要表现为生活—生产空间与生产—生态空

间的冲突,即建设用地与农用地之间的冲突;其次表

现为生活—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的冲突。针对上述

问题,结合南昌县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区域国土

空间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冲突分布等,提出以下优化

策略。

图5 2000—2020年南昌县土地利用相对冲突等级

Fig.5 Landuserelativeconflictindexlevelof
NanchangCountyfrom2000to2020

(1)优化“三生”空间土地资源配置,严守耕地保

护红线,提高生产—生态空间经济活力。确保耕地占

补平衡,结合地区实际情况划定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保障以水田、旱地为主的生产—生态空间布局稳定。
针对南昌县冲突水平较低的农业发展区,提高耕地质

量,加强高标准农田整治建设,完善排灌体系,坚持

“宜耕则耕,鼓励多元化农业发展”的原则。如临近鄱

阳湖的北部地区鼓励农用地承包流转,实现农业规模

化、集约化经营;临近南昌主城区的南部地区,鼓励发

展现代都市农业。
(2)坚持“两山”发展理念,提升城市生态质量。

加强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统筹城市公园、河流

和城郊绿地等生态空间资源配置,建议生态空间与生

活—生产空间用地穿插布局,提高生态空间景观连通

性,优化城区景观格局;明确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关

系,优化供需匹配,合理配置自然资源,提高城市生态

系统服务效益,构建人地和谐的城市宜居空间。
(3)优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坚持节约集

约用地。整合南昌县中心城区与各乡镇之间用地布

局,严控城镇开发边界扩张,限制城镇建设用地增量,
促进新增建设用地与产业结构优化相协调,推进旧城

改造,盘活建设用地存量,提高生活—生产空间土地

利用效率。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周国华等[1]采用景观格局指数从整体上显示特

定年份的冲突区域和冲突水平程度,本文视为一种绝

对冲突,但其与其他方法(PSR模型[25]、适宜性评

价[27])均未深入探讨城市化背景下土地利用冲突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效应。王健等[20]基于不同年份的差

异比较,结合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表征土地利用的空间

冲突水平,本文视为一种相对冲突。在周国华[1]、王
健[20]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客观评价生态环境质量

状况的遥感生态指数融合冲突风险指数,实现对南昌

县土地利用绝对冲突和相对冲突区域与冲突水平的

动态识别与测度。在研究结果上,土地利用绝对冲突

的结果与周国华等[1]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土地利用

冲突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而土地利用相对冲突

结果显示,2000—2010年中心城区为中高度冲突,

2010—2020年却转变为低度冲突,原因在于采用遥

感生态环境指数测算的2010—2020年中心城区生态

环境质量等级基本稳定,与王健等[20]研究结果有所

不同,但遥感生态指数相对于专家打分法更为客观。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①为保持原有数据精度,遥
感生态指数在ArcGIS中进行聚合分析时,输出格网

的大小只能是30m分辨率的倍数,常用的500m格

网无法进行聚合分析,因此采用600m的网格作为评

价单元;②遥感生态指数无法表现水体的生态环境

质量状况,文中选择研究区遥感生态指数的均值代表

水体的生态环境质量。③本文结合南昌县“三生”空
间时空演变结果、政策与相关规划进行理论分析,并
以此提出优化策略建议,未深入研究南昌县土地利用

绝对冲突和相对冲突的影响因素与优化布局策略,有
待进一步研究。
4.2 结 论

(1)2000—2020年,南昌县“三生”空间演变剧

烈,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生活—生产空间侵占生产—
生态空间和生态空间,对外急剧扩张,生态环境质量

也随之变差,差与较差范围不断向外扩张。
(2)2000—2020年,南昌县土地利用绝对冲突和

相对冲突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2000—2020年土地

利用绝对冲突面积不断增加;2000年—2010年至

2010年—2020年,土地利用相对冲突区域总面积略

有减少,但冲突等级由低冲突向中高冲突水平转移,
冲突强度呈显著上升趋势。

(3)2000—2020年,土地利用绝对冲突失控区

域,主要位于中心城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不断向外

扩张,冲突区域随时间变化呈现出“点—线—面”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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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的变化特征。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
土地利用相对冲突区域以轻度冲突为主,中高度冲突

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转移,相对冲突主要分布在城市

对外扩张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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