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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上黄试区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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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黄土高原上黄试区自身特点，结合专家评议，建立了该区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指 标 体 系。采

用专家打分法对各指标进行量化分级与 权 重 确 定。运 用 ＡｒｃＶｉｅｗ　３．２软 件 将 该 流 域 划 分 为１８５个 地 块，

并建立各地块的空间和属性数据库。利用软件的空间叠加分析功能与综合指数法研究了各地块土地利用

的适宜程度。结果表明：上黄试区宜牧地面积最大，约为４１９．０４ｈｍ２（５２．３１％）；宜农地次之，约为１９５．３５

ｈｍ２（２４．３９％）；宜林地面积最 小，仅 为４６．８ｈｍ２（５．８４％）；宜 林 牧 土 地 面 积 约 为１３９．８６ｈｍ２（１７．４６％）。

评价结果可为上黄试区最佳土地利用方案的确定提供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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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利用的适宜性评价是指对土地本身所具有

的生产潜力以及土地对于某种用途的适宜性和适宜

程度进行评价，它不仅可以揭示土地的生产潜力，更

重要的是针对某种土地利用反映出土地利用适宜性

的程度及改良利用的可能性［１－２］。黄土高原是我国乃

至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除受其自身立地

条件的影响外，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是加剧该区水

土流失的 重 要 因 素［３－５］，因 此，如 何 合 理 的 利 用 土 地

资源成为解决该问题的重要途径。小流域是黄土高

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的基本单元，亦是乡村土地利用

和经营的资源空间，开展黄土高原小流域尺度上土地

利用适宜性的研究，对黄土高原土地资源的合理持续

利用与 水 土 流 失 综 合 治 理 具 有 重 要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

上黄试区位于宁夏南部固原市河川乡内，地理坐

标为１０６°２６′—１０６°３０′Ｅ，３５°５９′—３６°０２′Ｎ，地处黄土

高原西部宽谷丘陵沟壑区。试区南北长约３　８４４ｍ，

东西宽约３　７５８ｍ，土地总面积约８．０１ｋｍ２。区内土

壤多为黄土母质上发育的黄绵土和黑垆土，土壤贫瘠。

多年平均气温和降水量分别为６．９℃和４１９．１ｍｍ，属
温带半干旱气候区。试区梁峁起伏，沟壑纵横，水土流

失严重，海拔高度在１　５３４．３～１　８２２．０ｍ。林地、耕

地和草地是试区土地利用类型的主体，占试区总面积

的９０％ 以 上，它 们 的 面 积 分 别 占 试 区 总 面 积 的

６６．８７％，１６．１７％和７．１６％［６］。试区人口总数约６００
人，全区平均人口密度不足７５人／ｋｍ２。

２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指标是指影响和构成土地

生产力的各种因素，是衡量土地质量的指标。根据土

地利用适宜性评价原则［７］，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通

过对上黄试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等各方面的综合调

查，选取影响该区土地生产力的５个方面１４个因子

建立预选指标集（图１）。预选指标体系中的各因子，
由于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不尽相同，对
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的影响程度也就不同。考虑到

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及小流域的具体情况，通过专家

评议，从１４个因子中选取地貌部位、坡度、坡向、侵蚀

强度、土壤有机质和灌溉条件６个因子作为该流域土

地利用适宜性评价的最终指标体系。

图１　上黄试区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预选指标体系

３　评价单元确定及评价指标量化分级

３．１　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基础单元的确定

为了科学地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实现规划成果落

到实处，我们以地块作为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的基本

单元。根据上黄试区地貌类型、坡度和坡向等自然属

性状况，将流域划分为１８５个地块［８］，调查计算每一地

块单元的６个指标数据，建立各地块的属性数据库。

３．２　指标体系量化分级

参考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土地评价纲要》中所提出

的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原则和方法［７］，根据试区实际

情况，评价结果采取数量化的方法，对每一指标赋予一

定的分值，然后采用加权法得到每一地块的适宜性综

合得分。对于评价指标中的定性指标（例如坡向、水源

条件、地貌位置等），先转化为定量指标，然后再用分值

定量表示。土地利用适宜性等级采用４级划分，即高

度适宜、中度适宜、勉强适宜和不适宜［２，９］，对每一适宜

等级以４，３，２，１分别打分，然后评价每地块的适宜性，
得出农、林、牧的适宜等级。本研究采用专家打分法

确定小流域各评价指标的量化分级（表１）。

表１　上黄试区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指标量化分级

评价指标 分 级　
量化值

农业 林业 牧业
评价指标 分 级　

量化值

农业 林业 牧业

河（沟）台地 ４　 ４　 ４ 微 度 ４　 ４　 ４

地貌部位
梁峁坡底 ３　 ４　 ４ 轻 度 ３　 ４　 ４
沟谷坡地 ４　 ３　 ４

土壤侵蚀

强度
中 度 ２　 ３　 ３

梯 田 ４　 １　 １ 强 度 １　 ２　 ３
极强度 １　 １　 ２

０～５　 ４　 ４　 ４　 １．５～２．０　 ４　 ４　 ４

坡 度／（°）
５～１５　 ３　 ４　 ４

土壤有机质
１．０～１．５　 ３　 ４　 ４

１５～２５　 ２　 ３　 ４　 ０．６～１．０　 ２　 ３　 ３

＞２５　 １　 ２　 ２ ＜０．６　 １　 ２　 ３
阴 坡 １　 ３　 ３ 水窑补灌 ４　 ４　 ４

坡 向
半阴坡 ２　 ３　 ４

水源条件
梯田拦蓄 ４　 １　 １

半阳坡 ３　 ３　 ４ 水平沟拦蓄 １　 ３　 ３
阳 坡 ４　 ３　 ３ 旱 地 ２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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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指标权重确定

指标权重是指各指 标 在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中 的 相 对

重要程度，即对土地评价结果 的 影 响 程 度，其 合 理 性

对评价的结果至关重要。我们 采 用 专 家 评 分 法 分 别

确定各指标宜农、宜林及宜牧的相对权重。根据所邀

请专家 的 评 分 情 况，各 评 价 指 标 权 重 整 理 如 表２
所示。

表２　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各指标权重

权重
地貌
部位

坡度 坡向
侵蚀
强度

土壤有
机质

水源
条件

宜农 ０．１６　 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１６　 ０．０８　 ０．１５
宜林 ０．２５　 ０．２３　 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０５　 ０．１９
宜牧 ０．１５　 ０．２１　 ０．１８　 ０．１６　 ０．０５　 ０．２５

３．４　适宜性评价模型

根据小流域的实际情况和土地用途的要求，我们

采用综合 指 数 法 对 土 地 利 用 的 适 宜 性 进 行 评 价［２］。
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的综合指数可用下式表示：

Ｇ＝∑
ｍ

ｉ＝１
ＷｉＣｉｊ

式中：Ｇ———每 一 评 价 单 元（地 块）的 适 宜 性 得 分；

Ｗｉ———第ｉ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值；ｍ———评价指标的

个数；Ｃｉｊ———第ｉ个 评 价 指 标 第ｊ个 等 级 的 专 家 评

分值。

４　评价结果分析

土地资源具有多宜性，宜农地同时可能是宜林和

宜牧用地，宜林用地 也 可 能 是 宜 牧 用 地。因 此，在 土

地评价单元的评价过程中，我们首先采用单宜性评价

方法，只评价每一地块的宜农、宜 林 及 宜 牧 程 度（农、
牧、林优先原则），依此对每一 地 块 逐 一 评 价，得 出 地

块的农林牧适宜程度。在ＧＩＳ软件ＡｒｃＶｉｅｗ　３．２的

支持下，完成了上黄试区１８５个地块的土地利用适宜

性评价（表３）。

表３　上黄试区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结果

测量指标
高度
宜农

中度
宜农

宜林地 宜牧地
宜林
牧地

小计

面积／ｈｍ２　 １１５．５７　７９．７８　４６．８１　４１９．０４　１３９．８６　８０１．０６
比例／％ １４．４３　 ９．９６　 ５．８４　 ５２．３１　１７．４６　１００．００
地块数／个 ２３　 １６　 ２０　 ９３　 ３３　 １８５

４．１　宜农地

高度宜农地 的 土 地 面 积 为１１５．５７ｈｍ２，占 到 全

流域土地 总 面 积 的１４．４３％。这 一 部 分 土 地 主 要 为

流域内的河沟台地和部分梯田，其主要土地类型为川

台地及部分台地，该类土地地 势 平 坦，水 源 条 件 相 对

较好，其利用基本不受限制，是流域内稳产高产地段；
中度宜农地土地面积为７９．７８ｈｍ２，占全流域面积的

９．９６％，主要土地类型 为 人 工 改 造 的 梯 田 地，经 过 改

造，该类土地侵蚀强度变弱，土地生产力较大，其利用

主要受水资源条件的限制，是流域内粮食生产的潜力

所在；勉强宜农地面积为１２１．１１ｈｍ２，占流域土地总

面积的２９％，土地质量稍差，中度侵蚀，且水资源条

件不好，通过一定的水土保持 措 施，可 开 垦 为 该 区 域

的后备耕地资源。

４．２　宜林地

宜林地 土 地 面 积 为４６．８ｈｍ２，只 占 流 域 总 面 积

的５．８４％。该类土地主要位于峁顶和峁坡，坡 度 较

缓，侵蚀中 度，土 地 质 量 较 好，是 发 展 经 济 林 的 主 要

用地。

４．３　宜牧地

宜牧地面积 为４１９．０４ｈｍ２，占 到 流 域 总 面 积 的

１／２以上，所占比重较大。这类土地主要集中在坡度

较大的土地上，立地条件差，土壤侵蚀较为强烈，不适

宜农林业的发展，但可以种植 柠 条 等 灌 木，可 以 开 发

成为牧用地。

４．４　宜林牧地

宜林牧地的 面 积１３９．８６ｈｍ２，所 占 面 积 接 近 流

域总面积的２０％。该类土地资源属中度宜林和高度

宜牧区，可根据小流域内的实 际 情 况 和 发 展 需 求，确

定林牧种植面积的比例。

５　结 论

（１）土地 利 用 的 适 宜 性 评 价 涉 及 土 地 自 身 的 众

多性状。本文针对上黄试区土地资源的自身特点，在
专家评议的基础上建立了该区土地利 用 适 宜 性 评 价

的指标体系，并以地块为基本单元对其适宜性进行了

评价。结果表明：上黄试区宜牧地面积最大，占到流域

总面积的１／２以上，约为４６．８ｈｍ２；宜农地次之，约占

试区面积的２５％（１９５．３５ｈｍ２），其中，高度宜农地与中

度宜 农 地 的 面 积 分 别 为１４．４３％（１１５．５７ｈｍ２）和

９．９６％（７９．７８ｈｍ２）；宜林地面积最小，仅占试区总面

积的５．８４％；宜林牧地的面积约为１３９．８６ｈｍ２，所占

面积接近流域总面积的２０％。
黄土高原宁南 山 区 多 属“老、少、边、穷”地 区，自

然环境恶劣，农民基本“靠天吃饭”，水土流失严重，土
壤侵蚀剧烈。该区耕地保护与 环 境 建 设 的 任 务 十 分

繁重，应该通过土地综合治理，提 高 现 有 耕 地 的 综 合

生产能力，提 高 现 有 耕 地 与 退 耕 还 林 还 草 的 补 偿 标

准，激励农民保护耕地，发展牧草养殖业。
（下转第３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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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目标，对于这一复杂的巨系统定量化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本文提出的评 价 方 法 主 要 是 针 对 基

于时间序列的某区域的比较，如何建立一套完备的可

持续发展的预测预警机制将对区域发 展 起 到 重 要 的

指导作用，也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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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２５４页）

　　（２）以ＧＩＳ技术为手段、以地块为基本单元的土

地利用适宜性评价方法在小尺度空间上的可操作性

强，结果准确，能为所评价区域的土地管理与合理开

发布局提供依据，但在大尺度空间上的应用存在着一

定的局限性，（如工作量增加、数据准确性降低等），这
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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