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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耕地多功能的时空演变及分区优化 

向慧 1，周春梅 1，彭保发 1，付冬暇 2 

(1.湖南文理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2.自然资源部第一地形测量队，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利用耕地功能指数、功能优势指数等分析 2010—2020 年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耕地多功能的时空演变趋势，

探讨功能视角的片区耕地分区优化措施。结果表明：耕地功能时间演变存在差异，总体持续增长，文化、生产、

生态安全、社会保障功能的变化率依次降低；耕地功能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总功能由 2010 年的东高西低、

北高南低演变为 2020 年的 4 个高值中心；生产功能由北低南高演变为高值集中于东部；社会保障功能由东高西

低演变为高值局部凸出、中等值普遍分布；生态安全功能由四周高、中间低演变为极高值三足鼎立，文化功能由

北高南低演变为极高值和高值贯穿全域。将研究区划分为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生产、文化和生活–生态功能优

势区等 5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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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ultivated land’s multi-functions and its  

zoning optimization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XIANG Hui1，ZHOU Chunmei1，PENG Baofa1，FU Dongxia2 

(1.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Hunan 415000, China; 2.The 

First Topographic Survey Team of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Xi’an, Shaanxi 710054, China) 

Abstract: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index and function advantage index were collected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trend of cultivated land multi-functions and to find out zoning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the temporal changes of cultivated land multi-functions were different 

and they all showed growth trends. The change rat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s decreased successively. It had obvious spatial heterogeneity for the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s. The total function 

had changed from higher in the east and lower in the west, higher in the north and lower in the south in 2010 to four 

higher centers in 2020.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had changed from lower in the north and higher in the south to the higher 

centers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 The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had changed from higher in the east and lower in the west to 

higher centers local protrusions and medium areas widespread distribution.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function had changed 

from lower in the center and higher in the peripher to highest and higher areas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region. The 

research area c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namely that production-living, ecological-cultural, production, cultural, 

and living-ecological functions advantage areas. 

Keywords: cultivated land function; cultural function;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zoning optimizatio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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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物质和重要资

源，是粮食生产的主要基质，是社会保障和生态安

全的关键要素，是农耕文明的空间载体[1]。由于人

类需求的多维性和耕地利用方式的复杂性，耕地功

能具有多元性。同时，鉴于耕地空间分布的不均衡

性和城乡转型发展的阶段性，耕地功能变化具有明

显的异质性和动态性[2]。探讨耕地多功能的时空变

化规律和分区优化对于提升耕地的整体效能，满足

人类多样化的物质及精神需求，深化耕地可持续利

用及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3–4]。 

耕地多功能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耕地多功

能的内涵、分类和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方法及研究

尺度等 4 个方面。耕地多功能是指除粮食生产等生

产功能外，耕地还具有调节大气组分与气候、调节

水文[5]、建设发展隔离等生态功能[6–7]，以及提供就

业保障、生态景观及弘扬传统农耕文化等社会文化

功能[8]。耕地多功能主要围绕农业生产、社会保障

和生态性服务等功能领域拓展，如宋小青等[2]将耕

地功能划分为生态安全、社会安定、社会保障和就

业保障等功能；王成等[9]认为耕地也具备景观游憩

和建设空间储备功能；QIAN 等 [10]将其划分为生

产、生态、美学景观及社会保障等功能，JIANG 等[11]

再增加了文化休闲功能。评价指标包括耕地生态承

载力[12]、耕地生物多样性[10]、农业机械化水平[13]、

农业对 GDP 贡献率和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14]等，

但鲜有研究结合了耕地景观多样性和农业文化遗

产数量等指标以呈现其农耕文化的传承性。大多数

学者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耕地

多功能研究，如全排列多边形法[15]、综合指数法[16]、

空间自相关分析法[17]和目标决策法[18]等。耕地多功

能研究的尺度多样，相关研究涉及国家[2, 19]、省[20]、

市[21]、重点经济区[22]和村镇[23]等，以省级和经济较

为发达的地区为主。对湖南省的研究[24]表明，随省

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及全域旅游

政策的出台，耕地利用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耕地

文化功能的开发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但同时，劳

动力、资金及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耕地利

用非粮化、非农化及边际化等问题日益突显[25]，耕

地的生产、社会等功能也不可忽视。 

纵观已有成果，仍存在以下 2 点不足：第一，

评价指标主要围绕生产、生活及生态等功能[26–27]，

直接量化文化功能的研究较少[28]；第二，探讨中东

部地区的研究较充足，关注西部民族地区的文献少

见，对农业大省民族地区的研究更为缺乏。鉴于此，

笔者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科学构建耕地多功

能评价指标体系，合理评估耕地的文化功能；结合

耕地功能指数、功能优势指数和 GIS 制图，分析湖

南省武陵山片区耕地多功能的时空演变规律，划分

功能优势区，探讨各优势区的耕地利用与管理举

措，旨在完善耕地多功能的评价方法，为区域耕地

资源的合理利用、乡村文化产业的有序发展及国土

空间规划提供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地处湖南省西北腹地，涵盖

7 个市(州)的 37 个县(市、区)，约占武陵山片区县

域数量的 1/2(表 1)。片区是国家级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是长江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生态屏障作

用明显；同时，片区地貌形态差异显著，承载能力

有限，泥石流、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频发，耕

地生态保护任重而道远；片区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和

中部崛起战略的前沿和窗口，是中国区域经济分水

岭，为“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迫切需

要发展农耕经济；片区少数民族占全省少数民族人

口 90%以上，农耕文化历史悠久，且其独特性和唯

一性优势明显；随着区域城镇空间扩张及居民消费

需求的转型升级，耕地可持续利用与管理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湖南省武陵山片区集生态文明示范区、

水源涵养区、山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区及

民族地区等于一体，以其为案例地具有独特性、代

表性和典型性。 

表 1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的行政单元 

Table 1 The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市(州) 县(市、区) 

湘西州 吉首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保靖县、古丈县、

永顺县、龙山县 

怀化市 鹤城区、中方县、沅陵县、辰溪县、溆浦县、会同县、

麻阳县、新晃县、芷江县、靖州县、通道县、洪江市 

邵阳市 新邵县、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绥宁县、新宁县、

城步县、武冈市 

张家界市 永定区、武陵源区、慈利县、桑植县 

娄底市 新化县、冷水江市、涟源市 

常德市 石门县 

益阳市 安化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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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方法 

2.1.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参照已有成果[3, 9–10]，结合研究区现状，从生

产、社会、生态及文化功能等 4 个维度构建指标体

系(表 2)。 

2.1.2 耕地功能指数及其变化率计算 

为使指标具备可比性，采用极差标准法[17]进行

无量纲化处理。采用熵权法[29]对各指标进行赋权，

指标值离散程度越大，其权重越高。参照文献[30]，

采用加权求和法计算耕地功能指数(F)。0.0<F≤

0.2，为极低值；0.2<F≤0.4，为低值；0.4<F≤0.6，

为中等值；0.6<F≤0.8，为高值；0.8<F≤1.0，为极

高值。参照文献[31]的方法，计算耕地功能指数变

化率(R)。0<R≤50%，稳定增长；50%<R≤100%，

缓慢增长；100%<R≤150%，中速增长；R>150%，

快速增长。 

表 2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Multifunction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ultivated land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要素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指标属性 指标计算方法 权重 

耕地生产功能 粮食数量保障 单位面积耕地粮食产量 X1/(kg·hm–2) + 粮食产量/耕地面积 0.070 8 

  单位面积耕地产值 X2/(万元·hm–2) + 农业总产值/耕地面积 0.068 3 

  土地垦殖率 X3/% + 耕地面积/土地总面积 0.064 5 

 粮食质量保障 农产品地理标志数量 X4/个 +  0.020 4 

  绿色食品数量 X5/种 +  0.032 6 

      
社会保障功能 就业保障 农业从业人口比例 X6/% + 农业从业人数/农村人口数 0.076 8 

  人均农业机械化水平 X7/kW – 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从业人数 0.075 8 

 生活保障 人均耕地经营面积 X8/hm2 + 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数 0.066 6 

  人均粮食保证率 X9/% + 粮食产量/(人口数×人均粮食需求量) 0.074 2 

 经济保障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X10/元 +  0.058 1 

  农业对 GDP 贡献率 X11/% + 农业总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0.071 6 

      
生态安全功能 环境承载 单位面积耕地化肥施用量 X12/(kg·hm–2) – 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 0.078 4 

  单位面积耕地农药施用量 X13/(kg·hm–2) – 农药施用量/耕地面积 0.076 0 

      
文化功能 农耕文化传承 耕地景观多样性 X14 + 香农多样性指数[7–8,11] 0.069 6 

  农业文化遗产数量 X15/项 +  0.096 3 

“+”示正向指标；“–”示负向指标。 
 

2.1.3 耕地功能优势指数计算 

参照文献[32–35]的方法，计算耕地功能优势指

数，并以其为耕地分区优化的指标。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所用数据可分为 4 大类：①地理空间

数据，包括 DEM 数据和行政区域数据，来源于地

理空间数据云(https://www.gscloud.cn/)；②统计数

据，如耕地面积、单位耕地粮食产量、农业总产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例及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等来

源于 2010—2020 年《湖南省农村统计年鉴》《湖

南省统计年鉴》《湖南调查年鉴》及各县(市、区)

统计年鉴；③农产品地理标志、绿色食品等数据来

源于湖南省绿色食品数据中心 (http://greenfood2. 

nyfwypt.com)；④土地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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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结果与分析 

3.1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耕地多功能的时间演变 

3.1.1  耕地总功能的时间演变 

研究区耕地总功能指数从 2010年的 0.314 5(低

值)上升至 2020 年的 0.600 0(中等值)，变化率为

90.78%，为缓慢增长。究其原因，可能为近年来研

究区作为脱贫攻坚示范区和知名生态文化旅游区，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充分挖掘了片区丰富的

农耕文化旅游资源，提供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就业机

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民族地区居民持续增

收致富，实现了耕地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功能

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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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耕地子功能的时间演变 

耕地子功能的时间演变如表 3 所示：耕地各项

子功能均呈增长态势，文化、生产、生态安全、社

会保障功能的变化率依次降低。 

表3 2010—2020年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耕地子功能的

时间演变情况 

Table 3 Time evolution of farmland subfunction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20 

功能 年份 功能指数 功能类型 变化率/% 变化类型 

生产 2010 0.216 3 低值   

 2020 0.453 3 中等值   

 2010—2020   109.57 中速增长 
      

社会保障 2010 0.324 5 低值   

 2020 0.516 6 中等值   

 2010—2020   59.20 缓慢增长 
      

生态安全 2010 0.461 3 中等值   

 2020 0.779 0 高值   

 2010—2020   68.87 缓慢增长 
      

文化 2010 0.208 3 低值   

 2020 0.763 0 高值   

 2010—2020   266.30 快速增长 

 

2010—2020 年生产功能呈中速增长态势，总增

长率为 109.57%，得益于农业总产值的急剧上升，

以及精准扶贫和科技兴农战略等重大政策的支撑。

一方面，农业结构调整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推

动向高效益的经济作物转型发展，带动农民增收；

另一方面，结合市场需求，积极带动绿色优质农产

品，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带动乡村振兴。 

2010—2020 年社会保障功能呈缓慢增长趋势，

总增长率为 59.20%。原因如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

加快，劳动力逐渐被农业机械所替代；发展特色农

业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有利于提升农业产

值；创新农业生产技术，打造高效特色农业发展新

模式，农耕经济提升显著。 

生态安全功能呈缓慢增长趋势，功能值从 2010

年的 0.461 3 上升至 2020 年的 0.779 0，增长了

68.87%。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

著成效，片区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农药、化

肥等化学品限制较严，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新格

局，提升了绿色可持续发展水平。 

文化功能整体呈快速增长态势，2010—2020 年

总变化率为 266.30%，表明区域农耕文化功能明显

增强。研究区依托其独特的自然和民族文化资源，

深入挖掘农耕文化特色，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战略，

提升区域知名度，提高民族文化自信，促进了耕地

文化功能的持续增长。 

3.2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耕地多功能的空间格局 

3.2.1  耕地总功能的空间格局 

由图 1 可知，2010 年，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耕地

总功能整体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其中，中等值区

具有“东部连片、西部零散”且交融连通的空间特征；

东部地区的中等值区北至石门、南达新宁、东抵涟

源，西部地区包括凤凰、麻阳、芷江和靖州；低值

区集中于西偏北和西偏南地区，如花垣、通道等 

 

a 2010 年；b 2020 年。 

图 1 2010 和 2020 年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耕地总功能的空间格局 

Fig.1 Spatial pattern of the total function for cultivated land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in 2010 an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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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同时，东部的安化和冷水江则呈孤星状分布。

2020 年，耕地总功能较 2010 年时整体提升，区域

差异愈加明显，高值区集中于西偏北和东部地区，

共 19 个行政单元；中等值区在西部呈团块状分布，

同时，东部的冷水江仍保持孤星状分布。2010— 

2020 年耕地总功能稳定增长，变化率最大的地区集

中在西偏北部的花垣、保靖、龙山及永顺等，原因

可能为：一方面，该区地处湘、鄂、黔、渝 4 省(市)

交界处，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区域，区域借助

资金和政策等优势，大力发展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

作物和绿色优质农产品，带动了乡村振兴和区域协

调发展；另一方面，上述地区位于湖南省唯一的少

数民族自治州(湘西州)境内，区域农耕文化资源、

民族特色产品和优质农产品相互映衬，文旅融合发

展带动了农耕文化资源的开发。 

3.2.2   耕地子功能空间格局 

由图 2 可知，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耕地各项子功

能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 

 

a 生产功能(2010 年)；b 生产功能(2020 年)；c 社会保障功能(2010 年)；d 社会保障功能(2020 年)；e 生态功能(2010 年)；f 生态功

能(2020 年)；g 文化功能(2010 年)；h 文化功能(2020 年)。 

图 2 2010 和 2020 年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耕地子功能的空间格局 

Fig.2 Spatial pattern of cultivated land sub function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in 2010 and 2020 
 

2010 年生产功能总体偏弱，呈北低南高的格局

(图 2–a)，其中，功能值最强的是涟源和武冈，为中

等值区。2020 年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图 2–b)。

2010 和 2020 年，片区南部及东部生产功能较强，

是因为这些地区地势较为平坦，耕地资源丰富，粮

食生产条件较优越，且人口较为集中，多种植高效

益的经济作物，物质产出功能强；生产功能较弱的

极低值区和低值区分别呈零散和片状分布，大多分

布于西部、北部的山区，这些地区地势起伏大，耕

地质量较差，单位耕地粮食产量和土地垦殖率较

低。2010—2020 年生产功能中速增长，中等值区数

量明显上升，其中，东部增长最为明显，以中速及

快速增长为主，原因为：一方面，该区地势较为平

坦且距离省会较近，耕地资源禀赋较为优越且优质

农产品市场需求量较大；另一方面，该区凭借其良

好的资源优势，深化“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农业布

局，加快建设奶牛、苗香梨、青钱柳等具有苗乡特

色的现代农业，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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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全面实现小康目标。 

2010 年社会保障功能空间格局差异明显(图

2–c)，其中，溆浦、武冈的功能最强，为高值区；

桑植、保靖、古丈、绥宁和城步的功能最弱，为极

低值区。2020 年社会保障功能呈现“高值局部凸出，

中等值普遍分布”的空间格局特征(图 2–d)，高值区

零散分布，具有带动周围城市经济辐射发展的优

势；中等值区普遍分布，反映片区拥有良好的农业

发展基础，农业从业人员流失较缓，同时在乡村振

兴政策的扶持下，农民收入稳定并持续增长，农民

的就业及生计较有保障。2010—2020 年社会保障功

能缓慢增长，其中，变化率较小的地区集中于东南

部的武冈、隆回、新邵及邵阳县，变化率较大的地

区则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新晃、南部的绥宁和城步及

西偏北部的保靖、古丈、永顺和桑植等地。可能是

区域东部距离经济发达地区较近，农业人口大量向

第二、三产业转移，农村人口老龄化、农业非农化

等问题更加明显，限制了耕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发

展。西部、南部及西偏北部地区则依托西部大开发

的契机，把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改善农村环境、增

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工作的重点，系统地构筑与现

代农业相符的新型农业支持与保护体系，农业的地

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2010 年生态安全功能最强的是洞口，为高值区

(图 2–e)。2020 年生态安全功能整体明显上升，表

现为极高值呈团块状分布(图 2–f)，主要位于区域东

偏北和西偏南地区，表明片区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稳步实施高标准农田等工程，农药、化肥等乱

用现象得以改善，耕地的环境承载力得到提高。

2010—2020 年生态安全功能缓慢增长，大部分地区

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娄底的冷水江增长最为明显

(增长率达 180.66%)。究其原因，是冷水江作为湖

南省第一个整体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县级城市，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近年来，区域严格限制农药、

化肥的使用，减轻了耕地生态破坏和农业面源污染

问题；深入发展“一县一特”小水果产业，大力推进

农业产业化和特色休闲高效农业发展，实现生态效

益和农业效益的同步提高。 

2010 年文化功能空间分异明显，呈现出北高南

低的格局(图 2–g)，功能最强的是北部的永定、慈利

和西偏北的花垣，为中等值区；功能最弱区集中分

布于西偏南部与东部，为极低值区，这些地区农耕

景观相对单一，农耕旅游资源较为匮乏，农产品地

理标志数量较少，文化功能较弱。2020 年文化功能

极高值区和高值区贯穿全域，呈团块状或长条状分

布(图 2–h)。研究区内，片区北部耕地的文化功能始

终较强。究其原因，北部地区以山地为主，耕地景

观多样性优势明显，少数民族风情浓厚，文化功能

较强；北部地区为连接中国中西部的重要通道，有

利于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2010— 

2020 年片区耕地文化功能总体快速增长，内部差异

变小，区域西偏北部的变化尤为明显。究其原因，

2010 年以来，片区西偏北部交通迅速发展，交通对

农耕文化资源开发的促进作用明显；西偏北部各地

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依托乡

村景观特色和人文环境打造一批承载乡愁、传承革

命文化、体验农耕的特色美丽乡村，形成特色资源

保护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动；西偏北部各地区重点

发展农业服务业及优势特色农业产业，促进了农业

产能稳步提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以及农村第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3.3 基于功能视角的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耕地分区

优化 

依照空间分布连续性与行政区划完整性原则，

根据测算得到的耕地功能优势指数，将区域划分为

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生产、文化、生活–生态

等 5 类功能优势区(图 3)。 

 

图 3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耕地的优势功能分区 

Fig.3 Optimization of multifunctional zoning of cultivated land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of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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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产–生活功能优势区。该区域包括怀化市

的 12 个行政区，占行政单元总数的 32%。该区域

农业总产值所占比重约 30%，高于研究区平均值，

是重要的特色农产品基地；区域森林覆盖率达

68.58%，是全国九大生态良好区域之一；区域经济

保障进一步发展，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提高。

然而，该区域山地多、耕地少，限制了土地的集约

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的大面积推广。此外，区域资源

利用比较粗放，农产品加工率较低，农业生态资源

优势并未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鉴于此，该区未来

的发展趋势如下：开展示范大棚等专项建设，种植

花卉、蔬菜等高附加值农产品，打造具有当地特色

的产业发展新模式，走集约高效生产道路；充分利

用区位优势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建立生态保护体

系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农业资源生态化、高效化、

合理化利用；完善信息等基础设施，促进对外农业

技术成果共享和经济合作交流，增强农民增产增收

的能力。 

2) 生态–文化功能优势区。该区域主要集中分

布在研究区北部，包括石门、桑植、慈利、武陵源

和永定 5 个行政单元。该区以山地为主，光热充足，

富硒农业资源丰富；区域具有独特的旅游资源，便

捷的对外交通使得农业文化遗产走向大众化；区域

农业市场化体系及乡村发展转型具有一定的基础，

但优质高效农产品流通体系尚未形成；区内耕地资

源少，分布零星、连片度低，生态系统稳定性差[36]，

迫切需要加强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农用地管控。鉴

于此，该区优化建议如下：综合资源禀赋与环境承

载能力，积极探索循环农业、生态农业、集约农业

等新理念与新模式，为现代农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新

引擎；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维持耕地的现有生

态价值，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促进乡村

振兴，构建良好的生态格局；保护特色农耕文化，

加速农旅深度融合，实现各方的良性互动。 

3) 生产功能优势区。该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研

究区东南部，覆盖邵阳市的 8 个行政单元。该区山

地占土地总面积的 57.6%，是资水和沅水的发源地，

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区域城镇化率较高，

经济较为发达，优质高端农业、特色产业园区建设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区域地处湖南东、西部过渡

带和全省四大经济板块结合部，公路运输已较为发

达，但水、陆、空交通网络体系还亟需进一步完善。

鉴于此，该区优化建议如下：依据《湖南省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将邵阳市的总体功

能定位为山地生态农业发展区，构建“西部生态农

业圈”和“东部高效农业集群”，优化空间功能布局，

统筹产业集群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借鉴

沿海地区的成功经验，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为首要任

务，开发生态、绿色、优质农产品；提高交通设施

的网络通达性，保障区域内部农产品及服务之间的

联系，加快区域间贸易、资金和技术的流通，以推

动耕地功能转型和农产品质量提升。 

4) 文化功能优势区。该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研

究区西偏北部，覆盖湘西州的 8 个行政单元，毗邻

湖北省、重庆市，是湖南省连接中西部的重要通道。

该区河网密布，生态环境优美，是农业生态保育的

重点区域；区域以农耕文化为主，少数民族的农耕

遗迹、传统农具和重大节日活动保存至今，具有浓

厚的少数民族风情；区域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

自然灾害频繁，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

不断提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相对贫困问

题凸显。鉴于此，该区发展方向及建议如下：加快

培育古丈毛尖、保靖黄金茶、龙山百合等特色农产

品优势品牌，形成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品牌

化营销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结合耕作遗迹、传

统农具等农事体验活动，深入挖掘民居、饮食、服

饰和重大节日的传统节目表演等活动，弘扬农耕文

化；利用区域内农耕景观的独特性，大力发展康养、

研学和旅游等特色产业，开拓文旅产业的高端市

场，让文旅产业成为区域的新兴支柱产业；提升知

识产权意识，积极申报农产品地理标志；深入推进

扶贫开发，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促进经济社会与人

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5) 生活–生态功能优势区。该区域主要集中于

研究区东部，包括安化、新化、冷水江和涟源 4 个

行政单元。该区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光、热、

水、土等农业资源耦合条件较佳，是区域重要的经

济作物种植区，渔业和畜牧养殖区；区域人口外迁

问题严重，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问题突出，农业的

规模化经营水平及农业机械化水平有待提高；此

外，冷水江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环境污染严重，

产业转型发展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矛盾问题较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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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迫切需要产业带动转型、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鉴于此，该区发展方向如下：以保障生态优势为基

本原则，通过基本农田建设、测土配方施肥等工程

技术提升耕地质量，加大公共设施投放力度，以提

升农民生活水平，防止耕地因人口流失而抛荒撂

荒；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加快经济

发展，纵深推进农业机械化，实现创新引领；深入

推进生态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杜绝滥采乱挖，推

动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系统持续优化、整

体功能持续提升，维持建设用地与耕地数量的动态

平衡。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中发现，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耕地的生产

和生态功能呈增长趋势，已有的文献[25, 37–38]也得出

了类似的结论。这与中国一贯重视农业、注重保护

耕地，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国情密切相关。

研究区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缓慢上升，这与对洞庭

湖区的研究结果[25]相符，但与对淮海经济区的研究

结论[38]相反。可能是洞庭湖区与本研究案例地都位

于湖南省境内，湖南省为农业大省，农业是农村人

口主要的就业渠道及收入来源；而淮海地区经济较

为发达或者距离经济发达地区较近，受城镇化影

响，农业机械替代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这种替代

作用使得农民的择业观、生计观呈现灵活化及多样

化趋势。 

本研究中，区域地势低平的东部及南部生产功

能更强，而地势起伏较大的西部及北部生产功能更

弱，熊昌盛等[37]对中国耕地多功能的研究也得出

了类似的结论，故地势是影响耕地生产功能的重要

原因之一。然而，本研究中并未明确地势对耕地生

产功能的作用程度及作用机理，未来可在此方向作

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基于地理学、农学、生态学和文化学等

综合学科的视角，构建了生产–社会–生态–文化 4

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与已有的研究[25, 38]相比，

本研究增加了表征文化属性的指标，如耕地景观多

样性指数及农业文化遗产数量，是对耕地文化功能

研究的一次新尝试。然而，区域的耕地文化功能具

有时间动态性和空间异质性，且其动态演化深层次

的作用机制还未明确，故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

片区耕地文化功能的时空分异及作用机制，提出具

有可操作性的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及方案。本研究

中，区域耕地文化功能快速增长，较其他功能增长

更加明显。可能是本案例地为民族地区，区域农耕

文化具有多样性及独特性，但此结论在农耕文化资

源缺乏地区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中，采用 GIS 的空间技术，动态地呈现

了湖南省武陵山片区耕地多功能的时空演变特征，

基于功能视角划分了耕地功能优势区，探讨了各优

势区农业发展方向和耕地开发利用举措。但由于区

域情况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动态性，本研究提出的

分区优化方案的适用性及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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