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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基于高精度遥感影像和实地调查数据，选择黔中高原的典型岩溶山地普定县后寨河流域，探讨了 1963~

2010年岩溶山地的聚落和人口变迁，建立了基于聚落规模等级发展变迁和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的乡村聚落发展

适宜性和聚落整治类型评价方法。研究区大聚落和较大聚落主要分布在耕地条件和交通条件较好的中部峰丛

洼地区东、西两侧，人口密度高值中心对应的往往是大聚落等级。研究区聚落可划分为重点村镇型、优先发展

型、有条件扩展型、限制扩展型和迁弃型5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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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是人类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集聚定

居的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也可称之为居民点。

农村聚落变化是一个由其自然资源条件、区位可

达性及社会经济基础条件综合影响下的区位择优

过程，应根据不同区域驱动因子的不同发展态势，

探寻不同的农村居民点优化模式。研究农村居民

点用地的区位及其布局优化途径，促使农村居民

点用地向集约化发展，对于缓解人地矛盾、建设用

地供给短缺、增加耕地面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从优化模式看，曹

象明等提出应以城镇发展为核心，以逐步形成适

合于地域特征的“枝状”村镇空间结构体系[2]；对分

散的村镇适当迁并，使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聚落

规模达到2 000人以上[3]，发挥城镇的集聚效益，逐

步形成黄土高原沟壑区“大分散-小聚合”的村镇

体系格局，解决环境人口超载问题[4]；文博等将宜

兴市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划分为优先整治型、限制

扩展型、适度建设型和重点发展型[5]；朱雪欣等从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的空间布局角度提出，将农

村居民点划分为城镇转化型、城乡联合型、发展

型、限制发展型和迁弃型5 种整理类型[6]。从研究

方法上看，运用了聚落生态位来反映聚落在聚落

群中的地位、功能及作用[7,8]、运用引力模型和潜能

模型来模拟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中相关要素

之间的联系强弱 [9]、利用加权 Voronoi 图划分各中

心村的空间影响范围[10,11]、测算增长极点与发展轴

的空间综合作用[12]和研究被迁移的农村居民点斑

块的迁移方向[13]。目前的研究发现中心村集聚效

应与交通通达性、地形、生态保护等影响着农村居

民点用地适宜性水平 [14]，在合理城镇化实现水平

下，重点考虑对生态格局影响较小的农居点整理

方案[15]。但目前的聚落格局优化研究主要考虑了

居民点的现状布局及各居民点之间的相互影响作

用，而关于聚落演变过程和结果对聚落格局优化

的作用关注不够。

岩溶山地聚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聚落呈

现多样化演变过程[16]，在聚落的自发演变过程中，

自然、交通相对较好和原来规模相对较大的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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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较快；地处偏僻、可达性差的小聚落因人口逐

渐流失而空心化、衰败，位于生产生活条件差的峰

丛洼地区聚落甚至消亡。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开

展岩溶山地聚落体系空间结构整合研究，以为西

南岩溶山地乡村土地利用规划和整理、生态系统建

设和石漠化土地整治提供参考。目前的研究对岩

溶山地聚落分布特点有所认识[17~19]，但对其机理解

释不够，对岩溶山地乡村聚落格局优化和空间整合

的研究更是薄弱。本文即基于高精度遥感影像和

实地调查，从岩溶山地农村聚落自身的变迁过程和

结果出发，充分考虑聚落和人口的耦合变化，并结

合区位条件评价等社会经济因素，探讨根据聚落演

变过程和结果进行岩溶山地聚落体系空间整合的

方法，并以普定后寨河地区进行案例研究，以期为

岩溶山地农村聚落体系空间结构优化提供参考。

1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

11..11 研究区概况研究区概况

后寨河地区位于贵州省中部的普定县，包括

马官镇、白岩镇和城关镇的余官、打油寨、陈旗堡、

赵家田、下坝、白旗堡等行政村（图 1），面积

62.7 km2。研究区中部为峰丛洼地，四周为浅丘平

坝环绕，海拔在1 568~1 257 m之间，是黔中高原的

代表性组合地貌 [16,20]。根据研究区的地形地貌分

布特征，并适当兼顾村界，把研究区进一步分为：

① 中部峰丛洼地区：地貌类型主要为峰丛洼地、

谷地；② 中西部过渡区：主要地貌类型为谷地、缓

丘和平坝；③ 东北部缓丘区：地貌主要为峰丛浅

洼地；④ 东南部冲沟平坝区：地貌主要为冲沟、平

坝和缓丘；⑤ 西部低丘平坝区：地貌主要为坝子、

孤峰。该地区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农业结

构变化较大，外出务工人口多，其自然社会经济状

况在岩溶山区具有普遍性。

11..22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基础数据有 1963年和 1978年航片（分辨率分

别为 0.7 m、0.5 m）、2004 年 SPOT 合成影像（分辨

率2.5 m）、2010年ALOS合成影像（分辨率2.5 m），

使用 Erdas 软件，根据精校正后的 1:10000 地形图

对其进行校正和监督分类，于2007年10月和2011

年 2月进行了二次野外调查以检查影像解译精度

和获取其他相关数据，图斑的解译精度达95%。

研究区聚落人口数据主要通过实地访问年长

者、调查各村村级台帐获取。本研究通过二次对

研究区进行实地调查，获取了4个时期部分聚落人

口数[21]。其中，1963年33个聚落的人口数据，有19

个当时规模较大的聚落是通过 1958年 1:5万地形

图上标注的人口数，结合普定县1958~1963年农业

人口自然增长率来计算的，共9 278人。调查得到

的数据与研究区各乡镇、村历年的人口数据进行

了验证，以保证真实性。

2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22..11 研究思路研究思路

乡村聚落的演变体现在数量、规模和空间格

局演变3个方面且是一个统一的演变过程[22]，这个

过程受地形、水源、土地资源等自然条件和人口增

长、产业结构、制度文化以及城镇化等人文社会因

素的综合作用。自然因素是乡村聚落形成和发展

的基础 [23]，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变化与自然条件有

关，但在时间与空间的微观层面上区位条件和社

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更大[24]。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方式的转变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户择业

的多样性，交通干道沿线、公共服务中心等成为农

民建房选址的首选，聚落也逐步向交通设施与公

共服务设施扩张与转移，农村聚居区位选择将逐

步由资源依附型向设施依附型转化[25]。也就是说，

综合区位条件的好坏成为选择和优化居民点布局

的主要依据。因此，农村居民点必然聚集在区位

条件好的地区，而区位条件较差的区位必然是今

后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重点区域[26]。

注：1.中部峰丛洼地区；2.中西部过渡区；3.东北部缓丘区；

4.东南部冲沟平坝区；5.西部低丘平坝区。

图1 研究区地形与村界

Fig.1 Topography and village boundary in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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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乡村聚落演变的实

质是一个由其自然条件、区位可达性及社会经济

基础条件综合影响下的区位择优过程[27]，揭示乡村

聚落空间结构的演变趋势、驱动机制及其可能产

生的各种问题，准确把握其内在的演化规律对当

前农村居民点的整理工作有着重要影响[28]。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认为，在自然条件限

制相对较强、社会经济相对不发达的西南岩溶山

地，近几十年来乡村聚落的演变过程和结果体现

了聚落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适应和相互影响，

是聚落格局优化的基础，通过农村居民点整治对

其进行有效修正或引导，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阶段

的区域差异以及居民点功能转换的需要，优化居

民点空间布局、选择适宜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

等，有助于合理配置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协调

居民点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从而达到节约耕地、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和恢复生态的目的。本文

旨在揭示研究区1963年以来4个时间段的聚落规

模等级和人口变化基础上，进行研究区聚落格局

优化与聚落整合类型研究。

22..22 聚落等级划分聚落等级划分

本研究结合前期研究成果[29]，考虑聚落规模等

级，分别按研究区 1963年和各时期聚落斑块平均

面积为统一标准来划分聚落等级，将研究区各时

期聚落按空间分布规模（占地面积）划分为大、较

大、一般和较小4个等级。具体划分如下：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大：Ai≥ 2Ā
较大： Ā≤ Ai < 2Ā
一般： 1

2 Ā≤ Ai < Ā

小：Ai < 1
2 Ā

（1）

式中：Ai为第 i个聚落斑块的面积；Ā 为各年聚落斑

块平均面积。

22..33 优化原则与方法优化原则与方法

从扩大中心村、缩并自然村、迁弃和改造空心村

的目的出发，对研究区聚落进行整合和空间重构，着

重考虑以下原则：结合聚落的规模等级演变；结合人

口与聚落耦合演变模式的空间差异；结合聚落的村

界，适当兼顾村级行政界限。具体评价时分两步：

1）首先，根据研究区不同空间聚落规模等级发

展变迁和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差异性，确定研究区聚

落格局优化整治分区（表1），把研究区划分为乡村聚

落发展高适宜区、中适宜区、低适宜区和不适宜区。

2）研究区聚落和人口存在人口增聚落扩展，

人口减少聚落扩展，人口聚落不变，人口增聚落减

小，人口减聚落衰落，人口外迁同时聚落消亡等 6

种耦合演化模式[20]。因此，主要考虑研究区各聚落

斑块同期聚落规模等级和聚落人口演化模式，在

综合考虑各聚落斑块的行政等级、道路等级和产

业结构基础上，把研究区聚落斑块的类型划分为

重点村镇型、优先发展型、有条件扩展型、限制扩

展型和迁弃型（表2）。

表表22 研究区聚落整治类型评价研究区聚落整治类型评价

Table 2 Evaluation of settlement remediation types in study area

整治类型

重点村镇型

优先发展型

有条件扩展型

限制扩展型

迁弃型

同期聚落规模等级

同期横向比较4个

时期聚落等级为大

近期聚落等级为

大

近期为较大聚落

等级

4个时期聚落等级

均为一般

近期为小聚落等级

聚落人口演化模式

县乡公路通过，或可达性

好，规模和人口明显扩大

沿公路衍生出新生的斑

块，通过这种方式聚落规

模和人口在扩大

聚落缓慢扩展，人口缓慢

增加

聚落基本维持原状，但人

口减少

聚落逐渐衰败、人口逐渐

流失

33 结果与分析

33..11 研究区聚落演变过程中的等级变化研究区聚落演变过程中的等级变化

首先，以1963年为基准，比较各时期聚落斑块

等级的变化（图 2a）。1963 年规模大的聚落有陈

旗、贾官堡、下坝、号营、马官和余官等，主要分布

在研究区西部和中西部过渡区。相对于1963年的

表表11 研究区乡村聚落发展适宜性评价研究区乡村聚落发展适宜性评价

Table 1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适宜性

高适宜区

中适宜区

低适宜区

不适宜区

聚落规模等级演变

在聚落的演化过程中，各

时期以大聚落等级为主

在聚落的演化过程中，各

时期以较大聚落等级为主

在聚落的演化过程中，各

时期以一般聚落等级为主

在聚落的演化过程中，各

时期以小聚落等级为主

人口密度（2010年）

高

中

低

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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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1978年规模大的聚落在研究区西部增加了

平山、新堡、荷包山和马堡等4个，东部打油寨聚落

等级由较大上升为大；2004年西部、中西部和东北

部规模大的聚落大量增加，并衍生出一些新聚落，

中部峰丛洼地区后山、高寨聚落等级扩大，东南部

磨盘山聚落等级扩大。在 2010年，西部、中西部、

东北部东南部的大部分聚落相对于1963年的聚落

斑块平均面积都已成长为大聚落，中部峰丛洼地

区的大聚落也发展为三块田、后山、高羊和高寨 4

处。总体而言，研究区西部和研究区东部的大、较

大等级的聚落逐渐增多，相对于 1963年的聚落规

模，研究区的聚落有了较大发展。

在此基础上，把 1978 年、2004 年和 2010 年的

聚落规模分别与同一时期的聚落斑块平均面积作

横向比较（图2b）。1978年的大聚落分布在研究区

的西部、中西部和东南部，中部和东北部仅有相对

较大的聚落。2004年西部、中西部的大聚落和较

大聚落发展较快，中部和东北部各形成一处大聚

落，东南部余官聚落斑块规模明显增加，由1978年

的5.92 hm2扩展为16.65 hm2，但东南部仅形成此大

聚落。2010年，研究区大聚落和较大聚落主要分

布在西部、中西部过渡区和东北部。从上述演变

来看，研究区西部、中西部过渡区和东北部聚落发

展较快，其次是东南部，中部峰丛洼地区聚落发展

慢，且存在衰败的趋势[29]。

研究区聚落发展的历年来比较和同一时期空

间横向比较的结果有所差异，但都显示出同样的

聚落分布演变规律，即从空间分布看，大聚落和较

大聚落主要分布在中部峰丛洼地区东、西两侧的

耕地条件和交通条件较好的区域，即后寨河地区

的陈旗、马关、余官和打油寨一带，这些地区以缓

丘、平坝为主要地貌类型，水源条件好、耕地资源

多而优。

33..22 研究区人口分布与演变研究区人口分布与演变

根据各聚落斑块不同时期人口数，利用 Arc-

map 软件生成研究区不同时期人口密度图（图

3）。1963年，人口密度高值分布在研究区东南的

余官、西南部的马官及西部的贾官和下坝一带，东

北部的打油寨、白旗堡人口密度相对低；1978年人

口密度高值中心集中在西南的马官、东北的打油

a. 以1963年的聚落斑块平均面积为统一标准划分1978年、2004年和2010年的聚落等级; b. 以1978年、2004年和2010年

各时期聚落斑块平均面积为标准划分出1978年、2004年和2010年聚落等级。

图2 研究区聚落斑块平均面积等级的变化

Fig.2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all ranks settlement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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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其次是贾官、陈旗；2004年以西南部的马官人

口密度最高，其次是打油寨和余官一带，陈旗和贾

官堡的人口密度也相对增加；2010年，人口密度高

值集中在马官和余官，打油寨一带形成另一个高

值中心，西部的人口密度较研究区的其他几个区

域明显为高（图 3）。中部峰丛洼地区的人口密度

一直较低，集中在该区的北部，1978年后本区中部

聚落消失，人口密度降低，仍存的聚落出现严重的

空心化。

1963~2010 年研究区人口密度总体增长。人

口密度高值中心对应的往往是大聚落等级，而聚

落并不密集。新生的聚落分布在人口密度高值中

心的附近，可以看成是大等级聚落向外扩展、衍生

的结果。

33..33 研究区聚落格局优化与聚落整合类型研究区聚落格局优化与聚落整合类型

3.3.1 聚落格局优化整治分区

根据研究区1963年以来不同区域聚落规模等

级、人口密度的演变和空间分布，把研究区分为乡

村聚落发展高适宜区、中适宜区、低适宜区和不适

宜区：

1）高适宜区：包括西部低丘平坝区、中西部

过渡区；此区聚落正在向半工半农业和非农业领

域转型，且农户收入以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相结

合为主。农村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目前正以发展

观光农业、设施农业和高附加值农业为主。本区

域应加强农村居民点功能区划，挖潜废弃和闲置

用地效率；立足产业基础，加快特色产业和支柱性

产业发展，发展特色村镇以促进城乡发展。

2）中适宜区：包括东北部缓丘区、东南部冲

沟平坝区。本区域应着力推行新农村建设，革新

农村居民点结构布局，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整治聚落空心化与一户多宅，退宅还田还林，

集中建设规模连片的优质农区，发展特色种植业。

3）低适宜区：指中部峰丛洼地区北部，目前

以纯农业为主，本区域应规划农村居民点边界，限

制无序扩展；完善基础服务设施，改造村内道路，

改善农户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适度发展多样化

农业，引导农户生计逐步转型。

4）不适宜区：指中部峰丛洼地区的中部和南

部，本区域目前以纯农业为主，土地资源有限，交通

不便，处于聚落衰退和人口流失的过程，不适宜作

为聚落发展的重点区域，宜以生态涵养建设为主。

图3 研究区4个时期的人口密度

Fig.3 Population density of four periods in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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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聚落整理类型

不同类型农村居民点应体现出优势功能分

异[30]，形成布局合理、高效集约、生活便捷的居民点

利用局面[31]。因此，在聚落格局优化整治分区的基

础上，对研究区聚落整治分区中的各聚落点，按照

表2的评价标准进行了聚落整治类型综合评价（图

4、表3），结果如下：

图4 研究区聚落整治类型空间分布

Fig.4 Remediation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study area

表表33 研究区不同整治类型聚落的数量比例研究区不同整治类型聚落的数量比例

Table 3 Statistical results of layout optimization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study area

整治类型

重点村镇型

优先发展型

有条件扩展型

限制扩展型

迁弃型

聚落

个数（个）

5

10

14

16

52

占聚落总

个数比

5.16

10.31

14.43

16.49

53.61

面积

（m2）

1064778.13

816406.71

446770.78

246504.04

116080.84

占聚落总面

积比（%）

39.58

30.34

16.61

9.16

4.31

1）研究区重点村镇型（中心积聚型）聚落有

西部的贾官、西南部马官、中西部过渡区的陈旗和

下坝及东南部余官等 5个，5个重点村镇型聚落占

研究区 2010年聚落总面积的 39.58%，共同的特点

是聚落大、人口多，自1963年以来是当地的中心村

镇，道路基础设施较完善，可达性较好。此类聚落

要重点发展非农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

2）研究区优先发展型（优化型）共10个，其中

东北部4个、西部区4个、中西部过渡区1个和峰丛

洼地区北部 1个。这类聚落的共同特点是自然条

件相对较好，近年规模增加快，占研究区2010年聚

落总面积的30.34%。此类聚落要逐步发展非农生

产功能和生活功能。

3）有条件扩展型聚落14个，占研究区2010年

聚落总面积的16.61%。这类聚落或是综合条件比

较差，或是1980年代后新形成的聚落，对这类聚落，

应根据其人口积聚能力，确定合理的规模，不能任

由其无序扩展。此类聚落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

4）限制扩展型聚落 16 个，占研究区 2010 年

聚落总面积的 9.16%。这类分布在大型聚落和较

大型聚落的外围，大部分聚落存在时间比较长但

因环境、交通、区位等比较差，发展缓慢，存在一定

程度的空心化，如老寨子、田坝、高寨等；有部分是

农户自发从前者迁出，或是从大型聚落迁出，沿道

路积聚形成的。此类聚落以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

功能为主。

5）迁弃型 52 个，占研究区 2010 年聚落总面

积的4.31%。此类型又可划分为3部分，一是位于

研究区中部峰丛洼地区的，如畜牧场、草堂，聚落

条件最差，处于严重衰败之中，人口不断流失；二

是位于东北部和东南部的团山、磨盘山等，聚落可

达性差，因地形等原因，无法扩展，不断有农户迁

往大型聚落，存在一定程度的空心化；三是位于西

部和中西部过渡区的，多是农户沿县道、村道自发

建房形成的。对此类聚落，应统筹规划，加以整

合。此类聚落以生态功能为主。

44 讨论

聚落的扩展、新生、衰败和消亡，是对聚落所

处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一种真实反映，

反映了各聚落的交通、区位、人口迁移、地形地貌

和土地资源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户

的意愿。研究区近40 a聚落变迁呈现出多样性的

趋势，自发形成了一些规模较大的聚落，是研究区

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响应与反馈，也是研究区

人地关系多样化的一种表现。基于这种思路，本

文根据聚落规模等级变迁、聚落人口耦合演变来

探讨聚落空间重构与整合，并进一步划分出聚落

整治分区和聚落整理类型，更符合实际情况，也

更有针对性，同时也符合当前农村居民点重构的

“城镇化引领型”和“村庄整合型”典型模式[32]。本

文主要根据聚落变迁，参考各较大聚落的经济发

展程度、专业生产方式来选择中心村镇，对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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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斑块进行了类型划分，对新生的聚落斑块、逐渐

衰败的聚落斑块，进行了空间重构。本文在对聚

落进行格局优化时，是把整个研究区作为一个整

体，打破了村级行政界线，实际上，政府部门想要

规划整治某一行政村的居民点空间分布格局时，

决不能单独只改变某一个行政村的空间格局，应

成片整治[33]。本文为岩溶山地聚落的空间格局优

化与整合提供了一种方法与案例研究。

55 结论

选择黔中高原的典型岩溶山地，基于高精度

遥感影像和实地调查数据，探讨了岩溶山地的聚

落和人口变迁，提出了基于岩溶山地聚落人口变

迁的聚落空间重构与整合方法。

1）研究区大聚落和较大聚落主要分布在耕

地条件和交通条件较好的中部峰丛洼地区东、西

两侧，人口密度高值中心对应的往往是大聚落等

级，而聚落并不密集。

2）从空间上，研究区可分为乡村聚落发展高

适宜区、中适宜区、低适宜区和不适宜区。

3）根据研究区的聚落规模等级变迁特征，研

究区聚落可划分为重点村镇型、优先发展型、有条

件扩展型、限制扩展型和迁弃型 5类。5个重点村

镇型聚落占研究区 2010年聚落总面积的 39.57%，

迁弃型 52 个，占研究区 2010 年聚落总面积的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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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Structure Integr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Karst MountainsSpatial Structure Integr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Karst Mountains
Based on SettlementBased on Settlement′′s Evolutions Evolution：：A Case of Houzhaihe AreaA Case of Houzhaihe Area

Li Yangbing1, Li Xiaoran2, Zhang Heng1, Qiu Conghao1, Luo Guangjie3, Bai Xiaoyong4

(1.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Guizhou, China; 2. Colle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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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Investigating the re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method of the karst mountain settlement spatial struc-

tur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s it promotes the trend of intensification development of rural resi-

dential lan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The Houzhaihe area which is a typical karst

mountain located in the Puding County of the Guizhou Plateau was selected as study area in this study. Hav-

ing adopted high 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data, this article probed into the pop-

ulation change in karst mountain settlements in 1963-2010. The rural settlements development suitability evalu-

ation method and settlement control type we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settlement scale development and the

population density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tudy area. Large settlement and larger settlement were mainly dis-

tributed in both sides of the east and west of the central peak-cluster depression area which with better land

conditions and traffic conditions in the study area. The high value center of population density is of the corre-

sponding level tend to be large settlements which are apart from each other. The settlements in the study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5 classes, namely, key villages and towns, prior development, conditional priority to ex-

pand, restricted extension type and abandoning type. The results in this study may serve as cases of the karst

mountain settlement space re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Key wordsKey words: land use; karst mountain; settlement system; space reconstruction; Houzhai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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