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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 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以浙江省白鹤岭下村为例

凡雨宸，鲁 婵

（湖南工业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宁溪镇白鹤岭下村为案例，以 2016 年宁溪镇土地利用现状图和地形图

为数据源，利用 GIS 的空间分析能力，对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对研究区空间分

析的研究结果显示：有 98.5% 的农村居民点主要分布在海拔较低的平缓地带，分布模式主要呈带状和团状；

99.5% 的居民点分布于水平地区或缓坡地区，较适宜进行农业生产；98.5% 的农村居民点分布于阳坡，适宜

农业生产及日常生活；由道路缓冲区分析表明研究区内部分居民点距主要公路较远，内部道路不完善，对研

究区内住房建设与生产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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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Based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A Case Study of Baihelingxia Village in Zhejiang Province

FAN Yuchen，LU Chan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A case study has been made of Baihelingxia Village, Ningxi Town，Huangyan District, Tai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land use map and topographic map of Ningxi Town in 2016, as well as the spatial analysis 
ability of GI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has been made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in 
this target area. A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target area shows that 98.5% of the rural settlement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flat zone with a lower elevation, with its distribution pattern mainly banded and clustered. 99.5% of the residential areas 
are located in horizontal areas or gentle slope areas, which is more suitabl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98.5% of rural 
settlements are concentrated in Yangpo, which is suitabl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The road buffer analysis 
shows that some residential areas in the target area are far away from the main road, with internal roa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which will exert certain impact on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production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Keywords：GIS；spatial distribution；rural residential area；Baihelingxia Village



68 湖　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2019 年

1 研究背景

长久以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内部发展不平

衡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党的

十九大提出，将乡村振兴战略列为贯彻发展新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六项重点工作之一。乡村振兴

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将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村面

貌，进而有效助推美丽乡村建设目标。从当前国内多

数乡村建设实践来看，多数乡村还面临着环境污染、

村容村貌较差、产业发展方式单一等问题。其中，作

为农业生产者开展各类经济、生产、生活、文化交往

等活动的主要承载体，作为其住所的农村居民点长期

存在随意搭建、规划滞后等问题，导致农村居民点的

空间分布格局松散随意，不利于土地的集约利用和建

设改造，致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目前，对于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的规划和研究，

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相较国内成果更丰富。在 21 世纪

初，国外学者开始应用 RS（remote sensing）、GIS
等技术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特征进行分析，如 T. 
M. Ruhiiga[1] 在对农村居民空间分布进行研究时发现，

农村居民点若有较大离散性会有碍商品贸易的发展；

M. Hill 等 [2-3] 应用 GIS 的统计和空间分析功能对研

究区域的河道进行了空间和地形的研究。我国幅员辽

阔，地形复杂，因此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农村居民点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分布现状、影响因素及农村居民点空

间格局优化，并对不同地形区域进行了不同的规划建

议。胡燕等 [4-7] 利用 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将农村居民

点的分布状况分为带状、团状、分散 3 种形式，并

揭示河流、道路对居民点的空间分布作用较为显著；

朱雪欣等 [8-10] 从影响居民点空间分布因素着手，对

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进行了定量分析，确定了需要迁

移的居民点及应当优化布局的居民点；李云强等 [11-12]

运用 GIS 的综合评价和分析功能，结合 Voronoi 图，

对研究区的居民点分布特征和空间格局优化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刘英等 [13-14] 利用景观分析法对居民点

分布进行分析后，再利用 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对居

民点优化布局进行了分析研究。

综合来看，国内学者从研究内容上大多侧重于

利用 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对研究区域的居民点分布

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目的上则主要侧重

于对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进行优化，而研究区域则

大多集中于内陆平原丘陵交错地带或具有自然区位

特殊性地带。白鹤岭下村位于长三角区域的浙江省，

为沿海区域。省内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差异

较大，研究区相较其他地区落后，区域地势较复杂，

导致传统规划方法的建设、改造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且从地理学角度出发对沿海多山、地势复杂区域的农

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较缺乏，

导致该区域进行发展建设时可参考资料较少。因此，

本文利用 ArcGIS 对居民点不同高程、坡度、坡向进

行定量分析，再结合其交通分布状况，在原有研究成

果基础上，为该区域居民点迁移、合并及改造建设提

供理论参考。

2 研究区概况

白鹤岭下村位于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宁溪镇，坐

落于柔极岭隧道口。区域总面积为 1.03 km2，农村居

民点总面积为 0.04 km2，约占总面积的 3.9%。研究

区域海拔最高为 494 m，最低海拔为 56 m。研究区

域全境多山，山地、山岙、峡谷、盆地众多；山地约

占总面积的 75%，丘陵约占 9%，平原面积只有 0.17 
km2，占 16%。镇域地形西南高，东北低。境内峰峦

叠障，诸峰耸立，山脉延伸，构成诸多山沟和山间

盆地，森林覆盖率在 90% 以上。其中山林面积为 0.77 
km2，耕地面积为 0.17 km2。岭下村由岭下、格水潭、

裘岙及新屋蒋 4 个自然村组成。村庄依山傍水，岭下

溪穿村而过，前有良田郁郁葱葱，后有柔极山连绵起

伏，生态环境优良。图 1 为宁溪镇区位图。

 

3 资料及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的数字化地图资料主要采用

2016 年 1:2 000 当地实测土地利用现状图及 2016
年 1:2 000 实测地形图。研究采用 ESRI 公司开发的

图 1 宁溪镇区位图

Fig.1 Ningxi Town location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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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10.0 软件，该软件所具备的空间分析功能相

较强于其他软件。

首先利用数字化地形图中的等高线图层，提取

其高程点，并生成新图层。再利用 ArcGIS10.0 中 3D
分析模块的 Create TIN from features 模块建立 TIN
（triangular irregular network），并将其转换为栅格

格式，生成 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模型。接

下来通过地形分析和构建对TIN进行分析，得出坡度、

坡向分析图，将其数据保存为栅格格式以方便图层再

叠加；然后从土地利用现状图中提取其道路图层，将

其转化为 ESRI 的 shape 矢量数据，并利用 Analysis 
Tools 中领域分析的缓冲区分析确定其缓冲区。最后

从土地利用现状图中单独提取农村居民点图层，将其

他分析图一一与其进行叠加分析，具体技术路线详见

图 2。

 

4 结果与分析

4.1 不同海拔高度居民点分布特征

利用 ArcGIS10.0 对 DEM 进行分析，将海拔分为

6 个级别：56~<105 m、105~<153 m、153~<202 m、

202~<251 m、251~<299 m、299~<348 m，然后通过

ArcGIS 的再分类功能，将 DEM 数据以以上分类标

准再分类，并将栅格数据转化为矢量数据，保存为

ESRI shape 矢量格式，最后利用叠加分析功能将居民

点矢量数据与 DEM 矢量数据叠加，结果见图 3。
研究区居民点面积占总面积较小，仅有 3.9%。

且规模差异较大，空间分布不均衡，不同区域农村居

民点分布差异明显。研究发现，该地居民点空间分布

模式大约分为 2 种：1）带状分布，居民点分布主要

沿河流、道路走向；2）团状分布，为河谷平原地区

居民点的分布方式。

利用 ArcGIS 软件对属性表按照海拔高度分级统

计，结合图 3 得知，研究区居民点总面积为 41 231 
m2，基本分布于 105 m 海拔以下，其中有 98.5% 的

居民点分布在小于或等于海拔56 m的地带，仅有1.5%
的居民点分布于 56~<105 m 海拔范围内。从居民点

分布图（图 3）可以看出，研究区居民点随海拔增加

而减少，且规模越来越小；基本集中于地势平坦的地

区，极少数分布于低山丘陵地带；低山地带的居民点

规模小，较为分散。

4.2 不同坡度居民点分布特征

首 先 根 据 研 究 区 情 况 将 坡 度 分 为 5 个 级

别：0~<5.40 °为 平 地，5.40~<15.54 °为 缓 坡，

15.54~<24.10 °为 中 坡，24.10~<30.44 °为 大 坡，

≥ 30.44°则为陡坡。按照相同的方法将坡度栅格数据

转换为矢量数据，再与居民点矢量数据进行叠加分

析，结果见表 1 与图 4（图中将陡坡分成 3 个类别）。

坡度是影响居民点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地理因

素。一般来说，适宜农耕及人类居住的坡度应为平

地或缓坡地（≤ 15°），不仅便于进行工程建设，且

生活交通更方便。大于 25°的地区不便于建房及开

垦农田，且水土流失程度增加，易发生滑坡、崩塌、

泥石流等灾害，生态环境恶劣，不适宜人类居住。

从图 4 及表 1 可以得知，研究区居民点大部分分布

于 0~<15.54°的平缓地，占总居民区的 99.5%。但仍

有极少数居民点分布于坡度指数为 15.54~<24.10°的
中坡地带。应优先考虑将该地区的少数居民迁至坡度

图 2 研究方法流程图

Fig. 2 Research method flow chart

图 3 不同高程居民点分布图

Fig. 3 Distribution map of residential areas at
different ele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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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区域，这样既便于工程建设，也有利于保障居

民安全。

4.3 不同坡向居民点分布特征

与坡度的分析过程相同，将坡向分为 9 个类别，

分别为水平向、东向、南向、西向、北向、东南向、

西南向、西北向和东北向，然后通过再分类与栅格

矢量转化之后，再与居民点矢量数据进行叠加分析，

利用 ArcGIS 软件中属性表对坡向的分级标准进行统

计后，得到不同坡向居民点分布状况，结果见表 2
与图 5。

湖　南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2019 年

 

根据图 5 与表 2 的统计结果可以得知，研究区居

民点分布仅在水平向、东南向、南向和西向，其中

水平向的居民点分布达 98.5%，1% 分布于东南向地

带，剩余 0.16% 和 0.34% 分布于南向与西向。根据

该区整体地势为三面环山，中部内楔地由北向南及两

侧降低来判断，该区域东坡应为阳坡。相对于阳坡，

阴坡的日照时间较短，不适宜农业生产与日常生活，

但仍有极少数居民居住于西向，应适当调整。

4.4 居民点分布特征与道路的关系

居民点的分布往往会考虑出行的方便与否，在多

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更加便于出行的位置作为居住地，

因此道路对居民点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研究区内

共有两条主要交通干道及多条村内交通道路。将土地

利用图中提取的道路图层以 200 m 为间隔缓冲距离

进行缓冲分析，并将结果分为 <200 m，200~<400 m，

400~<600 m，≥ 600 m 4 个级别进行再分类，再与居

民点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得到居民点对外交通状况，

统计结果见表 3 和图 6。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距离公路 200 m 范围

内的居民点占 24.01%，200~<400 m 范围内的有

24.00%，400~<600 m 范围的有 17.85%，共占研究

区居民点的 65.87%。上述数据表明，居民点的分布

与道路的关系较为密切，但仍有 34.13% 的居民点分

布在距离道路 600 m 以外的地段。研究区属于多山

盆地地带，对外交通的唯一途径就是两条公路，其

中村内交通路线仅两条与公路相接，且大部分居民

居住在远离主干道的村内交通路线周围。村内的生

产交通路线呈树枝状，大部分为田间小路和泥土路，

通达度欠佳，雨天路面湿滑，对村民的生活与生产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表 1 不同坡度居民点分布

Table 1 Residen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slopes

坡度 /(°)
0~<5.40°

5.40~<15.54°
15.54~<24.10°
24.10~<30.43°

≥ 30.43°
合计

居民点面积 /m2

40 626.00
00 386.00
00 219.00
00 000.00
00 000.00
41 231.00

比例 /%
98.50
01.00
00.50
00.00
00.00

100.000

图 4 不同坡度居民点分布图

Fig. 4 Distribution map of residential areas on different slopes

表 2 不同坡向居民点分布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ial settlements on 
different slopes

坡向

水平向

东向

南向

西向

北向

东南向

西南向

西北向

东北向

面积 /m2

40 626.00 
         0.00 
       67.00 
     152.00 
         0.00 
     386.00 
         0.00 
         0.00 
         0.00 

比例 /%
98.50 
  0.00 
  0.16 
  0.34 
  0.00 
  1.00 
  0.00 
  0.00 
  0.00 

图 5 不同坡向居民点分布图

Fig. 5 Residential layout on different slo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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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课题组利用 ArcGIS10.0 的空间分析功能，对白

鹤岭下村居民点进行不同角度的定量分析，反映出研

究区三面环山盆地地形的居民点空间分布特点，分析

结果表明：

1）从研究区总体布局来看，白鹤岭下村居民点

呈大散居、小聚居的分布模式，与典型的平原地带

均匀分布状态有着明显差异，且道路呈条带状分布，

表明道路对盆地地形居民点的分布有较大的影响。

2）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受海拔、坡度、坡向影响

较为明显。从海拔角度来看，几乎所有居民点均分布

于海拔较低的地带；从坡度上来看，仅有 0.5% 的居

民点分布在坡度较陡的地带，而研究区多山地，应迁

出该地区居民，以防受到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的影响；从坡向来看，99.66% 的居民点分布在水平、

东南及南向，说明受太阳辐射影响的居民点几乎都分

布在阳坡；从交通条件范围来看，有 65.87% 的居民

点分布在距离道路 600 m 范围内，表明交通是制约

该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应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3）研究数据说明，研究区的农村居民点分布是

较为合理的，仅有少数居民点需要迁出和调整。研究

区地形较为平坦，且大部分居民点分布在坡度较缓的

区域，应完善排水防涝系统以防积水。

研究同时表明，GIS 的空间分析功能能够深层次

地对数据进行分析及利用，能够进行快速地统计与计

算，对于现代的规划设计来说有着强大的实用性。在

今后的研究当中，应将详实的调查数据与遥感技术相

结合，为今后农村居民点优化布局提供有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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