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化下的民族乡镇景观格局变化
———以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阿尔拉镇为例

杨锦瑶
１　 黄　 璐

１，２　 严力蛟
１∗　 霍思高

１

（ １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规划与景观设计研究所，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２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２）

摘　 要　 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市化的稳步推进，乡村景观格局的变化开始受到广泛
关注，特别是相对闭塞的少数民族乡镇，理解其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对于探索民族乡镇发展
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景观生态学理论，利用典型达斡尔族少数民族乡镇———阿尔拉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间的土地利用矢量数据，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和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软件计算景观格局指数，从类
型水平和景观水平上对景观格局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在类型水平上，研究区农、林、草地
逐渐向建筑用地转移；在景观水平上，景观多样性指数偏低，异质性较高，连通性不强，景观破
碎化程度较高．将景观指数与社会经济指标进行典型性相关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发现人口
的变化和 ＧＤＰ 的增长是研究区景观格局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因子．最后，结合经济、文化、政策、
自然等因素探讨了导致阿尔拉镇景观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并给出相应对策，该结果可
为我国东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提供基础信息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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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化率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１９．４％极速增长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５２．６％，城市化进

程已经远远领先其经济发展［１］ ．城市化及土地利用

变化是对环境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因此城市化的

生态学影响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２］ ． 景观格局分析

作为景观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可以有效地指导

景观规划设计与管理应用［３］ ．景观格局的时空变化

是研究城市化驱动力以及城市化对社会经济环境影

响的基础．探求景观格局变化与驱动力，可以揭示城

市的景观生态状况以及空间变异特征，也可以为景

观生态安全评价以及景观规划等提供有效依据［４］ ．
近年来，城市化引起的景观格局变化的研究重点开

始由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和广大的乡镇聚居区，因
此，中小城市和乡镇聚居区的景观格局变化将是今

后研究的重点［５］，如黄璐等［６］、齐杨等［２］ 开展了针

对中小城市景观格局的研究．另外，一些学者也对国

内广大乡镇地区的景观格局进行研究，如 Ｔａｎ 等［７］

从大城市压力下农村聚落的变化格局、驱动因素以

及政策视角进行了分析．但大多数学者仅针对以汉

族为主的城市或乡村进行研究，而对少数民族聚居

区城市景观格局变化的关注较少．
城市化进程会导致生态学格局和过程的多样性

下降［８－９］，但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的民族乡镇的景

观异质性是否也趋于下降，少数民族地区的景观异

质性变化与驱动力如何？ 亟待定量分析与研究．为
此，本文以东北地区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内

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阿尔拉镇为例，基于研

究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间的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其景观

格局变化情况，并结合社会经济数据，通过典型性相

关和灰色关联法进行驱动力分析，以期揭示阿尔拉

镇城市化下景观格局变化规律及其驱动因素，为阿

尔拉镇未来规划设计、管理决策及合理利用土地资

源提供理论依据，也可为我国东北部少数民族乡镇

发展研究再添例证，提供借鉴．

１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阿尔拉镇（４８°２８′ Ｎ、１２４°３０′ Ｅ）隶属于内蒙古

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东北部，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西北部．阿尔拉镇位

于诺敏河东岸，东、南与西瓦尔图镇接壤，西部与宝

山镇、杜拉尔鄂温克乡隔河相望，北部与鄂伦春旗毗

邻．该区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无霜期

１１５ ｄ，平均气温 １．３ ℃，年降水量在 ４００～５００ ｍｍ．

全镇面积 ３７４ ｋｍ２，耕地面积 １４８６６ ｈｍ２，草场

面积 １００００ ｈｍ２，森林覆盖面积 ５３３３ ｈｍ２ ．全镇共辖

１１ 个行政村（其中，达斡尔族村 ８ 个），总人口 ７９８０
人，农业人口 ６９５０ 人，少数民族人口 ４６６３ 人，占
５８．４％．镇内资源丰富，交通便利，镇政府所在地阿尔

拉村距尼尔基镇仅 ４３ ｋｍ，距国道 １１１ 线 １２ ｋｍ［１０］ ．
１ 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包括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统计年鉴［１１－１２］、阿尔拉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源于莫力达瓦达

斡尔自治旗国土局，精度 ２．４４ ｍ）、阿尔拉镇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的社会经济数据等．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１ 软件对

阿尔拉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土地利用

数据进行识别、处理、重新分类，得到阿尔拉镇 ５ 年

的土地利用矢量图．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下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扩展模块，将矢量格式的数据转为栅格格式

的土地利用栅格图．再利用景观格局分析软件 Ｆｒａｇ⁃
ｓｔａｔｓ ４．０ 进行景观指数运算，完成景观格局变化分

析．最后，根据景观格局研究结果，参考齐扬等［２］ 的

景观驱动力选取方法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选取当

地社会经济数据与景观格局指数，进行典型性相关

分析，再结合灰色关联分析，综合判断阿尔拉镇乡村

景观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因素，由此揭示民族乡村聚

落演变趋势的内在动因．
１ ３　 土地利用类型的划分

依据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和研究目的，阿尔拉

镇土地利用目视解译结果包括：采矿用地、村庄、风
景名胜及特殊用地、公路用地、灌木用地、果园、旱
地、河流水面、湖泊水面、建制镇、坑塘水面、裸地、内
陆滩涂、其他草地、其他林地、人工牧草地、天然牧草

地、有林地、设施农用地（２０１０ 年以后）．参考《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标准规程（２００７）》 ［１３］，将研究区土地

利用类型归为农田、林地、草地、建筑用地、水域及空

闲地 ６ 种土地利用类型（图 １）．
１ ４　 景观格局指数的选择

参考邬建国［３］、陈文波等［１４］、肖笃宁等［１５］ 的研

究，以斑块水平为基础，在类型水平上选取斑块面积

（ＣＡ）、面积百分比（ＰＬＡＮＤ）、斑块密度（ＰＤ）、斑块

数量（ＮＰ）、平均斑块面积（ＡＲＥＡ＿ＭＮ）、平均斑块

分维数（ＦＲＡＣ＿ＭＮ）、聚集度指数（ＡＩ）７ 个指标，在
景观水平上选取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Ｈ）、Ｓｈａｎｎｏｎ
均匀度指数（Ｅ）、蔓延度指数（ＣＯＮＴＡＧ）、聚集度指

数（ＡＩ）４ 个指标，进行景观格局分析．

９９５２８ 期　 　 　 　 杨锦瑶等： 城市化下的民族乡镇景观格局变化———以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阿尔拉镇为例　



图 １　 ２０１３ 年阿尔拉镇土地利用类型图
Ｆｉｇ．１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ｍａｐ ｏｆ Ａｅｒｌａ ｉｎ ２０１３．
Ⅰ：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Ⅱ：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Ⅲ：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Ⅳ： 水
域 Ｗａｔｅｒ； Ⅴ： 空闲地 Ｕｎｕｓｅ ｌａｎｄ； Ⅵ： 建筑用地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各斑块类型特征

由表 １ 可知，阿尔拉镇最主要的土地类型为农

田，约占研究区景观总面积的 ５２％．其次为草地和空

闲地．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各类型变化来看，农田、林地

和草地有缓慢减少趋势，而建设用地有一定的增加

态势，但总体变化不大．
从聚集度指数和平均斑块分维数来看，６ 种斑

块类型的聚集度变化均不明显．同时，所有斑块的分

维数均在 １．０ ～ １．１ 之间，说明各类型的斑块形状都

比较规则简单．相对来看，空闲地的聚集度最高，分
维数也最大，表明空闲地较为集中，形状最不规则，
空闲地主要指沿河滩涂未被开发利用的地段，仍处

于较为原始的状态．农田和建筑用地的聚集度指数

均较高，说明两者分布均较为集中．林地和草地聚集

表 １　 阿尔拉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斑块类型水平的景观格局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ｔ ｃｌａｓｓ ｌｅｖｅｌ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３ ｉｎ Ａｅｒｌａ
类型水平指数
Ｔｙｐ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年份
Ｙｅａｒ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建筑用地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

空闲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斑块面积 ＣＡ ２００８ １８１０４．４６ ２９８６．８４ ８２７０．６３ ６６９．６９ ５９４．２１ ３９７６．８９
（ｈｍ２） ２０１０ １８０９４．８０ ２９８６．８４ ８２７０．６３ ６７９．３５ ５９４．２１ ３９７６．８９

２０１１ １８０９４．８０ ２９８６．８４ ８２７０．６３ ６７９．３５ ５９４．２１ ３９７６．８９
２０１２ １８０９３．０５ ２９８５．９６ ８２６８．００ ６８４．６１ ５９４．２１ ３９７６．８９
２０１３ １８０９３．０５ ２９８５．９６ ８２６８．００ ６８４．６１ ５９４．２１ ３９７６．８９

面积百分比 ２００８ ５２．３ ８．６ ２３．９ １．９ １．７ １１．５
ＰＬＡＮＤ （％） ２０１０ ５２．３ ８．６ ２３．９ ２．０ １．７ １１．５

２０１１ ５２．３ ８．６ ２３．９ ２．０ １．７ １１．５
２０１２ ５２．３ ８．６ ２３．９ ２．０ １．７ １１．５
２０１３ ５２．３ ８．６ ２３．９ ２．０ １．７ １１．５

斑块数量 ＮＰ ２００８ ８１ ４３１ ７３０ ２６ ２５７ ６
２０１０ ８１ ４３１ ７３０ ２７ ２５７ ６
２０１１ ８１ ４３１ ７３０ ２７ ２５７ ６
２０１２ ８１ ４３１ ７３１ ２７ ２５７ ６
２０１３ ８１ ４３１ ７３１ ２７ ２５７ ６

斑块密度 ＰＤ ２００８ ０．２３ １．２５ ２．１１ ０．０８ ０．７４ ０．０２
（ｐａｔｃｈｅｓ·ｈｍ－２） ２０１０ ０．２３ １．２５ ２．１１ ０．０８ ０．７４ ０．０２

２０１１ ０．２３ １．２５ ２．１１ ０．０８ ０．７４ ０．０２
２０１２ ０．２３ １．２５ ２．１１ ０．０８ ０．７４ ０．０２
２０１３ ０．２３ １．２５ ２．１１ ０．０８ ０．７４ ０．０２

平均斑块面积 ２００８ ２２３．５１ ６．９３ １１．３３ ２５．７６ ２．３１ ６６２．８１
ＡＲＥＡ＿ＭＮ ２０１０ ２２３．３９ ６．９３ １１．３３ ２５．１６ ２．３１ ６６２．８１
（ｈｍ２） ２０１１ ２２３．３９ ６．９３ １１．３３ ２５．１６ ２．３１ ６６２．８１

２０１２ ２２３．３７ ６．９３ １１．３１ ２５．３６ ２．３１ ６６２．８１
２０１３ ２２３．３７ ６．９３ １１．３１ ２５．３６ ２．３１ ６６２．８１

平均斑块分维数 ２００８ １．０３ １．０５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３ １．０８
ＦＲＡＣ＿ＭＮ ２０１０ １．０３ １．０５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３ １．０８

２０１１ １．０３ １．０５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３ １．０８
２０１２ １．０３ １．０５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３ １．０８
２０１３ １．０３ １．０５ １．０４ １．０５ １．０３ １．０８

聚集度指数 ２００８ ７８．０ ５１．１ ６５．４ ７９．２ ２１．３ ８９．５
ＡＩ （％） ２０１０ ７７．９ ５１．１ ６５．４ ７８．９ ２１．３ ８９．５

２０１１ ７７．９ ５１．１ ６５．４ ７８．９ ２１．３ ８９．５
２０１２ ７７．９ ５１．１ ６５．４ ７９．１ ２１．３ ８９．５
２０１３ ７７．９ ５１．１ ６５．４ ７９．１ ２１．３ ８９．５

００６２ 　 　 　 　 　 　 　 　 　 　 　 　 　 　 　 　 　 　 　 应　 用　 生　 态　 学　 报　 　 　 　 　 　 　 　 　 　 　 　 　 　 　 　 　 　 ２７ 卷



度呈中等水平，水域最低，表明水域分布较为分散．
２ ２　 景观破碎化

斑块密度、斑块数量和平均斑块面积可以共同

衡量景观类型的破碎化程度，斑块数量越多、斑块密

度越大、平均斑块面积越小，破碎化程度越高．由表 １
可以看出，研究区斑块数量最多的地类为草地，然后

由大到小依次是林地＞水域＞农田＞建筑用地＞空闲

地．从斑块密度来看，草地最大，其次为林地，两者数

值均大于 １，然后依次为水域＞农田＞建筑用地＞空闲

地．从平均斑块面积来看，草地、林地、建筑用地和水

域均处于较低水平（均低于 ３０ ｈｍ２），而农田和空闲

地均处于较高水平（高于 ２００ ｈｍ２）．
综上，草地的斑块数最多，斑块密度最大（为林

地的 ２ 倍），且其平均斑块面积也处于较低范围，因
此，研究区景观破碎化程度最高的地类为草地，其次

为林地和水域，破碎化程度均较高．空闲地的平均斑

块面积最大，斑块密度最小，说明空闲地整体较为完

整，且研究期间基本没有变化，呈相对稳定的状态，
破碎化程度最低．
２ ３　 景观多样性和异质性

景观多样性和异质性可通过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

数、Ｓｈａｎｎｏｎ 均匀度指数、蔓延度、聚集度指数等指

标来判定［１６］ ．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反映景观结构组

成的多样性［６］，由表 ２ 可知，２０１３ 年阿尔拉镇 Ｓｈａｎ⁃
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为 １．２８，与华北地区的多样性指数

均值［１７］（１．６）相比，阿尔拉镇的景观多样性水平较

低，斑块类型较为单一． Ｓｈａｎｎｏｎ 均匀度指数一般在

０～１ 之间，与华北地区景观均匀度指数的均值［１７］

（０．６３）相比，２０１３ 年阿尔拉镇的均匀度指数（０．７２）
略高，说明阿尔拉镇的各类型比例分布较不均匀．

蔓延度指数反映景观分布的连接程度或连续

性，聚集度指数反映景观分布的聚集程度［１８］ ．由表 ２
可以发现，阿尔拉镇景观分布的蔓延度较低，但聚

集度相对较高，呈现连接度和连续性较差的态势 ．

表 ２　 阿尔拉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景观水平的景观格局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ｌｅｖｅｌ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３ ｉｎ Ａｅｒｌａ

年份
Ｙｅａｒ

蔓延度指数
ＣＯＮＴＡＧ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

Ｈ

Ｓｈａｎｎｏｎ
均匀度指数

Ｅ

聚集度
ＡＩ

（％）
２００８ ４３．６３ １．２８ ０．７１ ７３．０
２０１０ ４３．５８ １．２８ ０．７１ ７３．０
２０１１ ４３．５８ １．２８ ０．７１ ７３．０
２０１２ ４３．５７ １．２８ ０．７１ ７３．０
２０１３ ４３．５７ １．２８ ０．７１ ７３．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研究区聚集度指数和蔓延度指数基

本没有变化，说明同类型斑块相互聚合的趋势不变．
２ ４　 景观格局变化与驱动力

依据文献［２－３，１９］，结合研究区自身特点，选取各

土地类型的斑块面积作为因变量，选取人口、ＧＤＰ、
农林牧渔总产值、粮食产量以及畜牧存栏头数 ５ 项

指标，作为典型性相关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的自变

量，分析驱动因素对乡村景观格局驱动力的影响．
２ ４ １ 典型性相关分析　 将 ５ 项指标与 ４ 种土地类

型的斑块面积分别两两比较，并且所有数据均是呈

正态分布的连续数据，且相互独立，因此以上数据较

为适合用皮尔斯相关系数做进一步的相关性分

析［２０］ ．
　 　 由表 ３ 可以看出，研究区农田的斑块面积与总

人口数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粮食产量、农林牧

渔总产值、ＧＤＰ、畜牧存栏头数存在显著负相关关

系．建筑用地的斑块面积与人口总数呈极显著负相

关关系，而与 ＧＤＰ、农林牧渔总产值、粮食产量以及

畜牧存栏头数都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外，水
域和空闲地的斑块面积受社会经济因子的影响较

弱，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间，农田面积减少相对较多，减

幅为 １１．４１ ｈｍ－２，林地、草地的面积分别减少 ０．８８ 和

２．６３ ｈｍ－２，建筑用地面积增加 １４．９２ ｈｍ－２ ．从典型性

相关分析可知，农田面积的缓慢减少与经济发展呈

显著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０．９０９；草地和林地的

缓慢减少也与经济发展有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相
关系数为 ０．７８９；唯有建筑面积与经济发展呈显著正

相关，相关系数为 ０．９６４．

表 ３　 阿尔拉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各地类斑块面积与社会经济
数据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ｉｎ Ａｅｒｌ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３

社会经济数据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建筑用地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

总人口数 ０．９１２∗ ０．８０７ ０．８０７ －０．９７２∗∗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０３１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６
ＧＤＰ －０．９０９∗ －０．７８９ －０．７８９ ０．９６４∗∗

０．０３２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２ ０．００８
农林牧渔总产值 －０．９５８∗ －０．７１８ －０．７１８ ０．９７９∗∗

Ｇｒｏｓ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ｆａｒｍｉｎｇ

０．０１０ ０．１７２ ０．１７２ ０．００４

粮食总产量 －０．９７５∗∗ －０．６３２ －０．６３２ ０．９６７∗∗

Ｇｒｏｓ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０．０５０ ０．２５２ ０．２５２ ０．００７
畜牧存栏头数 －０．９５１∗ －０．７４１ －０．７４１ ０．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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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阿尔拉镇各项经济指标的提升，存在农田、林
地、草地面积减少的现象．农田面积虽然小幅减少，
但粮食总产量呈上升趋势，说明阿尔拉镇农田产量

有所提升．ＧＤＰ 以及畜牧存栏头数与农田面积呈显

著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经济和畜牧业的发展，存在

破坏耕地以及过度放牧现象．农田面积与建筑面积

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经济发展促进了建筑

的扩建，存在建筑用地乱占耕地的现象．总人口数与

农田面积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人口减少也是农

田减少的重要原因．总人口数与建筑用地呈显著负

相关关系，建筑用地随着人口数的减少反而增多，会
导致一定数量闲置房屋的出现．

综上可知，各类型斑块面积的增减与多组社会

经济指标存在线性相关关系，而相关性分析只能概

括驱动力因子的两两相关关系，没有考虑 ５ 组数据

对斑块面积变化影响的强弱程度．因此，本文进一步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共同分析验证 ５ 组驱动力

因子的相关程度．
２ ４ ２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系统指部分信息已知而

部分未知的系统．灰色关联分析方法作为灰色系统

的分支，是通过对比变量之间整体变化趋势，确定变

量之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对于数据样本量较小

的系统更为适用．景观格局演变往往受多个因素控

制，因此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可以进一步分析驱动

力因子的强弱关系，使其指向更明确和科学［２１］ ．
　 　 由表 ４ 可以看出，在 ５ 组指标共同作用的基础

上，斑块面积的变化与总人口数和 ＧＤＰ 的相关性最

为显著，说明由总人口数和 ＧＤＰ 而引起正、负相关

的可靠度最高．斑块面积变化主要受总人口数和

ＧＤＰ 的双重影响．不同土地类型的影响程度排序为：

表 ４　 阿尔拉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景观格局演变驱动力因子灰
色关联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Ｇｒｅ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Ａｅｌ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３

社会经济数据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ａｔａ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建筑用地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

总人口数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８６４３ ０．９３４１ ０．９９５０ ０．９０７５

ＧＤＰ ０．７８２９ ０．９５９０ ０．８９２０ ０．９９０５
农林牧渔总产值
Ｇｒｏｓ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ｆａｒｍｉｎｇ

０．６７０８ ０．５９３６ ０．６１６４ ０．５８４６

粮食总产量
Ｇｒｏｓ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０．７１２８ ０．６２９９ ０．６５４８ ０．６２０１

畜牧存栏头数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ｏｎ ｈａｎｄ

０．３４６５ ０．３３８６ ０．３４１１ ０．３３７５

１）农田：总人口数＞ＧＤＰ＞粮食总产量＞农林牧渔总

产量＞畜牧存栏头数；２）林地：ＧＤＰ＞总人口数＞粮食

总产量＞农林牧渔总产值＞畜牧存栏头数；３）草地：
总人口数＞ＧＤＰ＞粮食总产量＞农林牧渔总产量＞畜
牧存栏头数；４）建筑用地：ＧＤＰ＞总人口数＞粮食总

产量＞农林牧渔总产值＞畜牧存栏头数．
通过影响程度排序，可以直观地看出影响 ４ 类

斑块面积的大致趋势相同，除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分

别为总人口数和 ＧＤＰ 外，其他影响因素的排序一

致，说明粮食总产量和农林牧渔总产值也对斑块面

积变化有一定影响，而畜牧存栏的影响较小，基本可

以排除新建圈舍或放牧过度对于景观格局变化的影

响．与农林牧渔总产量相比，粮食总产量与斑块面积

变化的关联程度更高，与其在农林牧渔中占主导地

位有关．农田斑块面积缩减的同时，粮食总产量提

高，说明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增高，农业技术水平增

强，从而使产量与播种面积维持相对平衡．另外，粮
食产量的提高也会促进农仓的建造，因此粮食产量

与建筑用地的相关性也值得关注．
另外，受总人口数变化影响最强烈的地类是农

田和草地，说明农田和草地斑块面积与人口增减直

接相关，这与典型性相关分析的结果较为吻合．灰色

关联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草地斑块面积变化最强

烈的因素为人口变化，而畜牧存栏头数对其影响并

不明显，说明由于畜牧头数增高而导致的过度放牧

并不是草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人口增加才是导

致草地破碎化程度较高的主要原因．

３　 讨　 　 论

３ １　 阿尔拉镇景观格局演变特征

在土地利用现状图的基础上，分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典型达斡尔族乡村聚落阿尔拉镇的景观格局特征

及其变化．研究区乡村聚落景观格局具有如下特征：
阿尔拉镇最主要的土地类型为农田，乡村发展过程

中存在建筑用地乱占农田、草地、林地等现象．６ 种

斑块类型形状均较为规则，农田、草地、建筑用地受

人为影响最强烈．整体来看，阿尔拉镇景观多样性指

数偏低，景观异质性较高，连通性不强，形状规则，结
构破碎化也较高．尽管研究区前期条件一般，但由于

其处于城镇化进程较慢的区域，其景观格局变化不

显著，因此仍未产生不可修复性破坏．然而根据现状

和其演变趋势来看，若长此以往不加以改善，在快速

城镇化影响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将受到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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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阿尔拉镇景观格局演变的驱动力因子

研究区景观格局变化的最主要驱动力为人口变

化和 ＧＤＰ 增长，其次为粮食总产值、农林牧渔总产

值，畜牧存栏头数对景观格局的变化影响最小．
在 ＧＤＰ 和人口变化的双重影响下，导致了农

田、林地、草地的乱砍乱伐、乱占乱建等现象．通过灰

色关联矫正剔除了典型性相关中过度放牧导致草场

退化的原因，说明建筑用地正不断侵占农田、林地和

草地．同时，林地与 ＧＤＰ 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存在以

牺牲生态环境为前提的 ＧＤＰ 增长现象．另外，草地

斑块面积变化与人口变化呈显著负相关，人口的增

加是导致草地破碎化程度较高的主要原因，这些都

将会导致阿尔拉镇破碎化程度持续上升．
建筑用地随着 ＧＤＰ、粮食产值、农林牧渔产值

的增大而增多，说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大了对

建筑的需求量． 由于农田与建筑用地距离较接近，
农田减少最为严重．但建筑面积增大的同时，人口却

处于缓慢减少的状态，直接导致研究区闲置房屋数

量增多，这也与当地很多“老房”闲置却无人看管的

现象相吻合．
３ ３　 社会经济、文化、政策、自然共同作用下的突出

问题

城市化浪潮下，经济水平的提高直接促使了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先进的技术也为农业产值带来

了“大丰收”，但同时也带来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发展的不均衡，许多闭塞的民族地区不能很好地处

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从而引起一系列生态、环境等

问题．这也是隐藏在强大的经济驱动力因素之下的

根本性问题．笔者深入阿尔拉镇调研期间，总结出以

下突出问题：
１）政策方面．阿尔拉镇乡村管理脱离了科学的发

展方向，大部分经济发展指标都是政府单方向的业绩

行为，忽视了土地规范利用的宣传与监管．由此放任

了在 ＧＤＰ 主导下，人们由于单方面的利益驱使对景

观格局所造成的破坏，农业生产用地管理无序、“空心

村”、土地非法买卖蔓延、占用耕地建房、违法违规用

地等现象突出，加重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
２）文化方面．阿尔拉地区的综合农业结构经历

了以猎、牧为主，兼营农业和其他各业，同时也经历

了以农、牧为主，兼营林、渔、猎各业的发展过程［２２］ ．
从大面积的草场被逐渐遗弃转而关注农田种植，再
到得到农田保障以后的住房需求增大导致乱占耕

地，大多数达斡尔族对草原和丛林的原始崇拜逐渐

消失殆尽，达斡尔族人民传统的民族生态观受到了

严峻挑战．由于猎转农后得到了能够满足日常所需

的耕地，阿尔拉地区许多少数民族居民渐渐养成了

一种靠天吃饭的心理和墨守成规的思想状态，加之

原住居民精神文明的培养与引导不足，以及当地少

数民族居民整体文化水平不高，缺少土地利用及城

市规划相关专业的人才，更易导致在整体发展滞缓

的同时，盲目地开发和乱拆乱建．
３）自然方面．阿尔拉镇地处我国东北部，无霜期

较短，秋霜自 ９ 月就已开始，因此“冬闲”是长期存

在于中国东北农民生活中既普遍又特殊的一种社会

现象，这也是黑土地上的中国农民的一种固定的生

活方式［２３］ ．这种生活方式导致当地居民缺乏进取精

神和自立意识，呈现出顺其自然的价值取向，对外来

事物也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戒备心理．这种价值取向

不仅导致阿尔拉镇整体发展滞缓和景观格局变化不

显著，同时由于各方面发展落后更容易导致生态意

识薄弱、乡村发展与生态环境同时衰退等现象．

４　 结　 　 论

本文通过对内蒙古东北部典型少数民族乡

镇———阿尔拉镇的景观格局及其驱动力分析，进一

步了解少数民族乡镇在城市化过程中潜在的景观动

态过程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结果发现：研究期间，
阿尔拉镇的景观格局整体变化不显著，乡村发展较

为滞后，其情况可以反映出许多东北地区少数民族

乡镇发展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即在微弱的景观格局变

化中，ＧＤＰ 和人口的流动仍然是影响其景观格局变化

的最主导因素，同时逐渐衰退的传统民族文化也对其

发展方向有很大影响．落后地区的人民对于经济发展

更怀有一种急功近利的精神状态，因此片面地追求经

济发展和农林牧渔产量提高的同时，却忽视了良好的

生态意识和土地利用意识的建立和培养．
基于上述问题，提出几点建议：１）研究区应充

分利用现有农牧业资源优势，全面考虑对草地、林
地、水域等自然环境的保护，发挥连通功能，增加斑

块间生物的交流，有效形成生态型绿色廊道，改善现

有环境面貌，提高自身环境优势．２）保护耕地、加强

政府监管、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应在保护各斑块类型

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周边大片可供开发的荒山、荒
地，建造一个基础设施完备又保有民族特色的新民

族社区，既满足人民日益增多的住房需求，又可避免

新建建筑的乱占乱建和土地利用混乱现象，更可以

解决研究区内新老建筑交替、传统民族民居缺少保

护濒临灭绝的尴尬局面．３）加强教育、提高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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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整体文化水平和生态意识，唤起本民族人民

自觉的保护和传承观念，由此才能形成全方位的保

护和发展，为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良好的景观格局、加
快城市化进程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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