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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方法研究小区域长时间土地利用变化

———以科尔沁沙地尧勒甸子村为例

赵 杰 赵士洞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摘 要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涉及多个时空尺度，目前正由全球性研究不断转向针对性的区域性研究。典型区域的小尺度研

究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参与性农村评估（789）是一种通过与研究地区居民进行非正式访谈来对地方的实际情况有所

了解的方法。本文借助参与性农村评估方法结合实地测量，以科尔沁沙地东南部尧勒甸子村为例对小尺度区域的土地利用

变化进行初步研究。绘制了一系列尧勒甸子村建国以来各个时代的土地利用图，重建和恢复了该地:$+来的土地利用过程，

并运用!;<对其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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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目前人

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对土地产生重大影

响，造成了地球系统的气候、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水

文及生物多样性等的变化。土地利用及其变化普遍

被研 究 者 认 定 为 全 球 变 化 研 究 的 核 心（S43D20，

"##’；CF4534，"##&，"##:；陈 泮 勤，"##%；顾 朝 林，

"###；李秀彬，"##T）。然而土地利用及其变化是一

个复杂的过程与系统。这种过程之所以复杂，一方

面在于土地利用系统的影响因子的多样性及其各个

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则在

于土地利用的空间规模相关性。所谓规模相关性是

指土地利用的特性、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以及各种

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及其作用方式等都有一种

与空间规模尺度密切相关联的特点，在不同的空间

规模层次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土地利用

及其变化在不同规模尺度之间的差异并不一定表现

出渐变的形式，相邻两种尺度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

“门槛”效应（陈佑启，U$$U；程序，"###）。高一级规

模尺度上的土地利用可能具有某些级别上所没有的

特殊过程与作用机理，某个空间规模级别上的土地

利用活动或过程并不一定会在其他更高或更低规模

层次出现。在不同规模层次上，往往会发现土地利

用的不同类型与结构，土地利用与其自然生态、社会

经济等因子之间不同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不同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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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演变过程。大尺度规模往往有利于揭示土地

利用及其变化与各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总体趋势；

但大尺度由于存在着过多的综合，不利于对小范围

内土地利用的特征、影响因素及过程进行准确地描

述。而目前的土地利用研究多集中在全球和区域规

模，对更小规模尺度的研究则涉及较少。现有上述

的研究中，遥感技术、!"#技术，有关部门的土地利

用现状图等都是基本的技术和资料（顾朝林，$%%%；

刘慧平，$%%%；史培军，&’’’；王静爱，$%((；杨立民，

$%%%；庄大方，$%%)；赵济，$%%’；*+,-，$%(.；!/,-，

$%(%，$%%’；0/1234,5，$%%)；#6/32，$%%7）。然而在研

究小区域尺度的土地利用问题时，因缺乏这些高新

技术，没有相关图件和详细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要

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就必须开辟新途径。本文以科尔

沁沙地尧勒甸子村为例，应用参与性农村评估方法

（简称89:）对其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尝试性研究。

$ 参与性农村评估方法及其应用

参与性农村评估（郭学斌，&’’$；吴兆录$%%.）

是通过与研究地区居民进行非正式访谈来对地方的

实际情况有所了解的一种方法。与一般调查研究方

法比较，89:具有应用范围广、成本低、参与程度高

和灵活性强的特点。参与程度高体现在调查者与被

调查者共同参与信息的收集、问题的分析、决策，增

加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执行决策的自觉性；灵

活性强体现在89:的应用不受限于场地，可以在家

里，也可以在田间地头，没有固定的方式方法。在尧

勒甸子村生态示范区应用89:旨在收集当地土地

利用的基本情况和土地利用变化的事实，对这些调

查信息进行理论分析之后又将其返回给当地居民，

以期他们在认识自我的基础上更好地利用和保护土

地资源。具体应用89:的半结构访谈工具进行。

半结构访谈是指有一定的采访主题和提前拟定的采

访提纲，但在采访过程中又不局限于单一、狭窄的主

题和拟好的提纲，而是围绕主题向被采访者进行开

放式提问，在和谐的气氛中，被采访者介绍经验，回

忆过去发生的事情，发表对过去或现在发生事件的

看法或愿望的采访方式（图$）。

（$）根据研究区的现有资料，包括奈曼旗志、建

国以来尧勒甸子村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的$%(%年植被图、土壤图，$%()年、$%(%年、$%%7
年土地利用图。确定研究方案后，参照$;)’’’的

$%(%年尧勒甸子村地形图，对主要的沙丘、井、居民

点和道路等地貌和地物进行图上标注。

（&）逐个农户访问：农户访问是运用89:方法

进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年，先后.次对当地居民进行逐户调

查。在有礼貌地进行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取得当地

居民的理解与支持之后进行访谈。访问的内容包

括：农户人口和劳动力组成，人口素质；家庭收入支

出情况，农事及非农事活动以及在收入中占的比例；

拥有的各类土地利用数量；农事活动及收入、支出情

况；非农活动及收、支情况；对土地利用状况的评价；

对科学技术的渴望程度。

（7）知情人访问：知情人访问就是对村里总体情

况的了解。选择知情人，以任职多年的村干部、村会

计和教师为好，为了数据的可靠性，各类人员不少于

&人。访问内容包括：土地资源的总数量及利用情

况；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权属及相关的土地利

用政策；村庄的主要经济支柱，村委会的机构组成。

召集<’岁以上的长辈、教师和历届村干部，共同在

$;)’’’的地形图上讨论现实土地利用类型与分

布，并进行实地勘察。

（=）绘制土地利用图：由于很难收集到有关农村

土地利用的历史资料，当地居民记忆的东西就成为

历史信息的主要来源。召集这些居民讨论各时期的

图$ 89:流程图

*>-?$ 89:@3/ABC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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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状况、农业信息、政治和社会经济变化，以

及几十年来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和原因；根据研究

区的发展历史，选择出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将调查

的信息编绘在地形图和现有土地利用图上；进行实

地测量，绘制土地利用的历史图件。

（!）对从调查地点得到的信息经参照相关材料

进行分析之后，得出认识，并把这些认识返回到当地

居民，请他们评述，确定研究所用的数据。

通过"#$方法收集到了尧勒甸子村有关土地

利用现状和历史的大量信息、资料。绘制了%&!’’’
的%(!’年、%()’年、%(*’年和%(((年的土地利用

图。基本恢复了建国以来该地的土地利用过程。

+ 研究区概况

尧勒甸子村位于科尔沁沙地东南部，隶属内蒙

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昂乃乡。总面积%+,+-,
./+。属温带干旱0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多年平

均气温)-12，多年最热月平均气温和最冷月平均

气温相差3)-*2。年均降水量3)1//，年均蒸发

量则是降水量的3倍多。全年平均风速3-!/／4，

年均大风日数++-15。地貌以起伏沙丘地为主，也

分布有几块大的甸子地和一些小块丘间甸子地。土

壤类型以风沙土为主，草甸土为辅，比例约为(&%。

尧勒甸子村现有人口1’)人，农户((户，其中

汉族)!户，蒙古族33户。该村以种植业为主、草场

放牧业占较小比重的偏农型农牧混合经营型自然

村。其农垦史只有%’’多年，但发展迅速。据考证，

辽代以前尧勒甸子村以游牧为主，从辽太祖时期

（公元(1*年）起，开始出现种植业，但规模极小，同

时牧 业 也 从 游 牧 逐 渐 走 向 定 居 放 牧，乾 隆%3年

（%*1,年）种植业逐步扩展，%(3%年大部分的甸子

地已开垦成农田，%(1(年尧勒甸子村已成为种植业

为主的村庄!。该村作物结构单一，只有粮食作物，

主要是玉米、春小麦、稻子和豆类。%(((年，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总产!-’+!6%’!78。其中

小麦用来自食（不出售），玉米和水稻是主要的商品

粮。家畜以绵羊和生猪养殖为主，%(((年有大牲畜

(!头，猪+!’口，绵羊3+’只。大牲畜主要作为役

畜。

3 结果与分析

基于"#$的结果，运用9:;的空间分析功能，

分析建国以来尧勒甸子村土地利用的结构与格局变

化。

!"# 土地利用现状

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类型有：耕地（包括旱地和水

浇地）、林地、草地、非农用地（包括居民点和道路）和

沙地。%(((年，尧勒甸子村耕地%+’-**./+，林地

%!!-33./+，草地!3’-%!./+，沙地1!*-%(./+，园

地*-+*./+，非农用地%+-’(./+。土地利用结构

和分布见图+和表%。

图+ 尧勒甸子村%(((年土地利用图

<=8-+ >?@5A4BCDE=FF?8BG?CFB5=?@H=CD%(((

表# #$$$年尧勒甸子村土地利用情况

%&’()# *&+,-.)/012((&3)4&/(),2&+522+#$$$

土地类型 面积／./+ 结构／I

旱地 %1-%+ %-%’

水浇地 %’)-)! ,-3%

草地 !3’-%! 1%-33

沙地 1!*-%( 3!-)1

林地 %!!-33 %+-%%

非农用地 %+-’( ’-(1

园地 *-+* ’-!*

水浇地大多靠近居民点。种植玉米、小麦、水

稻，除河滩地的稻子直接引自教来河水灌溉外，其余

作物全靠机电井抽取地下水灌溉，生产力较高。玉

米单产!+!’78／./+，小麦单产1,*!78／./+，稻子

单产1!’’78／./+。旱地一般远离村庄，耕作管理

粗放，采取掠夺式的经营，没有或很少有肥料施入，

致使土壤有机质得不到补充；加上在春季干旱大风

季节，地表裸露土壤不断发生风蚀，肥沃的表层土壤

%’3增刊 赵杰等：利用"#$方法研究小区域长时间土地利用变化———以科尔沁沙地尧勒甸子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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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蚀殆尽。仅仅适合于谷子、高粱等抗干旱、耐贫瘠

的作物生长。

!"# 土地利用变化

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格局见图!。"#$%年仅有

草地、沙地、耕地、非农用地（道路和居民点）&种土

地利用类型。其类型比较单一，草地和沙裸地是主

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和

&#(。耕地中只有旱地，主要集中在居民点和东西

向道路附近的坡度平缓处。"#)%年、"#*%年，仍然

只有上述&种土地利用类型，但草地开始大幅度减

少，沙地和旱地迅速增加。"#*%年，沙地在土地总

面积的比例已超过)%(，而草地减少到土地总面积

的’&(。"#+$年，出现了灌木林和水浇地，但其面

积很小，共计只占土地总面积的!,!(，草地减少至

土地总面积的"+(，沙地和旱地进一步扩张，沙地

达到总面积的)$(。"#+#年，又增加了园地和有林

图! 尧勒甸子村土地利用格局变化

-./,! 01234567812/6349.2/:86;69.<3=9<>"#$%:<"###<=?.@@1/6A1<@63.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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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类型，同时沙地和旱地开始减少，草地逐渐恢

复，水浇地面积大增。!""#年和!"""年，林地、水

浇地和草地进一步扩大和恢复，旱地、沙地面积缩

小，而园地和非农用地变化不大。不同时期土地利

用结构见图$。

建国以来尧勒甸子村土地利用发生很大变化，

!"%&年前后，土地利用变化差异显著。!"%&年以

前，草地、沙地和旱地是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其中

沙地和草地占土地总面积的%&’以上；没有水浇

地、林地和园地。!"&(!!"%&年，草地转变为旱耕

地和沙地，面积持续减少，旱地和沙地面积迅速扩

大。在 此 期 间，草 地 减 少#()*$$+,)，沙 地 增 加

!%)*%(+,)，旱地增加-.*".+,)。!"%&年，开始出

现水浇地和林地，但是面积微小，不足土地总面积的

&’；!"%&年以后，土地利用变化有了明显的转变，

沙地、旱地向草地和林地转化，草地向林地转化，旱

地向水浇地转化。形成草地、水浇地、林地增加，沙

地、旱地减少的格局。园地和非农用地变化不大。

!"%&!!"""年，草地增加了)""*!-+,)，水浇地增

加了!(!*&-+,)，林地增加了!!#*.)+,)，沙地减

少了#.!*))+,)，旱地减少了!&!*(&+,)。草地、

沙地、林地和水浇地成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

!"&(!!"%&年，尧勒甸子村耕地面积迅速扩

大，!".(年曾达到耕地面积!.-*)(+,)，几乎全部

都是旱地，水浇地只有$+,)，农民完全靠天吃饭，

实行休闲轮作，种)!#/就予以撂荒。!"%&年以

后，旱地一部分被退耕还草，大面积旱地被改造成水

浇 地。由于沙地减少，草地逐步恢复，林地发展，旱

图$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012*$ 3/456789+/4287:/:17:19714;1<</28=/><8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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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改造，土地利用结构趋向合理。

! 结论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涉及不同的时空尺度，土地

利用变化受不同空间尺度的变量控制，不同尺度只

能回答不同的问题。目前土地利用变化研究正由全

球性研究不断转向针对性的区域性研究。而典型区

域村庄尺度的研究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向（陈泮勤等，"##!；程充，"###）。要实施土地资

源合理利用的措施，必须依据村庄这样的基层单位

的研究结果。然而小尺度区域研究的一个最大难点

和障碍在于数据的可得性。尤其在中国的村庄，长

时序的土地利用数据和图件更是缺乏。以科尔沁沙

地尧勒甸子村为例，借助$%&工具，绘制了建国以

来各个时代的土地利用图，恢复和重建了该地建国

以来的土地利用过程；结合’()详细分析了该地*+
,来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为以后深入探讨土地利

用变化机制的研究作了比较充分的数据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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