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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研究综述＊

李　坤　岳建伟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１００８７５，北京）

摘要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是城镇规划布局的基础，为城镇用地提供参考和依据．评价过程中，评价因子的选择、指

标体系的构建和权重的设定最为关键，是各类土地适宜性评价的根本差别．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对土地质量的要求主要

是地形和地质条件．我国近年大量开展的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呈现以下特点：评价尺度以县市为主，并呈变小趋势；研究

重点由平原转向山地，更加注重生态；新的评价模型、分析方法、研究视角不断出现，多因素综 合 叠 加 模 型 得 到 最 广 泛 应

用；评价因子的选取和权重的确定多采用德 尔 菲 法 和 层 次 分 析 法；ＧＩＳ广 泛 用 于 评 价 中，提 高 了 评 价 的 效 率 和 精 度．总

之，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研究越来越成熟，理论和方法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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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适宜性评价可为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土地利

用规划、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可靠的基础

依据［１］．我国有计划的土地适宜性评价始于５０～６０年

代的荒地资源的开发利用，７０年代开始建立适合国情

的土地适宜评价体系，并完成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和

《中国１∶１００万 土 地 资 源 图》编 制；８０年 代 以 后，在 现

代数学方法和３Ｓ技术的支持下，土地适宜性评价的理

论、方法和应用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得到飞速发展，评价

更加综合化、定量化和智能化，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
农用地适宜性评价持续深入开展的同时，城市用地、建
设用地、旅游用地、土地整理复垦以及其他用地的适宜

性评价日渐增多［４－６］．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是土地适宜性评价的一个重

要应用领域．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随着我国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建设用地需

求明显加大，用地规模快速扩张．在城镇建设用地空间

扩展和内部改建 的 过 程 中，侵 占 农 田、盲 目、无 序、低

效等不合理的土地利用问题经常发生，不仅引发生态

环境问题，同时也为土地的持续利用埋下隐患．我国山

地众多，可利用土地资源紧缺，城市化高速发展，人地

矛盾突出，为守住“１８亿亩耕地红线”，保护生态，实现

土地的合理、持续利用，各地在城镇用地规划布局和建

设用地开发利用过程中，开展了大量的建设用地适宜

性评价工作．很多学者将土地适宜性评价的理论、方法

应用于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中．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

不仅在学术界应用研究颇丰，而且作为一项技术标准

得到了规划界的认同［６］．２００９年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颁

布了《城 乡 用 地 评 定 标 准（ＣＪＪ１３２－２００９）》，标 准 指 出：
城市建设用 地 适 宜 性 评 定 是 为 了 满 足 城 乡 发 展 的 要

求，对可能作为城乡发展用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及其工

程技术上的可能性与经济性，进行综合质量评定，以确

定用地的建设适宜程度，为合理选择城乡发展用地提

供依据［７］．

１　相关概念

１．１　土地评价　土地评价，又称土地质量评价或土地

分等定级，是土地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８］．土地评价的

定义有多种方式，王万茂［２］将土地评价定义为：以数量

形式对土地的构成因子（土壤、气候、植被、地形、水文

等）的状况和土地投资效益进行综合鉴定．联合国粮农

组织（ＦＡＯ）的《土地评价纲要》中将土地评价定义为：
当土地作为特殊用途时，对土地的特性进行估计的过

程［９］．ＦＡＯ给出的 是 一 个 笼 统 的 抽 象 定 义，满 足 不 同

土地评价类型的 需 求．１９８１年，Ｄｎｅｔ和 Ｙｏｕｎｇ在《土

壤调查和土地评价》中将土地评价定义为：估计土地作

为各种用途的潜力的过程．该定义实际是土地潜力评

价的内容，未涵盖土地评价的所有内容．刘耀林［３］基于

ＦＡＯ和Ｄｎｅｔ的定义分析，给出 土 地 评 价 较 为 完 整 的

定义：根据不同的生产和利用目的，在一定时期内，对

一定区域范围内土地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属性进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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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评定并阐明土地的适宜性程度、生产潜力或经济效

益以及土地利用对环境有利或不利影响的过程．
１．２　土地适宜性评价　土地评价按评价目的可分为

土地适宜性评价、土地生产潜力评价、土地经济评价、
土地利用 可 持 续 性 评 价 和 土 地 生 态 评 价［１０－１１］．其 中，
土地适宜性评价是土地评价的核心．土地适宜性是指

土地在一定条件下，对不同用途的适宜程度．按用途可

分为多宜性、双宜性、单宜性和不宜性．按适宜于某种

用途的程度可分为高度适宜、中等适宜、临界适宜和不

适宜．土地适宜性评价就是评定土地对特定用途的适

宜程度，是对土地为农作物、牧草、林木正常生长以及

建筑物所提 供 的 生 态 环 境 条 件 的 综 合 鉴 定［２－３］．基 于

以上分析，参考文献２和３，这里将土地适宜性评价定

义为：针对特定的土地用途，在一定时期内，以数量形

式，对一定区域范围内土地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构成

因子进行综合评定并阐明其适宜性程度的过程．
１．３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是

土地适宜性评价的一个特定应用领域．不同的土地用

途对土地质量有不同的要求．建设用地对土地质量的

要求主要是地形和地质条件，同时也受到交通、区位、
社会经济、生态、政策、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不同类型

的土宜评价，其差别主要体现在评价目的、指标体系构

建上．即使同 是 建 设 用 地 适 宜 性 评 价，由 于 其 评 价 目

的、侧重点、角 度 不 同，在 评 价 指 标 的 选 取、权 重 的 确

定、模型和方法的应用上也有很大不同．简而言之，建

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就是根据土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属

性，评定其作为建设用途的适宜性及其程度．

２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可以为城镇规划布局提供依

据和参考，是城镇总体规划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我国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进行了大量的建设用地适宜性

评价研究．在近年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研究中，研究者

根据研究区域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状况、评价目的，在
确定的评价原则的指导下，构建指标体系，确定权重，
采用多种评价模型、分析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建设用

地适宜性评价研究．
在中国知网检索篇名包含“土地适宜性评价”的文

献，从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５月，共 计１　６８７篇；检 索 篇 名 包

含“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文献，从１９９４—２０１５年５
月，共计２０３篇，并呈逐年增多的趋势，见图１．在维普

资讯科技期刊数据库检索篇名包含“建设用地适宜性

评价”的文献共８７篇．
由图１可以看出，在我国加速城市化的大背景下，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研究越来越多．文章从以下几

图１　中国知网１９９４—２０１４年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文献情况
　

个方面对我国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发展和最新进展

情况作概括阐述和分析．
２．１　山地城镇评价研究逐渐增多　从研究尺度上看，
以县 市 尺 度 为 主，并 呈 变 小 趋 势，出 现 市 区［１５］、村

级［６１－６２］评价．从 研 究 区 域 的 地 貌 类 型 看，既 有 平 原 城

市的用地适宜性评价，也有山地城市的用地适宜性评

价，并且山地城市的适宜评价呈增多趋势．与平原城市

相比，山地城市的地形、地质、地貌等自然环境复杂，生
态脆弱，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容易破坏生态环境，引发

山地滑坡、泥石流、冲沟等自然灾害，因此，山地城市的

建设用地适应性评价更注重自然因素的影响，特别是

生态因素．
我国山地众多，低丘缓坡地资源丰富，对其进行开

发利用，是缓解人地矛盾、保护耕地、补充后备用地资

源的重要途径．近几年，为拓展城镇用地空间，针对我

国低丘缓坡 地 开 发 为 建 设 用 地 的 适 宜 性 评 价 逐 渐 增

多，主要集中在 我 国 西 南 山 区［３０－３５，５８］和 经 济 发 达 的 浙

江、福建［３６－３９］等 地．云 南、贵 州、四 川 等 西 南 山 区 和 浙

江、福建等沿海省份低丘缓坡地资源丰富，很多学者对

其进行了研究．孙晓莉针对用地矛盾突出的问题，在加

强耕地保护的背景下，以大理海东区为研究区，进行了

低丘缓坡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为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提供基础支撑［３１］．张 东 明 以 昆 明 市 为 例，重 点 讨 论 影

响城市建设的因素、城市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的

选取和确定权重的方法，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进

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城市发展用地的选择及生态

环境的保护 提 出 建 议［４４］．邓 华 特［３７］基 于 ＧＩＳ和 ＲＳ，
进行了福州低丘缓坡地开发为建设用地的适宜性评价

研究．刘卫东等［３６］以 浙 江 省 永 康 市 为 例，针 对 土 地 利

用实际，对其低丘缓坡土地资源进行了土地利用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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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价及开发可行性分析，提出了低丘缓坡土地资源

合理开发的措施和途径．对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建设

用地适宜性评价研究的还有温华特［４０］、方晓丽［４１］等．
此外，也有针 对 我 国 西 北 山 区 研 究．南 晓 娜［４２］针

对山地城市用地特征和要求，探讨了山地城市建设用

地适宜性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模型以及ＧＩＳ技术支

持下的分析评价方法，并以陕西省岚皋县县城为例对

县城规划区建设用地进行研究．牛叔文等［４３］以村为评

价单元，由海拔复杂度、坡度复杂度和破碎复杂度，组

成地形因子综合复杂度，对天水市进行建设用地拓展

的适宜性评价研究．
山区城镇的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主要为了拓展城

市用地空间，寻 找 适 宜 开 发 区，补 充 建 设 用 地 后 备 资

源．平原城市的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主要是为合理规

划布局 城 市 内 部 用 地 空 间，分 析 用 地 现 状．尹 海 伟

等［４５］使用移动窗口法获取济南市建设用地景观百分

比指标栅格图，并将此景观指数融入评价指标体系中，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进行济南市市域内２００４年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按自然断裂点方法将适宜性划

分为最适宜用地、较适宜用地、基本适宜用地、不适宜

用地、不可用地，并用２００９年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对其

进行叠加分析，验 证 合 理 性．江 浏 光 艳［５１］从 城 市 总 体

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互包含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出发，探索使用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解决城市总

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间矛盾．城市扩建或改

建过程中，也需要开展土地适宜评价工作，城乡结合部

是公认的土地利用规划的难点，刘贵利对该类建设用

地适宜性评价做了探讨，以期寻求一种协调用地矛盾，
提高用地效益的途径［１２，４６］．
２．２　生态适宜性评价得到重视　无论是山区城市还

是平原城市的评价，都更加注重生态保护，协调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维护生态平衡．且有新

的分析方法和评价模型提出．
土地的生态适宜性评价最早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麦克哈格 教 授 提 出［１３］．１９８６年，景 贵 和［１４］发 表《土

地生态评价与土地生态设计》，将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

的概念引入国内的土地适宜性评价研究中．此后，国内

学者开展很多建设用地的生态适宜性评价，新的模型、
分析方法不断被提出．王海鹰等［１５］以ＧＩＳ和ＲＳ技术

为支撑，利用德尔菲法确定影响城市建设用地生态适

宜性的自然、社会经济和生态安全等因素，采用层次分

析法计算相关因子权重，以深圳市为例，遵循生态保护

优先的原则，建立了一套城市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评

价模型体系．宗跃光等［１６］将目前国内广泛采用的单纯

权重叠加法推广到加权的潜力—限制性分析法，将影

响因素分为生态限制和生态潜力两类，通过取大原则

和成对明智对比法确定权重，由生态潜力扣除生态限

制 得 到 生 态 适 宜 性 评 价 结 果．根 据 宗 跃 光 提 出 的 潜

力—限制性分析方法，陈绪冬、薛松、张胜武、周锐等分

别进行了福建长汀、兰州榆中县、兰州新区、济宁北湖

新区等区域的评价研究［１７－２０］．土地的生态景观不仅有

垂直过程，也有水平生态过程，对此，刘孝富、黄丽明、
赵琳、匡丽花等 基 于 最 小 累 计 阻 力 模 型（ＭＣＲ），同 时

考虑生态景观的垂直和水平生态过程，选取扩展阻力

因子，构建阻力面，在阻力面上生成 ＭＣＲ面，在 ＭＣＲ
面上提取建设用地各等级适宜区及生态敏感区，分别

进行了厦门、广州市花都区、重庆市涪陵新区、鄱阳县

等区域评价 研 究［２１－２４］．此 外，也 有 很 多 学 者 基 于 单 纯

权 重 叠 加 法 进 行 建 设 用 地 的 生 态 适 宜 性 评 价

研究［２５－２９］．
２．３　因地制宜构建指标体系确定权重　在适宜性评

价过程中，指标的选取和标准化、权重的确定及如何将

ＧＩＳ和决策过程结合始终是评价研究的关键［４］．危 小

建等［４７］采用情景分析法，在３种预案（当前发展趋势

预案、城市规划预案、生态保护预案）下，对同样的评价

指标体系，通过调整因子分值和权重，得出了不同的评

价结果．另外，实践证明没必要将每一个项目都选作评

价因子，只需从诸多因子中选取少数几个能够真实全

面反映影响土地适宜性的评价因子即可．并且，评价因

子的选取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因地制宜灵活选取，不同

的评价区域或土地类型选取不同的评价因子［５］．对于

建设用地的适宜性评价，区域不同，条件不同，评价目

不同，其指标 体 系 和 权 重 也 就 不 同．即 使 对 于 同 一 区

域，同样条件，研 究 角 度、侧 重 点 不 同，影 响 因 素 的 选

择、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的确定也会不同．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要结合研究区域的具体环境特点、研究角度

及研究目的（侧重点可能是空间扩展、合理利用、规划

布局［５３］、生态保 护 等）．如 孙 建 筑、牛 叔 文 分 别 从 工 程

地质条件和地形角度进行分析，构建评价指标指标体

系［４３，４８］，与其他研究有所差别．
建设用地评价指标体系，一般分为自然因素、社会

经济因素、生态因素及灾害因素．自然因素最重要的是

地形和地基承载力，社会经济因素最重要的是城镇区

位和交通通达度（通过缓冲区分析得到），生态因素考

虑的距河流、湖泊的距离，植被的覆盖度，灾害因素就

是地震、冲沟、塌方、滑坡、泥石流等．另外，也有基本农

田，风景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特殊区域．
评价中注重生态保护，遵循生态优先的原则，体现

在权重上，就是其权重值变大．山地城市的建设用地适

宜性评价中，注重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是提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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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中自然环境因素的权重值．
在确定评价因素权重过程中，德尔菲法与层次分

析法（ＡＨＰ）［５２］应用最广泛，另外，也有成对明智对比

法［１６］和由 ＡＨＰ发展而来的Ｇ１法［４０］．Ｇ１法 较 ＡＨＰ
更为简单，容易操作．
２．４　多因素综合叠加模型应用最广泛　多因素综合

叠加模型，也称单纯权重叠加法，在建设用地的适宜性

评价中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其基本思路是将各评价

因素分别生成单个图层，赋予不同权重，最后将各图层

加权叠加，得到结果．此模型最早由麦克哈格在土地的

生态适宜性 评 价 中 提 出，当 时 称 为“千 层 饼 模 式”［１３］．
其基本模型如式（１）．

Ｓ＝∑
ｎ

ｉ＝１
ＷｉＸｉ（ｉ＝１，２，３，…，ｎ）， （１）

式中，Ｓ为适宜性综合得分值；Ｗｉ为第ｉ个因子的权

重；Ｘｉ 为 某 单 元 第ｉ个 因 子 的 分 值；ｎ为 评 价 因 子

个数．
基于此模型，我国学者提出了限制—潜力 分 析 模

型，用于生态适宜性评价．限制—潜力模型将评价因素

分为生态限制因素和生态潜力因素，分别进行评价，评
价结果由潜力值扣除限制值得到．如式（２）．

Ｓ＝∑
ｎ

ｉ＝１
ＷｉｐＸｉｐ －∑

ｎ

ｉ＝１
ＷｉｃＸｉｃ， （２）

式中，Ｓ是生态适宜性等级，Ｘｉｐ为生态潜力的变量值，

Ｗｉｐ为生态潜力的权重，Ｘｉｃ为生态限制的变量 值，Ｗｉｃ

为生态限制的权重，ｉ＝１，２，３，…，ｎ．
极限—一般分析法是基于式（１）提出的另外一种

分析方法，在一般的评价中，应用也较多．在有的研究

中，也称为刚性和弹性分析法［３１］、“极限条件法”与“适

宜性指数法”［５９］或者特殊与一般分析法［６０］，这些分析

方法本质上 都 是 同 一 种 分 析 方 法，这 里 统 一 称 为“极

限—一般分析法”．式（３）是其基本模型．

Ｍ ＝ （∑
ｎ

ｉ＝１
Ｗｉ×Ｖｉ）×（∏

ｍ

ｊ＝１
Ｘｊ）， （３）

式中，Ｍ 为特定评价单元的综合得分；Ｖｉ 为 特 定 评 价

单元的第ｉ个弹性因子的量化分数；Ｗｉ 为特定评价单

元的第ｉ个弹性因子的权重系数；Ｘｊ 为特定评价单元

的第ｊ个刚性因子的量化分数，其值为０或１；ｎ为弹

性因子个数；ｍ为刚性因子个数．此模型中，弹性因子

采用累加求和的方式计算，刚性因子采用求积的方式．
根据极限—一般法，评价因素分极限和一般．一般

因素表现出从极度不适宜到极度适宜的渐变特性，如

坡度、交通区位、地基承载力，极限因素没有这一渐变

过程，直接变现为适宜或者不适宜，如地址灾害区、自

然保护区、重要矿产覆压区．

此外，也出 现 了 模 糊 综 合 评 判 法［５０，５６］、模 糊 灰 色

评价 模 型［５４］、主 成 分 分 析 法、情 景 分 析 法［４７］、神 经 网

络模 型［５７］、ＢＰ 神 经 网 络［４９］、风 险 管 理 视 角 分 析

法［６］等．
２．５　ＧＩＳ的应用 提 高 评 价 效 率 和 精 度　ＧＩＳ是 在 计

算机软硬件的支持下，对地球表层与空间分布相关的

地理数据进行采集、编辑、存储、管理、分析、显示、输出

的信息系统．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理论、技术方法、模

型的提出和发展与ＧＩＳ的发展密不可分．在建设用地

适宜性评价的过程中，ＧＩＳ发挥了不可替 代 的 支 撑 作

用．ＧＩＳ的应用提升了评价的效率和精度．
ＧＩＳ具有强大的地理空间数据管理能力和空间分

析能力，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中应用到的ＧＩＳ功能一

般是空间数据的管理、建模、缓冲区分析、叠加分析等

功能．各种评价模型、分析方法及数学方法、模型的应

用与ＧＩＳ密切结合．基于ＧＩＳ，土地评价单元的划分分

为矢量和栅格两种形式．矢量的评价单元通常由现状

图、土壤图等基础图层叠加得到．栅格评价单元以其结

构简单、计算方便的优势，在评价中得到了最广泛的应

用．其大小有５、１０、３０、５０ｍ等，实 际 应 用 中 以３０ｍ
居多，这一点与数据获取条件有很大关系．评价中一般

都会用ＤＥＭ 计 算 坡 度、坡 向，获 取 高 程．３０ｍＤＥＭ
可以公开获取，而更小尺寸的ＤＥＭ 需要到特 定 部 门

才能得到，有一定难度．最常用的多因素综合叠加评价

模型在ＧＩＳ中 通 过 栅 格 计 算 器（栅 格 评 价 单 元）和 字

段计算器（矢量评价单元）实现．另外，ＲＳ在建设用地

的适宜性评 价 中，也 有 广 泛 应 用，是 数 据 获 取 的 一 种

手段．

３　问题与讨论

１）土地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权重的确

定最为关键．在我国近年的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指标

指标的构建 和 权 重 的 确 定 的 过 程 中，广 泛 采 用 ＡＨＰ
法，减少了一定的主观性，能使评价结果更为客观，但

该法周期较长，受条件限制，有时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

专家团队，而且不同的专家团队得出的结果也会有出

入，人为的因素不可避免．不过从实践来看，其得出的

结果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２）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工程地质条件特别是地

基承载力至为重要．但从已有研究来看，评价对这一因

素考虑不足，即使有的研究考虑了这一因素，但受数据

获取情况的限制，也很难对其进行深入到位的考虑和

分析．专门从工程地质条件进行研究就更少．一方面可

能是因为研究区域是平原城市，区域整体地基承载力

差 别 不 大；另 一 方 面 可 能 是 由 于 这 方 面 的 数 据 不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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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３）评价局限于现状，即评价从研究区域现状条件

入手，并不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也不考虑影响因素可

能的发展变化．如某地从当前交通条件来看，可能不适

合作为建设用地，但人们可以通过改善交通状况，改变

其适宜性．南京河西地区的地层属于河漫滩性质，软弱

土层性质复杂，含水量高，地基承载力差，８０年代之前

认为是不适宜建设的地区，但随着建筑工程技术的进

步和城市空间的拓展需要，如今河西地区早已是高楼

大厦林立［６］．
４）评价建设用地的生态适宜性时，主要从生态要

素的距离考虑进行评定，显得过于单一．生态景观的水

平过程也很少考虑．
５）评价因子通常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单纯将因子

图层进行叠加评价，并没有考虑因子的相关性．
６）评价因子分值的 设 定 和 权 重 的 改 变 对 评 价 结

果有重要影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４　总结与展望

我国近年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从定性发展到定量

及定性定量相结合，新的评价模型、分析方法和研究视

角不断出现；研究重点由平原转向山地，生态保护得到

重视；多因素综合叠加模型得到最广泛应用，限制－潜

力模型越来越多用于生态适宜性评价分析，生态景观

的水平过程 开 始 考 虑；指 标 体 系 的 构 建 力 求 综 合、全

面、合理，ＡＨＰ方法的应用使权重的确定更加客观．
目前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仅对其适宜与否及适

宜等级做出评定，考虑具体建设用途的并不多．随着研

究的深入，功能用地的适宜评价将会增多．
随着领导干 部 任 期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责 任 制［６３］的 建

立，在以后的研究中，将会更加重视生态因素的影响．
对生态适应 性 评 价 的 研 究 将 会 考 虑 生 态 景 观 的 水 平

过程．
在ＧＩＳ的支持下，我国建设用地评价理论和方法

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从指标体系的构建、权重的确定

到评价模型的选择，评价越来越成熟，已有研究提供了

丰富的理论和案例支持．在未来的研究中，评价理论和

方法将进一步完善，ＧＩＳ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新的分

析方法、研究视角将会不断出现．

５　参考文献

［１］　金涛．基于ＧＩＳ的土地适宜性评价 研 究［Ｄ］．湖 南：湖 南

师范大学，２００６
［２］　王万茂．土地资源管理 学［Ｍ］．２版．北 京：高 等 教 育 出

版社，２０１０：８０

［３］　刘耀 林．土 地 评 价 理 论、方 法 与 系 统 开 发［Ｍ］．北 京：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３１
［４］　李小燕．土地评价相关问题研究综述［Ｊ］．陕西理工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２）：７６
［５］　凌云川．土地适宜性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Ｊ］．现代农业

科技，２００７，１８：１９１
［６］　桂昆鹏，徐建刚，张翔．风 险 管 理 视 角 下 的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适宜性 评 价 方 法 研 究［Ｃ］∥城 乡 治 理 与 规 划 改 革———

２０１４中国城 市 规 划 年 会 论 文 集（０４城 市 规 划 新 技 术 应

用）．北京：中国城市规划学会，２０１４：９
［７］　住房和城 乡 建 设 部．城 乡 用 地 评 定 标 准（ＣＪＪ　１３２－２００９）

［Ｓ］．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８］　倪绍祥，陈传康．我 国 土 地 评 价 研 究 的 近 今 进 展［Ｊ］．地

理学报，１９９３（１）：７５
［９］　ＦＡＯ．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ｌ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ＡＯ：ｓｏｉｌｓ

ｂｕ１１ｅｔｉｏｎ　３２ ［Ｍ ］． Ｒｏｍｅ： ＦＡＯ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ａ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７６
［１０］　王万茂．土 地 利 用 规 划 学［Ｍ］．北 京：中 国 大 地 出 版

社，１９９６
［１１］　王思罛．土地评价综述［Ｊ］．吉林农业，２０１１（５）：８０
［１２］　史同广，郑国强，王智勇，等．中 国 土 地 适 宜 性 评 价 研 究

进展［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７（２）：１０６
［１３］　ＭＣＨＡＲＧ　Ｉ．Ｄｅｓｉｇｎ　ｗｉｔｈ　ｎａｔｕｒｅ ［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１５
［１４］　景贵和．土地生态评价与土地生态设计［Ｊ］．地理学报，

１９８６（１）：１
［１５］　王海 鹰，张 新 长，康 停 军．基 于 ＧＩＳ的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适

宜性评价理 论 与 应 用［Ｊ］．地 理 与 地 理 信 息 科 学，２００９
（１）：１４

［１６］　宗跃光，王蓉，汪成刚，等．城 市 建 设 用 地 生 态 适 宜 性 评

价的潜力—限 制 性 分 析———以 大 连 城 市 化 区 为 例［Ｊ］．
地理研究，２００７（６）：１１１７

［１７］　陈绪冬，李剑，陈眉舞，等．基 于 损 益 分 析 的 城 市 用 地 生

态适宜性评价 研 究———以 福 建 长 汀 为 例［Ｊ］．规 划 师，

２００８（７）：８６
［１８］　薛松，宗跃光．基于潜力 阻 力 模 型 的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生 态

适宜性评价———以兰州 榆 中 县 为 例［Ｊ］．国 土 资 源 科 技

管理，２０１１（１）：１
［１９］　张胜武，申成磊，石培基，等．兰 州 新 区 建 设 用 地 生 态 适

宜性评价［Ｊ］．中国沙漠，２０１４（５）：１４３４
［２０］　周锐，王新军，苏海 龙，等．基 于 潜 力—阻 力 模 型 的 城 镇

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评价［Ｃ］∥２０１４（第九届）城市发展

与规划大 会 论 文 集———Ｓ０２生 态 城 市 规 划 与 实 践 的 创

新发展．北京：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２０１４：５
［２１］　刘孝富，舒俭 民，张 林 波．最 小 累 积 阻 力 模 型 在 城 市 土

地生态适宜性评 价 中 的 应 用———以 厦 门 为 例［Ｊ］．生 态

学报，２０１０（２）：４２１
［２２］　黄丽明，陈健飞．广州市 花 都 区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适 宜 性 评

价研究———基于 ＭＣＲ面特征提 取［Ｊ］．资 源 科 学，２０１４



　１１２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５１卷　

（７）：１３４７
［２３］　赵琳，田永中，唐小龙，等．三 峡 库 区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生 态

适宜性纵横评价———以 重 庆 市 涪 陵 新 区 为 例［Ｊ］．西 南

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３６（５）：１５１
［２４］　匡丽花，叶英 聪，赵 小 敏．基 于 最 小 累 积 阻 力 模 型 的 土

地生态适宜性评 价———以 鄱 阳 县 为 例［Ｊ］．江 西 农 业 大

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６（４）：９０３
［２５］　张雷，宗 跃 光，杨 伟．基 于 ＧＩＳ的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生 态 适

宜性评价———以福建省 连 城 县 为 例［Ｊ］．山 东 师 范 大 学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３（３）：９４
［２６］　麻永建，夏保林．基 于 ＧＩＳ和ＲＳ的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生 态

适宜性评价———以南 阳 市 西 峡 县 为 例［Ｊ］．河 南 科 学，

２００９（８）：１０１１
［２７］　李伟松，李江风，钟紫玲．ＧＩＳ支持下的湖北省赤壁市低

丘缓坡建设用地生 态 适 宜 性 评 价［Ｊ］．国 土 资 源 科 技 管

理，２０１４（１）：２４
［２８］　毛子龙，杨小 毛，赖 梅 东．成 都 龙 泉 山 地 区 建 设 用 地 生

态适宜性评价［Ｊ］．四川环境，２０１１（６）：６３
［２９］　汪成刚，宗跃光．基于ＧＩＳ的大 连 市 建 设 用 地 生 态 适 宜

性评 价［Ｊ］．浙 江 师 范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２００７
（１）：１０９

［３０］　袁泉，黄义忠，谢小棠，等．云 南 省 罗 平 县 基 于ＧＩＳ低 丘

缓坡建设用 地 适 宜 性 评 价 的 研 究［Ｊ］．浙 江 农 业 科 学，

２０１４（３）：４０８
［３１］　孙晓莉．基于ＧＩＳ的低丘缓坡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Ｊ］．

贵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３（２）：１３１
［３２］　孙晓莉，赵俊三．基于ＧＩＳ的宾 川 县 城 乡 建 设 用 地 布 局

优 化 研 究［Ｊ］．贵 州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２０１２
（１）：１３５

［３３］　申云鹏．基于ＧＩＳ的 低 丘 缓 坡 荒 滩 等 未 利 用 地 开 发 为

建设用地的适宜 性 评 价———以 会 昌 县 为 例［Ｊ］．河 南 科

技，２０１３（３）：１５３
［３４］　李婷．基于ＧＩＳ的 低 丘 缓 坡 建 设 用 地 适 宜 性 评 价 研 究

［Ｄ］．昆明：昆明理工大学，２０１２
［３５］　周豹，赵俊三，袁磊，等．低 丘 缓 坡 建 设 用 地 适 宜 性 评 价

体系研究———以云南省宾川县为例［Ｊ］．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３（２８）：１１５２８
［３６］　刘卫东，严伟．经济发达 地 区 低 丘 缓 坡 土 地 资 源 合 理 开

发利用———以浙江省永 康 市 为 例［Ｊ］．国 土 资 源 科 技 管

理，２００７（３）：１
［３７］　邓华灿．基于ＲＳ与ＧＩＳ的低丘缓坡建设用地开发研究

［Ｄ］．福建：福建师范大学，２００８
［３８］　闫伟，唐南奇，谢 钊．永 安 市 低 丘 缓 坡 林 地 的 建 设 用 地

适宜性 评 价 研 究［Ｊ］．亚 热 带 资 源 与 环 境 学 报，２０１４
（１）：８４

［３９］　陈军，洪新岩．金华市低 丘 缓 坡 地 资 源 合 理 开 发 利 用 的

探讨［Ｊ］．浙江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１９８９（２）：１３４
［４０］　温华特．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研究［Ｄ］．杭州：浙 江

大学，２００６．

［４１］　方晓丽．杭州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研究［Ｄ］．武汉：中

国地质大学，２００８
［４２］　南晓娜．ＧＩＳ支持下的山地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研

究［Ｄ］．西安：西北大学，２００９
［４３］　牛叔文，李景满，李升红，等．基 于 地 形 复 杂 度 的 建 设 用

地适宜性评价———以甘肃省天水市为例［Ｊ］．资源科学，

２０１４（１０）：２０９２
［４４］　张东明，吕翠华．ＧＩＳ支 持 下 的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适 宜 性 评

价［Ｊ］．测绘通报，２０１０（８）：６２
［４５］　尹海伟，张琳琳，孔繁花，等．基 于 层 次 分 析 和 移 动 窗 口

方法的济南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Ｊ］．资源科学，２０１３
（３）：５３０

［４６］　刘贵利．城乡结合 部 建 设 用 地 适 宜 性 评 价 初 探［Ｊ］．地

理研究，２０００（１）：８０
［４７］　危小建，梁俊 红，马 国 庆．不 同 预 案 下 的 建 设 用 地 适 宜

性评价———以湖北宜 城 市 为 例［Ｊ］．资 源 开 发 与 市 场，

２０１４（６）：６６７
［４８］　孙建筑．基 于 ＧＩＳ的 石 家 庄 市 建 设 用 地 适 宜 性 评 价

［Ｄ］．天津：河北工业大学，２０１３
［４９］　孙华芬，赵 俊 三，潘 邦 龙，等．基 于ＧＩＳ和ＢＰ神 经 网 络

技术的建设用地适 宜 性 评 价 研 究［Ｊ］．国 土 资 源 科 技 管

理，２００８（１）：１１２
［５０］　孙永亮，黄小琴．基于模 糊 综 合 评 判 法 的 城 市 建 设 用 地

适宜性评价［Ｊ］．工程与建设，２０１３（５）：５８３
［５１］　江浏光艳．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研究［Ｄ］．成都：四川 师

范大学，２００９
［５２］　左军．层次分析法 中 判 断 矩 阵 的 间 接 给 出 法［Ｊ］．系 统

工程，１９８８（６）：５６
［５３］　严亮．基于ＧｌＳ技术的 城 市 用 地 适 宜 性 评 价［Ｄ］．重 庆：

重庆人学，２００４
［５４］　方大春，刘国林，王 芳，等．基 于 ＧｌＳ的 土 地 适 宜 性 评 价

模型研究［Ｊ］．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２００４（１）：３５
［５５］　李可．ＧＩＳ支持下的低丘缓坡土地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

研究［Ｄ］．武汉：湖北大学，２０１４
［５６］　刘耀林，刘艳 芳，夏 早 发．模 糊 综 合 评 判 在 土 地 适 宜 性

评价中 应 用 研 究［Ｊ］．武 汉 测 绘 科 技 大 学 学 报，１９９５
（１）：７１

［５７］　焦利民，刘耀林．土地适 宜 性 评 价 的 模 糊 神 经 网 络 模 型

［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４（６）：５１３
［５８］　伍恒 雨，刘 勇，刘 秀 华．基 于 ＧＩＳ的 低 丘 缓 坡 建 设 用 地

适宜性评价———以四川 省 广 安 区 为 例［Ｊ］．湖 北 农 业 科

学，２０１５（３）：５５５
［５９］　杨子生，王辉，张 博 胜．中 国 西 南 山 区 建 设 用 地 适 宜 性

评价研究———以云南芒市为例［Ｃ］∥中国土地开发整治

与建设用地上 山 研 究．北 京：中 国 自 然 资 源 学 会 土 地 资

源研究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４（３）：５５５
［６０］　张晓晓，张恩朝，欧盛强，等．低 丘 缓 坡 建 设 用 地 适 宜 性

评价方法研究———以曲靖市罗平县为例［Ｊ］．地矿测绘，

２０１４（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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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杨雯婷，廖和平，张旭，等．花 房 村 建 设 用 地 适 宜 性 评 价

的ＧＩＳ实现［Ｊ］．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１（１１）：２５８
［６２］　薛继斌，徐保根，李湛，等．村 级 土 地 利 用 规 划 中 的 建 设

用地适宜性评价研究［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１（９）：１６
［６３］　中共中 央 国 务 院 关 于 加 快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意 见

［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５（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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