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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理统计的乡村聚落分布及适宜性研究
———以甘肃省卓尼县为例

安玉源，陈维鹏
（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５０）

摘要　为了进一步提升乡村聚落空间布局，更好地指导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小康村、移民

搬迁等人居工程的建设，优化当前的异地扶贫搬迁模式和空间整合，以卓尼县为例量化研究乡村聚

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适宜性。通过借助地理学科的视角和数理统计的方法，在使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对

卓尼县乡村聚落点进行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的基础上，基于统计学规律理论，运用ＳＰＳＳ２４．０软件的多

元逻辑回归建立数学模型，得出卓尼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和适宜性分区的量化数据，从而为乡

村聚落分布格局的适宜性优化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优化甘南藏族自治州乃至甘肃省全省的乡村

聚落的空间格局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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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聚落作为城乡规划、建筑学等学科的重点

研究对象，主要是指位于农村地区的人类各种形式

的聚居地 的 总 称。截 至２０１９年 末，我 国 乡 村 常 住

５５　１６２万人口以及上百万个乡村聚落，农村人口数

占据全国总人口数量的比率高达３９．４％，城镇人口

比重已超一半，城镇化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１］。
根据乡村聚落现状来看，我国的乡村聚落格局

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方面，立足于小农生产经

营规模以及自然环境条件下的聚落格局仍然作为聚

落总体分布的主流；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城镇化和

各项农业农村扶贫背景之下，在乡村家庭居住条件

发生巨大改善的同时，村落日趋空心化、留守人员劳

动力下降、城乡各栖一地等现象日益明显，由此带来

的乡村土地资源闲置、乡村社会失序、农业用地经营

范围缩减等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制约乡村发展的主要

因素［２］。从国家层面来看，提出了关于新农村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从已有乡村

聚落的研究概况来看，国外乡村聚落的研究主要围

绕其布局、形态与景观、生态等内容展开，并呈现出

其所蕴含的人文社会化和重构的研究趋势［３－４］；以聚

落为主题搜索词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进行文献高级

检索，结果显示共４　６１８篇文献，通过分析不难发现，
从２０００年开始 至 今，２０年 的 时 间 篇 名 中 含 有 聚 落

的文献就有４　４５９篇，尤其是从２０１３年至今，传统村

落和历史文化名村引起了住建部等部门高度重视，
理论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建筑学及其相关

学科中以聚落为研究本体并且研究方向更多样、研

究广度更全 面、研 究 深 度 更 细 化 的 成 果 越 来 越 多。
对检索到的文献运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进行可视化 分 析 发

现，研究对象主要以传统聚落和乡村振兴战略下的

新农村为主；研究内容以聚落平面形态、演变发展、
空间格局、环境景观、选址布局等领域为主；研究视

角除了建筑学和城乡规划的本体视角外，同时也不

乏一些考古学、宗教学、地理学、基因图谱等视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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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横向交叉研究；研究方法以使用定性的图片

描述性方法为主，运用数理模型和统计学的综合性

量化研究匮乏［５－８］。
甘南藏区聚落的相关研究按照研究进程大致可

分为２个阶段，即探索阶段和扩展阶段。第一阶段

的研究以甘南地区的聚落文化与聚落的生态适宜性

为主，其中安玉源教授《传统聚落的演变·聚落传统

的传承———甘南藏族聚落研究》［９］是较 早 以 甘 南 藏

区为研究对象，总结了聚落演变、传承的内在基因及

模式语言的 论 著。随 后 韩 晓 丽 等［１０］从 生 态 适 应 性

的角度对甘南河源干旱地区的人居环境进行了调查

与研究。第二 阶 段 的 研 究 为 安 玉 源 等［１１］在 甘 南 藏

区聚落研究 视 角 方 面 又 进 一 步 拓 展 到 基 因 图 谱 层

面。在研究视角创新的同时，研究方法也有新的突

破，赵艺彤［１２］运用空间句法分析了甘南扎尕那聚落

的空间形态特征。聚落微观层面的保护和发展已有

学者从适宜性研究、节能改造、更新保护优化策略等

方面提出了不同的见解［１３－１４］，而在宏观层面和中观

层面的 量 化 研 究 极 为 匮 乏。因 此，研 究 通 过 运 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和ＳＰＳＳ２４．０从数理统计视野下对卓尼

县乡村聚落点的空间分布、导致聚落现状分布格局

的影响因子和该区域的空间适宜性进行了科学数据

化的评价。

１　区域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区域概况

卓尼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位于甘肃省甘南藏

族自治州东南部，位于东经１０２°４０′～１０４°０２′，北纬

３４°１０′～３５°１０′（见图１）。

图１　卓尼县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Ｚｈｕｏｎｉ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Ｇａｎｎａ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卓尼全县辖１１镇４乡９７个行政村，有藏、汉、
回、土、满、苗等１６个民族，其中藏族人口占总人口

的６３％。卓尼县地形地势复杂（见图２）。

图２　卓尼县地形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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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的地理要素、生产生活、文化 习 俗、宗

教信仰，导致卓尼县的乡村聚落分布情况较为多样

（见图３）。

图３　卓尼县乡村聚落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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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数据来源与方法

研究数据来自４个方面：①通过中国科学院计

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际科学数据镜像网站获得卓尼

县２０１８年的ＳＰＯＴ５卫星影像（分辨率３０ｍ），经过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的一系列栅格图像、校正、配准、解译、矢

量化处理，提取得到卓尼县乡村聚落点的相关矢量

化数据；②卓尼县２０１８年１∶２５０　０００地 形 测 绘 数

据来源于甘肃 省 测 绘 局；③卓 尼 县３０ｍ 分 辨 率 的

数字高程图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④其他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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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来源于《卓尼县统计年鉴》和实地调研数据。
基于上 述 数 据 资 料，通 过 运 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

的平均最 近 邻 分 析、多 距 离 空 间 聚 类 分 析 和 核 密

度计 算 空 间 分 析 工 具 对 其 进 行 分 析，最 后 运 用

ＳＰＳＳ２４．０建立多 元 逻 辑 回 归 这 一 数 学 模 型，对 聚

落分布影响因子和 空 间 适 宜 性 进 行 了 客 观 全 面 的

对比分析。

２　基于ＧＩＳ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

２．１　规律性分析

（１）平均最近邻分析　平均最近邻分析运用每

２个乡村聚落要素点之间的距离与整个卓尼县域内

聚落要素点之间的平均距离的比较来研究该区域乡

村聚落 空 间 分 布 是 集 聚 型 还 是 发 散 型，其 计 算 公

式为

ＡＮＮ＝
２∑

ｎ

ｉ＝１
ｄｉ

槡ｎＡ
，　 （１）

其中：ｄｉ 为 聚 落 要 素 点ｉ与 其 最 近 邻 要 素 的 距 离

（ｍ）；ｎ为研究聚落要素点数量（个）；Ａ 为包括所有

乡村聚 落 要 素 点 在 内 的 包 络 线 的 总 面 积（ｍ２）；若

ＡＮＮ ＞１，则 聚 落 要 素 点 呈 随 机 分 布 态 势；若

ＡＮＮ ＜１，则聚落要素点呈集聚分布态势，ＡＮＮ ＝
１为临界值。

卓尼 县 乡 村 聚 落 点 平 均 最 邻 近 分 析 如 图４所

示。由图４可知，平均最邻近指数ＡＮＮ ＝０．７２，则

ＡＮＮ ＜１，属于集聚分布模式；校验值Ｚ＝－７．８１，
远小于临界值ＡＮＮ＝１，进一步说明该聚类规律是

随机分布的可能性很小。
（２）聚类分析 　 运 用 该 分 析 工 具 研 究 卓 尼 县

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离散程度，即其集聚距离为多

大，其计算公式为

Ｋ＝Ｌ（ｄ）＝
Ａ∑

ｎ

ｉ＝１
∑
ｎ

ｊ＝１，ｊ≠ｉ
ｋ（ｉ，ｊ）

πｎ（ｎ－１）槡 ，　 （２）

其中：Ｌ（ｄ）表示集聚半径（ｍ）；Ａ 为包括所有乡村

聚落要素点在内的包络线的总面积（ｍ２）；ｎ为研究

聚落要素 点 数 量（个）；ｋ（ｉ，ｊ） 表 示 权 重 大 小，π为 常

数。当在一定的距离范围内，若Ｋ 的观察值大于期

望值，说明要素点分布的聚集度更高；反之其离散度

更高。
在验证了聚 类 模 式 所 属 类 型 之 后，以１　００７ｍ

的平均距离作为其增量的一个参照基准，通过Ａｒｃ－
ｇｉｓ１０．２计算得出Ｋ 函数图像（见图５）。

图４　卓尼县乡村聚落点平均最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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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Ｚｈｕｏｎｉ　Ｃｏｕｎｔｙ

图５　卓尼县乡村聚落点多距离空间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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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Ｚｈｕｏｎｉ　Ｃｏｕｎｔｙ

图５中蓝线表示研究要素点的期望分布状态，

红线表示其实际的分布状态，呈现一定规律性的集

聚分布特征。

２．２　集聚性分析

通过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的 空 间 统 计 分 析 计 算 工

具模块———核密度分析，分析运算得出卓尼 县 乡 村

聚落空间分布 的 聚 集 性 核 密 度 分 析 图（见 图６），核

密度计算公式为

ｆ（ｘ，ｙ）＝
１
ｎｈ２∑

ｎ

ｉ＝１
ｋ
ｄｉ
ｎ（ ），　 （３）

其中：ｆ的函数值为位于聚落点相对应距 离 观 测 者

ｄ处的分布 密 度 预 期 值；ｎ为 待 计 算 聚 落 点 要 素 数

（个）；ｈ为常数；ｋ即核函数；ｄｉ 为任一地理坐标（ｘ，

ｙ）处距第ｉ个观察者之间的距离（ｍ）。

由图６可以看出，卓尼县域范围内的乡村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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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特性表现为以４个核状为主要聚落密集区的分

布态势，分别是藏巴哇乡核心地区、勺哇土族乡核心

地区、柳林镇核心地区和扎古录核心地区，同时带有

明显的区域中心化分布特征。

图６　卓尼县乡村聚落点核密度

Ｆｉｇ．６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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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ＳＰＳＳ的乡村聚落空间适宜性评价

３．１　空间分布形成影响要素分析

经查阅大量文献和实际调研发现，导致甘南藏

族自治州乡村聚落布局发展变迁的原因包括多个层

面，如山、水、地形地貌以及道路交通条件等。根据

卓尼县实际的地理自然环境特点，研究进一步在地

理学视角的 范 畴 将 这 些 要 素 总 结 为 海 拔、坡 度、坡

向、距水系距离、距道路距离。
经整理文献资料发现，以往的研究大多以定性

研究为主，为了定量化分布特征与影响要素间的关

联性以及空间适宜性，研究运用多元回归数理模型，
用定性研究与定量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科学有效的

研究。
通过聚落核密度分析工具进行各因素对其空间

分布的影响的数据分析，高程、坡度、坡向、水系道路

对卓尼县乡村聚落点核密度的制约如图７所示。由

图７可以看出，高程值相对较低处以及地势平缓的

地带聚落数量较多。位于交通线及河流线之上，尤

其是在其重要节点处聚落分布极为密集，其他部分

要素对空间分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关联性作用。

３．２　数理模型选取与变量确定

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是运用已有矢量化数据建立

方程的线性数学模型，常用于数据挖掘、疾病诊断以

及经济预测等预测性领域，主要用途为预测某一事

件发生的概率，也可分析某个问题的影响因素有哪

些。运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来定量化研究卓尼县聚

落空间分布并计算聚落空间的适宜性。回归方程函

数表达式为

ｆ（ｐ）＝
ｅβｉ·ｘｉ

１＋ｅ∑
ｎ

ｉ＝１
βｉ·ｘｉ

，　 （４）

其中：ｆ（ｐ）的函 数 值 大 小 表 示 某 一 研 究 范 围 内 存

在乡村聚落的概率值，大小在０～１的区间内；ｘ为

解释变量；ｉ为研究对象相应的 代 码；β为 其 对 应 的

系数大小；ｎ表示该研究所观察总数（个）。

将上述影响要素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经地理配准等一

系列步骤转换为便于量化的数值型数据，并将它们定

义为解释变量（自变量）：（１）高程值；（２）坡度值；（３）坡
向值；（４）距河流水源距离；（５）距各级道路距离（见表

１）。通过Ａｒｃｇｉｓ计算出每个乡村聚落要素点对应的高

程、坡度、坡向、距河流距离、距道路距离等值。

３．３　数理模型检验

运用ＳＰＳＳ２４．０软件对各个要素点（因变量）与

解释变量 之 间 的 数 据 关 系 进 行 多 元 逻 辑 回 归。首

先，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客观有效，使上述解释变量

依次按照变量代码的顺序进入回归模型，对模型的

有效性进行全面的验证。模型检验分别为：霍斯默－
莱梅肖 检 验（见 表２）、模 型 系 数 的 Ｏｍｎｉｂｕｓ检 验

（见表３），对模型的预测正确率分类表（见表４）逐步

进行科学有效地检验。

由表２可知，霍斯默－莱梅肖检验自由度为８，对
应的卡方值均大于０．０５，说明模型极显著。

由表３可 知，逐 步 回 归 的 显 著 性（Ｓｉｇ）后 面 的

Ｐ 值都为０，Ｐ 值是目标要素存在相对应的概率值，

在统计 学 领 域 显 著 性 的 参 考 临 界 值Ｐ＝０．０５，若

０．０１＜Ｐ＜０．０５，则说明差异显著；若Ｐ＜０．０１，则为

差异极显著。随着步骤１～５检验的过程，所对应的

卡方值逐步增大，说明模型各解释变量独立的可能

性越小，相关的可能性越大。当取Ｐ＝０．０５为参考

标准 值，自 由 度（Ｄｆ）＝５ 时，得 到 卡 方 临 界 值

（Ｐ０）＝１１．０７４　３，远 远 小 于 最 后 步 骤５的 卡 方 值

２４９．３７５，这就说明模型的显著性和相关性在标准值

的情况下均通过检验。由表４可知，模型的预测正

确率为７８．５％，模型的预测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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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高程、坡度、坡向、水系、道路对卓尼县乡村聚落点核密度的制约

Ｆｉｇ　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ｐｅ，ｓｌｏｐ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ｏｎ　ｔｈ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Ｚｈｕｏｎｉ　Ｃｏｕｎｔｙ

表１　解释变量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代码 变量 变量含义及赋值 预期影响

Ｘ１ 高程值 所处空间位置的高程值 负

Ｘ２ 坡度值 所处空间位置的坡度值 负

Ｘ３ 坡向值 所处空间位置的坡向值 负

Ｘ４ 与河流水源距离 所处空间位置与河流的距离值 负

Ｘ５ 与道路距离 所处空间位置与公路的距离值 负

表２　霍斯默－莱梅肖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ｏｓｍｅｒ　ｌｅｍｅｓｈｏｗ　ｔｅｓｔ

步骤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１　 １０．８７４　 ８　 ０．２０９

２　 ３．０１２　 ８　 ０．９３４

３　 ７．６１７　 ８　 ０．４７２

４　 ７．７２２　 ８　 ０．４６１

５　 ８．０１３　 ８　 ０．４８５

表３　模型系数的Ｏｍｎｉｂｕｓ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３　Ｏｍｎｉｂｕｓ　ｔｅｓ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步骤 卡方 自由度（Ｄｆ） 显著性（Ｓｉｇ）

１　 １５０．７１６　 １　 ０

２　 ２０３．１２４　 ２　 ０

３　 ２２１．８６５　 ３　 ０

４　 ２３４．２８６　 ４　 ０

５　 ２４９．３７５　 ５　 ０

４２１　　　　　　　　　　　　　　　　　　　　　　　　　甘 肃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年　第４期



表４　分类表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实测

因变量

预测

因变量

０　 １

正确

百分比

０　 １５２　 ４８　 ７６．０

１　 ４２　 １７７　 ８０．８

总体百分比 ７８．５

方程中的变量如表５所列，由表５可看出，在５
个步骤 中 对 应 的 回 归 系 数Ｂ 分 别 为－０．００２　７５４　０、

－０．１２７　００１　５、－０．００５　０７４　３、０．０００　２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０１９　４。
在ＳＰＳＳ２４．０计算过程中，解 释 变 量 按 照１～５

的步骤逐步进入分析，线性逻辑回归结果表明不同

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不同，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为：

Ｘ５＞Ｘ３＞Ｘ４＞Ｘ１＞Ｘ２。根据回归计算结果，代入

回归方程：

ｆ（ｐ）＝１０．２０９－０．００２　７５４　０×高程－０．１２７　００１　５×
坡度－０．００５　０７４　３×坡向＋０．０００　２５２　１×
道路＋０．０００　０１９　４×水系， （５）

其中：高程、坡度、坡向、道路、水系为研究区域内所

有空间信息的栅格化数据集。

表５　方程中的变量

Ｔａｂｌｅ　５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解释

变量

非标准化

系数Ｂ

标准

误差
瓦尔德 自由度 显著性 Ｅｘｐ（Ｂ）

Ｅｘｐ（Ｂ）的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高程 －０．００２　７５４　０　 ０　 １８．０６０　 １　 ０　 ０．９９８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９

坡度 －０．１２７　００１　５　 ０．０１３　 ８８．８６７　 １　 ０　 ０．８８１　 ０．８５８　 ０．９０４

坡向 －０．００５　０７４　３　 ０．００１　 １１．８５２　 １　 ０．００１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２　 ０．９９８

道路 ０．０００　２５２　１　 ０　 １５．１８９　 １　 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水系 ０．０００　０１９　４　 ０　 ０．３６２　 １　 ０．５４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常量 １０．２０９　 １．５０７　 ４５．９１１　 １　 ０　 ２７　１５２．６８６

４　数理模型分析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可知不同解释变量在回归

模型中的影响性是不尽相同的，不同的解释变量区

间都有相对应适宜性分级类别区间的聚落存在，并

根据数据内部关系计算出了每个适宜性类别所对应

的各 解 释 变 量 的 平 均 值。运 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 件 将

ｆ（ｐ）函数的值带入回归方程进行分级分区间运算，

分析计算出该县域内乡村聚落空间分布适宜性评价

的分区如 表６所 列。表６中ｆ（ｐ）函 数 值 表 示 以

３０ｍ为单元的 单 位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数 据 上 有 无 研 究

要素的概率，概率越大，说明此处形成与发展聚落的

适宜性就越高。

不同适宜性区域内各因素取值如表７所列。由

表７可以看出，聚落空间分布适宜性大小与高程、坡

度、距离河流远近、距离道路远近呈现出一定的负相

关趋势，这些都反映了各解释变量对聚落空间分布

的影响程度。

县域内聚落空间分布适宜性与５个分区如图８
所示。由图８可以看出，卓尼县城区所在的藏巴哇

乡核心地区是县域范围内聚落分布最密集的高适宜

性区域，平缓的地势、黄河一级支流洮河的通达、主

要道路的交通节点以及较缓的坡度、较好的朝向都

使得卓尼县的城区聚落不同于其他聚落，聚落性地

域性独特明显，足够说明卓尼县城镇聚落的地理位

置的优越性。

表６　适宜性区域划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６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类别

等级

ｆ（ｐ）函数值

区间

适宜性

类别

占县域面积

比重／％

聚落点

数量／个

占总聚落数

的比重／％

Ⅰ ０．７７～１ 高适宜性 １６．１２　 １５７　 ７６

Ⅱ ０．５６～０．７７ 较高适宜性 １５．０１　 ２４　 １２

Ⅲ ０．３５～０．５６ 一般适宜性 １７．５４　 １７　 ８

Ⅳ ０．１４～０．３４ 低适宜性 ２１．６１　 ８　 ４

Ⅴ ０～０．１４ 极低适宜性 ２９．７３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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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不同适宜性区域内各因素取值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７　Ｖａｌｕ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ｓ

适宜性

类别

高程区间与

均值／ｍ

坡度区间与

均值／（°）

坡向区间与

均值／（°）

公路距离区间与

均值／ｋｍ

河流距离区间与

均值／ｋｍ

高适宜性 ２　０４３～４　０２６　 ０～３４．５７　 ０～３５９．９２　 ０～１１．５５　 ０～２３．５８

１　９８３　 １０．２１　 ２０８．７　 １．４６　 ５．３５

较高适宜性 ２　０７８～４　１８８　 ０．１２～４１．９６　 ０～３５９．９　 ０～１３．６　 ０～２５．６７

２　１１０　 １６．１６　 １９０．０８　 ２．４４　 ６．４４

一般适宜性 ２　０９２～４　４５２　 ０．１２～４７．９４　 ０～３５９．８５　 ０～１７．０３　 ０～２５．６３

２　３６０　 ２０．０６　 １６９．５９　 ３．２７　 ６．６９

低适宜性 ２　１１３～４　４６２　 ０．１２～５３．３１　 ０～３５９．７９　 ０～１９．４３　 ０～２５．７３

２　３４９　 ２３．０９　 １５８．３９　 ４．５７　 ７．３６

极低适宜性 ２　１７１～４　５４８　 ０．１２～７６．４１　 ０～３５９．７８　 ０～２４．１６　 ０～２５．６

２　３７７　 ２６．９６　 １３０．３５　 ９．１５　 １１．０９

图８　县域内聚落空间分布适宜性５个分区

Ｆｉｇ．８　Ｆｉｖｅ　ｓｕｂ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５　结论与展望

５．１　研究结论

研究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对 获 取 的 影 像 资 料 进 行

矢量化处理，通过平均最邻近和聚类分析表明卓尼

县聚落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并且带有高度

聚集性的特征，通过核密度分析图可知卓尼县聚落

呈现出以核状为主的分布性规律；并借助ＳＰＳＳ２４．０
计算出了回归系数，建立了多元逻辑回归数学模型

来确定高程、坡度、坡向、河流、道路与聚落分布存在

的定量化相关性，科学客观地说明了卓尼县聚落空

间分布与上 述５个 地 理 环 境 要 素 的 影 响 是 分 不 开

的，并对乡村聚落分布的空间适宜性进行评价。

通过适宜性多元逻辑回归模型的建立，在乡村

聚落空间分布研究层面，提出了一种基于Ａｒｃｇｉｓ地

理学和ＳＰＳＳ统 计 学 的 新 的 量 化 方 法，在 人 居 环 境

研究层面，厘清了周围环境要素对卓尼县乡村聚落

分布的重要影响，为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方面的长远

发展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量化研究影响聚落的要

素对分布的影响，分层级建立适宜性区间指标，以指

导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小康村、移民搬迁

等人居工程的建设，优化当前的异地扶贫搬迁模式

和空间整合。

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是对上述影响因素进行

主观的分层运算，具体的分级没有量化标准，主要是

按照不同的地区进行各自的单一的分级研究，这种

分级存在极大的弊端，即主观性太强，综合较性差。

此外，最终评价的结果仅仅取决于各不同影响因子

间的权重，尽管运用到了一定的定量分析，但各个权

重的计算方法在赋值上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这样的

研究方法使得空间适宜性评价不够科学有效。研究

运用多元逻 辑 回 归 方 程 数 理 模 型 的 适 宜 性 评 价 方

法，是对以往该领域研究的完善和补充，其主要优点

有：第一，通 过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提 取 分 析 了 原 有 因 子 及

其聚落相关的有效地理空间信息，使得基础数据更

真实；第二，计算出各制约因子与乡村聚落分布的相

关性，使得评价结果更加科学。

５．２　研究展望

通过多元逻辑回归方程进行现状要素的相关性

分析，让多重要素可以同时融入到共同的与实际情

况更加接近的拟合回归模型中。研究从高程、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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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向、河流、道 路 要 素 等 地 理 学 的 视 角 进 行 回 归 分

析，并不意味着除了这些因素以外没有其他影响因

素，或者其他因素可以忽略不计。在今后的研究中

还应该考虑更多的相关影响制约因子，如气候条件、

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不同、宗教信仰、历史文化和

风景旅游名胜以及周围历史文化名村自身等因素可

能对聚落分布产生影响。同时，该研究不断扩充了

乡村聚落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并以当前乡村聚落

可持续发展 中 遇 到 的 问 题 的 解 决 和 完 善 作 为 出 发

点，便于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甘肃省甘南

州城乡体系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２）》中提出的城 乡 空 间

整合策略，如在村落重构模式中，就可以对人口规模

不足一定基数的基层村进行合并时考虑聚落分布的

适宜性，在近期白龙江饮水工程的移民搬迁选址中

也可作为参考。此外，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将多元回

归模型评价聚落分布适宜性的方法推广到甘南州乃

至甘肃省全省加以应用研究。一方面可以比较甘肃

省不同区域间影响聚落分布的主导因子的区别，另

一方面也可以作为甘肃省全省范围内的聚落空间分

布适宜性评价的方法，具体指导省域内乡村的空间

整合，对迁村并点、白龙江引水移民搬迁工程等工作

更具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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