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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use change from 2001 to 2017 in the Chaobai
River basi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SU Rui-qing1,2, CAO Yin-gui1,2*, WANG Wen-xu2, QIU Min2, SONG Lei2
（1.China Land Surveying and Planning Institute, Key Laboratory of Land Us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Beijing 100035, China;
2.School of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many core functions of non-capitals
have been gradually shifted to Tianjin and Hebei. The Chaobai River area bordering the three areas has become a microcosm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synergy in land u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from 2001 to 2017. We used a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land use change map,
and spatial Gini coefficient method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In terms of quanti⁃
tative structure, the land use structure of the Chaobai River area showed the trend of continuous decrease in cultivated land and continuous
increase in urban land use. The total cultivated land area decreased by 37 700 hm2, and the changing cultivated land area accounted for
32.61% of the total area of change. With regard to the spatial pattern, the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pattern of 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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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使众多非首都核心功能逐渐疏解至津冀两地，三地接壤的潮白河区域逐渐成为协同发展的

缩影，土地利用的协同在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京津冀潮白河区域为研究对象，采用土地利用转移

矩阵、土地利用变化图谱和空间基尼系数方法，分析耕地在 2001—2017年的时空演变特征。数量结构上，区域土地利用结构表现

出耕地持续减少、城镇用地持续增加的趋势，耕地总面积减少 3.77万 hm2，耕地变化面积占变化总面积的 32.61%；空间格局上，区

域耕地由 2001年各地均匀分布的格局逐渐转变成沿潮白河东南方向耕地面积较大、西北方向耕地呈小块分布的零散格局。耕地

变化活跃区主要分布在通州区、顺义区及周边地势较平缓地区，且耕地与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和水域的转化过程较为显著。研

究区耕地空间集聚水平整体偏低，破碎化严重，2001—2013年耕地的空间基尼系数由 0.000 68波动上升至 0.004 14，2017年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研究区耕地的空间基尼系数快速减少至 0.001 04。综上，潮白河区域在 2001—2017年耕地利用变化特征

显著，空间分异性较明显，土地利用景观破碎化程度不断加剧。

关键词：京津冀；潮白河区域；耕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图谱；空间基尼系数；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6819（2020）04-0574-09 doi: 10.13254/j.jare.2019.0266

苏锐清，曹银贵，王文旭, 等 . 京津冀潮白河区域 2001—2017年耕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分析[J].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2020, 37
（4）: 574-582.
SU Rui-qing, CAO Yin-gui, WANG Wen-xu, et al. Analysis of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ed land use change from 2001 to
2017 in the Chaobai River basi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7
（4）: 574-582.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 2020, 37（4）: 574-582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开放科学OSID



2020年7月

http://www.aed.org.cn

苏锐清，等：京津冀潮白河区域2001—2017年耕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分析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基本保障，是决定一个国家或

地区人口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制约条

件[1]。区域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基本单元，区域耕

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已经成为全球变化研究的前

沿和热点问题[2]。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

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人口最多的地区

之一，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3]。《京津冀协

同发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中提到：

合理安排规划期内土地利用目标和任务，优化生态建

设、耕地保护与城镇发展空间格局。京津冀地区作为

高度发达的“首都圈”，“城市周边”定义已相对模糊，

部分城镇周边的耕地已经表现出零星、破碎化特

征[4]，城镇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盲目蔓延情况严重[5]。

如果不对城区周边的耕地加大管控力度，可能会导致

区域中心向周围城镇进一步无序拓展和蔓延，最终对

耕地造成更大的破坏。区域作为人口、资源、环境相

互作用较强的地区，在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逐渐得到

重视。国内外学者研究有关流域的区域土地利用变

化时主要基于水资源分区进行[6-7]，且大多研究径流

分布的相关规律[8-9]、区域土地的生态系统服务评

价[10-11]等，对流域周边人地矛盾突出地区的耕地利用

变化特征的研究相对较少。

京津冀是中国城镇化进程推进最快的地区之一。

2002 年对京津冀区域合作的学术理论研究开始深

入[12]；2004年京津冀区域合作由学术界理论探讨转为

政府实质性操作阶段[13]；2008年后，京津冀三地高层

互访日渐频繁，京津冀出现协同发展的趋势；2013年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并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12]。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的推进，使众多非首都核心功能逐渐疏解至津冀两

地，潮白河区域逐渐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缩影。当前

有关潮白河区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河流上游[14-15]，针

对潮白河区域耕地利用变化特征的研究较少，缺乏对区

域整体耕地利用动态变化的认知。因此探讨 2001—
2017年京津冀潮白河区域耕地利用变化及其原因，

对探索我国跨行政区的区域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

展模式，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高度

城镇化地区。城镇化快速发展致使该区域的土地利

用发生了显著变化，成为当前土地利用研究的热点和

重点地区。本研究以连接京津冀三地的潮白河区域

为研究区，包括北京市顺义区、通州区，天津市宝坻

区，河北省三河市、大厂县和香河县（图1）。

通州区位于北京市东南部，是承担住宅建设的重

要地区。顺义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承担着北京主要

的工业转移和产业转移。宝坻区位于天津市北部，地

势平坦，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粮食和棉花生产基地。三

河市与北京市通州区隔潮白河相望。大厂县是我国

北方最大的牛羊养殖、加工商业基地。香河县位于北

京市、天津市“一小时经济圈”的节点[16]。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的实施，对潮白河区域发展和城镇建设起到

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同时，区域内耕地资源流失较重。

1.2 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 2001—2017年的 Landsat遥感影像图，

包括 2001年Landsat TM卫星数据（时相为 8月）、2005
年 Landsat TM 卫星数据（时相为 4月）、2009年 Land⁃
sat TM 卫星数据（时相为 9月）、2013年Landsat 8卫星

数据（时相为 5月）、2017年 Landsat 8卫星数据（时相

为5月）共5期遥感影像作为基础数据，影像分辨率为

form distribution in 2001 to large cultivated land along the southeast direction and patch distribution along northwest of Chaobai River. The
active areas of cultivated land change were distributed across the Tongzhou District, Shunyi District, and surrounding areas. Cultivated land
was transformed into urban land,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and waters. The spatial Gini coefficient of cultivated land in the Chaobai River ba⁃
si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was low as a whole, and fluctuated from 0.000 68 to 0.004 14. However, afte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was proposed in 2017, the spatial Gini coefficient of cultivated land in the study area decreased
rapidly to 0.001 04, and the degree of land use and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intensified.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
tivated land use change in the study area are remarkable,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was obvious from 2001 to 2017. This study can serve as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d use master plan under the new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construc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Keywords：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Chaobai River region; cultivated land use; land use change map; the spatial Gini coefficien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 575



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第37卷·第4期

http://www.aed.org.cn

30 m，数据来源于中科院遥感所与地理空间数据云，

对遥感影像图进行辐射定标、大气校正和裁剪等预处

理后进行分类。利用 eCognition对原始遥感影像图进

行监督分类，通过Google Earth和实地调查对分类结

果进行人工修正，在ArcGIS 10.3的支持下生成 5期土

地利用图，Kappa系数均大于 0.8，并作土地利用变化

图谱，呈现耕地时空动态演变特征。2001—2017年

土地利用数据分类主要参照 2007年第二次全国土地

调查土地分类，同时参考相关文献中的分类方法，确

定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林地、草地、工矿用地、城镇

用地、农村居民点、水域。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各地

区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1.3 研究方法

1.3.1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能够反映某一区域某一时段

期初和期末各地类面积之间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的通用形式如式（1）所示。

Sij=
é

ë

ê

ê
êêê

ê
ù

û

ú

ú
úúú

ú
S11 S12 … S1n
S21 S22 … S2n
… … … …
Sn1 Sn2 … Snn

（1）

式中：S代表面积；n代表转移前后的土地利用类型

数；i、j分别代表转移前与转移后的土地利用类型；Sij

代表转移前的 i地类转换成转移后的 j地类的面积。

1.3.2 空间基尼系数

空间基尼系数是衡量产业集聚程度的一种指标。

该方法可以用于衡量耕地分布的空间集聚程度[17]。

其公式如式（2）所示。

Gj=∑
i = 1

n ( Pij - Xi )2 （2）
式中：Pij为第 i个地区 j地类面积占全区域同一地类的

比例；Xi为第 i个地区总面积占全区域总面积的比例；

Gj为第 j种地类空间基尼系数。Gj的值在 0和 1之间，

对于耕地而言，Gj的值越接近 0，耕地破碎化程度越严

重；Gj的值越接近1，耕地的集聚化程度越高。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分析研究区 2001—2017 年 5 期土地利用图（图

2）得到，空间格局上，区域耕地由 2001年各地均匀分

布的格局逐渐转变成沿潮白河东南方向耕地面积较

大、西北方向耕地呈小块分布的零散格局。城镇用地

呈组团状向通州、顺义等北部地区发展，分布逐渐朝

热点区域极化。特别地，通州、顺义两区 2017年城镇

用地布局相对于 2013年更为集中，是由于 2017年通

州区采取了“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拆除了中心城区

周边 0.1万 hm2的违法建筑，顺义区在“十三五”规划

期间，部分乡镇进行了区划调整，撤镇设立街道办事

处，促使农村居民点向城镇用地转变。2013年后顺

义区城镇用地转变为耕地的面积较多且分散，原因是

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顺义区按照疏解非首都功能的

产业结构要求，将部分工业企业转移至津冀二地，原

有城镇用地经综合治理后部分转为耕地。

分析研究区2001—2017年土地利用结构（表1）可

图1 研究区地理位置

Figure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N

三河市

顺义区

大厂县

通州区

宝坻区
香河县

研究区 京津冀地级市边界
0 50 100 200 300 400 km

0 12.5 25 50 km
邯郸市

邢台市

石家庄市
衡水市

沧州市

保定市 廊坊市
天津市

廊坊市
北京市

唐山市
秦皇岛市

承德市

张家口市

京津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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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数量结构上，耕地是区域最主要的土地类型，五个

时间点耕地面积均超过60%，其次是城镇用地，平均占

比为13.05%。总体来看，区域土地利用结构表现出耕

地持续减少、城镇用地持续增加的趋势。

耕地呈持续减少的趋势，由 2001 年的 31.63 万

hm2减少到 2017 年的 27.86 万 hm2，减少速率波动较

大，年均减少率由期初的0.15%增加至0.50%，后持续

增加至 1.39%，最终减缓至期末的 0.05%，表明城市

化、工业化的推进对耕地造成了持续性的侵占。林地

数量波动下降，2009年面积降至 0.35万 hm2，后期面

图2 研究区2001—2017年土地利用图

Figure 2 Land use map in the study area from 2001 to 2017

d. 2013 e. 2017

0 12.5 25 50 km

a. 2001 b. 2005 c. 2009

耕地Cultivated land
林地Forest land
草地Grassland
城镇用地Urban land
农村居民点Rural settlement
工矿用地 Industrial and mining land
水域Waters
行政界线Borderline

N

表1 研究区2001—2017年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变化

Table 1 Land use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 in the study area from 2001 to 2017

地类
Land use types

耕地Cultivated land
林地Forest land
草地Grassland

城镇用地Urban land
农村居民点

Rural settlement
工矿用地 Industrial

and mining land
水域Waters
合计Total

2001
面积
Area/

104 hm2

31.63
0.53
0.09
3.46
6.98

0.11
2.52
45.32

比例
Proportion/

%
69.78
1.17
0.21
7.64
15.39

0.25
5.56

100.00

2005
面积
Area/

104 hm2

31.35
0.39
0.16
5.67
3.95

0.15
3.65
45.32

比例
Proportion/

%
69.17
0.85
0.35
12.51
8.70

0.34
8.08

100.00

2009
面积
Area/

104 hm2

30.45
0.35
0.15
6.02
5.60

0.16
2.59
45.32

比例
Proportion/

%
67.18
0.78
0.34
13.28
12.36

0.36
5.70

100.00

2013
面积
Area/

104 hm2

27.95
0.49
0.07
6.94
5.86

0.24
3.77
45.32

比例
Proportion/

%
61.64
1.09
0.17
15.30
12.95

0.53
8.32

100.00

2017
面积
Area/

104 hm2

27.86
0.48
0.08
7.48
5.03

0.21
4.18
45.32

比例
Proportion/

%
61.45
1.07
0.18
16.50
11.10

0.46
9.24

100.00

2001—2017
面积变化
Variation/
104 hm2

-3.77
-0.05
-0.01
4.02
-1.95

0.10
1.66
—

比例变化/百分点
Change rate/

Percent
-8.33
-0.10
-0.03
8.86
-4.29

0.21
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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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01—2005 b. 2005—2009 c. 2009—2013

N

积逐渐稳定至 2017年的 0.48万 hm2，主要原因是前期

林地保护的政策不够完善，后期退耕还林、荒地造林

等政策的提出使林地面积有了恢复性的增加。城镇

用地呈持续增加的趋势，由 2001年的 3.46万 hm2增长

到 2017年的 7.48万 hm2，主要原因是经济快速发展吸

引了大量人口转移，住宅、商业、交通用地面积不断增

加，大量耕地转化为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面积呈波

动减少的趋势，“撤乡改镇”和农村居民点整理是农村居

民点面积减少的重要原因。水域面积呈波动增加的趋

势，可能与湿地公园建设以及引滦入津工程的供水措

施有极大关系。草地和工矿用地面积变化不明显。

2.2 耕地利用转移特征

根据 2001—2017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图（图

3）和主要土地利用转化类型（图 4）可以看出，研究区

耕地与其他土地类型之间的转化呈现显著差异，空间

分异性较明显。

2.2.1 2001—2005年耕地利用转移特征

2001—2005年（图 3a、图 4a），区域耕地转移面积

为 10.97万 hm2，空间分布有显著差异，新增耕地 5.35

万 hm2，减少耕地 5.62万 hm2，耕地转换以转出为主。

其中，新增耕地主要来源于农村居民点（72.65%）的

转化，全区域都有增加，这是由于京津冀地区作为我

国首批推进城镇化的地区，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

移，造成大批农村居民点空闲，2004年原国土资源部

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

要积极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确保耕地面积不减

少，推动了农村居民点向耕地的转变。耕地减少最主

要的去向是城镇用地（39.70%），主要分布在通州区、

顺义区、三河市，通州、顺义两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

速度较快，GDP较高，三河市地势平坦且区域面积较

大，交通便利，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住宅、工业、服

务业等用地面积较大产业的发展，城镇用地增加较为

明显，其他区（县）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的限制在

这一阶段扩张较为缓慢。

2.2.2 2005—2009年耕地利用转移特征

2005—2009年（图 3b、图 4b），区域耕地转移面积

为 10.82 万 hm2，空间分布相对分散，区域差异不明

显，新增耕地 4.96万 hm2，减少耕地 5.86万 hm2，耕地

图3 2001—2017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

Figure 3 Land use change in the study area from 2001 to 2017

d. 2013—2017 e. 2001—2017 0 12.5 25 50 km

耕地→林地

耕地→草地

耕地→工矿用地

耕地→城镇用地

耕地→农村居民点

耕地→水域

林地→耕地

草地→耕地

工矿用地→耕地

城镇用地→耕地

农村居民点→耕地

水域→耕地

行政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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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1—2017年研究区耕地转换关系及对应面积（万hm2）

Figure 4 Conversion relationship and corresponding area of cultivated land in the study area from 2001 to 2017（104 hm2）

a. 2001—2005 b. 2005—2009

c. 2009—2013 d. 2013—2017

e. 2001—2017

转换以转出为主。其中，新增耕地主要来源于农村居

民点（36.98%）的转化，主要分布在香河县和三河市；

耕地减少最主要的去向是农村居民点（58.09%），主

要分布在通州区南部、香河县、大厂县、三河市以及宝

坻区北部。该阶段耕地转移以耕地和农村居民点互

换为主，主要原因是 2006年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06—2020年）开始实施，各地处于建设用地扩

张阶段，农村居民点面积也适度扩大，这导致了农村

居民点扩张占用耕地现象的出现。与此同时，2006
年原国土资源部发布《耕地占补平衡考核办法》，严格

管控占用耕地问题，人口迁移需要大量住房，城镇房

价昂贵，距离北京较远的大厂县、宝坻区等地因人口

迁移空置了大量农村宅基地，通过土地整理措施转换

为耕地，补充耕地的面积主要通过整理沟路渠田坎和

整理耕地区域内零星用地及其他地类得到。

2.2.3 2009—2013年耕地利用转移特征

2009—2013年（图 3c、图 4c），区域耕地转移面积

为 12.54 万 hm2，比 2005—2009 年转移面积扩张 1.72
万 hm2，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区域差异较明显，新增耕

地 4.67万 hm2，减少耕地 7.87万 hm2，耕地转换以转出

为主。其中，新增耕地主要来源于农村居民点的转化

（56.38%），大多分布在顺义区东部、通州区南部、三

河市、大厂县、香河县南部和宝坻区北部，2010 年出

台了《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试点 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文件规

定，整治腾出的农村建设用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

推动了 2009—2013 年京津冀潮白河区域农村居民

点向耕地的转换。耕地减少的最主要去向是城镇

用地（41.25%），主要在顺义区西部、通州区北部、香

河县北部，该时段城镇用地增长密集区不再局限于

北京市顺义区、通州区的中心部分，周边的香河县

等地城镇用地也出现了扩张，这说明该阶段各县

（市）的城镇化、工业化速度都有所加快，促进了耕

地非农化进程。

2.2.4 2013—2017年耕地利用转移特征

2013—2017年（图 3d、图 4d），区域耕地转移面积

为 10.98 万 hm2，比 2009—2013 年转移面积减少 1.56
万 hm2，空间分布相对分散，区域差异不明显。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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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 5.47万 hm2，减少耕地 5.51万 hm2，耕地转换以转

出为主。其中，新增耕地主要来源于农村居民点的转

化（52.85%），大多分布在通州区南部、顺义区西部和

大厂县西部；耕地减少的主要去向是农村居民点

（39.69%），主要在顺义区东部、通州区中部、三河市

中部和宝坻区中部。该阶段耕地利用转移图以耕地

和农村居民点互换为主，转移面积相差不大。2013
年，京津冀一体化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津

冀两地承接众多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转移，产业结构不

断优化，空间紧密度不断增强，政策的提出必定吸引

人口流动，在此期间，宝坻区不断建设工业园区，大力

招商引资，致使宝坻区城镇用地急剧增加，耕地快速

减少，潮白河区域香河县、大厂县、三河市等地实施融

入“京津冀都市圈”的土地利用战略，通过土地整治补

充耕地，因此耕地数量有小幅增加。该阶段耕地面积

相对稳定。

2.2.5 2001—2017年耕地利用转移特征

2001—2017年（图 3e、图 4e），耕地转换以转出为

主，主要转换成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和水域。新增

城镇用地主要分布在顺义区西部、通州区西部和北

部、三河市西部、大厂县北部、香河县中部、宝坻区北

部；新增农村居民点主要分布在顺义区东部、通州区

南部、三河市中部、大厂县西部、香河县北部和宝坻区

中部；新增水域主要分布在宝坻区南部，且水域面积

沿潮白河有明显增加。

总体来看，2001—2017 年京津冀潮白河区域耕

地利用转移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耕地变化活跃区主要分布在通州区、顺义区

及周边地势较平缓地区。大范围耕地的空间分布受

制于环境因素，不同地理环境背景下耕地变化剧烈程

度存在明显差异，北京段处于平原地带，天津段位于

低山丘陵地带，河北段地势北高南低，地形起伏高差

相对其他两地较大，自然条件的空间分异特征与从北

京段到河北段城镇化水平逐渐降低、耕地所占比例逐

渐上升的空间分布特点相一致。

（2）耕地与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和水域的转化

过程较为显著。2001年后，中国实施了严格的土地

管理和耕地保护政策，耕地减少速度总体减慢，2005
年北京计划将通州打造成“面向未来的新城区”，加快

了通州及周围城市城镇化进程，这与区域范围内耕地

面积 2001—2005年减速慢、2005—2017年减速快的

特点密切相关。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使人口大量涌

入京津冀地区，但高房价迫使大量流动人口放弃城镇

转去周边乡村寻找住房，同时，2004年原国土资源部

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和 2010年

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试点 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都明确提

出要积极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整治腾出的农村建

设用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这推动了耕地与农村居民

点之间的转换，普遍进行的“撤乡改镇”和逐渐开展的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农村居民点面积开始减少的重要

原因。耕地转化成水域可能与湿地公园建设以及南

水北调的举措有极大关系。

2.3 耕地破碎特征

通过计算研究区五个时段空间基尼系数（表 2）
得到，耕地空间基尼系数从 2001年的 0.000 68增加至

2005 年的 0.002 87，然后下降至 2009 年的 0.001 86，
再上升至 2013年的 0.004 14，2017年，研究区耕地空

间基尼系数迅速降低至 0.001 04，土地利用景观破碎

化程度加剧。且各时期耕地空间基尼系数均小于

0.01，说明耕地空间集聚水平整体偏低。2001—2013
年，耕地空间基尼系数波动上升。该时期国家实行了

耕地占补平衡、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政策，对耕地合

理利用和保护具有一定成效，耕地集聚程度有所提

升。各地在完成耕地保护目标的基础上也要推进城

镇化建设和退耕还林生态工程的实施。2013—2017
年，耕地转换为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的面积相比之

前大幅减少，但该时期耕地的空间基尼系数大幅下

降，这是因为 2013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使潮白河

区域承担了一部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任务，区域

在此期间大力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发展，耕地资源流

失较重。潮白河区域作为三省的交汇处，路网密度极

大，交通道路的建设使周边的耕地与生态用地不断减

少，建设用地不断增加，土地利用景观破碎化程度不

断加剧。

3 讨论

本研究基于 Landsat影像和 eCognition、ArcGIS等

软件分析了京津冀潮白河区域耕地利用时空演变特

征，可为解决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耕地保护问

题提供一定参考。然而，所用图像时相不完全相同，

表2 潮白河区域2001—2017年耕地空间基尼系数
Table 2 Gini coefficient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aobai River basin

from 2001 to 2017
2001

0.000 68
2005

0.002 87
2009

0.001 86
2013

0.004 14
2017

0.001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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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影响。本文主要是从定

性角度对不同时期耕地利用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如何

定量分析区域耕地利用的影响因子并预测耕地未来

变化趋势是下一步重点研究的方向。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是深入了解土地利用变化复

杂性的重要途径，也是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和未来

趋势的主要方法[18]。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使

人地矛盾尖锐的京津冀地区面临着耕地资源保护与

城镇建设兼顾的现实问题，直接导致了不同土地类型

数量变化，以及这些土地类型之间转化数量与方向的

变化。未来应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2015—2020年）》，进一步合理分配潮白河区域地

类用地指标，构建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土地资

源空间优化配置方法[19]。

为更好地实行新一轮京津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协调城镇建设、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根

据区域特征提出以下建议：

（1）潮白河区域北京段在加快建设国际化大城市

的同时，也要加强对耕地等农业生产用地、林草地等

自然植被的保护。未来北京市的土地利用调控应注

重区域之间的差异性[20]，明确通州、顺义两区城市发

展新区的定位，加强土地资源规划和管理，减少快速

城镇化对耕地的影响。

（2）潮白河区域天津段水域面积较大，水田、鱼塘

等数量多且布局分散，未来天津段应加强水田、鱼塘、

湿地等的保护工作，利用遥感手段强化卫片执法检

查[21]，减少耕地等农业生产用地和湿地等生态用地的

破坏。

（3）潮白河区域河北段的城镇化程度相对较低，

但城镇化过程中带来的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耕地破碎

化问题已经存在。为进一步实现京津冀区域内协同

发展，河北必须拓展产业发展空间[22]，做好京津冀区

域的生态保障，增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资力度，

实现社会、经济、生态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模式。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破除行政区划束

缚，建立健全跨区域土地资源保护统筹协调发展机

制[23]，重点要做到土地开发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

配。各区（县）应结合自身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培育

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产业，主动承接京津资源，实现

互补发展。在京津冀城市建设用地规划过程中，要注

重调整资源配置模式和连通性的多样性[24]，空间上加

强城镇用地与农村居民点的连通性，减小城镇用地增

长对耕地的占用程度[25]，通过土地整治改善耕地生态

质量，提升资源环境利用的可持续性[26]。同时也要尽

早制定、出台各区（县）产业疏解或产业承接的规划，

对产业疏解的地区，在符合地区现状的情况下，尽量

将原产业园区用地转换为耕地；对产业引入的地区，

要做好土地利用规划，严格保护耕地。

4 结论

（1）空间格局上，区域耕地由 2001年各地均匀分

布的格局逐渐转变成沿潮白河东南方向耕地面积较

大、西北方向耕地呈小块分布的零散格局。数量结构

上，区域土地利用结构表现出耕地持续减少、城镇用

地持续增加的趋势。耕地总面积减少 3.77万 hm2，耕

地变化面积占变化总面积的32.61%。

（2）耕地变化活跃区主要分布在通州区、顺义区

及周边地势较平缓地区，耕地与城镇用地、农村居民

点和水域的转化过程较为显著。

（3）京津冀潮白河区域耕地空间集聚水平整体偏

低，区域耕地的空间基尼系数较小，各时期均小于

0.01，土地利用景观破碎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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