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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易侵占区域的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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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位置上对基本农田的影响,以谷城县为例,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

探讨2006-2009年3a间4种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村庄、建制镇、农村道路和公路)在空间位置上对基本农田的

影响,进行基本农田易侵占因子和易侵占区域等级的划分,并利用基本农田变化百分比和变化率对划分结果进

行了评定。结果表明:基本农田的影响因子可以划分为2个等级,易侵占区域划分为4个等级,不同年份的基本

农田易侵占区域面积在同一等级中维持稳定,并且基本农田的侵占情况随等级类别的增强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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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耕地的地位

更是举足轻重,耕地不仅十分珍贵而且很容易遭到

破坏[1],这不仅给粮食安全带来问题,也给生态环境

埋下了隐患[2]。基本农田作为耕地资源中的基本优

质土地,应当受到人们的重视。文献[3]指出基本农

田是指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

的需求,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

耕地;并明确规定了任何人或者单位不能以任何名

义占用基本农田。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实际建设

中项目成本的变化,基本农田被侵占和被挪作他用

的现象时有发生[4-5],因此实现基本农田的易侵占区

域划定研究,能够加强对基本农田的监督和检查力

度,更大程度上实现对基本农田的保护。
目前,学者们对耕地数量减少的原因进行了诸

多研究,并将这些原因主要归结为显性因素和隐性

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政策建议[6-8]。耕地数量

和质量的变化与周边土地利用类型十分密切,学者

们使用定量方法,探讨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对邻近

耕 地 的 生 态 系 统 功 能 和 结 构 及 物 理 成 分 的 影

响[9-13],但是针对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布局对基本农

田或耕地造成的影响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基本

农田作为耕地资源中的优质土地,历来受到人们的

关注,研究者利用农用地分等的方式进行基本农田

保护片块的划分、基本农田的补划和基本农田保护

工作的研究[4-5,14],但是对基本农田易侵占因子和基

本农田易侵占区域等级片块的划分及对基本农田易

侵占区域分析等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利用湖北省谷城县2006年和2009年土

地利用现状数据库,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周围的基

本农田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确定基本农田易

侵占因子,同时根据基本农田受侵占因子的影响程

度,划定基本农田的易侵占区域等级,以期为科学地

划定基本农田的易侵占区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与合理分配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湖北省谷城县位于鄂西北东部边缘,武
当 山 脉 东 南 麓,汉 江 中 下 游 的 西 岸,东 经

111°03′45″~111°52′30″,北 纬 31°52′30″~
32°30′00″,南依荆山,西偎武当,东临汉水,南北二河

夹县城东流汉江,西北西南三面群山环抱,地势从西

南至东北倾斜,海拔最高1584m,最低71m,东部

汉江沿岸及南河、北河下游为平原,县城位于县境东

部边缘中段。全县东西距79.58km,南北距62.50
km,辖10个乡镇294个村(社区),总面积25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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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2,陆地面积2434km2,占总面积的95.34%,其
中耕地面积57258.22hm2。

谷城县2006年基本农田总面积为43791.09
hm2,2009年基本农田面积为43518.43hm2,3a
内基本农田的减少量达到了272.66hm2,占基本农

田总面积的0.62%。
1.2 数据来源

主要包括:①111幅纸质版标准分幅基本农田

划定 图;②2006年 和2009年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图

(1∶10000)及属性数据库;③2006年和2009年基

本农田分布图(1∶10000)及属性数据库。

2 结果与分析

2.1 谷城县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分析

对谷城县土地利用类型分析后发现,村庄、建制

镇、农村道路和公路4种建设用地的面积在建设用地

中所占面积的比重相对较大,建设用地的面积越大越

容易对周围的土地和环境造成影响,因此将这4种要

素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线要素和面要素进行分析。

表1主要反映了谷城县基本农田面积、村庄面

积和建制镇面积以及农村道路长度的变化,对比

2006年和2009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基本农田面积

减少了272.66hm2,农村道路减少了71.54km,村
庄面积减少了51.79hm2。公路面积和建制镇面积

分别增加了149.47和273.95hm2。基本农田3a内
的减少量达到了272.66hm2,而公路面积和建制镇

面积则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通过对2006-2009
年3a间谷城县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进行分析,公
路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可以分为:在原农村道路上

进行重新建设、公路的扩展延伸及公路的重新规划

建设。城镇面积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区逐

渐转变为城镇、城镇的重新规划建设及城镇面积的

扩张。这些因素在导致公路和城镇面积增加的同

时,势必会对周围的土地造成影响。基本农田主要

分布在居住区和道路的周围,导致很多建设用地都

是直接侵占的基本农田,使基本农田的数量大为减

少。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一现象已经变得

越来越普遍。
表1 2006年和2009年谷城县主要土地利用类型

Table1 ThemainlandusetypesofGuchengCountyduring2006and2009

年份 Year
总面积/hm2

Grossarea
基本农田面积/hm2

Basicfarmlandarea
农村道路长度/km
Ruralroadslength

公路用地面积/hm2

Landusedbyroadsarea
村庄面积/hm2

Villagearea
建制镇面积/hm2

Townsarea
2006 254490.8 43791.09 4139.03 225.55 8836.61 1319.8
2009 254490.8 43518.43 4067.49 375.02 8784.82 1593.75

变化量 Variation 0.0 -272.66 -71.54 149.47 -51.79 273.95

2.2 基本农田易侵占因子研究

城镇的发展和交通线路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

势必会侵占到其周围部分的基本农田,通过本文

“2.1”的研究也可以得出谷城县在这3a内基本农

田的减少同居住区及交通面积的增加有着直接的关

系,为此接下来将对居住区和道路与基本农田的关

系进行研究。为方便数据的采集和分析,选取谷城

县比较有代表性的5个行政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三
岔路村、兴隆村、小沟村、白龙庙村、常家营村。5个

行政区的基本情况如下:三岔路村是依靠3条横贯

南北的公路在此相交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小城镇;兴
隆村位于谷城县的中部,是一个经济发展居中的行

政区;小沟村位于谷城县南部山区,经济发展速度相

对缓慢,没有受到经济高速发展的很大影响;白龙庙

村位于谷城县的东南部,城镇和交通建设发展都相

对较迅速的区域;常家营村位于谷城县北部,交通状

况变化比较大。选取的这5个区域都有各自的特

点,并且分别能反应谷城县2006-2009在城镇建设

和道路建设方面的变化,通过这5个区域变化的特

征可以反映出谷城县在2006-2009年变化的综合

特征。

1)城镇建设对基本农田的影响。城镇边缘区是

位于城市建成区与乡村地域之间受城市辐射影响深

刻的过渡地带,是城市郊区化与农村城市化的热点

地区[14]。城市边缘区又分为内缘区和外缘区,内缘

区的土地被建设规划,向被城市利用作最终的转变,
外缘区的土地以农业用地为主,但城市指向性因素

正逐步渗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周围的

农业用地逐步被蚕食而转变为非农用地。
由于城市边缘区的农业用地距离城市中心市场

的距离近,与远郊农业相比,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

高,农业用地被高效利用。一方面,由于与城市联系

方便,农产品能及时进入市场,同时又能及时获得市

场的信息和技术,农业机械化和技术化程度高,表现

为单位面积耕地的产出率和活化劳动率较远郊农业

高;另一方面,城市的不断扩张,蚕食边缘区的土地,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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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6-2009年谷城县代表行政区主要土地类型变化情况

Table2 ThechangofthemainusetypesofrepresentsregionlandinGuchengCountyduring2006-2009

土地类型

Landtype
项目

Items

三岔路村

Sanchalu
Village

兴隆村

Xinglong
Village

小沟村

Xiaogou
Village

白龙庙村

Bailongmiao
Village

常家营村

Changjiaying
Village

合计

Total

基本农田

Basicfarmland

2006年面积/hm2

Areain2006
253.046 172.476 293.248 356.978 186.011 1261.759

2009年面积/hm2

Areain2009
248.179 168.659 287.021 350.073 181.072 1235.004

变化量/hm2

Variation
-4.867 -3.817 -6.227 -6.905 -4.939 -26.755

变化率/%
Rateofchange

-1.9 -2.2 -2.1 -1.9 -2.7 -2.1

城镇用地

Urban

2006年面积/hm2

Areain2006
0.000 8.731 0.000 44.620 0.000 53.351

2009年面积/hm2

Areain2009
10.278 8.953 0.000 42.194 0.000 61.425

变化量/hm2

Variation
10.278 0.222 0.000 -2.426 0.000 8.074

变化率/%
Rateofchange

2.5 0.0 -5.4 0.0 15.1

农村居住区

Ruralresidential
areas

2006年面积/hm2

Areain2006
66.508 31.663 60.810 39.245 28.585 226.811

2009年面积/hm2

Areain2009
66.411 38.802 60.604 38.685 31.476 235.978

变化量/hm2

Variation
-0.097 7.139 -0.206 -0.560 2.891 9.167

变化率/%
Rateofchange

-0.1 22.5 -0.3 -1.4 10.1 4.0

农村道路

Ruralroads

2006年长度/km
Lengthin2006

16.095 14.736 47.991 26.592 9.062 114.476

2009年长度/km
Lengthin2009

14.581 14.794 48.064 22.608 9.088 109.135

变化量/km
Variation

-1.514 0.058 0.073 -3.984 0.026 -5.341

变化率/%
Rateofchange

-9.4 0.4 0.2 -15.0 0.3 -46.7

公路用地

Way

2006年面积/hm2

Areain2006
23.915 0.000 0.000 0.000 0.000 23.915

2009年面积/hm2

Areain2009
24.586 0.000 0.000 7.607 0.000 32.193

变化量/hm2

Variation
0.671 0.000 0.000 7.607 0.000 8.278

变化率/%
Rateofchange

2.8 0.0 0.0 0.0 0.0 34.6

加上边缘区人口密度大,人均耕地变得越来越少,土
地稀缺程度高。城镇边缘的耕地起到格外重要的作

用,又受到来自城镇扩张的压力,因此城镇边缘的耕

地需要受到重点保护。
由表2可以看出农村居住区和城镇用地的总面

积是增加的,而基本农田的面积明显减少。因此居

住区面积的增加势必会影响居住区周围的用地类

型,使基本农田受到影响。谷城县的居住区面积、基
本农田面积和道路面积的变化量在2006-2009年

不同土地利用变化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在表2中

基本农田减少的面积为26.755hm2,而城镇用地和

居住区面积增加了17.241hm2,谷城县总面积没有

改变,居住区面积的增加量占基本农田减少量的

60%以上,说明居住区的变化对基本农田的变化有很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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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为此将居住区作为基本农田易侵占的主要

因子之一进行研究。
2)交通发展对基本农田的影响。交通与土地利

用是一种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关系,若合理地调整

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则交通发展与土地利用可以相

互促进;反之,若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不协调,将导

致两者的互相制约[15]。交通沿线区域土地利用变

化主要表现在随着距离的增加,农村居民点和耕地

的变化呈现减少的趋势。从表2中可以看出道路建

设在面积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农村道路的长度是

呈现减小的趋势,而公路用地的面积呈增大趋势。
由于公路用地面积的增加主要表现在农村道路的扩

建和新公路的规划建设,并且公路的宽度要远远大

于农村道路的宽度,在地图进行数字化时农村道路

宽度小于1m的只用1条线表示,按照农村道路宽

度为1m进行面积的计算,会得出交通建设用地的

面积增加了近8hm2,而居住区面积增加了近17
hm2,为此 交 通 和 居 住 区 增 加 的 面 积 总 和 为25
hm2,而基本农田面积的减少量为27hm2,这表明

交通建设和居住区的扩建是造成基本农田面积减少

的最主要的因素,为此选择交通路线作为基本农田

易侵占因子之一。
2.3 基本农田易侵占片块的划分过程及其结果

居住区和道路建设的扩张是2006-2009谷城

县面积变化较为突出的两个方面,对基本农田的减

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选用GIS空间分析

中的缓冲区分析2006-2009道路和居住区周围基

本农田的变化情况。设定2个缓冲区的缓冲范围分

别是0~50m和50~100m研究道路和居住区在

空间位置上对基本农田的影响,并对比2006-2009
的变化率和变化面积,比较道路和居住区的扩建对

基本农田的影响作用,以此来判定基本农田易侵占

因子等级划分和基本农田易侵占片块等级。

1)道路缓冲区内基本农田的变化。表3显示在

道路缓冲区0~50m内基本农田的面积变化是明

显减少的,其中三岔路村的面积减少量高达8.84
hm2,占9.16%,面积减少量最小的是兴隆村,为

0.21hm2,也占1.6%。在缓冲区50~100m,基本

农田的面积变化没有明显的规律。所以选定0~
50m作为道路缓冲区的敏感区,越靠近道路附近,
基本农田的减少量越明显。

表3 2006-2009年道路缓冲区域内基本农田变化

Table3 ThebasicfarmlandareawithinroadbufferinGuchengCountyduring2006-2009

代表地点1)

Representativesite

2006年面积/hm2

Areain2006
0~50m 50~100m

2009年面积/hm2

Areain2009
0~50m 50~100m

面积变化量/hm2

Areavariation
0~50m 50~100m

变化率/%
Rateofchange

0~50m 50~100m
白龙庙BLM 138.10 116.50 136.01 126.09 -2.09 9.59 -1.51 8.23
常家营村CJY 61.19 48.74 60.40 48.18 -0.79 -0.56 -1.28 -1.16
三岔路村SCL 96.46 81.17 87.62 79.89 -8.84 -1.28 -9.16 -1.57
小沟村 XG 110.65 66.54 105.89 65.07 -4.76 -1.47 -4.30 -2.21
兴隆村 XL 12.87 14.92 12.66 14.75 -0.21 -0.17 -1.64 -1.16
平均值 Average 83.85 65.57 80.52 66.79 -3.34 1.22 -3.98 1.86
 1)BLM:BailongmiaoVillage;CJY:ChangjiayingVillage;SCL:SanchaluVillage;XG:XiaogoucunVillage;XL:XinglongVillage.下

同 Thesameasbelow.

  2)居住区缓冲区内基本农田的变化。表4反映

出居住区缓冲区域内基本农田面积的变化量呈现一

致减小的趋势,在缓冲区域为0~50m范围内,面
积的减少量基本维持在1~2hm2,平均值为1.90
hm2。在缓冲区域为50~100m范围之内,基本农田

减少的平均值为2.07hm2,变化率为3.74%。为此

设定居住区为基本农田易侵占因子,而易侵占范围为

0~100m,基本农田面积减少的平均值为1.99hm2。

3)易侵占因子和易侵占等级的划分结果。道路

的易侵占范围是0~50m,基本农田的平均减少量

为3.34hm2,而居住区内的侵占范围是0~100m,
基本农田面积的平均减少量为1.99hm2,均小于道

路的侵占区域。道路扩建对基本农田的影响可以概

括为:范围小、影响大;居住区对基本农田的影响则

可以概括为:范围广、影响小。为此根据以上2组数

据得到基本农田的易侵占因子为道路和居住区,道
路的侵占强度大于居住区;居住区的侵占范围(0~
100m)大于道路的侵占范围(0~50m),因此将基

本农田易侵占因子等级划分为:一级,农村道路和公

路0~50m 范围之内;二级,村庄和建制镇0~
100m范围之内。基本农田易侵占区域等级的划分

为:一级,道路周围(0~50m)和居住区周围(0~
100m)交叉区域;二级,道路周围(0~50m);三级,
居住区周围(0~100m);四级,不受干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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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6-2009年村庄缓冲区域内基本农田面积

Table4 Thebasicfarmlandareawithinvillagebufferduring2006-2009

代表地点

Representativesite

2006年面积/hm2

Areain2006
0~50m 50~100m

2009年面积/hm2

Areain2009
0~50m 50~100m

面积变化量/hm2

Areavariation
0~50m 50~100m

变化率/%
Rateofchange

0~50m 50~100m
白龙庙BLM 65.66 75.49 64.46 73.59 -1.20 -1.89 -1.83 -2.51
常家营村CJY 14.78 12.08 12.49 10.62 -2.29 -1.45 -15.49 -12.03
三岔路村SCL 67.61 69.11 65.96 66.29 -1.65 -2.82 -2.44 -4.08
小沟村 XG 92.40 72.48 89.64 70.40 -2.77 -2.09 -2.99 -2.88
兴隆村 XL 49.21 47.44 47.62 45.36 -1.59 -2.09 -3.23 -4.40
平均值 Average 57.93 55.32 56.03 53.25 -1.90 -2.07 -3.28 -3.74

2.4 易侵占区域等级划分评定

为了对基本农田易侵占区域划定进行更好地检

验和评定,选择谷城县城关镇做为检验区域,城关镇

位于谷城东部,人口133867人,面积106.55km2。
经济的发展与居住区面积的扩建,使该地基本农田

的数量由2006年的5624.87hm2减少到4999.19
hm2,减少了625.68hm2,占基本农田总面积的

12.51%。选择这一区域进行基本农田易侵占区域划

定分析,分别对2006年和2009年基本农田变化占

总面积的比值进行分析(表5)发现,在2009年有

22.16%、22.43%、25.02%和30.39%分别位于基

本农田易侵占区域一、二、三、四级中,有69.61%的

基本农田位于易侵占区域中;在2006年有22.59%、

22.67%、25.14%和29.59%分别位于基本农田易

侵占区域一、二、三、四级中,有70.41%的基本农田

位于易侵占区域中;对比2a易侵占区域划分的百

分比发现两者数值相差小于0.8%,表明采用此方

法对基本农田进行易侵占区域的划分维持了基本农

田不同年份在同一等级区域中所占的比例的稳定

性。在 第 一、二、三、四 级 区 域 中,比 值 分 别 为

28.63%、26.03%、26.82%和18.52%,其值依次减

小,反映了易侵占程度的大小,这表明该等级的划分

能够对基本农田容易被侵占区域进行科学地概括。
变化率是表示基本农田变化面积占该区域基本农田

的比值,其值越大表明基本农田面积被占有率越大,
对比4个易侵占区域划分,可以发现一、二、三、四级

区域中变化率比值的大小也是依次减小的,一级易

侵占区域中有8.58%的基本农田减少,二、三级也

分别有7.77%和7.22%的基本农田遭到了侵占,而
不受干扰区域仅有4.24%的基本农田遭到了侵占,
这也表明基本农田被侵占的程度会随着等级的严重

程度发生相应的变化。
表5 谷城县城关镇基本农田易侵占区域面积分析

Table5 ThebasicfarmlandareaofeasyoccupiedareainChengguanTownofGuchengCounty

年份 Year
类别

Sort
总面积

Grossarea
一级区域

Class1areas
二级区域

Class2areas
三级区域

Class3areas
四级区域

Class4areas

2009
面积/hm2Area 4999.19 1107.64 1121.22 1250.9 1519.43
比值/% Ratio 1.00 22.16 22.43 25.02 30.39

2006
面积/hm2Area 5362.03 1211.53 1215.65 1348.21 1586.64
比值/% Ratio 1.00 22.590 22.670 25.140 29.59

变化值

Changevalue
变化面积/hm2Changearea 362.84 103.89 94.43 97.31 67.21

百分比/%Percentage 100.00 28.63 26.03 26.82 18.52

变化率/% Rateofchange 8.58 7.77 7.22 4.24

3 讨 论

基本农田是保证我国粮食收入的最基本和最主

要的耕地,是耕地中的优质土地,基本农田容易受到

来自道路和居住区等建设用地发展的影响,并且根

据土地利用类型的不同,基本农田易侵占的区域和

强度也不同,为探讨这一关系,笔者选取谷城县最具

有发 展 代 表 性 的5个 村 庄 作 为 研 究 区 域,对 于

2006-2009道路和居住区的发展以及基本农田面

积的变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同时针对它们在地理

位置上的空间分布关系,进行了缓冲区域的探讨,研
究结果显示:道路对基本农田影响的强度大,但是影

响范围较小,为0~50m,居住区的影响强度较小,
但是影响范围较大,为0~100m。

笔者对基本农田易侵占因子进行了具体的研

究,同时根据基本农田易侵占因子在空间上和结构

上对基本农田的影响,将基本农田易侵占区域进行

了等级的划分:一级,道路和居住区的交叉区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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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道路(0~50m范围内);三级,居住区(0~100m
范围内);四级,不受上述因子干扰的区域。结合这

4个等级的划分,可以结合实际制定出合理的保护

方案从而实现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并且依据易侵占

区域的不同,可以在基本农田的划定或者补划方面

提供一定的参考,从而避免基本农田在后期的经济

和城镇的发展中遭到侵占。为验证划分的合理性,
笔者选用了基本农田变化百分比和变化率对划定的

结果进行了验证,对2006-2009年谷城县城关镇基

本农田在道路和居住区影响范围内的面积变化进行

分析,结果对于这一划分方案进行了肯定。
本研究只是对基本农田的易侵占因子和易侵占

区域进行了等级的划定,如何在基本农田空间管制

和土地利用规划中对那些未被侵占和侵占风险高的

基本农田进行有效的保护,以及基本农田划定的空

间评价体系的建立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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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demarcatingthepotentiallyencroachedareaofbasicfarmland

GUOLong ZHANGHai-tao YUBo GUJian-li

College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430070,China

Abstract AcasestudyofGuchengCountywasconductedtoexploretheinfluenceofthefourdiffer-
enttypesofland-use(villages,towns,ruralandhighways)onthebasicfarmlandfrom2006to2009.
First,thelevelsofeasy-encroachedlandfactorandencroachedregionswereidentified.Then,thechan-
gingpercentandratesofbasicfarmlandwasusedtocheckoutthedividedresult.Theresultsshowed
thatthebasicfarmlandfactorcanbedividedintotwoclassesandtheencroachedregioncanbedividedin-
tofourgrades.Theeasy-encroachedlandofdifferentyearswasstableatthesamelevel,andbasicfarm-
landoccupiedvariesaccordingtothegrades.Thisresearchprovidessomevaluableinsightsforprotecting
basicfarmland.

Keywords basicfarmland;encroachingfactors;potentiallyencroachedregion;bufferzone;cur-
rentlandusedatabase;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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