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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进行改进，嵌入 ＢＲＴ模型和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形成 ＢＲＴ＿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以生态脆弱区典型县域磴口县为研究区，基于 ２００６年磴口县土地利用情况，应用 ＢＲＴ＿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对磴口县 ２０１６年的土地利用状况进行模拟预测，并与目前应用较多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ＣＡ＿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进行对比验证。结果表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ＣＡ＿Ｍａｒｋｏｖ模型模拟结果的 Ｋａｐｐａ系数为 ０７２１４，ＢＲＴ＿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模拟结果的 Ｋａｐｐａ系数为 ０７８２６，２个组合模型的模拟结果精度较高，均与真实解译

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但 ＢＲＴ＿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模拟精度更高，结果更优。因此，将 ＢＲＴ＿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应用于当地土地利用变化模拟预测，具有一定可行性，可为当地生态治理以及相关政

策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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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土地利用变化受到区域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

件的综合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影响着区域内各生态

过程的变化
［１－２］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

位于乌兰布和沙漠东北缘，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存

在土地沙漠化、风沙危害剧烈、水土流失严重、土壤

盐渍化以及草地退化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其中

土地沙漠化问题严重影响磴口县的生存与发

展
［３－６］

。定量化模拟和预测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有

助于研究土地利用对区域生态情况影响及其变化的

趋势，通过预测和优化区域土地利用格局，为区域生



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依据
［２］
。

随着３Ｓ技术的飞速发展，土地利用研究的重点
开始向过程、趋势及驱动力研究推进，研究的形式由

静态向时空动态模拟形式转化，同时模拟的方法也

从传统的单一模型向多元组合模型发展
［７－８］

。近年

来，许多学者运用 ＣＡ Ｍａｒｋｏｖ、ＣＬＵＥ Ｓ＿Ｍａｒｋｏｖ模
型来模拟预测土地利用变化，王友生等

［９］
基于 ＣＡ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模拟藉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陆汝成
等

［１０］
以江苏省环太湖地区为研究区并基于 ＣＬＵＥ

Ｓ＿Ｍａｒｋｏｖ模型进行土地利用情景模拟研究。ＣＡ模
型在构建空间复杂系统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１１］
，但其

缺陷在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模型，难以进行宏观情

景模拟，且未设置限制元胞状态改变的模块，难以有

效表达模拟地理因素
［１２］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克服了

这一限制，是一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模

型，ＶＥＲＢＵＲＧ等［１３－１４］
在 ＣＬＵＥ Ｓ模型的基础上，

增加了处理邻域影响的模块，并设计了土地利用连

续变化的模拟机制，通过模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

间的竞争关系将各土地利用类型分配到最适宜的空

间位置，实现土地利用格局的优化，从而使得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在模拟土地利用变化上相比于 ＣＡ模型
有明显优势

［１５］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的局限性在于要求预

测对象的变化过程是平稳的
［１５］
，在预测期内要求预

测对象保持某一固定的转移概率，但实际上土地利

用的变化会因诸多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影响而随时间

有所变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 Ｍａｒｋｏｖ过程［１６－１８］
，而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来源于景观生态学和 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是一种考虑系统响应的模型，它是对 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的修改和补充

［１９］
，不 同 之 处 在 于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是根据土地面积的变化率来建立动力
方程进行预测，其模拟结果比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更稳定、
更可靠，且建立动力方程更能揭示土地利用变化的

机制
［２０］
。增强回归树（ＢＲＴ）是基于分类回归树算

法（ＣＡＲＴ）的一种自学习方法［２１］
，该方法通过随机

选择和自学习方法产生多重回归树，能够提高模型

的稳定性和预测精度，它弥补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作为二
值模型的局限

［２２］
，目前已经被运用到物种分布模拟

和土地利用分类研究中，都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本文以磴口县为研究区，通过对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
模型进行改进，嵌入ＢＲＴ模型和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
型，形成 ＢＲＴ＿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
该模型结合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在微观土地利用空间
格局最优分配上的优势和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在
时间尺度上对宏观土地利用需求进行反映的特点，

对磴口县土地利用变化进行模拟预测，从而加强对

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和自然与社会经济等相关系统相

互作用机制的理解和认识，为解决用地规划、生态环

境问题评估以及相应对策制定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技

术支撑。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磴口县地处中国西北（１０７°０５′Ｅ，４０°１３′Ｎ），位
于内蒙古河套平原源头，黄河中上游，背靠狼山山

脉，西邻乌兰布和沙漠，如图１所示。磴口县气候干
旱少雨，水资源较为短缺，土地沙漠化严重，土地退

化严重，区域蒸发量大，导致土地盐渍化程度深，境

内海拔１０３０～２０４６ｍ，整个地形除山区外，呈东南
高西北低，逐渐倾斜

［２３］
。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历年平均风速３０ｍ／ｓ，瞬间最大风速２８ｍ／ｓ，多
年平均降水量１４３９ｍｍ，多年平均蒸发量２３２７ｍｍ，
多年平均气温７６℃，无霜期１３６ｄ。黄河流经磴口县
５２ｋｍ，年径流量３１０亿ｍ３，水域面积２４０６６７ｈｍ２，相
对丰富的地表水与地下水对磴口县发展以及生态环

境改善提供了有力保障
［２４－２５］

。

图 １　磴口县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ＭａｐｏｆＤｅｎｇｋｏｕ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ｚｏｎｅ
　

１２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所用原始数据主要包括研究区 ２００６年
和２０１６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ＴＭ／ＥＴＭ＋分辨率为 ３０ｍ的遥
感影像、磴口县分辨率为 ３０ｍ的 ＤＥＭ数据以及自
然、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等。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后

可分为土地利用数据和驱动因子数据两类。土地利

用数据是利用ＥＮＶＩ和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对３年的遥感影
像进行解译，得到磴口县耕地、林地、草地、沙地、水

域及水利用地、建设及工矿用地和山体及未利用地

７个地类的３期土地利用情况，这 ３期遥感影像从
地理空间数据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平台上
获得，分类精度达到 ８５６％。驱动因子数据一部分
来自于磴口县相关水利部门的测点数据以及磴口县

各年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一部分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ＥＮＶＩ
软件分析处理得到，可分为自然驱动因子数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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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驱动因子数据和邻域驱动因子数据 ３类，共
１０种。
１３　ＢＲＴ模型

ＢＲＴ模型是两大算法的组合：回归树算法，通
过递归将数据集切分成许多组易建模的数据，再利

用线性回归的方法建模。Ｂｏｏｓｔｉｎｇ算法，用来提高
弱分类算法的准确度，通过构造一个预测函数系列，

然后以一定的方式将它们组合成一个预测函数
［２６］
。

在运算过程中多次重复迭代随机抽取一定量的数

据，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剩余数据用来

对拟合结果进行交叉验证，最后对生成的多重回归

树取均值并输出。其可以在其他自变量取均值或不

变的情况下，计算该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互关系，得

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载荷，从而得出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影响
［２１］
。ＢＲＴ最大的优势在于不必考虑

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数据可以存在缺省值且数

据类型灵活多样，输出的自变量贡献度和反应曲线

比较直观，倾向于解释，还可以作为预测模型，而传

统的线性或非线性回归模型在预测方面相对较

差
［２７］
。在 Ｒ语言软件中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随机取样的

１００００个样点数据，将磴口县土地利用变化值作为
因变量 Ｙ，１０种驱动因子作为自变量 Ｘ，分别为
ＤＥＭ（Ｘ１）、坡度（Ｘ２）、坡向（Ｘ３）、ＮＤＶＩ（Ｘ４）、地下
水埋深（Ｘ５）、蒸散发量（Ｘ６）、与水体的最近距离
（Ｘ７）、与居民点的最近距离（Ｘ８）、与道路的最近距
离（Ｘ９）、人口密度（Ｘ１０）。调用 Ｅｌｉｔｈ编写的 ＢＲＴ方
程包进行增强回归树分析。设置学习速率为

０００５，每次抽取５０％的数据进行分析，剩下的 ５０％
用于训练，并进行５次交叉验证。
１４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
１４１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介绍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概念源自英国生态学家 ＷＡＴＴ
在１９４７年提出的格局与过程学说，认为是斑块镶嵌
体、斑块的个体行为和镶嵌体综合特征决定生态系

统的结构和功能
［１９］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概念被广泛运用到种群和群落生态学的理
论和实践研究当中，ＷＵ等［２８］

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

了等级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强调生态系统是由斑
块镶嵌体组成的包容型等级系统，而且许多空间格

局和生态过程都由斑块和斑块动态来决定，斑块动

态是指斑块内部变化和斑块间相互作用导致的空间

格局及其变异随时间的变化，模型最突出的特点就

是空间斑块性和等级理论的有机结合以及格局、过

程和尺度的辩证统一，主要研究斑块的空间格局及

其形成、演化与消亡机制，它强调时空异质性、非平

衡特性以及等级结构特征
［２０］
。

１４２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原理
若以 Ｙｉ表示第 ｉ类土地利用类型在初始时刻的

面积，Ｙｉｔ为第 ｉ类土地利用类型经过时间 ｔ后的面
积，ａｊｉ为第 ｊ类土地利用类型在 ｔ段时间内转变为第
ｉ类土地利用类型的概率，即

Ｙｉｔ＝∑
ｎ

ｉ＝１
ａｊｉＹｉ （１）

时间 ｔ内第 ｉ类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为

Ｙｉｔ－Ｙｉ＝∑
ｎ

ｉ＝１
ａｊｉＹｉ－Ｙｉ

(
＝

∑
ｎ

ｉ＝１
ａｊｉ )－１ Ｙｉ＝∑

ｎ

ｊ＝１，ｊ≠ｉ
ａｊｉＹｊ （２）

假设ｔ为单位时间，则第 ｉ类土地面积在单位时
间内的变化率为

Ｒ＝
Ｙｉｔ－Ｙｉ
Ｙｉ

＝
Ｙｉｔ
Ｙｉ
－１＝
∑
ｎ

ｊ＝１
ａｊｉＹｊ

Ｙｉ
－１ （３）

于是

ｄＹｉ
ｄｔ
＝ＹｉＲ＝Ｙ (ｉ

∑
ｎ

ｊ＝１
ａｊｉＹｊ

Ｙｉ )－１ ＝∑
ｎ

ｊ＝１
ａｊｉＹｊ－Ｙｉ

（４）
在式（４）中，关键是确定各个土地类型之间的

转移概率，本文利用磴口县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获得

转移概率，有了各个土地类型之间的转移概率就可

以代入上式进行模拟，然后比较模拟结果和实际值

之间的差异。

１５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
１５１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介绍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是在 ＣＬＵＥ、ＣＬＵＥ Ｓ模型基
础上发展而来的。ＣＬＵＥ模型［２９］

是基于大尺度而开

发的，为了满足小尺度上对于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模

拟的需求，研究人员在 ＣＬＵＥ模型的基础上开发了
ＣＬＵＥ Ｓ模型［３０］

，该模型主要用以解决小尺度上的

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合理布局以及多种土地利用类型

用地需求的协调分配。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是最新版
本的 ＣＬＵＥ模型，该模型综合了土地利用变化的宏
观驱动因素与微观格局演化特征，对于多尺度的应

用具有更强的适用性
［２］
。

１５２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原理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分为非空间需求和空间分配

过程２个模块。其中，非空间要求模块是在时间层
面输入各模拟年土地利用需求情况。而空间分配过

程模块是以栅格为单元，计算每一个栅格内土地利

用的变化情况，依据土地利用类型的概率分布、土地

利用类型间的竞争力以及转移规则矩阵，在空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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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模拟年的土地利用需求进行分配
［２］
。

模型运行时，其输入主要分为４部分［２］
：①空间

政策与限制部分，该部分表示由于地区政策限制或

者特殊的地区因素在模拟时段内土地利用类型不允

许发生改变或者改变方向相对固定，如自然保护区、

基本农田等，其他区域允许土地类型的自由转换。

②土地利用类型转移部分，该部分主要包括各类土
地的转移弹性系数与可转移性设置（转移矩阵）。

③土地利用需求部分，该部分主要对应模型的非空
间模块，表明从模拟起始年到终止年各类土地每年

的需求变化情况，这里嵌入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
土地利用需求作为与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的接口，
通过输入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计算结果实现。
④空间分布适宜性部分，该部分主要研究各类土地
利用方式与各驱动因子之间的定量关系，这里选用

空间增强回归树（ＢＲＴ）分析进行计算，该定量关系
表示研究区域内每一栅格单元可能出现某种土地利

用类型的概率，概率越大，该栅格单元的空间分布适

宜性越高
［３０］
。

综上所述：完成上述４部分计算后，进行空间分
配，完成土地利用变化空间化模拟和预测。空间分

配是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核心。基本原理是：首先确
定允许转换的土地利用单元并计算每个栅格单元对

于每种土地利用类型的转换可能性（总可能性等于

可能性、转换规则和叠代系数之和），形成最初的土

地利用分配图；然后与土地利用需求比较，进行土地

利用面积空间分配，直到满足土地利用需求为

止
［１２］
，计算流程图见图 ２。模拟结束后，如结果不

理想，可进行校验，包括对数据质量、需求目标设置、

驱动因子选择以及相关参数的调整，如图２所示。

图 ２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土地利用分配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ｏｆ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ｍｏｄｅｌ
　

１５３　土地利用类型转移设置

该部分主要包括各类土地的转移弹性系数设置

与可转移性设置。转移弹性系数（ＥＬＡＳ）是 ０到 １

之间的数，表示土地改变的难易程度，ＥＬＡＳ等于 ０
为极易变化，ＥＬＡＳ等于 １为不会变化。在 ＥＬＡＳ设
定过程中，可参考该区域已有研究中 ＥＬＳＡ进行设
定，并在计算过程中通过比较每次调整后计算结果

的 Ｋａｐｐａ系数，选取模拟结果最优的 ＥＬＳＡ［３１］。本
文首先结合磴口县土地利用变化转出率及该区域已

有的研究结果
［３２］
对 ＥＬＳＡ值进行初步设定，然后以

２００６年为模拟起始年模拟 ２０１６年的土地利用布
局，将模拟结果与 ２０１６年的遥感解译数据进行对
比，计算其 Ｋａｐｐａ系数，多次调整 ＥＬＳＡ，最终确定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模拟实验的 ＥＬＳＡ。

可转移性设置指在一定情景下，各种土地利用

类型之间相互转移的可能性，具体通过矩阵形式来

表示各地类之间转化的可能性
［２］
（表１）。表１中横

向表示未来的土地利用类型，纵向表示现在的土地

利用类型，其转移的可能性用 ０或 １表示，０表示不
能转化，１表示可以转化。该转移矩阵一般要结合
研究区的实际情况与确定的 ＥＬＳＡ进行设定。本文
从自然发展的角度考虑，不强制限制转化。

表 １　土地可转移性矩阵表

Ｔａｂ．１　Ｌａｎｄｕｓ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土地利用类型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Ｃ７

Ｃ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Ｃ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Ｃ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Ｃ４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Ｃ５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Ｃ６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Ｃ７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注：Ｃ１：建设及工矿用地，Ｃ２：水域及水利用地，Ｃ３：耕地，Ｃ４：林

地，Ｃ５：山体及未利用地，Ｃ６：草地，Ｃ７：沙地。

１５４　空间分布适宜性设置
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往往与某些因素高度相

关，如土地特征和海拔，然而，当前区域土地管理的

决策不能仅仅依赖区域的自然特征，还需综合考虑

其他的社会经济因素
［２］
。因此在空间分布适宜性

部分，本文充分考虑了区域的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

因素，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最终选定了 Ｘ１～Ｘ１０等
１０个驱动力因子，采用 Ｒ软件，选用增强回归树
（ＢＲＴ）分析，计算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及其驱动因子
之间的定量关系。

１５５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校准
选用 Ｋａｐｐａ系数进行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的校

准。Ｋａｐｐａ系数一般用于评价遥感图像分类的正确
程度，由 ＣＯＨＥＮ于 １９６０年提出。将模拟结果与真
实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比较，获得 Ｋａｐｐａ系数［３０］

，

Ｋａｐｐａ系数是介于０～１之间的连续数值，其值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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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１，表明拟合精度越高。通常，当系数在（０８，１］
范围时，表明真实图与模拟图几乎完全一致，当系数

在（０６，０８］范围时，表明高度的一致性；当系数在
（０４，０６］范围时，中等的一致性；当系数在（０２，
０４］范围时，一般的一致性；当系数在［０，０２］范围
时，极低的一致性。其计算公式为

［３３］

Ｋａｐｐａ＝
ＰＯ－ＰＣ
Ｐｐ－ＰＣ

（５）

式中　ＰＯ———真实图与模拟图间的一致性比例，可
以应用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中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ｔ
的 ＭａｐＡｌｇｅｂｒａ模块计算

ＰＣ———随机情况下期望的一致性比例，由模
拟图与真实图的转移矩阵求得

Ｐｐ———理想情况下一致性比例，一般取 １，即

真实图与模拟图完全一致
［２］

１６　模型组合
本文通过集成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和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来反映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土地利用变化
时空过程，模型主要在时间和空间２个尺度上展开，
如图３所示。时间尺度上，利用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
型模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时间尺度上的土地总需

求量。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用于模拟空间尺度上的土
地利用空间变化细节，主要采用“自下而上与自上

而下”相结合的土地利用空间分配方法，最终完成

土地利用变化空间化。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对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６年两期的土地利用解译结果

进行面积统计，得出图４、表 ２所示结果。综合两期
的面积数据可知，大面积土地类型为耕地、草地、沙

地、山体及未利用地，林地、水域及水利用地、建设及

工矿用地占地面积相对较小。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草
地、水域及水利用地面积基本上未发生变化，相对稳

　　

图 ３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与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的组合

模型流程图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

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ｏｄｅｌ
　

图 ４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６年不同土地类型利用面积

Ｆｉｇ．４　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ｒｅａ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ｉｎ２００６ａｎｄ２０１６
　
定。建设及工矿用地、山体及未利用地出现较小幅

度变化；由于城市发展，建设及工矿用地面积增多，

由５７８０５５ｈｍ２变为８９５２６７ｈｍ２；山体及未利用地

面积减少，由于山体面积相对稳定，可见未利用地利

用率有所提高。林地出现大面积增加，由６１７９２５ｈｍ２

增加为２５５５９１３ｈｍ２；相反，沙地面积出现了大面

积的减少，由 ７６６１６１５ｈｍ２减少为 ３７５１１７１ｈｍ２；

结合１０年内磴口县颁布的一些政策，可见磴口县植

树造林等生态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耕地也出现了

一定面积的增加。

表 ２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６年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占地比例

Ｔａｂ．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ｉｎ２００６ａｎｄ２０１６ ％

年份 建设及工矿用地 水域及水利用地 耕地 林地 山体及未利用地 草地 沙地

２００６年 １５７ ６４９ １６５５ １６８ ２２５６ ３０２９ ２０８５

２０１６年 ２４４ ７２６ ２２３１ ６９６ １９９０ ３０９２ １０２１

　　根据 ２００６年和 ２０１６年两期的土地利用分类
数据，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的空间分析功能模块，可
以计算得到两期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表 ３），从
而进一步得到土地利用转移概率矩阵（表 ４）。从
表 ３可以看出，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间，耕地、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林地变化情况更为稳定，沙地变化较

大。在转出方面，水域用地转为耕地和草地较多，

林地转为耕地较多，未利用地转为草地和耕地较

多，草地转为林地和耕地较多，沙地转为草地和耕

地较多。在转入方面，耕地和未利用地更倾向于

转为建设用地，林地、建设用地和水域用地更倾向

于转为耕地，草地更倾向于转为林地，沙地更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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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间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转化状况

Ｔａｂ．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ｌａｎｄｔｙｐ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６ａｎｄ２０１６ ｈｍ２

２０１６年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Ｃ７

Ｃ１ ５００２４３ ２０１４ ８２６７０ ０５９ １７１８ ３０２３０ ０５９

Ｃ２ ２１６３７ １８０２６８０ ２８５８９８ １６９ ２５７４０ ２０２７３３ ０

Ｃ３ １８５５６５ ４０３０２５ ５８５０４６２ １３１６９６ ３４８８１６ ６８３５６ １６０７９

２００６年 Ｃ４ ０ ６３３６ １９３４００ ９４４６９１ １２２４４ ９６８７ ０

Ｃ５ １６７３７０ ２０９３３５ ３９００５５ １０８７５５ ６７１３７８８ ５７７９８６ ０

Ｃ６ １９５３３ ２３４１０２ ９０７０６０ １３５１６５２ １５７７５６ ８９６１４８９ １００６１

Ｃ７ ９１９ １０４１８ ４８６８６９ １８８９１ ４９４０４ １５０５６９３ ３７２４９７２

表 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间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的转移概率

Ｔａｂ．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ｌａｎｄｔｙｐ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６ａｎｄ２０１６

２０１６年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Ｃ７

Ｃ１ ０８１０７７６ ０００３２６４ ０１３３９８９ ０００００９６ ０００２７８４ ００４８９９６ ０００００９６

Ｃ２ ０００９２５１ ０７７０７５３ ０１２２２３８ ０００００７２ ００１１００５ ００８６６８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

Ｃ３ ００２６４９４ ００５７５４２ ０８３５３０３ ００１８８０３ ００４９８０２ ０００９７６０ ０００２２９６

２００６年 Ｃ４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４３２ ０１６５８１５ ０８０９９４９ ００１０４９８ ０００８３０５ ０００００００

Ｃ５ ００２０４９３ ００２５６３１ ００４７７５８ ００１３３１６ ０８２２０３４ ００７０７６８ ０００００００

Ｃ６ ０００１６７８ ００２０１０９ ００７７９１５ ０１１６１０５ ００１３５５１ ０７６９７７８ ００００８６４

Ｃ７ ００００１５９ ０００１７９７ ００８３９８４ ０００３２５９ ０００８５２２ ０２５９７２９ ０６４２５５１

图 ５　７种土地类型与总体土地利用变化的 ＢＲＴ回归结果

Ｆｉｇ．５　ＢＲＴ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ｖｅｎｌａｎｄ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ｌａｎｄｕｓｅｃｈａｎｇｅ

于转为草地，沙地基本上未有转入，可见当地沙漠化

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

２２　ＢＲＴ结果分析
根据前述的 １０个驱动力因子，采用 Ｒ软件，选

用增强回归树（ＢＲＴ）方法分析各土地利用类型以及
总体与各驱动因子之间的关系，并对各回归结果进

行相关操作特性（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ＲＯＣ）检验，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回归结果如图 ５所示，横
坐标是１０个驱动因子，纵坐标是驱动因子对土地利
用变化的相对影响程度。对土地利用类型总体上影

响较大的因子分别是地下水埋深、蒸散发量、ＮＤＶＩ、
人口密度、与水体的最近距离、与居民点的最近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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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影响程度分别占到了 １８３％、１５％、１２４％、
１１８％、１１４％、９２％，ＲＯＣ值为 ０８４９。综合 ７种
土地类型的回归结果可见，水利条件、植被覆盖度以

及人口密度是影响磴口县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

素。一般认为 ＲＯＣ值大于０７时，表示回归结果对
该土地利用类型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回归结果中，

７种土地类型以及总体回归的 ＲＯＣ值均大于 ０７，
因此该７种土地类型的回归结果均能很好地解释各
驱动因子与土地利用类型的关系，对空间区域栅格

单元的空间适宜性解释度很高，这也是 ＢＲＴ方法在
精度上优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之处。因此，总体来说回归结果
对各土地类型均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

２３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土地利用需求分析
结合上面的土地利用转移概率矩阵，利用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对磴口县土地利用变化状况进行动力
学模拟和预测，以 １ａ为步长，结果如图 ６所示。在
面积较大的地类当中，草地和耕地是呈现上升的趋

势，草 地 由 原 来 占 地 比 例 的 ３０２９％ 增 加 为
３１１４％，耕地由原来的 １６５５％增加为 ２０３０％；山
体及未利用地、沙地呈现减少趋势，山体及未利用地

由原来占地比例的２２５６％下降为 ２００５％，沙地由
原来的２０８５％下降为 １３４６％。面积较小的地类
均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水域及水利用地由原来占

地比例的 ６４９％增加为 ７２０％，林地由原来的
１６８％增加为 ５５６％，建设及工矿用地由原来的
１５７％增加为 ２２９％。此趋势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实
际发展趋势相符，将作为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模拟的
土地需求数据。

图 ６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拟结果

Ｆｉｇ．６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 ７　磴口县土地利用解译数据与模拟结果

Ｆｉｇ．７　Ｌａｎｄｕｓ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ｅｎｇｋｏｕＣｏｕｎｔｙ

２４　模拟结果及精度检验
根据 ＢＲＴ回归结果以及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

的土地利用需求分析结果，应用上面所设置的参数，

利用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在空间模拟上的功能优势，
对２０１６年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进行模拟，并计算模
拟结果的 Ｋａｐｐａ系数，对其模拟的准确程度进行解
释，为了验证精度的准确性，本文与目前研究较多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ＣＡ＿Ｍａｒｋｏｖ模型的模拟结果进行精度比较，
来说明 ＢＲＴ＿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的
优势性。２０１６年磴口县土地利用解译数据与模拟
结果如图 ７所示。经计算，２０１６年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ＣＡ＿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模拟结果的 Ｋａｐｐａ系数为 ０７２１４，
２０１６年 ＢＲＴ＿ＤｙｎａＣＬＵＥ＿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模

拟结果的 Ｋａｐｐａ系数为 ０７８２６，２个组合模型的模
拟结果的 Ｋａｐｐａ系数均介于 ０６１与 ０８０之间，模
拟精度较高，均与真实解译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但

ＢＲＴ＿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模拟精度
更高，结果更优。因此，利用 ＢＲＴ＿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对磴口县土地利用变化进行
模拟预测，模拟精度较高，结果可靠。

２５　模型应用
利用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情景模拟的优势，假设

对磴口县土地利用采取生态保护模式，基于 ２０１６年
磴口县土地利用数据，运用 ＢＲＴ＿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对２０２６年土地利用状况进行
模拟预测。情景设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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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法》，坡度大于 ２５°的坡地禁止开垦农作物，故
对于坡度大于２５°的耕地进行退耕还林还草［２］

。加

大沙漠化防治力度，结合当地沙漠化数据及县志，参

考国内外流行的“四分法”
［６，３４－３５］

，对轻度和中度

沙漠化区域进行沙漠化治理，模拟结果如图 ８所
示。从图 ８中可直观看出，林草地以及水域面积
增多，沙地面积减少，但也可以发现狼山附近的重

度沙漠化地带仍有蔓延趋势，可见生态治理刻不

容缓。林地由 ２０１６年的 ２５５５９１３ｈｍ２增加为
３２０８１３３ｈｍ２，草地由 ２０１６年的 １１３５６１７０ｈｍ２

增 加 为 １３９２１６６０ｈｍ２，沙 地 由 ２０１６年 的
３７５１１７１ｈｍ２减少为３３０７０３２ｈｍ２。

图 ８　基于 ＢＲＴ＿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

的 ２０２６年磴口县土地利用模拟结果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ｌａｎｄｕｓｅｉｎＤｅｎｇｋｏｕＣｏｕｎｔｙｉｎ

２０２６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ＲＴ＿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ｏｄｅｌ
　

３　结论

（１）磴口县域内，占地面积较大土地类型为耕
地、草地、沙地、山体及未利用地，占地面积较小的土

地类型为林地、水域及水利用地、建设及工矿用地。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间，沙地面积呈现减少趋势，林、草地
和水域面积呈现增加趋势，可见当地沙漠化治理取

得一定成效。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土地利用率提高。

建设用地面积增多，可见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城市

发展的同时也应重视生态治理。

（２）对磴口县土地利用变化影响较大的因子分
别是地下水埋深、蒸散发量、ＮＤＶＩ、人口密度、与水
体的最近距离、与居民点的最近距离，解释程度分别

占 到 了 １８３％、１５％、１２４％、１１８％、１１４％、
９２％，由此可见，水利条件、植被覆盖度以及人口密
度对磴口县土地利用变化起到了主要影响作用。

（３）ＢＲＴ＿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结
合了 Ｐａｔ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模型在时间预测以及 Ｄｙｎａ
ＣＬＵＥ模型在空间分布模拟上的优势，对磴口县土
地利用变化进行模拟预测，模拟结果的 Ｋａｐｐａ系数
为０７８２６，模拟精度较高，与真实解译结果具有高
度一致性，且优于目前研究较多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ＣＡ＿
Ｍａｒｋｏｖ模型的模拟结果，对当地的土地利用变化模
拟具有一定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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