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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the settlements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characte-
ristics of Zhenglan Banner, a typical prairie area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by using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DEM data sources from 2000 to 2017,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kernel 
densit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Meanwhil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are analyzed. The re-
sults show that: ① From 2000 to 2017, the evolution and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scale of 
Zhenglan Banner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 and the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is relatively ga-
thered, and shows a space difference, that is, “dense in the south and hydrophobic in the 
north”.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and types in the study area. 
② The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in the area shows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 With the 
change of elevation and river,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settlements tended to be normal dis-
tribution. With the change of road and slope, the number of patches and scale of settlements 
decreased gradually. ③ The hydrology, traffic and topography, even as leading factors and 
other geographical factors, dominantly restricted the settlement location of Zhenglan ban-
ner. On the whole,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change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Zhen-
glan banner can be of great value to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spatial layout of 
the whole pastora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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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GIS的空间分析方法，采用2000、2017年遥感影像和DEM为数据源，运用景观格局指数、核密度估

计、统计分析方法，探讨典型草原牧区正蓝旗在2000~2017年聚落的时空分布特征，进一步分析聚落形

成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的17年间，正蓝旗聚落分布及规模的时空特征

呈现急速增长的态势，聚落分布整体较为聚集，呈“南密北疏”的空间差异，整体分布格局与该研究区的

地形地貌类型密切相关。② 区域上，聚落分布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随着海拔和河流的变化，

聚落斑块数和规模趋于正态分布态势，随着道路和坡度的变化，聚落斑块数和规模布局均逐级递减。③ 
水文、交通及地形地貌等地理要素对正蓝旗聚落区位的选择起到很大的限制作用，这三个因素也是决定

聚落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总体上，分析本牧区聚落的发展变化及驱动力，可对整个牧区聚落空间布局

调整、优化提供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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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牧区聚落是牧民生活与所处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是聚落地理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1]。近年来，

由于受重城轻乡思维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中国城乡差距逐步拉大，乡村牧区落后主要表现在旗县发展无

序、聚落布局散乱、公共基础设施落后等方面，国务院在 2011 年曾指出要加大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畜

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等，从而改善牧民的生活状况。在国家战略大背景下，改善牧民生活环境，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聚落空间格局及其空间演变过程分析是基础工作，因

而关于牧区聚落分布特征及现状驱动因子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地理学界以及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 
纵观国内外关于聚落研究的相关文献，国外对于聚落的研究大致起步于 19 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科

尔首次研究了聚落地理，随后逐步发展为独立的学科。从研究进展来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在 20 世

纪 20 年代前的时期，主要集中于自然环境因素对聚落的影响[2]。20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主要从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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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形成、分布、区位条件进行分析[2]-[7]。直到 80 年代，研究方法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

领域也大为拓展[8] [9] [10]。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研究内容多侧重于聚落演变、规划、可持续发展等方

面[11] [12] [13]。总体上看，研究方法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研究内容上从空间向人文方面倾斜。

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这些想法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随后关于聚落的相关研究开始逐渐兴盛起来。近

些年关于聚落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方面的文献资料丰富，从研究进展来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的时期，主要偏向于区域地理理论分析影响因素[14]。20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 60 年代

中期，开始从定性描述转向用定量方法研究聚落；提出居民点布局规划的原则[15]。到 20 世纪 90 年代，

主要从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聚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研究。直到 21 世纪初期，采用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分析聚落的发展问题[16] [17]。21 世纪以来，聚落分析转向为数据化、空间化，

研究内容趋于多样化[18] [19] [20] [21]。这些研究大部分以城郊区和中国农村为对象，但牧区是中国农村

中的一个特殊区域，对牧区聚落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仅有少量文献简单涉及。如：李飞借助不同影响

因子上的聚落分布特征来分析农牧交错带内土地利用格局[22]；李康兴运用 ARCGIS 软件对碌曲县聚落

分布特征以及布局优化进行分析[23]等。21 世纪以来，随着遥感和 GIS 空间分析技术逐步发展，可以使

用该技术对聚落的空间布局进行研究，如毕硕本利用空间分析方法论证了史前郑洛地区的聚落与河流距

离远近的关系[24]，就是很好的例证。当今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时期，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

进必然导致周边聚落位置分布、结构等发生一定的变化，当下研究聚落布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

制，将会对牧区聚落结构调整与优化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正蓝旗位于锡林郭勒盟南部，该地区地形西南高，东北低，南端为低山丘陵、北部为沙地草原，北

部的沙地草原和南部的草甸草原构成了研究区典型的地貌类型，主要植被类型为疏林、草甸和荒漠，与

其他草原相比，具有自身独特的牧区风光。正蓝旗是距离北京、天津等地区最近的草原牧区，也是京津

冀地区生态环境的有利屏障，且北部的沙地草原和南部的沙丘维持着研究区的生态系统，生态环境较为

脆弱，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得研究区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较为紧张。鉴于此，分析

聚落的空间分布演变以及规模结构特征，深入分析总结聚落分布特征的形成机制，旨在揭示该地区聚落

区位空间结构特征和人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本研究希望为正蓝旗地域空间的重构、科学规划及“十个全

覆盖”建设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2. 研究区概况 

正蓝旗位于东经 114˚55'~116˚38'，北纬 41˚46'~43˚07'的锡林郭勒盟的南端(图 1)，是我国的重点牧区

之一，土地总面积为 1.02 万 km2。研究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南端为低山丘陵、北部为浑善达克沙地，

地形总体平坦，但较大面积为沙地草原。该区是以寒冷、少雨为特征的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气

温变化剧烈，年平均气温为−0.5℃~1.5℃，降水季节分布不均，年平均降水量在 365 mm。地表水由闪电

河和查干诺尔两大水系组成，交通干道以 G207 及 S105、S27、S308 为主相互交织。正蓝旗现辖 4 个镇，

3 个苏木，2 个农牧场，127 个行政嘎查村，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使得人口

流动不断增强，有些定居市区、有些返乡后根据自己的能力改善住房条件，使得牧民生活居住方式发生

了较大变化，截至目前，正蓝旗共有 616 个典型聚落点，较 17 年前，研究区聚落空间布局特征表现出明

显的差异性。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研究思路 

本研究区所采用的主要数据包括地形图、行政区划图、遥感影像图、道路分布图及河流分布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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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图 1. 研究区位置图 
 
中在地理空间数据云里获取 2000 年的 Landsat7 ETM 遥感影像数据，2009 年空间分辨率为 30 m × 30 m
的 DEM 数据(http://www.gscloud.cn/)和在 Google Earth 里获取 2017 年的卫星影像图，其中影像图的下载

均选用 7~11 月份、云量少、质量较好的影像。数据处理及分析思路如下：首先，在 ENVI5.0 环境下对以

上数据进行转换统一格式和地图配准，经过图像融合增强、拼接裁剪等一系列预处理工作。使用 ARCGIS
软件对处理后的影像图提取出研究区聚落、道路和河流图层，对预处理后的 DEM 数据提取出高程和坡

度图层。其次，运用景观格局指数模型、核密度模型对聚落斑块进行统计分析，总结牧区聚落空间分布

格局。最后，运用 ARCGIS 软件平台，对海拔、坡度、道路及河流数据进行分级处理分析，然后分别把

分级后的栅格数据转换为矢量数据并与聚落矢量数据进行叠加分析，从而获得在不同海拔、坡度、道路

及河流上聚落的分布密度和规模。 

3.2. 研究方法 

3.2.1. 景观格局指数 
景观格局通常指一系列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景观体在空间上的结构分布特征，分布方式有三种，

分别是聚集型、均匀性和随机性分布。此指数可以定量分析聚落的空间分布和形态特征。基于此本文运

用 ARCGIS 软件平台，采用以上数据源提取的聚落斑块数据，利用景观格局指数来分析研究区聚落分布

特点及规模特征。所涉及到的指标公式[25]介绍如下(表 1)。 

3.2.2. 核密度估计方法(KDE) 
核密度估计方法主要通过对每个聚落点进行内插，基于数学方法建立一个平滑的搜索区域，分配不

同的权值，从中心点向外，分配的权值逐级递减。该方法可以生成空间递变图，这样可以较直观看出聚

落分布密集程度及分布区域。核密度可用于聚落分布密度的测算，数值的大小与聚落分布疏密程度成正

比，模型如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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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x,y)为位于(x,y)位置上的核密度估计；n 为观测数值；h 为平滑参数；k 为核函数，di 为(x,y)位置

距第 i 个观测位置的距离。 

4. 结果与分析 

4.1. 聚落时空特征分析 

本文利用 ARCGIS10.0 软件，从 2000 年 Landsat7 ETM 遥感影像和 2017 年的 Google Earth 影像数据

中进行解译并生成聚落分布矢量图，引入上面介绍的主要景观指数进行统计分析(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2017 年聚落斑块数和斑块面积比 2000 年均有大幅度增加，聚落斑块数增加 374

个，聚落斑块用地面积增加 83.87%，目前斑块密度为 0.033 个/km2，比 2000 年增加了 0.02 个/km2，距离

指数相差 0.95 个/hm2，从最小最大斑块面积上看，最小斑块面积增加 17.14%，最大斑块面积增加 34.265%，

但平均斑块面积减少了 0.12/hm2。从图 2 很明显的更直观看出聚落的空间分布及时空趋势。上述分析表

明：这 17 年间，正蓝旗牧区聚落斑块增加明显，单个斑块面积及总面积均增多显著，即聚落聚集程度不

断增强，空间规模扩张特征显著。聚集程度的增强既与聚落斑块数增多有关也与单个斑块面积的规模有

关，为了进一步较直观看出聚落分布密集程度及分布区域特征。本文利用 ARCGIS10.0 软件提取聚落斑

块中心点，引入核密度法生成空间递变图(图 3)，图 3 可以直观看出，2017 年聚落密度明显高于 2000 年，

聚落密集程度显著增强，集聚特征十分明显，聚落规模也不断扩大。研究区西南部和南部存在明显的密

集，依次向北部逐渐呈现零散化分布，整体布局与该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海拔、坡度)有很大关系。终上

所述，由于受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政策以及近年来产业集群的影响，牧区聚落用地规模变化较大，增

长趋势明显，但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双重影响下，新增加的聚落主要以小集聚为主[27]。 
 
Table 1. Landscape pattern indices 
表 1. 景观格局指数 

景观格局指标 定义及意义 

聚落斑块总个数(NP) 表示研究区内聚落斑块的数目。可简单描述聚落的聚集程度。 

斑块总面积(CA) 研究区内聚落所有斑块面积。 

斑块密度(PD) PD = NP/A  A 表示研究区域面积，PD 表示总斑块数与研究区面积的比值。 
值越大，可表示斑块分布越集聚。该指标可反应聚落的聚散程度。 

平均斑块面积(MPS) MPS = CA/NP  MPS 可反应出聚落的聚散程度，值越小， 
表示聚落间越分散，即景观斑块破碎程度较高。 

最小斑块面积(MINP) MINP 表示总斑块面积里斑块面积最小的。可宏观反应聚落规模。 

最大斑块面积(MAXP) MAXP 表示总斑块面积里斑块面积最大的。可宏观反应聚落规模。 

距离指数(E) E = NP/CA  E 表示单位面积内聚落斑块数。可从侧面反映聚落规模。 

 
Table 2. Landscape indices of settlements in Zhenglan Banner from 2000 to 2017 
表 2. 正蓝旗 2000 年和 2017 年聚落景观指数 

年份 斑块数/个 斑块面积/hm2 平均斑块面积/hm2 最小斑块面积/hm2 最大斑块面积/hm2 斑块密度/个/hm2 距离指数(E) 

2000 年 242 98.18 0.41 0.0035 9.66 0.013 2.46 

2017 年 616 180.52 0.29 0.0041 12.97 0.033 3.41 

差值 374 82.34 -0.12 0.0006 3.31 0.020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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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space distribution of pastoral settlements in Zhenglan Banner 
图 2. 2000~2017 年正蓝旗牧区聚落空间分布图 
 

 
Figure 3. The nuclear density of distribution of pastoral settlements in Zhenglan Banner 
图 3. 正蓝旗牧区聚落核密度分布图 
 

截止目前为止，本研究区典型聚落数为 616 个，聚落斑块总面积为 180.52 hm2。由以上分析可以看

出，正蓝旗聚落的分布并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有一定客观现实性。整体较为集聚，整体布局与该区域

的地形地貌类型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整体上土地利用率较低。区域上，聚落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

异性，呈“南密北疏”的空间区域差异性，符合地势南部为低山丘陵、北部为沙地草原。此现状与人地

关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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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聚落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聚落分布格局的影响机制可以认为是内部适宜因素和外部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内部适宜因素

是聚落形成发展的基础，使得聚落演变过程中始终遵循原始布局特征，同时也限制了聚落用地扩张范围，

主要包括气候、地形、水体、土壤、矿产资源等方面因素，其中河流、地貌是主导影响因素。外在驱动

因素如人口、居民观念、交通运输、牧区科技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变动等多方面，影响牧区的发展速度

和聚落结构特征。结合正蓝旗是察哈尔草原民俗的典型代表区域及农牧相结合的牧业大旗的特点，这里

主要选取海拔高度、坡度、道路、河流对研究区聚落布局的影响进行分析。 
(1) 地形因子。地形因子影响着居民的生产生活区位的选择，在聚落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将直

接影响到聚落的分布格局[28]，其中高程和坡度是影响最大的两个指标。本文选取不同高程与坡度分析地

形因子对聚落分布变化的影响。首先，利用 ARCGIS10.0 软件里的 Reclassify 模块对海拔和坡度数据进行

重分类为 5 个等级。其次，运用条件查找功能里的 Con 模块分别进行提取，然后把提取出的 5 个等级的

栅格数据分别转换为矢量数据并与聚落斑块数据分别进行叠加分析。最后，根据叠加后的数据分别查看

对应的属性表，进行统计得出不同海拔高度和坡度范围内的聚落斑块数和斑块面积分布情况(表 3~4)。统

计分析结果如下：不同高程上聚落斑块正态分布特征显著，不同坡度上聚落斑块逐级变化明显，聚落具

有较强的集聚分布态势。整体上看，在 2000~2017 年里，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变化比较明显，在高程

1265~1369 m 及坡度 0˚~3˚范围内，聚落斑块和面积最多。高海拔和陡峭地区使得环境较为恶劣以及地形

原因使得建房和出行都会带来不便，并且易发生地质灾害，所以聚落的分布多倾向于海拔 1265~1369 及

坡度 0˚~3˚的区域内，这种分布格局与该区域的地形地貌类型密切相关。 
(2) 交通因子。道路是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与外界的往来，也是用于评价一个地区是否发达的较 

 
Table 3. Evolution of the settlements in various elevations from 2000 to 2017 
表 3. 2000~2017 年不同高程内聚落分布演变情况 

高程/m 
聚落斑块数/个 聚落斑块面积/hm2 2017 年较 2000 年变化情况 

2000 2017 2000 2017 变化斑块数/个 变化总面积/hm2 

1161~1265 29 27 4.91 7.96 −2 3.05 

1265~1369 142 484 74.26 136.24 342 61.98 

1369~1473 68 98 18.56 35.80 30 17.24 

1473~1577 3 7 0.46 0.82 4 0.36 

>1577 0 0 0 0 0 0 

 
Table 4. Evolution of the settlements in various gradients from 2000 to 2017 
表 4. 2000~2017 年不同坡度内聚落分布演变情况 

坡度/˚ 
聚落斑块数/个 聚落斑块总面积/hm2 2017 年较 2000 年变化情况 

2000 2017 2000 2017 变化斑块数/个 变化总面积/hm2 

0~3 84 436 43.36 127.24 352 83.88 

3~6 69 77 32.34 28.81 8 −3.53 

6~9 53 68 13.62 18.73 15 5.11 

9~12 30 25 5.10 4.78 −5 −0.32 

>12 6 10 3.60 0.96 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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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明显的指标之一，聚落的形成结构，居民的生活方式，商业贸易等又影响着交通的结构变化。

通常情况下，人类的居住会选择在出行方便的区域集聚，这主要是由于交通条件制约着人们在获取和传

递信息，所需物质等方面的对外通达性。正蓝旗内的主要交通要道由 G207、S105、S27、S308 及 X520
构成，其中 S308 交通干道穿过正蓝旗聚落内部，在相约久久卫星影像图上查看可知，交通轴线附近乡村

聚落密度普遍高于其它地区。本文运用 ARCGIS 里 Multiple Ring Buffer 功能模块，以 1000 m 为半径，把

正蓝旗区域内的 5 条主要道路分 6 个等级建立缓冲，运用 Geoprocessing 模块内的 Intersect 将所得结果分

别和 2000 年和 2017 年聚落分布图进行叠加分析，得到不同缓冲区内的聚落分布变化情况(表 5)。 
从表 5 可看出，2000 年和 2017 年，随着距道路缓冲距离的增加，聚落斑块递减趋势明显，在 2000

年里，距道路 1000 m 以内，聚落布局最为稠密，斑块数和斑块面积所占比重分别为 34.3%、33.15%，在

1000~2000 m 范围内，与 1000 m 以内的聚落相比，聚落密度次之，在 2000~3000 m 范围内，2000 年里，

聚落斑块数仅有 37 个，斑块面积也仅 7.98 hm2，依次变化不太明显，3000~5000 m 缓冲区有缓慢上升态

势，可见在一定的范围内，此影响因子对研究区聚落的分布才有影响。从现状聚落分布情况来看也如此，

距道路 1000 m 以内，聚落达到 133 个，随着距离越远，聚落斑块面积依次递减最后趋于平稳，斑块数在

2000 m 以外没有逐级递减，合理解释是新增加的斑块主要以小集聚分布[25]，交通因子的影响作用是有

限的。上述分析表明，整体情况是随着道路距离越远，聚落越稀疏，虽在 4000~5000 m 缓冲带内略有上

升，但仍显示出了聚落分布与交通线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只是聚落布局需要重新规划、整治重组。 
(3) 水文因子。河流可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水资源，例如，饮用水，灌溉用水，但过量的水

资源也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灾难，例如，洪涝灾害等。因而本文在对正蓝旗主要河流提取的基础上，运用

ARCGIS 中的 Buffer analysis 功能，以 1000 m 为等间距对河流进行 6 级缓冲区，所得结果与两时期聚落

斑块图分别做叠加分析，得到不同河流缓冲带内的居民点分布情况(表 6)。 
从表 6 可以看出，聚落斑块整体呈现正态分布，距河流 1000 m 内，现状聚落斑块和斑块面积分别仅

有 31 个，8.92/hm2，2000 年斑块数也仅有 17 个，主要是因为距离河流比较近的地方分布大面积的耕地，

另一方面降雨较多时宜出现洪涝灾害，出于安全考虑，聚落不宜距河流太近，距河流 1000~3000 m 范围

内，最适宜人们定居生活，从聚落斑块数来看，聚落斑块分别为 60 个和 107 个，聚落面积为 22.62 hm2

和 46.07 hm2，依次递减。对分布在 5000 m 以外的聚落合理解释，由于研究区大大小小的湖泊 147 个，

部分居民点和旅游区主要分布于湖泊附近，旅游是人流量多的主要原因，趋势该地区聚落规模不断扩大。

上述分析表明，在 1000~3000 m 范围内是人们定居的最佳区位，距离河流太近或太远均不适合居民点的

分布，太近易受到洪水灾害太远不方便用水。因此，河流的位置和走向影响着聚落的分布格局。 
 
Table 5. Evolution of the settlements in various road buffers from 2000 to 2017 
表 5. 2000~2017 年不同道路缓冲区内聚落分布演变情况 

距道路距离/m 
聚落斑块数/个 聚落斑块总面积/hm2 2017 年较 2000 年变化情况 

2000 2017 2000 2017 变化斑块数/个 变化总面积/hm2 

≤1000 83 133 32.55 52.44 50 19.89 

1000~2000 53 76 13.89 24.02 23 10.13 

2000~3000 37 51 7.98 14.42 14 6.44 

3000~4000 29 61 9.62 16.27 32 6.65 

4000~5000 31 55 5.76 14.10 24 8.34 

≥5000 9 240 28.38 59.27 231 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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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Evolution of the settlements in various rivers buffers from 2000 to 2017 
表 6. 2000~2017 年不同河流缓冲区内聚落分布演变情况 

距河流距离/m 
聚落斑块数/个 聚落斑块总面积/hm2 2017 年较 2000 年变化情况 

2000 2017 2000 2017 变化斑块数/个 变化总面积/hm2 

≤1000 17 31 6.27 8.92 14 2.65 

1000~2000 26 56 13.78 23.58 30 9.8 

2000~3000 34 51 8.84 22.49 27 13.65 

3000~4000 21 37 7.33 13.8 16 6.47 

4000~5000 6 19 5.91 7.13 13 1.22 

≥5000 138 422 56.06 104.6 284 48.54 

 

结合正蓝旗地形地貌特征和农牧相结合的牧业大旗的特点，经研究，该区域聚落分布的三大影响因

子主要为地形、交通、水文。通常情况下在一定时期内地形是稳定不变的，地形对聚落初始布局、形态

形成具有很大的限制条件，从时空演变来看，虽然地形因子影响时间较长，初始分布基本不变，聚落分

布会受其他影响因子而降低地形因子的影响，例如，聚落规模的扩大就是很好的例证。交通因子和聚落

分布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聚落分布与交通线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一定的条件下，聚落的分布格局将

影响着道路的走向，与此同时道路的走向也会改变聚落的布局。河流可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必要的水

资源，过量的水资源会给人类造成灾难，聚落布局与水文因素呈典型的正态分布态势。其实聚落分布的

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不同时期同一区域聚落分布的影响因素也不同。 

5. 结论 

本研究基于 GIS 的空间分析方法，运用景观格局指数、核密度估计(KDE)等模型，对 2000~2017 年

间聚落的分布及空间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研究了聚落空间布局与地理环境之间的联系。具体

结论如下：① 正蓝旗牧区聚落总体上较为集聚。从空间上看，聚落分布呈“南密北疏”的空间区域差异特

征。正蓝旗西南部和南部较为密集，依次向北部中间稠密两边逐渐呈现稀疏化分布。② 国家出台的要加

大牧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也为正蓝旗牧区聚落规模在 2000~2017 年间不断扩大以及聚落密度不断增

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③ 本研究区聚落分布主要影响因素为水文、交通、地形地貌，这些因素对研究

区聚落区位的选择起着主导限制作用。不同高程上聚落斑块正态分布特征显著，坡度对研究区聚落分布

影响也较明显，聚落主要分布在 3˚以下的区域，距河流距离的远近，聚落呈正态分布，随着交通道路缓

冲带的增加，居民点数呈现明显递减趋势。④ 本研究通过图表的形式分析，具有直观、形象的特点。对

于牧区聚落现状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牧区聚落在不同时期中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在不同地区甚至在同一区域的不同发展时期，聚落分布

的各个影响因素也会出现差异，甚至主导因素也会出现偏差，牧区聚落时空特征不尽相同，因此聚落的空

间分布演变表现出区域性和阶段性的不同。正蓝旗北部 67%的土地为沙地草原，聚落仅沿道路有零星分布；

而南部为低山丘陵，主要植被为草甸草原，适合牧民生产生活集聚区域，整个研究区聚落呈现出南多北少

的分布态势，这样的集聚型聚落分布，方便牧民们的生产生活，但由于北部的浑善达克沙地聚落较少，规

模也较小，造成了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全覆盖建设很难落实。因此，可适当扩大牧区聚落规模，调整聚

落结构，这样做有利于公共设施的全覆盖，也有利于牧民对外交往发展，生产生活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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