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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了解GIS在土地适宜性评价中的应用情况，从已有的研究中得到启

发，寻找撰写论文的切入点和突破点。研究方法：对比研究法、文献分析法。研究结论：基于GIS的土地

适宜性评价可以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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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purpose: To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of GIS in the evaluation of land suitability through 
the literature combing and analysis, get inspiration from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find the entry 
point and breakthrough point for writing the paper. Research metho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
thod,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Conclusion: Land suitability evaluation based on GI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l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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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分析 

本文以 CNKI 的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通过检索关键词“基于 GIS 的土地适宜性评价”，

共检索到 732 篇文献，其中期刊 560 篇，学位论文 128 篇，还包括一部分的国际会议和成果。时间跨度，

从最早的 1982 年至 2022 年。根据文献检索结果，基于 GIS 的土地适宜性评价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文

献萌芽阶段 1982 年至 1992 年；缓慢发展阶段 1993 年至 2005 年；快速发展阶段 2006 年至 2021 年。文

献的主要主题分布前五名是：土地适宜性评价、适宜性评价、GIS、土地复垦、土地适宜性；根据检索结

果分析表明 GIS 在土地适宜性评价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2. GIS 和土地适宜性评价 

GIS 拥有强大的空间分析和数据处理的能力，在土地适宜性评价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比如 GIS 常用

的方法有叠加分析法、多指标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等，还会运用到数字化制图，矢量化处理，缓冲区分

析等功能。 

2.1. GIS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最早源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它的定义在计算机软

系统和硬系统的支持下，对整个或部分地球表层的地理信息进行采集、存储、管理、运算、分析和可视

化的计算机系统[1]。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有许多强大的 GIS 软件可以供我们使用和学习，比如说

Arc GIS、Map GIS 和 Geo Star 等。 

2.2. 土地适宜性评价 

国外的土地适宜性评价最早源于美国，但是德国、前苏联、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对土地评价研究也

比较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农业部土壤保持局首次提出了系统的评价方法“土地潜力分级”，

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后，美国农业部土壤保持局在 1981 年提出了“土地评价和立地评价”，这也标

志着土地适宜性评价正式诞生[2]。土地适宜性评价对于土地资源的规划和可持续利用有着重要作用[3]。 
我国的土地适宜性评价发展比较缓慢，最早源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对华南地区橡胶地的土地适宜

性评价，而系统的土地适宜性评价主要在八十年代开始兴起，九十年代逐渐将地理信息系统引入到了土

地适宜性评价体系。国外的土地适宜性评价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考虑比较多，我国的土地适宜性评价对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评价比较多。 
李孝芳、严兵、张妙玲、倪绍祥等前辈为我国的土地适宜性评价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4]；张妙玲

等(1985)首次在文中分析了农林作物的适宜性评价的内容和方法，对评价单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为我国

的土地适宜性评价提供了借鉴经验[5]；严兵(1989)主要论述了土地适宜性评价的分类和实施步骤，开启

了我国土地适宜性评价的先河[6]。倪绍祥等(1992)将地理信息系统和土地适宜性评价结合应用，以联合

国粮农组织的《土地评价纲要》为基础，结合我国的土地利用现状，创新了评价方法，对我国的土地适

宜性评价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7]。胡小华等(1995)介绍了多目标的土地适宜性评价分析了主导因素和

主导因子的选取，首次引用了专家知识系统，运用层次分析法将定量数据和定性的地理信息结合在一起，

提供了一个客观可靠的评价系统[8]。王桂芝(1996)应用了 GIS 技术，以空间数据库为基础，通过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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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生长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进行分析，选取评价因子，对土地适宜性进行分级，为三亚市土地资源

的利用和开发提供发展建议[9]。土地适宜性评价是对土壤、地形、气候等基本要素进行聚合和解释，以

确定最佳土地利用类型的过程[10]。 
GIS 技术可以为土地适宜性评价提供更科学、更准确的评价结果，但是土地系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

系统[11]，国内外的研究在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的过程中，很难考虑到所有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我国的土

地适宜性评价基本上都是以现状数据为基础，很少考虑将动态因素纳入评价体系。在数据采取和评价模

型选用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到评价对象的实际需求。 

3. GIS 在土地适宜性评价中的应用分析 

3.1. 按行政单位划分 

GIS 在各级行政单位中的应用都比较广泛，从省市一级到县乡一级，可大致分为两类。在省市级中，

由于范围比较大，获取的数据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相对来说，县级的土地适宜性评价文献较多一些。

其中运用短板效应原理法、主成分分析法、阈值性加权指数和法、层次分析法、灰色关联法等方法与 GIS
技术的空间分析法相结合，对研究区域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 

3.1.1. 省市尺度 
严惠明使用强制因子分级和筛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短板效应原理法和 GIS 的空间分析

法，为福州市的建设用地开发和使用提供了参考依据，但是未选取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因子，

评价指标还不够全面[12]。陆张维等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 GIS 的空间分析法，从栅格尺度进行建设用地

的适宜性评价，把 GIS 技术和土地适宜性评价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为杭州市的建设用地发展提供了科学

的指导[13]。苟富刚等以地质问题防范(地震灾害、地质效应、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和平面空间

布局(城镇、农业、生态)构建建设用地评价体系，并且基于 GIS 平台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模型和最

坏情景理论进行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为连云港市的城市工程建设和建设用地开发提供了参考依据[14]。 
张成刚等采用德尔菲法确定各个因子的权重，提出阈值性加权指数和法，运用到了评价指标体系中，

确定农用地的适宜性评价等级，对冀北地区的农用地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关的对策，为冀北地区的农用

地空间分布提出理论优化建议[15]。 

3.1.2. 县域和乡域尺度 
袁晓东以贵州省普安县的喀斯特地去的耕地为例，应用 GIS 技术与加权指数法模型结合，对喀斯特

地区的耕地作适宜性评价。通过对耕地图形的迭加，得到耕地的适宜性情况分布并进行结果分析。在基

于 GIS 技术的土地适宜性评价方法与权重计算和图形分布，对评价体系起到关键作用，可以快速，直接

的得到评价结果，为耕地的适宜性发展提供了参考[16]。李娅等将适宜性评价应用到农业生产活动中，与

土地利用结合，分析农业如何实现优化空间布局，基于农业生产活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结合 AHP(层次

分析法)和 GIS 的空间叠置技术，评估县域尺度对于农业的适宜性格局分布，为原平市的乡村振兴战略发

展和农业的优化布局提供理论支撑。该研究将社会、经济、管理水平等因素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使得

评价结果更有可靠性[17]。 
韩慧杰等也是使用 AHP (层次分析法)，但是作者将指标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定性和定量

相结合，构成指标体系；再利用德尔菲法和文献研究法，邀请专家对指标进行打分，选取影响因素最大

的指标，通过利用 Arc GIS 软件对研究区的 DEM 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海拔和坡度变量，再通过田块大小

得到研究区的图斑面积，使用 MATLAB 数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算指标的权重，最终得到水稻种植

的综合指数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该文章还将土壤环境污染指标纳入指标体系，这种评价方法为我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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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污染对水稻种植适宜性评价提供了新的角度，为我国的粮食安全以及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了耕

地的合理利用提供了参考。 
王雪[18]等首次对高山峡谷区的耕地进行适宜性评价，并且根据高山峡谷的特殊地理因素，选取了具

有代表性的五个评价因子：坡度、坡向、海拔、土壤侵蚀、土壤有机质；并且为了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

文章使用灰色关联法确定权重，结合单因子评价模型，使用 GIS 的空间叠置技术，对泸水县的耕地进行

适宜性评价分级，为我国的高山峡谷区的耕地发展提供了新思路[19]。张景华等通过无人机的航空测量数

据，得到研究区的高分辨率影像，可以快速得到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现状图以及各种土地类型的面积，从

地形条件，农业生产和地质环境三个方面选取评价指标；由于研究区的面积比较小，不易确定主导因子，

所以采用等权叠加进行评价。小型无人机在村级尺度的土地适宜性评价中应用效果比较好，可以快速获

得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现状，并且提供的影像更清晰，在小区域的土地适宜性评价中，面临的问题更直观，

可以提供更具体、更实际的解决方案[20]。 

3.2. 按种植作物分类 

我国的种植作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作物，比较常见的是棉花、茶树、果树、烟草、甘蔗等；

另一类是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小麦、豆类和薯类为主要作物。当前，基于 GIS 的土地适宜性评价

的粮食作物类的文献较少，粮食作物是传统农业种植，经济效益不高；基于 GIS 土地适宜性评价经济作

物的文献较多，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和地方特色经济作物的影响。文献中运用了模糊数学理论和 AHP(层
次分析法)、空间插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等方法，利用 Arc GIS 软件对数据进行矢量化处理，进行土地适

宜性评价。 

3.2.1. 经济作物 
目前，土地适宜性评价模型的构建与不断完善以及 GIS 技术的运用，使得土地适宜性评价可以有效

指导区域种植业发展[21]。习文勇等以通山县为例，依据柑橘的属性选取了 15 个指标，并且使用 AHP (层
次分析法)确立权重，根据扎德教授的模糊集理论，建立模糊隶属函数模型，再通过栅格计算器计算各个

指标，得出适宜性结果。本文将 GIS 技术、模糊数学理论和 AHP (层次分析法)结合在一起，可以有效建

立土地适宜性评价，减少客观因素的影响，为土地适宜性评价和 GIS 技术的结合提供新的方向[22]。程

振龙等以著名的苹果产区烟台栖霞市为研究区，使用 GIS 技术，运用层次分析和空间插值法对烟台栖霞

市进行土地适宜性分析。利用 Arc GIS 软件提取烟台栖霞市的湖泊和河流等矢量数据，再利用 DEM 数据

和降水量等数据，进行河流汇流的计算；再做欧几里得分析，获得距离水源的数据；再对 DEM 数据进

行镶嵌、投影转换等数据处理后得到了烟台栖霞市的高程变量，经过 Arc GIS 的计算后得到研究区的海

拔和坡度。文中利用 Arc GIS 软件本身的功能进行空间分析，建立了烟台栖霞市的苹果生长适宜性评价

模型，了解到了苹果产区的适宜性分布，为烟台栖霞市的苹果发展提供了调整方向。但是文中尚存在不

足，因为数据分辨率和 GIS 数据处理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误差，会对评价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23]。齐

福佳等以海南省临高县为研究对象，考虑到目前研究橡胶的文献较少，文中主要是借鉴比较成熟的土地

适宜性评价方法，再利用 GIS 技术，对临高县的橡胶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首先将临高县的纸质地形图

和土壤类型图进行数字化和裁剪，利用 Arc GIS 软件进行矢量化处理，得到临高县土壤矢量数据以及坡

度等要素，作为土地评价的基础单元，再对相关因子的图层叠加，得到研究区的土地适宜性评价图。文

中所采用的不是单一的评价方法，而是将动态和静态评价相结合，采用复合型的评价方法，使得评价结

果更科学、更准确[24]。赵银军等对横县的茉莉花种植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评价

因子，再利用 Arc GIS 软件对横县的土地利用资料，地形图等进行矢量化处理，根据土地适宜性评价模

型，得到茉莉花的种植分布，为横县的茉莉花种植规划提供指导依据[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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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粮食作物 
卜坤等依据 FAO/IIASA 发布的 GAEZ 研究框架(1977 年 Kassam 为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农业生态

区划研究项目制定的计算作物光温生产潜力的一种方法)，对三江平原的大豆种植进行适宜性评价。文中

首先对纸质的三江平原的土壤图进行数字化和土壤图斑矢量化，得到了三江平原的土壤图。再通过收集

三江平原的各类土壤资料和查阅相关的土地分类标准，得到三江平原的土壤类型矢量数据；使用 Arc GIS
软件对 DEM 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研究区的坡度变量。最后利用 GIS 技术对所得的数据进行图层叠加，

按照适宜性进行分类，得到三江平原大豆种植的土地适宜性评价[26]。王珊等从玉米种植的角度对高县进

行土地适宜性评价，利用 Arc GIS 的空间插值法和层次分析法对高县的玉米种植进行土地的适宜性评价

[27]。叶延琼等对广东省的水稻种植进行生态适宜性评价，文中作者先用德尔菲法和专家打分法确定大致

权重再结合运用了层次分析法确定具体的权重，再使用 GIS 软件的进行叠加分析，获得研究区的水稻适

宜分布，为广东省的水稻种植分布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保障[28]。 

3.3. 按土地用途分类 

根据我国的《土地管理法》规定，按土地用途分类，可分为建设用地、农用地等。 

3.3.1. 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可以为城镇发展和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科学依据。[29]朱康文、周梦甜以中国山地

城镇重庆市武隆县为研究区，利用 GIS 和 RS 技术支持，综合选取评价指标，构建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

体系。首先利用重庆市武隆县 DEM 数据，进行矢量化处理，得到研究区的道路等变量；再利用 Arc GIS
软件中的功能计算距离城镇的距离、坡度、土地利用现状等；结合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利用

空间分析叠加得到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效果图。文中首次将层次分析法(AHP)和空间分析叠加结合运用到

中国山地城镇的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30]。 

3.3.2. 农用地 
基于 GIS 技术的农用地适宜性评价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参考。韦玲霞以甘肃天水市的农

用地为例，进行农用地适宜性评价。文中利用了 Arc GIS 软件的功能处理所需要的 DEM 高程图像，对坡

度进行分级，得到坡度、海拔高度等评价因子；再通过海拔、地形复杂度、地表破碎复杂度等确定权重

[31]，最后得出结论地形复杂度对农用地评价有重要作用。李茂森等对延安市安塞县县南沟流域农用地进

行适宜性评价，文中采用多因子分级加权指数和法作为适宜性评价模型，以层次分析法(AHP)和专家打分

法确定指标权重，再利用 Arc GIS 软件的功能得到矢量流域图，利用叠加功能得到评价结果，对结果进

行分级，得到农用地适宜性分布，为延安市安塞县县南沟流域农用地发展提供了参考。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土地适宜性评价可以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也可以为城市和乡村的土地发

展提供指导依据。土地适宜性评价的核心就是精确、全面的对评价区域的土地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

局。[32]在基于 GIS 的技术支持上，可以为土地适宜性评价提供更准确、更全面、更系统的数据基础。 

4.2. 展望 

但是 GIS 技术也不是万能的，我们在做土地适宜性评价的过程中，一定会使用到地形、坡度、土壤、

气候等方面的数据，这些数据十分的复杂，可能会出现数据短缺或者是定性数据；另外，由于不同的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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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的数据处理会有差异，在数据的转换中会导致大量数据的缺少，让 GIS 的运用大打折扣。由于土地

系统的复杂性，单一的评价方法不能完全反应土地适宜性评价的准确性，而且大尺度空间的评价过程需

要结合多种评价方法，来提高土地适宜性评价科学依据。 
为了让基于 GIS 的土地适宜性评价更加完善和准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4.2.1. 建立数据标准体系 
数据是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的基础[33]，我们在获得数据时一定要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根据这些

数据建立数据标准体系。虽然数据的格式存在差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官方或者权威部门的标准对这些

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了利用 GIS 技术支持的土地适宜性评价提供良好的基础。 

4.2.2. 完善评价模型 
我们不仅要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更要保证使用评价模型的正确性。尤其在对大尺度空间领域进行土

地适宜性评价过程中，需要合理利用 GIS 技术，再结合多种评价模型，这样可以有效弥补土地适宜性评

价中存在的缺陷。 
总之，在未来的研究趋势中，GIS 技术和土地适宜性评价会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既要不断 GIS 技

术的新方法，也要不断完善土地适宜性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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