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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upport of GIS technology,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suitability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Hudai town in Jiangsu province. It constructs the evaluation system in line with Hudai 
Town, selects the evaluation factors of natural and social economy, uses AHP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each evaluation factor, and evaluates the suitability of construction land. According to 
the final score, the construction land is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of unsuitable construction land, 
barely suitable for construction land, general suitable for construction land, more suitable con-
struction land and suitable construction land. The suitability evalu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further enriche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soil suitability in the area, which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nd rational planning of urban land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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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GIS技术的支撑下，对江苏省胡埭镇进行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构建与胡埭镇相符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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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自然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评价因子，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因子的权重，对建设用地适宜性进

行评价。根据最后分值，将建设用地划分为不适宜建设用地、勉强适宜建设用地、一般适宜建设用地、

比较适宜建设用地和适宜建设用地五种类型。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进一步丰富地区土地适宜性评价

体系，为地区的城市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合理规划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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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地适宜性评价是评定土地对于某种用途是否适宜以及适宜程度，既包括农用地适宜性评价也包括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是在调查分析城市自然环境条件的基础上，根据用地的

自然条件和人为影响，以及修建的要求进行全面综合的质量评价，以确定土地的适宜程度[1]，为实现一

定条件下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城市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  

2. 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国内现状 

近些年来，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逐渐得到重视。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是采用的评价体系、分析

方法，以及研究角度有所不同。根据不同地形对建设用地进行适宜性评价，例如李云辉运用 GIS 空间分

析功能以长汀县为例进行南方丘陵区建设用地适宜性研究，为城镇用地空间拓展、布局优化提供有力支

撑[2]；南晓娜在 GIS 技术的支撑下，探讨了山地城市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模型以及

GIS 支撑下的分析评价方法[3]；薛杰利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低丘缓坡建设适宜性评价

因子体系,运用特尔斐法确定各参评因子的权重,对低丘缓坡土地开发成建设用地的适宜性进行评价，为低

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的建设开发提供依据,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综合开发未利用地提供参考[4]。基于不

同的目的进行建设用地的适宜性评价，例如宗跃光、王蓉等人将评价要素分成生态潜力和生态限制性两

类，对城市建设用地进行生态适宜性评价，提出用地分区发展管制对策[5]；雷丽丽、邹自力通过对建设

用地进行适宜性分析来确定城市开发边界，促进城市空间的优化布局[6]；宋丽美以生态主导为原则，选

取一些生态敏感因子进行建设用地的适宜性评价，使评价指标更加适应城市发展的生态可持续要求[7]。 

3. 以胡埭镇为例的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 

3.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为统一评价技术与方法，建设用地评价单元的划分、评价方法及其模型的选择基本与农用地相同，

但由于土地利用用途的差异，其评价指标体系需要根据胡埭镇实际情况进行重新构建。 
构建指标体系是评价城乡建设用地适宜性的关键，也是综合反映城乡建设用地利用水平的基础。我

国目前对城乡建设用地评价指标体系仍处于摸索的研究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评价指标体系。城乡建设

用地适宜性评价涉及到自然、社会、经济、环境、土地、工程等众多方面，以往的城乡建设用地适宜性

评价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多偏重建筑建造的地质条件，强调工程施工的适宜程度，而对城市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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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环境等条件涉及较少，因此一般城市用地的评价指标体系难以综合反映城乡建设用地的总

体特征，应在综合分析建设用地要求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全面的并能综合反映城乡用地特征的建设用地

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3]。具体分析评价中，采用“目标–判断准则–评价指标”型指标体系，基本思路

是建立起具有层次结构的指标体系，以城乡建设用地适宜性等级为目标层，从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两个

方面作为准则层进行因子的选取，选择对城乡建设用地影响显著的因子作为指标层。 

3.2. 评价因子的选取 

城市建设用地选取因子的原则为综合分析与主导因素相结合、区域差异原则、可操作性原则以及市

场与服务原则[8]。从胡埭镇自然、社会条件[9]等方面综合考虑，自然环境因子评价指标选择高程、坡度、

坡向 3 个因子，社会环境因子评价指标则选取区位、与建成区距离、建筑密度、交通条件 4 个因子，建

立起胡埭镇的城乡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最后，按照城乡建设用地适宜性等级划

分的要求，对每一项评价因子指标，根据其对建设用地适宜程度影响的大小，在统一指标体系下分别赋

予不同的分值。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of land resources for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in Hudai town of Wuxi city 
表 1. 无锡市胡埭镇土地资源城乡建设用地评价体系 

目标层 判断准则层 评价指标层 

城
乡
建
设
用
地
评
价
体
系 

自然环境因子 

高程 

坡度 

坡向 

社会环境因子 

区位 

与建成区距离 

建筑密度 

交通条件 

3.3. 确定评价因子权重 

采用层次分析方法(AHP 法) [10]进行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和向专家咨询得到评

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程度，减少了主观性，最终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见表 2) [11]。 
 
Table 2. Weight of evaluation factor 
表 2. 评价因子权重 

判断准则(权重) 评价指标 权重 分类条件 评分比值 

自然环境因子(0.4) 高程 0.15 

120 m~150 m 1 

90 m~120 m 2 

60 m~90m 3 

30 m~60 m 4 

0 m~30 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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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坡度 0.2 

24˚~30˚ 1 

18˚~24˚ 2 

12˚~18˚ 3 

6˚~12˚ 4 

0˚~6˚ 5 

坡向 0.05 

0˚~60˚ 0 

300˚~360˚ 1 

240˚~300˚ 2 

60˚~120˚ 3 

180˚~240˚ 4 

120˚~180˚ 5 

社会环境因子(0.6) 

区位 0.2 

≥16,000 m 1 

13,000 m~16,000 m 2 

10,000 m~13,000 m 3 

7000 m~10,000 m 4 

<7000 m 5 

与建成区距离 0.1 

>3000 m 缓冲区 1 

2000 m~3000 m 缓冲区 2 

1000 m~2000 m 缓冲区 3 

500 m~1000 m 缓冲区 4 

<500 m 缓冲区 5 

建筑密度 0.1 

高密度区(80%~100%) 1 

较高密度区(60%~80%) 2 

中密度区(40%~60%) 3 

偏低密度区(20%~40%) 4 

低密度区(0%~20%) 5 

交通通达性 0.2 

>200 m 缓冲区 1 

150 m~200 m 缓冲区 2 

100 m~150 m 缓冲区 3 

50 m~100 m 缓冲区 4 

<50 m 缓冲区 5 

3.4. 城乡建设用地限制因素与分级指标 

3.4.1. 高程 
地形地貌是影响城乡建设用地的重要因素之一，限制城乡建设用地布局和建设成本，建造难易程度

也受此影响，进行城乡建设时，平原及高程较低的地区可以减少建设成本及安全隐患的发生，是建设的

最佳区域。 
胡埭镇地形复杂，总体上呈东南高，西北低，地势自北向南增高的态势，最高峰石皮岭，海拔为 146 m。

西北部和东南部为平原地区，偏中东南部为丘陵地区。该地区主要为平原和丘陵(见图 1)。通过划分评价单

元将高程数据分为 5 个等级，并赋以相应的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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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levation classification map 
图 1. 高程分级图 

3.4.2. 坡度 
与高程因子相似，坡度因子对建设难度有较大的影响，坡度越大的区域，建设难度越大，同时还伴

着地质灾害的威胁，所以坡度也是城乡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根据胡埭镇坡度数据，在 ArcGIS 平台中生成坡度分级图(见图 2)。综合考虑胡埭镇地形情况及其他

研究成果，将坡度>30˚的定为不适宜建设区，由图 2 可看出该区域不存在不适宜建设区，通过划分评价

单元的方法将坡度数据分为 5 个等级，并赋相应的分值。 
 

 
Figure 2. Gradient classification map 
图 2. 坡度分级图 

3.4.3. 坡向 
坡向对于山地生态有着较大的作用。山地的方位对日照时数和太阳辐射强度有影响。对于北半球而言，

辐射收入南坡最多，其次为东南坡和西南坡，再次为东坡与西坡及西北坡和东北坡，最少为北坡。根据胡

埭镇的坡向数据在 ArcGIS 平台中生成坡向分级图(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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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Gradation map of slope direction 
图 3. 坡向分级图 

 
通过划分评价单元的方法将坡向数据分为 6 个等级，并赋予相应的分值。 

3.4.4. 区位条件 
区位是指事物的位置及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是综合了自然和经济社会两大要素的结果，

特别是在城镇体系的划分中需要考虑到各自然和经济社会状况，根据各城镇区位条件的相对优越性划定

出不同的城镇体系。胡埭镇位于无锡市滨湖区。根据距离滨湖区的远近，政策的普及会有所影响，同时

对胡埭镇建设用地的适宜程度会有影响。将胡埭镇现状地类分成 30 米*30 米网格，提取网格中心，计算

网格中心距离滨湖区中心的距离。根据距离的大小，分成五个等级(见图 4)。 
 

 
Figure 4. Location distance rank map 
图 4. 区位距离等级图 

3.4.5. 与建成区距离 
与建成区的距离作为城乡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评价因子之一，是从其空间相似性角度考虑的。根

据地统计学中的空间邻近原理可知，地理事物在空间上具有连续性，距离越小的事物，其相似程度越高，

同理，越靠近建成区的地方，其适宜性越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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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胡埭镇城镇数据，在 ArcGIS 平台中把相连的建设用地进行合并，构成成片建成区范围，然后进

行缓冲区分析，根据距离衰减原则分别赋值，形成与建成区距离因子评价图(见图 5)。将其分为 5 个等级，

根据距离越近、分值越大进行赋值。 
 

 
Figure 5. Distance classification map with built-up area 
图 5. 与建成区距离分级图 

3.4.6. 建筑密度 
建筑密度是指地上建筑物的占地面积与土地面积之比。根据胡埭镇现状地类图斑，将其分成 30 米*30

米的网格，通过 EXCEL 表格对属性表中建设用地进行处理，计算每一个网格中的建筑面积所占网格面

积之比，即为建筑密度。按照等量分类法中的等距分类法进行划分，分成五个等级：高密度区(80%~100%)、
较高密度区(60%~80%)、中密度区(40%~60%)、偏低密度区(20%~40%)、低密度区(0%~20%)。按照密度

区等级的不同，分别赋予不同的分值，建筑密度越高，表明适宜以后发展的程度越小，所赋予的分值也

就越小，反之亦然(见图 6)。 
 

 
Figure 6. Building of density grade map 
图 6. 建筑密度等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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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交通条件 
根据胡埭镇交通用地的情况，包括公路用地和农村道路，考虑到公路用地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对建

设用地的发展影响较大[12]，所以，对交通影响范围分析后，对公路用地进行缓冲区分析[13]，共分为 5
个距离等级，分别为<50 m、50 m~100 m、100 m~150 m、150 m~200 m 和>200 m 缓冲区(见图 7)，根据

距离道路越近、分值越大的原则进行分级赋值。 
 

 
Figure 7. Buffer zone map of traffic land 
图 7. 交通用地缓冲区图 

4. 结论与讨论 

综合上述评价因素，进行建设用地的适宜性评价[14]，划分为不适宜建设用地、勉强适宜建设用地、

一般适宜建设用地、比较适宜建设用地和适宜建设用地等类型。1) 适宜建设用地：土地的自然质量较为

优越，在该类土地上，虽不可以完全直接地进行施工建设，但通过简单的工程措施，就可以消除土地自

然质量中的不利因素，以满足城市建设的需要。2) 较适宜建设用地：土地的自然质量一般，局部限制较

大，需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以消除不利因素。3) 不适宜建设用地：土地的自然质量极差，在现有的经

济技术条件下，该类土地不适宜工程建设[15]。结果表明(见图 8、见表 3、见图 9)，从总体上看胡埭镇城

乡建设用地适宜性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镇驻地，沿道路分布，其中： 
适宜建设用地面积为 43.44 km2，占总面积的 7.45%，主要分布在城镇和村落所在的位置，沿道路分布。 
比较适宜建设用地面积为 146 km2，占总面积的 25.12%，分布范围较广，各区均有分布。这些地区

的地质条件较好，是以后发展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 
一般适宜建设用地面积为 139.31 km2，占总面积的 23.90%，分布范围较广，各区均有分布。这些地

区的地质条件一般，是以后发展建设用地的后备资源。 
勉强适宜建设用地面积为 83.54 km2，占市域总面积的 14.33%，这些地区是工程地质比较脆弱的区域，

进行建设开发利用的时候，需要进行相应的工程措施等预防措施。  
不适宜建设用地面积为 43.44 km2，占市域总面积的 7.45%，主要分布于高程落差较大的丘陵区域。

这些地方水文地质条件差，受地形地貌、丘陵坡度、丘陵坡向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不适宜作为建设用地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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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Land area of suitable construction land at all levels 
图 8. 各级适宜性建设用地土地面积 

 
Table 3. Suitability evaluation statistics of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land 
表 3. 城乡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统计 

分级 分值区间 面积(km2) 占地比例(%) 

不适宜 2.45~3.15 43.44 7.45 

勉强适宜 3.15~3.45 83.54 14.33 

一般适宜 3.45~3.70 139.31 23.90 

比较适宜 3.70~4.00 146.41 25.12 

适宜 4.00~5.00 170.18 29.20 

 

 
Figure 9. Map of suitability evaluation result of construction land 
图 9. 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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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利用必须在一定的物理条件基础上，特别是地质环境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布局和强度有着关

键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地质环境条件包括地形地貌、坡度、岩溶、水文、地质灾害、植被等，它们构成

地质综合环境。 
在不同的地质条件上布置建设用地时，不仅要考虑城市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要，还要考虑地质条件

对建设用地的限制，在经济技术不断发展的条件下，虽然可以克服很多地理条件的限制，但在城市详细

规划中要考虑到建设成本，考虑到不同土地利用方式造成的地下水资源衰减、地面沉降、地面塌陷等地

质危害，带来额外的岩土承载费用、地震损失费用、活动断裂损失费用、洪水损失费用等。所以进行城

市土地利用控制具有重要意义，要取得较高的土地经济效益，必须要注意地质条件与用地类型的协调性。 
建设用地适宜性的结果表明，在主城区中，比较适宜建设用地占的比例较大，丘陵地区不适宜作为

建设用地。今后应充分利用适宜建设区，注重开发比较适宜建设区和一般适宜建设区，明确产业发展思

路和功能布局，形成分工合理、功能优化、发展协调的土地利用新格局。对于优先建设区域，应提高产

业配套能力，增强吸纳产业转移和集聚产业的能力，放宽人口和产业的管制约束，适当扩大用地供给和

环境容量的指标分配，促进其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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