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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GIS技术在土地规划中的应用

●张芝成　陆　康∗

　　

[摘要]近几年,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的飞速发展,其在土地规划领域的创新应用推动着城乡发展和资源

管理优化.GIS技术通过集成、存储、编辑、分析、共享和展示地理信息,为土地规划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处理和

决策支撑.GIS技术在土地规划中的应用,不仅提升了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还促进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高效利用.本文深入分析了 GIS技术在土地规划中的应用,以期为相关专业人员的研究提供借鉴与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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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理信息系统(GIS)，作为一项集成了计算机科学、地

理学、测量学、地图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技术，在

土地规划领域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GIS技术不仅

具备处理和分析海量空间数据的强大能力，还拥有着强大的

数据可视化功能，能够为土地规划提供直观的决策支持。

GIS技术在土地规划中的应用，显著提高了规划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有效减少了人为误差，提升了规划效率。 此外，

在土地承载力分析方面，GIS技术通过结合土壤类型、地

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可以全面评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能

力，为土地规划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土地利用空间评

价方面，GIS技术能够运用空间分析模型，如多标准评价

(MCE)模型，对土地进行综合评价，为土地规划提供更加精

确的决策支持。

GIS技术概述

(一)定义

GIS技术作为一个具有集成性的、跨学科的空间数据处

理与分析工具，具备捕捉、存储、分析及展示地理信息的功

能。 在土地规划领域，GIS技术能够提升规划工作的科学

性与合理性，为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提供支撑。

(二)功能

在土地规划领域，以土地利用动态监测为例，GIS技术

能够实时追踪土地使用、变化情况，通过将现实情况与历史

数据和卫星遥感影像进行对比分析，其可以精确识别非法建

筑或土地滥用行为。 在土地承载力分析方面，GIS技术能

够结合地理、气候、土壤等多源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模型，

评估特定区域的土地承载极限，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

据。 在土地利用空间评价领域，GIS技术的空间分析功能

能够对土地的适宜性进行科学评估，为土地规划提供了有力

的决策支持。 在数据库建立与管理方面，GIS技术能整合

和管理大量的土地规划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访问

性。 通过数据和模型，GIS技术为土地规划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视角和工具，帮助人们更高效、更精确地进行土地

规划。

土地规划的基本原则与目标

(一)土地规划的定义

土地规划作为一项科学的安排与设计，承载着合理利用

土地资源、协调人地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景。 它不

仅关乎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与高效利用，更涵盖对土地使用

方式的调整与优化。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提供

的数据，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正遭受中度甚至高度退化

的严峻挑战。 这一现象更加凸显了土地规划在遏制土地退

化、推动土地可持续利用方面承载的重要责任。

(二)土地规划的原则

(１)恪守可持续性原则，确保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不会

对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造成损害。 (２)秉持公平

性原则，合理分配土地资源，确保不同社会群体和地理区域

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 (３)注重效率原则，优化土地使用方

式，提高土地资源的产出效率。 (４)强调适应性原则，根据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然条件的变化，灵活调整土地规划策

略。 这些原则共同构成了土地规划的基础框架，不仅指导

着土地规划的实施，对于土地规划管理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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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规划的目标

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运用，是土地规划的根

本任务。 为实现此目标，土地规划必须全面考量社会经济

发展需求、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以及土地资源的自然属性。

科学规划有助于遏制土地资源的浪费与非理性开发，推动土

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此外，土地规划通过合理布局，可以

降低土地使用的冲突，提升土地使用效率，确保土地资源能

够满足当前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通过实施上述措

施，土地规划的目标是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为后人构筑一个更加宜居的环境。

GIS技术在土地规划中的应用意义

(一)提升土地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通过集成和分析大量地理空间数据，GIS技术能够为规

划者提供精确的土地利用现状和趋势信息。 例如，在某城

市土地规划项目中，利用 GIS技术，项目组可以对城市土地

利用类型进行分类，通过精确的空间分析，可以将土地利用

效率提高１５％以上。 此外，GIS技术在土地承载力分析中

的应用，能够帮助规划者评估不同土地类型对人们活动的承

载极限，避免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破坏。

(二)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在土地规划领域，GIS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土地资源

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通过集成多源数据，GIS技术能

够提供精确的土地利用现状分析，为规划者提供决策支持。

例如，在某城市规划项目中，项目组可以利用 GIS技术对土

地利用类型进行分类，发现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间存在不合

理分布，减少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 通过 GIS的空间分析

功能，规划者能够重新布局土地使用区域，优化交通网络，

减少污染源对居民区的影响，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某地区通过 GIS分析发现，由于过度开发，土地承载力已接

近极限，这促使相关行政机关采取措施，限制新开发项目，

投资土地恢复和保护工作。 在土地利用空间评价方面，GIS
技术通过空间分析和模型预测，为土地规划提供了科学依

据。 例如，通过 GIS的空间分析工具，相关人员可以对土

地的自然条件、经济价值和环境影响进行综合评价，确定土

地的最佳用途。

(三)促进土地规划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随着 GIS技术的创新应用，土地规划工作已经跨入数字

化与智能化的新纪元。 通过融合尖端的 GIS技术，规划人

员得以处理和分析庞大的空间数据集，作出更精确和科学的

决策。 以土地利用动态监测为例，GIS技术能够实时监控

土地使用状况的变化，比对历史数据与卫星遥感图像，精确

识别非法建筑或土地滥用行为，提醒规划人员及时采取相应

措施。 在土地承载力分析领域，GIS技术可以结合多元数

据源，如土壤类型、地形、气候条件等，运用空间分析模

型，评估特定区域的土地承载极限。 GIS的空间分析功能

能够多维度评价土地资源，包括生态敏感性、经济价值和开

发潜力等。 例如，某城市利用 GIS技术对不同区域的土地

资源进行了综合评价，发现某些区域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

因此，将其规划为自然保护区，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 同

时，GIS技术还能够通过模拟不同规划方案的潜在结果，辅

助决策者选择最优的土地利用策略。 通过构建智能化的决

策支持系统，GIS能够整合各类规划模型和专家知识，为决

策者提供直观的决策支持。

GIS技术在土地规划中的应用

(一)土地利用动态监测

在土地规划中，GIS技术可以通过土地利用动态监测，

为规划者提供实时、精确的数据支撑。 例如，将遥感技术

与 GIS平台有机结合，可以实现对特定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

持续跟踪，及时发现土地利用的不合理现象。 某城市通过

对比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２０年的卫星影像资料，揭示了该城市在过

去十年 间，工 业 用 地 增 长 了 ３０％， 耕 地 面 积 则 缩 减 了

２０％。 这一变化趋势若不加以有效控制，将对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带来挑战。 GIS技术在此过程中不仅提供了变化的

可视化展示，还通过空间分析模型，如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

模型，助力了规划者评估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合理性，制定

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土地规划方案。

(二)土地承载力分析

土地承载力特指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背景

下，土地资源能够持续承载的最大人口规模和经济活动力

度。 借助 GIS技术，能够实现多源数据的集成，包括土壤

类型、地形地貌、气候状况、植被覆盖等要素，构建出精确

的土地承载力模型。 某地区使用 GIS技术进行深入分析，

揭示了该地区土地承载力为１０００人/平方公里，而当前人口

密度已达到９５０人/平方公里，说明该地区已濒临承载力的

极限，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优化土地使用、控制人口

增长。 GIS技术在土地承载力分析领域的应用，不仅体现

在数据集成和模型构建方面，还涵盖了对土地使用变化的实

时监测。 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时期的土地使用数据，可以对

土地承载力的动态变化趋势进行评估。 在某城市扩张的案

例中，GIS技术揭示了其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承载力下降的

趋势。 由于过度开发，该城市的绿地面积缩减、生态环境

质量下降，原本可承载１０万人的区域，承载力降低至仅能

支撑８万人。 此外，GIS技术在土地承载力分析领域的应

用，还显著体现在对土地使用决策的科学支持上。 通过

GIS平台，规划者能够模拟不同土地使用方案对承载力的影

响，做出更加合理和科学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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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利用空间评价

在土地规划领域，GIS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土地利用

空间评价的精确性和效率。 借助 GIS技术，规划人员能够

对土地资源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涵盖土地覆盖类型、土地适

宜性评价以及土地利用强度等多个维度。 某城市借助 GIS
技术对城市土地进行了空间评价，揭示了特定区域土地利用

效率的不足。 GIS技术为城市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促使

规划人员重新审视该区域的土地利用规划，优化土地资源配

置。 此外，GIS技术在土地利用空间评价中能够整合多源

数据，包括遥感影像、地形图、社会经济数据等，通过空间

分析模型，如多标准评价(MCE)模型，对土地进行综合评

价。 在某农业规划项目中，通过GIS技术与 MCE模型的结

合，规划人员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进行了评价，确定了最适

宜种植某种作物的区域。 GIS技术在土地利用空间评价中

的应用，不仅提高了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也为土地规划

的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通过 GIS技术，规划人员能够更

深入地理解土地资源的现状和潜力，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规

划决策。

(四)土地利用决策支持

通过集成多源数据，GIS构建了土地利用数据库，为决

策者提供了实时、准确的土地利用信息。 在城市规划项目

中，GIS技术被运用于分析城市扩张对周边农业用地的影

响。 通过对比不同时间点的土地利用图层，GIS可以揭示

城市边缘地带的快速变化。 借助 GIS的空间分析功能，规

划者能够模拟不同土地利用方案的潜在影响，从而选择对环

境影响最小、经济效益最大的方案。 此外，GIS技术还能

够整合复杂的地理信息和统计数据，通过建立空间决策支持

系统(SDSS)，辅助决策者进行更加科学的决策。 例如，通

过 GIS的多标准评估模型，规划人员可以对土地开发的优先

级进行排序，确保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 在实际应用中，

GIS技术通过提供精确的空间分析和预测模型，能够帮助决

策者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如碳储存、

洪水调节等。

(五)数据库建立与管理

土地规划数据库不仅存储了大量关于土地利用、地形地

貌、土壤类型、植被覆盖等空间信息，还整合了历史数据、

规划政策和法规等非空间信息。 通过建立综合性的土地规

划数据库，GIS可以实现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实时监测和分

析，为土地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在实践中，GIS数据库的

建立通常涉及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和更新等环节，确保

数据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是数据库管理的核心任务。 此外，

GIS数据库的高效管理还依赖先进的数据模型和分析工具，

如空间数据引擎(SDE)和地理空间分析模型。 它们能够处

理复杂的地理空间数据，为土地规划的决策提供支持。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土地规划项目中，通过应用 GIS技术，规

划者能精确分析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

配置。 此外，GIS技术在土地承载力分析中的应用，能够

使规划者根据土壤类型、地形、气候等多维度数据，评估土

地的可持续承载能力，确保土地资源的长期稳定利用。 GIS
技术不仅推动了土地规划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更为城市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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