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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域内土地动态变化及与农民收入的关系研究———以湖北省宜都市红花套镇为例

李飞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武汉 430070）

摘要： 

利用差分GPS在乡镇内采集324个土样，通过对土壤养分特性的分析，结合研究区土地利用的动态变化，与人均收

入之间建立回归方程，为当地种养殖业发展提供决策服务，具有较好的实用性和创新性。 研究区土壤养分指标

中，碱解氮的变异系数最小为25.6%；土壤有效磷的变异系数最大，变异值达到了95.9%；而土壤速效钾的变异系

数79.0%居中；经正态分布检验，研究区土壤养分的空间相关性减弱，朝均一化发展，这说明了红花套镇土地养分

变化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当地的土壤适合并已形成大面积的发展种养殖业，传统的稻、麦、棉种植数量和产量都

与红花套镇的人平纯收负相关，对当地人平纯收贡献最大的是柑桔总产，相关系数分别为0.822、0.966，土地利

用效率最大的是水产品养殖，相关系数分别为-0.760、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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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BASED LAND AREA OF THE TOWN OF DYNAMIC CHANGE AND MA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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