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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废弃地也是宝贵的土地资源，而我国废弃地资源数量大、分布广、种类多，为了使废弃地资源管理政策

制订更科学，以及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规划、设计和方案编制等更精准，避免盲目性，运用文献法、资料收

集与整理分析研究法、野外调查与测绘法等，对废弃地立地类型、废弃地环境类型、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类

型，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进行了探索和研究：确定了废弃地立地类型划分体系，包括７级类型划分标准；确

定了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类型划分体系，包括２级类型划分标准，其中第１级划分为林地、灌丛、草地、湿

地、农田、城乡建设用地、工业用地、特殊用地等８个方向，第２级包括２８个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废弃地复垦

与生态修复方向不仅与废弃地立地类型有关，而且还取决于废弃地所处的气候、生态和地质环境，在实际应

用中应全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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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弃地是指因采矿、工业和建设活动挖损、塌
陷、压占（生活垃圾和建筑废料压占）、污染及自然
灾害毁损等原因而造成的不能被直接利用或功能
退化的土地。据相关文献，截至目前，我国至少有

１　０００万ｈｍ２ 因生产建设活动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土
地尚待复垦，且每年新增废弃地超过２５万ｈｍ２［１－２］。

因此，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既是新形势下贯彻落
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基本
国策，统筹保障发展与保护耕地”的重大举措，也是
实施“资源节约优先战略、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

的重要途径，更是“加强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促进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
复，合理调整建设用地布局，促进土地资源节约、合
理和高效利用，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土地资源的综
合承载能力，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宏伟目标的基础
和重要保障。

我国废弃地数量大，种类多，分布范围广。由
于所处气候、生态、地质等环境条件不同，不同废弃
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的目标各不同，即不同复垦与生
态修复目标的标准和要求不同，所采用技术和方法
不同［３－１２］。如果千篇一律、不分类型同一对待，将很
难收到预期效果和效益。目前，尚未见关于废弃地
复垦与生态修复类型体系划分的研究成果，关于废
弃地立地类型划分研究成果的报道也较少见，且基
本上是针对矿山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立地类型
划分的研究。如李丹雄等针对太行山北段东麓采
石废弃地的地形、土壤等特征，将采石场废弃地划
分为８类立地类型［１３］；尹海魁等针对河北省涞源县
露天铁矿山废弃地的微地貌、土壤和植被等特征指
标，按照三级分类体系，将露天铁矿山废弃地划分
为１１种立地类型。上述研究成果较分散，尚未形成

较系统、完整的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分类体
系［１４］。因此，对废弃地进行复垦与生态修复分类体
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与实践意义。为此，主要
采用文献研究法、资料收集整理与分析法、野外调
查与测绘法等，通过对废弃地立地类型、废弃地环
境类型、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类型，以及它们之
间相互关系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套完整的、系统
的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类型划分体系，以便为废
弃地资源管理政策制订，以及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
复规划、设计和方案编制等提供科学依据。

１　研究思路与方法

课题采用查阅资料与文献、野外调查与测绘、

现场观测与实验、专家研讨、资料整理与分析等研
究方法，通过对废弃地立地类型和环境类型，以及
两者同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之间的内在关系进
行探索和研究，构建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类型划
分体系。研究思路如图１所示。

２　废弃地的立地类型划分体系

废弃地立地类型是指依据废弃地成因、物质组
成、地貌形态和特殊性等因素或指标而划分的废弃
地类型。通过研究，提出和构建了废弃地立地类型
的划分体系，包括７级类型划分，其中１～３级分类
属成因类型，结果如表１所示。

２．１　废弃地立地类型的一级分类
依据成因性质将废弃地划分为自然成因的废

弃地和人工成因的废弃地２个一级类型。自然成因
的废弃地，简称自然废弃地；人工成因的废弃地，简
称人工废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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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类型划分体系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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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废弃地的成因类型划分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ｌａｎｄ

类别代码Ｃｌａｓｓ　ｃｏｄｅ

一级
Ｆｉｒｓｔ
ｌｅｖｅｌ

二级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ｅｖｅｌ

三级
Ｔｈｉｒｄ
ｌｅｖｅｌ

类别名称
Ｃｌａｓｓ　ｎａｍｅ

定义与说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ＮＡ 自然废弃地 即自然成因的废弃地，主要指地质灾害所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
包括崩塌型废弃地、滑坡型废弃地、泥石流型废弃地、流水型废弃
地、地裂缝型废弃地、地面塌陷型废弃地、地面沉降型废弃地、火山
型废弃地、盐渍化型废弃地、湿地型废弃地、干旱型废弃地、冰川型
废弃地、冻害型废弃地、地球化学型废弃地、地球物理型废弃地

ＣＯＡ 崩塌型废弃地 即崩塌地质作用形成和损毁的土地，包括崩蚀型废弃地、崩积型废
弃地

ＣＯＰＡ 崩蚀型废弃地 崩塌形成的陡坡或悬崖

ＣＯＬＡ 崩积型废弃地 崩积物堆积形成或损毁的土地

ＬＳＡ 滑坡型废弃地 即滑坡地质作用形成或损毁的土地，包括滑蚀型废弃地、滑积型废
弃地、滑坡隆起型废弃地

ＬＳＰＡ 滑蚀型废弃地 主要指滑坡壁

ＬＳＬＡ 滑积型废弃地 滑坡物质堆积作用形成或损毁的土地

ＬＳＵＡ 滑坡隆起型废弃地 滑坡推动作用造成的地面隆起而损毁的土地

ＤＦＡ 泥石流型废弃地 即泥石流作用形成或损毁的土地，包括泥石流形成区型废弃地、泥
石流流通区型废弃地和泥石流堆积型废弃地

ＤＦＦＡ 泥石流形成区型废弃地 泥石流形成区因重力地质作用而损毁的土地

ＤＦＣＡ 泥石流流通区型废弃地 泥石流流通区因冲蚀、磨蚀等而损毁的土地

ＤＦＬＡ 泥石流堆积型废弃地 泥石流堆积区因堆积作用形成或损毁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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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１

类别代码Ｃｌａｓｓ　ｃｏｄｅ

一级
Ｆｉｒｓｔ
ｌｅｖｅｌ

二级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ｅｖｅｌ

三级
Ｔｈｉｒｄ
ｌｅｖｅｌ

类别名称
Ｃｌａｓｓ　ｎａｍｅ

定义与说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ＰＬＡ 流水型废弃地 即地面流水（面流、河流、洪流）地质作用形成或损毁的土地，包括
流水冲蚀型废弃地、流水冲积型废弃地、坡积型废弃地、洪积型废
弃地

ＰＬＥＡ 流水冲蚀型废弃地 地面流水冲刷作用而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

ＰＬＡＡ 流水冲积型废弃地 河流冲积作用而损毁的土地

ＰＬＳＡ 坡积型废弃地 面流堆积作用形成或损毁的土地

ＰＬＤＬ 洪积型废弃地 洪水堆积作用形成或损毁的土地

ＧＬＡ 冰川型废弃地 即冰川地质作用形成或损毁的土地，包括冰盖压占型废弃地、冰蚀
型废弃地、冰碛物堆积型废弃地、冰水物堆积型废弃地

ＧＬＣＡ 冰盖压占型废弃地 冰体覆盖而损毁的土地

ＧＬＥＡ 冰蚀型废弃地 冰川挖掘、磨蚀等机械作用而损毁的土地

ＧＬＭＡ 冰碛物堆积型废弃地 冰碛物堆积而损毁的土地

ＧＬＦＡ 冰水物堆积型废弃地 冰水堆积作用形成或损毁的土地

ＶＳＡ 火山型废弃地 即火山固体喷发物堆积作用形成或损毁的土地，包括火山灰堆积
型废弃型、火山渣堆积型废弃地、火山熔岩型废弃地

ＶＳＡＡ 火山灰堆积型废弃地 火山灰堆积作用形成或损毁的土地

ＶＳＣＡ 火山渣堆积型废弃地 火山渣堆积作用形成或损毁的土地

ＶＳＬＡ 火山熔岩型废弃地 火山熔岩覆盖而损毁的土地

ＣＫＡ 地裂缝型废弃地 即地裂缝损毁的土地，包括构造地裂缝、地震地裂缝、塌陷地裂缝
和地面不均匀沉降地裂缝

ＧＣＡ 地面塌陷型废弃地 即因天然洞穴塌陷而损毁的土地，包括土洞塌陷废弃地、岩溶塌陷
废弃地

ＧＣＮＡ 土洞塌陷废弃地 因天然土洞塌陷而损毁的土地

ＧＣＫＡ 岩溶塌陷废弃地 因岩溶塌陷而损毁的土地

ＬＴＡ 地面沉降型废弃地 即因地面沉降而损毁的土地

ＳＬＡ 盐渍化型废弃地 即因盐渍化而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

ＷＬＡ 湿地型废弃地 即因湿地而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包括湖泊、沼泽和海洋作用而
损毁的土地

ＷＬＦＡ 湖水淹没型废弃地 湖水位上涨而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

ＷＬＳＡ 湖泊沉积型废弃地 湖泊堆积作用而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

ＷＬＡＡ 沼泽型废弃地 沼泽化而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

ＷＬＰＡ 海水淹没型废弃地 海水淹没作用而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

ＷＬＨＡ 海水堆积型废弃地 海水堆积作用形成或损毁的土地

ＷＬＥＡ 海蚀型废弃地 海水冲蚀、磨蚀等作用而损毁的土地

ＡＬＡ 干旱型废弃地 即因长期干旱而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

ＦＷＡ 冻害型废弃地 即因冻土作用而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

ＧＨＡ 地球化学型废弃地 即因地球化学成分超标而不能用或功能退化的土地

ＧＰＡ 地球物理型废弃地 即因地球物理异常而不能用或功能退化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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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１

类别代码Ｃｌａｓｓ　ｃｏｄｅ

一级
Ｆｉｒｓｔ
ｌｅｖｅｌ

二级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ｅｖｅｌ

三级
Ｔｈｉｒｄ
ｌｅｖｅｌ

类别名称
Ｃｌａｓｓ　ｎａｍｅ

定义与说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ＡＡ 人工废弃地 是指由人类活动（包括生产、生活和各类工程建设）而损毁或功能
退化的土地，按活动结果划分为挖损型废弃地、人工堆积型废弃
地、污染型废弃地和废弃建设型废弃地

ＥＷＡ 挖损型废弃地 即因人类开挖工程而损毁或退化的土地，包括露天开挖型废弃地、
采空区塌陷型废弃地和采空区地裂缝型废弃地

ＯＰＡＡ 露天开挖型废弃地 露天开挖而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包括露天采矿场、取土场、坑
塘、沟渠和道路开挖等

ＧＣＡＡ 采空区塌陷型废弃地 采空区塌陷而损毁的土地

ＧＭＡＡ 采空区地裂缝型废弃地 采空区地面不均匀沉降而损毁的土地

ＡＡＡ 人工堆积型废弃地 即人工堆积作用而损毁或压占的土地，包括矿山排渣场型废弃地、
矿山排土场型废弃地、尾矿堆积型废弃地、工业废弃物堆积型废弃
地、建筑废弃物堆积型废弃地、生活废弃物堆积型废弃地

ＭＷＡＡ 矿山排渣场型废弃地 采矿弃渣堆积而损毁或压占的土地

ＭＤＡＡ 矿山排土场型废弃地 采矿排土场占用的土地

ＴＧＡＡ 尾矿堆积型废弃地 尾矿堆积或压占的土地

ＩＷＡＡ 工业废弃物堆积型废弃地 工业垃圾堆积或压占的土地

ＣＷＡＡ 建筑废弃物堆积型废弃地 建筑垃圾堆积或压占的土地

ＡＷＡＡ 生活废弃物堆积型废弃地 生活垃圾堆积或压占的土地

ＰＷＡ 污染型废弃地 即因污染土和水而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包括矿山污染型废弃
地、工业污染型废弃地、农业污染型废弃地、生活污染型废弃地

ＭＷＷＡ 矿山污染型废弃地 因矿山排泄物污染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

ＩＷＷＡ 工业污染型废弃地 因工业排泄物污染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

ＡＷＷＡ 农业污染型废弃地 因农业面源污染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

ＬＷＷＡ 生活污染型废弃地 因居民生活污染损毁或功能退化的土地

ＷＴＡ 废弃建设型废弃地 即因建设废弃而闲置的场地，包括居民点、工厂、场道等废弃而闲
置的土地

ＲＷＴＡ 废弃居民点型废弃地 因居民点废弃而闲置的土地

ＩＷＴＡ 废弃工厂型废弃地 因工厂废弃而闲置的土地

ＳＷＴＡ 废弃场道型废弃地 因站场、道路等废弃而闲置的土地

２．２　废弃地立地类型的二级和三级分类
自然废弃地的二级和三级分类是指依据自然

地质作用及其作用结果而划分的自然废弃地类型。
首先，依据自然地质作用结果划分为崩塌型废弃
地、滑坡型废弃地、泥石流型废弃地、流水型废弃
地、地裂缝型废弃地、地面塌陷型废弃地、地面沉降
型废弃地、火山型废弃地、盐渍化型废弃地、湿地型
废弃地、干旱型废弃地、冰川型废弃地、冻害型废弃
地、地球化学型废弃地、地球物理型废弃地等二级
类型。然后，再依据自然地质作用方式进一步划分

三级类型，如崩塌型废弃地可划分为崩蚀型废弃地
和崩积型废弃地２个三级类型，滑坡型废弃地可进
一步划分为滑蚀型废弃地、滑积型废弃地、滑坡隆
起型废弃地３个三级类型，等等。

人工废弃地的二级和三级分类是指依据人类
活动方式及其作用结果而划分的人工废弃地类型。
首先，依据人类活动作用结果将人工废弃地划分为
挖损型废弃地、人工堆积型废弃地、污染型废弃地、
废弃建设型废弃地等４类（二级类型）。然后，再依
据人类活动方式进一步划分人工废弃地的三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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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其中，挖损型废弃地可划分为露天开挖（包括露
天采矿场、取土场、坑塘、沟渠和道路开挖等）型废
弃地、地下开挖（包括地下采矿、抽取液体、隧洞及
其他地下工程开挖）造成的采空区塌陷型废弃地、

采空区地裂缝型废弃地３个三级类型；人工堆积型
废弃地可划分为矿山排渣场型废弃地、矿山排土场
型废弃地、尾矿堆积型废弃地、工业废弃物堆积型
废弃地、建筑废弃物堆积型废弃地、生活废弃物堆
积型废弃地６个三级类型；污染型废弃地可划分为
矿山污染型废弃地、工业污染型废弃地、农业污染
型废弃地、生活污染型废弃地４个三级类型；废弃建
设型废弃地的第３级类型可按建设工程类型划分和
定名，如废弃场道型废弃地、废弃工厂型废弃地、废
弃居民点型废弃地，等等。

２．３　废弃地立地类型的四级分类
废弃地立地类型的四级分类指在废弃地第３级

分类基础上，依据废弃地的物质组成而进一步划分
的废弃地类型，也称物质组成型废弃地类型。如崩
积型废弃地可划分为岩石崩积型废弃地、土体崩积

型废弃地和岩土混合崩积型废弃地等３个四级类
型，泥石流堆积型废弃地可划分为石流堆积型废弃
地、土流堆积型废弃地、泥石混合流堆积型废弃地３
个四级类型，等等。

２．４　废弃地立地类型的五级和六级分类
废弃地立地类型的五级和六级分类指在第４级

废弃地分类基础上，依据废弃地的微地貌形态及特
征而划分的废弃地类型。首先，依据微地貌形态划
分为坡地、平地、台地、坑地、谷底地等５类，属废弃
地的第５级分类。然后，再依据地面坡度、起伏度
（或粗糙度，也称切割度）、相对高度等特征指标进
一步划分废弃地类型，即废弃地的第６级分类。

２．４．１　坡地分类　属废弃地立地类型的六级分
类。首先，依据地面坡度，可将坡地划分为反坡型
（也称悬崖型）、崖壁型、陡坡型、急坡型、缓坡型（表

２）；依据坡地的相对高度，可将坡地划分为超高坡
地、高坡地、中高坡地和低坡地等４个类型（表３）。

然后，再依据坡度和坡高组合，将坡地划分为２０个
六级废弃地类型（表４）。

表２　坡地的坡度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ｌｏｐ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ｌａｎｄ

坡度类型Ｓｌｏｐｅ　ｔｙｐｅ 地面坡度／°Ｇｒｏｕｎｄ　ｓｌｏｐｅ

反坡 ＞９０

崖壁 ９０～７５

陡坡 ７５～４５

急坡 ４５～２５

缓坡 ２５～１０

表３　坡地的高度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３　Ｈｅｉｇｈ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ｌｏｐｅｓ

坡高类型
Ｓｌｏｐ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ｔｙｐｅ

坡高／ｍ　Ｓｌｏｐｅ　ｈｅｉｇｈｔ

岩坡
Ｒｏｃｋ　ｓｌｏｐｅ

土坡
Ｓｏｉｌ　ｓｌｏｐｅ

超高坡 ≥７５ ≥３０

高坡　 ７５～４５　 ３０～２０

中高坡 ４５～１５　 ２０～１０

低坡　 ＜１５ ＜１０

表４　坡地型废弃地类型划分（六级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ｏｐ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ｓｉｘｔｈ　ｇｒａｄｅｓ）

坡度类型
Ｓｌｏｐｅ　ｔｙｐｅ

坡高类型Ｓｌｏｐ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ｔｙｐｅ

超高坡
Ｕｌｔｒａ　ｈｉｇｈ　ｓｌｏｐｅ

高坡
Ｈｉｇｈ　ｓｌｏｐｅ

中高坡
Ｍｉｄ　ｈｉｇｈ　ｓｌｏｐｅ

低坡
Ｌｏｗ　ｓｌｏｐｅ

反坡 超高反坡废弃地 高反坡废弃地 中高反坡废弃地 低反坡废弃地

崖壁 超高崖壁废弃地 高崖壁废弃地 中高崖壁废弃地 低崖壁废弃地

陡坡 超高陡坡废弃地 高陡坡废弃地 中高陡坡废弃地 低陡坡废弃地

急坡 超高急坡废弃地 高急坡废弃地 中高急坡废弃地 低急坡废弃地

缓坡 超高缓坡废弃地 高缓坡废弃地 中高缓坡废弃地 低缓坡废弃地

２．４．２　台地分类　属废弃地立地类型的六级分
类。首先，依据台面的起伏程度（或粗糙度，也称切
割度）划分为平坦、较平坦、较起伏、起伏、歹地等５
类，具体情况见表５；依据台地相对高度（即台面与
自然地面高程之差）划分为超高台地、高台地、中高

台地、低台地等４类，具体情况见表６。然后，再依
据台地相对高度和台面起伏程度组合关系划分废
弃地类型，共２０个六级废弃地类型，具体情况见
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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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台地的起伏程度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ｕｎ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起伏程度类型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ｙｐｅ

粗糙度平均高度／ｃ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粗糙度面积比／％
Ａｒｅａ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歹地　 　≥５００ 　≤１０

起伏　 ５００～１００　 １０～２５

较起伏 １００～５０　 ２５～５０

较平坦 ５０～１０　 ５０～７５

平坦　 　＜１０ 　＞７５

表６　台地的高度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６　Ｈｅｉｇｈ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高度类型
Ｈｅｉｇｈｔ　ｔｙｐｅ

台地相对高度／ｍ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超高台地 　≥５０

高台地　 ５０～１０

中高台地 １０～５

低台地　 ５～１

表７　台地型废弃地类型划分（六级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ｙｐｅ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ｓｉｘｔｈ　ｇｒａｄｅｓ）

起伏度类型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ｙｐｅ

高度类型 Ｈｅｉｇｈｔ　ｔｙｐｅ

超高台
Ｓｕｐｅｒ　ｈｉｇｈ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高台
Ｈｉｇｈ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中高台
Ｍｅｄｉｕｍ　ｈｉｇｈ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低台
Ｌｏｗ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歹地　 歹地型超高台废弃地 歹地型高台废弃地 歹地型中高台废弃地 歹地型低台废弃地

起伏　 起伏超高台废弃地 起伏高台废弃地 起伏中高台废弃地 起伏低台废弃地

较起伏 较起伏超高台废弃地 较起伏高台废弃地 较起伏中高台废弃地 较起伏低台废弃地

较平坦 较平坦超高台废弃地 较平坦高台废弃地 较平坦中高台废弃地 较平坦低台废弃地

平坦　 平坦超高台废弃地 平坦高台废弃地 平坦中高台废弃地 平坦低台废弃地

２．４．３　坑地分类　属废弃地立地类型的六级分
类。首先依据底面起伏度（或粗糙度，切割度）划分
为平坦、较平坦、较起伏、起伏、歹地等５类，具体情
况见表５；依据坑的深度（即坑地的底面与自然地面
高程之差）划分为超深坑地、深坑地、中深坑地和浅
坑地等４类，具体情况见表８。然后，再依据坑地深
度和坑底起伏度的组合关系划分废弃地类型，共２０
个六级废弃地类型，具体情况见表９。

表８　坑地的深度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８　Ｄｅｐｔｈ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ｉｔ

深度类型
Ｄｅｐｔｈ　ｔｙｐｅ

坑深／ｍ
Ｐｉｔ　ｄｅｐｔｈ

超深坑 ≥５０

深坑　 ５０～１０

中深坑 １０～５

浅坑　 ５～１

表９　坑地型废弃地类型划分（六级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ｔ　ｔｙｐｅ　ｗａｓｔｅ　ｌａｎｄ（ｓｉｘｔｈ　ｇｒａｄｅｓ）

起伏度类型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ｙｐｅ

深度类型Ｄｅｐｔｈ　ｔｙｐｅ

超深坑
Ｅｘｔｒａ　ｄｅｅｐ　ｐｉｔ

深坑
Ｄｅｅｐ　ｐｉｔ

中深坑
Ｍｅｄｉｕｍ　ｄｅｐｔｈ　ｐｉｔ

浅坑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ｐｉｔ

歹地　 歹地型超深坑废弃地 歹地型深坑废弃地 歹地型中深坑废弃地 歹地型浅坑废弃地

起伏　 起伏超深坑废弃地 起伏深坑废弃地 起伏中深坑废弃地 起伏浅坑废弃地

较起伏 较起伏超深坑废弃地 较起伏深坑废弃地 较起伏中深坑废弃地 较起伏浅坑废弃地

较平坦 较平坦超深坑废弃地 较平坦深坑废弃地 较平坦中深坑废弃地 较平坦浅坑废弃地

平坦　 平坦超深坑废弃地 平坦深坑废弃地 平坦中深坑废弃地 平坦浅坑废弃地

２．４．４　谷底地分类　属废弃地立地类型的六级分
类。依据地面的起伏程度（可按表５确定）将谷底地
划分为歹地型谷底地、起伏型谷底地、较起伏型谷
底地、较平坦型谷底地和平坦型谷底地５种。

２．４．５　平地分类　属废弃地立地类型的六级分
类。平地是指地面高度与环境土地地面高度基本

一致（±１ｍ以内），且地面坡度小于１０°的废弃地，

包括台地型平地、谷底地型平地、坑地型平地３种。

２．５　废弃地立地类型的七级分类
废弃地立地类型的七级分类指在废弃地第６级

分类基础上，依据稳定性、沉陷性、压缩性、抗侵蚀
性、积水性等而划分的废弃地类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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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坡地七级分类，即在废弃地第６级分类基
础上，依据坡地的稳定性、抗侵蚀性而划分的废弃
地类型，包括稳定废弃坡地和不稳定废弃坡地２个
类型。

废弃台地七级分类，即在废弃地第６级分类基
础上，依据沉陷性、压缩性划分的废弃地类型，包括
稳定台地、较稳定台地、次稳定台地和不稳定台地４
个类型。

废弃坑地的七级分类，即在废弃地第６级分类
的基础上，依据积水性划分的废弃地类型，包括无
水坑地、暂时性积水坑地、浅积水坑地、较深积水坑
地、深积水坑地５个类型。

３　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类型划分体系

３．１　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类型划分的科学理论

基础
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类型或方向确定，取决

于废弃地所处的生态环境类型，受生态功能区划的
限制和制约。因此，将道萨迪亚斯（Ｃ．Ａ．Ｄｏｘｉａｄｉｓ）

的地球空间分类理论与我国地球生态系统分类理
论相结合，便形成了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类型划
分的科学理论基础［７－８］。

道萨迪亚斯依据人类活动类型与活动强度和
影响程度，将地球土地空间划分为自然、农耕、人类
生活和工业４个基本区域和１２个基本类型区（表

１０）。其次，依据土地覆被特征，可将地球生态系统
划分为林地、灌丛、草地、湿地、荒漠、农田、城乡建
设用地、工业用地８个基本类型。然后，再依据生态
系统类型和土地空间类型综合确定废弃地的生态
环境类型（表１１）。

表１０　地球土地空间的基本类型区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Ｂａｓｉｃ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一级分区（基本区域）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ｒｅａ）

二级分区（基本类型区）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ｙｐｅ）

代码
Ｃｏｄｅ

分区名称
Ｎａｍ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分区特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ｓ

自然区域 Ⅰ－１ 原始地区 真正的野生生物栖息地，除科研外，禁止任何人类活动

Ⅰ－２ 人类可进入，但不得
居留地区

野生生物栖息地，人类可步行进入，从事观察自然的活动，但机器
不得入内

Ⅰ－３ 人类进入可居留，但不
得带任何器械的地区

野生生物栖息地，人类可进入从事观察、采集食物、狩猎等活动，
人类可暂住、搭建帐篷或临时建筑物，但机器不得入内

Ⅰ－４ 允许人类久居的地区 野生生物栖息地，人类可进入从事游玩、传统农业、居住设施建设
等活动，人类可久居，但不得使用机器

Ⅰ－５ 被人 类 控 制 的 荒 野
地区

野生生物栖息地，人类可凭机器、马达、铁路等进入，可从事采樵
伐木、采矿、垦植、农耕和工程建设等活动，人类可久居，可使用
机器

农耕区域 Ⅱ－１ 传统垦殖区 传统农业和畜牧业开垦地区，除不具备灌溉条件的区段外，多为
可灌溉地区，建筑物主要用来贮存或保护动物，远离人类生活区

Ⅱ－２ 工业垦殖区 包括用现代化垦殖方法涉及的区域，自然景观全部消失，大片的
屋顶代替田园景色，水、电等动力及交通运输网络较发达

人类生活区域 Ⅲ－１ 自然人类生活区 人类可久居，可建设各种娱乐设施、宾馆和别墅，不可建设民居、
其他商业和工业房屋，建成区面积低于１０％

Ⅲ－２ 低密度人类生活区 以人类居住为主，人口密度４２０人／ｈｍ２ 左右，建筑物高度２～３
层，可夹杂少量多层建筑物，主要用于居住，其次用于手工业、研
究机构、轻工业和其他无干扰的产业

Ⅲ－３ 中等密度人类生活区 是主要的居住地，其次是商业和轻工业等用地，人口密度６７５
人／ｈｍ２左右，建筑物多为多层和高层，少数超高层

Ⅲ－４ 高密度人类生活区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等的混合功能区，居住用地占３０％～５０％，人
口密度１　８００人／ｈｍ２ 左右，建筑物多为高层和超高层

工业区域 Ⅳ 重工业和污染工业区 工业及其服务设施用地为主，居住的主要是工人，其他人可进入
观察和临时居住，与其他区应自然或人工隔离，远离生活区、垦
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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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废弃地的生态系统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１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土地基
本类型
区代码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ａｒｅａｓ

生态系统（功能区）类型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ｓ）

（１）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２）
灌丛

Ｓｈｒｕｂｌａｎｄ

（３）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４）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５）
荒漠

Ｄｅｓｅｒｔ　ｌａｎｄ

（６）
农田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７）
城乡建设用地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８）
工业用地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

Ⅰ－１ Ⅰ－１（１）：
原始森林

Ⅰ－１（２）：
原始灌丛

Ⅰ－１（３）：
原始草地

Ⅰ－１（４）：
原始湿地

Ⅰ－１（５）：
原始荒漠

Ⅰ－２ Ⅰ－２（１）：
人类可进入
的自然林地

Ⅰ－２（２）：
人类可进入
的自然灌丛

Ⅰ－２（３）：
人类可进入
的自然草地

Ⅰ－２（４）：
人类可进入
的自然湿地

Ⅰ－１（５）：
人类可进入
的自然荒漠

Ⅰ－３ Ⅰ－３（１）：
人类可暂住
的自然林地

Ⅰ－３（２）：
人类可暂住
的自然灌丛

Ⅰ－３（３）：
人类可暂住
的自然草地

Ⅰ－３（４）：
人类可暂住
的自然湿地

Ⅰ－３（５）：
人类可暂住
的自然荒漠

Ⅰ－３（７）：
自然区域的临
时居留用地

Ⅰ－４ Ⅰ－４（１）：
允许人类
久居的自
然林地

Ⅰ－４（２）：
允许人类
久居的自
然灌丛

Ⅰ－４（３）：
允许人类
久居的自
然草地

Ⅰ－４（４）：
允许人类
久居的自
然湿地

Ⅰ－４（５）：
允许人类
久居的自
然荒漠

Ⅰ－４（７）：
自然区域
的久居居
住用地

Ⅰ－５ Ⅰ－５（１）：
被人类控制
的自然林地

Ⅰ－５（２）：
被人类控制
的自然灌丛

Ⅰ－５（３）：
被人类控制
的自然草地

Ⅰ－５（４）：
被人类控制
的自然湿地

Ⅰ－５（５）：
被人类控制
的自然荒漠

Ⅰ－５（６）：
荒野地区
的农田

Ⅰ－５（７）：
自然区域的城
乡建设用地

Ⅰ－５（８）：
自然区域的
工业用地

Ⅱ－１ Ⅱ－１（１）：
传统垦殖
区的林地

Ⅱ－１（２）：
传统垦殖
区的灌丛

Ⅱ－１（３）：
传统垦殖
区的草地

Ⅱ－１（４）：
传统垦殖
区的湿地

Ⅱ－１（５）：
传统垦殖
区的荒漠

Ⅱ－１（６）：
传统垦植
区的农田

Ⅱ－１（７）：
传统垦殖区的
城乡建设用地

Ⅱ－１（８）：
传统垦殖区
的工业用地

Ⅱ－２ Ⅱ－２（１）：
工业垦殖
区的林地

Ⅱ－２（２）：
工业垦殖
区的灌丛

Ⅱ－２（３）：
工业垦殖
区的草地

Ⅱ－２（４）：
工业垦殖
区的湿地

Ⅱ－２（５）：
工业垦殖
区的荒漠

Ⅱ－２（６）：
工业垦殖
区的农田

Ⅱ－２（７）：
工业垦殖区的
城乡建设用地

Ⅱ－２（８）：
工业垦殖区
的工业用地

Ⅲ－１ Ⅲ－１（１）：
自然人类生
活区的林地

Ⅲ－１（２）：
自然人类生
活区的灌丛

Ⅲ－１（３）：
自然人类生
活区的草地

Ⅲ－１（４）：
自然人类生
活区的湿地

Ⅲ－１（５）：
自然人类生
活区的荒漠

Ⅲ－１（６）：
自然人类生
活区的农田

Ⅲ－１（７）：
乡村居住
用地

Ⅲ－１（８）：
乡村区的
工业用地

Ⅲ－２ Ⅲ－２（１）：
低密度人
类生活区
的林地

Ⅲ－２（２）：
低密度人
类生活区
的灌丛

Ⅲ－２（３）：
低密度人
类生活区
的草地

Ⅲ－２（４）：
低密度人
类生活区
的湿地

Ⅲ－２（１）：
低密度人
类生活区
的荒漠

Ⅲ－２（６）：
低密度人
类生活区
的农田

Ⅲ－２（７）：
乡镇建
设用地

Ⅲ－２（８）：
乡镇区的
工业用地

Ⅲ－３ Ⅲ－３（１）：
中等密度
人类生活
区的林地

Ⅲ－３（２）：
中等密度
人类生活
区的灌丛

Ⅲ－３（３）：
中等密度
人类生活
区的草地

Ⅲ－３（４）：
中等密度
人类生活
区的湿地

Ⅲ－３（５）：
中等密度
人类生活
区的荒漠

Ⅲ－３（６）：
中等密度
人类生活
区的农田

Ⅲ－３（７）：
城市建设
用地

Ⅲ－３（８）：
城市区的
工业用地

Ⅲ－４ Ⅲ－４（１）：
高密度人
类生活区
的林地

Ⅲ－４（２）：
高密度人
类生活区
的灌丛

Ⅲ－４（３）：
高密度人
类生活区
的草地

Ⅲ－４（４）：
高密度人
类生活区
的湿地

Ⅲ－４（５）：
高密度人
类生活区
的荒漠

Ⅲ－４（６）：
高密度人
类生活区
的农田

Ⅲ－４（７）：
大城市区
的城乡建
设用地

Ⅲ－４（８）：
大城市区的
工业用地

Ⅳ Ⅳ－（１）：
重工业和
污染工业
区的林地

Ⅳ－（２）：
重工业和
污染工业
区的灌丛

Ⅳ－（３）：
重工业和
污染工业
区的草地

Ⅳ－（４）：
重工业和
污染工业
区的湿地

Ⅳ－（５）：
重工业和
污染工业
区的荒漠

Ⅳ－（６）：
重工业和
污染工业
区的农田

重Ⅳ－（７）：
工业和污染
工业区的城
乡建设用地

Ⅳ－（２）：
工业用地

　　注：Ⅰ－１（１）：原始森林———废弃地生态环境类型代码：废弃地生态环境类型名称。

３．２　影响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类型划分的障碍
因子分析

影响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方向的因素很多，

但概括起来，不外乎２个方面。一是指废弃地本身
条件，包括废弃地的成因类型、土壤、地形地貌、环
境地质等。首先，依据废弃地本身条件划分废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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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地类型，共分７级，如表２至表９所示。然后，

再依据废弃地类型，综合考虑废弃地所处环境条
件，最终确定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方向。二是废
弃地所处的环境条件，包括气候、生态和环境地质
等三大类条件。其中，气候环境、生态环境分别用
气候类型区和生态功能区表达（表１０和表１１）［４－５］，

它们是控制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方向的限制性
因子。

废弃地的地质环境是指与废弃地复垦、生态修
复与开发利用活动有关的地质体和地质作用的总
和，一般包括地质环境基本条件（Ａ）、环境地质问题
与地质灾害（Ｂ）和人类工程活动（Ｃ）３个子系统。

影响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方向的地质环境因素

也有很多，如表１２所示。首先，依据表１２所列地质
环境因子，采用地质环境质量指数法，计算废弃地
的地质环境质量指数。然后，再依据地质环境质量
指数，将废弃地的地质环境质量划分为好、较好、较
差、差４等，并以地质环境质量等级作为确定废弃地
复垦与生态修复方向的主要因子之一。

　　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方向取决于废弃地的
立地类型及所处的环境类型，而废弃地的类型有几
十种之多，废弃地所处的环境类型也很复杂，依据
废弃地的立地类型及所处的环境类型，可能确定出
几种或十几种复垦与生态修复方向。因此，废弃地
复垦与生态修复适宜性评价属于多属性决策问题，

也是矛盾问题，需要采用特殊的方法予以解决。

表１２　废弃地的地质环境类型划分依据与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ｌａｎｄ

子系统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子系统构成要素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描述地质环境子系统要素的指标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地质环境
基本条件

地形地貌 地貌破碎程度、沟谷割切深度、地面坡度、沟谷纵坡坡度、谷坡坡度

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发育程度、地质构造规模、地质构造组合

岩土类型与性质 岩土类型与分布、地层层面倾角与起伏、覆盖土层厚度、岩土胀缩等级、
土的湿陷性等级、地基承载力、桩端埋藏深度

水文地质条件 含水层组的复杂程度、地下水埋藏深度、地下水富水程度、地下水位升降
频率、地下水位变幅、地下水水质类型

环境地质
问题与地
质灾害

地表水作用强度 流域面积、流域相对高差、水系水域、洪水淹没深度或用地标高低于设防
洪（潮）水位情况、海水倒灌

地震作用强度与场地效应 区域稳定性、活动断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强震发生周期、饱和土液化

地质灾害危险性
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地质灾害防
治难度

水和土的环境质量 污染程度、污染修复与治理难度、水和土环境质量符合性、土壤环境容
量、地方病发病率、潜在生态危害

３．３　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类型划分体系的基本
构架

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类型是指依据废弃地
立地类型及废弃地所处的气候环境、生态环境和地
质环境等的类型区，综合确定的废弃地开发利用与
环境保护方向类型，包括２级分类，具体情况见表

１３。其中，第１级共分８类，分别为林地、灌丛、草
地、湿地、农田、城乡建设用地、工业用地、特殊用
地。第２级分类是在第１级分类的基础上，按具体
用途而进行的分类。

４　结论

研究所提出和构建的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
类型划分体系主要包括废弃地的立地类型及其气

候环境类型、生态环境类型、地质环境类型、废弃地
类型及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方向类型。主要体
现在以下５个方面：

（１）将废弃地类型划分与气候、生态和地质环
境类型划分分开考虑，认为后三者是废弃地类型划
分的环境条件，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方向不仅与
废弃地类型有关，而且还取决于废弃地所处的气
候、生态和地质环境。

（２）提出了废弃地立地类型的７级分类体系，包
括依据成因、物质组成、地貌形态和特殊性等划分
的废弃地立地类型分类。

（３）确定了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方向类型体
系，包括２级分类。第１级划分了８个方向，分别为
林地、灌丛、草地、湿地、农田、城乡建设用地、工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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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废弃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类型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１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类型代码Ｔｙｐｅ　ｃｏｄｅ

一类
ＴｙｐｅⅠ

二类
ＴｙｐｅⅡ

类型名称
Ｔｙｐｅ　ｎａｍｅ

定义与说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０１ 工业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工业生产建设使用的废弃地，包括可直接建设为工
业生产服务附属设施的场地

０１１ 工厂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工厂建设使用的废弃地，包括用于直接为工厂生产
服务的附属设施建设的土地

０１２ 采矿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采矿建设使用的废弃地，包括用于直接为采矿生产
服务的附属设施建设的土地

０１３ 工业仓储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工业仓储设施，包括用于建设原材料、废弃物、机械
设备等的堆场、站场和仓库，及其配套道路等设施使用的废弃地

０２ 城乡建设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城乡居民居住、休憩、购物、办公等设施，包括区域交
通设施与公用设施等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２１ 居住类房屋建设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住宅类房屋和直接服务于居住，包括附属道路、停车
场、庭院或者小型游园、托儿所、养老所、小商业、餐厅等直属居住区的服
务设施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２２ 非居住类房屋建设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商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及其他特殊功用的非居
住房屋类建设使用，包括直接保障非居住类房屋功能发挥的附属设施建
设使用，如环卫设施、管道运输、广播电视、通信、输电、小游园等设施建
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２３ 场道类设施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指房屋类建设区之外，可供满足城乡发展的区域交通设
施和公用设施，包括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管道运输、广播电视、通信、
输电、旅游、环卫设施等设施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２４ 公园与绿地类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指房屋类建设区之外，可供居民点生态平衡，包括公园和
防护绿地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３ 农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耕种，包括耕地、果园、养殖及其生产服务附属设施
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３１ 耕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种植农作物（含蔬菜），以及包括以种植农作物为主，
间有树木、灌草、药材等零星种植使用的废弃地

０３２ 园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种植果树、茶树、桑树、橡胶树、药材、育苗等农业经
济类植物使用的废弃地

０３３ 农业养殖场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养殖猪、牛、鸡、马等动物使用的废弃地

０３４ 农田附属设施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保障农田基本功能的附属设施，包括农田道路、沟
渠、小型泵站、场院等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４ 林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专供乔木和竹类生长使用的废弃地，不包括城乡建设、
园林、厂道等绿化用的林地

０４１ 木材林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生产木材的林地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４２ 生态林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保持生态平衡的林地建设使用的废弃地，不用于生
产木材

０５ 灌丛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生长灌丛建设使用的废弃地。灌丛是指一切以灌木
占优势所组成的植被类型，一般高度在５ｍ以下，建群种多为簇生的灌
木，具有一定的郁闭度，裸露地面不足５０％

０５１ 经济灌丛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生长经济类灌丛为主的土地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５２ 生态灌丛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保持生态平衡的灌丛土地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６ 草地 可供生长草本植物为主的土地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６１ 牧草地 可供可收割牧草的草地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６２ 荒草地 可供放牧或保持生态平衡的草地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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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ａｂｌｅ　１３

类型代码Ｔｙｐｅ　ｃｏｄｅ

一类
ＴｙｐｅⅠ

二类
ＴｙｐｅⅡ

类型名称
Ｔｙｐｅ　ｎａｍｅ

定义与说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０７ 湿地 可供常年积水或过湿的土地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７１ 水生动物养殖场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水生动物养殖，包括养鱼、虾、鸭、鹅等为主的湿地建
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７２ 水生种植场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水生植物种植及采摘为主，包括滨海红树林地建设
使用的废弃地

０７３ 综合养殖场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水生生物养殖湿地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７４ 水源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存储和提供水资源，包括河流、湖泊、坑塘及附属沟
渠、泵站等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７５ 环保用地 直接、复垦或整治后，可供用于污水贮存与净化的湿地建设使用的废
弃地

０７６ 生态景观用地 直接、复垦或整治后，可供生态景观和环境保护的用地建设使用的废
弃地

０８ 特殊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军事、涉外、宗教、监教、墓葬等使用或建设的废弃地

０８１ 军事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军事，包括军事指挥机关、库房、营房等使用的废
弃地

０８２ 涉外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使领馆，包括外国政府及国际组织驻华使领馆、办事
处等使用的废弃地

０８３ 宗教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宗教活动的庙宇、寺院、道观、教堂等宗教活动和建
设使用的废弃地

０８４ 监教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监狱、看守所、劳改场、劳教所、戒毒所等建设场地使
用的废弃地

０８５ 墓葬用地 复垦或整治后，可供陵园、墓地、殡葬场所及附属设施建设使用的废弃地

地、特殊用地等。第２级划分了２８个方向，分别为
可供工厂用地、采矿用地、工业仓储用地、居住类房
屋建设用地、非居住类房屋建设用地、场道类设施
用地、公园与绿地类用地、耕地、园地、农业养殖场
用地、农田附属设施用地、木材林地、生态林地、经
济灌丛地、生态灌丛地、牧草地、荒草地、水生动物
养殖场、水生种植场、综合养殖场、水源地、生态景
观用地、环保用地、军事用地、涉外用地、宗教用地、
监教用地、墓葬用地。

（４）将道萨迪亚斯（Ｃ．Ａ．Ｄｏｘｉａｄｉｓ）的地球空间
分类理论与我国地球生态系统分类原理相结合，提
出了废弃地生态环境类型划分的新范式。

（５）综合考虑了废弃地的农业发展和工程建设
需要，提出和构建了地质环境的２个子系统、８项要
素、４１个指标的分类分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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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的公告（２０１５年第６１号）［Ｒ／ＯＬ］．
［２０１５－１１－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ｈｂ．ｇｏｖ．ｃｎ／ｇｋｍｌ／ｈｂｂ／ｂｇｇ／

２０１５１１／ｔ２０１５１１２６－３１７７７７．ｈｔｍ．
［８］Ｃ．Ａ．Ｄｏｘｉａｄｉｓ．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Ｍ］．Ａｔｈｅｎｓ：

Ａｔｈｅ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７５：９７－９９．
［９］中国地质调查局．ＤＤ２００４－０２，区域环境地质调查总则（试行）

［Ｓ］．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８－２１．
［１０］北京市勘察设计有限公司．ＣＪＪ５７－２０１２，城乡规划工程地质勘

察规范［Ｓ］．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２－３．
［１１］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ＣＪＪ１３２－２００９，城乡用地评定标

准［Ｓ］．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６－７．
［１２］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ＧＢ５０１３７－２０１１，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

建设用地标准［Ｓ］．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４－１３．
［１３］李丹雄，赵廷宁，张艳，等．太行山北段东麓采石废弃地立地类

型划分及评价［Ｊ］．中国水土保持科学，２０１５（２）：１１２－１１７．
［１４］尹海魁，许皞，赵文廷，等．露天铁矿山典型立地类型划分与

主导因子分析［Ｊ］．金属矿山，２０１６（６）：１７３－１７９．

（编辑　潘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