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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民族旅游型乡村聚落格局演变研究

——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徐倩a,,李阳兵a，黄娟a

（贵州师范大学a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国际旅游文化学院，贵阳550001）

摘要：基于贵州省典型村寨的空间属性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运用计量地理学和GIS方法，分析不同时段乡 

村聚落格局演变特征，剖析山区民族旅游乡村聚落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格局 

演变经历了缓慢起步、加速扩张及扩张回落3个阶段；空间上呈现较为显著的山地向平地转移、沿河、沿路及飞地扩 

张模式；2）旅游用地扩张迅速，多来源于耕地、林地和原有宅基地，聚落用地容积率逐步提高，斑块形状日趋复杂、趋 

于密集、破碎化和不均衡发展.3）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变是区域自然因素与外部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农民人均纯收人、第三产业产值变化、旅游业发展等经济因素对聚落格局演变的强度、方向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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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与发展，旅游型村落成为传统乡村聚落演变的重要方向传统乡村聚落受旅游活动影响后，其非农 

空间的扩张势必与传统农业生活、生产空间形成日益突出的矛盾，如何在有限的乡村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乡村转型发 

展的一大关键问题飞-3].因此，如何利用旅游型村落的资源条件、把握其发展方向、优化聚落格局，已成为乡村旅游资源富集的 

西部民族山区乡村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山区民族旅游村寨聚落既体现了聚落研究一般性特点，也反映出特定地域的人地 

关系作用过程.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一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发展关注多[-5]，西部山区较少；而在西部大开发、脱贫 

攻坚、东部产业转移等区域均衡政策的作用下，西部城镇化加速发展，山区民族村寨等乡村地区聚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二是 

研究尺度多为宏观区域的乡村发展类型、地域功能、乡村性评价等研究,微观尺度关注不够，且多从民族学、社会学等视角 

开展研究°〕，部分学者研究了山区村落演变但针对山区民族旅游乡村聚落演变研究较为少见.

当前，民族村寨旅游已成为贵州旅游业的重要形式.在此背景下，传统村落正经历着空间转型与重构的过程，这为山区民 

族旅游乡村聚落格局演变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本文以贵州省西江千户苗寨为案例，在于该区域受旅游影响大，聚落格局时 

空变化有较强典型性，剖析其聚落格局演变特征，把握其演变规律，旨在为山区民族旅游型乡村聚落开发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提供决策参考.

1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西江千户苗寨（图1）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东北部（106°14E,2649'N）,是世界上最大的苗族村寨，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气候宜人，年平均气温14匸〜18 ^.20世纪90年代之前，西江千户苗寨以农业为主.近年来，凭借其 

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与逐步成型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西江模式”1],使其旅游业迅速发展.

1.旅游型聚落用地类型划分

目前针对旅游型乡村聚落用地存在分类体系不够完善，分类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本研究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M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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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1010-2017）和《村镇规划标准MGB50188-2007）,参考前人关于旅游型乡村聚落用地划分的研究°2〕，在调研基础上，结合 

西江千户苗寨的实际，形成了西江千户苗寨聚落用地分类体系（表1）.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三级地类
说明含义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01 耕地 / / / / 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02 园地 / / / / 种植果树、茶树以及育苗等的园地

03 林地 / / / / 生长乔木、灌木、竹林等林木的土地

04 草地 / / / / 生长草本植物的土地

05 商服用地 051 批发零售用地 0511 旅游购物用地
包括小型商店、超市、菜场、蜡染铺、银饰铺、特色购物 

街等

052 住宿餐饮用地 0521 旅游住宿用地 包括酒店、旅馆、客栈及附属用地

0522 旅游餐饮用地 包括农家乐、小吃店等

053 其他商服用地 0531 旅游娱乐用地 包括广场、游乐中心、KTV等

06 住宅用地 062 农村宅基用地 0621 普通住宅用地 用于生活居住

0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 / / /
包括科教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停车场、旅游服务中 

心、博物馆等

08 交通运输用地 / / / / 乡村硬化道路、街巷用地及交通设施等用地

09 水域 / / / / 河流水面、内陆滩涂

10 其他用地 / / / / 空闲地、裸地

1.3数据来源与处理

空间信息数据来源于研究区1984年.1997年.2005年.2013年.2018年Google earth影像数据（其中1984年和1997年的 

空间分辨率为8.5 m,剩余3个研究时段的空间分辨率为0.5 m）.采用Erdas imagine 9.0遥感处理软件对影像进行几何校正, 

在此基础上根据各期数据进行配准，配准误差控制在0.5个像元内，利用Acgisl0.2软件，进行目视解译，结合参与式农村评 

估方法（PRA）进行实地调查，得到研究区1984至2018年5个时段的聚落用地矢量数据.

1.4研究方法

旅游型乡村聚落格局演变特征表征指标有：（1）用地规模特征.用聚落空间增长指数、用地转移动态度、重要度指数体现. 

（2）景观格局特征.选取斑块数量（NP）、斑块密度（PD）、形状指数（LSI）、多样性指数（SHID）和均匀度指数（SHEI）来量化旅游 

型乡村聚落景观结构组成.

（1）聚落空间增长指数.乡村聚落的空间扩展包括横向的平面扩张和纵向的建筑空间增长工〕.横向平面扩张：以扩张强度 

指数表征聚落空间的平面扩展，刻画研究单元内聚落用地变化程度，指数值越高，扩张越快，反之，则越慢.计算公式为：K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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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n-um)/T(n-m))/s-}x 100%，其中:k为空间单元z的年均扩张强度指数;un和um分别为空间单元z不同时点的聚 

落用地面积T(n-m)为两时点间的时长；S,为研究单元面积.纵向建筑空间增长：以土地利用强度来表征研究区的纵向建筑空 

间增长的变化情况.容积率(F)表示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容积率愈大，表示研究区建设开发强度愈高，土地利用率也越高；反 

之，则越低.计算公式为:F = K/H,式中R为总建筑面积H为用地面积.

(2)聚落用地转移矩阵.采用ArcGIS的空间处理功能，建立不同时段的聚落用地类型转移矩阵

P 11 P 12

P 21 P 22
P =

_P n1 P n2

P2n

Pnn

式中:P为面积,为乡村聚落用地类型数量.

()重要度指数.用重要度指数定量描述乡村聚落用地型变化的重要程度，是判定聚落规模变化的重要表征计算公式

D.
为：B = n z X100%,其中:B为重要度指数D 指z类聚落用地变化量;n为聚落用地变化类型. 
r

(4)景观格局指数中各参数的意义及其详细说明可参阅文献及Fagsats用户指南[4].

2结果与分析

2.1聚落格局演变特征 

2.1.1聚落用地规模变化

1984至2018年，西江千户苗寨聚落面 

积从 123 719.23 m2 增加到 524 919.57 m2 ,年 

均增加11 800.01 n?,年均扩张强度指数0.51, 

年际变化较大.其中，1984至1997年.1997 

至2005年这两个时段内，聚落用地增长相对 

缓慢、扩张指数较低，分别为0.17和0.02； 

2013年,西江千户苗寨聚落面积扩展数量最 

多、强度最大，扩展面积为247 685.81 m?,扩 

展强度指数达1.34,扩展贡献率达55.81%. 

2013至2018年次之，扩展面积99 696.45 m2 , 

扩展强度指数为0.87,扩展贡献率为 

36.25%.从时间变化看，平面扩展的过程基 

本集中在2005年后的两个阶段(图2、表2).

L1984, 1997) L1997, 2008) L2005, 2013) L2013, 2018J

图2 1984-2018年西江千户苗寨聚落用地扩展速度和强度

Expansion velocity and intensity of land use in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from 1984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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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上，西江千户苗寨受地形(山地多、平地少)所 表2 1984-2018年西江千户苗寨聚落用地扩展变化

限，原聚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多个核心集中于河谷 

两侧的山坡上，之后逐渐呈填充式生长于每一个核心聚 

落的周边，血缘关系界线被打破，形成规模更大的团状聚 

落，后受旅游业开发的影响，沿公路、河边两侧呈带状模 

式生长.2013年，西江千户苗寨为了整个村寨的旅游发 

展，将游客接待中心移至村落北边和西边，形成大团状+ 

带状+飞地扩张模式(图3).

2.1 .2 聚落用地利用强度变化

1984 至 2018 年 ， 西 江 千 户 苗 寨 建 筑 面 积 从 

330 007.842 m2 增加 1 222 467.15 m2,增长了 3.7 倍，年均

Tab.2 Expansion of settlement land of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from 1984 to 2018

年份 扩展面积/m2 扩展贡献率/%

[984,1997) 50 699.52 0.17

[997,2005) 3 118.56 0.02

[2005,2013) 247 685.81 1.34

[013,2018] 99696.45 0.87

[984,2018] 401200.34 100.00

增26 248.80 m2,容积率从0.14增长到0.53(图4).其中，2005至2013年是建筑面积增加数量最多的时期，增加面积 

460 898.37 m2，增加贡献率达51.64%,增速达57 612.30 m2/a(表3).其次是2013至2018年，增加面积316 223.40 m2，增加贡 

献率为35.43%,两者增量达到了总增加面积的87.07%,即在2005年以来西江千户苗寨立体扩展的格局形成.1984至1997 

年.1997至2005年两个时段内，二层、三层建筑分布于穿寨而过的白水河东北侧的河谷坡地上，呈团状集中分布;2005年以后, 

沿西江苗寨东侧和东南侧三层以上建筑增加显著，甚至多达四层、五层等，并呈现白水河和村内主要道路趋向的分布特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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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84-2018年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用地类型时空变化

Fig. 3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of land types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from 1984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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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聚落用地类型转移

从西江苗寨乡村聚落用地类型的变化方向看，研究期内耕地、林地以及普通住宅用地为主要转出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旅游住宿用地、旅游餐饮用地、旅游购物用地等商服用地类型为主要转入用地.

1984至1997年，西江千户苗寨开始出现和旅游活动相关的商服用地类型，但仍以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普通住宅用 

地为主，两者的重要度指数（B）分别为39.29%和29.38%,均由耕地和林地转化而来.1997至2005年，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 

用地类型向旅游住宿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旅游餐饮用地转移.其中，旅游住宿用地重要度指数（B）为58.99%,主 

要由普通住宅用地“内化”而来，转化面积为1 601.46 m2，另外一个来源是耕地，转化面积为651.70 m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用地和旅游餐饮用地重要度指数（B）分别为45.10%和24.97%,主要也是由普通住宅用地“内化”而来，转化面积为584.79 m2

和1 057.43 m2.2005至2013年，旅游住宿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仍是转入的主要类型，重要度指数（B）分别为

30.92%和29.77%.旅游住用地主要由普通住宅用地、耕地和林地转化而来，转化面积分别是22 554.97 m2、18 950.05 m2、 

15 159.46 m2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主要由耕地和林地转化而来，转化面积为30 665.69 m2和26 726.32 m2.2013至2018 

年，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各类用地（已征未建地除外）均呈现逐步上升态势，其中，旅游住宿用地面积急剧上升，重要度指数 

（B）高达68.99%，主要由林地、耕地和普通住宅用地转换而来，转换面积为29 515.41 m2、16 066.88 m2和15 131.63 m2 （图6、 

表4）.总之，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用地类型在研究时段内日渐多元化，除耕地、林地转化为旅游商服用地外，大量的承载村 

民居住生活功能的普通住宅用地也“内化”为旅游商服用地；乡村单一的村民居住型用地比例降低，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 

服务等非居住用地比例上升.

表3 1984-2018年西江千户苗寨建筑面积的变化

Tab.3 Construction area changes of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from 1984 to 2018

时期 增加面积/m2 增加贡献率/%

[1984,997) 96 286.26 10.79

[1997,005) 19 041.28 2.0

[2005,013) 460 898.37 51.4

[2013,2018] 316 233.40 35.43

[1984,2018] 892 459.3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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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1984-2018年西江千户苗寨土地利用强度时空变化

_1984, 2018]

图6 1984-2018年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用地类型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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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Convers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type of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from 1984 to 2018

2.1.4聚落景观格局变化特征

聚落景观指数能够表征景观与格局过程间的紧密联系，反映聚落景观格局的差异及变化.如表5所示，1984至2018年，西 

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斑块数量（NP）从99个增至653个，斑块密度（PD）从15.519 6增至133.034 0 ,表明研究期内西江千户苗 

寨乡村聚落用地较密集，存在破碎化的趋势.乡村聚落形状指数（LSI）在不断上升，表明研究区乡村聚落的斑块周长、面积之间 

的关系在研究时段内逐渐复杂化，斑块的形状变得更加不规则.乡村聚落景观多样性指数（SHDI）和均匀度指数（SHEI）在 

1984至1997年.1997至2005年.2005至2013年这3个时段内均呈上升趋势，前者从0.795 3升至1.982 1,后者从0.408 7升 

至0.826 6.说明这3个时段内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景观类型组成成分多样化且空间呈现一定的均匀分布；013至2018年, 

研究区景观多样性指数（SHDI）和均匀度指数（SHEI）略为下降，分别为1.967 8和0.820 6 ,表明其乡村聚落景观类型组成成 

分多样性和景观异质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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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1984-2018年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用地变化类型的重要度(％)

Tab.4 The important degree of land use change in different phases of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from 1984 to 2018

重要度指数（B） [1984,997) [1997,2005) [2005,2013) [2013,2018]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32.29 45.10 29.77 17.58

普通住宅用地 29.38 -34.85 -9.65 5.60

旅游餐饮用地 6.64 24.97 9.09 4.99

旅游住宿用地 14.74 58.99 30.92 68.99

旅游娱乐用地 1.98 0.00 1.68 7.08

旅游购物用地 8.67 8.38 4.96 4.67

旅游餐饮与住宿用地 2.93 -2.17 3.41 11.36

旅游购物与住宿用地 0.00 4.00 3.52 0.88

旅游购物与餐饮用地 0.00 0.00 1.87 -0.03

已征未建地 3.37 -4.43 24.42 -21.13

表5 1984-2018年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景观格局指数

Tab.5 Landscape pattern index of rural settlements of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from 1984 to 2018

年份 斑块数量NP（个） 斑块密度PD 聚落形状指数LSI 聚落景观多样性指数SHDI 聚落景观均匀度指数SHEI

1984 年 99 15.5196 1.1539 0.7953 0.4087

1997 年 172 26.9633 1.3367 1.1674 0.5614

2005 年 197 30.8823 1.3827 1.2453 0.5708

2013 年 580 90.9226 2.7313 1.9821 0.8266

2018 年 653 133.0340 3.5231 1.9678 0.8206

2.聚落格局的演变因素

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格局演变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综合影响.在2005年以前，受自然条件因素的影响较大，聚落 

多利用坡地；2005年后，以旅游经济活动为主的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变受到自然因素的作用逐渐变小，人文因素 

更多地推动着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变.

2.. 1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是乡村聚落发展的基底，对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用地布局、扩展方向、功能转化等均有重要影响.在西江千户苗寨 

内，平地稀少，沿河的地方都是耕地，村民的住房则顺着河谷两侧的山坡向上依山而建.根本原因是聚落格局符合当地村民的 

利益，最好的地方留给庄稼，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建住房•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当地的旅游业开发，沿河的农田有已改造成为滨 

水景观大道或民族文化表演的场地以及商服用地.因此，原本承载村民居住生活的用地类型也大量的内部转化为和旅游相关 

的用地类型.

2.. 政策调控力

政策因素是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政府政策指导和调控影响在未来一定时期的乡村聚落 

整体发展方向.宏观层面的大政方针把控乡村聚落在区域中的发展，中观层面的乡村规划和政策落实乡村聚落格局演变的具 

体方向，微观层面的突出事件助推乡村聚落发展.西江千户苗寨在宏观-中观-微观政策的层层引导和驱动下，聚落格局发生快 

速演变，具体见表6.
2 .2 .3 经 济 驱 动 力

在研究时段内，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格局演变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明显•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针对西江千户苗寨 

的聚落格局演变特征，选取影响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格局演变的10个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该方法计算出各成分的 

贡献率（表7）和各个因子的贡献率（表8）,通常当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85%时，就有很好的代表性［5-11由表7可知，前3 

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92.18%,大于85%的累计贡献阈值，所以第1、第2、第3主成分完全可代表全部成分进行分析.由表 

8可知，第1主成分在农民人均收入、三产产值比重、旅游从业人员比重、游客数量和旅游综合收入5项指标上具有很大的载 

荷，贡献率为82.09%；第2主成分在总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水稻生产总产值3项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贡献率为817%； 

第3主成分在耕地面积和新增公路面积两项指标上具有较大载荷，贡献率为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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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演变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面的政策及影响

Tab.6 The macro, medium and micro policies and their influence of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政策 核心内容 影响

a.宏观层面 ——区域政策激励和带动

1982年贵州省乡村旅游试点实施

1987年列入民族风情旅游点

西江千户苗寨被列为首批旅游扶贫试

点的民族村寨、民族风情旅游点
旅游住宿用地初现

2007年.西江千户苗寨被建设部授予“中国著名作家余秋雨作了 “用美丽回答一 扩大了西江的知名度•加速区域内空间规模拓

历史文化名镇”

b中观层面一一乡村旅游规划引导与控制 

编制了 1984年.2006年乡村旅游规划规划, 

并于2008年.2014年两次进行修订

产业转型升级

切”的考察手记

发展方向

用地结构

退一进三

由“普通住宅用地扩展较快”到“以居住、旅游

用地扩展为主”

由“沿白水河东北侧发展”到“沿白水河两岸发展” 

第一产业用地逐渐减少，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促进乡村聚落格局演变

交通网络牵引 2015年.凯雷高速公路的修建
构筑了西江千户苗寨和外界的快捷通道，方便 

游客的自由出入

c.微观层面——突出事件加速和助推

2008年贵州省旅游发展大会的召开
贵州省第三届旅游发展大会在西江千 

户苗寨召开

修建并完善基础设施、酒店民宿、饭店和商品 

文化街，吏西江迅速从传统民族村寨向综合性 

文化旅游景区转变

2009年贵州省西江旅游公司的成立 西江千户苗寨旅游走上全面市场化道路 推动旅游用地快速扩张•完善乡村聚落格局

表7特征值及各主成分贡献率

Tab.7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and contribution rate of each principle component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1 7.184 82.09 82.09

2 0.732 8.17 90.26

3 0.163 1.92 92.18

10 0.001 0.00 100.00

表8各主成分荷载矩阵

Tab.8 The load matrix of each principle components

因子成分
三产产值

比重
耕地面积

农民人均

纯收入

旅游从业 

人员比重
游客数量

新增公路

面积

人口自然

增长率

旅游综合 

收入

水稻生产

总产值
总人口

第1 主成分 0.938 — 0.366 0.947 0.743 0.866 —0.585 0.204 0.626 0.260 0.317

第2 主成分 0.371 — 0.405 0.264 0.292 0.248 —0.431 0.692 0.274 0.533 0.814

第3 主成分 0.193 —0.614 0.291 0.233 0.255 —0.434 0.173 0.268 0.407 0.119

乡村聚落格局的改变是源于农民为追求经济效益的结果.2005年前，西江千户苗寨大部分社区居民的收入仅有农业收入 

和劳务输出两个项目，收入来源单一且不稳定，近年来，西江千户苗寨农民在旅游产业链的带动下，人均纯收入实现了迅速增 

长，从2005年的1 431元增加至2018年的28 700元.实有房屋建筑面积也从1982年的330 007.842 m2增加至2018年的 

1 222 467.15 m2,推动了以旅游服务功能为主的用地扩张与置换.

旅游从业人员和游客数量以及旅游总收入的递增也成为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格局演变的重要因子.截止至2017年底, 

在西江1 300多户中，99%的家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旅游的开发，2000年以前，西江千户苗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发展方式, 

旅游业未形成规模.自2000年以来在旅游市场需求拉动下，村民通过不断扩大接待能力、服务能力的方式向旅游市场进行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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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以期获得最大经济收益•因此，和旅游服务相关的用地类型和规模急剧上升.

2.2.4社区主体变化

随着西江千户苗寨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社区村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农民就业由农业生产为主转向和旅游经营相关 

为主.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部分村民在本地经营农家乐、旅馆、商铺等，或在苗寨内务工.与此同时，外来群体和资本以旅游投 

资、农家乐经营、旅游观光体验等目的进入西江千户苗寨.西江千户苗寨的主体变化表现为：早期主要以经营农业生产为主,目 

前主要由经营旅游业的本地和外地人、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游客等群体组成.在此过程中，西江千户苗寨建聚落用地急速扩 

张，以居住为主的生活功能、传统农业为主的生产功能弱化，以旅游活动服务的生产-生活复合功能加强.

3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以贵州省西江千户苗寨为研究区，运用村寨聚落1984年. 1 997年.2005年.2013年和2018年共5个时段的空间属 

性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定量分析了不同时段村寨聚落格局演变的阶段特征，进一步分析山区民族旅游型乡村聚落演变的影 

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 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特征表现为：乡村聚落格局演变经历了缓慢起步、加速扩张及扩张回落三个 

阶段；空间上呈现较为显著的山地向平地转移、沿河、沿路及飞地扩张模式；

(2) 旅游用地扩张迅速，多来源于耕地、林地和原有宅基地，容积率逐步提高；空间形态特征上，斑块形状日趋复杂；景观格 

局特征形态方面：聚落用地越来越密集，但存在破碎化的趋势，同时呈现先多样化和均衡化，后不均衡发展的走向；

(3) 西江千户苗寨乡村聚落格局演变是区域自然因素与外部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区域自然因素是乡村聚落格局演 

变的基本支撑条件；相关政策的实施、农民人均收入、第三产业产值变化、旅游业发展等对聚落格局演变的强度、方向起主导 

作用・

3. 讨论

山区民族旅游型乡村聚落格局演变可以反映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进过程，是在山区地域系统背景下，旅游地域系统与乡 

村地域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旅游业态介入后，乡村聚落规模扩张强度、演变速度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空间均衡发展的质 

量得到很好的提升，区域人地系统朝着和谐方向发展.中国乡村类型丰富，乡村聚落演变过程各异，在此过程中，应根据山区聚 

落的自然条件、区位优势、地域特征、资源禀赋等因素，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异化和针对性的调控政策•在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 

选择贵州省山区民族村寨乡村聚落一西江千户苗寨为研究案例，对其聚落格局演变进行长时段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 

山区旅游型乡村聚落发展的一般规律.旦是，我们仍应注意到不同地域的旅游型乡村聚落在发展背景、核心动力和演变模式上 

均有较大差异，为全面反映贵州省在乡村旅游影响下不同类型聚落格局时空演变情况，今后应完善各类旅游型乡村聚落的研 

究尺度，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丰富旅游型乡村聚落格局演变的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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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settlement pattern of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in mountainous areas
------ A case study of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Guizhou province

Xu Qi£tnab,Li Yangbing", Huerng J uan;1

(a.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b.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Culture,

Guizhou Normi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patial attribute and socio-economic data of typical villages in guizhou provinc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 settlement pattern in different periods by using quantitative geography and G1S methods,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illage settlement evolution of ethnic tourism in mountainous areas.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s ：( 1 ) There were three stages on the land use pattern evaluation , including slow start, accelerated expansion and expansion 

decline.n terms of space,there is a significant pattern of the transfer from mountain to flat land,along river,along road and the 

expansion of enclaves in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2) Tourism land is transformed from arable land, woodland and original 

homestead.Theplotratioofsetlementlandisgradualyincreasing,andtheshapeofpatchesisbecomingincreasinglycomplex, 
dense»fragmented and unbalanced..3)The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 in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is the result of 

hecombinationofregionalnaturalfactorsandexternaldrivingfactors,economicfactorssuchasthepercapitanetincomeof 

armers,thechangeofoutputvalueoftertiaryindustryandthedevelopmentoftourism playaleadingroleintheintensityand 

directionoftheevolutionofsetlementpatern.

Keywords ： ethnic tourism in mountainous areas; rural settlements ; pattern ; evolution

［责任编校陈留院赵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