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ographical Science Research 地理科学研究, 2025, 14(3), 495-504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gser 
https://doi.org/10.12677/gser.2025.143049  

文章引用: 蓝嘉玟, 杜泳, 董欣灵, 王蓉蓉, 施春华. 基于 GIS 的民族混居地区居民点空间布局特征研究[J]. 地理科学

研究, 2025, 14(3): 495-504. DOI: 10.12677/gser.2025.143049 

 
 

基于GIS的民族混居地区居民点空间布局特征

研究 
——以青街畲族乡为例 

蓝嘉玟1，杜  泳1*，董欣灵1，王蓉蓉2*，施春华1 
1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浙江 诸暨 
2浙江文投古镇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5年4月9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5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13日 

 
 

 
摘  要 

民族混居地区居民点的空间布局具有一定特征。本文基于GIS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以畲族作为研究对

象，以青街畲族乡为研究区域，对比研究区域内畲族和汉族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差异。结果显示：汉族居

民点平均海拔为213.8 m、畲族居民点平均海拔为214.4 m，并且海拔600 m以上的地区没有任何居民点

分布。69%的汉族居民点距离水源400 m内，畲族则占31%，汉族居民点选址具有明显的“亲水性”。

根据样方分析、最邻近指数分析的结果，两族群皆属于聚集的空间分布格局，但畲族居民点的分布较汉

族更为聚集；标准差椭圆的分析显示畲族居民点的椭圆面积为4.02 km2，显著小于汉族的9.75 km2；核

密度分析显示畲族集聚地区居民点密度为2.58个∙km−2，汉族集聚地区的居民点密度为2.9个∙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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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ial settlements in ethnic mixed regions exhibits distinct charac-
teristics. Based on GIS and spatial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patial dis-
tribu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She and Han ethnic settlements in Qingjie She nationality Township, 
with the She ethnic group as the research focus. Results show that the average elevation of Han set-
tlements is 213.8 m, while that of She settlements is 214.4 m, with no residential distribution ob-
served above 600 m elevation. Notably, 69% of Han settlements are located within 400 m of water 
sources, compared to only 31% of She settlements, indicating a pronounced hydrophilic tendency 
in Han settlement selection. Quadrat analysis and nearest neighbor index analysis reveal that both 
ethnic groups exhibit clustered distribution patterns, though She settlements demonstrate higher 
aggregation intensity than Han settlements. The analysis of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shows that 
the She settlements’ elliptical area is 4.02 km²,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e Han’s 9.75 km².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indicates settlement densities of 2.58 per km² in She-concentrated areas versus 
2.9 per km² in Han-concentrat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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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居民点的形成、发展及空间分布格局受区域地理环境影响，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居民点空间分布格局

也各有特点。在千年的族群互动史中，少数民族与汉族形成了“大散居、小聚居”的交错分布格局，多地

交界区域普遍存在混合居住现象。数据显示，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少数民族人口生活在民族混居区。现有

研究多聚焦大尺度的民族聚居形态，以云南为例：北部高海拔区以藏族为主，间居汉、彝族；中部中海

拔区平坝广布，聚居白族、彝族、汉族；南部低海拔湿热河谷地带集中分布傣族，伴生彝、汉等民族[1]。
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城市中民族混居现象，并得出这种格局是特定历史背景与城市扩张下的产物[2] [3]。 

GIS 是研究空间实体间相互关系的有效技术手段，它为揭示事物间内在深刻规律提供了科学分析方

法[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利用 GIS 进行复杂区域的民族分布格局分析[5] [6]，以及研究自然因素

对少数民族居民点空间分布的影响[7] [8]。总体上，已有关于少数民族居民点分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尺

度上，且有关江浙地区民族混居区域的研究较少。畲族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成员，主要

聚居在中国东南部赣闽浙三省交界的山区。其中温州市平阳县青街畲族乡作为省内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

乡，以及平阳县内唯一的少数民族乡，在小尺度民族居民点分布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本文以青街畲族

乡作为研究区域，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统计技术，对比研究区域内畲族和汉族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差

异，考察地形地貌、水系分布等环境要素对民族聚落空间格局形成的深层影响。 

2. 研究区概况 

青街畲族乡为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下辖乡，地处平阳县西南部(见图 1)，地理范围在东经 120˚11'15''~
东经 120˚15'45''之间、北纬 27˚31'50''~北纬 27˚34'50''之间，东邻闹村乡，南接苍南县桥墩镇、腾垟乡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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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顺溪镇，北靠南雁镇，是南雁荡山国家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笔架山、月落山等群山环绕，形

成天然盆地，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平均海拔约 200~300 米。全乡总面积约 21.6 平方千米，2024 年总人

口约 1 万余人，其中畲族等少数民族占比 24%。该区域气候主要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和山地地形影响，年均

气温约 16~18℃，略低于平阳县平原地区，年降水量约 1600~1800 毫米，因而温暖湿润的气候和酸性土壤

适宜毛竹生长，全乡毛竹林面积达 1.2 万亩，竹海绵延起伏，形成独特的“绿色波浪”地貌景观[9]。 
 

 
Figure 1. Schematic map of the study area 
图 1. 研究区域示意图 

3. 数据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地名、水系及行政区划信息等基础地理数据，来源于国家 1:100 万基础地理信息数

据库，研究采用的 30 m 物理分辨率下的 DEM 数据则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 
(http://www.gscloud.cn/home)。使用 ArcGIS10.8 平台对数据进行处理，基于天地图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24)0650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对青街畲族乡界范围进行空间配准。居民点属性数据主要依据《平阳

县县志》和政府网站[10]。研究区域共确认 31 个居民点，其中畲族聚居点 9 个，汉族聚居点 22 个。 

3.2. 研究方法 

3.2.1. GIS 分析 
在本次研究中，主要采纳了高程分析与水源缓冲中区分析这两种 GIS 分析方法。具体操作首先借助

ArcGIS10.8 软件中的 Reclass 工具，基于分辨率为 30 米的 DEM (数字高程模型)地形数据展开工作。根据

海拔高度的分布情况，设定了 100 米、200 米、400 米和 600 米的等高线标准，以此来划分并提取出不同

地貌类型的分布区域。随后将这些地貌分布数据与居民点数据进行了叠加分析。通过这样的处理方式，

得以统计并分析出在不同地貌单元中，畬族和汉族居民点的具体分布特征[11]。 
然后运用 GIS 缓冲区创建功能，以河流为基础构建 100 米至 400 米间距的多环状影响区域(间距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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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随后将生成的河流缓冲区与居民点数据也进行叠加分析，通过点面相交展示不同距离的河流缓冲区

内的畲族和汉族居民点的分布数量。 

3.2.2. 样方分析   
样方分析(Quadrat Analysis)是点格局分析的基础，这一方法通过将一组正方形格网覆盖研究区域，统

计每个格网中的点数[12]。该方法通过方差均值比 VMR 来度量点格局的聚集或离散状态，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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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VMR > 1，则点格局为聚集状态；若 VMR < 1，则点格局为离散状态[13]。 

3.2.3. 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指数法(NNI)是将各点之间的最小距离与某种理论模式中的最近邻点之间的距离相比较，进而

得出点空间分布的某些特征[14]。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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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r 为各点平均最近邻距离， 

er 为预期平均最近距离，A 为研究区的总面积，n 为居民点数量。若 R 
= 2.1491，说明居民点呈均匀分布状态，R < 1 说明居民点呈聚集分布状态，R = 1 说明居民点呈随机分布

状态。 

3.2.4.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是描述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方法，通过构建椭圆边

界，量化地理要素方位、集中性与方向性特征[13]。其中，长半轴对应要素空间分布的最大扩散方向，短

半轴对应要素空间分布的最小扩散方向，中心坐标反映要素分布的集中性。转角 ( )θ 定义为长轴顺时针偏

离正北方向的夹角，用于解析样本点空间布局走向[13]。椭圆的覆盖范围面积与要素离散度呈负相关关

系，面积值越小表明要素向核心区域高度汇聚，反之则空间分布趋向分散[15]。 

3.2.5. 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是一种重要的小地域分析方法[16]，根据观测值获得单变量或

多变量的概率密度的平滑估计值[14]，从而直观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聚集特征。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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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 为密度函数；h 为带宽，h 越大则估计的 K 函数越平滑； ix x− 为待估计点 x 到样本点 ix 之间的

距离[17]。 

4. 结果与讨论 

4.1. 海拔分异特征 

海拔分异的特征如图 2 所示，在海拔低于 100 米的区域，汉族居民点的数量为 6 个，而畲族居民点

仅有 1 个；当海拔上升到 100 至 200 米之间时，汉族居民点的数量为 3 个，而畲族居民点的数量为 5 个；

在 200 至 400 米的海拔区间内，汉族居民点的数量为 12 个，而畲族居民点的数量为 2 个；当海拔继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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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 400 至 600 米时，汉族和畲族居民点的数量分别都为 1 个；最后，在海拔超过 600 米的区域，没有

居民点的分布。由此可知，海拔低于 100 米的平原地区为汉族居民点的分布区，100~600 米为汉族和畲

族居民点的混居分布区，畲族居民点的总数低于汉族居民点。 
 

 
Figure 2. Elevation distribution map of settlements 
图 2. 居民点海拔分异图 

 
总体来看，汉族居民点的平均海拔为 213.8 米，畲族居民点则为 214.4 米。尽管两者数值接近，但汉

族居民点的分布区域在整体上仍呈现略微偏低的特点。此外，海拔超过 600 米的区域未见任何居民点分

布，表明无论是汉族还是畲族，其农业生产与居住选址均受到地形条件的显著制约。 
畲族意指刀耕火种的民族，而据资料表明畲族先民自古就采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所耕之地

多属于缺乏水源的旱地。又因为畲族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迁徙，主要原因是原居住地的统治者严酷的军

事镇压和经济剥削，导致畲族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寻求新的居住地，且为了防御和避难，因此畲

族居民点的选择多为海拔较高的山坡山地等处，且青街畲族乡的居民点分布特点与这些原因息息相关

[18]。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和畲族在经济发展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汉族因地处平原和低山地区，便

于交通和贸易往来，因此经济发展相对较快。而畲族因地处山地和丘陵地带，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

滞后。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两个民族在居民点分布上的不同。 

4.2. 水源分异特征 

基于 GIS 空间分析技术对研究区河流缓冲区的研究显示(见图 3)，具体表现为距水源 400 m 范围内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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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居民点 9 个，所占比例为 69%汉族居民点占主导；畲族仅为 4 个，所占比例为 31%。在距离水源最近

的 100 m 范围内，汉族居民点为 4 个，所占比例为 80%；畲族居民点为 1 个，所占比例为 20%。而从 100 
m 的范围数据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汉族居民点的分布更加接近水源，而畲族居民点的分布则相对表现出

比较不依赖水源。 
 

 
Figure 3. Water source proximity distribution map of settlements 
图 3. 居民点水源分异图 

 
这可能与汉族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经济对水源的高度依赖相关，倾向于平坦且灌溉便利的区域。

而从上文也可知，畲族历史上以山地旱作为主，且青街畲族乡也是长期依赖于毛竹种植和山地经济，该

地的毛竹林面积达 1.2 万亩，因而对水源的依赖较低。 

4.3. 样方分析结果 

为深入探究研究区内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 ArcGIS10.7 软件构建了覆盖整个研究区的 1 km 
× 1 km 规则网格系统(如图 4 所示)。通过对该网格系统内各单元的数据分析，计算出了每个网格单元内

居民点数量的均值与方差，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指数 VMR。经分析可知，研究区内总计 31 个居民点的

VMR 值为 1.31，这一数值证明了居民点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聚集特征。为进一步细化研究，分别针

对汉族居民点和畲族居民点开展了样方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汉族居民点的 VMR 值为 1.56，而畲族居

民点的 VMR 值则达到了 2.72。根据前面样方分析方法的结论可以得出，汉族居民点和畲族居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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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R 值均大于 1，因此汉族和畲族的聚落都属于聚集型分布模式，但畲族居民点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要

显著高于汉族。 
 

 
Figure 4. Quadrant analysis map of settlements 
图 4. 居民点样方分析图 

4.4. 最邻近指数分析结果 

使用 ArcGIS10.8 平台中的 Spatial Statistics 工具分别对畲族和汉族居民点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汉族

居民点的最邻近比率为 1.084，小于 1.5，呈聚集分布；畲族居民点的最邻近比率为 0.815，小于 1，呈聚

集分布。同时可以得出，畲族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相较于汉族居民点空间分布更加集中。 

4.5. 标准差椭圆分析结果 

基于标准差椭圆的分析结果(如图 5)，研究区的全体居民点中心位于东经 120.221611˚、北纬

27.547679˚。畲族与汉族居民点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分异：畲族群体向西南方向偏离核心区 465.7 m，形

成独立集聚中心；而汉族居民点仅向东北方向偏移 0.19 m，其空间分布与全体居民点分布高度趋同。从

覆盖范围看，畲族居民点的椭圆面积为 4.02 km2，显著小于汉族的 9.75 km2，表明前者分布更为紧凑集

中，后者则呈现扩散态势。在方向性特征上，畲族标准差椭圆的转角θ 为 119˚，而汉族转角θ 为 76.4˚，
更接近正东–西轴向，可能与平原区水系网络走向形成空间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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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analysis map of settlements 
图 5. 居民点标准差椭圆分析图 

4.6. 核密度估计结果 

利用 Spatial Analyst 工具，基于全部居民点进行核密度分析，结果如下(见图 6(a))。研究区内全体居

民点密度的最大值为 4.26 个∙km−2，分布于研究区域内低海拔平原及河流沿岸，居民点密度较小的区域

(0~0.53 个∙km−2)分布于山地，地形陡峭、可耕地稀缺，居民点零星散布于山间或缓坡地带，可见地形和

水源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居民点的分布。 
 

 
Figure 6.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map of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图 6. 居民点分布核密度分析图 
 

畲族居民点呈现“多核联动”特征，西北山麓核心区居民点密度最高达 2.58 个∙km−2 (见图 6(b))，以

梯田耕作和山林资源利用为主。次级核心区密度为 1.17~1.72 个∙km−2，沿河流支流分布。汉族居民点沿主

干河流分布，密度峰值达 2.9 个∙km−2 (见图 6(c))，集中于平原的河岸。高密度区与水系走向相近，体现对

水资源的依赖。远离河流的丘陵地带密度骤降(0~0.35 个∙km−2)，仅零星分布小型聚落。 
青街畲族乡的居民点分布呈现“汉居河谷、畲占山麓”的经典分异格局。汉族通过集约农业占据平

原核心区，畲族则以垂直资源利用模式适应山地环境，两者通过河流支流与古道维持互动。这一空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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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既是地形约束的结果，也反映了族群生活习惯与文化传统的差异。 

5. 结论与讨论 

借助 ArcGIS10.8 平台进行居民点分布的空间格局分析，结果表明青街畲族乡的畲族与汉族居民点分

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 畲族与汉族居民点在海拔高度变化的影响下，展现出各自独特的空间分布模式。汉族居民点平均

海拔为 213.8 m、畲族居民点平均海拔为 214.4 m，总体上两族群居民点分布的平均海拔相近。高程小于

100 m 的平原地区和 200~400 m 低山地区主要分布汉族居民点，且呈现双峰分布形态；100~200 m 丘陵地

带居民点分布则以畲族为主。畲族与汉族混居地区海拔区间为 100~600 m。汉族作为中国的主要民族，其

迁徙和定居的历史悠久，且多集中在平原和低山地区，这些地区便于农业生产和人口集聚。因此，汉族

居民点在平原和低山地区的分布较为广泛。畲族则是一个相对较小的民族，其迁徙和定居历史可能更为

复杂。在历史长河中，畲族可能因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逐渐迁移到山地和丘陵地带，形成了独特的

山地聚居方式。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汉族和畲族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在海拔 100~600 m
的混居地区，两个民族的居民点可能因相互交流和融合而呈现一定的混合分布。 

(2) 汉族居民点分布具有明显的亲水性。69%的汉族居民点距离水源 400 m 内，且多沿河岸呈线性分

布；畲族仅 31%居民点处于这一范围内，且畲族居民点多散布于离岸较远区域。由于汉族的农业生产方

式以平原和低山地区的农耕为主，因此其居民点多分布在便于灌溉和耕作的地区。这种生产方式对水源

的依赖程度较高，所以汉族居民点多沿河岸分布。畲族则更多地从事山地农业，对水源的依赖程度相对

较低。因此，畲族居民点多散布于离岸较远、但适宜山地农业发展的区域。 
(3) 根据样方分析、最邻近指数分析的结果，汉族与畲族居民点皆属于聚集的空间分布格局，但两者

集聚分布存在梯度差异，畲族空间密集程度明显高于汉族。这种差异可能源于畲族特有的“大分散、小

聚居”民族分布传统与山地环境适应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4) 标准差椭圆的分析显示全体居民点的中心位于东经 120.221611˚、北纬 27.547679˚，畲族居民点

的椭圆面积为 4.02 km2，显著小于汉族的 9.75 km2。 
(5) 核密度分析显示畲族集聚地区居民点密度为 2.58 个∙km−2，有多个集聚核心区；汉族集聚地区的

居民点密度为 2.9 个∙km−2，高密度区与水系走向相近。呈现“汉居河谷、畲占山麓”的经典分异格局。 
畲族和汉族在居民点分布上的差异主要受到地形、海拔、亲水性以及空间分布格局等的影响。这些

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汉居河谷、畲占山麓”的经典分异格局。这种分异格局不仅反映了两个民族在

自然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生存策略，也体现了他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和传统。对于城市规

划、生态保护以及民族政策制定等方面，应充分考虑这种分异格局的存在和影响，以促进两个民族的和

谐共处和共同发展。 
本研究基于单一乡镇的静态空间分析，受限于样本数量，未纳入历史数据对比，难以验证“汉居河

谷、畲占山麓”模式在其他畲族聚居区的普适性及其演化动态。在今后的研究中，可选取青街畲族乡邻

近畲族乡(如文成县周山畲族乡)作为对比组，构建“同区域多案例”比较框架，验证结论是否具有区域普

适性；或者引入其他省市畲族乡的居民点数据，进行跨省数据验证，以检验结论的跨区域适用性。此外，

定量方法(如核密度分析)未结合口述史等定性数据，缺少对畲族聚集度现象背后文化、历史等动因的深层

解读。若要进一步研究，可选取 3~5 个典型畲族聚落，开展田野访谈，记录村民对选址传统的解释，与

GIS 空间分析结果交叉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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