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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的潜力—限制性分析——以大连城市化区为例 

作者: 宗跃光， 王蓉， 汪成刚， 王红扬， 张雷  

摘要：城市建设用地生态适宜性评价是合理利用我国有限土地资源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本研究的特色是以大连城市化区为例在归纳GIS

方法应用的基础上，将目前国内广泛采用的单纯权重叠加法推广到加权的潜力—限制性分析法。该方法的主要优点是把评价要素分为

生态潜力和生态限制性两大类，通过取大原则和成对明智比较法分别确定权重，从而更加科学确定土地利用生态适宜性等级。结果表

明，大连可做高强度开发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为850.46 km2，约占总面积的6.28%；可在指导下进行适度开发利用的土地面积为183

5.97 km2，占总市域面积的13.56%；而不宜作为建设用地的土地（不适宜和中低适宜区）面积为10851.92 km2，约占总市域面积的80

16%，即城市建设用地的影响范围应该控制在区域的20%土地利用类型中，另外80%的土地不适宜进行城市建设的开发。根据上述结

果，全区规划分为优化建设区、重点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并提出用地分区发展管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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