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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运用GIS技术构建评价单元，选取关键的作物生态环境因子，采用空间聚类分析法构建作物生态适宜性评价体

系。该评价方法可以应用在作物适宜性分析、作物引种区域分析和特色作物扩种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对种植业结构布局和调整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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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Crop Ecological Suitability Based on Spatial Clustering - Case of 
Beijing

Abstract: 

Building the evaluation unit with GIS technology, selecting the key factors of crop environment, and 
then use spatial cluster analysis to build the crop ecological suitability evaluation system. It has a good 
application in evaluation of crop suitability analysis, crop introduction regional analysis and 
characteristics crop area expansion. It has a guiding role distribution and adjustment of planting 
structure, with a strong scientific, practical and oper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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