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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短缺等问题袁我国提出了
全面尧协调尧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
目标遥2005年 6月袁叶 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
重点工作的通知曳明确提出了野 节地尧节能尧节水尧节材冶4个
核心袁并把野 节地冶放在了首位[1]遥可见袁土地利用方式由粗放
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势在必行遥

野 潜力冶渊 potential冤是指在一定时期尧一定生产力水平尧
某种既定用途下袁某一指标可能提高或节约的能力 [2]遥土地
资源集约利用潜力是相对于土地利用标准和现状而言的潜

力袁是指在一定时期尧一定生产力水平下袁针对土地利用实
际情况袁采取行政尧经济尧法律尧技术等措施袁使土地资源增
加可利用空间尧提高土地生产力尧降低生产成本尧改善生态
环境的幅度[3-4]遥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潜力是社会尧经济尧生态
等条件约束下的潜力袁在不同条件尧不同目标前提下袁可能
得到不同的潜力遥因此袁必须结合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袁科
学分析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潜力遥
1 研究区域概况

资兴市位于湖南省东南部的湘尧粤尧赣 3省交汇处袁是
一个集矿区尧库区尧林区尧老区尧旅游区于一体的新兴工业和
旅游城市遥地势东高西低袁南高北低袁地形以山地为主袁丘
岗尧平地交错袁比例为野 七山二丘半岗半平冶遥全市辖 17个
乡尧10个镇尧1个街道办事处及 1个开发区袁2005年总人口
为 36.29万人袁其中农业人口 23.53万人袁非农业人口 12.76
万人遥资兴市交通便利袁距京广线和 107国道仅 30 km袁境内
有许三铁路线尧省道 1813线尧资永 3517线尧郴资桂高等级
公路遥到 2005年末袁已通车的铁路有 36 km袁省道尧县市道及
乡道共计 809 km袁内河航道 271 km遥2005年资兴市国内生
产总值为 58.8亿元袁 比 2004年增长 19.2%袁 人均GDP 16 201
元袁已达到小康水平遥
2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根据 2005年资兴市土地资源变更相关数据袁结合资兴
市土地利用现状图袁可将该市土地利用类型分为 10类渊 表
1冤袁其中林地尧耕地和水利设施用地约占土地总面积的 89

%遥随机抽取资兴市部分乡镇袁结合表 1的数据和人口分布
情况袁经计算得出研究区域各县人口密度尧人均耕地尧人均
建设用地等数据渊 表 2冤遥

3 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潜力分析

3.1 农业用地潜力分析 资兴市农业用地基本处于粗放

经营状态袁耕地资源短缺袁大力拓展耕地资源的可利用空间
和改善耕地生态环境是农用地潜力开发的工作重心遥 根据
叶 湖南省资兴市土地开发整理规划渊 2001耀2010冤曳及资兴市
2005年土地利用现状袁资兴市可增加的耕地资源有院淤 土
地开发遥新增耕地潜力为 2 210.30 hm2袁其中待开发土地面
积 1 602.86 hm2袁 经开发可增加耕地 1 244.98 hm2遥 除去到
2005年底已开发增加耕地 754.05 hm2 袁通过开发增加耕地
的潜力还有 490.93 hm2遥于耕地和村庄整理遥资兴市耕地待
整理区面积为 18 563.36 hm2 袁经整理可新增耕地 619.53 hm2曰
待整理农村居民点面积为 418.99 hm2袁经整理可新增耕地
154.09 hm2遥 通过整理共可新增耕地 773.62 hm2袁除去到
2005年底已整理增加耕地 1.53 hm2袁通过整理增加耕地的
潜力还有 772.09 hm2遥 盂土地复垦遥资兴市待复垦面积为
206.02 hm2袁经复垦可增加耕地 154.88 hm2袁除去到 2005年
底已复垦增加耕地 21.73 hm2袁通过复垦增加耕地的潜力还
有 133.15 hm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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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5年资兴市土地利用现状
Table 1 Land use status of Zixing city in 2005

地类Type
2005年末面
积椅hm2

Areas at theend of 2005

各地类占土地总面积比
重椅%Proportion of each landcategory to total land area

耕地 Farmland 20 218.57 7.44
园地 Garden plot 3 262.23 1.20
林地Woodland 205 714.91 75.75
牧草地 Grassland 2 906.59 1.07
其他农用地Other agricultural land 9 932.45 3.66
居民点工矿用地Settlements and mining sites 6 543.69 2.41
交通用地 Land use of urbantransportation 415.59 0.15
水利设施用地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land use 16 423.44 6.05
未利用地 Unused land 5 032.63 1.85
其他未利用地Other unused land 1 125.04 0.41
总计 Total 271 575.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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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袁通过开发尧复垦和整理等措施袁可以增加耕
地的潜力约为 1 012.22 hm2袁可从农田水利工程尧田间道路尧
耕地防护工程等方面采取必要措施[5-6]遥主要有院淤大力推进
村庄中的空闲地和农田散地尧田间道路尧田埂等的整理袁提
高土地的利用率曰于提高耕地的防护能力袁进而全面提高耕
地质量和产出率曰盂充分挖掘废弃土地利用潜力袁使工矿生
产建设中因塌陷尧挖损尧压占而废弃的土地和因自然灾害而
损毁的土地得以复垦曰榆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袁适度开
发宜农土地后备资源遥
3.2 建设用地潜力分析 2005年袁资兴市人均建设用地为
633.37 m2袁其中人均工矿用地为 18.71 m2袁人均交通用地为
13.02 m2袁人均水利设施用地为 455.05 m2袁城镇人均用地为
132.45 m2袁农村人均住宅用地为 138.38 m2遥从各类建设用地
现状来看袁资兴市的城镇用地尧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利用效果
不是很好袁有较大的挖掘空间遥
3.2.1 按照规划标准进行潜力预测遥目前资兴市人均建设
用地扣除水利设施用地后为 165.30 m2袁按照人均建设用地
150 m2进行存量建设用地测算袁其公式为院

S=渊 s2-s1冤 P 渊 1冤
式中院S为建设用地的潜力存量面积曰s2为现状人均建设用
地标准曰s1为规划人均建设用地面积曰P为现状总人口遥

按照公式渊 1冤测算得到的资兴市建设用地潜力存量为
555.39 hm2遥
3.2.2 按照各类建设用地规划指标进行潜力预测遥

渊 1冤农村居民点潜力预测遥目前资兴市农村居民点的人
均用地为 138.38 m2袁根据村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袁采用规划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为 130.00 m2袁同样运用公式渊 1冤进行
测算袁此时式中 S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潜力存量面积曰s2为现
状农村人均居民点用地面积曰s1为规划农村人均居民点用
地面积曰P为农业人口遥经测算可得农村居民点用地潜力存
量为 197.27 hm2遥

渊 2冤城镇用地潜力预测遥目前资兴市城镇人均用地为
132.45 m2袁根据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和资兴市城镇发展现
状袁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数值偏高袁调整后的城镇人均建设用
地为 110 m2遥根据公式渊 1冤对城镇用地潜力存量进行测算
渊 此时式中 P为非农业人口冤 袁可得城镇用地潜力存量为
286.46 hm2遥由于资兴市城镇居住用地面积偏高袁而公共设
施用地尧公共建筑用地面积偏低遥因此袁城镇建设用地内部
结构还需作相应的调整袁主要是增加公共设施尧公共建筑等
基础设施的用地面积遥

渊 3冤其他建设用地潜力预测遥其他建设用地主要包括

特殊用地尧交通运输用地尧水利设施用地等袁随着经济的发
展袁对此类建设用地的需求量将有所提高袁而目前这些建设
用地的缺口较大袁因此挖掘潜力不大遥
根据上述 2种方案袁第 1种方案的测算结果为 555.39

hm2袁第 2种方案的测算结果为 483.73 hm2遥由此得到资兴市
的建设用地潜力存量为 483.73耀555.39 hm2遥
城乡规划的总体思路是院村庄土地利用以野 三个集中冶

即野 农田向规模化尧集中化经营集中袁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袁
农民住房向城镇尧中心村集中冶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袁鼓励农
村人口向建制镇和中心村迁移袁逐步集聚各自然村人口袁撤
销偏尧小尧远及布局不合理的自然村袁合理调整村庄的总体
布局[7-8]袁对资兴市建设用地潜力进行开发可采取以下措施院
淤控制人均建设用地指标袁促进内涵挖潜袁优化土地利用结
构袁提高土地利用的强度袁逐步使现状人均用地向国标靠
拢遥于控制人均居住用地指标袁城镇居住用地指标应从居住
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和人均居住用地两方面去控制袁使
现用地指标的超标部分能直接用以弥补新的需求曰农村居
住用地要严格按照国家或地区的人均宅基地标准批地袁对
于长期闲置的宅基地要促进其在村民间流转或收归集体所

有遥盂控制城镇居民住宅建筑面积袁提高城镇建成区和居住
区建筑容积率遥榆加强新农村规划袁将自然村向中心村合
并袁同时加强公共设施用地和公益用地的整理遥虞提高工业
用地产出率袁促进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遥
3.3 未利用地潜力分析 资兴市各类土地利用率较高遥截
至 2005年底袁新开发耕地 754.05 hm2袁待开发土地的潜力还
有 848.81 hm2遥调查显示袁资兴市土地后备资源以荒草地为
主袁待开发的土地以红壤为主袁成土母质以板页岩和沙岩为
主袁土层比较深厚袁大都在 80 cm 以上袁质地为壤土尧粘壤
土袁土壤中有机质积累较多袁肥力较高袁适宜开发成耕地遥应
根据土地的自然属性进行适宜性评价并确定相应的开发方

式袁同时加强对生态环境特点及发展规律的研究袁实行农林
牧有机结合袁因地制宜地搞好农林区域综合开发袁做到在开
发中保护袁在保护中开发遥
4 结语

通过对资兴市农业用地尧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潜力
分析袁可以得出目前资兴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大约为 2 400
hm2遥除增加耕地或其他农用地面积外袁提高生产能力袁降低
生产成本袁改善生态环境也同样重要遥如将单纯追求耕地面
积增长转向全面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和改善生态环境袁资兴
市土地集约利用将大有可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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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5年资兴市土地集约利用情况统计
Table 2 Intensive land use statistics of Zixing city in 2005

乡镇Township
总人口椅人Totalpopulation

农村人口椅人Ruralpopulation
人口城镇化水平椅%Level of populationurbanization

人口密度
人/km2

Populationdensity
人均土地hm2

Land per capita
人均耕地椅hm2
Cultivated landper capita

人均建设用地椅hm2
Construction land percapita

办事处 Office 44 269 0 100 4 950 0.02 0.001 3 0.009 2
兴宁镇 Xingning town 15 969 9 945 37.72 236 0.42 0.053 9 0.014 5
白廊乡 Bailaang village 12 667 12 247 3.32 85 1.18 0.043 2 0.020 8
碑记乡 Beiji village 11 249 10 970 2.48 143 0.70 0.092 7 0.024 0
青腰镇 Qingyao town 11 778 11 205 4.87 81 1.24 0.102 3 0.019 1
连坪乡 Lianping village 2 033 1 918 5.66 23 4.28 0.140 2 0.023 0
何家山 Hejiashan 8 550 8 227 3.78 146 0.69 0.121 6 0.013 4
坪石乡 Pingshi village 9 035 8 770 2.93 116 0.86 0.083 0 0.016 5
蓼江镇 Liaojiang town 17 921 16 985 5.22 204 0.49 0.091 5 0.01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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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pH值对豇豆籽分离蛋白溶解性的影响 图 1表明袁
豇豆籽蛋白在不同 pH值条件下溶解度不同袁 是一条 U形
曲线袁在 pH值 5左右溶解度最小袁由此可知豇豆籽蛋白和
大豆蛋白的等电点在 5左右遥另外袁豇豆籽蛋白质的溶解性
要高于大豆分离蛋白袁说明豇豆籽蛋白具有较好的溶解性遥
这可能是因为豇豆籽蛋白与大豆蛋白具有不同的氨基酸组

成和蛋白质种类袁如清蛋白尧球蛋白以及醇溶蛋白等的比例
不同的原因遥

2.2 豇豆籽蛋白质的持水尧持油性 表 1表明袁豇豆籽蛋
白和大豆蛋白都具有较高的持水和持油性袁 并且豇豆籽蛋
白显著高于大豆蛋白遥 这可能是因为豇豆籽蛋白具有相对
较高的溶解性袁 有利于蛋白质向气/水和油/水界面扩散袁提
高其表面活性遥

2.3 豇豆籽蛋白质的起泡性 蛋白质稳定的泡沫一般是

蛋白质溶液经搅打和振摇而形成遥蛋白质起泡能力主要取
决于其可溶部分袁蛋白质高溶解性是良好的起泡能力和稳
定性的先决条件袁但不溶解的蛋白质粒子在稳定泡沫中也
能起着有益作用袁这是由于它们提高了表面粘度遥表 2表
明袁豇豆籽蛋白和大豆蛋白的起泡性都随浓度的增加而增
加袁前者的起泡性大于后者遥各浓度豇豆籽蛋白质在 30 min
和 60 min后的泡沫稳定性都高于大豆蛋白袁即大豆蛋白搅
打后泡沫消失速率明显高于豇豆籽蛋白遥一般蛋白质的起
泡性好袁其稳定性不一定好袁豇豆籽蛋白同时具有良好的起
泡性和泡沫稳定性袁有望应用于面包尧冰激凌尧奶油冻等食
品中遥
2.4 豇豆籽蛋白质的乳化性 乳化是液原液两相体系间疏

水液滴被液相所包围遥分离蛋白具有乳化剂的两亲特征结
构袁在蛋白质分子中同时含有亲水基团和亲油基团袁可作为
一种表面活性剂袁用于食品加工可以稳定乳化状态从而延
长货架时间[6]遥表 3表明袁豇豆籽蛋白的乳化性和大豆蛋白
无差异袁在 10 min时的乳化稳定性高于大豆蛋白袁但是在
20 min和 30 min后的乳化稳定性都低于大豆蛋白遥其原因
可能是蛋白质种类不同尧糖以及低分子表面活性剂的存在
影响其乳化稳定性遥

3 结论与讨论

豇豆籽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袁与大豆分离蛋白相比袁豇
豆籽蛋白具有较好的溶解性尧持水持油性尧起泡性尧泡沫稳
定性以及乳化性袁有望应用于饮料尧冰激凌尧面包尧香肠等食
品中遥为了更好地利用豇豆籽蛋白袁应当深入研究怎样提高
豇豆籽蛋白的乳化稳定性袁全面分析豇豆籽分离蛋白的种
类及功能特性袁以及怎样提高其功能特性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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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浓度单位为 g/25 ml遥

类别Categories 浓度 * 起泡性Foamability 泡沫稳定性渊 30min冤Stability 泡沫稳定性渊 60min冤Stability
豇豆籽 0.25 282.61依1.45 272.73依1.04 180依1.17
Cowpea 0.50 369.57依2.05 326.09依1.37 220依1.460.75 391.30依2.37 359.09依2.01 260依1.49
大豆 0.25 163.64依1.99 118.89依0.97 64依0.09
Soybean 0.50 254.55依1.55 180.00依1.01 112依0.09

0.75 240.00依0.98 200.00依0.08 132依1.03

表 2 豇豆籽蛋白的起泡性及泡沫稳定性
Table 2 Foam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protein in cowpea seed

表 3 豇豆籽蛋白的乳化性及乳化稳定性
Table 3 Emulsifying property and the emulsion stability of

protein in cowpea seed

类别Categories
乳化性椅m2/gEmulsifyingproperty

乳化稳定性椅minEmulsion stability
10 min 20 min 30 min

豇豆籽 Cowpea 11.66依0.80 25.64依0.98 27.33依1.01 38.85依0.78
大豆 Soybean 11.10依0.77 18.16依0.67 31.28依0.74 44.84依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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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豇豆籽蛋白质的 NSI蛳pH值曲线
Fig. 1 NSI蛳PH value curve of protein in cowpea seed

类别 Categories 持水能力 WHC 持油能力 OHC
豇豆籽 Cowpea 2.02依0.05 3.82依0.05
大豆 Soybean 1.26依0.02 2.78依0.07

表 1 豇豆籽蛋白质的持水尧持油性质
Table 1 Water蛳holding and oil蛳holding capacity of cowpea protein

g/g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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