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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典型喀斯特地貌区农村聚落空间分布研究
——以清镇红枫区、毕节鸭池区和关岭一贞丰花江区为例

周晓芳h2，周永章2

(1．阜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系，广东广州51063112．中山大学地球环境与地球赍潦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为探索贵州喀斯特地貌区农村聚落空闻分布的特点，选取具有代表性的

清镇红枫区(高原盆地地貌区)、毕节鸭池区(高原山地地貌区)以及关岭一贞丰花

江区(高原峡谷地貌区)三个典型区域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区域重心分析的

方法，以聚集维数和聚集维数图来分析各研究区的聚落在区域重心上的集聚程

度，再进一步通过GeoDa软件。使用Moran／和Local Moran's f系数及相应散点图

分析区域聚落整体和局部的分布情况．分析结果表明，高原山地区和高原盆地区

聚落均存在集聚性，且集聚程度存在内部差异。其中高原山地区聚落向人口重心

集聚，高原盆地区聚落向住宅重心集聚，集聚和半集聚聚落在高原盆地区最多．

由于喀斯特地形复杂，各个研究区内部聚落在水平空阎分布上均存在一定差异，

依照集聚程度不同喀斯特地貌区农村聚落的分布规律为高原盆地区>高原山地

区>高原块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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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喀斯特地貌广布，贵州地理环境片段化现象

严重，长期以来聚落的形成和发展受自然环境特别是

喀斯特地貌的影响很大，聚落空间结构有着强烈喀斯

特的地域基因和分布特点，特别是农村聚落，不仅规

模、形态、密度、分布及空间格局各不相同，而且居住

文化也存在巨大差异，被称作“文化千岛巩¨，聚落景

观处处呈现独一无二的原生态和少数民族特色，充满

着吸引力。贵州喀斯特地区聚落文化景观的巨大差

异性使得长期以来聚落研究内容主要同绕当地各类

少数民族居住文化进行，这一层次的研究较为具体和

微观。但是，喀斯特地区独特的聚落是基于喀斯特地

貌环境而存在的，并因此表现出特定的空间结构。例

如周围富在总结峰丛洼地系统特征的基础上，认为这

类组合地貌聚落的分布具有规模小、分散和难以变化

的特点[23；熊康宁等根据地表喀斯特组合地貌空间结

构特点将喀斯特聚落的空间形态总结为散珠状、串珠

状、片状三类[31；赵星在熊康宁等研究的基础上将喀

斯特聚落文化分为峰丛洼地一向心分布一散珠状一

单一民族小聚居型、山地一半坡村和山地村一散珠

状一单一民族小聚居型、坝子一串珠状一聚族而居

型、山间盆地、丘原一片状一分散杂居型等四种类

型“】。可见，基于喀斯特地貌空间结构来研究喀斯特

聚落的空间特点仍有很多问题有待探讨，传统的解释

描述性方法也有待向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转变。弄清

贵州喀斯特聚落空间结构，对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和规划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在GIS技术的支撑

下，选取有代表性的贵州典型喀斯特地貌区，以卫星

影像提取的居民点数据为主，运用区域重心分析和空

间自相关分析结合的方法来研究聚落的空间分布，以

期掌握贵州农村地区聚落的空间分布规律，为喀斯特

农村土地利用规划、居住空间发展、中小城镇建设以

及居住环境的优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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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选取能代表贵州喀斯特地貌类型的三个

典型地貌区作对比分析研究，具体是：乌江一北盘江

分水岭的喀斯特高原盆地区——清镇红枫研究区(以

下简称红枫研究区)、乌江上游的喀斯特高原山地

区——毕节鸭池研究区(以下简称鸭池研究区)、北盘

江中游的喀斯特高原峡谷区——关岭一贞丰花江研

究区(以下简称花江研究区)。

红枫研究区位于东经106。07’～106。33 7，北纬

26。21’"--26。59，包括贵州省中部清镇市西南的红枫湖

及其水系周围的红枫湖镇及站街镇部分，含红枫湖镇

6个行政村、36个村民组，站街镇4个行政村、31个

村民组。土地面积55．28kin2，喀斯特面积占

94．59％，海拔1 210--一1 450m，地质构造类型属于黔

中地台凸起与黔南凹陷相汇的过渡地带，地势较高，

地势起伏大，地表较破碎。属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湿润

气候，光热条件好，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研究区位于

红枫湖水系的上游，中部有麦翁河穿流而过，东部、南

部与红枫湖相连，是面积较大的完整的喀斯特流域单

元。

鸭池研究区位于东经104。51’～105。55’，北纬

27。3’---27。467，包括贵州省毕节市东南部的鸭池镇及

梨树镇部分，辖鸭池镇8个行政村、76个村民组，梨

树镇2个行政村、28个村民组。土地总面积41-53

km2，喀斯特面积占63．33％，海拔1 310---1 770m，

地处云贵高原向黔中山地过渡的斜坡地带，是集山

地、丘陵、谷地、洼地的典型高原山区地貌。属北亚热

带湿润季风气候，温凉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暖

湿共济，雨热同期，具云雾多、日照少，阴天多晴天少

的高原气候特点。属长江流域乌江水系向浦河支流

区，境内无大的河流水系，雨量较充沛，河流众多，拥

有较为丰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

花江研究区位于东经105。36’～105。46’、北纬

25。39’---25。41’，包括贵州西南部安顺市关岭县与黔

西南自治州贞丰县交界处的北盘江峡谷花江段，辖贞

丰县北盘江镇4个行政村18个村民组、关岭县板贵

乡5个行政村28个村民组，总面积51．62kin2，喀斯

特面积占88．07％，海拔450"～1 410m，地质构造总体

上属盘江向斜，地貌发育受构造的控制很明显，地貌

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多沿断层发育方向。花江峡符

海拔约850m以下为南亚热带干热河谷气候，以上为

中亚热带河谷气候。冬春温暖干旱，夏秋湿热，热量

资源丰富。属北盘江水系，位于珠江上游。河貉深

切，流域面积小。

2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源自从三个研究区2007年

SPORT5卫星影像提取的1 l 10 000土地利用数据，

1：10 000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及分村人口统计数据，

以及笔者2008年暑假及2009年暑假进行的三个典

型地貌区野外调研。

本研究以Arcview、ArcGIS等软件为支持平台，

抽取土地利用类型中的居民点数据，结合地形图、地

貌图、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以及野外对地形地貌、居住

用地特征、景观状况、土地利用等情况的调研进行．

在居民点空间分布研究上，主要采取两种方法：首先

利用区域重心分析的方法，以聚集维数和聚集维数图

来分析聚落在区域重心上的集聚程度，再进一步通过

GeoDa软件，使用Moran I和Local Moran’s I系数

及相应散点图分析区域整体和局部聚落的分布情况。

3基于聚集维数的聚落集聚程度

3．1 聚落人口重心与聚落住宅建筑重心

区域重心的分析方法源于力学，即如果把区域社

会经济现象的分布形象理解为地图上具有确定的点

值和位置的散点群，则在平面上全部力矩达到平衡的

支点就是区域重心。

人口重心概念由美国学者沃尔克(F．Walker)于

1874年[5]首先使用，可提供某地区人口分布的简明、

概括而又准确的印象，并可表明地区人口分布的总趋

势或中心区位。其计算完全仿照重力的分解与合成

法则进行。

假设某地区包含i个次区，各次区人口数为只，

地理坐标(经、纬度)为(Xi，K)。该地区人口重心的

地理坐标(X，y)计算公式为[6]：

PPiXi FYiPiX=兰兰-，Y=每兰- (1)
>：Pi >：R

住宅建筑重心也可在上述区域重心和人口重心

计算的基础上，将P；看作该地区各次区的居民点建

筑面积。本文则通过提取土地利用数据中的居民点

数据，使用Arcgis的空间统计分析功能直接找到居

民点这一土地利用类型的中心。

在实际进行计算时，次区地理坐标可选用3种不

同的值：①次区平面网形的几何中心；②次区行政首

府或中心城镇的坐标；③根据更低一级次区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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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计算得到擞匠人口置心坐标．奉文选取村缓行

政机构所在地为村钮扶医地理坐标m．

首先利用Arcgis的空问坐标分析功能．输出各

村行政中心坐标后生成坐标散据库．然后在^口统计

数据库和土地面积统计散据库基础上。采用公式(1)

计算结果·再利用Arcgis在三个研究Ⅸ中标逄人口

重心和住宅建筑盈心，得出j十研究区的人口重心和
住宅建筑皿·f．-．如闱I所示．

En。^-甘6翌“
、、牡ttt一
”

*H i”p

∞l^口■o■＆≈■o∞I目

H}】Lo＆tloa of populaxlon∞B[cr and r∞idem ctnkrinthth⋯gludy
结果表明z红枫研究区的人口重心位于簸箩村王

家寨组北部|东经106"20’45”．北纬26。3l’41”I住宅建

筑重心位于王寡寨组东部，东经106‘21。1r。北纬26。
3l’r．

鸭池研究区的^口重心位于晴浪冲村苗寨组北

部，宋蛀105。21’399．北纬27415‘2矿I住宅建筑重心位

于二蝗村东部靠近晴浪冲牲．东经105’21’29。，北纬

27。15’3矿．

花江研究区舳人口重心位于擦耳岩村大石扳组

衷部t求经105439’33’，北纬25440。7。l佳宅建筑重心

位于擦耳崭村太石扳组东南部．京经105+39’{r，北

纬25。39’49”．

3．2聚羹撼盘

聚巢维数是从一点相关出发．描述系统要素围绕

核心聚浆的形态’】．鬃集堆致借助回转半径测算∽，

娃设研究区内各村点接照某种自相似规则同绕中心

点聚集分布，且分布的分形体是各向均匀变化的，则

可ff}助几何测度关系确定半径为r舶哪周内的锌村

落数日N(，)q棚应半径的*系．即有

N(r)∞r“ (2)

式中·D／即聚集维数．遮十似设采晴可眦利用目转半

径法测苒研究区内各村落空问聚集的分维数．

考虑到半径r的单位取值影响分雏的数值，将其

转化为平均半径．定义平均半径为“"t

R．兰((告∑^2)’) (3)
一I。l

式中，R，为平均半径，^为第-个村到中心点的欧氏

距离，s为村藩个数．《⋯)表示平均。则一般有分维

关系”11：

S∞R．D7 (4)

式中r如粜D，(2．表明区域空问分布在密度上从中

心向外用衰减．即具有集素性；如D，=2，表嚼医垃空

问分布在半径方向鹧于一十方向l如Dr>2．表明区

域空问分布在密度上从中心向外雨增加，日F具有分敞

性．

3．3结果分析

本文先利甩Arcgis测品mj十研究区的各行政

村村委舍所在地刘^口皿心和住宅建筑重心柏距离

r”再转化为平均半轾R．．由于改变，．对应得到R．

值．则得到一系列S恤．辖(s．豆)绘成双对数坐林

罔．洒过录小二采法求出分维值D．名研究RH人u

重心为中心帕聚熟维数如罔2所示．

漤
★．：l"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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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以人口重心的聚落分布聚集维数图 ．

Fig．2 Diagram of aggregation dimensionality plotted against settlement center ot population core in the three study areas

由图2可看出，如以人口重心为中心，则鸭池研

究区R2为0．970 4，表明鸭池研究区聚落具有分形的

特性，其聚集维数为1．338 5，小于2，说明聚落分布

密度从人口重心这一中心向外围衰减，具有集聚性；

红枫研究区R2为0．910 1，表明其分形特性较鸭池研

究区小，或称红枫研究区具有随机聚集分形的特性，

其聚集维数为2．895 7，说明聚落分布密度从人口重

心向外围增加，中心不具有集聚性；花江R2为

暑·5

二·O

1．5

宝1．0

o．5

O

3-O

≈5

2·0

兰t．§

1．0

o．5

O

0．899 7，聚集维数为2．202 9，表明其聚落部分分布

处于更为随机集聚的状态，整体相对其它两个研究区

来说更为分散。从图形的点轨迹尾端来看，花江研究

区比鸭池和红枫研究区偏离回归直线的幅度大，表明

花江研究区各聚落从人口重心向四周的分布更为分

散和随机．

各研究区的以住宅建筑重心为中心的聚集维数

如图3所示。

图3以住宅建筑重心的聚落分布聚集维数图

Fig．3 Diagram of aggregation dimensionality plotted against settlement center of resident core in the three study areas

由网3中可看出，如以住宅建筑重心为中心，则

红枫研究区R2为0．993 5，表明聚落具有分形特征，

其聚集维数为1．450 4，聚落的空间分布密度从住宅

重心向外围衰减；鸭池R2为0．789 5，聚集维数为

1．842 6，聚落只部分分形或随机分形；花江R2为

0．866 2，聚集维数为0．399 7，表明其分布较为分散。

相对来说，红枫研究区聚落的空间集聚性较强，回归

方程检验显著，可见各聚落同绕居民点重心所在地的

王家寨有一定的集聚性，这与喀斯特高原盆地聚落的

分布空间集聚性的实地调研事实相对应，也从一个侧

面说明喀斯特高原盆地是喀斯特地区主要的聚居地。

从罔形的点轨迹尾端来看，花江研究区比鸭池和红枫

研究区偏离回归直线的幅度大，表明花江研究区各聚

落从住宅重心向四周分布更为分散和随机。

综上可见，如以人口重心为中心，则鸭池研究区

呈现聚落集聚的状态；如以住宅重心为中心，则红枫

研究区呈现聚落集聚的状态。而花江研究区无论以

人口重心还是住宅重心作为集聚中心分析，都无法表

现聚落向这两个中心的集聚情况，可见聚落的分布非

常分散。鸭池研究区是三个研究区人口最多的地区，

人口密集，与居住用地之间的矛盾突出，因此聚落向

人口重心集聚的情况与客观事实是相符的。红枫研

究区是置个研究区中喀斯特平地面积最大和最多的

地区，聚落向居民点的中心——住宅重心集聚也是与

事实相符合的。

可见，基于聚集维数一定程度上分析出了聚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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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集聚的情况，但具体如何集聚，区域内聚落的分布

又是何种规律，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4基于Moran I和Local Moran's I系数的进

一步分析

前述聚集维数的方法使用了平面上的点距离计

算，在一定程度上能大致体现研究区主体聚落特别是

村级聚落的空间分布规律，但忽视了其它分散的聚

落。另一方面，人口是聚落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分

布规律也是聚落的分布规律的一个体现。因此，鉴于

聚落在空间分析上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本文借助空间

数据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地川‘1。

普通的相关分析借助数理统计即可实现，但空间

相关分析则必须将需分析要素的空间联系表达出来。

空间自相关是其中的一个角度，自相关的空间结构可

以通过结构函数来描述，普遍使用的结构函数是自相

关网、方差图和周期网，可使用地统计的相关地理软

件实现。本文选取的自相关分析主要是计算单变量

数据的Moran's I和Local Moran's J["·Ⅲ．

4．1原理与方法

4．1．1 Moran's f

Moran's I指数的定义如下[14,15】：

J(d)=∑∑w#(≈一三)(zj-；)／s2∑∑w目
i--1』一1 i--1 i-1

(5)

S2=吉∑(蜀一；)2 ；=吉∑毛 (6)

Z(d)；—I(_=d=)--==E=(I·) (7)
．,／WAR(J)

公式(5)至(7)中，J(d)为在选定距离d的情况下的

Moran I指数，以为观测点个数，毛、zi为观测值，工为

平均值，S2为方差，Ⅳd为观测值z。、毛(i，J一1，2，3，

4⋯，扎)空间距离矩阵。本文所使用的空间连接矩阵

为邻接矩阵，即以1和0表示i与．f的相邻关系，1表

示i与J相邻，0表示不相邻，定义W目=0，依此得到

一个N维的矩阵W(咒，咒)。

公式(7)中，2(d)为检验值，用来检验在一定置

信度区间内所得结果的可信度，E(j)为期望值，V：AR

(J)为变异系数(理论方差)．．r(d)的结果位于一1～

l之间，大于0为正相关，小于0为负相关，绝对值越

大表示空间分布的关联性越大，即空间上有强聚集性

或强相异性。反之，绝对值越小表示空间分布关联性

小，而当值趋于0时，即代表此时空间分布呈随机性。

4．1．2 Local Moran's J

表示局域空间自相关的指数，除度量区域内空间

关联的程度外，还能找出空间聚集点或次区域的所

在。Local Moran's J即Moran's j在空间上的分解，

在各种论文和GeoDa软件中被称为LISA(Local In—

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其计算公式

为[16,17】：

五(d)=墨吾!∑W。(而一；) (8)
。 』--1

公式中各项的表示及检验同前所述．

4．1．3 Moran散点图

Moran散点图用于研究局部的空间不稳定性，

共4个象限：第1象限代表高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被同

是高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式，即高一高；第

2象限代表低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被高值的区域所包

围的空间联系形式即低一高；第3象限代表低观测值

的区域单元被同是低值的区域所包围的空间联系形

式即低一低；第4象限代表了高观测值的区域单元被

低值的区域所包嗣的空间联系形式，即高一低[19’2们．

4．2人口空间分布

空间白相关的计算过程比较复杂繁琐，本文利用

Anselin设计的软件GeoDa[19．20']，选取人口密度指标

进行计算分析。在红枫和花江两个研究区中，人口规

模的空间自相关系数Moran's／值均无法通过Z检验

(pG0．05)，表明空间自相关特性不显著，即居民点

的分布处于分散的状态。鸭池研究区的Moran’s I

为0．161，可通过Z检验(pGO．05)，表明鸭池研究区

的聚落人口空间分布具有正相关关系，也即具有一定

的空间集聚性，这与上文提到的用集聚维数的方法分

析得出向人口重心集聚的结果非常吻合。

从图4可看出，鸭池研究区有2个聚落位于第一

象限，2个聚落位于第二象限，5个聚落位于第i象

限，1个聚落位于第四象限。再计算Local Moran’s

I，可明显看出只有位于第三象限的5个聚落可通过

Z检验(pG0．05)，其余i个象限的5个聚落均不能

通过，证明鸭池研究区只有五个聚落的人口在空间上

具有相关性，这5个聚落分别为头部桥、营脚、鸭池、

甘堰塘、石桥。

同样计算其他两个研究区的Local Moran's I，就

红枫研究区而言，通过Z检验(pG0．05)的村只有竹

山村，算m Local Moran's j为一0．185 5，表明其空间

自相关特性不大显著，即人口空间分布也较分散，但

相对其他聚落较为集中。花江研究区只有j家寨村

通过Z检验(P≤0．05)，Local Moran’s J为

--0．384 6，其空间白相关特性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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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象限的有坝山村新寨组，其余地方则分布非常不显

著。

5 结果分析

聚集维数分析指示：如以人口重心为中心，则鸭

池研究区呈现聚落集聚的状态；如以住宅重心为中

心，则红枫研究区呈现聚落集聚的状态。而花江研究

区无论以人口重心还是住宅重心作为集聚中心分析，

都无法表现聚落向这两个中心的集聚情况，聚落的分

布非常分散。

再以Moran I和Local Moran's I系数对人口和

居民点两个方面进行聚落空间差异分析，结果表明，

鸭池研究区聚落人口空间分布具有正相关性，与用集

聚维数的方法分析得出向人口重心集聚的结果非常

吻合，其他两个研究区则没有相关性。在居民点空间

分布相关性上，红枫研究区呈空间相关的居民点较

多，其次为鸭池研究区，最后为花江研究区。由于喀

斯特地形复杂，各个研究区内部在聚落水平空间分布

上均存在一定差异，大致规律是高原盆地区居民点

多，聚落具有向住宅重心集聚特点，且聚落在区域内

有一定程度集聚，集聚、半集聚聚落较多。高原山地

区人口多，聚落具有向人口重心集聚特点，聚落在区

域内有一定程度集聚但次于高原盆地区，集聚、半集

聚聚落较多。而高原峡谷区聚落分布较为分散，以分

散型聚落为主。上述喀斯特农村地区聚落集聚程度

可概括为：高原盆地区>高原山地区>高原峡谷区．

6对策与建议

由上述可见，喀斯特地貌决定了喀斯特地区农村

聚落的规模大小、集聚程度以及空间分布特点。因

此，贵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及其与之相应的

农村聚落空间结构优化、中小城镇发展等应建立在对

喀斯特地貌空问结构和聚落空间分布的充分调查上。

另一方面，喀斯特环境是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各项

工作的前提是治理、保护和提高生态环境，因此必须

基于生态的理念来进行聚落空间结构优化，尊重和遵

循自然过程。

6．1尊重现有农村聚落的空间自组织模式

目前的聚落是对脆弱喀斯特生态环境的长期适

应，是人地关系矛盾不断和谐统一的结果，因此在居

住空间优化时必须尊重现有聚落的空间白组织模式，

并考虑喀斯特地貌类型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

以及居住文化。特别是在自然条件恶劣的花江研究

区，长期以来向天要地、与石漠化抗争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花椒和金银花种植业，居民的奋斗精神也被拍成

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绝地逢生》，研究区的擦耳岩

一带是该剧的拍摄基地。因此花江研究区应基于石

漠化治理和生态恢复技术，以发展花椒、金银花经济

和北盘江大峡谷旅游为导向，以传统聚落和民居保护

为重点：即水平空间上峡谷南岸需要对聚落和花椒、

金银花交错分布景观进行保护和优化，北岸峡谷聚落

则应特别注重传统民居、宗祠庙宇和聚落的保护和发

展；垂直空间上喀斯特峡谷型聚落要具有强烈空间视

觉特点，住宅错落有致，形成立体的聚落群体。红枫

研究区应基于红枫湖水系，保护现有的高原盆地聚落

空间结构，形成喀斯特高原山水田园型聚落——喀斯

特高原盆地聚落和高原湖泊、高原峰林交相辉映的田

园景观。鸭池研究区应基于生态环境恢复和石漠化

治理技术，凸显喀斯特高原山地的旖旎风光，营造喀

斯特高原山地型聚落——青山绿水、绿树掩映的大山

深处人家。同时，以解决居住用地趋紧为重点，有条

件的情况下可进行居住新区规划。

6．2适度的聚落规模

喀斯特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且山地多，

平地少，因此农村聚落发展的环境容量非常有限，必

须考虑聚落的适度规模问题。笔者认为，喀斯特农村

地区适度的聚落规模应基于聚落的人口、居民点用

地、两者的关系以及与区域耕地资源承载力、土地利

用结构、水资源状况、石漠化和土壤侵蚀现状、劳动力

从业状况、人口迁移、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等因素综合

进行。不论是聚落的人口还是居民点用地规模，在喀

斯特高原盆地区、高原山地区、高原峡谷区都存在巨

大的空间差异，需要综合多方面评价，结合不同的方

法进行现状调研和预测，以制订适度和合理的聚落规

模，优化喀斯特聚落空间结构。

6．3聚落空间发展的监测

近年喀斯特地区农村聚落在空间延伸上具有很

多新的特点，例如聚落旧建筑的空废化、新建筑的沿

公路带状延展等。另外，聚落居民点用地的变化、区

域土地利用类型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石漠化和土壤侵

蚀的变化对聚落空间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并直接渗

透到居住文化。因而需要利用GIS技术实施监测，

以调查在聚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预测聚落演变趋

势，做好聚落发展的空间规划。

6．4聚落居住空间的优化

在现有聚落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进行空间的优

化，重点考虑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恢复，特别是石漠化

和土壤侵蚀的治理，在此基础上实现土地的合理利用

及空间结构优化，争取更多更合理的农村聚落空间发

展用地，并发展和保护赖以生存的耕地、林地、园地

等。同时，配套设施建设、环境整治、交通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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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设施规划、水利设施建设等，实现居住空间的优

化和居住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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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in typical karst terrain in Guizhou Province

—A case study on Hongfeng in Qinzhen City，Yachi in Bijie City and

Huaj iang River between Zhenfeng County and Guanling County

ZHOU Xiao-fan91．_．ZHOU Yong．zhangz

(1．Department of Tourism．South-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631。Chin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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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feature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karst terrain，

Guizhou Province，three typical landform types study area are select，they are Hongfeng in Qinzhen City

(plateau-basin)，Yachi in Bijie City(plateau-mountain)and Huajiang river between Zhenfeng County and

Guanling County(plateau-cayon)．Firstly，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settlement in study areas to the cen-

teral area are evaluated by means of regional gravity centre analysis，aggregation dimension and the double

logarithm coordinates plotting of spatial distribution．And then，by analyzing the Moran I and Local Moran's

I coeffici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scatter plot based on GeoDa software，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local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s are studied．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clustering features in settlements in

the plateau basin and plateau mountain，but their agglomeration degrees are different．It clusters to the pop-

ulation gravity center in plateau mountain，but to the resident gravity center in plateau basin，and the gath—

ered or half-gathered settlements mostly appear in plateau basin．As the karst terrain is quite complicated in

relief，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horizontal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every study areas．In accordance with the ag．

glomeration degree，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rule of the rural settlement is found as follows(from aggregate to

dispersed)：the plateau basin>the plateau mountain>the plateau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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