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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当前国内对“双评价”的指标体系 [2]、评价方法 [3]、

结果应用 [4] 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对于不断完善

“双评价”技术方法、不断强化“双评价”结果的科学

应用具有重要作用。

襄阳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总面积 19700 平方公里，

地形东低西高，东部丘陵、中部岗地占、西部山地。全

市下辖 9 个县级行政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558 元。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全市资源环境和土地安全面临沉重

压力。襄阳市作为省域副中心，其资源环境和土地安全

对于维护全省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都有着重要价值。

一、“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双评价”一般从生态、农业和城镇三个方面进

行评价。生态保护评价涵盖了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环境

敏感两部分，包含水源涵养、生物的多样性、水土保持、

石漠化等生态系统服务指标。农业生产适宜性方面，从

农业生态和生产的要求出发，制定了地形地势、水资源、

光热资源、土壤环境容量、土地连片程度等指标。城镇

建设适宜性方面，根据区域土地的自然条件、人类活动

和建设需要，综合评价确定国土开发适宜程度。

2.在以上指标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对《农用地质量

分等规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技术方法（试

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等评价规程的近50个细

分指标进行整合分析，提出了包含9大类28个指标的“双

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包括水源涵

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林草覆盖率等指标；水

资源评价包含水质水量、可利用水资源、水资源利用等指

标；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价包含水土流失、盐渍化、石漠化

等指标；环境评价包含大气环境、水环境等指标；土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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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评价包含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率、土壤质量评价等指标；

农用地建设利用评价包含农用地利用等、农用地经济等、

基本农田建设等指标；地形地势评价包含地貌类型、高

程、坡度等指标；社会经济发展评价包含交通干线影响、

区位优势、人口集聚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自然灾害

评价包含洪水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等指标。

二、评价方法

1.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方法

（1）开展基础评价

①按照襄阳市“双评价”指标体系确定的 9 大类 28

个指标，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模糊综合判断法、神经

网络算法等评价方法，开展指标单因子评价，为后续评

价奠定基础。

（2）开展专项评价

①襄阳市的襄城区、樊城区、襄州区为湖北省省级

重点开发区域，采用水气环境黑灰指数为特征指标评价；

宜城市、谷城县、枣阳市、老河口市为农产品主产区，

采用耕地质量变化指数为特征指标评价；保康县、南漳

县属于秦巴山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采用自然栖息地

质量指数为特征指标评价。

（3）开展集成评价

①在专项评价的基础上，遴选集成指标，采用“短

板效应”原理确定超载类型。集成指标中 7 项指标，任

意 1 个超载或 2 个以上临界超载，确定为超载类型；1 个

临界超载，确定为临界超载类型，其余为不超载类型。

（4）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方法

（5）单项指标复合分析

①将各单项指标的评价结果进行加权求和分析后，

开展集成评价。公式如下：

② 

③式中：F叠加分析为多指标综合评价值；i为个单项指

标；fi为各单项指标评价值；λi为各单项指标权重值；n

襄阳市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特色指标创新

顿耀龙　孙俊聪　罗滢渊　周　玉

湖北省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武汉　430071

摘　要：新时代下，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开展“双评价”能为制定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政策提供重要支撑。本

文构建了襄阳市“双评价”特色指标体系，并开展了“双评价”探索。通过对“双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进行

讨论，为科学实施“双评价”提供了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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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项指标数量。

（6）集成评价

①将各单项指标评价结果进行加权求和集成，由高

至低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 4 个级别。等级越

高，则该区域越适宜进行开发；等级越低，则该区域越

倾向于保护。

②“双评价”结果分析

（7）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结果

①从各县市区尺度看，襄州区、樊城区、襄城区、

老河口市和枣阳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超载；樊城区、襄

州区为红色预警区，襄城区、老河口、枣阳市为橙色预

警区，宜城和谷城为蓝色预警区，南漳和保康为绿色无

警区。从市辖区各乡镇尺度看，王府、邵明、庞公、檀

溪街道办；樊城区的汉江，王寨、定中门、屏襄门、清

河口，中原、米公等街道办属于超载较严重区域；柿铺

街、张湾镇、鱼梁洲、黄龙镇、米庄镇、团山镇为中度

超载区域；尹集乡、欧庙镇、龙王镇等为轻度超载区，

朱集镇等乡镇无超载。

三、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结果

（1）一等为最适宜开发，主要分布在襄阳市中部岗

地平原，汉江和唐白河、滚河、清河冲积的较开阔平原，

主要包括襄阳市中心城区，老河口市的大部分乡镇，南

漳县的东部乡镇，以及宜城市和枣阳市中心城区周边，

占市域总面积的 7.41%。这些地区地形地势较缓，交通

发达，人口密集，适宜发展。

（2）二等为较适宜开发，主要分布在南漳县大部分

乡镇、谷城县的东北部，宜城市的东北部以及枣阳市的

大部分乡镇，占市域总面积的 11.48%，这些地区交通较

为便利，人口聚集度较高，属于较适宜发展的区域。

（3）三等为较不适宜开发，主要分布在宜城市，

谷 城 县， 枣 阳 市 的 中 心 城 区 周 边， 占 市 域 总 面 积 的

57.35%。该区域是襄阳市重要的农产品主产区，属于限

制开发的较不适宜开发区域。

（4）四等为最不适宜开发，主要分布在保康县的大

部分地区和谷城县的西南部，占市域总面积的 23.76%。

该地区群山连绵，峰峦重叠，森林茂密，是秦巴生物多

样性生态功能区，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

四、结论与讨论

（1）土地资源评价。襄阳市山地、丘陵和岗地多，

整体建设受自然因素限制较大，适宜建设的用地面积相

对较少，城区和部分山区用地压力较大。鉴于社会经济

发展需求，建议将土地资源压力指数在城区和山区范围

内的分级阈值适当调高。

（2）水资源评价。水资源评价结论受用水总量控制

指标影响较大，而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并未分解到各县级

行政单元。建议地方政府确定到县一级的用水总量控制

指标，协调好城区与县城用水。

（3）环境评价。由于存在某些不可预知的偶然因素，

采用最大值模型会因单个污染物浓度的偏高而被判定为

污染物浓度超标。建议采用加权平均模型，对环境污染

评价的多个单项污染物浓度超标指数进行综合计算，得

到综合的污染物浓度超标指数。

（4）生态评价。生态系统健康度受生态退化的土地

面积比例的影响较大，不能全面反映生态系统的生态敏

感性、生态重要性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状况，因此建议

构建一套更加全面、科学的指标体系。

（5）集成评价。建议集成评价的结果应当以能够反

映超载程度的形式呈现。可将集成评价的方法改为综合

打分法，对每一个单项评价结果按照其超载程度进行打

分，然后对各项得分求平均值或加权平均值，得到综合

超载程度得分，得分越高，说明超载程度越高。

五、结束语

结果表明：襄阳市 9 个县（市、区）中，枣阳市、

襄城区、樊城区、襄州区和老河口市的资源环境处于超

载状态，谷城县和宜城市为临界超载，南漳县和保康县

不超载；最适宜、较适宜、较不适宜和最不适宜开发的

区域占全市国土面积分别为 7.41%、11.48%、57.35% 和

23.76%。“双评价”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与国土空间

开发适宜性评价 [1]。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一定区域在当

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能够承载的人类活动的容量上

限；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是判断区域在资源环境承载容

量内，人类对国土空间能够开发的程度。

参考文献：

[1] 张楠，郭鑫，林富明 . 哈尔滨市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研究 [J].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

息，2021，44（S1）：1-4+8.

[2] 付梦娣，李晨旭，刘伟玮，冯朝阳，马凌，朱彦

鹏 . 黔西南喀斯特地区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技术与实

践：以义龙新区为例 [J]. 环境科学研究，2021，34（03）：

678-686.

[3] 杨凤姣，冯兆华，王春晓，韩雪，贺微，曾超

群 . 基于“双评价”的国土空间格局研究——以新宁县为

例 [J]. 资源信息与工程，2021，36（04）：93-96+99.

[4] 谭琨，严直慧，赵祖军，普军伟，李思楠，苗培

培，赵筱青.基于模糊评价的喀斯特山区文山市资源环境

承载力评价[J].水土保持研究，2021，28（01）：218-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