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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研习和继承前人区划研究工作与成果的基础上 , 着重于自然地理区划方法论及其体

系的探讨。首先 , 深入阐述了自然地理区划的内涵 , 认为 : 自然地理区划既是区域划分的结

果 , 也是区域划分的方法与过程 , 同时还 是 认 识 地 理 特 征 和 发 现 地 理 规 律 的 一 种 科 学 方 法 。

第二 , 假设性认为自然地理区划是客观存在的 , 针对不同的区划目的和采用不同的区划原则

所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自然地理区划 , 如部门区划与综合区划、区域区划与类型区划等 , 则构

成了对区划对象的多角度认识 , 并且这些区划间存在内在联系 , 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和可转换

性。第三 , 在分析总结各种自然地理区划方案研究的基础上 , 提出了包括区划本体、区划原

则、区划等级系统、区划模型和区划信息系统的自然地理区划范式 , 其中自然地理区划原则、

等级系统和区划模型构成了区划方法的核心 , 并且通过区划模型 , 实现区划原则、指标体系

和单位等级系统的综合。最后 , 论文对自然地理区划信息系统研究所涉及的主要科学问题和

主要功能作了简要的说明和讨论 , 并指出 : 在地理空间单元理论的指导下 , 可以实现在统一

的科学框架下的各种自然地理区划的集成 , 并为开展综合区划研究提供可用的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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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是一门公认的具有悠久发展历史的学科 , 拥有丰富的方法论和大量的工作文

献资料[1]。柯本的气候地带性、道库恰也夫的自然地带学说等均为自然地理区划研究的宝

典与传世之作。作为一种方法论 , 自然地理区划在系统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的研究中得

到广泛的应用 , 并成为获取地理知识的重要途径。同时 , 自然地理区划本身也是地理学

的核心研究内容和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2, 3]。更有学者认为 , 自然区划是自然地理学的重大

理论之一 , 是制定和实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科学基础 [4-6]。所以 , 在地理学的研究

中, 对自然地理区划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7]。然而 , 当审阅地理方法研

究文献 , 研习自然地理区划的本质 , 剖析自然地理区划方法论的核心与体系 , 探索信息

时代的区划方法之变化等问题时 , 却又难以勾画出自然地理区划方法之体系。虽然各种

地理区划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 但又未能形成统一的方法体系。本文试图从自然地理区

划作为一种地理科学方法论和作为地理学规律表达的一种形式等方面 , 对自然地理区划

的性质、方法、以及区划信息系统等问题进行探索性分析与研究。

1 自然地理区划本质之分析

1.1 自然地理区划概念的内涵

自然地理区划是地理研究中常见的名词与经常使用的方法 , 但对自然地理区划概念

及其内涵的认识 , 却存在多方面的解释。前人研究成果涵盖了自然地理区划概念所包含

的三种基本含义 : 一是区域划分的结果 , 即常见的各种区划方案与区划图 ; 二是区域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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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方法与过程 , 也即建立区划方案的过程 ; 三是认识地理特征和发现地理规律的一种

科学方法 , 即地理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正如前苏联地理学家兹沃雷金在讨论农业生态

区划时指出 : 自然区划的概念含有多种含义 , 既是研究某些事实的积累并对其揭示 , 又

是探讨应用事实并使之易理解的方法 , 还是一份登载有必要文字说明、图表、以及其他

附件的地图[8]。

首先 , 自然地理区划是表达地理现象与特征的区域分布规律的一种方法。区划是为

科学认识区划对象, 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9]。所以 , 自然地理区划最直接的理解

就是对区域的划分 , 建立以区划图形式表示的区划方案。我国地理学家黄秉维在论述自

然地理区划的作用时指出 : 自然地理区划是适应论述地理需要的一种方法。区划把地理

特征相同的地方归在一起 , 相异的地方另划一区 , 既可免支离破碎的弊病 , 且可省重复

论述的麻烦[10]。也正因为如此, 地图在自然地理区划研究中, 占有一席之地, 为有效地表

达自然地理区划方案和揭示区域分布规律 , 提供了科学技术途径。反之 , 自然地理区划

也为地图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科学基础。例如 , 自然区划方法和制图学都要研究不同

区域的主导因素和主要标志、不同区域各种地理要素的质量和数量特征、地理要素间的

相互制约与相互依存的关系 , 所以自然区划为解决制图综合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7]。现代

电子地图技术的发展 , 为展示多途径、多视角的区划方案提供了动态、系列化的表现手

段。

第二 , 自然地理区划是地理区域划分的方法与技术手段。赫特纳非常强调区划的区

域分解过程 , 他认为 : 区划就其概念而言 , 是整体的一种不断分解 , 一种自然地理区划

就是地表不断分解为它的部分, 这些部分在空间上相互连接[11]。邓静中在开展农业区划工

作时指出 : 区划就是区域的划分 , 区划是一种手段 , 一种表现形式 , 生产力合理布局才

是它的实质内容和目的[12]。在区划过程中, 既可根据地域分异规律将地表依次划分为不同

等级的各种区域 , 形成自上而下的区域分割方法 ; 又可根据地域组合规律 , 将具有相同

性质的小块地理空间单元合并为更高一级的区域 , 形成自下而上的空间聚类方法。两者

互为补充 , 共同构成了区划的全部过程。这方面工作不仅是自然地理区划研究的重要组

成部分, 也是传统区划研究工作的主体。

第三 , 自然地理区划也是地理学研究的经典方法之一。区划是从区域角度观察和研

究地域综合体,探讨区域单元的形成发展、分异组合、划分合并和相互联系,是对过程和类

型综合研究的概括与总结[2]。所以 , 大多数地理工作者都在其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

区划方法 , 例如早期的科学考察 , 一般都遵循分区中找典型的科考工作方式。在信息社

会时代 , 自然地理区划单元则成为海量空间信息集成的对象与基础 ; 同时 , 通过地理信

息转换分析 , 则可以建立不同自然地理区划系统间的关系 , 并可实现系统间的相互转换

或建立新的区划系统。因此 , 在现代地理学研究中 , 应进一步深化区划及其以区划为基

础的空间分析研究 , 并密切和当前正在推进的全国林业区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工作结

合起来。

1.2 自然地理区划的类型

自然地理区划类型丰富多样。按分类单位体系的不同 , 自然地理区划可分为区域区

划和类型区划; 按主导要素的多少, 区划可分为部门区划和综合区划。

(1) 部门区划与综合区划

部门区划和综合区划是最为常见的两类区划。部门区划以区域中某一成分或要素为

区划对象 , 其针对性更强 , 应用更具体。因此 , 部门区划的种类繁多 , 如地貌区划、水

文区划、植被区划、灾害区划等等 ; 综合区划的对象是地域综合体 , 早期的自然地理区

划大多是针对自然要素进行的 , 所以综合区划主要指综合自然区划 , 并且多直接服务于

农业生产。在实际的地理研究工作中 , 常常需要将部门区划和综合区划结合在一起 ,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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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系列化的方案 , 从而达到对区域地理规律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例如 , 1956 年中

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所领导开展的中国自然区划 , 包括气候、地貌、水文、潜

水、土壤、植物、动物、昆虫区划和综合自然区划 ; 傅伯杰所主持完成的中国生态区划

包括了生态地域区划、生态资产区划、生态胁迫过程区划、生态敏感性区划、以及生态

环境综合区划等五方面[13]。

地球系统中各个要素和过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因此 , 部门区划和综合区划之间

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 并可以相互转换。正如陈述彭所指出 : 就区划工作而言 , 综合区

划与部门区划是密切联系的 , 各种自然要素的部门区划是综合区划的先行工作 , 综合自

然区划又是各种生产技术部门区划的基础。在综合自然区划图上 , 不仅要表达区域综合

体的分异等, 同时还要表示其内部结构 , 论述不同类型综合体间相互依存性[5]。面对区域

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快速发展 , 区划所服务的对象发生了变化 , 需要将自然与人文要素综

合 , 陆地系统与海洋系统并重 , 最近我国地理学家又提出开展新时期的综合自然区划研

究的设想和计划[14, 15]。

(2) 类型区划与区域区划

类型区划和区域区划是区划系统划分的另一种体系, 也是比较难以理解的一种划分。

郑度依据区划所采用的方法不同, 将自然地理区划分为类型区划和区域区划[16]。类型区划

和区域区划的结果都体现为地理空间单元系统 , 通过地理空间信息单元理论则可以将类

型单元和区划单元联系起来。其中类型区划侧重于对每种类型进行定性描述和指标确定

(阈值), 形成不同的种类; 而区域区划则是根据一定目的和要求 , 将相似性的地理信息单

元合并 , 将差异性较大的信息单元分开 , 从而将整个区域划分成不同子区。严格的说 ,
自然界没有不是区域属性的类型。如自然带、自然地区、自然地带的划分虽然都具有类

型意义, 但有又鲜明的区域特色, 在实际中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有所侧重[16]。

许多学者从区划单元的空间分布特征出发 , 阐明区域区划与类型区划的差别和联系。

黄秉维认为 : 区域区划每一单位在地域上是相邻的 , 具有空间不可重复性 ; 类型区划的

每一单位允许相互隔离, 空间上可以重复[17]。类型区划便于求同和比较, 可以较准确地定

出分类指标 , 较严格地划出一致的地域 ; 区 域 区 划 则 便 于 辨 异 和 表 达 区 域 单 元 的 独 特

性[18]。因此, 区域区划划出的是现代自然过程中相互依存的个体, 而类型区划则划分出自

然历史过程形成的具有共同特征的区域[18]。任美锷等认为: 区域区划的各级单位应该都有

地区名称, 以表明它们的明显的个体性和空间的不重复性[19]。陈述彭从方法论的角度, 阐

明了两者的联系 , 认为 : 区域区划和类型区划都是认识自然的方法 , 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概念[7]。

1.3 自然地理区划中的时间概念

在现有的自然地理区划研究中 , 时间概念最被忽视 , 或者大多数自然地理区划只是

针对区划对象的一定时间段的平均状况而开展。在诸多自然区划中 , 由于区划对象的变

化相对缓慢 , 在区划研究的时段内 , 可以近似认为区划对象具有不变性 , 因而 , 时间变

化影响可以忽略。例如 , 我国目前的综合自然区划七大方案中所采用的活动积温、干燥

度等指标均为多年平均值。所以 , 自然地理区划所依据的相似性或差异性特征 , 均是长

时间序列内的平均状况。在某种意义上 , 可以认为这些区划属于静态区划 , 或称为均值

区划 , 这些区划既不考虑年内的可能变化 , 也不考虑多年变化率。但在现实中 , 要素场

的平均态一般不易出现。例如 , 在一些区域研究中 , 要素场的指标极值状况下对区域分

析的影响不容忽视, 如我们通常以 ≥10 oC 积温作为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指标, 但在我国西

北地区, 极端最低温度往往是造成某些作物不能生长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 ,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 人类活动对自身生存空间的影响已

愈来愈强烈。由此而带来的一些自然环境的改变及生态系统的退化已经可以在短短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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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甚至几年之内看到 , 如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冰川消融 , 过渡放牧造成的大面积草

场沙化及人为滥捕滥杀导致一些区域野生动物的灭绝。对于这些对象的区划研究 , 时间

要素就需要在区划中给予充分的考虑 , 否则该区划的意义和作用就极为有限。因此 , 区

划也应充分反映自然区域内要素的时变特征 , 区划除了表达在特定时期条件下区域特征

的差异, 还应通过建立一组动态区划来反应区域发展变化的规律与趋势。

2 自然地理区划方法论

在传统的地理学研究中, 自然地理区划方法主要包括区划的原则和方法两方面[2], 但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 , 自然地理区划本身包含多方面的内容 , 并构成一种体系 , 形成独特

的地理学研究方法 , 正如邓静中指出 : 农业现状区划是综合反映一定地区实际存在的农

业生产地域分异的地域单元系统[12]。因此, 区划原则和方法虽是自然地理区划研究的核心

内容 , 但并不构成其全部。这里 , 我们从一般方法论的角度 , 对自然地理区划的原理、

方法等作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以期反映自然地理区划方法深刻内容。

2.1 自然地理区划的理论基础

区域的划分主要是依据地理区域所存在的内在相似性或差异性 , 而形成和控制这种

区域相似性或差异性的背景则是地理地带性规律 , 正如任美锷等指出 : 地带性与非地带

性之间的矛盾, 乃是自然区域的基本矛盾[20]。因此, 地理地带性规律是一切自然地理区划

的基本理论基础。在我国的各种自然区划中 , 水平地带性规律基本上控制了区划最高级

单位 , 例如黄秉维提出的综合自然区划的温度带、侯学煜植被区划的植被区域等均是根

据水平地带性规律划分的。既然区域的差异性和相似性是区域划分的依据 , 而地理学又

是研究地区差异的科学[1], 所以自然地理区划在地理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 成为地理

学家认识世界和获取地理知识的重要途径。

除了上述的地理地带性规律外 , 自然地理区划的理论基础还应包括空间作用的区域

分异规律、集合论、信息编码理论等。一般而言 , 区划的中、低等级区划单元深受区域

性或局部的区划因子影响。在区域内部 , 区域各要素相互作用 , 并由此产生区域的差异

性和均衡性。所以, 地理空间作用的区域分异规律也是区划的重要理论基础。

随着数字技术和定量化方法在区划中的应用 , 其他学科的理论也成为地理区划的理

论基础。从定量化的角度看 , 地理区划就是地理空间区划划分的集合 , 区划系统、区划

单元的相互关系等 , 均可基于集合论而推演 , 因此 , 集合论构成了地理区划的重要数学

基础。从信息科学的角度看 , 信息编码理论为区划单元精确标识和单元融合提供了成套

的方法。因而 , 可以将地理区划的任一单元赋予唯一的标识码 , 通过编码的变换 , 可以

实现对区划系统的分析。因此 , 信息编码理论也是现代地理区划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当前, 这些方面的理论研究极为缺乏, 有待进一步深入。

2.2 自然地理区划原则

区划原则是区划制定过程中所遵循的准则 , 为区划的核心问题之一 [21], 确定合理而

实用的区划原则是任何一个自然地理区划成功的关键所在。李治武、陈传康等在分析了

大量不同类型的自然地理区划方案的基础上 , 总结和提出了以下自然地理区划所应遵循

的五条基本原则 , 即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相结合原则、综合分析与主导因素相结合原则、

发生学原则、相对一致性原则、以及地域共轭原则[22, 23]。这五项基本原则并非彼此独立、

相互排斥 , 而是互为补充。例如 , 在综合分析与主导因素相结合原则中 , 前者强调在进

行区划时 , 必须全面考虑构成自然区域的各组成要素和地域分异因素 ; 后者强调在综合

分析的基础上查明某个具体自然区域形成和分异的主导因素。综合原则不是将各种因素

等量齐现, 而是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于主导因素的探讨[20]。通过对各类自然地理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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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剖析 , 可以发现 : 区划原则确定的基本思想就是 “从源、从众、从主”: “从源”

指 必 须 考 虑 成 因 、 发 生 、 发 展 和 共 轭 关 系 , “从 众 ” 是 指 必 须 考 虑 综 合 性 和 完 整 性 ,

“从主”是指应考虑其典型性、代表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和选择符合一个具体区划任务所需要的所有区划原则? 因

为区划的对象、目的和尺度的不同, 其区划原划也就有所差异[24]。例如, 在开展中国自然

区划研究中 , 任美锷等采用了综合性原则、主导因素原则、发生学原则、以及资源利用

与环境整治相一致原则等 , 而赵松乔提出了综合分析与主导因素相结合原则、多级划分

原则和主要为农业服务的原则等, 从而形成了包括林超的 “中国自然区划大纲”[25]、罗开

富的 “中国自然区划草案”[26]、黄秉维的 “全国综合自然区划”[17]、任美锷等的 “中国自

然地理纲要方案” [27]、侯学煜的面向农林牧副渔发展的 “中国自然区划” [28]、赵松乔的

“自然区划新方案”[29]、席承藩等的 “中国自然区划纲要”[30]等 7 种方案。

根据以上分析 , 结合地理空间单元及其系统研究的理论 , 我们提出将区划原则分为

一般性原则和应用性原则。一方面 , 区划的基础是区划单元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 因此 ,
通过对区划对象的特征及控制其运动变化规律的认识 , 可以发现控制区划单元相似性和

差异性的基本原理 , 依据这些原理所确定的区划原则称为区划的一般性原则。例如综合

自然区划中所依据的地带性规律 , 则属于一般性区划原则。另一方面 , 通过对区划目的

和实施尺度的分析 , 可以在一般性原则基础上 , 进一步确定适合本区划的专用原则 , 这

里定义为区划的应用性原则。例如 , 在开展国家生态区划时 , 傅伯杰提出的区域等级性

原则[31]、贾良清等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 则属于应用性原则[32]。因此 , 对于同类区划 ,
一般性原则具有一定的通用性 , 从而可以促进相关区划的一致性 , 也减少了区划原则确

定的难度。加强区划应用原则的研究 , 可以促进区划工作的深入。目前的研究工作需进

一步加强和深化。

2.3 自然地理区划指标

指标体系是划分区域单元及确定区域界线的依据,会随区划对象、区划尺度、区划目

的和区划制订者思路的不同而不同 , 指标体系的确定和各个指标的选取应尽可能地体现

区划的目的, 并反映其区域分异规律。柯本的气候 - 植被分类方案选取了是与植被相关的

气候指标, Holdridge 生命地带图式将潜在植被与气候联系起来,按照降水量、可能蒸发率

和生物温度来进行划分。综合自然区 划 研 究 要 求 建 立 多 级 的 综 合 指 标 体 系 。 黄 秉 维 的

《中国综合自然区划》 [9]采取了多级指标体系 : 第一级综合考虑温度、水分、土壤、植被

及土地利用 , 按水分条件分为四类 , 温度条件分为八类 , 共划分出 18 个地区和亚地区 ;
第二级以农业、林业、牧业生产与发展为依据 , 划分了 28 个自然地带和亚地带; 第三级

自然省的划分, 主要是根据大气候差异与大地形差异把全国划分为 90 个自然省。

指标的遴选将直接影响到最终的区划结果 , 是自然地理区划工作最为关键的一个环

节。郑度、吴绍洪按温度、水分及地形因素对区划指标进行了探讨 , 总结出普遍规律与

存在的问题[23]。然而建立指标体系又是一项非常的困难的任务, 这是因为在一个指标体系

里, 不同的区划等级应对应不同的指标 , 但通常会存在同级异指标 , 异级同指标的现象 ,
即使是同一个指标 , 其阈值的选取也会随具体情况发生变化。例如 , 黄秉维先生对我国

三大自然区的划分中 , 东部季风区采取温度指标 , 西北干旱区采取水分指标 , 而青藏高

原区则重点考虑垂直地带分异指标 , 存在同级异指标现象 ; 任美锷主编的 《中国自然地

理纲要》 [33]中第一级自然区的划分在东部以温度为主要划分指标 , 划分出东北区、华北

区、华中区和华南区等四个自然区 , 第二级仍然主要根据温度的不同 , 划分出不同的自

然亚区, 只是在量的对比上比自然区之间差值要小, 因而存在异级同指标的现象。

众多区划指标的一致性和定量化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区划指标往往是由一组要素

组成的 , 这些地理要素的重要程度不同 , 并且要素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 如温度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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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植被的生长与分布。如何在统一的定量化水平上 , 确定指标及其

量值至关重要。此外 , 综合自然区划的研究还要求实现人文要素指标与自然要素指标综

合 , 而这些要素指标值的类型和单位极不相同 , 既有数值型指标 , 也有描述型指标 , 并

且数据的空间尺度、格式、精度等也不同 , 如何将其统一整合 , 实现指标数量化、标准

化, 实现综合指标的定性分类与定量计算是目前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

2.4 自然地理区划方法

自大规模开展区划研究以来 , 我国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上 , 探讨了

区划的方法 [2, 17, 20, 26], 并指出 : 叠置法、主导因素法、分级区划法等为常用的区划方法 ,
甚至有学者将区划方法等同于单位等级系统[34]。但这些研究仅是将各种区划方法笼统地给

予说明或选择性使用 , 对区划方法的范围和构成均未有系统性分析。本文从区划单元的

形成和定界角度, 将自然地理区划方法分为区划单元划分方法和单元边界定界方法。

区划单元划分方法主要包括 “自上而下”的分类法和 “自下而上”的聚类法。自上

而下区划是由整体到部分 , 自下而上区划则是由部分到整体。前者主要考虑高级地域单

位如何划分为低级地域单位 , 而后者则主要考虑低级地域单位如何归并为高级地域单位。

虽然这两种综合途径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等价性 , 但是自下而上逐级合并的区划方法对于

确定低级区划单位具有更确切和客观的效果, 是归纳途径进行自然区划的一大优点。

区划单元边界的确定一直是区划工作中的一个难点 [35]。一方面 , 自然地域界线具有

过渡和模糊的特点, 很少出现突然跃迁的现象[36]; 另一方面, 界线是由量变到质变的点的

连续 , 界线两侧是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互交织的地带。因此绝对的界线在自然界中很难寻

觅。邓静中在开展农业区划时指出 : 只有深入开展重要农业地理界限的实地调查研究 ,
才能使农业区划界限摆脱假定性质[12]。李万将一般自然地理区划界线分为理论等值线、景

观形态线、季节形态线、游移形态线等 4 种类型。其中 , 理论等值线在野外是不可见 ,
如等温线、等雨线 ; 景观形态线在野外可见 , 如地貌和植被界线 ; 景观季节形态线可观

察, 但因季节不同而位置可能发生变化, 甚至消亡, 如山上雪线, 主要起参考作用[37]。

传统的区划单元边界界定方法包括主导因素法、叠置法、地理相关分析法、以及景

观制图法等。例如 , 主导因素法通过对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组成要素的综合分析 , 选取能

反映区域分异的某种指标, 作为确定区域界限的主要依据[21]; 叠置法将各部门区划图重叠

之后 , 在充分分析比较各部门区划轮廓的基础上 , 以相重合的网格界线或它们之间的平

均位置作为区域界线。近年来 , 空间统计、人工智能推理等新的技术方法引入区划研究

之中 , 区划的技术手段也由简单的个人行为、专家会商、指标体系研究发展到虚拟现实

与科学计算、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广泛应用[2]。

在大量采用综合定量化方法的同时 , 也出现了单纯模式定量化的倾向 , 所得分区界

线往往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差异 , 经过数学综合计算所给出的区划指标的地理意义有时

又难以诠释。因此 , 需要一种新的结合 , 以期促进区划方法的新的突破。孙世洲在分析

研究中国植被区划时指出 : 应利用植被数量生态学方法确定各类区划指标 , 更加科学而

严密的进行分区和定界 , 并建立中国植被区划数学模型 , 从而使中国植被区划研究进入

新的阶段[38]。丁裕国等在开展气候分型区划时, 将统计聚类检验与旋转主分量变换方法相

结合, 实现了准确的聚类区划, 推进了气候区划的定量化水平[39]。

3 对自然地理区划研究的进一步思考

3.1 自然地理区划范式

既然绝大多数自然地理区划遵循着相似的过程 , 那么自然地理区划的基本观点、理

论方法和技术手段应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 并可能发展成为一套相对完善的科学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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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体 系 。 在 对 现 有 区 划 方 法 论

和 区 划 实 践 分 析 的 基 础 上 , 结

合 现 代 科 学 范 式 研 究 , 我 们 试

验 性 提 出 包 括 区 划 本 体 、 区 划

原 则 、 区 划 等 级 、 区 划 模 型 和

区 划 信 息 系 统 等 五 元 组 的 自 然

地理区划范式 (图 1)。

区 划 对 象 与 区 划 目 的 是 一

切 区 划 工 作 的 起 步 , 这 里 定 义

为 区 划 本 体 。 在 区 划 对 象 和 目

的 明 确 的 前 提 条 件 下 , 则 可 以

对 区 划 对 象 的 一 系 列 性 质 进 行

分 析 , 要 素 分 析 是 开 展 定 量 化

区 划 研 究 的 关 键 一 步 , 是 指 在

充 分 认 识 区 划 对 象 与 目 的 的 基

础上 , 对所要划分区域的地貌、

气 候 、 水 文 、 土 壤 、 生 物 资 源

及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等各类单项要素作具体而细致的分析 , 从而对整个区域的自然条

件的基本特征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可以说 , 区划要素分析是选取区划

原则、确立指标体系与等级系统等工作的基础。

区划原则是开展区划研究工作的基础 , 并对区划指标选取、等级系统建立、区划方

法实施等后续工作的开展具有关键性指导作用。另外 , 不同等级分类、要素指标及划分

方法与区划原则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和对应关系 , 因此 , 只有通过对区划对象内

在空间分布与演化规律有深刻的认识, 才可能提出可靠而实用的区划原则。

区划等级体系包括区划指标体系和单位等级系统。指标体系是划分区划单元和确定

区划界线的技术基础 , 并随区划对象、区划尺度、区划目的等不同而改变 , 指标体系的

确定和各个指标的选取应尽可能地体现区划的目的并反映其区域分异规律。区划单位等

级系统应能客观地反映与一定空间范围与尺度相对应的地域单元间发生学上的联系和上

下等级从属关系。级与级之间既不缺漏, 又无重复, 级际之间不能互相代替。

区划模型由区域划分模型和边界定界模型构成 , 并包含了一系列的具体实现方法 ,
如区域划分的聚类法、边界定界的地理格网法等。通过区划模型 , 可以实现区划原则、

指标体系和等级系统的综合, 并最终形成区划方案。

区划信息系统是对区划方案进一步定量化加工与分析 , 从而可以建立其动态区划方

法体系。区划制图子系统实现以专题地图方式表现区划方案 , 方案评价子系统为系统评

价区划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供了技术平台 , 区划情景模拟则可实现不同边界条件下

的区划方案的动态模拟和分析。

3.2 自然地理区划信息系统

自然地理区划的最终结果是将区域划分为一系列的区划单元 , 每一个单元包含了一

系列的属性特征。在信息时代的今天 , 我们可以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 将这些区划单

元有机集成, 定量化评价, 科学地模拟分析前景变化, 从而构成自然地理区划信息系统。

自然地理区划信息系统构成的基础是区划单元数据库 , 综合集成了反映区域自然、经济

和社会等特征的各类基础数据 , 同时也数字化集成了现有的区域综合和部门区划方案。

通过数据层次上的集成 , 可以定量地分析和评价现有各类区划方案的区划单元的定位、

定性和定量特征方面的差异, 从而为协调各类区划的界线等提供统一的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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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然地理区划范式

Fig. 1 A scheme for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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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地理信息系统 , 区划单元信息查询与检索、分析评价与前景模拟计算是自

然地理区划信息系统的两大主要功能。查询与检索功能提供了利用不同的指标体系和区

域特征 , 实现对区划单元相关特征的认识和区划方案的理解 , 并可以进一步衍生出其他

专题区划。区划方案分析评价与前景模拟主要是借助于 GIS 建模功能 , 实现对各种区划

方案的合理性、科学性等方面的评价 , 并通过区划原则与指标体系的变换 , 进一步模拟

不同条件下的区划方案, 为区域规划提供前景分析。

自然地理区划单元编码规范与标准、区划模拟与仿真是自然地理区划信息系统研究

的两大关键问题。全国范围统一、多种学科统一的自然地理区划编码系统是实现自然地

理区划定量化的核心 , 它提供了语义一致的一组区划名词和等级严格吻合的等级系统 ,
成为解决区划单元间空间冲突与空间间隙、指标体系的融合与相互衔接、网络环境下信

息互操作与共享服务等区划问题的科学基础。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极少, 亟待加强。

4 结语

在我国前辈地理科学家的努力下 , 我国自然地理区划工作取得了大量的科学成果 ,
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 特别是一些经典的区划方案在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 成为指导当时生产建设的科学依据。然而在当前形势下 , 面对我国新的经济发

展战略格局所带来的新的需求 , 地理学科领域的拓展与新技术手段的变革 , 区划工作也

应随之有新的突破发展。

(1) 自然地理区划是自然地理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其研究现状往往能反应出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其自然地理环境及地域分异的认识的水平与深度。然而区划本身是一

个过程 , 一种手段 , 并不是最终目的。把一个完整的区域按一定的要求和条件 , 逐级划

分成内部相对一致细小的单元 , 是为了帮助人们进一步提高对区域自然环境现状的认识

与理解 , 在符合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加强对区域的综合治理与全面开发 , 从而实现区

域的可持续发展。因而今后应围绕自然地理区划本身 , 加强区划方案具体应用及区域综

合管理等方面工作 , 发展区划信息系统技术平台服务体系 , 实现区划方案的自动计算、

查询检索及综合评价 , 区域动态监测与实时管理及不同约束条件下区域未来发展的情景

模拟等功能。

(2) 自然地理区划的时间性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 一是区划研究对象即自然地理环境是

复杂的历史过程的产物 , 具有进展特征与残存特征 , 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而对于变化

进程较慢的地理要素 , 如地质地貌 , 可用静态区划来反应其残存特征 , 而对于变化较快

的地理区域与自然要素 , 如动植物 , 则要充分考虑其变化特征 , 用一组动态区划来反应

其发展规律 ; 二是 , 地理区划的指标有动态和静态之分 , 人们常用多年平均值来划分区

域, 但应根据具体情况, 引入一些变化数值作为划分依据, 结果会更为准确。

(3) 自然地理区划的指标体系是区划研究的核心与难点。指标的遴选将直接影响到最

终的区划结果 , 但建立指标体系又是一项非常的困难的任务。在一个指标体系里 , 会存

在同级异指标 , 异级同指标的现象 , 即使是同一个指标 , 其阈值的选取也会随具体情况

变化 ; 并且区划指标往往是由一组要素组成的 , 这些地理要素的重要程度不同 , 要素之

间还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 再有对指标进行数值化时 , 不同要素指标值的类型和单位也大

不相同 , 有数值型的 , 有描述型的 , 数据尺度、格式、类型也不同 , 这些使得自然地理

区划指标量化、标准化与计算非常困难而复杂。因而要提炼总结现有的研究成果 , 建立

指标模型库 , 针对不同的研究区域 , 区划目的与区划等级 , 归纳总结出适合的指标要素

及指标阈值 , 作为处理具体问题的参照标准。发展多指标并行计算与处理方法 , 实现多

要素间的真正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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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of and Thinking over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Methodology

ZHENG Du, OU Yang, ZHOU Chenghu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As a radical method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geographers in their works, even since earlier times. But there are few
documents devoted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itself. The present
article tries to probe into its connotation and contents of the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 methodology. As is well known, there exist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among the geographical zones, and zonality is a universal theorem governing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erefore,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exists objectively, and geographers just try
to develop and construct an image of geographical realities.

At the level of concept,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can be referred to a draft of regional
division which meets some practical purposes, or a process a dividing region which adopts
certain indexes and uses some techniques to divide an area (region) into many inter-related
sub-areas (sub-regions), or a method to reveal the laws hidden in various geographical
phenomena. As a draft, map-based form is a good way to describe the distribution of
geographical features and phenomena. Clustering and classification are usually used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ization in traditional physical regionalization. But these methods have little
consideration of temporal varia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s.

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regionalization drafts and plans, we proposed a
scheme composed of five elements for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Any regionalization must
start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gionalization ontology composed of objects and aims and
tasks of a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The principles and criteria are the bases for the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and should be carefully designed and selected to fully meet the
needs of the region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models include the model for dividing an area
and determining the boundaries among the sub-areas. Regionaliz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stores the attributes of all sub-areas and provides the functions for assessing and simulating
the draft of a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Key words: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method;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model; geographical regionaliz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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