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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物保护单位是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记录着历史的印记，研究其时空分布有助于保护和传承。文章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

度、标准差椭圆、缓冲区分析等方法研究湖北省 1260 处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时序方面：（1）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时

间跨度大，自史前至近代均有分布，经历了萌芽、缓慢增长、急速下降和快速拉伸的发展脉络，主要集中在史前、先秦、明清和近现代四个时期；

（2）各历史时期文物保护单位在分布方向、范围、重心上差异明显。空间方面：（1）总体空间分布呈集聚型，除明清时期为分散型外，其他时期

均为集聚型；（2）空间演化逐渐形成“一心多点”的特征，“一心”是以武汉市为中心；（3）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受地形地貌、河流水系、交通、城市中

心以及历史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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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单位是指被列入保护范围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

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的统称［1］，这些文物承载着历史记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与创造力，

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宝贵财富。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2021 年《“十四五”文

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文物事业，深化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全面加强文物保护研究利用，

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2022 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统筹各类文物资源普查和名录

公布，编制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逐步将文物保护和利用的视角转向整体性［2］。因此，深入研

究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有助于加深对文物的整体认识，推动保护工作向更科学、更有效的

方向发展。

查阅文献发现，对于文物保护单位，国外学者多将其置于文化遗产的框架进行研究，侧重研究文化遗产

价值评估［3-4］、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5-6］、文化遗产旅游开发［7］等。国内学者逐步从文化遗产的框架中将文物

保护单位分离出来，对其进行独立研究。从研究视角来看，起初学者们主要从历史学、建筑学、考古学等角

度进行研究，注重考察文物的历史渊源、建筑风格和考古价值等。然而，近年来随着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的

兴起，地理学视角逐渐被引入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中。从研究内容来看涉及以下几方面：（1）文物保护单位

现状调查。例如，刘明欢［8］对贵州平塘县 32 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该县文物保护单位取得的

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李文强［9］对宝鸡市 101 处文物保护单位从保护、利用、管理、研究四个方面进行调查研

究；王益［10］对凤冈县 48 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存现状及“四有”情况进行评估。（2）文物保护单位时空演化特

征。李蝶等人［11］发现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单位在时空演变过程中，大多数时期集中分布在中东部；岳菊等

人［12］发现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步向北京、天津迁移。（3）文物保护单位影响因素。吴佳倚

等人［13］研究发现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受地形、水系、政治历史、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康雪琴等人［14］

发现青海省 551 处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分布在地势平缓、接近河流、政治环境稳定的区域；董洁芳等人［15］借助

地理探测器，选取十种因子分析影响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异的原因，结果显示，人口、高程及历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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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该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产生了显著影响。研究主题层面，涉及工业遗产类［16-17］、矿业遗产类［18］、

红色遗产类［19-20］、农业遗产类［21］不同类型文物保护单位。研究尺度上，奚雪松等人［22］和田小波等人［23］从不同

历史时期和不同类型角度对全国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研究；林晓峰［24］、徐卫民等人［25］、郭宏琴［26］和白如

山等人［27］分别对浙江省、陕西省、江西省、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蔺慧媛［28］、赵春梅等

人［29］、王崇岩等人［30］分别对武威市、成都市、西安市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相关研究已取得

一定成果，但对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研究较少，且不同地域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时空演化特征方面存在

差异。

因此，文章以湖北省作为研究区，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缓冲区分析等方法，探究湖北

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特征，为未来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决策支持。

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湖北省位于长江中游，地理位置优越，北与河南相依，南接湖南、江西，西靠重庆，东与安徽毗邻，西北与

陕西接壤，东南遥望江西，被誉为“九省通衢”。省内有长江汉水浸润，形成了水网密布的独特地理格局。地

形复杂多样，以山地为主，呈西高东低特征。除高山地区外，大部分为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降水分布具

有明显的地域变化，从南到北逐步减少。湖北省是中国古人类化石遗存较丰富的地区之一，发现的建始人、

郧县人、长阳人、黄龙洞人等古人类遗迹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具有重要价值。这些遗存富集程度高、系统性

强，凸显了湖北省在古人类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同时，湖北省作为长江文明、楚文化发源地，文化历史底

蕴深厚，承载着璀璨的楚文化和源远流长的长江文化，由此衍生出许多特色鲜明的文物保护单位，文化遗产

丰富多彩。

1.2 数据来源

以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湖北省 1-8 批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湖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公布名录（截至 2023 年 9 月）为依据，对不同历史时期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梳理，共计 1260 处。通过整理数据

并利用百度地图 API 获取 WGS84 坐标，结合 ArcGIS10.6 软件处理数据，绘制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

布图。获取地理空间数据云中的高程和河流水系数据以及 Open Street Map 提供的道路网数据，从数据中提

取主要道路数据，包括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等信息。

1.3 研究方法

运用 ArcGIS10.6 软件，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缓冲区分析等方法研究湖北省文物保护

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

2 结果与分析

2.1 时间分布特征

2.1.1 时序变化特征

为了更加直观地分析，将整个历史时期划分为八个阶段：史前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

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和近代以来。这种划分不仅可以揭示文物保护单位所处的历史背景

和文化环境，还能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更深入的历史依据和全面的认识。通过图 1 可以看出，湖北省的文物

保护单位涵盖了从史前时期到近代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但不同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分布存在明显差

异，主要集中在史前时期、先秦时期、明清时期和近现代时期，这四个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达到 1067 处，

占总量的 84.68%. 在时间序列上，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发展脉络经历了萌芽阶段、缓慢增长阶段、急速下降

阶段和快速拉伸阶段。从史前时期的萌芽阶段，到先秦时期的缓慢增长阶段，增长率为 13.6%；从先秦时期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呈急速下降阶段，达到低谷期时，仅有 26 处；随后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到近代以来整体

呈增长趋势，其中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值，数量达 489 处，是宋元时期的 6.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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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湖北省不同历史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从不同时期各类型文物的数量来看（表 1），史前时期仅有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以及其他三种类型，其

中以古遗址为主，共有 144 处，占该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总量的 97.96%. 先秦时期，以古遗址和古墓葬为主，此

时开始出现古建筑 2 处。秦汉时期，虽然古遗址仍占主导地位，但古遗址和古墓葬数量开始下降。魏晋南北

朝时期和隋唐五代时期以古墓葬为主。宋元时期以古建筑为主，共有 31 处，占该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总量的

43.66%. 明清时期是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和类型多样的鼎盛时期，古建筑数量最多，达 314 处，占该时期文物保

护单位总量的 64.21%. 近代以来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较为集中，共有 252 处，占该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总量

的 93.68%. 

纵观不同类型文物保护单位（表 1），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中古遗址位居首位，拥有 380 处。其次是古建

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古墓葬，分别为 367 处、301 处、158 处。石窟寺及石刻和其他类型数量相

对较少。其中，古遗址主要集中在史前时期和先秦时期，合计 264 处，占各时期古遗址总量的 69.47%；古建

筑在先秦时期开始出现，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共 314 处，占各时期古建筑总量的 85.56%；古墓葬集中在先

秦时期、明清时期，合计 90 处，占各时期古墓葬总量的 56.96%；其他类型主要出现在史前时期和明清时期。 
表 1 不同历史时期湖北省各类文物保护单位数量 单位：处   

历史时期

史前时期

先秦时期

秦汉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

宋元时期

明清时期

近代以来

总计

古遗址

144
120

36
9
9

16
45

1
380

古墓葬

/
44
25
16
11
14
46

2
158

古建筑

/
2
1
1
6

31
314

12
367

石窟寺及石刻

1
1
1
/
2

10
31

2
48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
表性建筑

/
/
/
/
/
/
49

252
301

其他

2
/
/
/
/
/
4
/
6

总计

147
167

63
26
28
71

489
269

1260
2.1.2 重心演化趋势

借助 ArcGIS10.6 计算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各历史时期标准差椭圆及重心，其中长轴代表分布方向，

短轴代表分布范围，重心为数据的平均中心。依据表 2 及图 2 相关数据得出以下结论：关于分布方向，在史

前时期、先秦时期、秦汉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方向为西北-东南；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五代时

期，方向转变为东北-西南；从宋元时期到近代以来，又恢复为西北-东南方向。关于集聚度，从集聚到分散

的顺序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先秦时期、史前时期、隋唐五代时期、秦汉时期、宋元时期、近代以来、明清时期。

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心主要位于京山市、天门市、汉川市和钟祥市。总体而言，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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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方向、范围和重心上各历史时期存在明显差异，反映了不同时期人类活动范围的变化过程。

表 2 不同历史时期湖北省各类文物保护单位重心变化表

历史时期

史前时期

先秦时期

秦汉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

隋唐五代时期

宋元时期

明清时期

近代以来

重心坐标

113.82°E，30.55°N
113.13°E，31.19°N
112.53°E，30.59°N
113.17°E，30.28°N
113.20°E，30.37°N
113.28°E，30.43°N
112.39°E，30.53°N
113.63°E，30.41°N

长半轴/km
214.15 
191.04 
187.54 
202.80 
256.96 
255.63 
268.57 
262.77 

短半轴/km
102.62 
97.89 

115.90 
79.45 

104.09 
119.12 
129.19 
120.24 

旋转角度/°
113.79
115.48
107.57

85.42
90.09
94.21
99.20
93.45

隋唐五代时期
宋元时期
明清时期
近代以来

史前时期
先秦时期
秦汉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

图 2 不同历史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标准差椭圆及重心分布图

2.2 空间分布特征

2.2.1 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最邻近指数计算，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最邻近值为 0.67，表明总体空间分布呈现出集聚状态。此

外，核密度分析显示（图 3），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总体空间分布呈“一心多点”的特征，其中“一心”区域指以

武汉市为核心，而多点分布在鄂州市、黄石市、襄阳市和荆州市等地。武汉市作为核心集聚区位于江汉平原

东缘，历史悠久，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古代先民在此聚居，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如老人桥遗

址、马投潭遗址等。近代以来，武汉更是近代革命的发源地，拥有 75 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包括武昌起义军

政府旧址、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八七会议会址等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保护单位。相比之下，神农架林区、恩

施州等地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较少，这些地区地形地貌复杂，交通不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物保护单位

的数量和分布。

2.2.2 不同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

由图 4 可知，不同历史时期文物保护单位分布情况。史前时期，最邻近指数值为 0.79，表明该时期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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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物保护单位为集聚分布。通过核密度可视化显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布上呈带状分布，核

心集聚区位于荆门市、武汉市、黄石市，次级集聚区位于襄阳市。相比之下，恩施州、仙桃市、潜江市、神农架

林和咸宁市等地的文物保护单位分布较为稀少。经考古发现，湖北省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建始步氏巨猿、早

期智人长阳人、晚期智人的遗迹。进入新石器时代，境内涌现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代表性文化。可以

看出，史前时代的先民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孕育出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遗址。

文物保护单位
核密度

0~0.000164124
0.000164124~0.000328248
0.000328248~0.000492372
0.000492372~0.000656497
0.000656497~0.000820621

（a）史前时期 （b）先秦时期

（c）秦汉时期 （d）魏晋南北朝时期 （e）隋唐五代时期

（f）宋元时期 （g）明清时期 （h）近代以来

图 4 不同历史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核密度

先秦时期，最邻近指数值为 0.62，表明该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集聚分布。通过核密度可视化显

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主要集中在襄阳市，次要核心区域包括黄石市、武汉市、宜昌市和荆州市的交界处，

而神农架林区尚无文物保护单位分布。从商代末期到战国晚期，湖北省一直是楚国的核心区域，特别是汉

图 3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总体空间核密度

总体核密度
0~133.1325195
133.1325196~266.2650391
266.2650392~399.3975586

399.3975587~532.5300781
532.5300782~665.662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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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游的宜城市，蛮河流经，境内水源充沛、地势平坦。在东周时期，该地区拥有丰富的古遗址，代表性遗址

包括南门口遗址、胡家庄遗址等。

秦汉时期，最邻近指数值为 0.78，表明该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集聚分布。核密度可视化显示，湖

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呈连片状分布，主要核心区位于荆州市与宜昌市接壤处。这一时期，江陵（今荆州市）作

为楚国的都城所在地，政治地位突出，经济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发达兴盛，政治活动频繁，文化交流密

切，使得文物得以遗存。此外，东汉末年，北方经受战乱，人口进行南迁，进而到达此地，也为当地的文化积

累和文物保存增添了新的元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郢城遗址、大城壕遗址、铁剑岗墓群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邻近指数值为 0.59，表明该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集聚分布。核密度可视化显

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呈零星分散状，仅有 26 处，主要聚集区位于荆门市与宜昌市接壤处，次级核心区是

仙桃市、鄂州市。然而，十堰市、神农架林区、恩施州、随州市、潜江市、咸宁市、孝感市无文物保护单位分布。

这一时期，湖北地区曾是蜀汉和东吴之间争夺的战场。蜀汉和东吴在宜都市、荆州市等地展开了多次战役，

如猇亭之战，导致湖北地区频繁受战乱的影响，这些战乱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

和保存情况。

隋唐五代时期，最邻近指数值为 0.99，表明该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集聚分布。核密度可视化显

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呈两大组团状分布，仅有 28 处，主要聚集区以天门市为中心涵盖荆门市、荆州市、潜

江市、仙桃市、孝感市，次级核心区为以鄂州市为中心的黄石市、武汉市、黄冈市等地。这一时期，政治格局

频繁变化，王朝更替频繁，湖北省也经历多次战乱和动荡，如隋末唐初的黄巢起义、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混

战和动荡等，导致文物保护单位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和留存。

宋元时期，最邻近指数值为 0.75，表明该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集聚分布。核密度可视化显示，湖

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呈现多核集聚模式，主要分布在湖北省东部、中北部地区，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是武汉市、

黄冈市。这一时期，佛教、道教等宗教在湖北地区盛行，许多寺庙、道观等宗教建筑得到了保护，代表性的有

佛母塔、羊角尖舍利塔、舍利宝塔、洪山宝塔等。

明清时期，最邻近指数值为 1.33，表明该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分散分布。核密度可视化显示，湖

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呈现五大组团状分散分布，主要分布在武汉市、黄冈市、黄石市、襄阳市、咸宁市。这一时

期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达到巅峰，拥有 489 处且所有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均有分布。在明清时期，武汉三镇

中，武昌兼具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同时也是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重要地区。汉口以淮盐分销和粮食运

输贸易规模巨大而闻名，使得原有的港口无法满足需求。因而，汉口作为典型的商业市镇，拥有便捷的水路

交通，吸引了大量商贸活动，成为商业中心。代表性的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包括汉口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汉

口平汉铁路局旧址、汉口英商和利冰厂旧址等。

近代以来，最邻近指数值为 0.66，表明该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集聚分布。核密度可视化显示，湖

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呈“一枝独秀”的分布特征，主要集中在武汉市。武汉市在近代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洋务运动、民国时期的商业繁荣、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战中心等，这些历史事件使得武汉市成为保存重要史

迹的地区。另外，武汉市作为商业、金融中心，吸引了大量工厂和企业迁入，同时也带动了城市的发展，为文

物保护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条件。这一时期，代表性文物保护单位包含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江汉关大楼、

武汉长江大桥等。

整体来看，湖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布情况受到当时政治、战乱等因素的影响，展现

出不同的分布特点。

2.3 空间分布相关性

2.3.1 与地形、地貌的相关性

湖北省位于第二、三阶梯过渡地带，地形多样，包括平原、丘陵和山地。地形地貌对人类聚居和活动有

重要影响，其中海拔高度和坡度是关键因素。

通过叠加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点数据和高程图分析发现，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文物保护单位分布数

量逐渐减少。如图 5 所示，在海拔低于 200 m 的区域，文物保护单位最多，有 949 处，占比 75.31%；海拔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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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0 m 的文物保护单位 138 处，占比 10.95%；海拔高度处于 500~1000 m 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达 117 处，

占比 9.28%；而在海拔超过 1000 m 的区域，文物保护单位最少，仅有 56 处。这表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更多

分布在平原地区，平原地区气候宜人，适合人类聚居与活动，也留下了较多的文化遗迹等；而海拔较高的地

区气候恶劣，不适宜居住，因此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较少。

文物保护单位
高程（m）

-145~200
500~1000
1000~2000
2000~3099200~500

图 5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高程分析

通过叠加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点数据和坡度图分析发现（图 6），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数量随着坡

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少。如图 6 所示，坡度在 5°以内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809 处，占比高达 64.2%；坡度在 5°~10°
之间的有 234 处，占比 18.57%；坡度在 10°~20°之间的有 152 处，占比 12.06%；而坡度超过 20°的地区仅有 65
处，数量最少。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的平均坡度为 5.9°，这表明湖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更倾向于分布在

地势相对平缓的地区。这一结论与地形地貌对人类聚居和活动的影响相吻合，坡度适中的地区更适宜人类

聚居和文物保护。

文物保护单位
坡度（°）

0~5
5~10

10~20
20~50
50~81

图 6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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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与河流水系的相关性

河流水系关系着人类的生活和发展，同时也是各类文化遗产的源头。在古代社会，人们倚靠河流生存，

河流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因此古代文明往往沿河而兴，水源成为选址的首要考虑因素，这也促成了文化遗

产的产生。湖北省的主要河流有长江、漳河、清江等。借助 ArcGIS10.6 软件，对湖北省河流水系进行多环缓

冲区分析，建立 2 km、5 km、10 km 缓冲区，更直观地展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与河流水系的空间关系（图 7）。

分布在河流水系 2 km 以内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479 处，占比 38.016%；分布于 2~5 km 之间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307 处，占比 24.365%；分布在 5~10 km 之间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241 处，占比 19.127%；分布大于 10 km 的文物

保护单位有 233 处，占比 18.492%. 这表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具有明显的亲水性特征，大多分布在靠

近水源的区域，这与古代社会依赖水源生存的历史现实相符。这种空间关系不仅反映了文物保护单位与河

流水系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凸显了古代文明沿河而兴的历史特征。

文物保护单位

河流水系2 km 缓冲区5 km 缓冲区10 km 缓冲区

图 7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河流水系缓冲区

2.3.3 与交通的相关性

交通作为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纽带，直接影响着文化交流的频繁程度和深度，进而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传

承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的地理分布往往受交通条件影响，交通便捷度则直接影响这些文物

保护单位的分布数量。公路作为一种便捷的交通方式，不仅连接了各地文化遗产，更为文化交流提供了便

利，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利用 ArcGIS10.6 软件，选取湖北省高速、国道、省道为研究对象，建立 2 km、

5 km、10 km 缓冲区，并将这些缓冲区与湖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叠加分析（图 8）。其中，分布在道路 2 km
以内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675 处，占比 53.57%；分布在 2~5 km 之间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256 处，占比 20.32%；分

布在 5~10 km 之间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255 处，占比 20.24%；分布在距离道路线 10 km 以外的文物保护单位有

74 处。这表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与交通线路的分布呈正相关，便捷的交通促进了湖北省各地区之

间的交流，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2.3.4 与城市中心的相关性

对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沿城市中心的分布状况进行研究，以各地市州的行政中心为圆心，分别以 20 km和

50 km 为半径，利用 ArcGIS10.6平台建立多环缓冲区，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叠加（图 9）。统计结果显示，

在各行政中心半径 20 km 范围内，共有 331 处文物保护单位，占比 26.3%；在 20~50 km 范围内共有 466 处，占比

36.57%；在 50 km 之外有 463 处，占比 34.6%. 值得注意的是，50 km 内共有 797 处文物保护单位，占比 63.35%. 
由此可见，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受行政中心的影响，距离行政中心越近，文物保护单位数量越多。

这种分布模式反映了文物保护单位与行政中心位置的关联，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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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单位
道路
2 km 缓冲区
5 km 缓冲区

图 8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道路缓冲区

文物保护单位
行政中心
20 km 缓冲区
50 km 缓冲区

图 9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总体空间核密度

2.3.5 历史文化相关性

通过定性分析研究发现，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受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湖北省现存的 1260 处文

物保护单位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稳定的政治环境更有利于文物保护单位的留存；动

荡的政治环境容易使文物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破坏。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发，社会动荡、政权更

迭不断，导致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仅有 26 处，遗存较少，达到了低谷期。在明清时期，湖北省作为文化古

都，拥有众多文物保护单位，如黄陂古城、黄鹤楼等。政治稳定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当时的湖北

省文物得以保存和传承。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湖北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文物保护工作得到重视，许多古迹

得以修缮和保护。这一时期，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和规模均有所增加，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3.1.1 时序方面

湖北省的文物保护单位涵盖了从史前时期到近代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但不同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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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主要集中在史前时期、先秦时期、明清时期和近现代时期，这四个时期文物保护单位

达 1067 处，占总量的 84.68%. 在时间序列上，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发展脉络经历了萌芽阶段、缓慢增长阶

段、急速下降阶段、快速拉伸阶段。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布方向、范围、重心上各历史时期差异明

显，也表明不同时期人类活动范围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3.1.2 空间方面

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总体空间分布特征呈集聚型且主要集中分布在武汉市，不同历史时期除明清时期

为分散状态，其余均为集聚状态。史前时期核心集聚区位于荆门市、武汉市、黄石市；先秦时期主要集中在

襄阳市；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核心区位于荆州市与宜昌市接壤处；隋唐五代时期主要分布在天门市；

宋元时期以武汉市、黄冈市最为集中；明清时期，主要分布在武汉市、黄冈市、黄石市、襄阳市、咸宁市；近代

以来，主要分布在武汉市。另外，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受地形地貌、河流水系、交通、城市中心、政

治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特征，反映了历史文化与

自然环境、人类活动之间的紧密关系。

3.2 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得知，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在时空分布上存在差异，整体空间分布呈现“一心多点”的特

征。针对这一现状，文物保护单位的开发利用要结合实际情况。对于湖北省文物保护密集区域，如武汉市、

鄂州市、黄石市、襄阳市和荆州市等地，建议引入数字化手段。一方面，促进文物保护单位朝着活态化的方

向发展，使得文化得到更好传承；另一方面，借助科技手段加强文物保护单位的智能化管理，提升管理水平，

同时为游客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体验。然而对于文物保护单位密度低的地区，要深入挖掘文化价值和历史内

核，鼓励社区参与，提升文物保护单位的影响力。同时，对于那些符合标准但尚未申报的文物保护单位，应

积极鼓励和支持其进行申报工作，使其得到正式的认定和保护，进一步丰富湖北省文化遗产保护网络。

此外，由于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历史跨度长、数量多，对于一些地理位置较为偏远的单位，在地理空间

坐标的采集过程中，由于部分文物保护单位地理位置偏僻，不得不采取就近原则进行估算，这可能导致一定

的坐标误差。同时，在进行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特征分析时，由于涉及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

众多学科，分析得不够深入。这些不足需要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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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Hubei Province

LI Ling ，ZHANG Li-ming*，TAN Ben-yu

（College of Tourism，Hubei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62，China）

Abstract：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are a precious heritage of human civilization，recording the imprints 
of history. Studying their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helps to strengthe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1，260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Hubei province are studied 
using the nearest neighbor index，kernel density，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and buffe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temporal aspects：（1）The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Hubei province has a wide time 
span，from prehistory to modern times，and has experienced a developmental vein of germination，slow growth，

rapid decline and rapid stretching，mainly focusing on the four periods of prehistory，Pre-Qin，Ming and Qing 
Dynasties，and modern times；（2）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direction，scope and center of grav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each historical period. Spatial aspects：（1）The overall spatial 
distribution shows agglomeration type，except for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which are scattered，the other 
periods are agglomeration type；（2）The spatial evolution gradually and progressively form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one center and many points，one center is centered on Wuhan City；（3）The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s affected by the topography and geomorphology，the river and water system，the traffic，the urban center an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Keywords：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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