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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全球人口持续增长$建设用地指标紧缺的问题日益凸显$山地城市建设

用地扩展研究对于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采用 #"BE(!@#@ 年间的 E 期Q;/?8;<N3\数据$通过

计算景观分离度#分维数#建设用地动态度#建设用地扩展指数和建设用地重心等指标$对南岸区 K! 年来建

设用地扩展过程进行了定量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南岸区建设用地扩展保持较高的速度$城市用地结构更

为紧凑$建设用地形态趋于规则化发展$建设用地稳定性也越来越强$且其重心由南岸区的西部向东部迁

移' 该研究成果对南岸区城市建设与规划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建设用地%城市扩展%山地城市%]=与aH=

((中图分类号!FEB 文献标志码!O

城市建设用地扩展是城市化在空间上表现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也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指

标%#&

.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持续增长#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现象日益

凸显#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随着现代经济飞速发展#山

地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对山地城市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山地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研究意义

重大%K&

.

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扩展日益成为现在乃至将来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J&

. 国内外对城市建设用

地扩展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建设用地的提取方法研究#城市扩展过程'扩展特征'

空间形态的研究以及城市扩展的驱动力研究%DNE&

. 但是对于山地城市建设用地研究较少#而且国内对城市

扩展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东部和沿海地区#对西南地区研究也较少%"&

. 随着重庆市直辖#重庆已成为了

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重心#并且重庆又属于丘陵区#是典型的山地城市#所以对西南片区的山地城

市建设用地扩展研究很有必要.

以重庆市南岸区为研究区#在]=和aH=技术支持下#采用 #"BE4!@#@ 年间的 E 期Q;/?8;<N3\数据#通

过景观分离度'分维数'建设用地动态度'建设用地扩展指数和建设用地重心坐标等指标#从数量'空间和发

展趋势上对南岸区城市建设用地进行研究#以期为南岸区城市建设与规划提供依据.



#(研究区现状

南岸区位于东经 #@AuKo#Jr4#@AuJBo!r'北纬 !"u!Bo!r4!"uKBo!r之间#辖区西部'北部长江环绕#与九龙

坡区'渝中区'江北区'渝北区隔江相望#东部'南部与巴南区接壤. 南岸区是重庆主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山傍水#全区幅员面积 !AD jR

!

#总人口近 A@ 万. 南岸区地处亚热带季风区的四川盆地南部长江河谷#热

量丰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冰雪少#风小#日照少#湿度大#云雾多#春早夏长#秋短冬暖#四季分明.

!(数据源和研究方法

!+#(数据源

研究采用空间分辨率为 K@ R的Q;/?8;<N3\#"BE'#"ED'#"EE'#""K'#""A'!@@@'!@@B 年和 !@#@ 年的 E 期

遥感影像数据及相关社会经济数据.

!+!(研究方法

!+!+#(遥感数据处理

对所有数据进行投影转换统一为O&T4P8投影#中央经线为 ##@u>#双标准纬线分别为 !Du)和 JBu)#采

用cP;8%:8j 椭̀球体'大地坐标系#采用目视解译的方法对 E 期遥感数据进行解译.

!+!+!(研究指标选取

!#"分离度. 在景观生态学中#景观分离度用于度量某一景观类型中不同斑块个体分布的离散!或聚

集"程度#值越大表明该类型分布越分散#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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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

J

为第J类土地利用类型的分离度指数$4

J

为第 J类土地利用类型的距离指数$B

J

为第 J类土地利用

类型的面积指数$%

J

为第J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为第J类斑块个数$%为土地总面积.

!!"分维数. 分维数指数可以用于反映城市建设用地斑块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面积@周长的分维数计

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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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7是斑块的周长$%是斑块的面积$U是分维数$0是常数.

!K"建设用地重心测算. 以定量的方式研究建设用地的扩展变化#以建设用地斑块面积为权重#计算各

期建设用地的重心坐标#计算公式为%#@&

)

>

#

$

3

,

J$#

!*

#J

W>

J

"

3

,

J$#

*

#J

$?

#

$

3

,

J$#

!*

#J

W?

J

"

3

,

J$#

*

#J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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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第#年建设用地分布重心的坐标$*

##

表示第#个建设用地斑块的面积$>

J

#?

J

为第J个建

设用地斑块重心的坐标.

根据计算的建设用地重心坐标#可得到建设用地重心迁移速率#用于分析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差异#计

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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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J

为时间间隔在#CJ内的建设用地重心年迁移速率$>#?表示某期建设用地重心的 "#)坐标$##J分

别表示第#年和第J年.

!J"建设用地扩展指数. 建设用地扩展指数是某空间单元在研究时期内的城市土地利用扩展面积占其

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用以比较不同研究时期建设用地利用扩展的快慢#计算公式为%##&

)

= $\W#@@K!%W2"

式中#\为某一研究时期的变化扩展面积$%为该区域总面积$2为研究区时长$=为建设用地扩展指数.

!D"建设用地动态度. 建设用地动态度可定量描述一段时间范围内建设用地动态变化的情况#即年均

增长率#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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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为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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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期初和研究期末建设用地的数量$2为研究期时长.

K(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分析及扩展趋势

K/#(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分析

K/#/#(数量特征分析

城市建设用地不断增长是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显著标志. 研究采用建设用地扩展指数和建设用地动态

度从数量上描述分析南岸区建设用地扩展#详见表 #'表 !)

表 #(南岸区建设用地扩展动态度

时间!年" #"BE4#"ED #"ED4#"EE #"EE4#""K #""K4#""A #""A4!@@@ !@@@4!@@B !@@B4!@#@

动态度!Z" #/JK !#/"" J/KE @/!A #!/"! A/KJ #J/A"

表 !(南岸区建设用地扩展指数

时间!年" #"BE4#"ED #"ED4#"EE #"EE4#""K #""K4#""A #""A4!@@@ !@@@4!@@B !@@B4!@#@

建设用地

扩展指数
@/@D @/EE @/!" @/@! #/@D @/BE !/A!

由表 #'表 ! 分析可知##"BE4#"ED 年这段时间的建设用地扩展指数为 @/@D#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十分缓

慢#年均增长率为 #/JKZ$#"ED4#"EE 年间建设用地增长的的强度较前一时期有很大变化#城市向外扩张程

度较大$而 #"EE4#""K 年和 #""K4#""A 年这段时期则到了城市发展的一个瓶颈#建设用地扩展速度再次进

入缓慢时期#且 #""K4#""A 年最为缓慢#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仅为 @/!AZ#扩展指数为 @/@!. 随着 #""B 年

重庆市直辖#建设用地扩展程度明显加大. #""A4!@@@ 年和 !@@@4!@@B 年#建设用地扩展指数分别为

#/@D'@/BE#城市化进程十分迅速$!@@B4!@#@ 年#南岸区迎来了建设用地扩展的高峰期#这一阶段的建设用

地扩展指数为 !/A!#年均增长率为 #J/A"Z. 总体上看##"BE4!@#@ 年这一时期#自 #"BE 年改革开放到

#""B 年重庆市直辖这段时期较重庆市直辖之后#南岸区在重庆市直辖后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明显加强#南岸

区作为重庆市主城九区之一#其地理位置十分显要#是重庆市经济发展的重心之一#也是重庆市直辖后南岸

区建设用地增长迅速的主要原因之一.

K/#/!(空间结构分析

景观格局通常是指景观空间结构特征#是自然和人为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定区域生态环境

体系的综合反映. 根据所采用指标进行计算#得到南岸区 #"BE C!@#@ 年间 E 期的建设用地分离度和分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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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详见表 K'表 J)

表 K(南岸区建设用地分离度指数

时间!年" #"BE #"ED #"EE #""K #""A !@@@ !@@B !@#@

分离度 K/!K A/ED !/@B #/D# #/"J @/"@ @/AB @/KB

由表 K 分析可知#总体而言#南岸区建设用地分离度指数从 #"ED 年开始逐年减小#这是南岸区人口聚集

化的显著表现#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中 #"ED 年的分离度指数最大#为 A/ED#南岸区的建设用地在

这一时段分布较分散. 在 #""A 年#分离度指数较前一时期又有所增大. #""A 年到 !@#@ 年间#随着重庆市

直辖#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南岸区建设用地的分离度呈现不断减小的趋势#城市建设

用地分布也越来越集中#并且在 !@#@ 年分离度指数达到最小值为 @/KB#此时南岸区的建设用地分布更为集

中#主要形成以南坪和茶园新区为两个中心分布的空间形态.

表 J(南岸区建设用地分维数指数

时间!年" #"BE #"ED #"EE #""K #""A !@@@ !@@B !@#@

分维数 #/K@ #/JD #/JD #/JJ #/J@ #/KK #/K# #/KD

由表 J 分析可知#从总体趋势上看#南岸区建设用地分维数指数先升高再降低. 其中 #"BE 年到 #"ED 年

的上升幅度比较大#建设用地形态向复杂化方向发展$#"ED 年到 #""A 年的分维数指数比较接近#变化不大#

这段时期的建设用地形态发展趋势比较平稳$从 #""A 年后#建设用地形态结构趋于简单化#建设用地在空间

上的稳定性逐渐增大$!@@B 年到 !@#@ 年#建设用地分维数指数又略有上升#建设用地形态结构又有复杂化

发展的趋势.

总体上看#南岸区建设用地呈现聚集性扩展的趋势#城市建设用地变得更为紧凑#景观结构也更为稳

定#这也是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的必然趋势.

K/!(城市建设用地重心分析及扩展趋势

通过解译 #"BE4!@#@ 年中 E 期南岸区 3\影像#提取建设用地斑块#借助 OP5aH="+K 空间分析模块#

计算南岸区建设用地的重心坐标和建设用地迁移速率#并统计南岸区建设用地分布情况#详见表 D'表 A'

图 #.

表 D(南岸区建设用地重心坐标统计表

坐标 #"BE #"ED #"EE #""K #""A !@@@ !@@B !@#@

> CK!B B"# CK!B ""A CK!E #D" CK!E !#E CK!B B"J CK!E !BB CK!A AEB CK!J #"A

? # "#D "KB # "#D D!B # "#J BDB # "## @EK # "## KK! # "## @!A # "#K @!J # "#! AA@

表 A(南岸区建设用地重心迁移速率

时间!年" #"BE4#"ED #"ED4#"EE #"EE4#""K #""K4#""A #""A4!@@@ !@@@4!@@B !@@B4!@#@

建设用地迁移

速率!Rn年"

AD+D# !A!+KD BKJ+E@ #AK+BJ #J!+E" KAJ+BA E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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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E(!@#@ 年南岸区建设用地分布图

((由表 A 分析可知#在 #"BE4!@#@ 年间南岸区建设用地迁移速率最快的是 !@@B4!@#@ 年这段时间#迁移

速率为 EK"+@D Rn年#这源于茶园新区的大力发展#这一时期南岸区的建设重心就在这一区域. 其次就是

#"EE4#""K 年这段时间#这一时期建设用地迁移速率为 BKJ+E@ Rn年. 在 #"BE4#"ED 年这段时间#建设用

地的迁移速率为 AD+D# Rn年#是研究期间内迁移速率最慢的一个阶段#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建设用

地增长速率也十分缓慢. !@@@4!@@B 年这段时间#建设用地迁移速率为 KAJ+BA Rn年#南岸区建设用地增长

较快的仍然是长江沿岸#并且有了逐渐向茶园新区转移的趋势. 而 #""K4!@@@ 年这段时间#南岸区发展的

重心处于长江沿岸#建设用地迁移速率比较缓慢#其中 #""K4#""A 年这段时间的迁移速率为 #AK+BJ Rn年#

而 #""A4!@@@ 年的迁移速率为 #J!+E" Rn年.

分析图 # 可以看出#南岸区建设用地向外扩展的总体趋势是由南岸区的西面开始#先是沿着长江沿岸扩

展#由于铜锣山正好将南岸区分割成了两个区域#而长江沿岸建设用地发展趋于饱和#因此南岸区的向外发

展只有跨过铜锣山#这样就有了以茶园新区为中心的向外扩展的第二个区域#形成了两个发展空间的特殊

形态#形成了一个分工合作组团型的城市.

综上所述#就南岸区建设用地扩展的现状而言#南岸区建设用地未来发展以茶园新区为中心向东扩展

的可能性比较大.

J(结论与讨论

研究采用 #"BE C!@#@ 年间的 E 期Q;/?8;<N3\数据#通过计算景观分离度'分维数'建设用地动态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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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扩展指数和建设用地重心等指标#对南岸区 K! 年来建设用地扩展过程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

!#" 总体而言#近 K! 年来南岸区建设用地扩展速率保持稳步上升趋势. 就南岸区建设用地扩展过程而

言#南岸区建设用地分离度指数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其中 !@#@ 年最小为 @+KB#城市建设用地扩展总体呈

集中化发展#城市用地变得更为紧凑$南岸区建设用地分维度指数也基本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建设用地的

形态结构趋于规则化发展#建设用地稳定性也越来越强.

!!" 南岸区建设用地扩展重心逐渐由西面向东面迁移#而且近年来迁移速率比较迅速#这是由于城乡统

筹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周边建设用地紧张#使得建设用地扩展重心迁移可能性较大. 由于南岸

区建设用地扩展受地理区位'地貌地势的影响十分明显#山体是影响南岸区建设用地扩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铜锣山将南岸区划分为了两个发展空间#限制了南岸区建设用地的蔓延式扩展#对形成有机联系'分工合作

组团型城市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社会'经济和政府政策拉动对城市建设用地扩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K" 城市发展趋势决定了城市建设用地的重心位置#建设用地重心多位于城市的经济中心#城市总体规

划对城市建设用地重心迁移起着推动作用.

研究采用了 E 期3\数据#选取目视解译的方式#同相关年限的土地利用数据进行了比较#但主观性还

是较强#数据的精确度还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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