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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和建成区景观格局特征,是反映区域土地利用水平和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的重

要依据;在 RS 和 GIS 的技术支撑下,以 TM 遥感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源,运用人机交互解译的方法分别提取了

万州区 2007 年、2012 年、2018 年三期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并通过土地利用变化相关分析模型及景观格局分

析方法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状况和建设用地扩展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与研究;结果表明:十多年来,研究区土

地利用综合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土地利用结构保持稳定,耕地、林地为区域内主要土地利用类型;耕地、林地

流向水域和建设用地的特征比较明显,也体现了库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城区建设用地的拓展方

向是西南和东南方向,其重心迁移轨迹经历了由东南向西南迁移的过程;建成区景观斑块的破碎化程度较

高,表现出相当强的人为特征,平均景观分维度指数处于较低水平,且有下降的趋势,说明研究区受人为干扰

较大;揭示了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和建成区景观格局特征,为后三峡时代万州区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资源环

境保护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土地利用变化;景观格局;万州区;GIS 和 RS
中图分类号:TP391郾 9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摇 摇 文章编号:1672-058X(2021)04-0102-09

0摇 前摇 言

目前,众多学者关注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Land
use / Land cover change,LUCC)问题,相关研究日益

深入,从主要生态功能区来研究该问题成为当前国

际上开展 LUCC 研究的一个新趋势,生态功能区土

地利用 /土地覆盖变化(LUCC)与区域社会经济稳

定、生态环境状况、生物多样性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1]。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

方面主要集中在大尺度的研究,方法上主要依托一

定时期的土地遥感影像作为基础数据,通过定量对

比来揭示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为区域土地利用优化

提供了可靠依据[2-5],但已有文献对中小尺度的研

究相对较少,尤其对一些典型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

关注不够。 重庆市万州区位于三峡库区核心腹地,
在三峡库区蓄水过程中大量优质土地被淹没,随着

库区产业重建和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得万州

区本已十分有限的土地资源显得更加匮乏,人地关

系日益紧张;同时,万州区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

区和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非常

重要,选择万州区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

现实意义。
以相关年份的美国 LandsatTM 影像作为研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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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数据来源,在 RS 和 GIS 技术支撑下,运用人机交

互解译,定量遥感以及地统计学等方法,从数量、程
度、变化速率等方面对三峡库区万州区土地利用变

化进行 2007—2018 年间时空特征进行定量分析,同
时在借助遥感影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景观生

态学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分析万州区建成区建设

用地景观格局的特征。 从时间序列上来揭示研究区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变化规律,
为新一轮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实施和生态环境保

护提供决策参考。

1摇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万州区是成渝城市群沿江城市带区域中

心城市,成渝经济区的东向开放门户,是“一带一路冶
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 万州区位于长江上游

地区、四川盆地东部区域和重庆东北部,是三峡库区

的核心腹地,介于东经 107毅55忆22义-108毅53忆25义,北纬

30毅24忆25义-31毅14忆58义之间,辖区总面积 3 457 km2,下
辖 52 个镇、乡、街道,2019 年辖区常驻总人口 165郾 01
万人,作为重庆市第二大城市,城区人口达 102 万。
境内丘陵山地占区域总面积一半以上,呈零星分布。
亚热带季风湿润带是研究区主要气候特征;日照相对

充足,天气温和,雨量充沛,全年基本无霜,见图 1。

图 1摇 研究区区位图

Fig. 1摇 Map of the study area

2摇 数据源与研究方法

2郾 1摇 数据源

数据来源于美国陆地资源卫星 Landset TM 遥

感影像,为了揭示研究区域的土地时空变化特征,分
别采用 2007 年、2012 年、2018 年 3 期 Landset TM 遥

感影像,空间分辨率为 30 m。
2郾 2摇 数据处理

采用 ENVI、Erdas、Matlab 等软件,对选取的万

州区 2007 年、2012 年、2018 年 3 期 Landsat TM 影像

数据进行大气辐射校正、几何校正、图像增强以及降

噪处理,并且采用阿尔伯特等面积圆锥投影进行影

像重投影[6-9]。
2郾 3摇 研究方法

2郾 3郾 1摇 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

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可以通过土地利用程度

来反映,也是体现土地利用中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

响程度。 根据刘纪远等[5] 提出的土地利用程度的

综合分析方法,构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模型。

摇 摇 摇 D = 100 伊 移
n

i = 1
Ai 伊 CC i / HJ

D 沂 [100,400],i = 1,2,3,4 (1)
式(1)中:D 代表研究区土地综合利用程度指数,Ai

代表研究区第 i 级土地类型的利用程度分级指数,
CC i 代表第 i 级土地利用类型的总面积,HJ 代表研

究区域内的土地总面积,分级见表 1。
表 1摇 万州区土地利用程度分级及赋值表

Table 1摇 Classification and assignment of land use
degree in Wanzhou District

程度分级
未利用

地类级

草、林、水域

用地类级
农用地类级

城镇建设

用地类级

类摇 型 未利用地类
草地、林地、

水域类
耕地类 建设用地类

程度分

级指数
1 2 3 4

2郾 3郾 2摇 转移矩阵模型

在一定时间段内,区域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相互

转换是反映区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主要特征指

标,也是研究区域土地覆盖变化的重要方法[10-11]。
利用地理空间定量分析的方法,采用地理信息技术

和空间分析手段,则能够全面地反映所研究区域不

同地类之间的相互转化,其通用的转移矩阵形式为

Sij =
S11 … S1n

左 … 左
Sn1 … S

é

ë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ú

mn

(2)

这里 S 为研究去土地的总面积;N 为研究区土地利

用类型数量;i,j 为研究起始年与研究结束年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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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类型代码。
2郾 3郾 3摇 重心迁移模型

土地利用类型的重心变化可以具体反映出土地

利用在空间分布变化的变化情况,其模型如下[12-14]:

X t = 移
n

i = 1
(cti 伊 xi) /移

n

i = 1
cti

Yt = 移
n

i = 1
(cti 伊 yi) /移

n

i = 1
cti (3)

其中:X t,Yt 代表第 t 年研究区建设用地所对应的重

心坐标值;cti为研究区第 i 个建设用地图斑面积;xi,
yi 为研究区第 i 个建设用地图斑所对应的重心坐标

值。
2郾 3郾 4摇 景观格局 PD 和 PAFRAC 指数法

景观斑块破碎度指数(PD)是常用的反映研究

区土地景观破碎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其一般取

值为 0 ~ 1 之间,若取值为 0 则表示研究区土地景观

无破碎化,若取值为 1 则表示为研究区土地景观已

完全破碎化。 计算公式如下:

PD = 1
A移

m

j = 1
N j (4)

式(4)中,A 为研究区土地景观的面积总和,m 为研

究区某土地景观类型;N j 为研究区土地景观类型的

总数。
分维数(PAFRAC)是常用的反映研究区土地景

观受到外来干扰程度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其一般

取值为 1 ~ 2,若取值越接近于 1 则表明研究区土地

景观斑块分布较为简单,同时也反映了研究区土地

景观受到的人为干扰程度就越大;若取值越接近于

2 则表明研究区土地景观斑块空间分布就越复杂,
同时也反映研究区土地景观受人为干扰程度就越

小。 参照陈丹,周启刚[3]的方法进行计算。

3摇 结果与分析

分别从动态度、变化方向和土地利用与变化程

度等方面来分析 2007—2018 年研究区的土地利用

变化过程。
3郾 1摇 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分析

3郾 1郾 1摇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表 2 可以看出:万州区 2007—2018 年土地利用

结构表现为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耕地和草地面积减

少的趋势。 耕地面积从 2007 年的 1 506郾 28 km2 减

少为 2018 年的 1 478郾 39 km2,减少了 27郾 89 km2,在
各个地类中耕地面积变化的幅度最大;其次是建设

用地从 2007 年的 74郾 24 km2 增加为 2018 年的

95郾 36 km2,增加了 21郾 12 km2,建设用地增加幅度最

大,而且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再次是水域面积持续

增加,从 2007 年的 100郾 63 km2 增加为 2018 年的

115郾 51 km2,增加了 14郾 88 km2;同时林地面积在此

期间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少。 总之,该时段万州区土

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与库区蓄水有着特定的关系,同
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林地等呈现不断

减少的态势。

表 2摇 万州区 2007—2018 年土地利用类型结构表

Table 2摇 Land use type structure of Wanzhou District from 2007 to 2018 km2

年摇 份 地摇 类 耕地类 水域类 草地类 林地类 建设用地类 未利用地 合摇 计

2007
面积 1 508郾 28 100郾 63 58郾 40 1 694郾 14 74郾 24 0郾 07 3 435郾 76

比例 / % 44郾 96 2郾 93 1郾 70 48郾 73 2郾 16 0郾 01 100

2012
面积 1 491郾 92 111郾 99 57郾 64 1 692郾 29 81郾 87 0郾 05 3 435郾 76

比例 / % 43郾 42 49郾 26 1郾 68 3郾 26 2郾 38 0郾 01 100

2018
面积 1 478郾 39 1 688郾 62 57郾 83 115郾 51 95郾 36 0郾 05 3 435郾 76

比例 / % 43郾 03 49郾 15 1郾 68 3郾 36 2郾 78 0郾 01 100

3郾 1郾 2摇 土地利用流向变化

利用上述的转移矩阵模型,在 ARCVIEW 3郾 3
的 Tabulate Area 模块的技术支撑下, 可计算出

2007—2012 年、2012—2018 年和 2007—2018 年的

研究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该转移矩阵可以清楚地

反映研究区在不同时段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更重

要的是能够反映不同地类之间的转化情况。

由表 3 看出:2007—2012 年间本地类向其他地

类转变中,其中草地、林地、水域和建设用地转化量

分别为 0郾 77 km2、4郾 01 km2、0郾 11 km2 和 0郾 63 km2,
而耕地转化量为 14郾 59 km2,未利用地转化率最少,
仅为 0郾 06 km2。 由其他地类向本地类转化中,其中

向草地转化量最小,向水域转化量最大,其次是建设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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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万州区 2007—2012 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表

Table 3摇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of Wanzhou District from 2007 to 2012 km2

2007
2012

耕地类 水域类 草地类 林地类 建设用地类 未利用地
合摇 计

耕地类 — 8郾 51 0 0 6郾 04 0郾 04 14郾 59
水域类 0郾 08 — 0 0 0郾 03 0 0郾 11
草地类 0郾 11 0郾 15 — 0郾 13 0郾 38 0 0郾 77
林地类 0 2郾 18 0郾 01 — 1郾 81 0郾 01 4郾 01

建设用地类 0 0郾 63 0 0 — 0 0郾 63
未利用地 0郾 03 0 0 0郾 03 0 — 0郾 06
合摇 计 0郾 22 11郾 47 0郾 01 0郾 16 8郾 26 0郾 05 —

摇 摇 在总的变化中,2012 年相比 2007 年,研究区建

设用地面积和水域面积有所增加,而且幅度较大,耕
地面积与林地面积有所减少,其中耕地面积减少最

多,主要转向是建设用地和水域,可以看出这一时段

水域面积增加量最大,其次是建设用地;草地面积和

未利用地面积几乎保持不变。
由表 4 看出:2012—2018 年间,耕地向其他地

类转化量最大,达到 13郾 65 km2,其次为、林地、草
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其中草地、林地、水

域转化量分别为 0郾 18 km2、3郾 81 km2、0郾 14 km2,建
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转化量最少。 由其他地类向本地

类转化量由大及小依次为:建设用地、水域、草地、耕
地、未利用地,其中其他地类向未利用转化量为 0,
其他地类向建设用地转化量最大达到 13郾 48 km2。
在总的变化中,2018 年相对 2012 年来看,建设用地

和水域两个地类增加较大,耕地与林地两个地类有

所减少,大量的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和水域,这一特

征符合库区前期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规律。

表 4摇 万州区 2012—2018 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表

Table 4摇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of Wanzhou District from 2012 to 2018 km2

2012
2018

耕地类 水域类 草地类 林地类 建设用地类 未利用地
合摇 计

耕地类 — 1郾 92 0 0郾 13 11郾 60 0 13郾 65
水域类 0郾 02 — 0 0 0郾 12 0 0郾 14
草地类 0 0郾 06 — 0 0郾 12 0 0郾 18
林地类 0郾 11 1郾 69 0郾 37 — 1郾 64 0 3郾 81

建设用地类 0 0 0 0 — 0 0
未利用地 0 0 0 0 0 — 0
合摇 计 0郾 13 3郾 67 0郾 37 0郾 13 13郾 48 0 —

摇 摇 由表 5 看出:从整个研究区间来看地类的变化,
可以明显看出,本地类向其他地类转化量由大及小

依次为: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水域、未利用

地,其中耕地的转出量最大,达到 28郾 23 km2,水域

和未利用地转化量最少。 由其他地类向本地类转化

量由大及小依次为:建设用地、水域、草地、耕地、林

地、未利用地,其中向未利用地转化量最小,向建设

用地转化量最大,分别为 0郾 05 km2 和 21郾 74 km2。
总之,十多年中,万州区土地利用流向的特征十分明

显,耕地、林地流向水域和建设用地是土地利用变化

的主要特征,这主要是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三

峡库区蓄水引起的。

表 5摇 万州区 2007—2018 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表

Table 5摇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of Wanzhou District from 2007 to 2018 km2

2007
2018

耕地类 水域类 草地类 林地类 建设用地类 未利用地
合摇 计

耕地类 — 10郾 41 0 0郾 13 17郾 65 0郾 04 28郾 23
水域类 0郾 08 — 0 0 0郾 15 0 0郾 23
草地类 0郾 11 0郾 21 — 0郾 13 0郾 49 0 0郾 94
林地类 0郾 11 3郾 87 0郾 38 — 3郾 45 0郾 01 7郾 82

建设用地类 0 0郾 63 0 0 — 0 0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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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表5)

2007
2018

耕地类 水域类 草地类 林地类 建设用地类 未利用地
合摇 计

未利用地 0郾 03 0 0 0郾 03 0 — 0郾 06
合摇 计 0郾 33 15郾 12 0郾 38 0郾 29 21郾 74 0郾 05 —

3郾 1郾 3摇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分析

以 TM 遥感影像为基础,结合 2007 年、2012 年

以及 2018 年土地利用解译数据,借助土地利用综合

程度模型,计算得出研究时段万州区的土地利用综

合指数及其变化量。
从表 6 分析可知:研究区在 2007—2018 年期

间,其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在数量上呈现出增长态势,
说明区域内的土地利用深度及广度有所增强。 研究

区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在 2007—2012 年的 5
年内的增加量约为 1郾 35,2012—2018 年的增幅最

大,达到 1郾 77,充分表明该段期间内的土地利用开

发力度较大,综合利用水平在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
从区域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的整体变化量来分

析,2012—2018 年间土地利用综合指数的变化量比

2007—2012 年间的土地利用变化综合指数的变化

量大,说明 2012—2018 年万州区土地利用程度得以

提高,也反映了该时段经济发展相对较快。 总之,从
2007—2018 年十多年来看,万州区土地利用程度综

合指数保持相对稳定,但相对于理论上的极限值

400 来说,万州区的土地利用综合程度处于中等水

平,这将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土地需求留有足够的挖

掘空间。
表 6摇 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及变化表

Table 6摇 Comprehensive index and change of land use degree

综合指数 变化量

2007 2012 2018 2007—2012 2012—2018

248郾 53 249郾 88 251郾 65 1郾 35 1郾 77

3郾 2摇 建成区景观格局分析

3郾 2郾 1摇 建设用地时空变化分析

(1) 建设用地扩展规模及方向分析。 为了揭示

万州城区建设用地空间扩展的规模和速度特征,以

万州区城区规划范围内建设用的几何重心为原点,
按图 2 所示将万州区划分为 8 个区域。

图 2摇 万州区建成区区域划分示意图

Fig. 2摇 Schematic diagram of regional division of built-up
area in Wanzhou District

在 ARCGIS 10郾 2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支撑下,
得到了万州区 2007—2012 年、2012—2018 年建成

区用地变化表。
从表 7、表 8 可以看出:2007—2012 年城区建

设用地面积总计增加了 6郾 62 km2,由 2007 年的

55郾 35 km2 增加为 2012 年的 61郾 97 km2,同时,这一

时期建设用地在东南方向增加最多,5 a 间增加了

2郾 52 km2,说明该时期万州区城区空间拓展的主要方

向为东南方向。 而在近几年,城区建设用地总面积从

2012 年的 61郾 97 km2 增加为 2018 年的 74郾 15 km2,表
明该阶段城区建设用地增加较快,年平均增加建设用

地达到 3郾 06 km2,同时,2012—2018 年该阶段城区建

设用地在西南方向增加量最大,达到 4郾 97 km2,说
明该时期万州区城区空间拓展的主要方向为西南方

向扩张为主。 万州城区建设用地空间格局这一特征

将为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表 7摇 2007—2012 年建成区用地面积变化表

Table 7摇 Land area change of built-up area from 2007 to 2012 km2

变化情况
2007—2012 年

期初值 期末值 变化率 / % 变化总量值 年均变化量值 年均变化率 / %
东北向 5郾 15 4郾 97 -3郾 50 -0郾 18 -0郾 06 -1郾 17
东南向 11郾 05 13郾 57 22郾 81 2郾 52 0郾 84 7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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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表7)

变化情况
2007—2012 年

期初值 期末值 变化率 / % 变化总量值 年均变化量值 年均变化率 / %
西北向 8郾 05 8郾 53 5郾 96 0郾 48 0郾 16 1郾 99
西南向 6郾 60 7郾 16 8郾 48 0郾 56 0郾 19 2郾 83
正北向 11郾 75 12郾 48 6郾 21 0郾 73 0郾 24 2郾 07
正东向 3郾 52 3郾 84 9郾 09 0郾 32 0郾 11 3郾 03
正南向 7郾 15 9郾 34 30郾 63 2郾 19 0郾 73 10郾 21
正西向 2郾 08 2郾 08 0 0 0 0
合计向 55郾 35 61郾 97 11郾 96 6郾 62 2郾 21 3郾 99

表 8摇 2012—2018 年建成区用地面积变化表

Table 8摇 Land area change of built-up area from 2012 to 2018 km2

变化情况
2012—2018 年

期初值 期末值 变化率 / % 变化总量值 年均变化量值 年均变化率 / %
东北向 4郾 97 6郾 62 33郾 20 1郾 65 0郾 41 8郾 30
东南向 13郾 57 16郾 17 19郾 16 2郾 6 0郾 65 4郾 79
西北向 8郾 53 9郾 59 12郾 43 1郾 06 0郾 27 3郾 11
西南向 7郾 16 12郾 13 69郾 41 4郾 97 1郾 24 17郾 35
正北向 12郾 48 12郾 52 0郾 32 0郾 04 0郾 01 0郾 08
正东向 3郾 84 4郾 30 11郾 98 0郾 46 0郾 12 2郾 99
正南向 9郾 34 10郾 56 13郾 06 1郾 22 0郾 31 3郾 27
正西向 2郾 08 2郾 26 8郾 65 0郾 18 0郾 05 2郾 16
合计向 61郾 97 74郾 15 19郾 65 12郾 18 3郾 06 4郾 91

摇 摇 (2) 建设用地重心迁移分析。 在 arcgis 10郾 2 的

支持下,根据式 (3),利用处理好的数据,得到了

2007—2018 年研究区建设用地重心迁移示意图(图3)。
从图 3 可以看出:2007—2018 年研究区建设用地重

心转移变化的趋势表现为两个不同的阶段:2007—
2012 年间,建设用地重心向东南方向迁移,2012—
2018 年间,建设用地重心向西南方向迁移。 总体上

来说,近 10 年内建设用地重心的迁移方向是西南方

向,这与上文中建设用地扩展方向分析的结果相吻

合,表明在 2007—2018 年间,研究区建设用地的扩

展方向是西南方向。 以上研究结论对于万州建成区

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中,对于产业的空间安

排、公共设施的空间布局以及城区空间结构的重塑

等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图 3摇 万州区 2007—2018 年建设用地重心迁移图

Fig. 3摇 Gravity center transfer diagram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Wanzhou District from 2007 to 2018

3郾 2郾 2摇 万州区建成区景观格局分析

景观格局决定着自然地理环境的形成、分布和

组分,制约着各种生态过程,并与干扰能力、恢复能

力、系 统 稳 定 性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16-17]。 采用土地利用类型作为景观的斑块类型,
根据研究区景观实际状况对万州区建成区的建设用

地图斑进行景观格局分析。
(1) 景观破碎度。 根据上述公式,在 ARCGIS 10郾 2

及 fragstats3郾 3 的技术支撑下,得到万州区建成区

2007—2018 年景观破碎度指数,具体如下:就整个

研究区而言,景观斑块的破碎化程度较高,2007—
2018 年万州区建成区的平均景观破碎度指数为

0郾 079 2,表现出一定的人为特征,而在景观内部则

表现出一定的破碎化程度。 2007—2018 年景观破

碎度指数有所增加,2018 年破碎度最大为 0郾 083 5;
其次 2012 年的 0郾 079 6;最小的 2007 年的 0郾 079 6。
这从侧面反映了万州区建成区在不断扩展过程中自

然景观造成了较大的改变,因此,在新的国土空间规

划实施过程中,要充分研究三区三线的划定,加大城

区生态环境修复和空间格局优化。
(2) 景观分维数。 参照陈丹,周启刚[3] 的方

法,在 ARCGIS 10郾 2 及 fragstats 3郾 3 的技术支撑下,
得到万州区建成区 2007—2018 年景观分维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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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下:2007—2018 年万州区建成区,平均景观

分维度指数为 1郾 405 2,处于较低水平,表明研究区

受人为干扰较大,建成区景观分维度指数分别为

2007 年的 1郾 421 6、2012 年的 1郾 403 1 和 2018 年的

1郾 391 0,表明研究区土地景观斑块分布较为简单,
同时也反映了研究区土地景观受到的人为干扰程度

较大。 综上可知,万州区建成区景观分维数在

2007—2018 年不断减小,也反映了其受人为干扰程

度也越来越大,这也体现了万州区城镇化不断加快

的现实情况,在此过程中人为改造大自然的程度不

断增强。 研究结论对于万州城区空间扩展过程中,
须以景观生态学的原理为依据,加强生态廊道、节点

和斑块的空间优化和保护。

4摇 讨论与结论

以三峡库区万州区 2007、2012 和 2018 年 3 期

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数据,在 GIS 和 RS 技术的支

撑下,对万州区的土地利用与建成区景观格局在时

间上和空间上的变化规律及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形
成讨论与结论:

4郾 1摇 讨摇 论

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格局特征及其相关研究是

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以三峡库区

万州区为研究对象,对其十多年来的土地利用格局

时空变化特征经景观格局现状分析,研究可为三峡

库区后期国土开发政策的制定和城市化健康发展提

供参考。 鉴于文章篇幅有限,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内

在驱动力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研究基于

LandsatTM 遥感解译数据,运用 RS 和 GIS 平台,通
过土地利用变化分析模型和景观格局运算方法对三

峡库区万州区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和建成区景观格

局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可以新的

国土空间规划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

4郾 2摇 结摇 论

(1) 从 2007—2018 年,由于城镇化、农业结构

调整、库区后续建设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研究区土地

利用总体上呈现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增加及耕地和

草地面积减少的明显趋势。 若从土地利用面积变化

幅度来看,耕地面积变化的幅度最大,虽然 2012—
2018 年区内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提高相对较快,由于

仍处于中等水平。 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需通过优

化区内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综合程度,减少

对耕地的过度占用。
(2) 研究区的土地利用流向特征明显,并且在

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着一定的相差异性。 2007—2018
年间由本地类向其他地类转化量由小到大排序:未
利用地<水域<建设用地<草地<林地<耕地,由其他

地类向本地类转化量大小排序:草地<未利用地<林
地<耕地<建设用地<水域,这将为未来土地利用结

构优化提供了依据。
(3) 万州区建设用地扩张特征也十分明显,

2007—2012 年间,研究区的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为

东南方向;在 2012—2018 年间城市发展方向以西南

方向为主。
(4) 从建设用地重心变化特征可以看出,2007—

2018 年研究区建设用地重心转移变化的趋势,这种变

化趋势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首先, 2007—2012 年

间,建设用地重心向东南方向迁移;其次,2012—2018
年间,建设用地重心向西南方向迁移。

(5) 2007—2018 年期间,万州区建成区平均景

观破碎度指数为 0郾 079 2,景观斑块的破碎化程度较

高,表现出相当强的人为特征,而在景观内部则表现

出一定的破碎化程度;平均景观分维度指数为

1郾 527 4,处于较低水平,表明研究区受人为干扰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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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and Use Change and Landscape Pattern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Wanzhou District of Chongqing Based on GIS and RS

LI Bin1,2 , LI Hui3 , CAO Ke1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2. Yangtze Upriver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3. Chongqing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Regional land use change and landscape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of built-up area are important basis
for reflecting regional land use level and optimizing land use structure. Under the technical support of RS and GIS,
this paper takes TM remote sensing data as the basic data source, extracts the land use status data of Wanzhou
District in 2007, 2012 and 2018 by using the method of human - 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land use status and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area by using
the land use change correlation analysis model and landscape grid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 comprehensive degree of land use in the area is still at a medium level, the structure of land use
in the study area has remained stable, and cultivated land and forest land are the main types of land use in the
are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flow are relatively obvious, and cultivated land, forest land flow to water area
and construction land are the main trends of land use change. The main expansion direc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is
southwest and southeast, and its center of gravity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migration from southeast to
southwest. The fragmentation degree of landscape patches in the built-up area is relatively high, showing strong
human characteristics. The average landscape sub dimension index is at a low level, indicating that the study area
is greatly affected by human disturbance. The changes of land use structure and the landscape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ilt-up area revealed in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new round of land space
planning,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in Wanzhou District in the post era
of Three Gorges.

Key words:change of land use;landscape pattern; Wanzhou District;GIS and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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