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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重庆主城九区为例#利用 #"BE)#"ED)#"EE)#""G)#""A)!@@@)!@@B 年和 !@@" 年 E 个时期的遥

感数据#在 G=技术的支持下对研究区内 #"BE C!@@" 年建设用地的景观格局)重心转移)动态度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建设用地先后经历了 !@ 世纪 E@ 年代的快速发展期#E@ 年代后期至 "@ 年代初期的缓慢

发展期#"@ 年代后期至 !# 世纪中后期的较快发展期和近年来的稳定减速发展期$在空间上#!@@" 年建设用

地的重心较 #"BE 年向西北移动 ! !D"+DB R$研究成果对城市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建设用地$G=$景观格局$动态度

((中图分类号!3eG"# 文献标志码!M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同一时间链上)#*

2 准确描述土地利用t覆盖的空间

格局(揭示其变化规律及驱动力机制是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 9̀--"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

2 国内外众

多学者从驱动因素(动力学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将视角重新回归土地本身#通

过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并以相应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及自然环境特征解释土地利用变化)G*

2 改革开放

后#尤其是 #""B 年成立直辖市以来#重庆市各方面的发展包括城市建设都领先一步#城市空间进入了前所未

有的快速扩张期#城市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H*

2 在成为第三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重庆市城乡总体

规划!!@@BI!@!@"的背景下#重庆市的城镇化率将大大提高#城市规模将逐步扩大2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对建设用地的研究已受到全球的重视)D*

2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简称渝#地跨东经 #@Dw#Bxr##@w##x(北纬 !Ew#@xrG!w#Gx#是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

心城市和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2 其中#主城为渝中区(南岸区(大渡口区(九龙区(沙坪坝区(江北区(

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九个区2 重庆主城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以丘陵低山为主#平坝较少)A*

2 地貌类

型按其形态划分#可分为中山(低山(丘陵(台地(平原!坝"五大类2 重庆主城九区境内河流密布#主要河流

有%长江(嘉陵江2 重庆主城九区土地总面积 D HBG aR

!

#常驻人口AB#+A!万人2 重庆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

候#冬暖夏热#终年少霜雪(多雾2



图 #(研究区范围及地形分布图

!(数据源与数据处理

!+#(数据源

研究主要采用 ;̀/?8;<I3]#"BE(#"ED(#"EE(#""G(#""A(

!@@@(!@@B 年和 !@@" 年遥感影像数据2 所有影像数据采用

M̀6>V=投影#中央经线采用东经 ##@w#双标准纬线采用分别

为 !Dw和 HBw2 影像 #(!(G(H(D(B 波段分辨率为 G@ R#第 A 波段

分辨率为 #!@ R2 同时还收集了其他相关社会经济数据2

!+!(数据处理

!+!+#(遥感图像解译方法的选取

目前#遥感图像解译的方法主要有目视解译法(计算机自

动识别法(目视解译与计算机图像处理相结合的解译方法)B*

2

陆地卫星 M̀)d=M3I3]遥感图像的彩色显示方案主要有真彩

色(模拟真(彩色(植被)E*

2 研究结合实际需求选择植被合成图

像作为遥感图像解译的主要彩色显示方案#解译方法选择的目

视解译法2

!+!+!(景观格局指数的提取模型

格局指数已经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景观格局定量化的分

析#特别是随着各种景观指数软件的普遍应用#格局的定量化研究更为方便#景观格局的时空动态变化研究

也更为实际)"*

2 研究选择有代表性的景观格局指数!表 #"利用b[;08<;<8软件对研究区内建设用地的景观格

局与扩展进行时间序列的分析)#@*

2

表 #(景观格局指数

指数!缩写" 表达式 变量解释 特征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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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基于JW=的建设用地重心计算与迁移速率计算模型

区域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一个总体特征是地类重心的迁移#这一特征可以用重心坐标的变化来反映2

本研究将矢量化后的遥感数据#在MV-JW= "+! 的支持下计算建设用地的重心坐标#算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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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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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第2年建设用地的重心坐标$4

2F

为第 F块建设用地斑块的面积$%

F

#'

F

为第 F块建设用地斑

块的重心坐标2

结合重心坐标信息采用式!G"计算建设用地的重心迁移速率2 从重心迁移的速率的变化分析研究区内

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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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分别表示某时期地类重心的%#'坐标#2

FS#

C2

F

表示地类重心转移的时间间隔#K

2

FS#

C2

F

表示时间

为2

FS#

C2

F

内的地类重心年迁移速率2

!#!#H(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模型

土地利用动态度对比较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和预测未来土地利用变化趋势都具有积极的作用)#G*

2

王思远等建立了土地利用动态度模型#模型为)#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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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研究初期及研究末期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为研究时段长$Q为研究时段内某种土

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度2

G(结果分析

G##(主城九区 #"BE*!@@" 建设用地景观格局分析

利用b[;08<;<8软件以景观指数最佳分析尺度 "@ R对相应景观指数进行模拟)#D*

2 统计出各个时期的景

观格局指数!表 !"2 利用M[5028软件和矢量数据得到 #"BEI!@@" 建设用地分布现状图!图 !"2

表 !(#"BEI!@@" 景观格局指数统计表

指数 ed èW =̀W eMbVM- MW

#"BE @+@#E D @+!#H # #A+A!A " #+GBG " EG+DDA

#"ED @+@D" " @+H@B H G#+@H! B #+HA" ! BH+@@B !

#"EE @+@HG # @+"@A D G!+BAD G #+D!E G BE+#"B !

#""G @+@G# G #+@H" A G#+BHA B #+D#" E B"+!"D !

#""A @+@DE " #+@A! D !"+HG! G #+D@" G BH+GG# !

!@@@ @+@H! A #+!GG D !B+GB# " #+D@G # ED+G@" #

!@@B @+##H G #+AB# E HD+#G@ E #+H"# " E!+"!G #

!@@" @+##G B #+EAA @ HH+!EH B #+H"G H EG+EE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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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EI!@@" 年建设用地分布现状图

从表 ! 和图 ! 可以看出%

!#" 研究区内建设用地斑块密度!ed"在 #"ED(#""A(!@@B 年的波峰和 #""G(!@@@ 年的波谷间波动上

升#建设用地斑块密度的上升和建设用地的总面积的增加表明建设用地斑块数量越来越多$ed指数的波动

表明斑块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斑块之间的融合$ed指数在 !@@BI!@@" 年的下降表明城市有降速发

展的趋势$

!!" 最大斑块指数! èW"在 #"EDI#"EE 年间和 #""AI!@@B 年间增加速度较快#而其他时间段内增长缓慢2

èW指数总体的增加表明斑块在不断融合为大斑块的发展趋势$

!G" 景观形状指数! =̀W"在 #"BEI#"ED 年间和 !@@@I!@@B 年间大幅度的增加##"EDI!@@@ 年间处于较平稳

状态2 #"BEI!@@B 年间的 =̀W指数表明建设用地形状从较规则不断发展成为复杂的景观类型2 !@@BI!@@" 年

间 =̀W的回落表明城镇的规则化发展趋势$

!H" 周长面积分维数!eMbVM-"在 #"BEI#"EE 年间有大幅上升##"EEI!@@B 年呈现小幅下降的发展趋

势#!@@BI!@@" 年则表现为回升的发展趋势2 eMbVM-指数表明 #"EE 年到 !@@B 年斑块形状朝着规则化(大

型化发展#!@@BI!@@" 年指数的上升表明了斑块又开始有离散发展的趋势$

!D" 斑块聚合指数!MW"在 #""A 年和 !@@@ 年的波峰##"ED(#""A 和 !@@B 年的波谷间不断波动表明建设

用地的向心力和离散力之间还处在一个相互角力的状态#两者之间的难分伯仲反应出了重庆城镇还处于并

将继续处于发展期2 !@@BI!@@" 年MW指数的上升表明了城镇的聚集发展趋势2

G+!(主城九区建设用地重心迁移分析

通过MV-JW=的重心分析得到建设用地重心点坐标!表 G"#并利用重心坐标信息分析建设用地重心坐

标轨迹迁移!图 G"和重心迁移速率!表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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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建设用地重心坐标统计表

坐(标 #"BE #"ED #"EE #""G #""A !@@@ !@@B !@@"

N CGGH #G" CGGG "DD CGGH HBE CGGH A!A CGGH D#@ CGGH #HH CGGH BB" CGGH DA@

O # "#E #E@ # "#B BH@ # "#B H"@ # "#E DB@ # "#B "H@ # "#B EH@ # "!@ @A@ # "!@ H@@

表 H(#"BEI!@@" 年重庆主城九区建设用地迁移速率

年(份 #"BEI#"ED #"EDI#"EE #"EEI#""G #""GI#""A #""AI!@@@ !@@@I!@@B !@@BI!@@"

迁移速率 AE+#G #"G+!G !#E+@! !#G+DG "H+ED G!"+EA !@!+!#

图 G(#"BEI!@@" 建设用地坐标点轨迹迁移

从表 G(H 和图 G 可以看出##"BE 年建设用地的重心坐标为 #"ED 年重心较 #"BE 年向东偏移 #EH R#向南

偏移 HH@ R#偏移年均速率为 AE+#G R$#"EE 较 #"ED 年西偏 D!G R#南偏 !D@ R#偏移年均速率为 #"G+!G R$

#""G 较 #"EE 年西偏 #HE R#北偏 # @E@ R#偏移年均速率为 !#E+@! R$#""A 年较 #""G 年东偏移 ##A R#南偏

AG@ R#偏移年均速率为 !#G+DG R$!@@@ 年较 #""A 年东偏 GAA R#南偏 #@@ R#偏移年均速率为 "H+ED R$!@@B

较 !@@@ 年西偏 AGD R#北偏 ! !!@ R#偏移年均速率为 G!"+EA R$!@@" 年较 !@@B 年东偏 !#" R#北偏 GH@ R#

偏移年均速率为 !@!+!# R2

G+G(主城九区建设用地动态度变化分析

通过动态度模型以及M[5028软件统计分析研究区内 #"BEI!@@" 建设用地的变化速度!表 D"2

表 D(#"BEI!@@" 年不同时期建设用地的变化速度

年份 #"BEI#"ED #"EDI#"EE #"EEI#""G #""GI#""A #""AI!@@@ !@@@I!@@B !@@BI!@@" #"BEI!@@"

变化率 HA+DDB DE+@#@ G+E#H B+@AD GA+H@" #@A+#D" E+#HA AE!+E@B

动态度 A+AD# #"+GGB @+BAG !+GDD "+#@! #D+#AA H+@BG !!+@!A

从各个时期建设用地的单一动态度!表 D"看##"BEI!@@" 年建设用地增加了 D#D+"D@ ! aR

!

#总增长率为

AE!+E@Bq#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Aq2 其中 #"EEI#""G 年的城市发展最为缓慢#动态度为 @+BAGq$

#"BEI#"ED 年(#""GI#""A 年和 #""AI!@@@ 年的动态度分别为 A+AD#D(!+GDDq和 "+#@!q$#"EDI#"EE 年和

!@@@I!@@B 年城镇扩展速度最快#动态度分别为 #"+GGBq和 #D+#AAq$通过 !@@BI!@@" 年间建设用地的动态

度的较大幅度的降低说明研究区的城镇发展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减速发展期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研究区内建设用地先后经历了 !@ 世纪 E@ 年代的快速发展期(E@ 年代后期至 "@

年代初期的缓慢发展期("@ 年代后期至 !# 世纪中后期的较快发展期和近年来的稳定减速发展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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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结论与讨论

研究利用 G=技术(b[;08<;<8软件和 ;̀/?8;<I3]数据#对建设用地景观格局(重心转移(动态度进行分析#

得出结论%

!#" 建设用地eMbVM-指数和 =̀W指数都还处于较高的水平#城市内部非建设用地数量相对较大$

!!" 城市化的程度正逐步加大#但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将有所放缓#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建设用地将

处于动态度为 G rA 的平稳扩张期$

!G" 除 #"EE 年城市重心位于嘉陵江内以外#城市重心 #"BEI!@@" 年都位于江北区内#!@@" 年建设用地

重心较 #"BE 年向西北方向移动 ! !D"+DB R$

!H" 研究只采用 E 期 M̀)d=M3影像#时段数据较少#某些细微指标变化无法揭示$对建设用地内部非

建设用地斑块的迁移规律研究不足2 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更多时相的影像数据和更完善的建设用地发

展趋势分析预测模型以提高成果精度和准确性#同时对研究区内生态环境(土地利用变化等研究还需要进

一步开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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