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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背景


 

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人口聚落与城市发展的历

 
史。


 

城市空间形态及其演化受到自然与经济社会发展制约与驱动，

 同时也对“人与自然”产生重大影响。


 

城市扩展是当前城市空间形态发展的主要趋势，尤其是在经济

 
高速发展地区，城市扩展研究是地理学、生态学和城市规划等

 
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


 

城市建设用地的大规模扩张对区域土地资源承载力与生态安全

 
形成了巨大压力。有效识别与定量评定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类型

 
和空间格局是城市集约、节约用地的重要前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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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市扩张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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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9年检索ISI标题中包含
“urban expansion”、“urban sprawl”或者“urban growth” 文献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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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对中国城市化与农地流失
 持续关注



9/39

1.3 具体研究目标

建立一种在空间上有效识别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类型简
 

便方法。

在遥感与GIS技术支持下，对研究区1979～2005年间不
 

同阶段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展类型进行定量空间识别 。

探讨城市化水平和交通条件等因素对城市建设用地扩
 

展类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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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与研究方法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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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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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源

东莞市DEM数据；

美国陆地卫星Landsat
 

TM/MSS图像，行列号为
 122/44：



 

1979年10月19日获取的MSS图像



 

1990年10月13日获取的TM图像



 

1995年12月30日获取的TM图像



 

2000年09月14日获取的TM图像



 

2005年11月23日获取的TM数据

东莞市行政区划图、土地利用现状图；

其他数据：主要包括经济、人口等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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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方法

 GIS与遥感：作为数据获取、处理及空间分析的主要
 

技术手段与工具；

空间拓扑运算方法：基于地理实体间的拓扑空间关
 

系，通过空间拓扑运算的方法识别出三种建设用地扩
 

展类型；

其它方法：结合时间序列分析、统计分析方法，定量
 

分析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时空规律及扩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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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遥感分类结果的精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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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份城镇建设用地分类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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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类型识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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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拓扑空间关系是指拓扑变换下能够保持不变的几何属性，如空间目标的相邻和包含关系（陈述彭等，1999）。Clementini 等(1993)对二维拓扑关系进行分析后定义了由相邻、包含、相交、部分覆盖、相离五种基本关系组成的最小集合，并证明了他们的互斥性和完备性。根据两个面状目标有无公共边界，可以把这五种基本关系简化成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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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类型识别方法

 比值S =0，为跳跃式扩展；

 0< S <0.5，为外延型扩展；

 比值S≥0.5，为填充式扩展。

/cS L P
Lc：新增建设用地斑块和已有建设用地斑块之间公共边

 
界的长度；

P：新增建设用地斑块的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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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建设用地空间扩展类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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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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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及GDP变化

R2 = 0.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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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1979年，东莞市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仅有34.46km2，2005年已增加到1022.1km2，面积增长了近30倍，年平均扩展速度为36.54km2，年均增长率为110.1%，建设用地面积随时间的增长模式以指数曲线拟合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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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段城镇建设用地扩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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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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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段内三种扩展类型占扩展总面积比重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979-1990 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时间

各
扩
展
类
型
占
总
扩
展
面
积
比
重
/%

填充式扩展

外延式扩展

跳跃式扩展



24/39

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类型的时空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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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时段建设用地侵占耕地的面积及各扩展类型侵占耕地面积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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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展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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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1979-2005年间，东莞市建设用地扩展类型的变化反映
 

出该市的扩张经历了“跳跃式分散-外延式集聚-混合式
 

扩散-外延式集聚”的一般过程；早期以跳跃式扩展占
 

主导地位；后期，在严格土地管理政策、制度以及城
 

市地域空间限制的影响下，跳跃式扩展比例下降而填
 

充式扩展比例增大。



28/39

结论
 

2

从空间分布上看，东莞市建设用地扩展交通引导效
 

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建设用地扩展的
 

交通轴线导向性突出，城镇建设用地沿高速公路、
 

国道、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从呈多中心向外围，
 

逐渐形成块状组团状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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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3

跳跃式的扩展类型是侵占耕地的主导因素。在整
 

个研究时期内，跳跃式扩展类型和填充式扩展类
 

型所侵占的耕地面积变化趋势相反，跳跃式扩展
 

类型致使城镇用地结构分散，为填充式扩展类型
 

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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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传统农业景观与现代城市化景观

桑基鱼塘(Sang Ji Yu Ta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landscape: dike-pond wetland

Fast speed urbanization 
landspcape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No detailed talks, only the last title？
Following the suggestions of Dr. Wu, I will also present some research frontiers regarding thre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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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区填海

 140.70公顷

B区填海

 50.83公顷

C、D、E区填海

 448.68公顷

海底隧道用

 海6.56公顷

城市扩张向海洋进军
即将进行的5个新填海区块所需的填海物

 料总量为5625万m3，其中砂土填料为4555

 万m3，石质填料为1070万m3。



32/39城市快速扩张的造成负面效应

生态系统破碎化

城市洪涝加剧

热岛效应扩大

农林用地碳汇功能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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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不透水地面的大量增加，
 对城市防洪造成了严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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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扩张的“第三维度”

我国当前的城市建筑普遍缺乏

 生态理念，盲目追求所谓现代的外

 表形象和夸张的表现手法。忽视建

 筑的文化传承、节能环保以及与周

 边环境的自然和谐。

上：大面积的玻璃幕墙
右：夸张耗费能源而不实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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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得到以下基金项目支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珠江口两岸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演化及其生态效应(40571164)”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团队项目“珠江三角洲人地关系演进与协调发展（0420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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