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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水平提高
17.9% (1979)－41.8% (2004)
预测: 75% - (2050)

• 中国的城市化－影响21世
 纪人类发展进程的关键因
 素

• 城市群－中国城市发展的
 新阶段

1998年中国非辐射定标夜间灯光强度图(DMSP/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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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问题



城市扩展生态影响
水污染



 
点源和非点源污染。



 
点源污染不断得到控制



 
城市扩展导致的土地利用变化直接影响

 非点源污染。




 

辽宁中部城市群扩展


 

辽宁中部城市群非点源污染

研究内容



研究区



1956 1976 1987

1994 2001 2004

117km2 130km2 140km2

180km2 238km2 291km2

(李团胜,1997;李月辉,2005)

沈阳市城市扩展加速

辽宁中部城市群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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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field 
survey 
point 2286



 
Accuracy 
92.2%，

 Kappa

91.7% 



Area percentage



基于CLUE-S 土地利用变化模拟



 

CLUE-S model


 

模拟时间段: 2004-2024


 

步长: 1 年


 

预案：



 

历史预案：基于历史趋势



 

生态保护预案：考虑“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基本农田保
 护”



 

城市规划预案：参考辽宁省中部城市群发展规划



景观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景观转移矩阵分析法



 

分析结果作为景观变化的历史预案的基础



 
分析方法（Logistic回归）



 

选取地形、邻域（距离）、自然因子（气象，
 土壤）、社会经济因子（人口、农业人口等）
 等4类16中驱动因子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作
 为上述三种预案的基础。



生态预案 历史预案 城市规划预案

三种预案模拟结果



非点源污染模拟--AVSWAT2005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这是SWAT模型的操作界面。





径流参数率定及验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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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口前（二）模拟
 北口前（二）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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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马寨模拟
 唐马寨观测

站点 模拟时期 R2 ENS

北口前
率定期（2002-2003） 0.73 0.73
验证期（2004-2005） 0.75 0.71

唐马寨
率定期（2002-2003） 0.87 0.79
验证期（2004-2005） 0.92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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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模拟值
 沈阳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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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顺模拟值
 抚顺实测值

径流参数率定及验证结果
站点 模拟时期 R2 ENS

沈阳
率定期（2002-2003） 0.96 0.90
验证期（2004-2005） 0.87 0.88

抚顺
率定期（2002-2003） 0.98 0.95
验证期（2004-2005） 0.91 0.93



泥沙参数率定及验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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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家窝棚模拟值
 刑家窝棚实测值

站点 模拟时期 R2 ENS

北口前
率定期（2002-2003） 0.71 0.64
验证期（2004-2005） 0.69 0.65

邢家窝棚
率定期（2002-2003） 0.84 0.53
验证期（2004-2005） 0.79 0.58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泥沙率定结果，途中红色为模拟值，黑色为实测值。



TN参数率定及验证结果

站点 模拟时期
TN

R2 ENS

邢家窝

 棚

率定期 0.87 0.57
验证期 0.79 0.52

辽阳
率定期 0.93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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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率定结果，途中红色为模拟值，黑色为实测值。



TP参数率定及验证结果

站点 模拟时期
TP

R2 ENS

小林子
率定期 0.85 0.72
验证期 0.86 0.69

沈阳
率定期 0.84 0.79
验证期 0.72 0.59

抚顺
率定期 0.50 0.42
验证期 0.54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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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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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率定结果，途中红色为模拟值，黑色为实测值。







浑河太子河流域非点源污染负荷



不同预案景观变化对非点源污染负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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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不同预案的排
 序为

 urb2014>his2014>eco 
2014，



 

2024年不同的预案排
 序为：

 urb2024>his2024>eco 
2024。



 

TP负荷2014年不同的
 预案排序为urb2014> 

his2014>eco2014，
 2024年不同的预案排

 序为：
 urb2024>his2024> 

eco2024。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2014年不同预案的排序为urb2014>his2014>eco2014，2024年不同的预案排序为：urb2024> his2024>eco2024。TP负荷2014年不同的预案排序为urb2014> his2014>eco2014，2024年不同的预案排序为 urb2024>eco2024> his2024。



结论



 

非点源污染负荷贡献率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为旱地、
 

水田、城镇及农村、林地、灌木地。



 

研究区内三种不同预案下，非点源污染负荷都有增加
 

的趋势。生态预案下非点源污染负荷增加的程度是最
 

低。表明“天然林保护工程” 会降低非点源污染负荷增
 

加的幅度。而城市扩张，会导致流域非点源污染的增
 

加。



下一步工作



 
景观格局与非点源污染关系探讨



 
基于格局优化的经济的非点源控制方式



 
城市三维变化及环境效应



2002 2008



1、城市3D信息的提取



 

数据：1997年沈阳市航片
 

（RMS为0.56像元
 

, Arcgis中
 

提取），2002、2005、2008
 

年铁西区Quickbird影像；
 

RPB参数；1:1万DEM；
 

21个
 

实测GCPs。



 

工具：Barista



 

方法:目视解译





 

1）景观类型分类

2、城市景观变化的总体特征





 

1)不同使用类型建筑的变化



 

①分类结果 （分类精度为86.3%
 

）

3.2、建筑类型的变化特征



三维变化环境效应



 
水



 
气



 
重金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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