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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
是区域土地演化的主导过程 ,城市化扩展

规模不断增大 ,城市用地扩展研究是国内

外地理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1～5]。为

能够更好的掌握城市用地扩展的时空模

式 ,预测城镇用地扩展趋势 ,为更合理利

用土地资源 ,减少土地浪费 ,优化生态环

境。近些年 ,以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为平

台 ,对城镇用地扩展类型的研究受到国

内外学者的重视。本文在 arcg is  9. 3平台

下 ,从拓扑学角度出发 ,以广州市1990年、

2000年城镇用地扩展为例 ,对城镇用地扩

展类型的划分和提取方法进行了研究和

应用。

1  城镇用地空间扩展类型识别
1 .1 城镇用地空间扩展类型

对城镇用地扩展类型 ,不同学者有不

同的定义和描述方法 [2]。Marquez将城镇用

地扩张类型划分为四类 :紧凑式(compact)、
边缘式或多点式(edge or multi-nodal)、廊
道式 (corridor)、普通商业式 (business-as-
usual)[2];Camagni概括为五类 :填充型扩展

(infilling)、边缘式扩展(extension)、沿交通线

扩展 (l inear  deve lopment)、蔓延式扩展

(sprawl)以及“卫星城”扩张 ( la rge-scale

projects)[3];Wilson将城镇用地扩展类型划分

为五类:填充式(infill)、蔓延式(expansion)、
跳跃式(isolated)及远离式(outlying),其中远

离式又包括隔离式 (isolated)、线性分支式

( linear  b ranch) ,聚集分支式 (c luste red
branch)[4]。上述对这些城镇用地扩展类型

基本上是通过目视的方法来确定 ,显然存

在一定的缺陷。

国内外许多学者也从定量的方法来描

述、识别和提取城镇用地扩展类型。例如 :
刘纪远等通过计算机程序方式 ,利用凸壳

原理将城镇用地变化定义为填充式扩展和

外延式扩展两种类型 [5];刘小平提出用景观

扩张指数LEI,结合VB和ArcEngine将城镇

用地扩展类型划分为3类 [6]。

1.2 拓扑学方法

在GIS二维空间中 ,对于两个简单 (无
洞 )多边形而言 ,它们有之间有 6类拓扑关

系 ,概括为相离、包含、相等、覆盖、邻接、迭

置。对于新增城镇用地与前一时期无洞城

镇用地多边形而言 ,有三类拓扑关系 :包
含、邻接、相离 ,如图1所示。将其应用于城

镇用地扩展类型上 ,可将城镇用地扩展类

型划分为3类 ,分别为填充式、蔓延式、跳跃

式 [7～10]。具体定义为 :对于城镇用地扩展类

型而言 ,如果新增城镇用地斑块与已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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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镇用地扩展类型示意图

( a ) 填充式 ( b ) 边缘式 ( c ) 跳跃式

图 2  广州市老八区城镇用地不同时期空间分布
1990 年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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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用地斑块无公共边界 ,则是跳跃式扩展 ;
新增城镇用地斑块与已有城镇用地存在公

共边界时 (图1),按照公共边界的长度 ( Lc )
与新增城镇用地斑块周长( P )的比值(S)识
别城镇用地扩展的填充式和外延式扩展类

型。S≥0.5时 ,新增城镇用地表现向已有城

镇用地斑块内部填充的趋势 ,则为填充式

扩展。0<S<0.5时 ,为外延型扩展 ;S=0时表

示新增城镇用地和已有城镇用地之间没有

公共边界 ,此时为跳跃式扩展类型 [7～8]。公

式如下 :

S = P
Lc

1.3 Acgis9.3 平台下提取城镇用地扩展类型

1 .3 .1 数据准备

经过遥感图像解译获得的广州市老八

区1990年、2000年的城镇用地数据,如图2所
示。通过遥感图解译获得的城镇用地斑块

均为有洞多边形 ,为简化多边形拓扑关系 ,
将1990年城镇用地多边形的空洞进行删

除。

1.3 .2 新增城镇用地提取

利用ArcToolbox工具集中的Erase工具

(Analysis tools\overlay\Erase),获取1990年
至2000年新增加城镇用地 ,如图3所示 ,并
计算得到每个新增加城镇用地多边形的周

长 ,即新增城镇用地斑块周长 (P )。
1.3 .3 跳跃式扩展类型提取

利用菜单中 se lect  by locat ion命令

(selection\select by location)中的 intersect
命令可以判断2个面状目标(无洞多边形)有
无公共边界。新增城镇用地与1990年城镇

用地无公共边界 ,便为跳跃式展类型。

1.3 .4 填充式扩展类型提取

填充式扩展类型包括两种情况 ,一为

在前期城镇用地无洞多边形内新增的城镇

用地 ;二为S≥0.5的新增城镇用地。两者提

取方式不同 ,前者利用 ar e  com ple te ly
within命令提取。

后者则需要通过获取新增城镇用地与

原有城镇用地的公共边长,求的其比值而获

取。公共边长通过ArcToolbox工具集中的

Intersect工具(Analysis tools\overlay\Intersect)
来进行提取。在输出结果类型(Output type)
选为 line类型 ,即可得到相邻多边形的公共

边长 ,与新增城镇用地周长相除得到S值。

便可获得S≥0.5的填充式扩展类型数据。

1.3 .5 蔓延式扩展类型提取

通过上述的筛选之后 ,剩余的新增城

镇用地即为蔓延式扩展类型。所得三种不

同城镇用地扩展类型结果如图4所示。

2  结论
本文以1990年、2000年广州市老八区城

镇用地扩展为例 ,从拓扑学角度出发 ,利用

ArcGIS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 ,识别城镇用

地扩展类型。实验表明 ,该方法简单、有效。

为城镇用地扩展研究提供了简便、可靠的

方法 ,为能够提高城镇用地效益、减少土地

资源浪费、提高生态环境效益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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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0 年至 2000 年新增加城镇用地

图 4  三种不同扩展类型空间分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