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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 

武桐，瞿佳明，王文姗，陈书林 

（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 要】文章基于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分析了 2000—2010年南京市土地利用现状，针对南京市土地利用

存在的建设用地盲目扩张、侵占耕地和草地面积、土地利用格局不合理、环境污染的加剧等问题，给出了土地资源

可持续利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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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土地资源是人类进行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直接对话，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关系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基本内容之一
［1］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土地资源稀缺性越来越明显，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城市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否，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影响到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目前，很多学

者致力于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研究。赵艳等
［2］

构建了以非资源环境合理性指数、经济可行性指数和非社会可接受性指数的三

角模型，评价了 2001—2009年无锡土地利用可持续状态及其趋势。周炳中等
［3］

利用 PSR模型对江西余江县土地利用状况进行评

价，针对发现的问题，给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与措施。雷坦等
［4］

在考虑了资源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基础

上，构建了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内江市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进行评价。谭永忠等
［5］

结合理论分析、专家知

识和经验构建了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指标体系，并将该指标体系对杭州城市土地利用可持续程度进行评价。这些研究主要是

建立指标体系，然后对现有城市土地利用状态进行分析，并评价可持续性。从长时间尺度上考虑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及其这种

变化给城市土地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影响鲜见报道。然而，从长时间尺度上考虑土地可持续利用，并给出城市土地可持续发展的

相关建议和策略具有极其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区域，是长三角经济发达的城市之一，也是江苏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状态直接影响到长三角都市圈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从长时间尺度上对南京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进行研究，了解南京土

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状态和趋势，发现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南京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对 2000 年和 2010 年 Landsat-5 TM 影像数据进行分类，分类标准按照 2007 年发布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21010—2007）标准，将南京市土地利用类型分为水体、耕地、林地、建筑用地、草地、未利用地六类，并利用地理信息

系统空间分析技术分析 2000—2010 年南京市土地利用状态变化，结合社会经济指标，给出引起变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

南京市土地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并用可持续理论给出南京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1 研究区概况和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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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处长江下游中部地区，经纬度范围是北纬 31°14′～32°27′，东经 118°22′～119°14′，东西长 83 km左右，

南北宽 150 km 左右，地貌属丘陵地区，全市以低山缓岗为主，土地总面积 659 781 万 m2。南京市是江苏省省会城市，中国的

四大古都之一，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均位于全国城市前列，是长三角都市圈中的特大城市之一。辖区内有 11个区，87个街

道、13个镇，总人口从 2000 年的 544.89 万人增长至 2010 年的 632.42 万人，人口增长较快。南京市 GDP 由 2000 年的 1 

021.3 亿元增长至 2010 年的 5 130.65 亿元，经济发展迅猛。 

南京市 2000 年和 2010 年土地利用数据是在 ENVI 5.1 遥感图像处理软件中对 2000 年和 2010 年 Landsat-5 TM 影像数

据进行处理得到的。首先针对遥感图像的几何畸变和辐射失真问题，本研究利用几何校正、辐射校正和大气校正工具对遥感图

像进行了预处理，消除了图像的几何畸变和辐射失真问题。然后对校正后的图像利用分类算法进行分类，2000 年土地利用数据

是利用粗集理论进行分类，2010 年土地利用数据是利用监督分类中的最大似然法进行分类。最后对分类结果的精度进行评价，

评价结果显示，两种分类算法总体分类精度分别达到 87.81%和 84.09%，Kappa 系数分别达到 85.12%和 83.5%，结果表明分类

结果的精度符合应用要求，分类算法的设计是有效的。 

2 南京市土地资源利用现状分析 

在得到 2000 年和 2010 年南京市土地利用类型分布数据后，本研究分析了 2000—2010 年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地

理信息系统中的空间分析技术常被用来分析不同时相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分析
［6-9］

。本研究在 Arc GIS 10.1 软件中利用空间分

析功能的叠加和选择模块，对 2000 年和 2010 年的分类结果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到两个时相南京市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变

化与转换规律。结果发现南京市土地资源利用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2.1 建设用地盲目扩张，侵占耕地和草地面积 

建设用地面积由 15%增加至 28%，面积增加 87 091.09 万 m
2
。耕地面积呈现下降趋势，覆盖面积由 57%减少为 42%，面积

减少 98 967.15 万 m
2
。虽然近年来耕地面积减少的幅度有所遏制，但仍未得到很好的控制。草地面积呈下降趋势，覆盖面积由

1.51%减少至 1.3%，面积减少 1 392.14万 m
2
。未利用地面积呈下降趋势，覆盖面积由 1.5%减少至 0.7%，面积减少 5 212.27万 

m
2
，减少的未利用地面积绝大多数被建设用地所覆盖。统计资料表明，随着南京市人口的增长，南京市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2000

年南京市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为 2 137.66万 m
2
，而 2010年南京市房屋建筑施工面积为 4 570.49 万 m

2
，增长率达到 114%。这些

建筑严重侵占了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面积。 

2.2 土地利用格局规划不合理 

随着南京市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工业用地扩张迅速，但存在的问题是工业用地布局不合理，居民区与工业用地交

织分布，并存在居民区和化工工业用地在一起的状况，例如浦口区大厂地段。 

2.3 工业化以及不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等，导致环境污染加剧 

工业企业的废水、废气、废渣以及居民生活污水的排放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污染和大气污染，城市环境质量显著下降。农业

从业人员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在农业耕作过程中，不科学使用甚至滥用化肥和农药，导致土壤中某些营养元素过多的现

象。这些过多的营养元素经过地表水或地下水进入到河流或湖泊，导致水体的富营养化，水体受到严重污染。 

3 南京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策略 

3.1 贯彻落实耕地保护政策，控制建设用地规模，合理规划南京市土地利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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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采用划定农田保护区等措施稳定耕地面积，严禁在保护区内进行各种非农业建设。对于一些未利用土地，可综合开发

和复垦土地。同时，在维持耕地面积不变的基础上，可以引进先进的智慧农业技术，实现精准农业，提高土地的生态生产力。 

3.2 加强环境保护，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提高环境污染整治力度，加大污染治理投资，严格监管高危污染企业“三废”处理过程。指导农业从业人员科学合理施肥、

施药。通过划定功能区，实现工业用地和居民用地的分离，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此外，加大植树造林力度，建设森林城

市。虽然 2000—2010 年南京市林地面积呈增加趋势，覆盖面积由 15%增加至 16%，面积增加 5 278.25 万 m
2
，但增加的幅度

还是不大。 

3.3 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南京市 2000—2010 年人口增加了近 87.53 万人，总体看，南京市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所做的工作是符合规划要求的。但

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势必造成对其他区域人口的吸引。因此，需继续保持人口的增长速度，避免出现“城

市病”。继续提高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2000 年南京市道路铺设面积为 7 392 万 m
2
，而 2010 年南京市道路铺设面积达到 9 

576 万 m
2
，但增加幅度仍有待提升。 

4 结语 

本研究对 2000 年和 2010 年的 Landsat-5 TM 影像进行监督分类，获得了两个时相的土地利用数据，并利用地理信息系

统的空间分析功能分析了 2000—2010 年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南京市土地利用存在建设用地盲目扩张，侵占耕

地、草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同时，南京市土地利用格局不合理，居民区与化工企业交织分布。工业化、城市化造成了严重的

土壤污染、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城市环境质量显著下降。为此，本文针对这些问题，从保护耕地、加强环境保护、控制人口

等角度提出了南京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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