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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多时相的遥感影像为基础,选用归一化裸露指数(NDBI)、重归一植被指数(RDVI)和改进的归一化水

体指数(修改后的 NDWI),通过阈值分割、掩膜处理提取建设用地信息,结合重庆主城区的社会经济数据,利用扩展速

度指数、扩展强度指数、扩展弹性指数、紧凑度指数、建设用地扩展系数及扩展方向分析研究了不同阶段建设用地

扩展的时空动态特征,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对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因子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988-2011年重庆主城

区建设用地扩展了 393.32km2,扩展速度和扩展强度呈现增大的趋势;扩展弹性系数、建设用地扩展系数波动变化,反

映了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分析表明重庆主城区的城市形态由非紧

凑型向紧凑型发展,同时扩展方向具有明显的分异性,主要向正北和西北方向扩展;人口增长,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增

长是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展最主要的驱动因子;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与建设用地的扩展也有明显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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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城市化水平和城镇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土地利用方式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尤其是城镇建设用地

的空间扩展日益成为现在乃至将来几十年内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1-2]。因此,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展,不仅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

重要指标,而且也是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UCC)研究的重要内容[3]。由于 RS 与 GIS 技术拥有具体、迅速、定量地研究城镇建设用

地扩展动态变化的优势[4],推动了近些年来众多国内学者利用不同数据源的遥感影像对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进行研究。但是已有研

究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厦门、苏州、济南等地大城市演变过程所表现的城镇建设用地扩

展形态、扩展模式、扩展驱动力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5-12]。 

自西部大开发和重庆直辖以来,重庆作为西部大开发重要的增长极和长江上游的中心,城市化进程加快,建设用地扩展明显,

建设用地、耕地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给土地利用与规划管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建设用地时空动

态变化成为重庆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研究内容[13-15]。本文以重庆主城区为研究区域,通过多时相的遥感影像和社会经

济数据,利用 RS提取建设用地信息技术与 GIS空间分析工具,计算城市扩展速度指数、扩展强度指数、扩展弹性指数、紧凑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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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城市用地扩展系数、扩展方向等指标,对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及驱动力进行探讨,以期为重庆的发展和规划

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重庆主城区位于北纬 29°19′-29°57′,东经 106°14′-106°53′,行政区划上包括渝中区、沙坪坝区、江北区、九龙坡

区、大渡口区、北碚区、南岸区、渝北区、巴南区 9个区,土地总面积约为 5488.84km2,2011年末常住总人口达到了 772.31万人。

研究区地处四川盆地东缘,地貌上属于盆东平行岭谷区,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地较少。本区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

气温 18℃左右,年均降水量为 1000-1400mm。区内主要河流有长江和嘉陵江。受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影响,主城区坐落在长江和

嘉陵江交汇处及其附近河谷地带,界于缙云山与明月山之间(图 1)。 

在重庆市三大经济圈中本区属于经济最发达的都市经济圈,区内人口密集,工业发达,经济活动频繁,是全市城镇体系的核心,

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重庆市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 

 

1.2数据源及其处理 

本研究选取的数据包括:重庆市主城区 1988、1995、2000、2002、2007 和 2009 年 6 个时间点的 LandsatTM/ETM+影像,研究

区域 2000 年 1∶5 万地形图,2011 年重庆主城区城镇建设用地现状图,以及同期各年份重庆市统计年鉴。文中所涉及到的数据,

均采用 UTM 投影和 WGS-84 坐标系,以 ERDASIMAGINE 和 ARCGIS 为处理工具,并借助 1∶5 万地形图对不同时相的遥感影像分别进

行波段融合、几何校正、拼接配准、裁剪等数据预处理。 

1.3研究方法 

(1)城市建设用地信息提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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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是一种复杂的土地利用类型,其电磁波反射光谱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因此,很难用简单的方法将其从遥感影像中

准确提取出来。城市建设用地的遥感信息提取通常采用人机交互的手工方式和影像分类提取技术,自动化程度不高,许多方法如

果不做后续处理,精度无法满足要求。近年来,基于指数的建设用地提取技术相继提出[16-18]。杨晏立等[19]提出了将地物种类归并为

建设用地、植被、水体 3大类,分别选用归一化裸露指数(NDBI)、重归一植被指数(RDVI)和改进的归一化水体指数(修改后的 NDWI)

作为 3种地类的指示因子,通过阈值分割、掩膜处理去除了非建设用地区域的噪音信息,得到比较准确的城镇建设用地专题信息,

其提取精度达到了 93.33%。因此,本文也采用这 3个指数,通过 ERDASIMAGINE遥感图像处理软件中的“ModelMaker”进行空间建

模,并结合原遥感影像进行指数图像的目视判读及多次阈值尝试,最终确定合适的阈值;同时对 2011 年重庆市主城区建设用地现

状图主要采用配准矢量化方法;建设用地扩展地块主要采用 ARCGIS 空间叠加分析获取。通过上述方法分别得到了 1988、1995、

2000、2002、2007、2009和 2011年 7个时间点的城镇建设用地地块信息(图 2)。 

 

(2)建设用地扩展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为揭示城镇建设用地在时间序列的演变规律,采用扩展速度、扩展强度、扩展弹性指数及城市用地扩展系数分析重庆主城区

建设用地在时间维的扩展演变过程。其中扩展速度指数(ESIi)表示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在研究时段内年均增长率,反映城镇用地扩

展的速度和趋势;扩展强度指数(EIIi)是用各空间单元的土地面积来对其年平均扩展速度进行标准化处理,使不同时期城镇用地

扩展速度具有可比性;扩展弹性指数(EEIi)表示城镇建设用地扩展速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城市扩展系数(K)表示城镇建设

用地扩展速度与城市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以上都能反映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变化趋势[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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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0为研究起始年建设用地的面积;At为第 t年建设用地面积;Δt为某一时段的时间跨度;S为研究区土地总面积;ΔEi

为经济指标的年均增长率,文中指二三产业增加值;K为城市用地扩展系数;"Pi为城市人口年均增长速度。 

(3)建设用地扩展空间序列分析方法 

为揭示城市建设用地在空间序列的演变规律,本文利用城市形态的紧凑度以及扩展方向分析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在空间维

的扩展特征。城市边界形态的紧凑度可以反映城市形态[22],其计算公式是: 

 

式中:c为城市形态的紧凑度;A为城市面积;P为城市轮廓周长。紧凑度值越大,其形状越紧凑;反之,形状的紧凑性越差[23]。 

在 ArcGIS10.0 的支持下,以 1988 年重庆市渝中区李子坝(29°33′8″N,106°32′9″E)建设用地重心坐标为原点,以东西

向为水平轴,南北向为纵轴,将研究区分为 8 个区位(图 3),进行空间扩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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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用地扩展驱动因子分析方法 

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衡量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24]。参照相关文

献的计算步骤,选取对建设用地扩展有重要影响的因子[21,25,26],应用灰色关联分析得出这些因子的相对重要性。 

2 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展时空特征分析 

2.1建设用地扩展时间序列特征 

根据影像解译结果,重庆主城区 1988 年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 106.66km2,到 2011 年增长了近 6.7 倍,城镇建设用地占土地总

面积的比重也由 1.94%上升到 9.11%。由此看出,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展在时间序列上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 

从各个时间段的建设用地扩展速度和强度分析(表 1),重庆主城区在 2002 年以后,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展速度、扩展强度都在

不断加快,这与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重庆直辖有关。重庆作为西部重要增长极,城镇建设用地需求逐年增加;而在

1988-2002 年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展速度和扩展强度经历了慢、快、慢的变化,1995-2000 年扩展速度及扩展强度比 1988-1995 年

快,主要是重庆直辖以来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结果;由于实施退耕还林还草以及耕地保护政策,建设用地盲目扩张的势头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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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扼制,从而使 2000-2002年扩展速度及扩展强度大幅减慢。 

从表 1各阶段扩展弹性指数波动变化可以看出,1988-1995年建设用地扩展弹性指数为 0.1,用地比较集约;1995-2000年建设

用地扩展弹性指数明显增大;2000-2002 年建设用地扩展弹性指数又大幅下降;而在 2002 年后建设用地扩展弹性指数呈快速增长

态势,尤其是2009-2011年,建设用地扩展弹性指数达到1.8,说明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展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用地还处于

由粗放型向集约过渡阶段。 

根据K在国内的划分标准[27]可知,1988-2000年城镇建设用地扩展严重不足,主要是因为这期间重庆经济发展缓慢,人口增长,

尤其是城市人口增长缓慢,直接导致了建设用地需求不足;而 2000-2009 年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系数由 1.14 增长到 5.19,城镇用地

建设规模扩展过快,而且扩展速度越来越快,存在非理性圈地现象,主要原因是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加快了重庆的城市化进

程;2009-2011 年城镇用地扩展系数又下降到 1.14,表明建设用地规模扩张逐渐趋向于合理,并在未来的发展中,城镇用地扩展系

数将更加接近 1.12。 

2.2建设用地扩展空间序列特征根据表 1和图 4,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空间扩展总体变化特征为:该区城市形态已经开始由非

紧凑型向紧凑型过渡,同时方向分异性十分显著。 

 

由表 1 可知,1988-1995 年由于经济条件及自然条件的限制,城镇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两江交汇的河谷地带,城市形态偏紧

凑;1995-2007 年紧凑度有所下降但变幅较小,基本维持在稳定状态,表明在国家一系列政策带动下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建设用地

需求增大,建设用地开始由河谷地带向外围扩展,并呈现不规则、不稳定性形态;而在各地纷纷“热衷”设立各类经济开发区的刺

激下,2007-2009年建设用地呈现出组团式分散扩展,城市形态严重偏离紧凑;2009-2011年紧凑度大幅上升,说明主城区发展开始

转为内部挖潜阶段,加强区域内部各组团之间的联系,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并使城市建设逐渐摆脱盲目无序

扩张,回归理性发展。由表 1可知,1988-1995年由于经济条件及自然条件的限制,城镇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两江交汇的河谷地带,

城市形态偏紧凑;1995-2007 年紧凑度有所下降但变幅较小,基本维持在稳定状态,表明在国家一系列政策带动下经济快速发展、

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增大,建设用地开始由河谷地带向外围扩展,并呈现不规则、不稳定性形态;而在各地纷纷“热衷”设立各类经

济开发区的刺激下,2007-2009年建设用地呈现出组团式分散扩展,城市形态严重偏离紧凑;2009-2011年紧凑度大幅上升,说明主

城区发展开始转为内部挖潜阶段,加强区域内部各组团之间的联系,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并使城市建设逐渐

摆脱盲目无序扩张,回归理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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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 可以看出,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在 6 个时间段的 8 个方向均有扩展,但扩展面积、扩展速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1988-1995 年重庆主城区主要向正西和正南方向扩展,扩展速度较快,面积都增加了 6km2 左右,其次是正北与东南方向,东北与正

东方向扩展比较缓慢,尤其是正东方向,期间面积仅增加了 0.9km2;20世纪 90年代后期(1995-2000年)扩展方向主要在西北部,扩

展面积增加高达 72%,其次为正西、正北和南部地区,虽扩展速度不一致,但面积增加都在 29%以上,而正东和东北部依然处于低速

扩展阶段;21 世纪初期(2000-2002 年),扩展速度最快的是西南方向,扩展面积增加了 15%,其次为正南方向,而其它方向的扩展速

度和扩展面积均增长缓慢;2002-2007 年和 2007-2009 年这两个阶段扩展最快的为正北方向,扩展面积分别增加了 171%和 28%,其

次 2002-2007 年在西北方向面积扩展较快,面积增加了 18.33km2,2007-2009 年则是在正西和西南方向面积扩展较快,面积分别增

加了 13.6km2、11.87km2,而其它方向扩展均较慢;2009-2011年主要集中在正南和西北扩展,扩展面积分别增加了 45.67%、52.5%,

其次是东北、西南、正西向,其扩展速度和扩展面积均较快,而其它方向发展相对滞后。由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累计扩展面积来

看,1988-2011年这 24a间,主要扩展方向是正北与西北方向,其次为正西、西南及正南方向,而东北、正东和东南部地区一直处于

低速扩展的阶段。由此表明,重庆市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展具有非常明显的方位分异特征,其中地形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3 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因子分析 

城市化过程是动态的演化过程,作为城市化的典型表象——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不断扩张,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具体包括:区域资源条件、地理环境、政策、社会经济、人口、文化和生产技术等因素。城市化驱动力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而不断变化的,对其研究视角也表现出多元化特征[28,29]。而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展受到了包括自然、政策、经济、人口、城市

规划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自然角度看,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歌乐山与铜锣山之间的长江、嘉

陵江沿岸,“组团”发展;从政策角度看,重庆直辖、西部大开发、三峡工程建设等政策的实施,使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经

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土地利用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建设用地面积大大增加;从城市规划角度来看,“一小时经

济圈”建设、“一心四带”的产业布局、以“主城特大城市”为核心的现代城市群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都极大刺激了

建设用地的需求;从经济和人口角度来看,重庆经济快速发展和“户籍制度”改革使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也直接推动

了建设用地扩张。但这些驱动因子不是单独作用,而是共同影响着建设用地的扩展。因此,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重庆主城城镇

建设用地的综合驱动力,但由于自然条件、政策、城市规划等因素难以量化,本研究试从经济、人口因素两方面分析,选取了总人

口、城市人口、GDP、第一、二、三产业占 GDP比重以及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这 7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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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灰色关联度原理及计算公式,计算得到各因子与建设用地扩展的灰色关联度(表 2) 

 

如表 2 所示,建设用地面积与影响因子之间的灰色关联度都大于 0.5,表明它们之间关联程度明显;人口因素与建设用地扩张

的关联度最大,尤其是城市人口,与建设用地的关联度达到了 0.8 以上,说明城市人口增加对建设用地的扩展作用最为显著;第三

产业比重对建设用地的影响大于 GDP 和第二产业比重,这与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主城区,土地利用集约度较高以及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重逐年上升有关;而建设用地扩展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第一产业比重的关联度最小,说明目前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的扩

展主要还是以城市人口增加促进用地需求为主,这与重庆主城实际发展情况基本一致;同时随着未来重庆主城区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二三产业对建设用地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4 结论与讨论 

(1)基于对多时相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在时间序列扩展信息定量分析表明建设用地扩展明显,但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24a

间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面积由 1988年的 106.66km2增长到 2011年的 499.98km2,扩展了近 6.7倍。1988-1995年,重庆主城区受自

然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发展处于低速阶段,1995年以后(除2000-2002年)得益于国家一系列的政策,重庆主城呈现出快速发展状态,

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同时建设用地扩展弹性指数以及扩展系数波动变化也表明重庆主城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建

设用地逐渐由盲目无序扩张向理性发展,土地利用也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2)通过对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空间扩展分析 

得出,城市形态开始由非紧凑型向紧凑型过渡,同时主城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明显的方向性,主要向正北与西北方向扩展,其次

是正西、西南及正南方向,而东北、正东和东南部地区一直处于低速扩展的阶段; 

(3)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展受到包括自然、政策、经济、人口、城市规划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本文主要选取经济和人口

因素与建设用地面积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从而得出这些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程度。关联度大小排序为:城市人口>总人口>

第三产业比重>GDP>第二产业比重>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第一产业比重,表明人口增长,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增长是重庆主城区建设

用地扩展最主要的驱动因子,而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也是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展的重要驱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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