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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准则判断的城市边缘区界定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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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城市特征属性概念 ,构建了一套基于多准则判断的评

价指标体系和城市边缘区界定方法。利用累积频率图和 K Means空间聚类法确定了城市边缘

区界定标准 , 对广州市城市边缘区进行划分。实验结果表明:城市边缘区主要分布于主城区和

若干中心镇周围 , 随城市交通轴线发散分布 , 平均城市特征属性为 0.292。边缘区总面积占广州

总面积的 46.73%, 主要分布于番禺 、白云 、花都 3个区 , 共占城市边缘区总面积的 76.511%。海

珠 、荔湾的城市边缘区形状较为紧凑 , 紧凑度指数分别为 4.127 2、3.472 5;白云 、番禺 、花都的城

市边缘区形态较为破碎 ,紧凑度指数分别为 7.847 2、7.199 3、7.5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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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改革开放 30多年以来 ,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已经进入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时期 。

城市的发展使得城乡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 ,出现了兼具城市和乡村双重特征的城市边缘区 ,

成为城市化最活跃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最大 、景观变化最为迅速的地区
[ 1]
。传统的城郊二

元划分模式已经不能准确反映现代城市的地域结构 ,开始向城区 —城市边缘区 —影响区三

分法的现代城市地域结构模式转变
[ 2-6]
。国内学者以顾朝林 、陈佑启等为代表适时提出了

“郊区” 、“城乡结合部 ”、“城乡交错带 ”、“城市边缘区 ”
[ 6-10]
等多个概念 ,其研究成果极大地

推动了国内城市地理学的发展 ,对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 、优化城市功能分区布局 、实现城乡

一体化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管理起到了积极的指导意义 。

城市边缘区是指位于城市和乡村之间 ,以土地的城乡混合利用方式为典型特征 ,人口和

社会特征具有城乡过渡性质的一个独特地域 ,具有过渡性(位于城市与乡村的区域空间范

围)、模糊性(兼具城市与乡村的特征)、动态性(城市的向外扩张与乡村的城市化是不断变

化的过程)、复杂性(受人为 、自然因素的干扰 ,是一个非线性复杂系统)
[ 11-13, 15]

等特点 。国

内外学者从城市边缘区的不同角度提出了划分指标与界定方法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人口

密度法 、断裂点法 、景观紊乱度法 、突变检测分析法 、综合指数划分 、五项判定标准划分 、居住

价格变化判定 、城市地域属性界定法等
[ 6, 7, 14-20]

。以上这些方法具有划分原理简单和计算方

便等优点 ,但也存在指标单一 、权重确定主观 、划分结果不够精确等不足 。

针对以上问题 ,本文提出城市特征属性概念用于表示城市 -乡村之间的模糊 、过渡的空

间状态和特征。构建了基于多准则的城市特征属性评价指标体系 ,确定地形 、人口 、公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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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服务设施 、交通路线作为影响因素 ,并建立了城市特征属性的逻辑回归模型 。利用累积

频率法和 K Means空间聚类法确定了城市边缘区界定标准 ,得到广州市城市边缘区分布

范围。

1　城市特征属性概念及其指标体系

1.1　城市特征属性概念

城市特征属性是指反映某块土地单元城市特征的一个综合性指标 ,用于表示该土地单

元隶属于城市的程度 。

1.2　城市特征属性概念及其指标选取原则

在获取城市特征属性并对城市进行边缘区界定的过程中 ,指标的选取和标准化是研究

的关键 。研究在区域城市模式以及大都市结构模式理论指导下 ,确定以下指标选取原则:

(1)综合性原则 ,城市的空间结构由城市核心建成区 、城市边缘区 、城市影响区及乡村

腹地组成 ,要选取能体现城市空间结构特征的综合性指标。

(2)特殊性原则 ,城市边缘区是一个具有城乡过渡性质的独特地域 ,要充分考虑研究对

象的特殊性 ,选取能突出其特殊性的指标 。

(3)可获取原则 ,所选因素应与研究区域的资料 、可以实现的技术水平相协调 ,应采用

最接近研究区现状 、现实性较好的数据进行评价。

1.3　评价指标体系和影响因子获取

现代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及城市边缘区的研究表明 ,在城市空间形态划分方面 ,土地利

用 、社会经济特征是主要的参考因素
[ 22-23]

。研究遵循评价指标选取的主要原则 ,构建了城

市特征属性评价指标体系 ,将指标分为自然 、社会经济等两大类因素。其中自然因素包括城

市高程因子 ,社会因素包括人口密度 、公共管理机构 、公共服务设施因子 、交通因子 ,共两大

类 5个单项指标因子 。

评价指标在同一空间坐标系下进行空间化处理 。城市高程因子通过 1∶25万等高线图

获取 ,先将其转化为 TIN,最后生成 DEM数据。人口密度因子采用 2005年统计年鉴资料 ,

将人口数据落实到街(镇)。公共管理机构距离 、公共服务设施距离 、交通线路距离可以通

过欧氏距离计算获得 。城市用地分布数据作为因变量 ,可通过土地利用数据进行归并 ,将其

划分为城市用地与非城市用地 0-1分布的栅格 。城市特征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见表 1。

最终将所有指标变量转化为 100 m栅格数据 ,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以消除量纲影响。

表 1　城市特征属性的影响因子

Table1　Impactfactorofurbancharacteristicattribute

影响因素 指标因子 指标计算

自然因素 城市高程数据 等高线生成

社会经济因素

人口密度 统计年鉴 、乡镇边界矢量数据

公共管理机构距离

公共服务设施距离 计算欧氏距离

交通线路距离

因变量 城市用地分布 土地利用分类 、栅格计算

1.4　城市特征属性评价等级

确定城市特征属性评价等级是科学地界定城市边缘区的前提 ,借鉴洛斯乌姆区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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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按照城市特征属性程度将城市分为城市核心区 、城市边缘区以及城市影响区 3个区域

等级
[ 21]
(表 2)。

(1)城市核心区 。这一地区大致包括了相当于城市建成区和城市新区地带的范围。

(2)城市边缘区 。位于城市核心区外围 ,其土地利用已处于乡村转变为城市的高级阶

段 ,是城市发展指向性因素集中渗透的地带 ,也是郊区城市化和乡村城市化地区 。

(3)城市影响区 。位于城市边缘区的外部 ,是城市对周围地区的投资区位选择 、市场分

配 、产品流通 、技术转让 、产业扩散等多种经济因素共同作用所涉及的最大范围 。由于广州

市城市化水平较高 ,纯粹的乡村腹地已经几乎不存在 ,因此 ,本文将乡村腹地纳入城市影响

区中进行研究。

表 2　城市特征属性分类等级

Table2　Gradeofclassificationofurbancharacteristicattribute

城市特征强度 区域城市模式 城市特征属性分类 划分区域特点

强烈 城市核心区 城市核心区
包括城市建成区 、城市新区地带 ,城市特征属性程
度强烈。

较强 内边缘区

中等 外边缘区
城市边缘区 城市边缘区

包括内 、外边缘区 ,是一个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
连续统一体 ,城市特征属性为较强或中等强度。

较低 城市影响区

极低 乡村腹地
城市影响区

包括城市影响区和乡村用地 ,城市特征属性程度
为较低或极低水平。

2　城市边缘区界定方法

首先 ,利用逻辑回归模型计算城市特征属性 。然后 ,再利用累积频率法和 K Means空

间聚类法相结合 ,确定城市边缘区界定标准。最后 ,根据城市特征属性得到城市边缘区分布

范围。

2.1　城市特征属性逻辑(Logistic)回归模型

城市特征属性是由一系列因子变量来度量的 ,可以采用多准则(MCE)方法来获得城市

特征属性
[ 24-25]

,其函数形式为:

z=a+∑
k
βkαk =a+β1αdem +β2αpopulation+β3αmanage+β4αservice+β5αtrafic (1)

式中:z表示城市特征属性;a表示常量;β1 , …, β5是待定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αdem,

αpopulation, αservice, αmanage, αtrafic分别是城市高程数据 、人口密度数据 、公共服务设施距离数据 、公

共管理机构距离数据 、交通路线距离数据 。由于 z值范围一般不在 0 ～ 1之间 ,需要利用 logit

函数变换 ,即 logit(p)=ln
p

1-p
=z,通过逻辑回归模型

[ 24, 26]
,城市特征属性可由以下公式

表达:

Aurban =
e
z

1 +e
z=

1

1 +e
-z (2)

式中:Aurban是某年度的城市特征属性;z=a+∑
k
βkαk。

2.2　城市边缘区标准界定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城市边缘区界定标准。对城市特征属性进行

随机采样 ,去除数据异常点后 ,得到城市特征属性频率分布直方图 。根据样本数据的统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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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 ,在图中寻找界定参考点 ,初步得到城市核心区 、城市边缘区 、城市影响区的值域区间。

以所选值域区间的中值作为聚核 ,利用 K Means空间聚类法确定城市边缘区的界定标

准 。假设随机样本集合为 Ψ, P为类的集合 , L为聚核集合
[ 27]
。选取 3个区间的中值作为聚

核 ,记为

L
0
={A

0
1 , A

0
2 , A

0
3} (3)

　　以按照距 3个聚核欧氏距离最近的原则 ,把样本集合 Ψ分配到各个聚核所在的类中 ,

记为

P
0
={P

0
1 , P

0
2 , P

0
3} (4)

其中 ,

P
0
i ={x∈ Ψ d(x, P

0
i)≤d(x, P

0
j), j=1, 2, 3, j≠i} (5)

然后 ,由 P
0
出发 ,重新计算各类的新聚核 L

1
,完成一次迭代过程:

L
1
={C

1
1 , C

1
2 , C

1
3} (6)

聚核计算公式为:

C
1
i =

1

ni∑x
i
∈ P0
i

xi (7)

　　重复以上步骤 ,直到达到迭代收敛标准。设每类中的点与该类聚核的距离之和为 ut,则

ut=∑
3

i=1
∑
x∈ Pti

d
2
(x, C

(t)
i ) (8)

其中:P
t
i为第 t次分类中的第 i类;C

(t)
i 为第 t次分类中 i类的聚核;设定迭代次数为 K, t=

1, 2, … , K;经过迭代计算 ,得到聚类中心值和聚类点数以及分级范围。

3　应用案例与分析

3.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广州市(22°26′～ 23°56′N, 112°57′～ 114°3′E)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腹地 ,包括海

珠 、黄埔 、荔湾 、越秀 、天河 、番禺 、白云 、萝岗 、花都 、南沙 ,总面积 3 617.35 km
2
。地势东北

高 ,西南低 ,北部和东北部为山区 ,中部为丘陵和盆地 ,南部是珠江三角洲沿海冲积平原。地

处南亚欧大陆热带 ,属南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

3.2　数据准备与指标计算

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广州市 2005年土地利用图 、1 ∶25万广州市地形图 、矢量数据(公

共服务设施 、政府机构 、人口密度 、交通)。所有数据均转化成栅格数据格式 ,采用 Xian 

1980 3 Degree GK CM 114E投影坐标系 ,栅格大小为 100 m。

按照表 1的数据获取方法对数据分别进行处理 ,得到城市特征属性影响因子及城市用

地分布(图 1)。

3.3　模型应用与结果分析

3.3.1　计算城市特征属性

将影响因子进行归一化处理 ,再对其进行随机采样
[ 24]
,生成样本数据。利用 SPSS进行

逻辑回归分析 ,得到回归函数如下:

z=0.663 -4.244 ×αdem +14.203 ×αpopulation-1.434 ×αmanage

-4.267 ×αservice-9.790 ×αtrafic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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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特征属性影响因子

Fig.1　Impactfactorgraphofurbancharacteristicattribute

将函数 z代入式(2),得到 2005年广州市城市特征属性图 [图 3(a)] 。对该图进行等值

线划分 ,间距为 0.2。由图 3(a)可知 ,当等值线等于 0.6时 ,城市核心区域和繁华中心城镇

已经被大致划分出来 。但是要得到精确划分结果 ,必须要对城市边缘区标准进行界定才行 。

3.3.2　确定城市边缘区界定标准

对城市特征属性图进行随机采样 ,再去除数据异常点后 ,得到城市特征属性的频率分布

直方图(图 2)。

通过样本数据统计 ,可知广州市城市特征属性均值 0.292,标准差 0.211。从样本数据

的分布特性来看 ,城市特征属性偏度 0.766,呈正偏态分布 ,平均值向左部峰值偏向 。城市

特征属性峰度为 0.632,分布多集中于均值附近。

观察图 2累积频率曲线 , 当城市特征属性 Aurban达到 0.6时 , 累积频率已经达到

92.95%。在 A
t
urban∈ [ 0, 0.6]区间内曲线呈匀速递增 、然后逐渐平缓形态。因此确定城市特

征属性值 0.6作为城市分区界定的第一个参考点 。由于均值远小于 0.6,且分布多集中于均值

0.292附近 ,而且峰值出现于均值左侧 ,可以确定第二个参考点在 0.292附近寻找。同时发现

在 Aurban=0.2处 ,是城市特征属性发生频率的一个相对低值点。由此确定在 Aurban=0.6和

Aurban=0.2作为城市分区界定的参考点 ,形成了 [ 0, 0.2] 、(0.2, 0.6] 、(0.6, 1.0]三个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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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特征属性累积频率

Fig.2　Accumulationfrequencyofurbancharacteristicattribute

选取上述 3个区间的中值作为聚核 ,利用 K-Means空间聚类分析法进行城市核心区 、城

市边缘区以及城市影响区的定量划分
[ 21]
。再经过 K次迭代计算后 ,得到聚类中心值和聚类

点数以及分级范围。

结合研究区城市发展特性 ,参考相关专家意见 ,得到界定标准如表 3。

表 3　城市边缘区界定标准

Table3　Divisionstandardofurbanfringe

城市特征强度 城市特征地域结构划分 聚类中心值 聚类点数 城市特征属性值范围

强烈 城市核心区 0.729 10 4 427 0.557<Aurban≤ 1.00

较强

中等
城市边缘区 0.383 19 4 625 0.246<Aurban≤ 0.557

较低

极低
城市影响区 0.106 84 912 0.00≤Aurban≤0.246

依照表 3的城市边缘区界定标准 ,在 GIS软件中对其进行划分 ,得到结果如图 3(b)

所示。

3.3.3　结果分析

(1)城市地域结构数量特征　对城市边缘区划分结果进行数量特征分析 ,得到城市地

域结构的面积统计结果(表 4)。分析表 4可知 ,广州市地域结构总体面积情况:城市核心区

318.380 2km
2
(占总面积的 8.84%)、城市边缘区 1 683.373 8 km

2
(占总面积的 46.73%)、

城市影响区 1 600.667 8 km
2
(占总面积的 44.43%)。

城市核心区主要分布在天河 、海珠 、番禺 、白云 、荔湾 、越秀等区 , 总百分比分别为

18.78%、15.71%、14.90%、13.67%、11.96%、10.54%,共占核心区总面积的 85.55%。城

市边缘区主要分布在番禺 、白云 、花都 ,总百分比分别为 29.89%、25.03%、21.60%,共占城

市边缘区面积的 76.51%。城市影响区主要分布在花都 、南沙 、白云 、番禺 ,总百分比分别为

36.67%、24.70%、17.98%、13.84%,共占城市影响区面积的 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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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5年广州市城市特征属性(a)和 2005年广州城市边缘区划分(b)

Fig.3　TheurbancharacteristicattributegraphofGuangzhouin2005(a)andthe

resultgraphaboutGuangzhouurbanfringedivisionin2005(b)

表 4　城市地域结构统计结果

Table4　Statisticresultofurbanareastructure

城市地域

结构

城市核心区 城市边缘区 城市影响区

面积 /km2
各区百分

比 /%

总百分

比 /%
面积 /km2

各区百分

比 /%

总百分

比 /%
面积 /km2

各区百分

比 /%

总百分

比 /%

各区面

积 /km2

番禺区 47.436 4 6.14 14.90 503.075 2 65.16 29.89 221.594 4 28.70 13.84 772.106 1

白云区 43.529 5 5.78 13.67 421.284 4 55.98 25.03 287.744 1 38.24 17.98 752.558 0

花都区 12.623 8 1.31 3.97 363.611 6 37.75 21.60 586.966 4 60.94 36.67 963.201 8

荔湾区 38.076 9 61.39 11.96 23.435 1 37.78 1.39 0.511 6 0.83 0.03 62.023 6

萝岗区 10.042 6 6.05 3.15 65.747 3 39.60 3.91 90.238 7 54.35 5.64 166.028 7

海珠区 50.001 0 54.23 15.71 42.066 3 45.62 2.50 0.137 7 0.15 0.01 92.205 1

天河区 59.775 1 41.58 18.78 68.635 9 47.74 4.08 15.357 8 10.68 0.96 143.768 8

南沙区 1.905 4 0.36 0.60 126.928 4 24.21 7.54 395.399 8 75.42 24.70 524.233 5

黄浦区 21.421 1 23.11 6.73 68.562 6 73.96 4.07 2.717 3 2.93 0.17 92.701 0

越秀区 33.568 4 99.92 10.54 0.026 8 0.08 0.00 0.000 0 0.00 0.00 33.595 3

总计 318.380 2 100.00 1 683.373 8 100.00 1 600.667 8 100.00 3 602.421 8

进一步分析广州市各行政区的城市地域结构面积比例(图 4),可知 ,广州市各区的城市

核心区比例较高的是越秀 、荔湾 、海珠 ,分别是 99.92%、61.391%、54.228%;最低的是南沙

和花都 ,分别为 0.36%和 1.31%。城市边缘区比例较高的是黄浦 、番禺 、白云等区 ,分别为

73.96%、65.16%、55.98%,比例最低的是越秀区 ,为 0.08%。城市影响区比例较高的是南

沙 、花都 、萝岗 , 分别为 75.42%、 60.94%、 54.35%, 较低的是荔湾 、海珠 、越秀 , 分别是

0.82%、0.15%、0.00%。数据分析表明 ,广州市发展模式已经从简单的 、以中心城区为主的

“单核扩展”逐渐转变为包括中心城区 、中心城镇 、卫星城以及交通干道等周边区域的 “点 —

轴扩展 ”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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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广州市各区城市地域结构比例

Fig.4　PercentageofurbanareastructurefordistrictsofGuangzhou

城市边缘区代表了城市扩展可能的方向和范围 ,城市边缘区占全市边缘区总面积比重

越大 ,说明城市在该区扩展的可能性越大 。从数量特征上看 ,城市边缘区主要处在番禺 、白

云 、花都等地 ,边缘区总面积占全市城市边缘总面积的 76.511%,具有较大的城市发展空

间 。这 3个地区将成为城市扩展的重要区域和增长极 。分析结果与 《广州市总体规划

(2010— 2020)》关于 “南拓 、北优 、东进 、西联”的城市发展战略相一致。

城市核心区是城市发展较为成熟的区域 ,其在行政区所占比例大小能够说明该区的城市

发展状态和水平 。越秀 、荔湾 、海珠的核心区比例分别是 99.92%、61.39%、54.23%,说明这 3

区的城市发展水平较高。事实上这 3区正是广州最繁华的地带 ,与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

(2)城市地域结构分布格局及形态　利用紧凑度指数对城市地域结构进行分析 ,从而

掌握城市地域结构的形态特征。破碎度公式为 U=
P

2 π×A
,式中:P是对象的周长 , A是

对象的面积。U值越小 ,对象的形态越紧凑;反之 ,则越破碎。

计算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　城市地域结构紧凑度指数值

Table5　Compactnessindexabouturbanareastructure

城市地域结构 城市核心区破碎度 城市边缘区破碎度 城市影响区破碎度

白云区 7.620 6 7.847 2 7.745 2

番禺区 7.297 8 7.199 3 8.442 9

海珠区 3.527 5 4.127 2 1.952 3

花都区 7.594 9 7.525 5 6.563 7

黄浦区 5.882 1 5.732 7 3.739 6

荔湾区 3.253 1 3.472 5 1.704 9

萝岗区 2.157 8 6.189 3 5.308 0

南沙区 3.545 1 5.797 5 4.497 1

天河区 3.535 8 5.135 8 4.292 0

越秀区 1.839 9 7.907 0 无值

由上可知 ,花都 、番禺 、白云 、黄浦的城市核心区和城市边缘区的破碎度都较高 ,并且数

值比较接近 。前后破碎度值分别为 7.594 9、7.297 8、7.620 6、5.882 1和 7.525 5、7.19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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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7 2、5.732 7,这说明城市扩展力度较大 ,具有较多土地转化成城市土地 。其中 ,白云区

的城市扩张力度最大 。海珠 、荔湾的城市边缘区破碎度分别为 4.127 2、3.472 5,形状较为

紧凑 ,说明这两个区的城市用地较为紧张 ,趋于紧凑式的集中发展 。萝岗 、南沙 、天河的城市

核心区破碎度分别为 2.157 8、3.545 1、3.535 8,核心区形态较为紧凑 ,但城市边缘区破碎度

高 ,破碎度分别为 6.189 3、5.797 5、5.135 8。说明城市建成区的发展比较缓慢 ,或是处于内

部填充发展阶段 ,但周边的边缘区扩张比较强烈 。其中 ,南沙的城市发展水平最低 ,城市核

心区仅占其面积的 0.36%。越秀的城市核心区最为紧凑 ,其破碎度为 1.839 9,其城市化水

平也是最高的 ,非常少量的城市边缘区表现的破碎度最高 ,是由于边缘区被快速城市化的

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还发现 ,城市核心区的强烈扩张(如图 5中白云 、番禺 、花都 、黄浦),伴随

的是城市边缘区急剧地外向扩展 ,将会产生许多破碎的城市边缘区斑块 ,增大城市边缘区的

破碎度 。

图 5　城市地域结构紧凑度

Fig.5　Compactnessabouturbanareastructure

从城市地域结构的总体格局而言 ,城市边缘区围绕着城市核心区分布 ,在北部花都 、南

部番禺 、东部萝岗(面积分别为 12.623 8、47.436 4、10.042 6km
2
)形成了若干个中心镇核心

区构成的 “卫星城 ”发展布局 。卫星城市周边的城市边缘区随交通轴线发散分布 ,发挥了城

市廊道的功能 ,将分散的卫星城市与广州市主城区联接起来。这种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说

明和验证了 《广州市总体规划(2010— 2012)》中的 “南拓 、北优 、东进 、西联 ”,扩大中心主城

区范围 ,重点向东南部地区转移 ,适度向北部地区城市发展策略的科学合理性。

4　结论

城市边缘区的形成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 ,科学地研究城市边缘区

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关系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顺利实施 。城市边缘

区界定作为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基础 ,在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广泛开展研究 ,但是还没有形成一

个统一的研究范式。为此 ,本文提出了可以从栅格空间上连续反映城市发展状态的城市特

征属性概念和基于多准则判断的城市特征属性计算模型以及城市边缘区界定标准 ,并以广

州市为例对其城市边缘区进行了划分 。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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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边缘区不能脱离城市核心区和城市影响区而独立 ,而是一个在空间 、属性上介

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区域。研究城市边缘区必须要从城市的整体性出发 ,从中探寻城市边缘

区与核心区在功能 、特征 、形态上的独特性和发展规律。

(2)城市特征属性能够反映城市化水平在栅格空间上的连续分布特征 。而人口因素在

诸多因素中具有最重要作用 ,其权重为 14.203 ,远高于其它因素的影响权重。反映了人口

集聚程度对城市化水平的指示量度作用。

(3)城市核心区以集聚分布为主 ,另外还有一些破碎的斑块零星地分布在主城区外围

的中心镇或是交通要冲的附近 。城市边缘区一般分布于城市核心区周围 ,城市的快速发展

导致边缘区随城市交通线扩散分布 ,填充了主要城市核心区之间的空隙 ,从而形成了城市的

“廊道” ,城市边缘区的无节制扩张 ,将会导致城市周边地区被吞噬 、包围 。

(4)对于破碎的边缘区土地国土管理部门较难进行界定和管理 ,紧凑形的城市边缘区

对于城乡一体化的管理较为有利。因此 ,有必要对城市边缘区进行空间优化配置 ,利用各种

约束条件来限制其蔓延性增长 ,使其形态趋于集约和紧凑。

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 ,利用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可以方便迅速地计算城市特征属性值以

及划分城市边缘区 ,进而获得整个城市地域结构的数量及形态特征 ,从而把握城市的发展态

势和规律 ,为城市化发展战略及城乡一体化土地利用管理提供有针对性的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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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FringeDivisionandFeatureAnalysisBasedonthe
Multi-criterionJudgment

WANGHai-ying, ZHANGXin-chang, KANGTing-jun, ZHAOYuan
(InstituteofGeographyScienceandPlan, SunYat-senUniversity, Guangzhou510275, China)

Abstract:Onthebasisofsummarizingthepredecessor' sresearch, thisarticleproposestheur-

bancharacteristicattributeconcept, andconstructsasetofevaluationindexsystemandurban

fringedivisionmethodbasedonthemulti-criterionjudgment.Usingtheaccumulationfrequency

histogramandtheK Meansspaceclustermethod, theurbanfringedivisionstandardisidentified,

andfinallytheurbanfringedivisionresultoftheGuangzhouCityisobtained.Theresultshows

that, theurbanfringeareasaremainlydistributedaroundthemaincityzoneandsomecentertown

zones, radiativelydistributedalongwiththecitytransportationlines, andtheaverageurbanchar-

acteristicattributeis0.292.Theurbanfringeareaaccountsfor46.73%ofthetotalareaofGuan-

gzhou, mainlydistributinginPanyu, BaiyunandHuadudistricts, andis76.511% ofthetotal

urbanfringearea.TheHaizhuandLiwan' surbanfringeshapeiscompact, withthecompactness

indexbeing4.1272 and3.4725 respectively.TheBaiyun, PanyuandHuadu' surbanfringe

shapeisfragmentized, withcompactnessindexbeing7.8472, 7.1993and7.5255respectively.

Keywords:urbanfringe;urbancharacteristicattribute;multi-criterionjudgment;K Means

spacecluster;Guang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