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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合理地划定城区范围!是建立城乡统计+制定城乡政策+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依据$ 目前尚未建立

统一的城区范围概念体系和划定方法!给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因此!针对目前我国城

区范围概念不统一+划定方法不一致+空间界线不明确等问题!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界定了城区范围的空间内涵!

并利用测绘地理信息+遥感等技术手段!提出了城区范围的空间划定方法$ 研究基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依

次通过城区用地特征判断和空间连接判断!确定纳入城区的地物!提取城区的空间范围$ 以巴中市为例进行实证

研究!验证了流程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证明该方法可用于城区空间范围的提取!具有广泛推广的价值$

关键词# 城区范围* 空间划定*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城区用地特征* 空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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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

!科学准确地划

定城区范围!对快速城镇化时期下的公共政策以及

城镇化进程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早在 $><< 年

颁布的2国务院关于划分城乡标准的规定3中!对城

镇的建制就有明确的规定$ 该时期多推行,切块设

市-+,切块设镇-的模式!利用行政地域范围可识别

出城区范围$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

制的推行!行政地域范围和地方经济逐渐联系在一

起!造成在该时期我国各地出现大量县改市+乡改镇

等的行政区划变动%%&

$ $>>% 年2关于调整设市标准

的报告3颁布后!设市设镇的条件放宽!进一步推动

了撤县设市+撤乡设镇的热潮%[&

$ 行政区划大量变

动后!大部分乡村也被包含在城镇的行政范围中!此

时再根据行政地域识别城区范围!则难以反映真实

的城区建设现状!得出结果与实际结果误差较

大%<&

$

为了科学合理地统一城区划分标准!国家制定

了一系列文件以明确城区范围$ "##? 年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2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3 '以下简称2规

定3#

%;&中指出" ,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

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

和其他区域$-2规定3里提出了,实际建设-的概念!

明确了城区提取的空间依据%=&

$ 然而!只有基础定

义而缺乏统一的划定方法!在国家统计局+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地方政府各部门!以及部门内部之间!对

于城区仍然存在多个不同口径%?&

$ 如何统一城区

划分方法成为一个难题%> ($#&

$

在国外!人口特征和空间关系常被当作城区划

分的标准$ 例如!英国利用城市土地利用规模和人

口集聚度划分城市地区'A4M5F 54E5#

%$$&

* 美国和日

本利用人口密度和通勤水平结合空间邻接条件确定

城市化地区 ' A4M5F/]EN 54E5# 和人口集中地区

'NEF2EGT/FD5M/3EN N/234/R3#

%>!$"&

$ 然而!利用人口特

征提取城区范围在我国难以实现$ 我国历次的人口

普查文件没有使用统一的方法!且不同批次的普查

方法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目前还未形成完善的人口

统计机制%"&

$

识别城区范围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

注$ 早在 $>><年!周一星等%$%&就提出了根据建成区

下限人口规模+非农化水平和平均人口密度 % 个指标

来划分城区!综合了景观+人口+经济等多方面要素开



自!然!资!源!遥!感 "#"$ 年

展研究$ 后续!研究学者主要围绕建设用地和人口密

度两个统计指标开展城区范围的提取%$[ ($<&

$

遥感图像因其广泛+定期+持续的监测能力!逐

渐成为城区范围提取的重要数据来源$ 一些研究学

者首先利用bQ.-6 数据对城市的发展和扩张进行

监测和研究%$;&

* 随着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以

75FN253系列为主的中分辨率卫星影像被广泛应用

于城区范围的提取研究当中!例如 &5J等%$=&利用

[# 5的中分辨率遥感数据!监测中国长三角地区的

城市发展过程$ 然而!由于中低分辨率影像得到的

城区边界提取精度较低!高分辨率影像逐渐成为城

区范围识别的重要数据源!例如 `5FK等%$?&提出了

一种利用高分辨率图像和地理信息数据实现的半自

动城市边界提取方法!结合城市景观等辅助数据!形

成了一套城市范围划定的规则$

基于遥感影像进行城区划定的方法也在不断改

进$ 受到技术发展的限制!研究之初多以人工解读

和目视解译的方法为主%$>&

!这种方法通常工作量

大+花费时间长$ 随后采用最大似然法%"#&

+决策

树%"$&等分类的方法替代原始的人工方法$ 另外!一

些学者利用遥感影像的光谱信息定义了相关指标!

利用指标数值进行城区的划定%""&

!或者是综合判定

的方法%"%&

$ 随着大数据和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一些

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方法也被用于城区范围的划

定中%"[&

$

然而!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城区范围

划定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高分辨率影像数

据通常成本较高!且数据量大!处理费时耗力$ 其

次!针对高精度影像进行城区划分时!由于光谱的复

杂性!难以提出普适性的指标* 采用机器学习或者

深度学习的方法时!由于方法内部机理不透明!无法

阐述清楚划定的规则和结果$ 这导致在利用高分辨

率遥感影像开展城区提取时!难以快速地对多个城

市进行同样的城区提取操作!在全国尺度上不适

应%"<&

$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的成

果数据为城区范围的提取提供了全局尺度高精度的

研究数据$ 在2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3'以

下简称 2规程3#里对土地现状调查的精度规定

为%";&

" ,城镇内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采用优于 #9" I

分辨率的航空遥感影像资料-$ 对各类图斑的最小

上图图斑面积规定为%";&

" ,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

实地面积 "## I

"

* 农用地'不含设施用地#实地面

积 [## I

"

* 其他地类实地面积 ;## I

"

!荒漠地区可

适当减低精度!但不应低于 $ <## I

"

* 对于有更高

管理需求的地区!建设用地可适当提高调查精度-$

更高精度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更精细的成果数据

图斑!为城区范围的划分提供了更科学更合理的全

覆盖的基础数据$

此外!在,三调-成果数据集,城镇村及工矿用

地-中!已完成基础的城区划分%";&

!主要包含城市

'二级编码 "#$#'以下简称城市 "#$#+建制镇'二级

编码 "#"#'以下简称建制镇 "#"#和村庄'二级编码

"#%#'以下简称村庄 "#%#$ 基于,三调-成果里基

础的城区划分数据再进行精细的城区提取!可大大

减少城区范围空间划定的工作量$

因此!本研究针对城区范围空间划定这一问题!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界定了城区范围的空间内涵!

以,三调-成果数据为基底!辅以测绘地理信息+遥

感等技术手段!综合考虑用地特征和地物功能判断+

空间连接等多因素!提出了城区范围的空间划定方

法$ 该方法同样可用于镇区范围的空间划分!旨在

为我国城乡划分提供参考$

$!城区范围的概念内涵

$9$!城区的概念与属性特征

目前!我国对城区概念的界定通常以国务院

"#$[ 年发布的2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的通知3'以下简称2通知3#

%"=&中对城区的规定为

基准" ,城区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

驻地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

区域$-这一概念定义继承于国家统计局 "##? 年发

布的2规定3

%;&中对城区的定义$

2通知3中对城区从行政+土地利用+空间等多

角度进行了基本界定$ 从中可归纳出城区应当满

足的 % 个属性"

!

行政属性!城区是在市辖区和不

设区的市的行政地域界限内!其不能突破所在城

市的行政区划边界*

"

土地利用属性!城区是区+

市政府驻地实际建设且连接到的区域!未建设的

土地不能包含在城区范围内*

$

空间属性!城区是

指区+市政府驻地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

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 对于分散在外围或周边的

区域来说!还需要满足空间连接的条件!才可纳入

城区范围$

$9"!城区范围的空间内涵

城区范围的空间内涵最早由周一星教授在

$>>< 年提出$ 其将城市地域分为行政地域+实体地

域'景观地域#和功能地域%$%&

" ,城市的实体地域是

集中了各种城市设施!以非农业用地和非农业经济

活动为主体的城市型景观分布范围!相当于城市建

成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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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实体地域即城区的空间范围!指按照城区

实际建成情况识别后确定的范围!是实际开发建设+

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区域$ 城区实

体地域的概念衔接城市建成区的概念!两者具有相

似的空间形态$ 建成区在空间上要求集中连片!一

些面积较小的飞地或者空心地要经过一定的合并处

理$ 城区实体地域则通过空间连接条件的限定!划

出相对集中的实体地域范围$

然而!城区实体地域与城市建成区的概念不

完全相同$ 从功能和用地性质角度说!城市建成

区包括了实际建成+享受基本城市服务+拥有城市

基础设施的地区!其偏重于是否已开发建设和城

市设施是否完备$ 城区实体地域则偏重于土地的

实际利用类型和空间连接关系$ 从行政区划范围

上说!城区实体地域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的行

政地域内划定%"=&

* 城市建成区在城市行政区内划

定%"?&

$ 对于设区的市!其城市建成区在整个市域

范围内划定!而城区实体地域只在其市辖区范围

内划定* 对于不设区的市!两者都在整个市域范围

内划定$

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解读城区概念!它同样满足

城区的 % 类属性!并且在其基础上有进一步的界定"

!

行政属性!城区实体地域在城区范围内划定!不可

越过城区边界*

"

土地利用属性!城区实体地域集

中了各种城市设施!其内地物应该符合城市用地类

型特征!相当于城市建成区*

$

空间属性!城区实体

地域在空间上实地可测!空间形态没有固定的规律!

分散的实体地域应当在空间上连接$

$9%!其他相关概念

除城市建成区外!国内与城乡规划+城乡划分相

关的术语包括市区+市域+中心城区+主城区+城市建

设用地+城镇开发边界+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等$ 除去

城市建设用地外!其他概念均为考虑管理职能或者

未来规划的边界!若非行政区划调整或者城市规划

建设调整之外!其边界不会改变$ 因此这些概念术

语不能反映城市发展的时空变化%">&

$

"!城区范围的空间划定

"9$!数据准备

"9$9$!"三调#成果数据

,三调-对各类用地类型的图斑进行了明确标

注!成果汇总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

'以下简称 ,三调-工作分类#数据中$ 该数据在

&S\Z"$#$#."#$= 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的基础上

进行了部分修改%";&

$

除去,三调-工作分类表外!还包含,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数据表%";&

$ 该表内的数据图层由,三

调-工作分类表中的数据图斑合并而成$ 将满足条

件的,三调-工作分类中的单个图层合并后!即可得

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数据表中的各个数据'表

$#$ 其他辅助 ,三调-成果数据包括" 地类图斑

'.7ZS图层#+城镇村等用地'8̂8.X.图层#+行政

区'@̂C图层#$

表 9:城镇村及工矿用地数据集

?-4<9:L-*-'"*'+#)$4-%O.00-2"'-%5.%5)'*$.-03

,.%.%2 0-%5+&&)>-%&7

一级编码 名称 二级编码 名称

"#

城镇村及工

矿用地

"#$ 城市

"#$c 城市独立工业用地

"#" 建制镇

"#"c 建制镇独立工业用地

"#% 村庄

"#%c 村庄独立工业用地

"#[ 盐田及采矿用地

"#< 特殊用地

"9$9"!数据基准统一

数据的坐标+投影设置如下%";&

" 投影!采用高

斯(克吕格投影 %n分带'8&86"###g%g.EK4EEg&eg

8bg$$[)#* 坐标系统!采用 "### 国家大地坐标系*

高程基准!采用 $>?< 国家高程基准$

"9"!划定技术流程

总体流程图如图 $ 所示$ 在广泛调研国内外研

究方法的基础上!基于城区实体地域的概念内涵!建

图 9:城区范围空间划定流程图

;.2<9:;0+8&1-$*+#*1"5"0.%"-*.+%+#)$4-%>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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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一套提取城区实体地域的方法$ 该方法以城市

用地特征和地物功能+地物的空间连接关系+图斑所

属的行政地域为确定依据!依次判断后得出城区实

体地域范围!即城区的空间范围$

"9"9$!初始范围提取

基于,三调-成果数据!可提取出城区实体地

域划定的基础范围!在此基础上进行实体地域的

确定$ 初始范围采用,三调-城市 "#$ 和城市独立

工业用地 "#$c数据$ 其中!城市 "#$ 数据指,城

市居民点!以及与城市连片的和区政府+县级市政

府所在地镇级辖区的商服+住宅+工业+机关+学校

等单位用地!包括其范围内的其他各类用地-

%";&

$

加载 ,三调- 数据后!根据属性将二级编号为

,"#$-和,"#$c-的数据导出!即获取城区实体地

域划定的初始范围$

"9"9"!确定待纳入实体地域的图斑

根据初始范围的用地性质可知!城区初始范围

已经包含了大部分的城区实体地域$ 在城区初始范

围的基础上!向外判断其 $## I缓冲范围内的图斑

地类是否符合城区用地类型特征'"9"9"9$ 节#+空

间上是否连接'"9"9"9" 节#等$ 将符合条件的图斑

认定为待纳入实体地域的图斑$

"9"9"9$!城区用地类型特征判断

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区别城乡是城乡识别中常

用的方法$ 商业服务业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等 [ 种用地类型

常成片分布在城区范围内!成为区别城乡的主要

用地类型差异$ 除去这 [ 类用地类型之外!还有

部分其他类型的土地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例

如湿地+工矿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特殊用

地等$ 然而!根据这些用地类型无法直接区分城

乡!其城乡属性需进一步根据其所处地理位置和城

市发展现状来区分$ 因此!考虑到城区和乡村功能

的差异!基于,三调-工作分类!对城区实体地物类

别作如下要求'表 "#$

在实体地域提取时!对缓冲区的图斑进行如下

步骤用于城区用地特征判断"

$#若其图斑类别符合实体地物必选类别!则其

用地属性满足城市用地特征!继续进行空间连接

'"9"9"9" 节#的判断$

"#若其符合实体地物候选类别!当其具备城市

居住和承担城市生态涵养+休闲游憩+防护隔离+自

然和历史文化保护及其他城市相关必要功能时!考

虑将其纳入实体地域的待选范围$

%#若都不符合!则该类图斑在用地类型上不满

足城市用地特征!其对城市的发展建设所承担的功

表 A:城区实体地物类别及相关要求

?-4<A:T-*"2+$."'-%5$"0-*"5$"W).$","%*'

+#0-%5#"-*)$"'.%)$4-%>17'.&-0

序

号

编

码
一级类

最小面

积要求

必选\

候选
备注

$ ## 湿地
[## I

" 候选
仅考虑具备城市

公园功能的湿地

" #< 商业服务业用地
"## I

" 必选 .

% #; 工矿用地
"## I

" 候选 仅考虑工业用地

[ #= 住宅用地
"## I

" 必选 .

< #?

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
"## I

" 必选 .

; #> 特殊用地
[## I

" 候选 .

= $# 交通运输用地
保持实际

长宽比例
必选 .

? $$

水域及水利设施

用地
[## I

" 候选
仅考虑沟渠+干渠

和水工建筑用地

能不大!因此不将其纳入$

"9"9"9"!空间连接判断

地物图斑与初始范围之间的空间关系主要判断

两者之间是否连接$ 一般使两者空间上不连接的阻

隔要素主要包括河流+高速公路和铁路等 % 种类型$

若待纳入城区实体地域的地物图斑和城区初始范围

之间无以上任一阻隔要素时!则认定两者空间上连

接$ 否则!需考察阻隔要素是否对两侧地物起阻隔

作用$

$#若有可供附近居民和车辆通行的桥梁+涵洞

或隧道时!且桥梁+涵洞或隧道的两端分别到待纳入

实体地域的地物图斑与初始范围的最短距离之和不

大于 $## I时!则认定两者空间上连接$

"#若待纳入实体地域的地物图斑与初始范围

分别位于河流两侧!且有沟通两岸的轮渡时!当两

侧地物分别到同侧的渡口或码头所在建设用地边

界的距离不大于 $## I时!则认定两者空间上连

接$

将判定为与初始范围空间上连接的图斑纳入实

体地域!若不满足空间连接条件!则不纳入实体地

域$

"9"9%!迭代更新

考虑 $## I的缓冲范围未必能将所有初始范围

附近符合条件的地物都纳入!对于新纳入的地物应

当进行在其基础上继续作缓冲处理!即迭代更新操

作'重复 "9"9" 节步骤#$ 判断新纳入的图斑周围

是否有满足条件的地物!若有!则也应当将其纳入$

如果新纳入图斑的缓冲区内没有可以纳入的地物!

则目前划定的实体地域边界即为城市目前发展建设

的边界线!此时无需再进行迭代更新$

在迭代更新的过程中!往往出现因道路的延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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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实体地域范围延伸至边缘乡村区域!此时根据城

区用地特征判断很可能将乡村的建设用地或者一些

离城市较远的飞地也纳入城区实体地域范围$ 因

此!在实际操作中!一些线状要素!如道路+沟渠等!

不参与迭代过程$

"9"9[!行政边界核查

对于迭代更新后的所有的待纳入实体地域的图

斑!需要检查其是否属于划定城市的行政范围内$

需要叠加,三调-的行政区数据!将越过该城市行政

地域的图斑删除!最终与初始范围叠加!得到实体地

域范围$

"9%!特殊情况说明

"9%9$!"城中村#划分

,城中村-是处于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农村

社区%%#&

$ 虽然部分,城中村-在土地权属上归集体

所有!但是其实际已享受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服务$ 对于这一类特殊用地!在进行初始范围临近

地物的缓冲分析时!按照城区用地特征的判断步骤

进行$ 不考虑将被实体地域包围且不满足城区实体

地物类型的,城中村-单独划入$

"9%9"!飞地划分

飞地常指,脱离城市集中连片建设范围而单独

发展的建设用地图斑-

%%$&

$ 若飞地存在于初始范围

内!则直接纳入实体地域中$ 对于城市发展中实际

存在的+非初始范围内的飞地!根据迭代更新的判断

步骤考虑是否将其纳入$

%!实证研究

%9$!研究区选取

选取四川省巴中市作为实证研究对象$ 巴中

市地处川陕两省交界的大巴山系米仓山南麓!属

典型的山地城市$ 境内地貌多变+地形复杂+多河

流!整个城市组团式地分布在河谷和山谷之间!是

本研究提出的城区实体地域划分方法的理想实验

地区$ 其下设 " 区 % 县!即巴州区+恩阳区+平昌

县+南江县和通江县$ 实体地域划定范围为巴州

区和恩阳区$

%9"!城区初始范围提取

导入,三调-数据中的城市 "#$ 和城市独立工

业用地 "#$c数据!作为城区的初始范围'图 "#!城

区初始范围的面积为 % $;[9"$ DI

"

!其包含的各类

地物以住宅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为主'表 %#$

图 A:城区初始范围图

;.2<A:=%.*.-0)$4-%-$"-

表 B:城区初始范围各地类统计表

?-4<B:?1"-$"- >$+>+$*.+%+#0-%5

#"-*)$".%*1".%.*.-0$-%2"

编码 名称 面积\DI

" 占比\f

#$ 耕地 "=9$% #9?;

#" 种植园用地 ;9; #9"$

#% 林地 %<9"$ $9$$

#[ 草地 $9$> #9#[

#< 商业服务业用地 "=<9>; ?9="

#; 工矿用地 %#=9#> >9=$

#= 住宅用地 $ %;=9"[ [%9"$

#?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9<= $<9>=

#> 特殊用地 %;9$? $9$[

$# 交通运输用地 <<>9<< $=9;?

$$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9%% $9##

$" 其他土地 $$9$; #9%<

合计 % $;[9"$! $##9##!

%9%!城区实体地域提取

根据前文提出的城区实体地域划定方法!在经

过 ;< 次迭代更新之后!迭代出现自然终止!得到巴

中市实体地域范围结果'图 %#!迭代新增实体地物

总面积为 [ #="9#% DI

"

!与城区初始范围实体地物

面积之和为 = "%;9"[ DI

"

!新增的实体地物主要是

住宅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表 [#$

图 B:巴中市实体地域提取结果图

;.2<B:)$4-%>17'.&-0-$"- "/*$-&*.+%

$"')0*',->.%S-U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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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新增实体地物面积占比情况

?-4<D:?1"-$"- >$+>+$*.+%+#%"80-%5#"-*)$"'

编码 名称 面积\DI

" 占比\f

## 湿地 ==9<% $9>#

#< 商业服务业用地 $"%9$? %9#%

#; 工矿用地 $#;9[" "9;$

#= 住宅用地 $ [[[9$$ %<9[;

#?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9"% $9;#

#> 特殊用地 %=9%[ #9>"

$# 交通运输用地 " #>[9>= <$9[<

$$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9"< %9#%

合计 [ #="9#%! $##9##!

%9[!精度分析

本研究提出的城区范围空间划分方法!其可靠

性和高精度主要体现在以下 " 个方面$

$#研究数据的可靠性$ 为了,全面细化和完善

全国土地利用基础数据!掌握详实准确的全国国土

利用现状和自然资源变化情况-

%%"&

!国家自 "#$= 年

起开展,三调-的工作$ ,旨在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

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土地利用现状+土地权属

和专项用地-

%%"&

$

,三调-数据在制作时!城市部分主比例尺是

$p" ###!其余是 $p< ###$ 国家统一采购优于 $ I

分辨率影像制作底图$ 城镇内部调查要求地方收集

优于 #9" I的数字正射影像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

并且伴随实地图斑举证$ 与其他研究相比!本研究

采用的数据具有高精度+全覆盖的优点$ 依靠高精

度的,三调-数据能够清晰地识别土地利用类型!提

取出科学可靠的城区空间范围%";!%"&

$

"#划定方法的可靠性$ 本研究基于城市土地利

用的真实类型和其与城区初始范围之间的空间关系!

通过城区用地特征判断和空间连接判断!划定真实可

测的城区范围$ 由于城市土地利用类型的客观性和

唯一性!在地理空间上保证了划定结果和城市真实情

况的一致性!不存在其他方法中的错分和漏分情况$

[!问题分析

[9$!阈值验证

为了验证缓冲阈值 $## I的可靠性!采用 $<# I

的阈值检验$ 在巴中市初始范围的基础上利用 $<# I

的缓冲阈值进行城区实体地域的提取$ 然而!从第

< 次迭代更新操作开始!新增的实体地物总面积逐

渐减少!并且趋向于一个定值!每次新增地物总面积

均为 $[< DI

"

$ 后续迭代更新操作中!每次迭代结

果里村庄实体地物面积占新增实体地物总面积+村

庄实体地物图斑个数占新增实体地物图斑总数比例

趋于稳定!直至第 $? 次迭代!依然保持平稳比例$

结合城镇村等用地图斑的分布情况!推断 $<# I距

离阈值迭代较难自然终止$

[9"!与人口统计的关系

我国长期以来城镇化率的指标采用城镇人口与

总人口的比值%%%&

$ 基于本研究划定的城区范围可

在空间上确定城镇人口的空间统计范围$ 由于城区

实体地域即为城市的实际建设区域!在这一区域上

常住人口可认定为是城镇人口$ 然而!由于实体地

域的边界往往呈现无规律的空间形态!与人口统计

边界不完全重合$ 因此!在基于城区实体地域统计

人口时!还需要进行一定的转换!将城区实体地域反

映到对应的人口统计边界$

[9%!城区范围更新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时代!因而城区范围

应当定期更新!以满足城镇化指标统计的相关要求$

城区范围应当尽可能地反映城区的实际建设情况!

同时考虑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尽可能少$ 因而在更新

城区范围时!可将上一期的城区范围作为该期的城

区初始范围!在其基础上结合国土变更调查的相关

数据进行修正+核查等工作$

<!结论

科学合理地划定城区范围!对统一国家各部门+

各城市统计口径!和城市的管理+研究!具有重大意

义$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提取

城区边界的方法体系!各部门+各城市往往有各自的

一套操作标准!这造成统计结果难以比较$

本研究针对城区划分的热点问题!基于2规定3

中对于城区的划分依据!确定城区范围的空间概念!

并且提出划定城区范围空间边界的方法$ 该方法基

于,三调-成果数据!以土地的真实覆盖情况和与初

始范围之间的空间关系为筛选标准!划定了城市范围

的空间边界$ 该方法可同样运用于镇区范围的识别$

本研究结论如下"

$#通过与其他城区划分相关的术语对比!在遵

循2规定3和2通知3里关于城区定义的基础上!明确

城区范围的空间概念内涵!即城区实体地域!该范围

反映了城市的实际建设情况!在空间上实地可测$

"#以高精度+全覆盖的,三调-数据为基底!建

立了一套空间划定城区范围的方法流程!对城区提

取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做了明确的规定!从而能统一

高效地在全国范围内划定城区范围$

%#以巴中市为例!采用本研究提出的方法划定

巴中市的城区范围!实验结果证明该方法的可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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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城区范围的划分!可有效在地理空间上划分

城乡!对城镇化指标统计+城市下一步建设规划等工

作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

$#实证研究仅选取一座城市!结果具有局限

性!未来可针对不同规模+不同地域位置+不同人口

密度的城市开展研究!进行分类讨论$

"#城区划定过程中迭代次数的限制$ 由于城

乡相互交错!空间上难以分割!如何设置合理的迭代

次数从而解决划定过程中城区延伸的情况!还有待

完善$

%#本研究划定的城区基于空间地理范围!而当

前大部分统计工作的最小单元均为统计区划单元$

如何有效统一城区空间范围和区划范围!使得划定

结果具有统计意义!将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重点$

志谢# 感谢巴中市政府提供的基础数据!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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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FK7 !̀@A 7B! À 8'!E35G9ZDEEOJGA3/JF JLA4M5F EaP5F+

2/JF IJ4PDJGJKT/F B5FK]DJA M52EN JF P4/FR/PGEJLRJFOEaDAGG

%:&96R/EF3/5&EJK45PD/R56/F/R5!"#$<!%<'$"#"[" (<#9

%"#& 邓书斌!武红敢!江 涛9基于W8c\*.,-的森林覆盖遥感信息

提取方法研究%:&9国土资源遥感!"##='"#"?" (?<9NJ/"$#9

;#[;\K3]TTK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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