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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国内外城市土地利用研究现状，阐述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研究中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
法，以期为城市土地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使用文献资料法和对比分析法，从城市土地利用变化、评价及规划、
扩展及演变、结构和优化等 5个方面综述了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研究中的应用，同时分析了当前研究的侧重点及
不足之处。 研究认为，GIS技术发展趋势与城市土地利用研究都面临着许多科学问题，二者既互相补充，又互相促
进； 当前需要在归纳总结各学科相关理论基础上，结合 GIS技术的支撑，开展城市功能与城市土地利用关联研究，
形成系统的城市土地利用理论体系； 深入研究中小城市和欠发达地区不同类型城市的功能性用地机制，促进“3S”
技术与城市土地利用模型库的融合，更加有效地指导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研究中的应用。
关键词： GIS； 土地利用； 评价； 扩展； 优化
中图法分类号： F 301.２４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 -0７0X（２018）03 -0009 -09

收稿日期： ２01７ -03 -09； 修订日期： ２01７ -0７ -1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生态城市的水土资源利用格局变化机制及适应性调控研究” （编号： 51４７91６0）和陕西省自然

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项目“关中地区旱涝灾害演变特征及多事件相关性分析”（编号： ２01６JQ50６1）共同资助。
第一作者： 杜金龙（1988 -），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土地利用管理方面的研究。 Email： dujinlongxaut@1６3.com。
通信作者： 朱记伟（198２ -），男，教授，主要从事区域水土资源规划与利用方面的研究。 Email： xautzhu@1６3.com。

0 引言

城市土地利用是对城市范围内的整片土地进行

不同层次功能的配置，包括城市土地利用的规模、空
间形态及其构成。 城市土地利用依据城市中工业、
交通、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住宅和公园绿地等建
设用地的状况，反映城市布局的基本形态、城市内各
功能区的地域差异和城市土地利用合理与否，关系
到城市合理发展、人口容量、城市环境保护和城市建
设中节约用地等重大问题； 而地理信息系统（GIS）
则为城市土地利用的合理配置提供了一种有效途

径。 GIS是一种在计算机软、硬件支持下，结合地理
模型分析方法，按地理坐标和时空分布各种地理信
息和环境参数，具有输入输出、存储、检索及分析功
能的综合系统。 作为地理信息综合处理分析系统，
GIS主要解决了 5类问题： ①位置，即在什么位置有
什么； ②条件，即是否符合某些约束的实体； ③模
式，即某个位置存在着何种空间实体的分布； ④趋
势，即某个位置可能发生或随机发生的变化情况；

⑤模型，即某个位置或实体怎么才能具备发生效果
的问题［1］ 。 尽管现存的 GIS 软件很多，但对于它的
研究应用，归纳概括起来有 ２ 种情况，一是利用 GIS
系统来处理用户的数据； 二是在 GIS 基础上，利用
它的开发函数库二次开发出用户专用信息应用软

件。 GIS核心功能是空间及模型分析，其中空间分
析功能可以在城市土地利用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如利用空间叠加功能，对不同时期城市土地利用类
型图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可以有效监测城市土地利
用的动态变化等。 ２01６年 1２月 ２７日，ESRI发布了
新一代 ArcGIS10.5 及 ArcPro1.3，推出更精细的分
级授权、全新的 i3S 三维标准、大数据分析处理产
品、多 Portal间协作共享等诸多新特性及增强功能，
更进一步促进了用户间的沟通协作，引导用户去分
析大数据背后的价值，使用户能够更智能、更高效、
更敏捷地作出响应和决策。 总之，利用 GIS的各种
信息分析技术，可以获取土地利用在数量、类型、结
构及空间位置等方面的变化信息。 基于 GIS的城市
土地利用主要集中在城市土地利用变化、评价及规
划、扩展及演变、结构和优化等方面，本文在分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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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城市土地利用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从多个方
面综述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概况。

1 城市土地利用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

土地利用随时间推移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 城市土
地利用研究重点是各种土地利用功能区布局和功能

之间的入侵和继承性，以欧美国家最为领先，主要集
中在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和结构及其演变等方面。
国外有关城市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多数利用

RS技术，并结合 GIS以及 GPS 技术［２ -４］ ，侧重于城
市土地利用变化对城市及其周边环境等区域小气候

的影响； 有些研究深入到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
碳、氮等元素循环的影响； 有些探讨城市土地利用
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5 -６］ ； 有些根据城市
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所引发的环境问题，探讨城市规
划新概念［７ -8］ ； 还有的侧重于方法研究，针对以往
研究方法的不足，结合当前最新科技，提出便捷的研
究方法，使抽象的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形象化［9 -10］ 。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及其演变的研究方法上，针对城
市土地利用结构的自相似性及其自组织时空演变特

性，非线性理论占据了重要地位。 BattyMhe，Long-
leyPA最先开创了城市土地利用的分形模拟，又从
不同角度提出城市土地利用形态的分维描述方法，
Batty M等提出城市形态边界维数，Rank Hauser P，
Sadler R提出城市形态半径维数等［11］ 。
综上分析可知，虽然国外研究开始早，目前已有

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但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
城市土地利用作为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而得到欧美国家的高度重视。 所以在设计城市规划
和发展政策时，应当意识到，城市人口与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正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良好的土地资源管理，
这也为以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重视 RS 和 GIS 等
先进定量与分析方法的应用，促进城市土地利用与
土地利用管理相结合。
1.２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有关城市土地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扩展及综合效益评价等方
面。 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和空间扩展方面，主要是城
市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及其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城
市土地利用的扩展模式及动力机制等； 城市综合效
益评价方面，主要是从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3 个方
面构建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相关
评价方法进行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

在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和空间扩展研究方面，顾
朝林［1２］在对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结合 ２0世纪 ７0，80 和 90 年代卫星遥感资料阐
述北京市近 30 a 来城市化进程的特点。 张镱锂
等［13］结合实地调查和历史文献，阐述西藏自治区拉
萨市近 50 a 来的城市用地变化进程以及由此产生
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史培军等［1４］通过分析深圳市

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并选取驱动力
指标对建成区的变化进行逐步回归，构建深圳市土
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机制。 刘盛和等［15］分析北京市

不同时期的用地变化，提出年均扩展强度指数，总结
北京市土地利用扩展模式。 何流等［1６］论述了江苏

省南京市空间扩展时空变化特征，分析城市空间扩
展动力机制和存在的问题。 关于城市土地利用综合
效益评价。 王雨晴等［1７ -２0］侧重于评价方法研究，构
建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采用 AHP法、熵权法、改
进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相关模型进行评价。
张旺锋等［２1 -２3］ 、陈静等［２４］都从经济、社会、生态效
益 3个方面构建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前者应用功效系数法定量评价甘肃省兰州市、福建
省福州市等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 后者运用 AHP
法、熵值法确定权重，对河北省唐山市土地利用效益
进行动态评价，同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土地利用
效益驱动机制进行定性研究。 李丹等［２5］运用模糊

综合评价、秩相关系数法和协调度分析法，综合评价
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用地效益。
综上分析可知，在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方面，因为

侧重于“变化”的研究，而对于城市内部的土地利用
类型分析比较粗，多数只分析城市用地，即建成区变
化； 在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方面，方法比较
单一。 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城市土地利
用研究方面，研究方法也逐渐从过去的一些传统方
法如利用地图和统计资料分析，发展到利用 GIS 和
RS相结合的数值统计分析阶段，从而使研究方法从
定性描述发展到定量测量，使研究结果更趋近客
观［２６］ 。 随着 RS和 GIS 技术的发展，为挖掘城市用
地潜力，更好地经营城市，现在城市土地利用研究中
广泛应用到 RS和 GIS技术［２７ -２9］ 。

２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研究中的应用
GIS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兴技术，随着社

会信息化进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城市规划、
勘测、市政设施、管线、邮电、交通等行业得到了广泛
应用。 GIS技术通过对空间与非空间数据的采集、
处理、分析、输出等功能，实现对城市土地利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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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准确的跟踪和了解，并对遥感图像、地图、统计
数据源的空间数据库进行分析。 空间分析是 GIS的
核心功能，空间分析中的模型分析是 GIS 应用深入
的重要标志。 空间分析功能包括数字地形模型分
析、空间特征几何分析、网络分析、影像分析和地理
变量多元分析等。 这些空间分析功能可以帮助人们
从宏观的、科学的角度来对城市土地利用作出更加
正确的分析判断。 本文主要从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
变化、评价及规划、扩展及演变、结构和优化等方面
综述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研究中的应用，详见表 1。

表 1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研究中的应用
Tab.1 Application of GIS in the study of urban land use

GIS功能 应用方向 主要内容

空间分析功能，结合
数理统计软件及相
关预测模型

城市土地利用
变化

城市土地利用变化
定量分析、时空分析
和动态过程分析

空间分析功能，将评
价因子数字化，形成
有效影响因子空间
分布特征图等

城市土地利用
评价及规划

城市土地利用生态
安全评价、生态适宜
性评价、综合效益评
价以及三维定量评
价等

提取功能、空间分析
功能并结合相关模
型

城市土地利用
扩展及演变

城市土地利用扩展
状况、时空演变特征
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 GIS 技术，采用
模型并选取相关指
标，通过空间分析统
计，从不同角度分析
等

城市土地利用
结构

城市土地利用空间
结构特征分析

GIS技术结合相关优
化模型，GIS 的图像、
数据处理功能等

城市土地利用
优化

城市土地利用面积
优化、景观生态优化
和空间结构优化

２.1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方面的应用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方面的应用主要是利

用其强大的空间分析功能，结合数理统计软件及相
关预测模型，进行城市土地利用定量、时空和动态过
程分析，在城市土地合理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社会经济发展策略。

GIS空间分析方法包括数据基础、模型基础和
数据处理过程 3 方面。 朱会义等［30］在此基础上进

行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实例分析。 李琳［31］在利用

GIS空间分析功能对福建省厦门市土地利用数据进
行空间叠加提取的基础上，建立土地利用动态变化
模型，定性、定量地分析了厦门市土地利用变化。 黄
端等［3２］结合 GIS 空间分析、数理统计、单一土地利
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综合土地利用动态
度方法，对湖北省武汉市城市圈 ２000—２015 年以及
3个 5 a期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特征、转化方向和区
域差异特征进行研究，并分析了政策因素对土地利
用变化的驱动作用。 朱瑜馨等［33］利用 GIS 技术对

山东省聊城市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过程进行分析，结
合马尔可夫模型分析其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过程，预
测其演变趋势。
２.２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评价及规划方面的应用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评价方面的应用主要是城
市土地利用生态安全、生态适宜性、综合效益和三维
定量评价，为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决策提供依据。 生
态安全评价主要是利用 GIS空间分析功能将城市土
地利用与生态安全评价结果进行有机结合； 生态适
宜性评价主要是通过 GIS将构建的生态适宜性评价
指标体系中的各评价因子数字化； 综合效益评价主
要是借助 GIS技术形成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有效影
响因子空间分布特征图； 三维定量评价主要是通过
GIS技术进行城市土地利用强度的三维定量评价。
在城市土地规划实施管理中运用 GIS，不仅可以大
幅度提高管理的高效性和精确性，而且可以改变原
有的土地规划和管理的组织结构、管理方法和程序。
基于 GIS的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可以及时更新管理土
地资源信息，也可以与计算机、数据库等技术相结
合，加速信息化进程。
利用 GIS空间分析功能，郭斌［3４］将陕西省西安

市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评价结果有机结合，提出了
相应的生态安全调控措施和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方

案。 黄小芳［35］利用 ArcGIS10 将以引导性和约束性
两大类指标为基础构建的生态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中的各评价因子数字化，采用加权叠加法对上海市
浦东新区工业用地进行生态适宜性评价。 白丽
娜［3６］借助 GIS 技术形成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有
效影响因子空间分布特征图，通过空间叠置或缓冲
区形成单因子分值图，进而对吉林省吉林市土地利
用综合效益进行评价。 田毅等［3７］以 GIS 技术为支
撑，基于 AHP法对北京市海淀区东区城市土地利用
强度进行三维定量评价。 刘波［38］将 GIS 应用于云
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土地利用规划中，展示出呈贡区
土地利用规划情况变化图和呈贡新区数字化区域地

图。
２.3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扩展及演变方面的应用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扩展及演变方面的应用主
要是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状况、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
因素分析。 扩展状况主要是基于 GIS 技术，通过提
取功能或利用相关模型分析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状

况； 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主要是利用 GIS
空间分析功能，分析城市土地利用时空演变特征及
其驱动因素。
利用 ArcGIS提取工具，程鹏［39］分析了山东省

泰安市建成区扩展状况并发现了其变化特征。 陈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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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４0］基于 RS和 GIS技术，结合空间分形模型对湖
北省武汉市城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展状况进行分析，
通过空间分形维数的变化，总结出武汉市城区在
1991—1995 和 1995—２005年 ２ 个时段内的扩展规
律。 利用 GIS空间分析功能，肖捷颖等［４1］结合网格

分割法分析河北省石家庄市近 ７0 a 来城市土地利
用扩展时空变化特征，并简析其驱动因素。 李云亮
等［４２］对江苏省连云港 1980—２005 年间城市土地利
用扩展时空演变特征及规律进行分析，并简析了城
市扩展的主要原因。
２.４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结构方面的应用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结构方面的应用主要涉及
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特征，可基于 GIS技术，或采
用模型并选取相关指标，或通过空间分析统计，或从
不同角度分析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特征。
采用 GIS技术，常显显等［４3］结合计量经济模型

选取相关定量指标，从数量结构角度出发探讨黑龙
江省双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特征。 姜鲁光等［４４］通过

GIS软件对山东省济南市 198６ 年和 ２000 年 ２ 个时
相的航空影像解译成果进行空间分析与查询统计，
总结出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具有明显的圈层和扇形结

构特征。 贺子康［４5］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土

地利用空间结构特点进行时间尺度和空间角度的分

析，并采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方法，将从不同角度分析
土地利用空间结构的变化情况更加直观地展现出

来。
２.5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优化方面的应用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优化方面的应用主要是城
市土地利用面积、景观生态和空间结构优化。 面积
优化主要是基于 GIS技术，结合相关优化模型，对城
市各用地类型面积进行优化计算； 景观生态优化主
要是借助 GIS的图像、数据处理功能，分析景观空间
格局指数，提出景观生态优化对策和措施； 空间结
构优化主要是通过 GIS软件完成城市土地空间结构
优化配置，包括建立以数量优化和适宜性评价为核
心的空间配置优化模型和以元胞自动机模拟演化为

核心的优化模型。 和传统的城市土地优化配置方法
相比，基于 RS 和 GIS的城市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不
仅使土地资源适宜性评价更加准确，而且使土地资
源利用更加合理。
基于 GIS技术，温熙胜等［４６］结合系统动力学模

型和多目标规划模型，对城市各用地类型面积进行
优化计算，进而实现城市各类用地空间的优化配置。
陈士银等［４７］利用 GIS 的图像、数据处理功能，通过
对湛江市景观空间格局异质性指数的计算分析，提
出城市景观生态优化的相关对策和措施。 赵涛［４8］

通过 GIS提供的二次开发语言编写了一个程序模
块，自动完成山东省济南市城区土地空间结构的优
化配置，并将结果与济南市 199６—２010年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图相比较，找出了异同点及存在差异主要
原因。

3 GIS技术发展趋势及城市土地利用
科学问题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相关需求的提出，GIS
技术呈现出网络化、开放性、虚拟现实、集成化、与其
他技术融合性等发展趋势。 城市土地利用也面临规
模扩张过快、规划功能重叠、效率低下、结构和空间
布局不合理、信息管理不完善等科学问题。 二者既
互相补充，又互相促进。
3.1 GIS技术发展趋势

GIS技术是基于计算机及其相关设备的应用工
具，主要功能包括对数据进行采集、管理、分析和应
用。 随着虚拟实景、多媒体、数据仓库等技术的发
展，尤其是卫星互联网的建立及遥感卫星的大量发
射，使当前的 GIS技术已无法满足信息时代、数字时
代的要求，目前 GIS 技术总体上呈现网络化、开放
性、虚拟现实、集成化、与其他技术融合性等发展趋
势。

1）网络 GIS利用网上发布的空间数据，为用户
提供查询、浏览和分析等功能，实现远程异构数据的
共享，同时只需维护服务器端即可，大大降低了系统
工作量。 与传统 GIS 相比，WebGIS 具有适应性强、
应用面广、现实性强、维护社会化以及使用简单的特
点。

２）开放式 GIS 能够使数据在应用系统内和系
统间流动起来，并且实现异构分布数据的信息共享，
具有互操作、技术公开、可扩展以及可移植的特点。

3）虚拟 GIS是将三维 GIS同虚拟现实技术相结
合，主要是为了提高用户操作体验，增强 GIS可视化
特征，从声音、图像等方面给用户更好的操作体验。
目前虚拟 GIS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虚拟城市构建技术
方面。

４）多媒体 GIS一方面能够将生动直观、高效快
捷的信息服务提供给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旅游、商
业和决策管理等诸多领域，另一方面能够让计算机
技术真正渗入到人们生活当中。 应用多媒体技术对
GIS系统结构、功能及应用模式的设计产生了巨大
影响，使 GIS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灵活［４9］ 。

5）集成化 GIS，卫星定位系统为 GIS 的快速定
位和更新提供手段，RS多时相、多谱段、多分辨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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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传感器的特点，为 GIS 不断注入“燃料”； 同时
GIS也是卫星定位系统重要的空间数据处理、集成
和应用工具，RS处理过程可以利用 GIS 数据，增强
结果的精确度与准确率。 3S 技术整体结合所构成
的系统是高度自动化、实时化的 GIS系统，不仅可以
自动、实时地采集、处理和更新数据，而且能够分析
和运用数据，从而为各种应用提供科学的、全面的、
完善的解决方案。

６）GIS与 SOA、移动通信等技术相融合。 引入
面向服务的架构（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OA）
理念，让 GIS从组件式飞跃到了服务式，让基于互联
网的不同系统之间更方便、灵活、开放的集成得到实
现。 通过与Web.技术的融合，GIS技术可以为用户
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用户无论处于何时、何
地，都能够利用移动通信设备进行 GIS系统的查询，
从而获得详细的地理信息数据［50］ 。
作为传统学科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产物，GIS

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成为现代管理、决策、指挥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 GIS技术发展趋势并不是孤立的，其中涉及多
种交叉学科的相互影响、相互支撑。 GIS 技术将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
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２ 城市土地利用科学问题

土地资源是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于城市
发展意义重大。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
进程逐步加快，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土地利
用问题尤为显著。

1）城市用地规模扩张过快，用地供需矛盾尖
锐。 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
是数量扩张和粗放式土地利用的后果。 一些城市在
建设过程中，以工业园、物流园、大学城等多种形式
占用土地，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在数量上难以满足日
益增长的城市用地需求。

２）城市土地利用功能性重叠，缺乏明确合理的
规划。 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仅仅从自身的微观用途来
规划用地，而未能从宏观整体区域发展的角度考虑，
使土地利用出现规划功能的重叠。

3）城市已占用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城市土地
开发利用程度与其所处环境及自身基础设施状况密

切相关，一些城市建成区内或多或少都有一定数量
的闲置或废弃地，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较低。

４）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这样会造成城
市住房紧缺，交通拥堵，中心城区缺乏发展空间，住
宅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

5）城市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不合理。 城市土地
整体粗放开发，局部地区却利用强度过高，使土地价
值得不到合理发挥。

６）城市土地利用信息管理不完善。 城市土地
利用数据反映了当前城市土地利用情况，是对各类
城市用地进行有效控制、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科学
制定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基础。 同时城市土地规划
部门对各类土地的利用情况掌握不足必然会导致土

地利用效率低下、布局不合理等问题。
3.3 GIS与城市土地利用的互补

针对城市土地利用规模扩张过快、规划功能重
叠、效率低下、结构和空间布局不合理、信息管理不
完善等问题，GIS 作为集信息处理、空间分析、科学
管理等于一体的综合系统，其发展趋势与城市土地
利用科学问题可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 一方面，
GIS技术发展趋势可以为解决城市土地利用科学问
题提供技术支持； 另一方面，城市土地利用科学问
题的解决又可以促进 GIS技术的发展。
对于城市土地利用规模扩张过快的问题，集成

化 GIS作为高度自动化、实时化的 GIS系统，可以自
动实时地采集、处理、分析和运用数据，结合空间分
析功能，研究得到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状况、时空演变
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而为城市土地利用规模提供科
学的解决方案。 对于城市土地规划功能重叠的问
题，网络及开放式 GIS 可通过为不同系统用户提供
远程异构数据的共享，高效而精确地实现“多规合
一”。 对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 GIS
空间分析、建立相关模型及利用多媒体 GIS，能以更
加生动直观、高效快捷的形式呈现结果，并进一步分
析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原因，找出解决方案。
对于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布局不合理的问题，
虚拟 GIS可从声音、图像等方面让用户体验城市土
地利用空间结构，进而在面积、景观生态等方面进行
优化。 对于城市土地利用信息管理不完善的问题，
网络化、集成化及融合了 SOA、移动通信等技术的
GIS不仅能够收集到城市土地的资源信息，而且能
够以移动端的形式为用户提供查询、管理等功能，使
城市土地利用信息管理得到完善，在此基础上提高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完善城市合理布局，实现城市社
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４ 总结及展望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土地利用
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合理的城市土地利用能促进
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及用地效益的不断提升，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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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基于 GIS的城市土地
利用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关于城市土地利用的

类型、结构、综合效益以及驱动因素等方面的内容，
为优化城市土地利用提供了依据，具有一定的现实
和指导意义。 总体上说，我国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
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城市规划及城
市土地合理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现有研究还
存在以下不足及亟需改进的方面：

1）目前国内外关于城市土地利用方面的理论
仍然是相互独立的、分割的，主要局限于传统的规划
学、地理学等单学科阶段，多学科穿插、融合的交叉
研究体系尚未成熟，需要从系统角度出发，对各学科
相关理论进行科学的归纳总结，以 GIS 这一土地利
用研究的重要抓手为支撑，形成新的城市土地利用
理论体系。

２）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城市土地利
用的合理配置将直接影响到城市功能的发挥，但鲜
有学者研究不同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影响城市土地

利用的一般规律。 目前基于 GIS的城市土地利用评
价方法单一，评价体系尚不完善，学者们应从城市功
能合理配置的角度，开展城市功能与城市土地利用
关联的系统研究，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使 GIS与城
市土地利用紧密结合。

3）大多数研究样本多集中在国内大城市和较
发达省份，对于中小城市和欠发达地区的研究较少。
虽然部分原因是出于样本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但
鉴于不同职能、不同规模及不同地域城市土地利用
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所以应分散研究对象的分布，深
入研究不同类型城市的功能性用地及用地比例，为
GIS在城市土地利用方面的应用指明方向。

４）虽然“3S”技术发展迅速，但“3S”技术与城市
土地利用模型库缺乏一定的融合。 RS 技术与卫星
定位技术相结合，可得到城市土地利用图形数据与
属性数据，从而成为 GIS 技术的数据源。 GIS 技术
作为城市土地利用的数据组织、管理、分析与可视化
工具，可再结合城市土地利用模型库，进行诸如空间
叠置分析、空间格局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等城市土
地利用的空间信息分析，进一步完善 GIS 在城市土
地利用方面的应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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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urban land use research based on GIS

DU Jinlong1， ZHU Jiwei1， XIE Jiancang1，3， MA Zenghui２，3
（1.State Key Laboratory Base of Eco-Hydraulic Engineering in Arid Area，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７100４8，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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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research status of urban land use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tatus and problems of GIS in urban land use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thods ，
with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urban land .Methods employed include
documentary data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GIS in the study of
urban land use is mainly the function of its powerful spatial analysis ， model analysis and so on.The application of
GIS in the study of urban land use is reviewed from five aspects ， i.e.， urban land use change， evaluation and
planning，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structure and optimization.The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and shortcoming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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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d at the same time， i.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IS techn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problems faced by
urban land use research， the two complementing and promoting each other.At present， based on summarizing
relevant theories of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support of GIS technology ，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functions and urban land use and form a systematic urban land use theory
system.Further study on the functional land use mechanism of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in small and medium -sized
cities and underdeveloped areas ，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GIS technology and urban land use model library ， and
more effectively guide the application of GIS in urban land use research.
Keywords： GIS； land use； evaluation； expansion；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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