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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一个以城市化过程为主的土地利用q覆盖变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E选择景观生态学中的景

观 格 局 的 研 究 方 法3对 快 速 城 市 化 地 区66深 圳 市 的 城 市 化 过 程 中 的 土 地 利 用q覆 盖 的 动 态 变 化 进 行 研

究E具体选择景观格局指数中的破碎度指数D-HPMM0MBs4Pr4I多样性 指 数 和 聚 集 度 指 数3来 表 征 斑 块 水

平D景观水平D区域水平 "个不同层次的土地覆盖格局E首先在区域水平上3分析了深圳全市3以及经济特

区和特区外的宝安区D龙岗区的土地覆盖格局变化E在此基础上3以研究区的镇级行政单元为景观单元3计

算了镇级行政区域以及镇级行政区海拔 $?"$O的区域的景观格局指数3在景观水平上分析了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和速度3以及地形因素对土地覆盖格局变化的影响E随后分析了研究区各土地覆盖类型以及不同时

期的斑块水平上的土地覆盖格局E最后以城镇用地比例表征城市化水平3讨论了城市化水平与土地覆盖格

局变化的关系E在城市化初期3景观类型多样性和斑块破碎化程度出现上升趋势3空间聚集性下降3生态安

全问题开始突现E在城市化水平 !$t?A$t之间3其景观类型多样性和斑块破碎化程度达到较高水平3而

空间聚集度水平较低3生态安全水平明显下降@随着城市化过程的不断深入3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3景观类

型多样性和斑块破碎化程度又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3空间聚集性开始上升E这个时期城镇用地在空间上

高度聚集3而耕地等农业用地呈破碎状分布3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城市发展的严重障碍E而当城市化水平

达到较高水平时8u;$t=3斑块破碎度D景观类型多样性和空间聚集度表征的土地覆盖格局的变化也进入

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3城市生态安全建设成为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任务3确保城市生态用地规模已成为此期

间城市生态安全维护的关键措施E
关键词>土地覆盖格局@生态安全@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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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变化需要提高对土地利用d覆盖变化方式的进一步认识5以加强对环境问题严重区域的预测

能力5而城市扩展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e\fg探讨城市化与区域生态环境安全之间的关系5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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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与 $#%&研究的热点问题’如何确定在生态环境安全条件下城市化地区生态用地的比例(以

及进一步在空间上布局生态用地(并确定生态用地的内部结构体系(已引起城市生态建设与管理界人士的

高 度 重 视)*+’分 析 和 预 测 在 各 种 时 空 尺 度 上 土 地 覆 盖 和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成 为 评 价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的 有 利 工

具),+’而景观已经成为表达社会和自然空间特征的常用方法)-+’本文试图通过景观格局的分析方法(以深

圳市作为案例(建立城市化水平与生态格局之间的关系(进而以此作为确定生态安全用地比例的依据’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其南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国内地唯一通过陆路和水域与

香港毗邻的城市.图 /0’/121年前的深圳(只是一个 ,万人口的边陲小镇(深圳镇所属的宝安县也不过 ,3
万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无足轻重’随着深圳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经过 *34的飞速发展(已经

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沿海特大城市(是中国经济最活跃5增长最快的地区’深圳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其

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其中特区建成区面积已经由 /167年的不足 7389*(发展到 *333年的 /,:89*(使

得深圳市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7+’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随即带来深刻的生态环境影响(对研

究区的暴雨洪水):<6+5环境污染)1+5城市热岛= 等诸多方面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快速城市化过

程中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理解生态环境变化的驱动作用(对确定城市化地区生态用地的比例(以及城

市土地资源高效与可持续利用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图 / 深圳市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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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深圳市土地利用变化

利用深圳市 /163年 BFF(/1665/11-和 *333年 %B季相一致的 !4INO4K遥感数据对研究区 -个时期

的土地利用进行了定量测算’根据深圳市的自然地理条件.包括气候5植被背景0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以

及研究目标(参照P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Q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规程R的土地利用分类标准(确定了

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S即高密度城镇用地5中低密度城镇用地5耕地5园地5林地5灌草地5水域5湿地

和未利用土地等九大类’研究区域的面积为 /-63T,189*(占到全市面积的 2:T3U(特区东部和龙岗区东部

的部分数据缺失(包括深圳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地区(完全能够代表深圳市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变化

的基本规律.见表 /0’
深圳市 *34来土地利用变化的主 要 特 征 为 城 镇 用 地.主 要 包 括 居 民 用 地 和 工 矿 用 地0的 迅 速 增 加(从

/163年的 2T,789*(增长到 *333年的 7**T:*89*(增幅 2/T/倍(占到研究区总面积的 ,7T,/U’相反农业

用地.主要包括耕地5林地和园地等0总量持续减少(其中以耕地大幅度减少为主(林地次之(而园地是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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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过程中大面积出现的一类农业用地!在城市化过程的前期和中期"城镇用地主要由农业用地转化而

来"其中以耕地为主"同时在这段时期产生了主要在农业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过程中形成的大面积的未利

用土地!当城市化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的比例开始下降"而水域#未利用土地转化

为城镇用地的比例大幅增加!深圳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和空间格局的改变"对本区土地覆盖格局产生了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表 $ 深圳市土地利用变化%&’()*+)))年,

-./01$ 2.3456178.391:3;813<813=:>?@ABC$DEF>BGFFF

土地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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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
面积 STNI
%UV+,

比例 WIOXY
%Z,

面积 STNI
%UV+,

比例 WIOXY
%Z,

面积 STNI
%UV+,

比例 WIOXY
%Z,

面积 STNI
%UV+,

比例 WIOXY
%Z,

高密度城镇用地[ )\)) )\)) &\’] )\&̂ ]\)+ )\̂R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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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草地e ^̂ \̂̂R ++\]+ a(\a+ ]\̂+ )\)) )\)) )\)) )\))
水域f &&_\’a a\’) &̂(\a_ ’\̂a &R)\̂_ ’\R( &&]\__ a\(&
湿地g +]\̂R &\a& R̂\]+ +\̂^ &R\’R &\)& &)\R( )\a&
未利用地h __\a) R\]& ]̂\a) +\R& &+a\a’ (\_̂ ’R\+̂ _\̂a
合计 &R()\̂’ &))\)) &R()\̂’ &))\)) &R()\̂’ &))\)) &R()\̂’ &))\))

[iTjIJkIJKlXOmmXnmKNJMXOPo‘iTjIJkIJKlXOmkYlYTVXKKkNKNJMXOPobpIKKPqXNkKocrTsmITKodtYTNMOoe

umTLjIJKnTIMMkIJKofvIONTog vNOkIJKohiJLMNKkIJKo wYOIk

G 深圳市土地覆盖格局的变化

在各时期土地利用分类结果的基础上"采用 ()Vx()V的空间分辨率"使用景观格局的分析方法对研

究区土地覆盖格局的变化进行分析!由于高密度城镇用地仅代表一个地区城市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出

现的一类在人口#建筑物#经济活动等方面更加稠密的用地"在用地性质上与中低密度城镇用地一致"只是

在城市容积率上有所不同"因此在土地覆盖格局分析中"将这两类城镇用地合并"按照城镇用地#耕地#园

地#林地#灌草地#水域#湿地和未利用土地八大类进行分析!
景观多样性y&)z可分为斑块多样性#类型多样性和格局多样性y&&z!因此"可以从这 个̂层次的多样性来

理解土地覆盖格局在不同水平上的变化"即区域水平#景观水平和斑块水平上的土地覆盖格局变化!

G\$ 区域水平上的土地覆盖格局变化

选取景观指数分析方法中的破碎度#umIJJYJ{vNI|NT多样性 指 数"以 及 聚 集 度 个̂ 指 标 对 研 究 区 区

域水平上的土地覆盖格局变化进行综合分析!首先对深圳市#深圳经济特区"以及特区外的宝安区和龙岗

区四个时期的各类指数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见表 +!从表 +可以看出"R个区域的斑块破碎度和景观类型

多样性均经历 了 先 升 高"再 降 低 的 变 化 过 程"而 表 征 区 域 土 地 覆 盖 格 局 的 聚 集 度 则 为 先 下 降 后 上 升 的 过

程!体现了这样一个土地覆盖格局的变化过程}在城市化过程初期"城镇用地和园地的大量出现"耕地等其

他用地类型逐渐被侵占和蚕食"区域斑块破碎度和景观类型多样性迅速上升#空间聚集度下降o随着城市

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用地和园地大面积聚集"耕地在区域景观中处于缀块地位"区域的斑块破碎度和

景观类型多样性又开始下降#空间聚集度逐渐回升!
在 R个区域土地覆盖格局变化规律一致的情况下"在变化幅度和变化先后顺序上还存在着一定差异"

即从区域水平上的土地覆盖格局记录了深圳市经济发展水平从特区内向特区外梯度转化的过程"也就是

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同城市化水平对应着区域水平上的土地覆盖格局的不同水平!另外"斑块破碎度在 &’’R

*+)))年间的下降幅度明显低于 &’((*&’’R年间的下降幅度"景观类型多样性指数在 &’’R*+)))年间

的下降幅度大于 &’((*&’’R年间的下降幅度"空间聚集度特区在 &’((*&’’R年间开始回升"而整个研究

区是在 &’’R年后才开始回升!可见 &’()*&’((年间"是研究区在区域水平上土地覆盖格局走向破碎化的

]̂(&’期 袁 艺等}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覆盖格局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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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年时期各区域在区域水平上的斑块多样性明显下降!说明这段时期出现了区域水平上的

斑块聚集过程!主要是城镇用地和园地的斑块破碎程度迅速下降’而在 "##&%()))年期间!这种区域水平

上的斑块聚集趋势减缓!而景观类型多样性迅速下降!聚集度有所回升!在土地覆盖格局上呈现了明显的

空间聚集化过程!城镇用地为主的土地覆盖格局基本形成*
表 + 各时期土地覆盖景观格局指数

,-./0+ ,10/-2345-606-770829239504:;/-235:<0892=>?@A=>??A=>>B-23+@@@

指标 CDEFG
破碎度

HIJKLFDMJMNODNDEFG

多样性指数

PNQFIRNMSNDEFG

聚集度

TODKIFKJMNODNDEFG
年份 UFJI "#$) "#$$ "##& ())) "#$) "#$$ "##& ())) "#$) "#$$ "##& ()))
深圳市V )W)XY )W)&Y )W)&) )W)X# "W&# "WZ# "WZ& "WYX &(W#Z XYW"& XXWY$ XZW$)
特区内[ )W)X\ )W)&) )W)X" )W)(# "W\& "WZ& "W\$ "W&Y &(WYZ &)W)$ &"W(Z &YW\&
宝安区] )W)XY )W)&# )W)&& )W)&( "W&$ "W$" "W$" "WZ) &(W#X X&WY" X)W\) X&W\Y
龙岗区^ )W)XZ )W)&$ )W)&& )W)&Y "W(Z "W\$ "W\Z "W\& &$WYX &"W&Y X$WX) X#W"Z

V_‘FDa‘FDTNMS’[b‘F_cFdNJefdODLNdgODF’]hJOiJDPNRMINdM’̂ jODKKJDKPNRMINdM

+W+ 景观水平上的土地覆盖格局变化

使用多样性指数对研究区内的区A镇A街道办事处的土地覆盖格局随时间的变化进行了具体分析*具

体区域包括特区内的 &个区!即罗湖区A福田区A南山区A盐田区!以及特区外的宝安区A龙岗区的 "Z个镇

和街道办事处!共计 ("个子区域*考虑到景观指数自身的局限性!以及镇级行政单元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

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存在着指数绝对值的可比性相对不高的问题!采用景观指数在研究时段随时间的变

化在空间上的分布格局来讨论城市化过程中景观水平上的土地覆盖格局变化*
根据各镇级行政单元 _‘JDDODklFJQFI多样性指数的变化!将 ("个行政单元划分为 \个层次!即V持

续下降’[高值出现在 "#$$年!但 ()))年水平低于 "#$)年水平’]高值出现在 "#$$年!但 ()))年水平高

于 "#$)年水平’̂ 高值出现在 "##&年’m波动中上升!由此可以得到土地覆盖格局随时间变化的空 间 分

布图n图 (Jo*
在深圳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分析结果中!发现地形是一个很重要的控制因素!其中海拔 )%X)L范围内

是城镇用地分布的主要区域*"#$)%()))年的 &个时期城镇用地在海拔 )%X)L区域分布的面积占到研

究区城镇用地总面积的比例均在 $\p以上!&个时期的比例 分 别 为 #(q"$pA#"q&"pA$ZqXZpA$\q#&p*
城镇用地是城市化过程的代表用地!在海拔 )%X)L的范围内!成为深圳市土地利用变化最活跃的区域*海

拔 高程对土地利用有明显影响!这就必然影响到土地覆盖格局*为此 利 用 高 程 数 据 将 研 究 区 海 拔 在 )%

X)L的区域提取出来!再利用区镇界限!将其分为与上文述及的区镇相对应的 ("个区域!即各区镇海拔在

)%X)L的区域*统计提取得到的区域内的城镇用地分布的面积占到整个研究区城镇用地总面积的比例!
分别为 #)q$$pA#)q##pA$Yq&(p和 $&qZ&p!这与在区域水平上城镇用地的比例变化是一致的!都表现出

逐 渐 减 少 的 过 程*同 样 得 到 镇 级 行 政 区 海 拔 )%X)L区 域 土 地 覆 盖 格 局 随 时 间 变 化 的 空 间 分 布 图!见

图 (r*
从镇级行政区域和镇级区海拔 )%X)L区域的土地覆盖格局随时间变化的过程来看!两者存在着一致

性和差异性*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s一是土地覆盖格局的变化均表现为由特区内向特区外的发展’
二是特区内的空间分布均是由罗湖区向东西两翼发展*而差异性主要表现在特区外土地覆盖格局随时间

变化的过程不同!即特区外镇级行政区域的空间分布规律为由西向东的带状分布!而 )%X)L区域是由特

区这个带状核心向北发展的环状分布*分析镇级行政区域的高程数据!镇级行政区的第 (层次和第 X层次

中特区外部分均为西部沿海地区!)%X)L高程范围的面积占到各镇级区总面积的 Z)p以上!第 &层次 )

%X)L高程范围占到 \)p%Z)p左右!第 \层次在 &)p%\)p左右!土地覆盖格局随时间变化的空间格局

分 异规律反映了地形的空间分布格局*而对于特区内的区域!除福 田 区 在 )%X)L范 围 内 的 面 积 比 例 为

ZXq$"p!其 他 各 区 的 )%X)L范 围 内 的 面 积 比 例 并 不 高!罗 湖 区A南 山 区 和 盐 田 区 分 别 为 &(q(YpA

\\qYXp和 (Yq$$p!在整个研究区中属于海拔较高区域*可见特区内由于其超高速的城市化过程!迅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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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深圳市景观水平上的土地覆盖格局变化水平分区

"#$%! &’()#*#+#,-./0,12/-)3,*(40/55(4-3’/-$(#-2/-)+3/0(2(*(2#-6’(-7’(-8#59
图中:;<表示 6’/--,-=>(/*(4多样性指数的 ?种变化情况@:%持续下降AB%高值出现在 CDEE年F但 !GGG年

水平低于 CDEG年水平AH%高值出现在 CDEE年F但 !GGG年水平高于 CDEG年水平AI高值出现在 CDDJ年AK波动

中 上 升:;<%LM04(++1#*(590(+,16’/--,-=>(/*(4)#*(4+#59#-)(M3’/-$(@:%8,-5#-N/2)(34(/+(AB%&’(

./M#.N./00(/4+#-CDEE/-)5’(4(+N25,1!GGG#+2(++5’/-CDEGAH@&’(./M#.N./00(/4+#-CDEE/-)5’(

4(+N25,1!GGG#+.,4(5’/-CDEGAO@&’(./M#.N./00(/4+#-CDDJA<@"2N35N/5#-$#-34(/+(
低海拔区域变化为单一的城镇用地F而高海拔区域仍然维持以林地为主的土地覆盖格局F因此在土地覆盖

格局的随时间得变化上F快速越过了斑块破碎度和景观类型多样性的高值期F以及空间聚集度的低值期P
而对于特区外相对缓慢的城市化过程F较充分地体现出了地形在土地覆盖格局中的控制作用F在低海拔和

高海拔的过渡带出现了土地覆盖多样性丰富的一个区域P当去除掉地形的影响后F土地覆盖格局随时间变

化的空间分异规律则充分体现了深圳市经济发展由特区内向特区外辐射发展的圈层状分布规律P

QRS 斑块水平上的土地覆盖格局变化

在斑块水平的土地覆盖格局分析中F重点分析了斑块面积与斑块个数之间的关系P研究利用不同时段

不同土地覆盖类型斑块的面积谱分布特征F来揭示研究区土地覆盖结构的变化特征P具体面积谱分类过程

中F将 每 个 时 段 不 同 组 分 的 斑 块 分 成 G;?’.!T?;CG’.!TCG;?G’.!T?G;CGG’.!TCGG;?GG’.!T?GG;

CGGG’.!TCGGG;CGGGG’.!和 CGGGG;CGGGGG’.!面积不等的 E个等级P以各面积等级的上限面积的常用

对 数为U轴F斑块的累积个数为V轴得到一组曲线图W图 XYP其中图 X/是对主要土地覆盖类型 CDEGTCDEET

CDDJ和 !GGG年 J个时期的斑块个数进行加和而得到的P各土地覆盖类型在面积较小的等级上F均聚集了

大量斑块F曲线在 U轴的ZGFC[区间F即前两个面积等级表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F而在 \C的区间则表现

为缓慢增长P不同覆盖类型的增幅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F增幅由小到大依次是林地T城镇用地T园地和耕

地F同 时 计 算 得 到 林 地T城 镇 用 地T园 地 和 耕 地 J个 时 期 总 的 平 均 斑 块 面 积 分 别 为 GRJEX].!TGR!̂D].!T

GRC!D].!和 GRCCC].!F说明林地和城镇用地的空间聚集性较强F耕地的破碎化最为明显P
比较不同时期的斑块个数与斑块面积之间的关系F对不同时期主要土地覆盖类型W包括城镇用地T耕

地T林地和园地Y的斑块个数进行加和处理得到图 X_P同样FJ个时期均表现出了随着斑块面积加大F斑块

个数迅速减少F即斑块累积个数随斑块面积增大而增加的规律趋向缓慢P另一方面F不同时期斑块个数增

幅明显不同F由小到大依次为 CDEG年T!GGG年TCDDJ年和 CDEE年F而 J个时期 J类主要土地覆盖类型的平

均斑块面积分别为 GRX!E].!TGRCD!].!TGRC‘‘].!TGRC‘?].!PCDEG年F即城市化过程初期F研究区斑块破

碎性最小F随着土地利用结构的迅速改变FCDEE年研究区斑块水平的土地覆盖格局破碎性达到最大FCDDJ
年破碎性稍有下降F到 !GGG年已有明显的下降F但仍然远高于 CDEG的水平P说明 !GGG年以城镇用地为主

的土地覆盖格局在斑块水平上F其破碎程度远高于 CDEG年以农业用地为主的土地覆盖格局P这种在空间

上表现出的在斑块水平上的农业用地斑块破碎分布F城镇用地斑块大面积聚集分布的土地覆盖格局必然

X̂ECD期 袁 艺等@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覆盖格局研究aa以深圳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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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深圳市不同斑块面积等级的累积斑块个数曲线

"#$%! &’()*+,-./,00’+’1,2*3-,2045’+6*(7#5

3#//*(*52-,204,(*,$(,3*7#584*594*5&#2:
图 中 ;代 表 各 面 积 等 级 的 上 限 面 积 ;*<-(*77*724*

’--*(1#+#2./),(#.’7,(*,$(,3*7

导 致 城 市 生 态 环 境 安 全 程 度 处 于 低 水 平 状 态=这 也 正

是近年深圳市频频发生沿海赤潮>洪水灾害=以及水土

流失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 城市化水平与土地覆盖格局关系

通常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述城市化

水平=本文从景观格局安全角度出发=在景观水平上定

义 了 以 城 镇 用 地 比 例 来 表 达 城 市 化 水 平=来 讨 论 城 市

化过程与土地覆盖格局变化的关系?为此以各区域城

镇 用 地 比 例 为 A轴=以 表 征 土 地 覆 盖 格 局 特 征 的 破 碎

度>84,55.5BC*,)*(多 样 性 指 数 和 聚 集 度 指 数 为 D
轴=得到样本点的分布图及其拟合曲线E图 FG?由图 F
得 出 城 镇 用 地 比 例 与 !类 景 观 指 数 存 在 着 较 好 的 关

系=即在景观水平上计算得到的城市化水平E城镇用地

比例G能够解释土地覆盖安全格局的变化?
分析图 F中镇级 行 政 区 域 和 镇 级 行 政 区 海 拔 HI

!H+区 域 的 两 组 图 中=城 镇 用 地 比 例 与 !类 景 观 指 数

关 系 的 拟 合 曲 线 的 拟 合 效 果=在 显 著 性 水 平 基 本 一 致

的 情 况 下E其 中 只 有 ,组 中 破 碎 度 一 图 的 显 著 水 平 偏

低=其他均为JHKHHHLG=6组 的 测 定 系 数 MN均 明 显 大

于 ,组的测定系数=尤 其 是 多 样 性 指 数 和 聚 集 度 的 MN

较高?说明在 HI!H+海拔区域=景观城市化水平能够

较 好 地 解 释 土 地 覆 盖 格 局 地 变 化=尤 其 是 对 于 土 地 覆

盖格局类型多样性和空间聚集性的解释性?而在没有

去除地形因素的 ,组中=MN整体偏小=城市化水平不能

够准确地解释土地覆盖格局地变化?,组和6组的比较

说明地形是城市化过程是土地覆盖格局变化的另一个

重要的决定因素?比较 ,组和 6组的 !类指数=聚集度

一组图的测定系数 MN变化最大=达到 HKO!!L!=破 碎 度 和 类 型 多 样 性 两 组 图 的 MN的 变 化 也 较 为 明 显=在

HKF左右=同样说明了地形因素对土地覆盖格局的影响明显=其中对由聚集度表征的区域空间分布格局的

影响最为明显?
以城镇用地比例定义的景观城市化水平与土地覆盖格局变化的关系反映了这样一个城市生态过程P

当一个地区几乎为农业用地时=城市化水平非常低=以耕地和林地为主要用地类型=其土地覆盖格局的斑

块破碎化程度和景观类型多样性处于较低水平=而在空间格局上=表现为少数>大面积的斑块在空间上的

高度聚集性?这一期间=除土地利用不当产生的水土流失外=其他的生态环境问题都不突出=因此被认为处

在生态安全的较高水平?而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加快=农业用地为主的土地覆盖格局迅速被打破=城镇用地

迅速涌现=大量蚕食农业用地=尤其是耕地=同时出现了主要为城市生活服务的园地类型=常以果园用地为

主?这样在城市化过程初期和中期=即在景观水平上表达的城市化水平在 NHQ到 FHQ左右时=大量城镇用

地等新兴用地类型以细碎斑块出现=以耕地为主的农业用地则被城镇用地蚕食>侵占=原来在空间上大面

积>集中的分布转变为小面积>分散的分布?此时在土地覆盖格局上表现为斑块破碎度和景观类型多样性

水平较高=而区域空间聚集度较低?在这一时期=城乡生态环境问题均体现出来=不仅水土流失问题加剧=
而且洪水灾害>城市环境污染等均呈现加剧态势=整体生态安全水平明显下降?当该地区城市化水平发展

达到较高水平时=即城市化水平超过 RHQ的水平=城镇用地发展成为主要用地类型=在空间上呈高度聚集

分布=尤其是在低海拔区域=而农业用地中耕地更加细碎分布=园地>林地在空间上呈孤岛式的聚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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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深圳市城市化水平与土地覆盖格局的关系"#$%&’(&&&年)

*+,-! ./010234+567/+8904:0064/0;1936+<34+5620=0236>236>?5=018344016+6@/06</06A+4BC15D#$%&45(&&&
斑块破碎度和景观类型多样性又下降到较低水平E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E其值可以低于原来农业用

地为主时的土地覆盖格局的水平F在这一期间E以城市热害和水灾为主要特色的生态环境问题更加突出E
并且引致了交通拥挤G环境污染等城市生态质量下降问题F整体生态安全水平呈现更严重的局面E生态环

境改善已经成为城市发展中的主要任务之一F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减缓E以及用地格局向着可持续发展的方

向发展E使该地区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和演化从原来的大范围G高速过程变为局部G低速的过程E土地覆盖

格局也随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F由此我们认为E确保城市一定比例的生态用地"如在我国南方各城

市E可定为 H&I’!&I)是城市生态环境安全格局形成的重要保障条件F

J 结论

(&3深圳城市化过程中E土地覆盖格局在斑块水平G景观水平和区域水平 H个层次上均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F深圳全市G深圳经济特区和特区外的宝安区G龙岗区的斑块破碎度和景观类型多样性经历了先升高E
再降低的一个过程E而空间聚集度则为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F!个区域在变化幅度和变化先后顺序上存在

着一定的差异E即从区域水平上的土地覆盖格局记录了深圳市经济发展水平从特区内向特区外梯度转化

的过程E也就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同城市化水平对应着区域水平上的土地覆盖格局的不同水平F
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E以及地形是城市化过程中影响土地覆盖格局的重要因素F深圳地区土地覆盖格

局的变化均表现为由特区内向特区外的梯度转变E特区内的空间分布均是由罗湖区向东西两翼发展E反映

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E经济发展速度较快G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土地覆盖格局的变化较快K而特区

外镇级行政区域的土地覆盖格局随时间变化的空间分布规律为由西向东带状分布E这与各区镇的海拔高

$H%#$期 袁 艺等L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覆盖格局研究MM以深圳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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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较高的相关性!海拔较高地区的土地覆盖格局变化相对滞后!土地覆盖空间格局的分异规律反映了地

形的空间格局"
城市化地区城镇用地比例与土地覆盖格局变化有较强的相关性"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导致的土地覆

盖格局变化的一般规律为#在城市化初期!景观类型多样性和斑块破碎化程度出现上升趋势!空间聚集性

下降!生态安全问题开始突现"在城市化水平 $%&’(%&之间!其景观类型多样性和斑块破碎化程度达到

较高水平!而空间聚集度水平较低!生态安全水平明显下降)随着城市化过程的不断深入!城市化水平的不

断提高!景观类型多样性和斑块破碎化程度又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空间聚集性开始上升"这个时期城

镇用地在空间上高度聚集!而耕地等农业用地呈破碎状分布!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城市发展的严重障碍"
而当城市化水平达到较高水平*+,%&-时!斑块破碎度.景观类型多样性和空间聚集度表征的土地覆盖格

局的变化也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城市生态安全建设成为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任务!确保城市生态用地

规模已成为此期间城市生态安全维护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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