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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说: 古田山常绿阔叶林景观———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是我国独特的植被类型,生物多样性仅次于热带雨林。 古田山地处

中亚热带东部,浙、赣、皖三省交界处,由于其特殊复杂的地理环境位置,分布着典型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是生物

繁衍栖息的理想场所,生物多样性十分突出。 中国科学院在这里建立了古田山森林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研究站,

主要定位于研究和探索中国亚热带森林植物群落物种共存机制,阐释生物多样性对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以及

监测气候变化对于亚热带森林及其碳库和碳通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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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景观安全格局的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王思易,欧名豪*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摇 210095)

摘要:旨在探索如何构建一种生态与经济发展兼顾的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工作体系。 以扬州市为例,选择防洪、水土保持、生物保

护、乡土文化保护和游憩安全 5 个要素构建区域多层次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利用神经网络 CA 模型模拟无生态约束下的区域城

镇建设用地扩展格局,将二者耦合得到优先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调整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并为每类管制区编

制相应的管制规则。 结果表明:淤利用景观安全格局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格局耦合来进行建设用地管制区划分,优先考虑生态

环境保护,再进行建设用地的安排,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双赢;于通过调整建设区的划定,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新增建设用地适宜

调整的区域,在建设用地管制的基础上,给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自主权。
关键词:景观安全格局;神经网络 CA 模型;城镇建设用地;管制分区;扬州市市区

Zoning for regulating of construction land based on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
WANG Siyi,OU Minghao*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timulated China忆s economic
growth, uncontrolled urban expansion occupied a large number of ecological land and caused a series problems on urban
ecological systems. Due to those problems are constraining China忆s sustainable urban system development, safeguarding the
fragile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is becoming a central issu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can support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atural ecosystems in a region. How to develop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in urban areas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 which tak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dscape process and pattern as the core, can be
used to build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for urban areas. The research area of this paper is Yangzhou that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Jiangsu Province. After a decade of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ecological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remain
contradictory in research reg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aused by unscientific planning are becoming a
bottleneck which restricting the regional economy. Using Yangzhou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create a
practical zoning system for regulating construction land that balances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udy
design uses a framework of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 theory and cellular automata theory. First, five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s are built, for flood management, 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safeguarding recreation areas. Second, the regional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pattern in the target year is
simulated without ecological constraints with the aid of the neural network cellular automata model.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socio鄄economic development demands of the study area, regional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 and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pattern are combined to identify priority construction zones, flexible construction zones,
conditional construction zones, restricted construction zones and forbidden construction zones. In the study area, the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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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zones occupied 2. 88% , 4. 81% , 1. 05% , 90. 07% , 1. 19% of the total land. Control rules are established
for each type of control zone based on its nature and landscape components. In priority construction zones, land
development for urban construction is the priority use. In flexible construction zones, adjustment of new construction land is
the priority use. In conditional construction zones, protection of farmland and establishment of green activities and local
cultural experience corridors are prioritized. In restricted construction zones, the use of lan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is
carefully restricted, 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 capable of protecting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is
encouraged. In forbidden construction zones, the focus is on protecting biological habitats and local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is prohibited in princi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is practical zoning system, which values
construction land over ecological land,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ecological pressure caused by construction and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urban ecological systems. Using regional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s and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patterns to divide construction land into control zones integrates ecological priorities into zoning and achieves an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win鄄win. The system not only caters to present economic needs, but also supports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flexible construction zones also give local government space to adjust new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planning period, flexible new construction land accounted for 43郾 76% of all land allocated for construction.
Government can freely provide new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se zones according to demands. This practical system provides
full autonomy to local government in construction matters and effectively combines control and self鄄management.

Key Words: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neural network CA model;urban construction land;zoning for regulating;urban of
Yangzhou City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指针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实现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有效控制和持续改善的区域性

空间格局[1]。 对于城镇系统而言,生态安全格局是支撑城镇自然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格局,维护区域

综合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城市精明增长的刚性格局[2]。 国际上,区域生态安全研究成为生态

学、地理学、土地科学和城镇规划的前沿领域[3鄄5]。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工业化、城市化得到了快

速发展,但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利用加剧城镇系统的生态问题,使区域生态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 城镇生

态安全格局的研究日益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生态安全格局的概念、理论基础、构建原则与方法等展开了研究[1,6],并认为生态安

全格局是实现区域生态安全的基本保障和重要途径[7鄄8]。 其中,科学的构建方法是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的重点

和难点。 基于生态适宜性评价的区域生态敏感性分区是目前国内较为成熟的方法,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城

市、自然保护区、地下水等方面的研究[9鄄11]。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俞孔坚对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方法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12鄄16],以景观格局与过程相互作用为核心,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建立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
国内学者运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对不同尺度、不同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进行了构建。 早期研究区域主要是生

态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14],近年来扩展到生态脆弱区[17鄄18]、重大工项目区域[19鄄20] 和城市化地区。 其中城市

化地区的景观安全格局构建已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不同学者对北京[2]、广州[21]、台州[15]、威海[22]、兰
州[23]等城市的景观安全格局进行了构建,并分析了其对城市扩张的影响。

经历了近 10 年的城镇化飞速发展,扬州市生态用地和建设用地矛盾日益尖锐,土地生态安全受到了严重

的威胁。 城镇生态环境脆弱、河流湖泊调洪能力降低、水土流失严重、乡土文化景观被侵蚀、土地集约节约利

用程度不高、建成区无序扩张、景观破碎化和绿色游憩空间缩小等资源环境问题都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

瓶颈。 如何从空间上优化城镇用地布局,布设国土生态屏障网络,实现最佳生态效益的城乡绿色空间,已成为

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本文运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及方法,将生态优先理念从源头上就融入到规划编制的过

程中,通过与城市 Cellular Automata 模型的有机结合,正确的引导建设用的布局,提出区域建设用地管制策

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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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研究方法

1. 1摇 景观安全格局

景观安全格局是判别和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的一种途径,该途径以景观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基于景

观过程和格局的关系,通过景观过程的分析和模拟,来判别对这些过程的健康与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的景观格

局。 其核心研究方法是把景观过程(包括城市的扩张、物种的空间运动、水和风的流动、灾害过程的扩散等)
作为通过克服空间阻力来实现覆盖的过程,通过建立景观要素或物种扩展的阻力面,并根据生态过程或扩展

趋势确定不同层次的安全格局[24]。 本研究根据扬州市生态问题,建立防洪安全格局、水土保持安全格局、生
物保护安全格局、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安全格局和游憩安全格局。 针对每个过程的安全格局,其具体构建方法

如下:
(1)“源冶的确定摇 “源冶是景观安全格局需要保护对象,如将生物栖息地作为物种扩散和运动的源,将文

化遗产景点作为乡土文化保护的源,将文化景点、水体和风景区作为游憩体验的源。 主要通过区域自然人文

数据和适宜性分析得到。
(2)建立阻力面摇 用最小阻力模型建立阻力面,该模型最早由 Knaapen 于 1992 年提出,后经俞孔坚等人

结合 Arcgis 中的费用距离功能进行了改进,其具体公式如下:

MCR = fmin移
i = m

i = n
(Dij 伊 R i)

式中,MRC 为累积最小阻力值,Dij 表示物种从源 j 到空间某一点所穿越的某景观基面 i 的空间距离,R i 表示

景观基面 i 对某物种运动的阻力。
(3)识别不同安全水平的景观组分摇 通过阻力面等值线的突变来确定不同安全水平的阻力面的范围和

边界,本文依据 MCR 值变化的多级门槛值来划分不同等级的阻力面,建立不同安全水平的安全格局。
将五种景观安全格局耦合,得到区域综合生态安全格局,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摇 景观安全格局研究框架

Fig. 1摇 Research Framework of 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

1. 2摇 ANN鄄CA 模型

CA 技术在城市模型中的应用为城市扩展模拟打开的全新的局面。 CA 模拟的核心是转换规则的定义,
相关学者已研究获得了多种 CA 模拟的算法。 其中,神经网络(ANN)与其他算法相比具有一系列优点,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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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线性回归方法能更好地模拟复杂的曲面,特别适用于模拟复杂的非线性系统[25]。 网络的第 1 层是数

据输入层,其各个神经元分别对应于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各个变量;第 2 层是隐藏层,第 3 层是输出层[26]。
利用 ANN 算法提取城镇扩展的转换规则,进行城镇扩展的 CA 模拟,能得到精度较高的模拟结果。
2摇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

2. 1摇 研究区概况

扬州市市区地处江苏省中部,长江下游北岸,所辖范围包括广陵区和邗江区。 地理位置介于 E119毅16忆
20义—119毅42忆42义和 N32毅13忆15义—32毅40忆3义之间,处于长江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 研究区东靠仪征市,西邻江

都市,南接镇江市,北连高邮市。 2009 年,全区土地总面积 97584. 37 hm2,占扬州市土地总面积的 14. 71% ,
其中城镇建设用地为 13350. 46 hm2,占全区总面积的 14. 28% 。 截至 2009 年底,区域总人口 118. 76 万人。 扬

州市作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市,肩负着重大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其市区是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矛盾最突出的

区域,若能利用合理的建设用地管制分区来缓解该区域尖锐的矛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选

择扬州市市区作为研究区。
2. 2摇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地形、水文、旅游文化、土壤等方面的空间数据,以及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等

方面的统计数据和专题数据。 土地利用数据主要采用 2001 年和 2009 年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其中 2001 年

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是广陵区、邗江区 1颐10000 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2009 年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是广陵

区、邗江区 1颐5000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统一将它们转换为 Arcgis 识别格式,作为研究区土地利用基础数据。
DEM 数据主要利用 ASTER GDEM 第一版本(V1)数据加工得来的全球 30 m 空间分辨率的数字高程产品和空

间分辨率为 90 m 的 SRTM3 数字高程产品,为保证研究区的数据精度的最大化,两种产品相互补充使用。 其

他专题数据和统计数据均来自相关专题报告和统计年鉴。
3摇 扬州市市区城镇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3. 1摇 综合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3. 1. 1摇 防洪安全格局

防洪安全格局的建立就是要充分发挥湿地、湖泊、水库的洪水调蓄作用,从整个流域出发,留出可供缓冲

的湿地和河道缓冲区,满足洪水自然宣泄的空间。
(1)在研究区 2009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中提取主要行洪河道、湖泊水面、水库水面、内陆滩涂作为防洪源。

根据不同风险级别的洪水对缓冲区宽度的要求,对防洪源分别建立 0—50 m、50—80 m、80—150 m 的缓冲区

(2)根据研究区历年洪水资料和 DEM 数据,采用“无源淹没冶的方式对研究区进行分析,建立五十年一

遇、二十年一遇和十年一遇 3 种风险频率的洪水淹没区。
(3)将缓冲区与洪水淹没区进行叠加,得到区域高、中、低三级防洪安全格局(图 2)

3. 1. 2摇 水土保持安全格局

据《扬州市水土保持公报》淤显示,扬州市轻度水土流失面积为 1799 km2,占全市总面积的 27. 1% 。 因

此,防治水土流失是保持区域水土安全的重中之重。 本文从径流湖泊保护、林地保护和坡度 3 个方面(表 1)
来构建区域水土保持安全格局,(图 3),加强对水土流失的整治力度。
3. 1. 3摇 生物保护安全格局

研究区面临着生物栖息地日益减少和破碎、迁徙廊道受人类影响、生物种类不断减少等问题。 本文以白

鹭和灰喜鹊分别代表候鸟和留鸟作为区域生物的指示性物种,在分析其各自生活习性的基础上,分别采用栖

息地适宜性分析和阻力面分析两种方法,建立其生境安全格局,从而得到区域综合生物保护安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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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水土流失保护因子

Table 1摇 The factor of soilerosion protection

安全级别
Security level

因子 Factor
地表径流缓冲区
Buffer of surface

runoff / m

干流湖泊缓冲区
Buffer of Main
stream lakes / m

土地覆盖类型
Land cover type

坡度
Slope / (毅)

低安全水平 Low 0—100 0—150 林地 25—90

中安全水平 Middle 100—300 150—450 有林地 15—25

高安全水平 High 300—400 450—600 其他地类 0—15

图 2摇 研究区防洪安全格局

Fig. 2摇 Flood Security Pattern of research region

图 3摇 研究区水土保持安全格局

Fig. 3摇 Water鄄soil conservation Security Pattern of research region

(1)候鸟生境适宜性评价

选取土地覆盖类型、距城镇和农村居民点距离、坡度作为白鹭生境适宜性评价的因子,对各类因子进行分

类,并赋予相应的分值和权重,进行适宜性评价。 通过自然聚类法划分出高、中、低适宜区域。
(2)留鸟生境安全格局

物种由栖息源地向四周扩散,需要克服各种阻力,其中土地利用类型是主要的阻力因子,且不同的土地覆

盖类型会产生不同的阻力。 首先,提取大于 10000 m2 林地斑块作为物种的栖息地源;然后,为不同土地覆盖

类型设置相对阻力系数,并建立阻力面;灰喜鹊的活动范围一般为 2 km[27],因而只提取距源地 2 km 以内的最

小阻力值数据;最后,构建最小阻力模型,采用自然断裂法对阻力值进行空间聚类,建立高、中、低三级留鸟生

境保护安全格局。
(3)综合生物保护安全格局

分别将候鸟生境适宜性评价图与留鸟生境安全格局的高、中、低范围取并集,得到高、中、低三级综合生物

保护安全格局(图 4)
3. 1. 4摇 乡土文化遗产安全格局

传统的的文化遗产保护更多的是在保护文物本身,而本文强调的是保护人体验、感知文化景观的过程。
乡土文化体验是指体验者沿一定的路径,穿越不同的景观感知和体验的过程,可以看做是一种水平的流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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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基于这种认识,乡土文化保护安全格局就应是由文化景点和众多体验廊道构成的对文化体验有关键作用

的重要区域。
(1)乡土文化景观遗产源

研究区有众多的省、市级文化保护单位,结合《“文化扬州冶建设“十二五冶规划》及相关资料确定十处文

化景点,并在土地利用现状图上准确地落实了它们的位置。
(2)建立阻力面

由于人们在进行乡土文化景观体验的时候,不仅受土地覆盖类型等面状阻力因子影响,还受交通道路等

线状因子的影响。 因此,本文采用面状阻力因子与线状阻力因子相结合的方式来建立阻力面,为不同的土地

覆盖类型和线状要素类型设置相对阻力系数。
(3)建立乡土文化景观安全格局

运用最小阻力模型提取阻力面,通过自然断裂法对阻力值进行空间聚类,提取阻力值发生突变的阈值,建
立高、中、低三级乡土文化遗产安全格局(图 5)。

图 4摇 研究区生物保护安全格局

Fig. 4摇 The bi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of research region

图 5摇 研究区乡土文化遗产安全格局

Fig. 5 摇 Vernacular cultural landscapes Security Pattern of

research region

3. 1. 5摇 游憩安全格局

游憩安全格局可以理解为一种人在景观中主动体验的过程,本文将游憩活动作为一种水平的运动过程。
游憩安全格局与乡土文化保护安全格局相比,其意义在于从游憩价值的角度,综合研究区内适宜游憩的各种

景观所形成的分布格局。
(1)战略性游憩景观源

研究区生态环境优越,自然景观丰富,森林、河流、湖泊、水系、滩涂等都具有极高的游憩价值和适宜性。
同时,区域内历史遗迹、古镇等人文景观要素也是重要的游憩娱乐对象。 因此,本文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一

并选作游憩的景观源,最终将区内水体、滩涂、海拔大于 20 m 的丘陵、部分林地和乡土文化遗产作为游憩景

观源。
(2)建立区域游憩安全格局

游憩活动主要受土地覆盖类型及其他自然要素影响,因此,根据实地调查结果,确定出影响因素及其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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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并建立最小阻力模型,得到游憩安全阻力面。 通过自然断裂法对阻力数据进行空间聚类,识别高、中、低
三级游憩安全格局(图 6)。
3. 1. 6摇 综合生态安全格局

将 5 类景观安全格局进行空间叠加,可得到区域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图 7),由于 5 类安全水平对研究区

保护同等重要,因此本文采取等权叠加:在叠加判别时,采用“综合取低冶的算法,某一单元格的安全水平取决

于叠置在其上的 5 类格局中的最低安全水平;若某单元格上叠置有 3 类或 3 类以上高安全水平,则该单元格

的综合安全水平划定为中;若某单元格上叠置有 3 类或 3 类以上中安全水平,则该单元格的综合安全水平划

定为低。 除去综合生态安全格局的高中低水平范围,剩余区域为无威胁区域,无威胁区域是指在此区域内进

行开发建设,对研究区生态安全基本无威胁。

图 6摇 研究区游憩安全格局

Fig. 6摇 Recreation Security Pattern of research region

图 7摇 研究区综合生态安全格局

Fig. 7 摇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of research

region

3. 2摇 城镇建设用地扩展模拟

3. 2. 1摇 目标年(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合理规模

由于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呈现出不断减少的趋势,未来的建设用地扩展的主体应是城镇建设用地,故本文

主要对城镇建设用地扩展格局进行模拟。 参照《扬州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扬州市给研究区

下达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为 18348. 60 hm2,为了保持本研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一致性,故将指标值

18348. 60 hm2 作为目标年城镇建设用地的合理规模,即至 2020 年研究区需新增城镇建设用地 4998. 14 hm2。
3. 2. 2摇 城镇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作用因素选择与设置

(1)绝对限制因素

选取基本农田和河流水域为绝对限制因素,不参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模拟。 其中,基本农田的范围从第

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中基本农田保护区中提取;河流水域则提取的 2009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

中的主要河流水系。 为了便于研究,绝对限制因素图层均转化为 30 m伊30 m 的栅格图层。
(2)区位影响因素

区位是城镇建设用地扩展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进扩展模拟时必须考虑区位适宜性。 本文选取了距高速公

路、一般公路、铁路、航道、市中心和镇中心的欧氏距离作为区位影响因素,所有图层均转化为 30 m伊30 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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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格图层。
(3)领域作用因素

元胞的领域大小直接影响城镇建设用地扩展模拟的结果,考虑到研究区内水系较多且水网密集,元胞领

域应设置的较大一些,以免元胞受到河流水系等因素阻碍而无法转换为城镇建设用地。 本文选择 11伊11 的

领域窗口作为元胞的扩展半径。
3. 2. 3摇 ANN鄄CA 模型运行及评价

首先,采用 2001 年和 2009 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进行神经网络模拟训练,以 2001 年为基期模拟 2009 年

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展情况,将区位影响因子层相关数据输入到 GeoSOS 软件中,在迭代 2000 次后,训练停止,
得到模拟精度为 88. 65% 。

然后,利用训练提取的转换规则,以 2009 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基期(其中剔除掉了规划基本农田的范

围和水域的范围),对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增长进行模拟,从而确定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扩展格局。 以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指标 18348. 60 hm2 为研究区合理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模拟结果如图 8。
3. 3摇 城镇建设用地管制分区

根据研究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耦合综合生态安全格局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格局,划分

出优先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调整建设区、限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图 9)。 具体划分方法、管制区内涵和

管制规则如表 2、表 3 所示。

图 8摇 目标年城镇用地扩展格局模拟图

摇 Fig. 8 摇 Simulation results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in planning

target year

图 9摇 研究区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图

摇 Fig. 9 摇 Zoning for regulating the constructive expansion of

research region

4摇 结果与分析

4. 1摇 优先建设区

2020 年研究区优先建设区总面积为 2811. 05 hm2,占区域总面积的 2. 88% ,主要位于南部开发区的瓜州

镇、施桥镇和八里镇,是未来区域城镇建设的重点。 因此,区内应鼓励优先进行开发建设,土地主导用途为城、
镇或工矿建设,应统筹增量与存量用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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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管制区划分方法

Table 2摇 Control zone delineation method

类型 Class 划分方法 Delineation method

优先建设区
Priority construction zone

综合生态安全格局无威胁区域、高安全水平范围,与目标年模拟新增
城镇用地叠加所形成的区域

有条件建设区
Conditionally construction zone

综合生态安全格局中安全水平范围与目标年模拟新增城镇用地叠加
所形成的区域

调整建设区
Adjustment construction zone

目标年非城镇建设用地与综合生态安全格局无威胁区域叠加形成的
区域

限制建设区
Restricted construction zone 除优先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调整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以外的区域

禁止建设区
Forbidden construction zone

综合生态安全格局低安全水平范围与目标年模拟增城镇用地叠加所
形成的区域

表 3摇 管制区内涵

Table 3摇 The Connotation of control zone

类型
Class

管制区内涵
Control zone connotation

景观组分
Landscape component

管制规则
Control rule

优先建设区
Priority construction zone

根据 CA 模型模拟,未来新增为建
设用地进行城镇建设可能性最高
的空间区域,在此区域内进行开发
建设,对区域生态安全威胁小,适
宜优先作为建设用地利用

主要由防洪安全、生物保护、水土
保持、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安全格局
的高安全水平范围构成

以城镇建设用地优先开发为主导,促
进土地集约利用

有条件建设区
Conditionally
construction zone

未来可能扩展为建设用地,在此区
域内进行开发建设,对区域生态安
全有一定的威胁,适宜在一定条件
限制下进行开发建设

主要由生物保护安全格局、乡土文
化遗产安全格局、游憩安全格局的
中安全水平范围构成

以生物活动廊道、乡土文化体验廊道
和基本农田保护为主导,鼓励建设具
有自然人文景观保护功能的基础设
施,若进行城镇建设,项目需满足一
定的规模、污染、性质等限制条件

调整建设区
Adjustment
construction zone

模拟新增建设用地范围外适宜作
为建设用地利用的区域,在此区域
内进行开发建设,对区域生态安全
基本无威胁,可作为新增建设用地
布局调整的区域

主要由综合生态安全格局的无威
胁区域构成

以城镇建设用地开发为主导,政府可
根据需求在该区内自由布局新增建
设用地

限制建设区
Restricted
construction zone

未来可能扩展为建设用地,但在此
区域包含大部分基本农田,若进行
开发建设,会对区域生态安全构成
较严重威胁,应限制在该区进行开
发建设

主要由生物保护安全格局、乡土文
化遗产安全格局、游憩安全格局的
中安全水平范围构成

以生物活动廊道、乡土文化体验廊道
和基本农田保护为主导,鼓励具有自
然人文景观保护功能的基础设施建
设,严格限制城镇建设用地的开发

禁止建设区
Forbidden
construction zone

未来可能扩展为建设用地,在此区
域内进行开发建设,对区域生态安
全构成严重威胁,原则上禁止在该
区进行开发建设

主要由生物保护安全格局、乡土文
化遗产安全格局的低安全水平范
围构成

以生物核心栖息地保护、乡土文化核
心区保护为主导,原则上禁止开发建
设为城镇用地

4. 2摇 调整建设区

2020 年研究区适宜建设区总面积为 4696. 24 hm2,占区域总面积的 4. 81% 。 由于 2020 年模拟新增建设

用地有一部分分别与中、低安全水平范围重叠,被划入了有条件建设区和禁止建设区,将无法再作为新增建设

用地使用。 这部分区域的面积合计为 2187. 09 hm2,因此,应在区域内补充 2187. 09 hm2 的新增建设用地。 根

据调整建设区的内涵,故可将补充的新增建设用地按照研究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政府的用地需求,合理

的布局在调整建设区内,使得规划能更好的为区域发展和政府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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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摇 有条件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总面积为 1021. 26 hm2,占区域总面积的 1. 05% ,在有条建设区内进行开发建设会对区域

生态安全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在此区域内应尽量避免建设。 若有项目必须进行需要建设,应限制开发建设规

模,避免污染严重的人工建设项目。
4. 4摇 限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总面积为 87789. 99 hm2,占区域总面积的 90. 07% 。 研究区基本农田大部分位于该区域内,
故区内土地主要通途导向应是农业生产空间,以开展土地整治和基本农田建设为主要管制目标。
4. 5摇 禁止建设区

禁止建设区总面积为 1165. 83 hm2,占区域总面积的 1. 19% 。 主要由研究区内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区域

构成,是研究区的核心生态保护区。 区内土地的主导用途为生态与环境保护空间,严格禁止与主导功能不相

符的各项建设,原则上禁止任何开发建设。
5摇 结论与讨论

5. 1摇 结论

景观安全格局对于指导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具有重要的意义,能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通
过景观安全格局与城镇建设用地扩展格局的耦合,对研究区进行了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得到如下结论:

(1)利用景观安全格局与城镇建设用地叠加来进行建设用地管制区划分,优先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再进

行建设用地的安排,从规划的源头上融入了生态优先的思想,达到了生态经济双赢的局面。 运用该方法进行

建设用地管制分区,最大限度的减少开发建设对环境造成的压力,维护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不仅为现阶段经

济发展提供了空间,更保障了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支撑力。
(2)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应在管制的基础上,给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自主权。 本文利调整建设区的划定,只

是为政府提供了新增建设用地适宜调整的区域,至于如何在区域内进行布局和安排,则交由政府来完成。 规

划期内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为 4998. 14 hm2,可调整的新增建设用地为 2187. 09 hm2,占指标的 43. 76% ,为政府

按实际需求进行新增建设用地布局与调整提供了充分的便利和自由。
5. 2摇 讨论

(1)在不同尺度下建立景观安全格局和模拟城镇扩展所选取的相关系数是不同的,不同的系数是否会导

致不同的研究结果尚需进一步探讨。
(2)本文选择的研究区为扬州市市区,该方法是否合适其他地区的研究,研究结果是否具有普适性,还有

待进一步论证。
(3)本文旨在探索如何将景观安全格局与城镇扩张 CA 模型运用到城镇建设用地的布局和空间管制的过

程中,从而构建一种生态与经济发展兼顾的建设用地管制分区工作体系。 这种工作体系是否能在实际规划中

运用还需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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