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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原型思维的城市边缘区景观格局演变研究
———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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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边缘区是城市扩张过程中空间结构变化最大、土地利用转变最快的区域。 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从原型思维出发，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遥感影像解译数据、自然和社会经济等数据为基础，充分考虑地物地情及政策背景等因素，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５、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ＳＰＳＳ 等工具，对不同规划尺度和历时性维度下的景观格局指数进行分析、对比和验证，通过总体分析，场地

切片和原型筛选三个步骤，筛选出大兴区 ６ 个空间原型组成框架，审视不同发展导向下的空间原型发展变化，探讨近 ２０ 年间大

兴区城市景观格局演变规律。 旨在提出一种原型理论指导下的研究思路，尝试为城市转型、用地结构优化、区域规划等工作提

供新的视角和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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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区域人口增加、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复杂度发生显著变化。 由于城市发展

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因变化剧烈而特殊，在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开发与保护，以及生

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成为研究热点［１—７］。 本文选取北京市大兴区为研究对象，因其

位于首都边缘区，发展速度快，景观格局演变特征较明显。
国内将“原型策略”作为国土空间规划补充途径的研究和实践较少［８—１２］；其次，对于城市景观格局演变的

研究对于用地类型的划分较为粗略，且多以区域整体为研究对象，忽略不同规划尺度下的对比分析［１３—１８］，尤
其缺乏对具有代表性的场地单元进行剖析，仅局限于表面形式结构，难以把握场地本质结构、内部异质性和复

杂性；另外，以往运用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来探讨大兴区或其它区域动态演变特征的研究中，对于不同时期结

合不同层级景观指数的综合探讨相对较少［１９—２５］。
本文从原型思维出发，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遥感影像解译数据、自然和社会经济等数据为基础，充分考

虑地物地情及政策背景等因素，对大兴区近 ２０ 年景观格局进行跨尺度横向对比和历时性竖向对比，通过总体

分析，场地切片和原型筛选 ３ 个步骤，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提炼出具有代表性的场地单

元———即空间原型作为认知对象进行针对性探讨。 通过总结不同原型的发展导向，以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场地

条件和多样的区域空间规划需求，指导更合理有效的空间设计，为现今普遍的自上而下式的规划模式提供一

定自由度，为城市功能转型和用地结构优化供借鉴意义和决策支持。

１　 理论指导

１．１　 原型概念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提出了基于形而上学的形式理论，在哲学中用“原型”来指实物的理念本源［２６］。 这

种概念类似中国的 “道”的思想。 １９ 世纪，瑞士心理学家 Ｃａｒｌ Ｇｕｓｔａｖ Ｊｕｎｇ 发展了原型概念，指一个类型的本

源形式。 在景观领域，面对复杂多变的设计对象，原型概念作为一种历时性维度，人们可以对典型现象进行抽

象和描述，透过表象观察客体本质［２７—２８］。 原型理论具有很强的可移植性，在许多领域和学科都有较广泛的应

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荷兰结构主义大师 Ｈｅｒｍａｎ Ｈｅｒｔｚｂｅｒｇ 将原型概念应用至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领域，强
调对城市内部结构单元（即场所原型）的洞察、评价与重组，以进行人性化的、有内涵的城市设计［２９］。
１．２　 原型思维

结构主义观点认为，对城市空间的认识过程可划分为感知 、认知和评价三个阶段。 认知是重要阶段，对
于同一个“事实城市” ［３０］可表达为不同的“认知城市”。 评价是认知的高级阶段，也是观察者对城市空间进一

步干预的基础［３０］。 这种修复干预的关键所在是转型［３１］，即基于原型基础之上的变型表达。 法国结构主义学

家 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 认为，人们必须研究文化现象间的无意识基础结构， 即原型的显现，而不是它们的表层

形式结构［３２—３３］。 而城市原型揭示城市基本框架，揭露城市自然生长规律，对城市未来发展有重要影响。 因

此，将原型思维应用于城市规划中，对城市原型的认知与评价是修复和干预城市空间发展、推动城市转型的重

要过程之一，而国内对于“原型”思维在城市规划上的运用较为缺乏［８—１２］。
在研究后现代复杂的“拼贴城市”的过程中，场地切片是一种从研究对象中提取、简化或抽象推演空间原

型，以对建成景观进行研究归纳的重要认知手段［８］。 通过对这些空间原型的变型发展进行针对性的分析评

价，以透过客体的形式表象切入深层本质。 国内外学者在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领域中进行了相关实

践［８—１２，３３—３５］，通过对场地不同组成要素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归纳，建立因地制宜的切片手段，从而进一步探索

其空间原型及解读框架。

２　 研究地区概况

大兴区位于北京市南郊（３９°２６—３９°５０′Ｎ， １１６°１３′—１１６°４３′Ｅ），包括 ８ 个街道、５ 个地区、９ 个镇和 ３ 个

４５１１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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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级单位，行政辖区（含亦庄新城大兴部分）总面积约为 １０３６ ｋｍ２，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北接丰台、朝阳二

区，西隔永定河与房山区相望，东临通县，南与河北省廊坊市、涿州市接壤。 全区属永定河冲积平原，总体地势

平坦，自西北向东南微倾，平均坡降 １ ／ １２５０，海拔 １５—４５ ｍ，自然坡度 ０．８‰—１‰。 大兴区内共有六条主要河

道，分别为两条过境河：永定河和凉水河；四条境内河：天堂河、大龙河、小龙河和新凤河（凤碱河） ［３６—３８］。

３　 研究方法

３．１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研究使用大兴区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１０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 ＴＭ 和 ２０２０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ＯＬＩ 卫星遥感影像的基础数据，以
及大兴区统计年鉴、１∶ ５ 万地形图、城市 ＰＯＩ 大数据等辅助数据。 影像数据下载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ｍ×３０ｍ。 下载图像后利用 ＥＮＶＩ ５．３，以研究区 １∶５ 万地形图作为

参照，对影像数据进行大气校正、辐射定标、几何校正、图片剪裁与拼接等预处理，误差控制在 ０．５ 个象元内，
通过处理提取效果良好、清晰准确的影像数据，为后续分类工作奠定基础。
３．２　 景观类型斑块划分及识别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５ 对大兴区 ３ 期土地利用空间数据进行遥感解译和监督分类处理，采用国内土地利用现

状二级分类系统，结合大兴区实地特征和研究需要进行部分必要改动，针对绿地和建设用地进行详细分类，最
后划分为农业用地、林地、草地、水域、公园与绿地、住宅用地、商业服务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交通用地、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未利用地 １１ 种景观类型。 结合大兴区同期年鉴及相关 ＰＯＩ 数据对分类结果进行比对校

正，利用 Ｋａｐｐａ 系数对分类结果进行准确性衡量以确保分类的可靠性，最终生成大兴区 ３ 期景观类型分布图

（图 １）。
３．３　 景观格局指数分析

景观指数能够通过简单的定量指标反映出景观格局构成和空间配置特征［３９］，可用来评估和比较不同景

观之间的结构特征差异，或定量描述同一景观空间结构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或是比较同一类景观在不同的规

划设计下呈现出的不同结果［４０—４３］。 这些指标主要分为 ３ 个层级：斑块层级、类别层级和景观层级。 将大兴区

２０００ 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期土地景观类型数据重采样为栅格数据，利用发展较为成熟的国际景观软件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计算 １４ 个景观指数（表 １），定量表征区域、镇域尺度的景观层级和斑块类型层级的演变特征。

４　 结果分析

４．１　 总体分析———区域景观格局演变特征

４．１．１　 景观层级指数分析

通过分析区域尺度下的 １０ 个景观层级特征值变化（图 ２）可以看出，建设用地扩张初期导致景观类型混

合程度增加，在此基础上持续发展进而吞并其它用地类型，内部异质性从而逐渐减弱，各类景观面积比例差距

逐渐缩小，整体呈均衡化、破碎化分布趋势，优势景观类型越来越不明显，城郊型农业特征逐渐减弱。 斑块形

状和结构的复杂性高又缺乏聚集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活动对景观类型的干扰程度逐年加剧，缺乏系

统性规划，是“拼贴城市”的典型结构特征。
４．１．２　 类型层级指数分析

通过分析区域尺度下的 ７ 个类型层级特征值变化（图 ３）得出，２０２０ 年大兴区最主要的景观类型是农业用

地、公园绿地和住宅用地。
曾经成片的农田被其它景观类型严重割裂，破碎度极高。 公园与绿地面积大幅增加，由区域面积的

５．３５％升至 ２３．７６％，并逐渐形成绿地系统，各斑块之间连通性和聚合性增强。 林地、草地和水域总面积占比

小，逐年缩小并呈散点分布。 部分林地和草地转入公园绿地系统中，但还有部分未联通的公园绿地零散分布

于区域南部。 住宅用地面积的飙升与政府转移市区人口的政策主导和用地开发模式密切相关，前 １０ 年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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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大兴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景观类型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Ｌ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Ｄａｘ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布式开发，于初期形成一定规模后逐渐融合成片区，现代化城镇格局已基本定型。 商业服务用地面积逐年增

加但增加速度放缓，结合大兴区发展目标和三次产业构成为比（１．３∶３０．６∶６８．１）可知，大兴以发展科技产业和

新兴工业为重点，第三产业已经进入稳定发展状态。 因承接首都功能，搬迁工厂，工矿仓储用地显著增加，近
１０ 年内通过政府的大力疏解腾退、资源整合、优化产业结构，斑块数量、密度及整体破碎度逐渐降低。 交通体

系基本框架已成型，内部的次级道路有待继续联通完善。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指数值基本维持平

稳，整体发展较为缓慢。 未利用地面积比例维持在 ０．０２％—０．１％，对总体格局影响不大，说明大兴区土地资源

利用率较高，但缺乏后备土地资源。
４．２　 场地切片———镇域景观格局演变特征

城市原型是城市发展变化的最基本结构单元。 考虑到我国的行政区域是基于历史演变、民族民俗、宗教

信仰、地形地貌、人口密度等综合因素而进行划分的，本研究选择行政划分作为场地切片方法，既保留了基于

我国历史与国情的基础划分，又便于未来进行有的放矢的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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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选用景观格局指数及其生态学意义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指数名称
Ｉｎｄｅｘ ｎａｍｅ

生态学含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选用尺度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数量面积密度指数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ｒｅａ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斑块面积 指斑块的总面积 类型

斑块所占景观面积比例
斑块类型的面积占所有景观面积的相
对比例，帮助确定景观种优势景观元素

类型

斑块数量 指各类型内斑块的总数 类型 ／ 景观

斑块密度 表征景观破碎化程度 类型 ／ 景观

最大斑块指数
最大斑块占景观面积比例，帮助测定景
观优势度

景观

边缘密度
揭示景观被边界的分割程度和景观连
通性

类型 ／ 景观

斑块平均面积 描述景观破碎度 类型

形状指数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景观形状指数 表示斑块形状复杂程度 类型 ／ 景观

聚散性指数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散步与并列指数

反映不同景观类型空间分布关系和混
合程度

景观

连接度指数
描述给定斑块数下的最大可能连接
程度

景观

斑块凝聚度 描述景观中斑块的破碎程度的指数 类型 ／ 景观

多样性指数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多样性指数 反映景观的丰富度和复杂度 景观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均匀度指数 描述景观各类型空间分布的均匀程度 景观

蔓延度指数
表征景观类型的蔓延程度和内部连
接性

景观

图 ２　 大兴区区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总体特征值变化

Ｆｉｇ．２ 　 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分别计算大兴区 ２２ 个镇域级地块（高米店街道、荣华街道和博兴街道面积较小故纳入所属辖区）的 ７ 个

景观层级特征值（图 ４）和 ４ 个类型层级特征值变化。 农业用地、林地主要分布在榆垡镇。 公园与绿地显著增

长的有榆垡镇、青云店镇、庞各庄镇、魏善庄镇、开发区、长子营镇、黄村地区等。 黄村地区、庞各庄镇、北臧村

镇、旧宫地区和魏善庄镇的住宅用地显著发展。 商服用地主要分布在开发区、黄村地区和西红门地区，并且仍

具有良好的商业发展态势。 工矿仓储用地的集中发展地区是黄村地区和开发区。 交通用地发展较为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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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大兴区区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斑块类型特征值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ｃｈ ｔｙｐｅ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ｉｎ Ｄａｘ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是黄村地区、开发区、西红门地区和旧宫地区，路网体系较为密集的地区是林校路街道、观音寺街道和清源街

道等主要居住地，以及示范区和开发区等主要产业区。 公共用地分布较零散，主要分布于黄村地区、魏善庄镇

和北臧村镇，黄村地区涨势最明显，黄村地区未利用地面积最大直至消失。

图 ４　 大兴区镇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总体特征值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ａｘ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４．３　 原型筛选

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它
可以度量和分析一个系统的动态历程［４４］。 利用 ＳＰＳＳ 统计软件进行基于前两步骤的各地块景观格局指数与

景观类型的灰色关联度测定，筛选出对于各景观类型发展最具有对应代表性的场地单元作为大兴区景观空间

原型进行后续分析。 关联度 ｒｉ 计算公式如下：

ｒｉ ＝
１
Ｎ∑

Ｎ

ｋ ＝ １
ξｉ（ｋ）

根据关联度结果（表 ２）与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对比验证，综合提炼出榆垡镇、黄村地区、青云店镇、北京经

济开发区、西红门地区、旧宫地区 ６ 个地块作为空间原型，分别代表大兴区近 ２０ 年来景观格局发展较为凸出

的 ６ 种导向。
４．３．１　 榆垡镇： 生态优化导向

总面积 １３３．７８ ｋｍ２，位于北京市东南部，是京南地区历史悠久的村落之一［４５］，明万历 ２０ 年（１５９２ 年）为宛

平县“八大重镇”之一。 “垡”字指耕土翻地的活动，代表传统的农耕文明。 其景观类型大部分为生态用地

（图 ５），以田园城市风貌为主导。 农业用地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得以大面积保留，原有林地维护良好并逐渐

与公园绿地融合发展。 近年来以永定河沿岸绿化带和北京野生动物园为依托，在修复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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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生态休闲空间，逐步形成绿色生态网络，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基础。 随着 ２０１９ 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

运和大兴机场高速、京雄城际铁路、轨道交通大兴机场线的同步开通，带动榆垡镇交通体系和航空服务逐步发

展，目前交通网络集中分布于镇政府所在的中心区域，周边辐射性弱，仍不成系统。

表 ２　 各镇域单元与各景观类型间的关联度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ｃｈ ｔｏｗｎ ｕｎｉｔ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镇域单元
Ｔｏｗｎ ｕｎｉｔ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ｒｅａ

黄村地区 旧宫地区 青云店镇 西红门地区 榆岱镇

农业用地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０．７８２ ０．７７７ ０．７６３ ０．７９２ ０．７６ ０．８４８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０．７０６ ０．７１３ ０．６８５ ０．７０１ ０．６８１ ０．７９９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０．６７８ ０．７８８ ０．６６５ ０．６６ ０．６６３ ０．６６６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０．６９２ ０．６５ ０．６４９ ０．６７２ ０．６４５ ０．６３７

公园与绿地 Ｐ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ｆｉｅｌｄｓ ０．７５２ ０．７５１ ０．７３７ ０．７５９ ０．７４ ０．７７１

住宅用地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０．７６６ ０．８１５ ０．７８９ ０．７６４ ０．７７８ ０．７７３

商业服务用地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ａｎｄ ０．７４６ ０．７７６ ０．６２１ ０．６４５ ０．６６８ ０．６１９

工矿仓储用地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ｌａｎｄ ０．７３９ ０．７６９ ０．６７８ ０．６９９ ０．６８３ ０．６７６

交通用地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０．７８１ ０．７９３ ０．７５９ ０．７４７ ０．７５９ ０．７３６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ａｎｄ ０．７８８ ０．８５７ ０．７５７ ０．７７３ ０．７６７ ０．７６８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０．５１８ ０．６９４ ０．５１６ ０．５１７ ０．５１６ ０．５１６

图 ５　 榆垡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总体特征值变化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Ｙｕｆａ ｔｏｗｎ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４．３．２　 黄村地区： 卫星城镇导向

总面积 ９５．１７ ｋｍ２，位于区境北部，现大兴新城所在地。 历史上的黄村地处山东入京大道，明清时期逐渐

发展成为京南重镇，至清末逐渐衰败，风貌环境每况愈下。 经过建国后数十年的建设和发展，核心区基本道路

系统都已形成，市政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业也逐步发展起来。 ２００２ 年起，黄村地区在“吸纳市区人口”、“企业

疏散”、“建设绿色宜居、宜业的综合性新城”的政策指导下进行大面积的开发建设，农业用地逐渐被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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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黄村地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总体特征值变化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ｃｕ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图 ６），发展重点以高新技术产业和商贸为主。 商服用地规模适当扩展，整体趋于稳定。 地区南部分布大面

积的综合产业区，以物流业为先导，完善商业服务，利用工业带动科技园区开发。 为疏解市区人口，住宅用地

迅速扩张，主要位于中部的生活区，并逐步向北向西发展。 生态用地维护良好，穿插于组团之间，工业区与生

活区以绿化用地隔离，逐渐形成人居环境与生态环境相互渗透，产城融合的格局。 在现有公共用地基础上承

接北京市区医疗、教育和大型基础设施的疏解，推动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逐步完善。 黄村地区总

体呈现全面发展的态势，但其作为预留用地以接纳中心城区未来的疏解职能或新增职能，缺乏后备资源和机

动土地，有待进行疏通和置换。
４．３．３　 青云店镇： 观光农业导向

总面积 ７０．３ ｋｍ２，位于大兴区东部。 因地处今永定河东，水源充沛，境内有凤河、旱河流经。 土地肥沃，有
优良的农业生产传统和历史文化资源。 青云店镇近 １０ 年内景观格局变化显著（图 ７），近年内其路网结构逐

步调整，为发展现代农业奠定良好基础，东南部则有待进一步优化。 绿化用地面积显著增加并连接成片，发展

特色农业和设施农业近万亩，依托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和农产品加工企业资源优势形成以现代都市型农业为

基础的多元化产业格局，推进全镇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 同时，伴随移动互联网、５Ｇ 通信、半导体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具有发展文旅小镇及田园综合体的潜力。
４．３．４　 北京经济开发区： 科技研发导向

总面积 ５８．７１ ｋｍ２，位于亦庄地区过渡地带，属明清时期北京城皇家园林南苑境内，至清末帝国主义入侵

后沦为驻兵重地，建国后发展为北京近郊重要的农业区和工业区。 由于开发区建设发展由政府主导，人为干

预力度极强，景观格局变化显著（图 ８）。 建设初期交通发展迅猛，农业用地和水域大面积消失，部分转为公园

绿地。 居住功能为次要，住区相对集中于东北部。 近 １０ 年以存量优化和产业升级为重点进行用地疏解和合

理布局，实现网络化衔接，形成商业配套完善，公共设施均衡分布，高精尖产业聚集的绿色高新技术园区。
４．３．５　 西红门地区： 商贸金融导向

总面积 ２９．３３ ｋｍ２，位于区境北部，大兴新城和亦庄新城之间。 始建于明代初年，因“西红门”是明清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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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青云店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总体特征值变化

Ｆｉｇ．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Ｑｉｎｇｙｕｎｄｉａｎ ｔｏｗｎ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图 ８　 北京经济开发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总体特征值变化

Ｆｉｇ．８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苑囿南苑的西门而得名。 京开高速、四环路、五环路、地铁 ４ 号线、新机场高速等过境，交通条件优越，以经济

适用住房需求及大型商业综合体为基础，改善交通和公共设施配套条件，复合配置优质绿色空间，完善生活居

住和商贸职能，形成多功能的商业复合小城镇（图 ９）。 第三产业呈稳定发展趋势，近年在金融谷、创业大街等

１６１１　 ３ 期 　 　 　 李婷　 等：基于原型思维的城市边缘区景观格局演变研究———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地重点发展新型金融、数字创意、“互联网＋”产业。 另外，在政策利好、商圈辐射和交通带动的基础下，形成了

包含商业综合体、社区商街、产业园区等多种类型的现代商业社区和高端居住氛围。

图 ９　 西红门地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总体特征值变化

Ｆｉｇ．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Ｘｉｈｏｎｇｍ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４．３．６　 旧宫地区： 居住休闲导向

总面积 ２９．２１ ｋｍ２，位于区域北部，于明代修建，清乾隆间又重修为射猎避暑临憩的行宫。 地区内住宅用

地面积占比大（图 １０），生态空间和绿色基础设施散布于组团间。 主要河道有小龙河、凉水河、新凤河，灌渠引

官厅、密云水库水源入境。 依托丰富的水资源，２０１０ 年建设北京南海子郊野公园。 境内道路等级低，交通优

势不明显，商服配套和公共设施欠缺，社区环境相对单调，目前呈内向的、较为封闭的发展，政策导向不明显。
整体上形成了低密度的、休闲的良好居住环境。

５　 结论

５．１　 意义

　 　 城市格局的演变是由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而城市规划等发展战略是对这一过程进

行主动和有目的性的干预。 因此，对于不同发展导向下的空间原型进演变的特征、原因、利弊和影响进行针对

性的分析，既可在不可避免的人为干涉过程中为宏观城市发展提供一定的自由度，又可为局部的城市功能转

型、用地结构优化提供方向性的指导，避免一概而论的区域规划。
首先，一些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演化类型应该加以推广和建设。 如本研究筛选出的生态原型榆垡镇和农

业原型青云店，是历史悠久的京南重镇，生态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有深厚的农耕文明，地势平坦便于交通，而
近 ２０ 年内政策导向和控制性强，建设用地成片侵占农业用地，仅南部边缘区域暂时得以保留，若未来的规划

仍以城市化发展、产业开发为主导，则城市空间的内在二元性［２９］必定会逐渐失衡，削弱场地自我修复能力，一
旦脱离人为控制则难以维持自身运转。 对于这类原型，应在尊重地域本质生长规律的基础上适当结合现代手

段进行辅助和提升，使其在与历史秩序包含一定联系的同时又可以形成新的时代意义，将人为干预控制在局

部，增强场地自运营能力。
其次，在现代“拼贴城市”中，由复杂人工因素构成的“异型”，则需加以限制和规范。 如大兴区北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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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旧宫地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总体特征值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Ｊｉｕｇｏ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首都功能承接重地，受强烈的人为干预而出现多处工业区，对于承接用地的发展定位趋同，缺乏因地制宜的意

识而忽略其原有的空间内涵，有悖于其原有的空间秩序和意义，属于历史的、蕴含传统的原型逐渐被迫转型，
地域风貌和空间特色愈发消失和隐没，导致空间形式的单一性，即失去了传统又缺乏创新，大多呈现“断层式

发展”，基于大兴区“三区一门户”功能定位的体现仅局限在各别“圈地建设”的地区，并没有与原本的城市结

构产生互动，反而将各种功能相互叠加，增加城市承载压力，影响城市脉络的继承和延续。 对于此类异型，可
借鉴和保留其快速开发对城市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如经济激活、交通质量提升、公共设施完善等，对于其它的

消极空间应进行疏解置换，甚至重新开发，从中预留机动土地以应对不可预知的城市变化。
５．２　 展望

通过剖析城市空间原型及其景观格局演变，可以对过去一定时期内区域资源环境状况的变化有深入了

解，对于未来合理规划以及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 本文旨在提供一

种场地分析的研究思路，因历史资料的限制及研究时间跨度较大，在遥感解译过程中必定会存在一些偏差，希
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够结合更前沿的分析方法进一步提高解译精度，以便进行更准确的分析。 不同的研究地

区也可采取其它因地制宜的场地切片和原型筛选方法。 后续可在原型识别的基础上对影响其演变的驱动机

制进行深入研究，为城市规划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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