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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analyzed the land use types of Haizhu district, Guangdong province in 1993 and 2002 by VCM 
curve method. The results include: the Farmland and Corner were Concentrated Within a certain distance in 
1993 and 2002, and more fragmentations in 2002; The spacing of urban land plaques were reduced in 10 
years; While the Mining land were scattered in two years.The order of land use plaques complexity was: un-
used land, farm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while the order of scattered degree was: farm land, unused land 
and construction land. The land use diversity reduced and the dominance increased in this 1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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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等步长变距离缓冲区分析法（VCM）对广州市海珠区 1993 年和 2003 年的土地利用状况

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两个年度耕地和园地都是在一定距离范围内存在一定的集中，2002 年更加破

碎，城镇用地斑块间距随着时间推移逐步缩小，而工矿用地在两个年度均表现出弥散分布。土地利用

斑块形状复杂程度依次是：未利用地＞农用地＞建设用地；土地利用类型在地域上的分布分散程度依

次是：农用地＞未利用地＞建设用地；土地利用的多样性不断降低，而优势度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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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地利用是人们根据土地资源的特点，按照一定的

社会经济目的，对土地进行的开发利用活动[1]，反映了

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 直接和 密切的

关系[2]。国际土地科学研究机构对土地系统本身的演变、

土地利用活动造成的资源环境影响以及区域乃至全球

环境变化都给予了高度关注[3]，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

被确定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核心内容[4]。目前的研究

主要侧重在一些代表性区域，如深圳市[5,6]，北京市[7]，

长江三角洲[8]等，这类区域的特点是目前或过去的一段

时期内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剧烈，或是未来一段时期

内将要发生较大变化，同时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对环

境的影响较大。海珠区地处珠江三角洲北部，属广州市

中部区域，地理坐标范围为 113°14´～113°23´E， 

23°3´～23°6´N，由珠江水系广州河段的前后航道所环

绕，全区江岸线长达 47.35 公里，是广州市唯一的封闭

岛区。地貌有低丘、台地和平原三种类型，属南亚热带

季风气候。全区面积 90.45km2，江岸线悠长，地理位置

优越，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它是广州市通往珠江三角洲

各市、县和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重要通道和南出口，

既有都市的繁华热闹，又有乡村的田园景色，具有典型

的城乡结合部发展特点，呈现出以“江、涌、林、园”为
资助信息：四川省 2009-2012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

项目 P09271 

The Conference on Web Based Business Management

978-1-935068-18-1 © 2010 SciRes.943



 
 

 

 

 

 

特色的江岛生态系统，使海珠区成为 适宜创业发展和

生活居住的现代化“生态城区”。本区的城市人口规模、

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土地利用不断扩展；城市产业

结构、用地结构不断调整。城市空间格局演化显著，城

市功能替代活跃，具有城市发展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迅

速。探讨该地土地利用规律对于研究和探索我国快速发

展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及其演化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2 研究方法 

利用 GIS 缓冲区分析及其他空间分析功能，采用

适于渐变尺度的空间结构度量方法（又称等步长变距

离缓冲区分析法）即 Variable Clumping Method (VCM)

来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斑块的空间分布规律。 

VCM 曲线分析的前提是 VCM 曲线的绘制。VCM

曲线的绘制以缓冲区分析作为基础，即按照一定的缓

冲半径对指定目标建立缓冲区并进行相应的空间分

析。当相邻目标间的距离大于缓冲区半径的两倍时，

它们之间的缓冲区是相互分离的；当相邻目标之间的

距离小于缓冲区半径的两倍时，它们之间的缓冲区就

会产生叠加。其叠加部分的数量由缓冲区半径和斑块

的空间分布所决定。随着缓冲区半径的不断变化，叠

加部分的的数量也会相应的产生变化，两者之间的关

系可以定量地反映出土地利用斑块的空间分布格局。

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斑块由于空间分布特征的不同，

有些土地利用斑块间的间距小，分布密集；有些斑块

间距大，分布分散。 

为了定量反映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格局，在土地利

用空间格局分析过程中设 为本次缓冲区发生叠加

的土地利用斑块数目， 为上一次缓冲区发生叠加

的斑块数目，则 =( - )/N×100%为本次增加

的缓冲区发生叠加的斑块个数占该地类土地利用斑块

总数的百分比。以依次递增的缓冲区半径为 轴，

tN

1

tN 

tN

tNNP 1

X

NP 为Y 轴，即可制作反映土地利用类型用地斑块空

间分布的“VCM”曲线。 

3 研究结果 

利用 VCM 曲线对研究区 1993 年和 2002 年的耕

地、城镇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和园地等四种土地利用

类型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 

3.1 耕地 

耕地的 VCM 曲线在两个年度的表现相似，都是

在一定距离范围内存在一定的集中，如图 1 所示。所

不同的是在 1993 年，当缓冲区半径在 20m 时出现“峰

值”，随后 N△ t呈现随着缓冲区半径的递增逐渐较小的

趋势，当缓冲区半径大于 110m 后， N△ t近于 0；2002

年出现“峰值”的缓冲区半径为 10m，且“峰值”达 30%

以上，明显高于 1993 年的“峰值”水平。耕地 VCM 曲

线特征 1993 年到 2002 年的变化也表明耕地在被其他

用地分割，使其空间分离的距离集中于 20m 左右，缓

冲半径为 100m时超过 80%的耕地斑块发生叠加，1993

年在缓冲半径为 100m时其斑块叠加数比例高达 87%，

说明 1993 年耕地以大斑块分布为主，且在距离上分布

比 2002 年远。 

3.2 园地 

园地的 VCM 曲线的特征与耕地相似（如图 2），

其“峰值”出现在 10m 缓冲半径左右，只是 2002 年的

园地被其他用地分割得更加破碎，同时其 在 10m 处

的局部空间上的分布更加集中。 

 

 

Figure1. The VCM curve of farm land(耕地 VCM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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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2. The VCM curve of corner(园地 VCM 曲线) 

 

 
Figure3. The VCM curve of urban land(城镇用地 VCM 曲线) 

 

 

Figure 4. The VCM curve of mining land (工矿仓储耕地 VCM 曲线) 

 

3.3 城镇用地 

城镇用地斑块的分布 1993 年起相邻斑块间的距

离大多在 40m 左右，2002 年的分布有了明显的变化，

主要集中在 20m 的距离上（如图 3），这是区域内部

交通发展的结果，区内交通更加发达，联系更加紧密。

同时两个年度的城镇用地都在缓冲区半径大于 150m

时 趋于 0，也就是说城镇用地在 300m 距离以内的空

间上是绝对集中分布的，而在 40m 距离以内则相对集

中分布。 

3.4 工矿仓储用地 

工矿用地的分布从VCM曲线的特征可以看出（图

4），两个年度的工矿用地斑块在缓冲半径为 10～20m

的距离上相对集中分布，只是 2002 年的集中程度更

强，不同的是 1993 年工矿用地斑块的分布还在缓冲半

径为 30m、60m 距离上出现“峰值区间”。随后两个年

度的工矿用地分布均表现出弥散分布的状态。这是在

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过程中，对工业企业进

行规划布局的结果，也是区域生态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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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5.The curve of scattered degree(分离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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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Figure 6.The curve of dominance(优势度曲线) 

 

 
 

利用等步长缓冲区分析方法（VCM）对研究区的

部分地类进行详细的研究分析，发现海珠区的耕地、

园地、城镇用地和工矿仓储用地在一定距离范围内存

在局部的集中，2002 年这四种用地斑块局部集中，其

相邻斑块之间的距离多在 20m 左右（耕地：30.282%，

园地：56.000%，工矿仓储用地：33.613%，城镇用地：

49.600%），与 1993 年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通过对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的分

析，表明广州市海珠区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及其变化

有如下特点 ： 

4．1 从土地利用斑块尺度看，各年度土地利用斑

块形状复杂程度依次是：未利用地＞农用地＞建设用

地； 

4．2 从土地利用类型尺度看，土地利用类型在地

域上的分布分散程度依次是：农用地＞未利用地＞建

设用地； 

4．3 从土地利用的区域尺度看，研究区土地利用

的一级地类中一直是建设用地较占优势；而以二级地

类来看，城镇用地、园地和其它土地占支配地位； 

4．4 从整个研究期来看，海珠区土地利用空间格

局的变化具有极强的规律性： 

①整个研究期都是农用地急剧减少，建设用地急

速增长，而未利用地的变化不大；但是农用地中的林

地表现出波动中的快速增长趋势； 

②农用地在整个研究期都是被不断的分割、侵蚀，

转变， 终导致大量的农用地转变成建设用地，而建

设用地则是通过在农用地中产生“飞地”并以分割农用

地和扩张方式不断增加自己的面积。研究期间农用地

被分割的程度越来越强，建设用地被分割的程度越来

越弱，而未利用地变化波动（如图 5）； 
 

③研究期区域土地利用的多样性不断降低，而优

势度不断增强，表现在建设用地在区域中的优势地位

不断加强，整个研究区占支配地位的土地越来越突出

（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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