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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多时相/7DHT7R600’W6和’W6 卫星影像为数据源!提取宁波城市各组团 $三江

片’镇海片和北仑片%多时相的 用 地 信 息!分 析 了 港 口 城 市 用 地 扩 展 的 时 空 特 征 及 外 部 形 态

演变过程&结果表明"$;%;:":年 以 来!宁 波 城 市 用 地 面 积 扩 展 速 度 和 扩 展 强 度 不 断 提 高!

但各个组团的表现有较大的差异&$!%各组团城市用地空间结构分维数的波动与城市用地的

空间扩展模式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个组团的城市用地扩展强度指数峰区相对城市质心

有不断外移趋势!但扩展强度指数峰值的变化在各个片区有一定差异&$<%%个组团城市用地

外部形态演变在不同方向上的差异性与宁波港口迁移及港口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J%随着

宁波港口从内河港向河口港’海岸港的迁 移!宁 波 城 市 外 部 形 态 演 变 经 历 块 状 单 一 集 中 型 内

河港城市’+一城一镇,飞地式群组河口港城市’+一城二镇,飞地式群组海港城市和 +一城多

镇,不连续带状群组海港城市发展阶段!最后将形成 +W,型带状群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

关 键 词"城市用地#时空特征#群组型港口城市#形态演变#宁波

文章编号";###9#J$J$!##$%#!9#!"J9;#

;!引言

!!城市化及城市用地扩展是现代社会人类对土地利用的重要方式之一(;)!城市扩展不仅

表现为对非城市用地的替代!而且还涉及到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不同的城市自然环境’
区位条件’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对应不同的城市形态&!#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

城市化进程加速!经济’人口’物质’能量和信息等在城市区域的快速集聚!直接导致了

城市规模扩大’腹地空间增大&城市用地扩展及其外部形态演变格局与过程日益成为现代

土地利用过程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研究内容(!)&分析城市空间形态!掌握城市用地时空演变

规律!对于优化城市空间!推动城市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内外学者在城市形态演

变的特征’过程’机制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对城市形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

探讨(%";#)&从具体案例选择看!集中型城市的形态特征及其演变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重

点(;;!;!)!群组型城市形态演变的研究案例较少(;%)#从研究手段上看!遥感和&-0技术在

城市形态演变研究中逐渐得到应用($!;!)&然而!由于缺乏多时段动态数据的支持!不利于

揭示大尺度’长时间序列城市形态的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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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和城市化过程最为剧烈的地区!城市用地增长

特征和形态变化在我国具有典型性!成为我国现代城市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研究的热点地

区&已有研究主要是对长江三角洲地 区 的 集 中 型 城 市 用 地 扩 展 和 形 态 演 变 的 分 析(;<";$)!
也有基于多时相数据对整个长江三角洲城市用地增长的分析(;:)!而对受地形’河流等限

制或因经济发展需要所形成的群组型城市的用地扩展特征及形态演变的研究则较少&宁波

地处浙江东部’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北濒杭州湾!西接绍兴市!南临三门湾!并

与台州的三门’天台相连!全市陆域总面积:%=JN?!&宁波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典型的群组

型港口城市!作为长江三角洲南翼中心城市!宁波在长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目前对该地区城市扩展及形态演变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分析

宁波城市用地扩展及空间形态演变规律!不仅对科学合理地指导城市规划’控制城市用地

规模’促进该地区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促进我

国群组型港口城市形态及其演变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数据源为宁波幅;:":$600%’;::#$W6%’;::J$W6%’!###$’W6%
和!##J年$W6%J期陆地资源卫星数据&以研究区;:"$年;V;#万地形图为基准!对遥感

影像进行几何 校 正!校 正 误 差 小 于;个 像 元!投 影 方 式 为 地 理 经 纬 度 投 影&对;:":年

600数据和!###年’W6数据进行%#?X%#?重采样&采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V;#万行

政区划界线进行影像切割!再进行增强处理!用于城市用地专题信息提取&

!!本文的宁波城市用地特指鄞县并入市区前的城市用地!即海曙’江东’江北老%区构

成的老城区$三江片%及镇海’北仑!区&从城市用地及其背景地物的遥感信息机理分析着

手!采用决策树分类器进行城市用地提取(!;)&提取的城市用地栅格图像经形态综合’村

镇信息剔除’图像镶嵌’矢量转化!最后得到J个时期的城市用地矢量图$图版%图;%&

!"!!城市用地增长的分析指标

!!将不同时相的城市用地解译数据进行顺序叠加运算!得到不同时段城市用地变化信

息&为深入探讨;:":年以来宁波城市用地扩展的时空特征及形态结构!引入以下分析指标"

!! $;%城市用地扩展速度!城市用地扩展速度SN 表示整个研究时期内不同阶段城市

用地扩展面积的年平均增长量!用以表征各阶段城市用地扩展的总体规模和趋势&

SN AS53BS13"0
$;%

!!式中"SN 为城市用地扩展速度!S53为某一时间段末期城市用地面积!S13为某一时

间段初期的城市用地面积!"0为时间段 $一般以年为单位%&

!! $!%城市用地扩展强度指数!城市用地扩展强度指数S. 是指年均城市用地扩展面积

与土地总面积的比值&其实质是用各单元土地总面积来对其年均扩展速度进行标准化处

理!使不同片区城市用地扩展速度具有可比性(;=)&

S.A"S;3T;##"0TF03
$!%

!!式中"S. 为城市用地扩展强度指数!"S;3 为某一时间段城市用地扩展数量!"0为时间

段 $一般以年为单位%!F03 为研究单元土地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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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用地扩展分形模型!分形模型适合于城市空间形态与空间过程研究!揭示

城市生长和演化规律&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可用式 $%%定义(!!)

#A!3D?<
*3D) $%%

!!式中"#为分维数!)为某一时期的城市面积!?$0%为该时期的城市边缘周长&由

于城市平面图斑为二维空间!故#值的理论值范围在;4#"!4#之间&# 值可反映城市用

地的集约程度!#值越小!表示用地集约程度越低##值越大!表示用地集约程度越高&

!! $<%缓冲区分析模型!城市用地扩展的缓冲区分析法是通过建立围绕中心市区或交

通线向外等距扩散缓冲带!然后将这些缓冲带作为城市用地扩展空间分异的基本单元!用

来计算相关空间度量特征!并分析不同时期城市扩展过程所体现出来的空间行为特征&缓

冲区可由式 $<%定义(;$) !!!*.A 0<"G$<!S.%&I1 $<%

!!式中"*. 为缓冲区!<为点位!S. 为城市!G为<到S. 的距离!I为半径&

%!结果分析

$"#!城市用地扩展速度

表#!#PNP!!QQL年宁波城市用地面积 $单位!R8!%

*+,"#!>09+2410,+3-F9:6+3:-3&-3B,27-/A
4028#PNP/2!QQL$13-/!R8!%

年份 ;:": ;::# ;::J !### !##J

宁波市 ;"4!= !$4#$ =!4=# ;;%4:: !<$4!=

三江片 ;J4;! !#4$$ %$4$; =!4:% ;%:4;#

镇海片 ;4:# =4#J ;%4#= !"4$% <:4%=

北仑片 #4!< ;4;J ;#4"% !%4!% J:4$#

!!;:":年 宁 波 城 市 用 地 总 面 积 仅 为

;"4!=N?!!!##J年 增 至!<$4!=N?!!为

;:":年的;<4%:倍!期 间 城 市 用 地 扩 展

速度为$4$$N?!*7&从 不 同 时 段 城 市 用

地面 积 扩 展 速 度 看!;:":年 以 来 的<个

时期呈明显的加快趋势 $表;!!%&

!!从宁波各组团城市用地增长构成看!
三江片’镇 海 片 和 北 仑 片%个 组 团 在 不

同时期城市用地的增长特征 表 现 出 较 大 的 差 异 $表;!!%&在 改 革 开 放 之 初 的;:":年!
宁波城市仍是以三江片为中心的集中型形态!其用地面积占整个城市用地的$"4=a!群

组型城市形态还未形成&随着镇海港的建成及镇海石化’镇海电厂等港口工业的发展!镇

海片城市用地扩展速度加快!;:":";::#年城市用地面积的净增长量接近同期三江片用

地的净增长量&北仑片尚处于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一期建成之初!港口配套设

施还不完善!城市用地规模仍相对较小&;::#";::J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政

治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宁波城市建成区外拓加快&三江片仍是城市发展的重点地区!镇

海片用地也有所增长&北仑片则在港口经济的带动下!城市用地以开发区为依托迅速增长!

表!!#PNP!!QQL年宁波城市用地扩展速度"强度指数

*+,"!!C02</=.599:+3:B02</=-3/93.-/A2410,+3-F9:6+3:-3&-3B,24028#PNP/2!QQL

时段
;:":";::# ;::#";::J ;::J"!### !###"!##J

扩展速度 扩展强度 扩展速度 扩展强度 扩展速度 扩展强度 扩展速度 扩展强度

宁波市 #4:$ #4#$ =4:#< #4J= ;#4!$ #4$< !=4$J !4;:

三江片 #4J! #4;: %4J$= ;4%# <4$! ;4"J ;J4!% J4J!

镇海片 #4%$ #4;# ;4<#!$ #4%$ !4:J #4$; <4%; ;4;"

北仑片 #4#$ #4#; ;4:;J! #4%% !4J# #4<% "4%; ;4!J

注"扩展速度单位为N?!*7



!"$!! 地!!理!!研!!究 !"卷

期间城市用地净增长接近;#N?!&;::J"!###年!宁波城市各组团的用地仍保持较高的

增长速度!三 江 片’镇 海 片 和 北 仑 片 城 市 用 地 增 长 量 分 别 为!<4;!N?!’;<4""N?!和

;!4J#N?!&!###年 以 后!宁 波 城 市 进 入 超 常 规 的 高 速 发 展 时 期!城 市 空 间 迅 速 膨 胀&

!##J年宁波城市用地总量是!###年的!4;$倍!三江片’镇海片和北仑片城市用地增长

量分别为"=4;"N?!’!;4J%N?!和%=4J"N?!&

$"!!城市用地扩展强度

!!;:":"!##J年!宁波城市用地总体扩展强度不断提高 $表!%&具体从三江片’镇海

片和北仑片看!不同时段各组团城市用地的扩展强度也表现为不断提高的趋势!但提高速

度有较大的差异&;:":";::#年!三江片和镇海片城市用地表现出较快的扩展趋势!强

度指数分别达#4;:和#4;#&而北仑片仍未形成规模!扩展强度较小&;::#";::J年!三

江片’镇海片和北仑片的扩展强度指数分别达;4%#’#4%$和#4%%&;::J"!###年!城市

用地的扩展强度进一步提高!三江片’镇海片和北仑片分别达;4"J’#4$;和#4<%&!###"
!##J年!各组团城市用地扩展强度指数达;:":年以来的最大值!北仑片首次超过镇海片&

$"$!城市用地空间结构变化特征

表$!宁波城市用地结构分维数

*+,"$!S0+7/+6:-893.-232410,+3-F9:6+3:-3&-3B,27-/A

年份 ;:": ;::# ;::J !### !##J

宁波市 ;4;:;< ;4!!$% ;4!<:< ;4!%"! ;4!%";

三江片 ;4;$#! ;4;:!J ;4;$J" ;4!;%= ;4!#!;

镇海片 ;4#"#$ ;4;$"# ;4!#;; ;4;"!= ;4!###

北仑片 ;4;#"% ;4;$!$ ;4!%== ;4;=<; ;4;";:

!!根据提取的宁波市不同时期城市用

地总图斑及分形模型!建立城市用地周

长_面积双对数关系!再利用最小二乘

法 进 行 线 性 回 归&结 果 表 明!;:":"
!##J年宁波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的分维数

介于;4#"#$";4!<:<之间!均小于;4J
$表%%&;:":";::J年!宁波城市用地

空间结构的分维数由;4;:;<增加到;4!<:<!这是由于该时期宁波城市地域面积的增加沿

主要交通线向外规模扩展!城市用地集约程度相对提高&;::J年以后!城市发展过程中

受海岸’河流等条件的影响较大!用地结构的空间分维数略有降低&从宁波三江片’镇海

片和北仑片%个组团看!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的分维数表现出一定的差异 $表%%!这种差

异与各组团在相应时期的城市用地扩展特征有直接联系&

$"%!各组团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特征

!!分别以;:":年宁波市%个组团的城市用地质心为原点!以;N?为间隔建立缓冲区!
并与;:":年’;::#年’;::J年’!###年和!##J年的城市用地解译结果进行叠加分析!
获得不同年份各缓冲带内城市用地面积!同时计算出不同年份各缓冲区城市用地扩展强度

指数 $图!"图<%&此外!以;:":年宁波市三个片区的城市用地质心为原点!东西方向

为横轴!南北方向为纵轴!按八个方位划分为八个象限区域 $以’’5’方位所夹区域为

第;象限!逆时针依次排列$个象限%!将其与解译的不同时期城市用地数据进行空间叠

加分析!得到不同时期城市用地在各个象限中的面积!然后分析不同时段各个象限内城市

用地扩展的规模和强度特征&

$"%"#!三江片!三江片城市质心!N?缓冲区范围内的城市用地在;:":年已接近:N?!!

;:":年以来城市用地的增加主要表现在城市质心!N?以外的区域&;:":";::#年!城市

用地扩展集中在离城市质心JN?范围内!增长最快的区域集中在!"%N?处!用地增长

量达%4%!N?!&;::#";::J年!城市用地增长的峰区外移!峰值出现在%"<N?处!增长

量为=4::N?!&;::J"!###年!城 市 用 地 增 长 的 峰 区 进 一 步 外 移!<"JN?处 增 加 量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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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J年!城市用地增长量以""$N?处为最!达;=4#;N?!#<";#N?
范围内均有较大的增长!增加量在"4#N?!以上&

图!!三江片不同缓冲带城市用地面积及扩展强度变化

O@E4!!WSBIS7DEB2QC8\7D@FBH37DH78B77DHE82ARS@DRBDT@RU@D07DG@7DEH@TR8@IR

!!由图!可知!三江片;:":以来<个时期的缓冲区扩展强度指数分布曲线 以;::J"
!###年的峰值最大!达%<4"%&其次为;::#";::J年’;:":";::#年和!###"!##J年&

;:":年以来的<个时段!城市用地扩展强度指数峰值!分别位于!"%N?’!"%N?’J"
=N?和J"=N?处有逐渐外推的趋势&扩展强度指数峰值的外移表明三江片城市化的核心

区域逐渐外移&由象限分析可知 $图J%!;:":"!###年三江片城市用地在各象限的规模

外扩 相 对 均 匀&而!###"!##J年 突 出 表 现 为 沿 宁 镇 公 路 和 江 南 公 路 向 镇 海 和 北 仑’沿

%!:国道和甬台温高速公路向北仑和沿江北大道向江北工业区方向的扩展&

$"%"!!镇海片!;:":年镇海片城区面积较小!城市质心!N?缓冲区范围内的城市用地

不到!N?!&;:":";::#年城市用 地 增 长 最 快 的 区 域 集 中 在!"%N?处!用 地 增 长 量 达

;4J%N?!&;::#";::J年!用地增长以;"!N?处的!4:"N?!为最大&;::J"!###年!用

地增长的峰区外移!%"<N?处用地增加量达%4:JN?!&!###"!##J年!城市用地增长

量峰区进一步外移!以=""N?处为最!达%4="N?!#!"$N?范围内城市用地增长量均

在;4=#N?!以上&;:":年以来!镇海片城市用地扩展强度指数峰值分别位于#";N?’;
"!N?’!"%N?’%"<N?缓冲区范围内 $图%%&城市用地在各象限的扩展则有出较大的

差异 $图J%!并突出表现为第<象限沿海岸线向西北方向和第;象限沿海岸线向东南方

向的扩展&

图%!镇海片不同缓冲带城市用地面积及扩展强度变化

O@E4%!WSBIS7DEB2QC8\7D@FBH37DH78B77DHE82ARS@DRBDT@RU@D>SBDS7@H@TR8@IR

$"%"$!北仑片!;:":年!北 仑 片 城 市 用 地 分 布 在 离 质 心;N? 缓 冲 区 范 围 内!用 地 仅

#4!<N?!&至;::#年用 地 仍 集 中 在;N? 缓 冲 区 范 围 内!面 积 也 仅 为#4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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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年!;"<N?缓冲区 范 围 内 城 市 用 地 均 有 较 多 增 长!其 中;"!N?增 长 量 最 大!为

!4$"N?!&;::J"!###年!北仑片城市规模进一步加大!但城市用地增加量却主要分布在

原有城市框架范围内&!###"!##J年!用地增长的峰区显著外移!!""N?缓冲区范围内

均有较大的增加量&其中以<"JN?处为最!达:4#:N?! $图<%&

图<!北仑片不同缓冲带城市用地面积及扩展强度变化

O@E4<!WSBIS7DEB2QC8\7D@FBH37DH78B77DHE82ARS@DRBDT@RU@D[B@3CDH@TR8@IR

图J!城市用地扩展的象限分析

O@E4J!jC7H87DR7D73UF@DE2QC8\7D@F7R@2D
37DHTP7R@73B‘P7DT@2D

!!;:":年以来的<个时期城市用地的扩展强

度指数分布 曲 线 以;::J"!###年 的 峰 值 最 大!
达%:4:!&次为;::#";::J年’!###"!##J年

和;:":";::#年&从城市用地扩展强度指数曲

线的分布看!城市 用 地 扩 展 强 度 指 数 峰 值 分 布

区有 逐 渐 外 移 趋 势&;:":年 以 来 的<个 时 期!
城市用地扩展强度指数峰值 分 别 位 于#";N?’

#";N?’;"!N?’%"<N?缓冲区范围内&北

仑区城市形态演变除第!’%象限受海岸线限制

外!其他象 限 均 有 较 快 的 增 长&其 外 部 空 间 形

态的演变突 出 表 现 沿%!:国 道 和 甬 台 温 高 速 公

路 $第J象限%向宁波方向和第$象限沿海岸线向东南方向的扩展 $图J%&

$"L!群组型港口城市外部形态演变过程

$"L"#!块状单一 集 中 型 内 河 港 城 市 $#PNP年 以 前%!宁 波 老 城 地 处 浙 东 奉 化 江’余 姚

江’甬江三江交汇之处!沿江可上溯奉化’余姚!下达东海!经济发达!交通便利&;###
多年前宁波已在此建城筑港!唐景福元年 $公元$:!年%建成了宁波之郭---罗城&作为

内河港口城市!宁波当时的城市形态比较简单!基本上为点状形态&经济以农业’手工业

和渔业的产品交换为特征!商品交换的场所集中在港口附近的东门一带!这与当时以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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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运输为特征的内河港口条件相适应&鸦片战争后!宁波成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城市经

济也逐渐从传统农业’手工业和渔业向近代工业演变!江北港址逐渐形成&宁波城市规模

也就逐渐跨过奉化江和余姚江!向江东’江北发展!宁波老城被分为海曙’江东’江北%
区!宁波老城的城市外部轮廓基本形成!城市形态为块状单一集中型&!#世纪%#""#年

代!随着船舶大型化及国际远洋航运事业的飞速发展!港口对水深陆域的要求逐渐提高!
上海港迅速崛起!宁波港相对衰落!宁波的城市总体布局无多大变化!城市形态基本上保

持原状!仍为单一集中型内河港口城市&

$"L"!! &一城一镇’飞地式群组河口港城市 $#PNP!#PPQ年%!!#世 纪"#年 代 以 后!
船舶大型化进一步发展&国家为分流上海港的运输!;:"<年开始开发宁波镇海港&宁波

内河老港甬江通航能力低!不能适应现代化海运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

度!使宁波城市具有足够的吸引力’竞争力’辐射力!宁波必须有自己的出海口&镇海港

的开发!标志着宁波河口港的形成!镇海港主要承担物资中转和近海物资集疏运&该时期

宁波三江片老城区城市用地空间扩展以内部填充为主&以;:":年城市质心为原点!则该

年三江片城市规模已形成以JN?为半径范围的基本框架!;:":";::#年的城市用地增加

主要集中在这JN?为半径的缓冲区范围内&随着镇海石化’镇海电厂等港口工业的发展!
镇海成为石化加工和后续加工的重化工基地!城市用地大规模向外拓展&;:":年镇海片

城市用地规模仅为;4:#N?!!并集中在城市质心!N?半径范围内&;:":";::#年城市用

地在!"<N?为半径的缓冲区范围内增加量为%4=#N?!&随着内河港向河口港的发展!宁

波城市形态形成 +一城一镇,$老市区’镇海%飞地式河口港群组城市&

$"L"$! &一城二镇’飞地式群组海港城市 $#PPQ!#PPL年%!随着远洋运输和国际贸易

的进一步发展!镇海港已不能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迫使港口外迁&北仑港位于甬江口以

南的滨海地带!距三江汇合处约%$N?!是中国大陆重点开发建设的<个国际深水中转港

之一&!#世纪$#年代开始!深水良港北仑港的开发!标志着宁城港已演变成集内河港’
河口港和海港于一体的综合性港口!并进入港口工业型经济发展阶段&经过十多 年 的 开

发!至;::J年在北仑’镇海二个港区的后方陆域!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港口工业体

系&随着港口和港口工业的发展!宁波城市也向外拓展&该时期!宁波老城区仍是城市发

展的重点地区!建成区用地扩展表现为内填外展&首先!在原有城市框架内城市用地进一

步填充!!"%N?’%"<N? 和<"JN? 缓 冲 带 范 围 内 的 城 市 用 地 分 别 由;::#年 的

"4"J$N?!’!4!":N?!’#4<<:N?!增 加 到;::J年 的;!4!%N?!’:4!==N?! 和!4:!!
N?!&其次!J"$N?缓冲 区 范 围 是 该 时 期 城 市 化 的 扩 展 区!三 江 片 城 市 规 模 逐 渐 增 大&
港口工业的发展和北仑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立壮大!使得镇海和北仑两区作为宁波

城市的工业职能组团得以快速发展&镇海片城市用地扩展以内部填充为主!!"<N?缓冲

区范围内的城市用地增加量达=4<=N?!&北仑片城市用地则大规模向外拓展!!"=N?缓

冲区范围内城市用地快速扩展!该范围内城市用地增加量为:4#!N?!!是;::#年城市用

地总量的;J4!倍&宁波城市形态逐渐形成 +一城二镇,$老市区’镇海’北仑%飞地式群

组海港城市&

$"L"%! &一城多 镇’不 连 续 带 状 群 组 海 港 城 市 $#PPL!!QQL年%!港 口 经 济 的 飞 速 发

展!使得城市空间扩展逐步加快&依托港口优势!临港大工业逐渐得以发展!港口陆域腹

地不断得以开发利用!同时也促进港区与中心城区的发展&由北仑’镇海’宁波老港组成

的宁波港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国际远洋集装箱枢纽港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国际性组合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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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港!宁波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口岸&宁波老市区’镇海区’北仑区组成了生产’
生活设施相互独立!又有机联系的统一体&老市区成为宁波的政治’金融’贸易’科技文

化和信息中心!镇海为石化加工和后续加工的重化工基地!镇海港主要承担物资中转和近

海物资集疏运!北仑港为大型远洋中转港和港口工业基地&该时期!宁波老城区城市用地

在内部填充的基础上!不断向外拓展&其中;::J"!###年以内部填充为主!城市用地的

扩展主要表现在%"$N?缓冲区范围内 城 市 用 地 的 增 加!该 范 围 内 的 城 市 用 地 增 加 量 在

!%N?!以上&!###"!##J年则是内填外展阶段&在该阶段!%"$N?缓冲区范围内的城市

用地继续以较大的幅度增加!其增加量达<$4$=N?!&同时!宁波三江片现代化大都市的

架势进一步拉大&$";;N?缓冲区范围也是该时期城市用地扩展的重要区域!城市用地

扩展量达!=4$=N?!&镇海区城市用地扩展表现为内填外拓&;::J"!###年内填主要表现

为!"JN?缓冲区范围内的城 市 用 地 扩 展!其 扩 展 量 达:4<=N?!#外 拓 主 要 表 现 在J"
"N?缓冲区范围内的用地拓展!其扩展量为%4J!N?!&!###"!##J年!城市用地内部充

填主要表现在!""N?缓冲区范围内用地的增加!增加量达;#4!=N?!#外拓主要表现在

"";#N?缓冲区 范 围 内 的 用 地 扩 展!扩 展 量 为<4$#N?!&北 仑 片 城 市 用 地 扩 展 表 现 为

;::J"!##J年的内填外拓和!###"!##J年的内向充填&;::J"!###年的内填外拓主要表

现在!"=N?缓冲区范围内城市用地;;4#"N?!的增加量及="$N?缓冲区范围内;4%"N?!

的城市用地外拓&!###"!##J年的内向充填主要表现为!"$N?缓冲区范围内的城市用

地内部填充!填充量为%J4;;N?!&

!!随着甬江新区’大榭岛’小港经济开发区规模的逐渐形成!宁波城市形态向一城多镇

方向发展!以老市区’镇海’北仑之间的效能联系为骨架!以港口为伸展轴定向发展!形

成从老港开始沿甬江至镇海’小港!再转向东南沿海岸发展的不连续带状群组海港城市&

$"L"L! &*’型带状群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 $!QQL年以后%!由于宁波老市区’镇海’
北仑相距较近!再加上招宝山大桥’宁镇公路’江南公路’甬江隧道的建成!!##J年以

后三个组团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发展充分利用老市区原有的优势!
沿甬江两岸逐渐向东向入海口方向推进&城市商业’金融中心也将逐步东移!并在甬江入

海口一带形成新的市中心!重点发展金融’商贸’服务’科技等第三产业!而三江口老市

区城市中心的作用将逐渐下降&城市建设将逐渐转向沿江南公路!宁镇公路两侧!使这两

条路逐渐成为今后的主要商业街&老城区城市用地的蔓延式发展模式将逐渐被沿甬江向东

发展的模式所代替&与此同时!受港口后方陆域腹地的限制!镇海和北仑城市用地也将不

断的沿宁镇公路和江南公路向老市区方向内向充填!并逐渐与老城区连成一片&而宁波港

口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港口经济的发展!将使得镇海和北仑逐渐把各个沿海港口工业建设

用地串联起来!以共同利用各类公共建筑和市政设施!并使得城市向港口所在地 定 向 发

展!逐渐形成沿海城镇带&这样!宁波城市形态最终将形成沿海岸发展和 沿 甬 江 发 展 的

+W,型带状群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

<!结论

!! $;%;:":年以来!宁波群组型港口城市用地面积扩展呈明显的加快趋势&;:":年以

来<个时期城市用地的年均扩展速度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且各组团在不同时期表现出较

大的差异&城市用地总体扩展强度不断提高!但各组团在不同时段的提高速度存在差异&
城市用地空间结构的分维数表现出的波动与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展模式有明显的相关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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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市群组型城市%个组团城市用地面积增长量的峰区和扩展强度指数峰区相对城市质心有

不断外移趋势!但扩展强度指数峰值的变化在各个组团仍有一定差异&

!! $!%宁波群组型城市%个组团城市用地外部形态扩展在不同方向上的差异性与港口

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港口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使得三江片中心城区城市用地外部空间

形态在规模外扩的基础上!突出表现为沿宁镇公路和江南公路向镇海和北仑’沿%!:国道

和甬台温高速公路向北仑和沿江北大道向江北工业区方向的扩展&镇海港的建设和港口工

业的发展!使得镇海片城市形态演变突出表现为第<象限沿海岸线向西北方向和第;象限

沿海岸线向东南方向扩展&北仑港的开发和邻港工业的发展!使得北仑片城市形态演变除

第!’%象限受海岸线限制外!其他象限均有较快的增长&其外部空间形态的演变突出表

现沿%!:国道和甬台温高速公路 $第J象限%向三江片方向和第$象限沿海岸线向东南方

向的扩展&

!! $%%作为港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港口条件决定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外部轮廓形

态&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原来的港口位置’规模等条件越来越不适应城市的发展!城市的扩

展’城市形态的演化必须通过港口位置迁移’规模扩展来实现&随着宁波港口从内河港向

河口港’海岸港的迁移!宁波城市形态 演 变 经 历 了 块 状 单 一 集 中 型 内 河 港 城 市’+一 城 一

镇,飞地式群组河口港城市’+一城二镇,飞地式群组海港城市和+一城多镇,不连续带状群

组海港城市发展阶段!并将最终形成 +W,型带状群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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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宁波 " 个时相城市用地解译矢量叠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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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 :李加林 等! 群组型港口城市用地时空扩展特征及外部形态演变"""以宁波为例

吴铮争 等! 北京城市边缘区城市化过程与空间扩展分析"""以大兴区为例

图 ; 大兴区 ;<<! 年#左$%;<<= 年&右$建设用地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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