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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城市剖面概念&城市剖面主 要 反 映 了 城 市 内 部 发 展 水 平 的 差 异&通 过 对 城 市 剖

面沿程的空间实体信息和 行 人 社 会 属 性 信 息 的 观 测 研 究!可 以 定 量 分 析 城 市 内 部 发 展 过 程!
为研究城市演变’地域级差及空间 扩 展 提 供 新 方 法&以 大 连 市 为 例!选 择 长 江 路(黄 河 路 为

剖面线!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剖面各 观 测 点 的 城 市 综 合 发 展 指 数 分 布!并 对 城 市 发 展 中

的景观建设和社会人文两大系统的协调度进行分 析 和 评 价&结 果 表 明"$;%沿 城 市 剖 面 线 可

将大连城市划分为三部分"城市发展综 合 指 数 最 高 的 城 心 地 区#指 数 较 高 的 中 间 市 区#指 数

低于平均水平的外围市区&$!%大连市景观 与 人 文 两 大 系 统 的 协 调 度 由 高 到 低 依 次 是 城 心 地

区’外围市区’中间市区&
关 键 词!城市剖面#城市景观#城市人文#协调性

文章编号";$$$:$#%#$!$$%%$#:$&"<:$&

;!问题的提出

!!在地质学中!对地质剖面的岩性’物理组成’化学成份’结构构造’化石等环境信息

载体的综合研究分析是恢复区域古地理沉积环境演变过程的一种常用的方法&我们能否在

城市建立一个剖面!通过对剖面沿程城市空间实体信息和居民’行人社会人文属性信息的

观测分析!定量研究城市发展过程)

!!实际上!在城市研究过程中!经常发现这样现象!仔细观察从城心地 区 至 外 围 市 区

$内部市区外缘’与郊区接壤的环状地带%!无论是建筑物立面美观性’人行道铺装材质’
路面清洁程度’行驶的交通工具状况’乃至沿街广告牌的档次等!还是居民文明素质’行

人外表仪貌等都呈现有次序’有层次’有规律的变化!表明城市发展水平或程度在空间上

存在较大差异性&当然!这种差异性从城心到外围市区是渐变 的’连 续 的!空 间 上 是 衔

接的&

!!据此!引入一个假想的平面!沿城市某一道路为剖面线纵向 *切开+!以建筑物的高

度’街道景观’城市配套设施’居民社会人文以及行人社会属性等指标的沿线变化状况所

反映的城市发展水平在不同地域的级差变化的横截面!称为城市剖面&城市剖面既有时间

概念!又有空间概念&

!!研究城市剖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如果说以往人们对城市化的研究是宏

观尺度的,;";<-!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是中观尺度的,;<"!$-!那么城市剖面对城市化研究

则是微观尺度的!它定量地解析了城市化空间变化过程及地域差异!解释了城市化过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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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由中心向郊区的发育演变&美国的哈里斯$/5G5-@HHAI%’亚历山大$J5K5+47B@DL7H%’
法国的查伯特 $’5/M@N39%等认为!城市内部的地域级差变化完全是城市化的一种现象!
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衔接的’渐变的’连续的&而国内外的很多城市规划建设中都存在不

连续性!甚至跳跃性!特别是在地租’居住区的档次等方面表现较为明显&同时!从城市

化过程上看一般分为景观城市化 $即可以被人们所观测到的城市的发展变化!如道路的繁

荣!高楼的林立%与人文城市化 $即城市内部人口潜在的变化!如精神文明的建设!人口

素质的提高等!与景观城市化有一定的联系%,;>-!但现实中由于两者的差异性往往形成过

度城市化 $城市景观发展速度高于文化发展速度%和滞后城市化 $城市景观发展速度落后

于文化发展速度%两种模式&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化水平!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等!没有从城市剖面 $自然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和探讨!也没有关于城市化进程

中景观和人文联系的定量研究和分析&本文通过对城市剖面的整体研究和局部景观(((人

文的差异研究!有助于更加准确确定城市化地域空间类型!并为当前城市内部地域级差研

究提供新思路!为城市功能的完善及规划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在国内的很多城市规划建设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不尽合理的问题!如涉及城市拆迁改

造的补偿!往往一路之隔存在一个级差!不易被当事人接受&如果运用城市剖面要素具有

渐变性’连续性特点!则容易解决此类问题&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本文以大连市城市剖面为实例!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如图;所示&

图;!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OAE5;!*7I7@HFM?79M3L@DL97FMD343EAF@4H3C97

!"#!指标体系的建立

!!由于城市剖面是以量化指标来描述沿剖面线的城市发展状况分异的!影响城市发展状

况的要素错综复杂!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因此指标的选取要尽量充分反映沿线城市的空

间实体信息和社会人文属性信息&综合考虑指标的代表性’多层次性和可量化性!本文选

取城市景观和城市人文!个一级指标和建筑物’街道景观’交通设施’行人社会属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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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城市剖面指标体系

$%&"#!$’()*+(,-.-/(012/’(34&%*-(5/)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城市景观

建筑物 建筑物高度

居住小区档次

街道景观 地面清洁等级

清洁设施数量

人行道铺设等级

夜间景观等级

广告牌等级

广场小公园数量

商业设施 娱乐场所数量

酒店 $旅店%数量

大商场超市数量

品牌店数量

小型服务店数量

门面装饰等级

金融设施 银行储蓄所数量

+PQ数量

交通设施 每小时车流量

每小时轿车流量

经过公交车线路数

城市人文

行人社会属性 职业类型

文化层次

本地人口百分率

每小时人流量

居民生活水平 人均收入

恩格尔系数

电脑普及率

!城市景观指标计量方法"*建筑物高度+为观测点范围内的建

筑物的平均层数#*居 住 小 区 档 次+为 平 均 房 价#*清 洁 设 施 数

量+为路边垃圾箱数量#*小型 服 务 店+包 括 理 发 店’小 型 超 市’

饰品店’小饭店’小型药房’蛋糕 店 等#*广 场 小 公 园 数 量+’*大

商场超市数量+为深入剖面 线 道 路 两 侧;$$米 范 围 的 数 量#其

他数量均为剖面线道路两侧可直接观测到的数量&等级分类"

所有等级指标均分为;$等!优"&";$分#良"""%分#中"#">
分#劣"<"=分#差";"!分&

!!城市人文指标计量方 法"每 个 观 测 点 随 机 抽 取;$$人!调

查其社会属性和生活水平&*恩 格 尔 系 数+为 被 调 查 者 每 月 食

品支出总额.家庭或个人消 费 支 出 总 额R;$$S&*职 业 类 型+

分为;$等!金 领"&";$分#粉 领"""%分#白 领"#">分#蓝

领"<"=分#体力劳动者及 民 工 等";"!分&*文 化 层 次+分 为

;$等!硕士 以 上"&";$分#本 科 或 大 专"""%分#高 中"#">
分#初中或中专"<"=分#小学";"!分&

个二级指标以及建筑物高度’每小时车

流量’行 人 职 业 类 型’文 化 层 次 等!>
个三级指标作为研究城市剖面分异的指

标体系 $见表;%&

!"!!数据采集

!!大连市以港兴市!城市布局以东部

港区向西北’西’西南三个方向向内陆

地域呈扇面辐射模式推进,!;-&本次研究

范围从东部港口向西至西山水库!以长

江路’黄河路为剖面线 $见图!%!全程

大约;=T?!为 了 能 详 尽 细 微 地 了 解 城

市内部发展的相似性及差异性!在道路

两旁!每 隔;#$?设 置 一 个 观 测 点&观

测点一般选择在比较典型的地段!如十

字路口或人流量车流量较大的地点&采

用实地观测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数据采

集方法&

!!实地观测前首先进行详细的线路调

查!了解沿线基本情况!提前设置观测

点并设计问卷!规定在每个观测点的观

测时间!确定不同地区的调查人数及人

群!拟定工作量和人员配备!做好工作

部署和时间安排!统一观测或调查的要

求和方法&

!!数据采集过程中!为确保数据的有

效性!观 测 时 各 组 人 员 必 须 同 时 进 行!
按照统一的方法和规范!对调查人员进

行培训!认真做好记录’及时整理并建

立数据库存储!避免调查量纲不同或样

本 数 量 差 异 较 大 等 因 素 造 成 的 数 据

偏差&

!!为使数据统一精确!具体调查方式

为"人 流 量’车 流 量 的 调 查 时 间 要 统

一!避开周六周日及工作日的上下班交

通高峰期!调查时间定为每日&点到;>
点 $避 开 情 况 特 殊 时 间%!测 定 道 路 一

侧的数量!录 入 数 据 时 乘 以!#其 他 数

据为道路两侧的数量#房价为每个观测

点!$$#年 以 后 或 最 新 居 住 小 区 的 平 均

房价#银行储蓄所数量为每个观测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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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大连市长江路U黄河路剖面线示意图

OAE5!!VHN@DI7F9A3D@43DE9M7/M@DEWA@DE
*AX7H*3@L:Y7443Z*AX7H*3@LADG@4A@D

类银 行’储 蓄 所 数 量&人 口 城

市 化 指 标 的 调 查 为 每 个 观 测 点

道路两旁分别随 机 抽 取!$人 进

行调查!统 计 各 个 指 标 平 均 值&
数据录 入 时!按 照 指 标 体 系 建

立电子 表 格!每 个 调 查 人 员 严

格 按 照 观 测 点 先 后 顺 序 录 入 数

据 $靠 近 港 口 为 先!靠 西 山 水

库为后%&

<!研究方法

6"#!主成分法分 析 剖 面 城 市 化

水平

!!在 城 市 剖 面 的 研 究 中!许

多因素或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即用较少的综

合指标尽量多地反映原来较多的变量指标所反映的信息!对采集到的数据标准化后分析

建模&
表!!大连市剖面主成分分析结果

$%&"!!$’(74)*5)7%851071*(*/%*%8.-)-
4(-38/12/’(34&%*-(5/)1*)*9%8)%*

主成分 特征根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 >5"=; !#5&!" !#5&!"

[! <5$;& ;;5>;< <"5#=

[< !5#!" &5";" ="5!#%

[= ;5"< >5>#> #<5&;<

[# ;5>$" >5;%! >$5$&>

[> ;5=#" #5>$< >#5>&&

[" ;5=<> #5#!# #";5!!<

[% ;5<> #5!<; ">5=##

[& ;5!=& =5%$> %;5!>

[;$ ;5$>! =5$%= %#5<==

!!首先!利用1,11软件对整个指标系统 进 行

主成分分析!得到各主成分的特征根’贡献率及

累计贡献率等&一般来说!累计贡献率大于%#S
的前\个主成分已经基本上反映了原变量的主要

信息!因此可以提取前\个主成分!分析结果见

表!&

!!按照 累 计 贡 献 率 大 于%#S的 原 则!取 前;$
个主成分即可&再分别得到每个主成分在各个指

标上的载荷矩阵&通过载荷矩阵计算出整个指标

体系在各个主成分上的得分!利用下面的公式得

到从港口到西 山 水 库 城 市 剖 面 中 每 隔;#$?观 测

点的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利用同样方法分别计算

出城市景观与人文发展指数 $图<%&

!!!!!!!!!"#"$%!"%
!!其中!!"为城市剖 面 中 观 测 点"的 城 市 综 合 发 展 指 数#$% 为 第% 个 主 成 分 贡 献 率#

!"%为观测点"的第% 个主成分得分&

!!由于主成分分析法是以某一系统多个观测点的指标为一整体!通过分析每个指标在这

个整体中的权重求出每个点的综合发展指数!这个指数反映的仅是每个点在整个评价体系

中的相对水平!而不是绝对水平&也就是说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求得的指数既有正值!也有

负值&当其为正值时表明该观测点的发展水平高于评价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当其为$时表

明为平均水平#当其为负值时表明该点低于平均水平&

!!图<中最高点位于市中心 $青泥洼桥商业中心%!是城市的增长极!是综合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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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长江路(黄河路剖面综合发展指数

OAE5<!/3?8H7M7DIAX7L7X74387LADL7B@43DE9M7/M@DEWA@DE*AX7H*3@L:Y7443Z*AX7H*3@L

最高的点!即城心!这里是城市中商业’金融’服务集中!交通线路汇集!街区繁华!人

流稠密!文化娱乐设施齐备的城市中心区&根据曲线的波动状况将剖面分为三部分"城心

地区 $第;"!#个观测点%’中间市区 $第!>"#$个观测点%和外围市区 $第#;"%%个

观测点%&

!! $;%城心地区"大连市的城心地区为港口到火车站’青尼洼桥地 段!由 图<可 知!
这里是城市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年!沙俄将青尼洼桥一带约<>T?! 的土地作为城

市用地!以大连港的开工兴建为标志!揭开了大连城市建设的历史!由于原始的各种区位

优势!使之发展较早&随着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和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渐产生 *优势集

聚效应+!使城心区吸引了更多人群涌入!地价飞涨!街区内不仅高层建筑迭起!而且向

地下开拓空间!形成城市中密度高’能量大的中核&特别是火车站’青泥洼桥地区!繁华

的商业中心和交通’人流集散地使城市化指数达到最高!而城心地区的其他地段相对于中

间地段和郊区指数较高!主要是因为广场’公园’夜间景观及居民生活水平较高&

!! $!%中间市区"大连市的中间城区为长生街至盖州街地段!由图<可知!该段又可

划分为三亚段"#+!长生街附近!此处指数很低!因为与火车站相比!人流量’车流量

骤降!且功能单一!主要是小型便利店!而且交通用地较多!无高档住宅区##]!联合

路至科技谷!该段城市发展指数上升且趋于平缓!主要是办公写字楼’工作室较多!人群

中白领居多!文化层次’人均收入较高!但相应的服务’娱乐设施较少##/!科技谷附

近地带!此段曲线出现了一个峰值!综合指数达到$5>>&!;!二级指标的曲线图也显示商

业’金融’交通设施均出现一个高峰!这个位置是大连市的第二 个 商 业 中 心!较 高 的 地

价’人流量’车流量及交通枢纽位置拉动了综合指数的提升&

!! $<%外围市区"大连市的外围市区为交通大学至西山水库地带&该段综合发展指数

最低!普遍在$以下 $只有马栏广场作为一个小的商业广场除外%!城市化水平低于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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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该区域较老’较低的郊区建筑与较新的高层建筑相结合!城市景观与郊区景观相交

错&根据曲线变化状况也可将外围市区划分为三亚段"$+!大连交通大学’辽宁师范大

学附近!该段少高层建筑!服务’娱乐设施较少!多小型便利店!但由于是高等院校所在

地!较高的文化水平使城市发展整体水平相对于以西地区较高#$]!马栏广场’农贸市

场附近!该段是外围市区的一个小型商业区!配套的商业’金融’交通设施较完善!吸引

人流’车流在这里集散!人口构成较为复杂!既有从市中心向外搬迁的城市本地人口!又

有从周围县区向内搬迁的郊区人口!同时也有从其他省市迁入的外来人口!城市人文水平

较低#$/!农贸市场以西至西山水库!此段除有两处新建高层住宅区外!多为上世纪%$
年代建成的低层建筑!缺少大型文化’娱乐’商业设施!均以小型便利店为主!进城务工

农民’待业者较多!人口社会属性明显降低&

6"!!利用协调度函数分析景观城市化与人文城市化协调关系

!!协调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系统之间的一种良性发展关系&协调度则是对其协调状况好坏

程度进行度量的定量指标,!<"!#-&本文以大连市为例!对城市景观’城市人文两大系统综

合发展情况的协调度进行分析&设定城市景观综合指数和人文综合指数分别为& $’%和

(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取前"个和前#个主成分 $表<!表=%!得出每个观测点

的综合发展指数 $图=%&

表6!剖面景观系统主成分分析结果

$%&"6!$’(74)*5)7%851071*(*/%*%8.-)-
4(-38/125)/.-5%7(

主成分 特征根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 !5%"# ;"5&>& ;"5&>&

[! !5%"# ;"5&>" <#5&<>

[< !5<>" ;=5"&> #$5"<<

[= ;5>;# ;$5$&; >$5%!<

[# ;5<#% %5=%& >&5<;!

[> ;5!& %5$>; ""5<"<

[" ;5!%> %5$= %#5=;<

表:!剖面社会人文系统主成分分析结果

$%&":!$’(74)*5)7%851071*(*/%*%8.-)-
4(-38/12’30%*)/.

主成分 特征根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 !5>;& <"5=;; <"5=;;

[! ;5$;" ;=5#!< #;5&<<

[< ;5$;# ;=5#$" >>5==

[= ;5$;# ;=5#$# %$5&=#

[# ;5$;= ;=5=%= &#5=!&

!!若&$’%#($)%!则 可 认 为 此 观 测 点 城 市 景 观 发 展 滞 后 于 城 市 社 会 人 文 水 平#若&
$’%$( $)%!则说明城市人文发展滞后于景观建设#若&$’%̂ ($)%!说明两者协调性

较好&为了更清楚的评价两系统的协调程度!再利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对两个系

统之间的协调程度进行评价&建立协调度函数如下"

*$".+%#7B8,,$!",!-%!..!-

!!其中"*$".+%((("系统相对于+系统的状态协调度#!"(((+系统对"系统的实际

值#!-(((+系统对"系统要求的协调值#.!((("系统的实际方差&

!!由协调发展的意义及回归分析可知!理想状态的城市景观建设水平与社会人文水平同

步发展&但实际中两者完全同步的很少!因此我们认为当回归系数为$5&时即可认定两者

为协调状态&由此!可确定!-的值!当城市景观指数为,时!要求人文协调值为$5&,&
实际值越接近于协调值状态!协调度*$".+%越大!说明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越高&通过

状态协调度*$".+%可以对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评价!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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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长江路(黄河路剖面景观(((人文发展指数沿程变化

OAE5=!PM7FM@DE73_FA9‘IF@87:MC?@DA9‘ADL7B@43DE9M7/M@DEWA@DE*AX7H*3@L:Y7443Z*AX7H*3@L

* # ,?AD/*$".+%!*$+."%0.?@B/*$".+%!*$+."%0-

!!其中"*((("!+两个 系 统 的 协 调 度 指 数#*$".+%((("系 统 对+系 统 的 状 态 协 调

度#*$+."%(((+系统对"系统的状态协调度&

!!上式表明!*$".+%与*$+."%的值越接近!* 的值越大!说明两系统间协调发展的

程度越高!通过对%%个观测点的计算表明 $图=%"

!! $;%大连市城心地区的城市景观和社会人文协调度最好&这里是城市中心区!发展

最早!可以说衡量剖面的各项指标!在这里都是最高的!且两大系统的差异较小!说明两

者处于协调发展阶段&但城心的不同地段协调度也存在差别!从图=两条曲线的差距情况

可将城心区分为两亚段"%+!港口至港湾桥!主要由于人口结构复杂!居民中老年人比

例较大!造成该段人文指数较低!与景观建设有一定差异!处于过度城市化阶段#%]!
职工街至火车站!该段各种功能随着城市的发展日趋齐备和完善!是城市景观与人文协调

度最高的地区!为同步城市化&

!! $!%中间市区可分为两个亚段"#+!长生街至联合路!该段城市景观指数与人文

指数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人文水平较高!而景观发展程度相对偏低!主要 由 于 处 于 旧 城

区!城市功能结构单一!多办公写字楼和工作室!人群多白领!职业类型’文化层次’人

均收入等指标均很高!所以使人文指标偏高!相应的娱乐’休闲’服务设施偏少!处于滞

后城市化阶段!特别是联合路’市政府一段最为明显##]!科技谷附近地段!此段是大

连市第二商业区!家乐福’麦凯乐’电脑城等聚集!较高的商业’金融’交通水平使两系

统又处于协调状态&

!! $<%外围市区根据图=曲线变化可进一步细分为四个亚段"$+!大连交通大学和

辽宁师范大学附近!以两者为中心的西山文教区景观建设与人文水平协调度不高!主要是

人口素质较好但城市景观建设水平相对偏低#$]!马栏广场’农贸市场!作为小型商业

区人文与景观建设协调性较高!为同步城市化#$/!农贸市场以西地区!呈现与中间市

区相反的势态!两条曲线在这里交错!人文水平迅速下降!而城市景观水平相比较而言较

高!新住宅区大量增加&外来人口居多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临 时 工’老 年 人 及 失 业 者

多!使两曲线差异逐渐增大#$G!城市边缘与农村接壤地带!建筑物’行人稀少!两系

统水平均较低!差异反而较小&从外围地区总体情况来看!虽然整体协调 度 高 于 中 间 市



&%$!! 地!!理!!研!!究 !"卷

区!但处在两系统低水平上的协调&

=!结论

!! $;%城市剖面是沿城市某一道路为剖面线纵向切开!所呈现出的剖面线两侧的建筑

物高度’街道景观’城市配套设施’居民社会人文以及行人社会属性信息等&通过对城市

剖面的研究及各部分景观’人文状况的研究!可以了解城市化水平在不同剖面线的地域级

差变化及确定城市化发展模式&对城市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城市剖面的曲

线及景观’人文的联系与差异研究有利于指导城市的现实规划和建设&同时采用剖面方法

定量研究和分析城市化将自然地理学研究方法融入到人文地理学中!为城市内部演变及地

域级差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 $!%从大连市长江路(黄河路城市剖面来看!从港口至火车站的前!#个观测点城市

综合发展水平最高!是城心地区!其中火车站’青泥洼桥附近的商业中心使该处成为综合

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其次为长生街至盖州街的中间市区!该段除大连市第二个商业中心

综合指数较高外!其他地区差异不大#最低的为交通大学至西山水库的外围市区!低于城

市的平均水平!其中交大’辽师附近区域人文水平相对较高!马栏广场商业水平较高!以

西地区各指标整体水平最低&

!! $<%将城市发展分为景观建设与人文建设两大系统!两大系统的协调度函数分析结

果表明!城心地区(中间市区(外围市区的景观发展与人文发展两大系统的协调度呈现最

高(低(次高变化趋势!中间市区协调度反而低的主要原因是该区域属于旧城区!城市人

文水平大大高于城市景观水平&

!! $=%由于目前所能采集和获取的数据有限!本文所作的研究还处于初步分析阶段!
只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和思路研究城市化的过程!开启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本文只能从所获

的信息中进行研究和分析!论文数据还有待进一步扩充和增加!从而使分析更加 有 力 和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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