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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鄂尔多斯城市扩张模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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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为准确获取城市扩张信息!预测城市扩张趋势以指导城市规划!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以鄂尔多斯市为研究

区!通过解译
!"""

$

!""J

$

!"#"

和
!"#J

年遥感影像!获取研究区土地利用分类信息!进而采用面积数量$扩张强度指数

分析城镇用地历史变化特征及扩张模式!在此基础上利用
KUO6_T

模型开展城市空间扩张的长时间序列模拟预测%

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城镇用地持续增长!其扩张态势大致经历了*平稳
&

快速急剧
&

低速+的发展阶段!在平稳阶段!扩

张强度适中!城市呈现出显著的外延式扩张模式'在快速急剧阶段!扩张强度最大!城市在南北方向上呈星状蔓延式

扩张模式!并出现了新的增长中心'低速发展阶段!扩张强度最小!以外延
&

内部填充式的模式进行扩张'模型预测

结果发现
!"!"

(

!"G"

年城市扩张态势将呈现出各功能片区平稳对接$条带状发展的空间格局!以内部填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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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姜博!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

O&P,1-

$

A

1,+

3

?(

7

#$F$

!

#NG@4(P

8$%-+'#$()')'+

:

.$.(*-06')/L

"

').$()$)

!0,(.6'./,()8JBO[=%(,/+

97?-')

!

A7;2NX(

#

!

4=B2?')

!

4O783-)+$

"

!"##$

%

$"&<$;"83,$()*X)?-3")6$)4

!

:"34/$(;4=

%

3-,8#483(#>)-?$3;-4

0

!

S(32-)BPCCEC

!

!/-)(

#

;6.#0'1#

!

F)"3*$34""24(-)832()$N

G

();-")-)&"36(4-")(,,83(4$#

0

!

G

3$*-,4832()$N

G

();-")43$)*4"

%

8-*$832()

G

#())-)

%

()*"

G

4-6-K$832();

G

(4-(#;438,483$

!

4(M$)W3*";(;;48*

0

(3$(

!

()*"24(-)#()*8;$,#(;;-&-,(4-")-)&"36(4-")

2

0

-)4$3

G

3$4-)

%

&"83

0

$(3;

:

3$6"4$;$);-)

%

-6(

%

$;

!

-),#8*-)

%

OCCC

!

OCCP

!

OCBC()*OCBPI=)*4/$)8;$*(3$(

J

8()4-4

0

-)*$N

!

$N

G

();-");43$)

%

4/-)*$N4"()(#

0

K$4/$/-;4"3-,(#,/()

%

$,/(3(,4$3-;4-,;()*$N

G

();-")6"*$#"&832()#()*8;$I

5-)(##

0

!

2(;$*")+'X>.S6"*$#4",(33

0

"844/$#")

%

4-6$;$3-$;;-68#(4-")

G

3$*-,4-")"&832();

G

(,$$N

G

();-")I./$

3$;8#4;;/"L4/(44/$

%

3"L4/"&832()#()*-)4/$;48*

0G

$3-"*/(;8)*$3

%

")$4/$*$?$#"

G

6$)4;4(

%

$"&;4$(*

0

H&(;4()*

3(

G

-*H#"L;

G

$$*IF)4/$;4$(*

0

;4(

%

$

!

4/$$N

G

();-")-)4$);-4

0

L(;6"*$3(4$

!

()*4/$,-4

0

;/"L$*(;-

%

)-&-,()4

$N4$);-")

G

(44$3)IF)4/$&(;4()*3(

G

-*;4(

%

$

!

4/$$N

G

();-")-)4$);-4

0

L(;4/$#(3

%

$;4

!

4/$,-4

0

-)4/$)"34/()*;"84/

*-3$,4-")"&4/$;4(3H#-M$;

G

3$(*

G

(44$3)

!

()*()$L

%

3"L4/,$)4$3(

GG

$(3$*IF)4/$#"LH;

G

$$**$?$#"

G

6$)4;4(

%

$

!

4/$

$N

G

();-")-)4$);-4

0

L(;4/$;6(##$;4

!

$N

G

()*$*L-4/4/$$N4$);-")H-)4$3)(#&-##-)

%G

(44$3)I./$6"*$#

G

3$*-,4-")3$;8#4;

;/"L4/(44/$832()$N

G

();-")43$)*-)OCOC4"OCECL-##

G

3$;$)44/$;

G

(4-(#

G

(44$3)"&4/$;6""4/*",M-)

%

()*;43-

G

*$?$#"

G

6$)4"&$(,/&8),4-")(#K")$

!

L/-,/-;2(;$*")4/$-)4$3)(#&-##-)

%

I

C/

:

D(0,.

!

832();

G

3(L#

&

3$6"4$;$);-)

%

-6(

%

$;

&

#()*8;$

&

+'X>.S6"*$#

!!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空间扩张一直是地理学

研究的核心问题)城市扩张侵占大量农业土地资

源!带来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居住环境恶化等

的一系列城市病问题!城市发展陷入恶性循环!从而

影响到区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

(

)近年来学者对

城市扩张的研究日益深化!研究范式不断丰富!呈现

多尺度*多视角!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研究体系)在研究区域尺度上!不仅着眼于对单个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学 报
!"#$

年 第
!%

卷
!

城市的空间扩展特征分析'

!&J

(

!对于区域内各个城市

的扩张及其联系'

N&F

(也有较多涉及&在研究内容上!

对于城市扩张的研究主要分为四类$时空特征及空

间结构分析'

E&$

(

*扩张的动力机制研究'

G

!

#"

(

*扩张后

的影响'

##

(

*建 立 模 型 模 拟 未 来 城 市 扩 张 的 趋

势'

#!&#%

(

!此外在已有的研究中!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

城市内部功能的演化!认为不同的城市用地功能主

导着扩张模式的转变!且这种转变进行与城市的发

展阶段相适应'

N

!

#J

(

&研究方法上!主要以定量研究为

主*结合定性分析'

F&$

(总结城市扩张的发展规律!并

且随着遥感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应用!逐渐成为城市

扩张动态监测的应用手段之一'

!

!

%

(

!结合
D̀K

分析

技术!能够及时掌握城市用地变化信息!使得城市扩

张的定量化研究更加完善)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以

来!国内学者对于城市扩张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大中

型城市扩张的模拟预测'

#%

(

!对小尺度的城市发展核

心区的预测较少'

#N

(

)

!""$

年!鄂尔多斯确定了0建设百年鄂尔多斯!

打造百万人口城市1的发展要求!加快了城市的大面

积建设与扩张的速度)康巴什新区成为全国城市规

划的典范)但是!

!"#"

年美国4时代周刊5中一篇文

章认为康巴什新区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最佳展示

品!更将其称之为0鬼城1)一时间!康巴什成为众矢

之的!其发展状况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

#F

(

)

!"#%

年我国出台4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

-

!"!"

年#5!提出新型城镇化是以0人1为核心的城镇化!造

城运动及空间无序蔓延等过度城市化不属于新型城

镇化的本质特征)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的指导

下!鄂尔多斯的城市扩张是否得到有效遏制!是否遵

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目前城市扩张的主要模式

和未来扩张趋势如何8 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本

研究以东胜区*康巴什新区*伊旗阿镇及其周边城镇

组成的鄂尔多斯市多组团中心城区作为研究区!在

遥感解译
!"""

-

!"#J

年以来该区域土地利用信息

的基础上!定量描述城镇用地的历史变化特征及其

扩张模式!再利用
KUO6_T

模型开展城市空间扩

张的长时间序列模拟预测!以期探究中心城区未来

用地扩张特征与趋势!及其在现行规划的引导下的

发展路径)

!

!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研究区概况

以4鄂尔多斯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5划定的东胜

区*康巴什新区*阿勒腾席热镇组成的鄂尔多斯市中

心城区为研究区"图
#

#)该区域位于鄂尔多斯市东

北部!地貌总体上北高南低!地势起伏较大!中部乌

兰木伦河谷地区地势较为平缓!属于典型的丘陵沟

壑区)中心城区属于干旱半干旱温带高原大陆性季

风气候!四季分明)土地资源类型多样!包括工矿用

地*林地*天然牧草地*沙地*盐碱地和裸岩等)

鄂尔多斯市中心城区总规模为
JF#@E!IP

!

!中

心城区城市建设现状用地
#GE@J$IP

!

!现状人口
E"

万!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FG@!%P

!

)中心城区发展

通过合理的功能分工形成东胜片区和康阿片区!两

大片区间交通便利!包茂高速公路贯穿南北!东胜区

与康巴什新区以东康快速路相连)为了加快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规划将东胜片区定位于市级

经济中心!康阿片区定位于市级政治文化中心)

图
!

!

鄂尔多斯中心城区位置图

[1

3

@#

!

U(4,51(+(.C*=(948+5*,-=19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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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鄂尔多斯城市扩张模拟分析

!"#

!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采用的遥感数据源自于
6K̀ K

!其中

!"""

*

!""J

和
!"#"

年数据所采用的是空间分辨率

为
G"P

的
U,+=9,5J

的遥感影像!

!"#J

年采用的是

-,+=9,5E&CDU

遥感影像&还包括鄂尔多斯市的数字

高程影像"

BOH

#)在
2*4̀DK

软件平台的支持下!

对鄂尔多斯市城市总体规划图进行了地理配准!确

定研究区范围并进行矢量化)

根据中国4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5!考虑

土地利用方式等因素!将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分为

城镇建设用地*林地*耕地*水域*牧草地*裸地
N

个

一级类型!其中研究区内有一些工矿用地!以及通过

道路划分拟作为建设用地的一些用地情况!但本研

究中不作为建设用地考虑!所以将其统一划分到裸

地一类中)基于
OWcDJ@G

对遥感数据依次进行几

何校正*数据融合*根据矢量边界进行裁剪等预处

理!采用人工目视结合最大似然法解译出四期土地

利用类型空间分布数据!借助
(̀(

3

-88,*50

影像对

分类结果进行修正!获取鄂尔多斯市中心城区土地

利用信息)

!"'

!

研究方法

!@'@!

!

扩张强度指数

扩张强度指数是反映城镇用地扩张的重要指

标!用于描述在不同时段内研究区域内城镇用地面

积扩张的强弱与快慢'

!&J

(

)为了更好地反映城市扩

张的时空分异特征!根据已获得的城镇信息进行面

积统计!并以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公式来计算城镇

用地扩张强度指数!公式如下所示$

`

#

?

'<

6

?

'

?

'

=

#

%

=

#""R

"

#

#

式中$

`

表示
!"""

-

!"#J

年研究区内的城镇用地

类型的动态度&

?

'

为研究初期的城镇用地用地类型

的数量&

?

'<

为研究末期的城镇用地类型的数量&

%

为研究时段!年)

!@'@#

!

KUO6_T

模型及参数设置

KUO6_T

模型是一种成熟的
/2

模型!在预测

城市增长方面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KUO6_T

最早

由
/-,*I8

等'

#E

(提出!并且运用该模型对美国旧金山

和华盛顿都市区进行了成功模拟和长期预测!而后

进行推广运用'

#$

(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应用该模

型进行城市扩张模拟!尤其是针对较为发达的大城

市!如广州*阜新*上海和武汉等城市!而对于西部城

市的时空动态的模拟尚未深入)考虑到
KUO6_T

模型本身的普适性!是对鄂尔多斯中心城区用地扩

张进行模拟预测的最佳选择!并且能够更加丰富西

部城市扩张的研究)

KUO6_T

模型的设计思路是在地形*交通等条

件的约束之下!在环境适合情况下!以已城市化的元

胞为基础!预测每个未城市化的元胞改变自身状态

成为城市用地的情况!计算其发展为城市的可能

性'

#$

(

)其中!每个元胞状态的变化由相邻元胞的状

态来决定!离种子点越近的元胞越容易被城市化!通

过种子点扩散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KUO6_T

模

型执行的基本单位是一个增长环!其模拟过程就是

由一系列的从初始日期开始并在终止日期完成运算

的增长环组成的增长周期)

KUO6_T

模型通过扩

散系数*传播系数*繁衍系数*坡度阻碍系数*道路引

力系数控制元胞增长!从而产生
%

种增长规则!即自

发增长*边缘增长*新扩散点增长和道路影响增长)

扩散系数决定一个元胞被随机选择成为可能的城市

化元胞的次数&繁衍系数决定一个自发增长形成的

城市化元胞成为一个新的扩展中心的概率&蔓延系

数决定一个扩展中心周围任一元胞在其邻域产生另

外一个城市元胞的可能性&坡度系数决定了坡度对

于元胞可城市化概率的限制程度&道路重力系数控

制着道路影响元胞增长!吸引向着或沿着道路分布

的元胞进行城市化)

KUO6_T

模型的运行总体上分为
!

个板块$校

准板块和预测板块)其中校准是为了得到最优的系

数组合!采用强制蒙特卡洛迭代算法分三步进行$粗

校准*精校准和终校准!每一步校准得出的系数范围

不断缩小!本文选择
CKH

指数"

C

;

51(+,-KUO6_T

H85*14

#确定下一步校准所使用的参数范围!最后利

用校准模块最终得出的参数进行城市用地扩张的模

拟预测)

KUO6_T

模型要求输入六种图层$坡度图层

"

K-(

;

8

#*土 地 利 用 图 层 "

U,+= )98

#*排 除 层

"

O>4-)=8=

#*城市范围图层 "

6*?,+

#*道路图层

"

_*,+9

;

(*5,51(+

#*山体阴影图层"

T1--90,=8

#)因

本研究旨在利用
KUO6_T

模型模拟预测中心城区

的城镇用地变化!故未激活使用土地利用数据预测

模块)图层具体的制作过程如下$

#

#城市范围图

层$在土地利用分类图的基础上!提取
!"""

*

!""J

*

!"#"

和
!"#J

年中心城区城镇用地范围!重分类生

成二进制分类的城市%非城市"用
#

*

"

表示#栅格图&

!

#道路图层$参照
(̀(

3

-88,*50

!对各时期的遥感影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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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进行道路矢量化!以此作为赋值的基础!道路统一

赋值为
#

!非道路赋值为
"

&

G

#坡度和山体阴影图

层$在
2*4̀DK

中对
BOH

数据以百分比的形式计算

坡度!并在此基础之上生成山体阴影图!但只作为输

出背景!不参与计算&

%

#排除层$排除层的作用是为

了设置城市增长的限制因素!校准阶段的排除层只

将河流水域设置为限制因素)最后生成的输入图层

数据集均需通用横轴墨卡托投影设定!并且按照

KUO6_T

模型要求的
E?15&)+91

3

+8=

数据格式进

行转换)

#

!

结果与分析

#"!

!

鄂尔多斯市中心城区城镇用地扩张分析

为了更好地反映城镇用地扩张的时空分异特

征!根据4鄂尔多斯市城市总体规划5!以
#̀E

荣乌

高速为界!将鄂尔多斯市中心城区划分为东胜片区

和康阿片区!在土地类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斑块边界

整合!分别统计
!

个片区的城镇用地面积!以式"

#

#计

算城镇扩展动态度!来表征城市扩张强度"表
#

#!为

了直观分析城镇用地扩张的模式!运用
D̀K

技术将四

期中心城区城镇用地范围*研究区主要道路*研究区

边界进行叠加"图
!

#!分析城市扩张模式)

就中心城区整体的城镇用地扩张强度而言!可

进行
G

个阶段的划分$

!"""

-

!""J

年城市扩张强度

为
#F@E!R

!为平稳发展阶段&

!""J

-

!"#"

年城市扩

张强度为
F"@$JR

!为快速急剧扩张阶段&

!"#"

-

!"#J

年城市扩张强度为
$@#FR

!则为低速扩张阶

段)总体来说!鄂尔多斯市中心城区扩张大体经历

了0平稳
&

快速急剧
&

低速1的发展过程!这与其经济

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发展规划的引导密切相关)

研究时段内中心城区城镇用地面积持续增加!但

各片区增加的程度有所不同)

!"""

-

!""J

年东胜片

区面积从
!"@!%

增加到
GJ@#EIP

!

!扩张强度指数为

#%@FNR

!康阿片区面积从
G@J!

增加到
$@FJIP

!

!扩

张强度指数为
GJ@%"R

!增加速度高于东胜片区&

!""J

-

!"#"

年变化剧烈!东胜片区面积增加了

E$@"GIP

!

!扩张强度指数达到了
J"R

以上!康阿片

区更是急速增加了
F"@GJIP

!

!扩张强度指数则高

达
#%%@G#R

!扩展速度远高于东胜片区!产生这一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康阿片区内乌兰木伦湖两侧区

域!开发建设康巴什行政文化商务中心!用地需求量

大&

!"#"

-

!"#J

年!由于前期城镇用地急剧扩张带

来用地结构比例失调*大量土地闲置等诸多负面影

响!鄂尔多斯市积极推进东胜区和阿镇旧城棚户区

改造工程!东胜片区和康阿片区扩展速度均大幅度

下降!扩张强度指数达到了研究时段内的最低值!分

别为
$@!FR

及
$@"!R

!且康阿片区的扩张强度指数

低于东胜片区)

表
!

!

城镇用地面积与扩展动态度统计表

_,?-8#

!

_0895,5195149(.)*?,+-,+=,*8,,+=8>58+=8==

:

+,P14=8

3

*88

指数

D+=8>

年份
f8,*

!""" !""J !"#" !"#J

面积%
IP

!

2*8,

动态度%
R

B

:

+,P14

B8

3

*88

面积%
IP

!

2*8,

动态度%
R

B

:

+,P14

B8

3

*88

面积%
IP

!

2*8,

动态度%
R

B

:

+,P14

B8

3

*88

面积%
IP

!

2*8,

动态度%
R

B

:

+,P14

B8

3

*88

东胜片区
!"@!% d GJ@#E #%@FN #!%@!# J"@N# #E#@FF $@!F

康阿片区
G@J! d $@FJ GJ@%" E"@#" #%%@G# ##N@!% $@"!

合计
!G@FN d %%@$G #F@E! !"%@G# F"@$J !$E@"# $@#F

!!

如图
!

所示!平稳发展阶段的扩张模式比较单

一!各片区均以外延式扩张为主!在此阶段!鄂尔多

斯市市级行政中心位于东胜片区!城市服务职能较

完善!城市面积有序增加)快速急剧扩张阶段各片

区扩张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东胜片区以星状蔓延

式为主*内部填充式为辅进行扩张!这主要是由于东

胜片区为提升居住环境!配套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增

加公共绿地所导致&康巴什新区升级成为新的城市

增长中心!位于乌兰木伦河两岸的区域发展尤为迅

猛!康阿片区则呈现出团状蔓延式为主*飞地式为辅

的扩张模式&此时位于东胜片区和康阿片区之间的

装备制造产业初步形成规模!并且呈星状式进行扩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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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低速扩张阶段各片区城市功能逐渐发展成熟*

定位清晰!随着市级行政单位逐渐搬迁至康巴什新

区!东胜片区扩张强度减弱!发展速度开始下降!以

外延式为主*填充式为辅的模式扩张&康阿片区主要

以内部填充的方式进行扩张!同时通过特别零散的

斑块扩大用地范围)

图
#

!

鄂尔多斯中心城区城镇用地扩张分析图

[1

3

@!

!

2+,-

:

919(.)*?,+-,+=8>

;

,+91(+1+C*=(948+5*,-=195*145

#"#

!

中心城区扩张模拟预测

KUO6_T

模型校准后获取的模拟参数如表
!

所示!

G

个校准阶段的
CKH

指数值分别为
"@N!FF

*

"@N"#%

和
"@JEE$

!总结前人的研究经验'

#!&#%

!

#$

(

!

CKH

指数在
"@J

"

"@E

说明其模拟效果较好)模

拟的最优参数组合分别为扩散系数
FE

*繁衍系数

#""

*蔓延系数
G#

*坡度抗阻系数
NG

*道路引力系

数
NE

)从获取的最优系数组合来看!扩散系数*蔓

延系数及道路引力系数均比较高!则说明中心城

区城镇用地的历史扩张趋势是沿扩张中心城市的

边界向外扩展!结合沿道路新增建设用地自发增

长模式)

表
#

!

%SOD?K

模型校准与模拟参数设置

_,?-8!

!

/,-1?*,51(+,+=98551+

3

9(.4(8..1418+591+KUO6_T P(=8-

系数

/(8..1418+5

粗校准
/(,*98

J

#

精校准
[1+8

F

#

终校准
[1+,-

$

#

范围

V,+

3

8

步长

K58

;

范围

V,+

3

8

步长

K58

;

范围

V,+

3

8

步长

K58

;

最优系数

C

;

51P,-

4(8..1418+5

扩散
"

"

#"" !J !J

"

#"" #J FJ

"

#"" G FE

繁衍
"

"

#"" !J FJ

"

#"" J E"

"

#"" ! #""

蔓延
"

"

#"" !J !J

"

FJ #" !J

"

%J ! G#

坡度抗阻
"

"

#"" !J !"

"

E" N N"

"

FJ G NG

道路引力
"

"

#"" !J J"

"

#"" #" J"

"

E" G NE

!!

注$

#

为蒙特卡洛迭代次数)

W(58

$

#

.(*H(+58/,*-(158*,517851P89@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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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准确的预测在现行城市规划下中心城区

城镇用地扩张的范围!对模拟的
!""J

*

!"#"

和
!"#J

年的中心城区进行了模拟及历史重建)利用
h,

;;

,

指数来验证实际图与模拟图的一致性!通过计算实

际城市范围图和城市范围模拟图的
h,

;;

,

指数来定

量评价模拟效果'

#$

(

)当
h,

;;

,

%

"@FJ

!说明两者的一

致性很高!差异很小!即模拟效果较好!具有较高的可

信度&当
"@%

$

h,

;;

,

$

"@FJ

说明两者的一致性一般!

差异明显!即模拟效果一般&当
h,

;;

,

$

"@%

!说明两

者的一致性低!差异较大!即模拟效果较差)模拟的

G

期中心城区城镇用地的
h,

;;

,

指数为
"@NJFN

*

"@NF$G

和
"@FGFN

!说明模拟效果较好)

根据4鄂尔多斯市城市总体"

!"##

-

!"G"

#5中划

定的0四区1"禁建区*限建区*适建区*已建区#设置

排除层!其中!河流水源*生态绿地*基本农田等为禁

建区!赋值为
#""

&林地植被*煤矿开采区等为限建

区!赋值为
EJ

&其他地势条件较好的*适宜作为城市

建设用地的为适建区!各片区的城镇用地*工业用地

等为已建区!均赋值为
"

)预测结果输出如图
G

所示)

图
'

!

基于
%SOD?K

模型的
#.#.

!

#.'.

年鄂尔多斯中心城区扩张预测结果

[1

3

@G

!

S*8=1451(+*89)-59(.!"!"&!"G"C*=(948+5*,-=195*1458>

;

,+91(+?,98=(+9-8)50P(=8-

!!

通过对
!"!"

-

!"G"

年中心城区城镇用地扩张

的预测结果进行像元统计!以高概率增长区为指标!

计算得至
!"G"

年该区域城镇用地面积将增加至

GJ"@!EIP

!

!年平均增长
G@%$IP

!

)其中!

!"!J

-

!"G"

年的增长相对较大!为
!J@E%IP

!

!年平均增长

J@#FIP

!

)从城镇用地扩张的空间格局上看!以中

概率增长区为标识!未来
#J

年鄂尔多斯市中心城区

的发展!是一个逐步完成东胜片区和康阿片区对接

的过程!其中!东胜片区的扩张主要有两大特征!东

北部呈外延-填充式发展!西南部呈外延
&

扩散式发

展&康阿片区以外延式趋于北向发展!中部产业组团

区不断扩大规模!架起东胜片区与康阿片区衔接的

桥梁!未来可能成为鄂尔多斯市新的经济增长中心)

'

!

结论与讨论

#

#城市扩张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受

经济与人口*自然与交通*规划与政策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和制约!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和博弈的结果)

!"""

-

!"#J

年!鄂尔多斯市城市扩张呈现出显著的

三阶段特征$

#

平稳扩张阶段"

!"""

-

!""J

#)城市

扩张强度适中!扩张模式较为单一!呈现出明显的外

延式扩张模式&

(

快速急剧扩张阶段"

!""J

-

!"#"

#)

城市扩张强度大!扩张模式多元化!东胜片区以星状

蔓延式扩张为主*内部填充式为辅!康阿片区则呈现

团状式增长!与东胜片区对接的趋势明显!且二者之

间发展产业组团区!形成了新的增长区域&

+

低速扩

张阶段"

!"#"

-

!"#J

#)城市扩张强度小!东胜片区

的扩张以外延式为主*内部填充式为辅!康阿片区则

以内部填充的模式扩张)

!

#地理学上将0鬼城1定义为资源枯竭并被废弃

的城市!而康巴什新区是鄂尔多斯市为寻求更大的

发展空间!解决0大工业*小城镇1的发展矛盾!顺应

城市形态由0单一中心1向0组团式1演变的发展趋势

而规划建设的'

!"

(

)但是!康巴什新区建设扩张迅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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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虽有装备制造业的布局!但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

体系!

!"#!

年以后经济发展停滞!对于人口的吸收

能力不足!人口增加与产业集聚的速度远远落后于

建设的速度!从而导致其成为了一座0空城1)国内

新区建设与康巴什新区发展情形相似的有河南郑东

新区*广东惠州大亚湾新城*上海松江新城等!然而

这些新城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大量兴建住宅楼!住房

空置率高!而康巴什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应配套!并

承担市级行政办公*文化会展*教育研发等城市服务

职能!与东胜城区*伊旗阿镇共同组成鄂尔多斯市

0一核*一圈*一带1中心城区)

G

#利用
KUO6_T

模型可以较好地模拟预测未

来
#J

年鄂尔多斯市中心城区城镇用地扩张的趋势!

获取的模拟的最优参数组合分别为扩散系数
FE

*繁

衍系数
#""

*蔓延系数
G#

*坡度抗阻系数
NG

及道路

引力系数
NE

)其中扩散系数*繁衍系数和蔓延系数

表面研究对象在未来
#J

年主要表现为沿扩张中心

城市的边界向外扩展!结合沿道路新增建设用地自

发增长模式)鄂尔多斯市作为资源型城市!中心城

区周边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开采所带来的滑坡*塌陷

等自然灾害影响!导致城市在扩张建设的过程中受

到的坡度阻抗也相对较大)随着能源产业的发展!

中心城区的道路条件较好!尤其康巴什新区处于航

空*铁路*高速公路纵横交汇的立体交通枢纽位置!

因此受道路引力也很大)从预测结果来看!未来
#J

年内!中心城区用地面积增长幅度较小!年平均增长

G@%$IP

!

!且主要的增长区域在康阿片区)就扩张

的趋势而言!东胜片区*康阿片区及产业组团区的发

展逐渐形成空间对接的发展态势!东胜片区以外延
&

扩散式向西南方向发展!康阿片区则以蔓延式向四

周发展!产业组团区以飞地
&

蔓延式逐渐将
!

个功能

片区相连接!使得中心城区的空间结构形成条带状)

其中!产业组团区的发展态势较好!且与东胜片区*

康阿片区联系紧密!可能会形成新的城市增长中心)

%

#按照现行发展趋势!鄂尔多斯市未来的发展

将以康阿片区为主!其中康巴什新区为重点发展区

域)康巴什新区要摆脱0空城1的现状!一方面要避

免无序扩大规模!更加注重城市功能与服务的提升!

实现质量统一!在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上!突出城市特

色*塑造城市形象&另一方面要激发城市发展活力!

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推进产城融合的发展进程!发

展相应的配套产业!吸引人口集聚!尤其是高精尖技

术人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孵化新的增长点!作为

康巴什新区发展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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