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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的城乡规划空间数据分析与应用

王Ǔ旭
中冀建勘集团有限公司Ǔ河北Ǔ张家口Ǔ075000

摘Ȟ要：本文以GIS技术为基础，对城乡规划的空间数据进行分析研究。首先，对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构
成、特征及其应用于城乡规划的优越性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对空间数据的分析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然后，

对地理信息系统在城乡规划数据采集和管理、空间分析可视化和决策支持等方面的应用进行了分析。最后，对GIS技
术应用于城乡规划空间数据分析的趋势进行了展望，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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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规划工作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一种有效的
空间信息技术手段，为城乡规划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与分析工具。本研究旨在探索基于GIS技术的城乡规划空
间数据分析及应用方法，为科学、精准、可持续发展提

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1��GIS 技术概述

1.1  GIS技术定义
GIS是集采集、存储、管理、分析与表达于一体的计

算机系统，融合地理、制图、计算机、遥感等多学科，

实现地理空间信息的计算机处理与高效利用。在城市规

划、环境监测等领域有重要应用，为决策者提供空间信

息支撑。

1.2  GIS技术组成
GIS由硬件、软件、数据和应用四部分组成。硬件包

括计算机、服务器等，软件涵盖操作系统、GIS平台等，
数据为空间与属性数据，应用则涉及城市规划、资源管

理等。各部分共同支持GIS稳定运行。
1.3  GIS技术特点
GIS在城乡规划中有显著优势。其结合空间与属性数

据，提供全面信息；全面可靠，确保数据准确；直观表

达，使规划决策更科学。这些特点使GIS成为城乡规划的
有力工具。

2��城乡规划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2.1  空间插值方法
空间插值方法是一种用于预测未知区域空间数据的

统计技术。该方法利用已知点上的数据值，利用一定的

数学模型与算法，对未知点进行估计。空间插值是城乡

规划领域的一种重要方法，在资源评价、环境监测、灾

害预报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最常用的空间插

值法是利用距离的倒数加权求出未知点的值；克里金规

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空间插补方法，它考虑了空间数据

的自相关性与变异性，因而具有更高的预测精度；而径

向基函数插值法则是一种基于径向基函数的插值方法，

适用于处理非均匀分布的空间数据。

2.2  空间聚类方法
空间聚类方法是一种用于识别空间数据集聚现象的

技术。该方法利用空间数据点之间的相似性或距离，将

具有相似性的数据点聚到一起。在城乡规划研究中，采

用空间聚类分析法，将城市功能区划和生态敏感区划分

成不同的区域，以供规划决策参考。基于密度的聚类算

法是一种常用的空间聚类方法，它是一种基于数据集的

聚类方法。而基于网格的聚类方法则是将空间划分为网

格，按照网格内数据点的数量和密度来划分簇。

2.3  空间相关性分析
空间相关性分析是一种用于研究空间数据之间相关

性和因果关系的技术。该方法是通过对各数据点间的相

关性或对其进行空间回归分析，从而发现其内部关系。

城市空间关联研究对城市空间结构、交通流量等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对城市空间结构和交通流规律的研究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空间自相关分析是一种常用的空间

相关性分析方法。空间回归分析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空间

关联分析方法。

2.4  空间网络分析
空间网络分析是一种用于分析空间网络结构和特征

的技术。该方法通过量化分析空间网络中的节点、边、

路等元素，揭示其结构特征与运行规律。在城乡规划中，

空间网络分析有助于规划者了解城市交通运输网络、管网

等基础设施的运行状态，为规划决策提供支撑。路径分析

法是空间网络分析的一种重要方法，它通过对网络节点间

最短路径或最佳路径的分析，来反映网络的连通度和可达

性；中心性分析通过对网络节点中心度的分析，找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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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中的关键节点及区域；聚类分析通过对网络节点相似

度的分析，揭示了网络的分簇结构及功能划分。

3��GIS 在城乡规划空间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3.1  城乡规划数据采集与管理
GIS技术在城乡规划空间数据分析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在城乡规划数据采集与管理过程中，GIS技术是一种
有效的数据采集、处理、存储与管理的手段。利用GIS技
术，可方便地获取地形地貌、土地利用、交通网络等多

种空间数据资源，并对其进行统一管理和维护。同时，

利用GIS实现了空间数据的查询、查询和更新，方便了规
划者对地理信息服务的使用。

3.2  城乡规划空间分析与可视化
在城乡规划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方面，利用 GIS技术

对城乡规划的空间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并以可视化的方

式将分析结果直观地展现出来。在 GIS平台上，规划者
可借助空间插值、空间聚类、空间关联分析等多种空间

分析方法与工具，对城乡规划空间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

分析。同时，GIS还具有地图、图形、动画等丰富的可视
化表达形式，使分析结果直观地呈现给规划人员和决策

者。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可以帮助规划者更好地认识城

乡规划空间数据的分布规律及内在关系，为规划决策提

供科学依据。

3.3  城乡规划决策支持
在城乡规划决策支持方面，GIS技术可以为城乡规划

提供决策支持服务。通过GIS技术，规划者可利用空间分
析的方法与工具，模拟、评价城乡规划方案实施后的效

果与影响。同时，地理信息系统还能为规划者提供丰富

的决策支持，如空间分布图、统计分析报告等，使规划

者能更好地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划。此外，GIS技术还支持
规划方案的动态调整和优化，为城乡规划提供持续的支

持和服务。

4��基于 GIS 的城乡规划空间数据分析案例研究

案例名称 地点 GIS应用 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主要数据说明

南京市城市扩
张与经济发展
分析

南京市
城市规划决策
支持

空间数据模拟、
统计分析

1.GDP数据：
2022年GDP：16355.32亿元，全国排名第10
GDP同比增速：高于全国及新一线城市均值
2.城市扩张数据：
主要扩张区域：江北新区和南部新城
扩张面积比例：未具体给出，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

西安市生态保
护区规划

西安市 资源环境管理
空间聚类（基于
密度的聚类）

生态敏感区数据：
核心保护区面积比例：未具体给出，但涉及秦岭山脉等重要
区域
规划目标：到2025年，森林保护面积比例达到95%

成都市交通网
络优化

成都市 交通规划
空间网络分析
（路径分析）

1.交通流量数据：
主要拥堵区域：市中心和主要交通节点
拥堵指数：高峰时段部分路段拥堵指数超过2.0
2.道路网络数据：
主要道路类型：环路、主干道、次干道等
道路网络覆盖面积：未具体给出，但覆盖广泛

北京市公共设
施布局优化

北京市 城市设施规划
空间插值（克里

金法）

1.人口密度分布数据：
高密度区域：中心城区、朝阳、海淀等
人口密度比例：未具体给出，但呈现明显集聚趋势
2.公共设施分布数据：
现有公共设施数量：学校、医院、公园等数量众多
设施分布比例：与人口密度分布相匹配，但部分区域设施利
用率较低

广州市城市规
划方案评估

广州市 规划方案对比 空间统计分析

1.规划方案数据：
方案数量：多个
方案内容：涉及绿色生态、经济发展、产业布局、交通网络
等多个方面
2.空间数据：
地形、地貌、水系、植被等自然地理数据比例：广泛覆盖
城市用地、交通网络、公共设施等人文地理数据比例：详细
且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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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说明：

4.1  南京市城市扩张与经济发展分析
通过GIS的空间数据模拟和统计分析，结合南京市多

年的GDP数据和城市扩张数据，研究城市扩张与经济发
展的关系。发现南京市GDP持续增长，且增速高于全国
及新一线城市均值，同时城市扩张主要集中在江北新区

和南部新城，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

4.2  西安市生态保护区规划
基于GIS的空间聚类方法，对西安市的生态敏感区进

行识别和分类。规划目标到2025年，森林保护面积比例
达到95%，体现了对生态保护的重视。

4.3  成都市交通网络优化
运用GIS的空间网络分析功能，对成都市的交通流量

和道路网络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主要拥堵区域集中在市中

心和主要交通节点，拥堵指数超过2.0。成都市的道路网
络覆盖广泛，包括环路、主干道、次干道等多种类型。

4.4  北京市公共设施布局优化
借助GIS的空间插值功能，根据北京市的人口密度

分布和公共设施分布数据，预测公共设施的最佳布局位

置。发现北京市的人口密度呈现明显集聚趋势，主要集

中在中心城区、朝阳、海淀等区域。同时，现有公共设

施数量众多，但部分区域设施利用率较低。

4.5  广州市城市规划方案评估
利用GIS的空间统计分析功能，对广州市的多个规划

方案进行对比评估。这些规划方案涉及绿色生态、经济发

展、产业布局、交通网络等多个方面，空间数据包括自然

地理数据和人文地理数据，均广泛覆盖且详细全面。

5��未来发展趋势

5.1  技术创新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GIS应用于城乡规划的空

间数据分析将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其中，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的融合应用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GIS能够对海量的空间数据进行智能化分析与处
理，提高数据分析的精度与效率。同时，通过大数据技

术的应用，使GIS能够更好的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为城

乡规划提供更为科学精细的决策支持。

5.2  跨学科合作
城乡规划空间数据分析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多学

科交叉的特点。今后，该领域将更多地关注学科间的合

作和交流。地理学、规划学、环境学、经济学等多个学

科的交叉融合，共同破解城乡规划难题。多学科交叉融

合，既可提升规划的科学性与实用性，又可促进相关学

科的发展与进步。

5.3  政策支持
为促进GIS技术在城乡规划空间数据分析领域的广泛

应用与深化，政府应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予以支持。其

中包括资金支持，人才培养，技术引进等。政策支撑是

GIS技术创新与应用的有力保障，推动GIS技术在城乡规
划领域的深入应用与发展。同时，也给城乡规划工作带

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结语

本文基于GIS技术对城乡规划空间数据分析与应用进
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对GIS技术概述、空间数据分析方
法、GIS在城乡规划中的应用等方面的探讨，为城乡规划
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

指导。同时，本文还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展望

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城乡规

划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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