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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镇群体空间结构的形成演化、城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展、城镇群体演化动力及调控对策的研究是当今
地理学界、城市规划学界、遥感科学界、地理信息科学界等学科研究的新的热点问题和地方各级领导
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地域空间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加速，城市范围日益扩大，城市形态呈现多样化，空间结构
越来越复杂，城市空间关系从单一的城市内部关系走向与周边关系和城镇群体关系，城市间的相互作
用也越来越明显，因此城镇群体空间结构的研究是大势所趋。
全书分八章，第一章绪论，重点介绍城镇群体、空间结构、信息机制的概念及其研究内容；第二章阐
述城镇群体空间结构的构成要素、城镇群体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城镇群体空间结构
演化的基本原理；第三章分析了不同的遥感数据源及应用，提出了基于证据理论的遥感影像数据融合
方法；第四章讨论了遥感影像分类的各种方法，提出了基于证据理论的遥感图像分类方法；第五章研
究了反映城镇群体空间结构演化的信息机制，提出了以信息机制为基础，用命题逻辑演算方法来分析
城镇群体空间结构演化的新方法；第六章用灰色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分析预测了武汉的城镇化水平；第
七章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武汉城镇群体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第八章总结与展望，包括
研究结论与今后还要进一步做的工作。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武汉大学许多老师、同学以及湖北大学同事和学生的帮助，还引用了一些
参考文献中不属于本书，但又与本书密切相关的内容，有必要记录于此，表示感谢。
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在如此有限的时间里，想要对如此庞大的题目进行全面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
；在如此有限的篇幅里，想要对如此繁杂的内容进行系统的阐述也是几乎不可能的，虽然自感已尽了
最大努力，但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甚至谬误之处，诚恳地欢迎各方人士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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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遥感（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手段，从区域的角度来研究地球空间信息机制，通
过对城镇群体空间信息的理解与分析来揭示城镇群体空间结构演化的几何形态、空间分布、空间组合
、空间相互关系及变化规律。
主要研究面向城镇群体空间结构的遥感影像数据融合技术、遥感图像分类与城镇建筑覆盖专题信息提
取技术和反映城镇群体空间结构演化的信息指标和动态监测模型。
    本书适合作为地理学、遥感科学、地理信息系统、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城市
规划等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学习用书，也可供从事城市建设、城市规划与管理、土地规划等
方面的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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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系统和遥感等新技术和新方法，探讨城镇群体空间结构演化规律，并应用灰色系统理论分析和
预测城镇群体未来的空间结构，为武汉城镇群体空间结构的整体优化和调控提供参考依据，因而其研
究必然具有相当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第二节城镇群体空间结构演化概述一、城镇群体概念与分类张京祥（2000）认为，城镇群体
（urbanagg lomeration或urbangroups）从广义而言是指多个城镇分布、组织而成的一种空间形态。
狭义而言，城镇群体区别于一般区域内多城镇分布现象，是其内部空间要素相对较为紧密的联系，而
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又直接导致了城乡混合区、城镇密集区、城镇连绵带等多种城镇群体空间亚形态
的出现。
因此所谓城镇群体，是指一定空间范围内具有密切社会、经济、生态等联系，而呈现出群体亲和力及
发展整体关联性的一组地域毗邻的城镇。
姚士谋（1998）认为，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
市（包括小集镇），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人口密度较大，生产高度技术化，土地利用集约化，
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
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外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
城市群区。
也有人认为，城市群是由若干个中心城市在各自的基础设施和具有个性的经济结构方面，发挥特有的
经济社会功能，而形成一个社会、经济、技术一体化的，具有亲和力的有机网络。
地理空间应视为城市群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城市群具有四个特征：①城市群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动态特征；②城市群具有区域城市的空间网络结构
性；③城市群具有区域内外的连续性和开放性特点；④城市群内的城市具有相互之间的吸引集聚和扩
散辐射功能。
作者认为，从系统的角度定义城镇群体，可以概括为：在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中心城市与周围城镇
之间通过信息流动而发生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互为条件，而形成的不可分
割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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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镇群体空间结构演化的信息机制》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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