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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遥感研究进展

摘要
城市遥感是当前遥感技术应用的一

个重要领域．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
的推进，遥感技术将在城市生态建设、国
土空间开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城市规划管理
重要的信息源．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城市
遥感研究内容的基础上，重点对城市遥
感若干重要方向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在
此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地理学视角的城市
遥感研究框架，结合典型实例从结构与
格局、要素与作用、变化与过程、功能与
响应 ４ 个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城市遥感研
究的发展．最后，结合国家需求和技术发
展，对城市遥感今后的发展从数据源、研
究对象、应用主题、研究目标、技术方法
等方面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城市遥感；不透水面；城市扩展；土
地利用 ／ 覆盖分类

中图分类号 ＴＵ９８４；ＴＰ７９
文献标志码 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２⁃１９
资助项目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４１６３１１７６）
作者简介

杜培军，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
方向为城市遥感、遥感图像处理与地学分析．
ｐｅｉｊｕｎ＠ ｎｊｕ．ｅｄｕ．ｃｎ

１ 南京大学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２ 卫星测绘技术与应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重点实验室，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３ 江苏省地理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０　 引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

（ＵＮ Ｗｏｒｌ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统计，１９００ 年全球城市人口

的比例为 １３％ （２ ２ 亿），１９５０ 年达到 ２９％（７ ３２ 亿），２００５ 年则达到

３２ 亿（４０％），２００７ 年，全球城市人口的比例在历史上首次突破 ５０％，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城市人口的比例将达到 ６０％（４９ 亿）（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
ｏｒｇ ／ ｅｓａ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ＵＰ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５ｗｕｐ．ｈｔｍ）．

城市化过程是指乡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乡村地域转变为城

市地域的过程，因此通常用城市人口（或非农业人口）占区域总人口

的百分比来衡量城市化水平［１⁃２］ ．城市化也是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城市

规模迅速膨胀、农村人口转入城市、人们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可以

进一步分解为 ４ 个主要过程：反映城市人口集散的人口城市化过程、
反映城市经济增长的经济城市化过程、反映城市城镇空间扩展的空

间城市化过程以及反映城市文明扩散的社会城市化过程［１］ ．城市化在

推动社会发展、提高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

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引发了严重的水危机、资源短缺、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等问题，进而出现了所谓的“城市病”，主要包括城市水资源

水环境问题、绿地生态系统破坏、大气污染、热岛效应、固体废弃物问

题、噪声污染、地面沉降、光污染和电磁污染以及城市社会环境问

题［３⁃５］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交互耦合关系，协调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已上升为学术界和决策部门普遍关注的热

点问题［１，６］ ．
城市化对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影响，

都直接或间接地在多源、多尺度、主被动遥感影像上得到了表达．空间

城市化过程及其引发的各种自然和人文变化是城市遥感最直接的应

用方向，通过对空间城市化过程与人口、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分析，遥
感能够间接用于人口城市化过程、经济城市化过程和社会城市化过

程的分析和建模．因此，遥感是监测、管理、分析城市化过程及其生态

环境响应的最为有效的信息源．“城市遥感”作为遥感的一个重要应用

分支，一直是国际上遥感应用和城市科学 ２ 个领域的重要研究

内容［７⁃１１］ ．
本文在分析国内外城市遥感主要方向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构建

了一个系统化的城市遥感研究框架，并以作者课题组相关研究工作



　 　 　 　为例予以分析，最后对城市遥感未来进展进行了展

望和探讨．

１　 城市遥感的研究内容和主要进展

城市遥感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研究内

容丰富．由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ＳＰＲＳ）和 ＩＥＥＥ 地学与遥感学会（ ＩＥＥＥ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ＥＥＥ ＧＲＳＳ）共同召开的

城市遥感联合大会 （ Ｊｏｉｎｔ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ＪＵＲＳＥ）是国际上城市遥感领域最高水平的学

术盛会，该会议的主要议题也反映了当前国内外城

市遥感研究的主要内容：
１）城市遥感的数据源和传感器，包括城市遥感

新的卫星 ／机载观测系统、描述城市特征的多源数据

（多光谱、高光谱以及高分辨率数据等）、考虑城市

地区特点的处理技术（如配准、阴影影响改正、三维、
地籍调查等）、城市遥感新型地面观测技术 （如

ＬｉＤＡＲ 等）．
２）城市地区结构探测和特征化描述，包括开发

区状态和变化调查、城市土地覆盖 ／利用制图、目标

（街道、建筑物等）探测、ＬｉＤＡＲ 和 ＩｎＳＡＲ 城市目标 ／
现象和地表沉降三维监测、通过数据融合的二维 ／三
维特征合并和分解．

３）城市地区遥感数据解译算法和技术，包括高

分辨率影像目视分析和解译的数学方法和工具、ＧＩＳ
与影像的融合、多源遥感数据融合、新型分类算

法等．
４）城市遥感应用的算法和技术，包括基于遥感

的城市风险评估算法、水文 ／地质环境评价算法、灾
害管理算法、公共安全相关的应用算法、国家 ／区域 ／
地区层次的遥感变化检测、城市环境和地球物理参

数的定量反演．
５）遥感用于城市气象学、地质学和地质灾害，包

括城市热岛效应、空气质量评价、沉降、水文学、地
震 ／火山 ／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沿海灾害、环境

监测（土壤和地表水污染）等．
６）遥感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包括人口统计、健

康、社会科学、考古中的遥感和 ＧＩＳ 应用、公共安全

和应急管理、大型社会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等）
中的遥感应用等．

７）遥感在城市规划和保护中的应用，包括城市

规划、数字城市、城市保护中的遥感应用，以及基于

遥感和其他模型的城市模拟．
８）城市发展和扩展的格局、过程与模拟，包括城

市发展建模、遥感与城市轨迹理论、城市精细结构变

化等．
９）城市 ／城市周边地区生态学，包括景观生态遥

感、生态安全遥感评价、生态过程建模等．
结合以上内容，可以构建如图 １ 所示的城市遥

感内容和信息处理方法总体结构．
可以看出，遥感既可以对城市环境从格局、要

素、功能、演变方面进行全面描述和监测，又能够为

城市环境评价、规划、模拟、预测等提供最重要的信

息源．通过城市遥感分析的结果，还可以进一步与城

市其他自然、人文、经济和社会过程结合，实现遥感

技术的全方位、深层次应用．
随着遥感数据获取技术的快速发展，城市遥感

可用的遥感数据源越来越多，为开展各项研究工作

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从全球城市化研究中应用的中

低分 辨 率 遥 感 数 据 如 ＭＯＤＩＳ、 ＮＯＡＡ ／ ＡＶＨＲＲ、
ＭＥＲＩＳ，到区域城市研究中常用的中分辨率遥感数

据 如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 ＯＬＩ、 ＡＳＴＥＲ、 ＳＰＯＴ、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再到城市问题精细研究的各种高分辨率遥

感影像如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ＩＫＯＮＯＳ 等，都在描述城市结

构和状态、变化与过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常

规全色和多光谱遥感数据的基础上，雷达、高光谱、
热红外和夜光遥感影像等也在城市遥感中得到越来

越多的应用．近年来，以 ＣＢＥＲＳ、ＨＪ⁃１ Ａ ／ Ｂ 为代表的

国产中分辨率遥感影像和 ＧＦ⁃１、ＧＦ⁃２ 和 ＺＹ⁃３ 等为

代表的国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在城市研究中也得到

了有效的应用．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目前一些主要的城市遥

感方向包括：
１） 城市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分类．城市土地利

用 ／土地覆盖遥感分类主要是利用中、高分辨率遥感

数据和各种遥感分类器，对城市土地覆盖进行分类，
结合各种先验知识、语义信息等构建转换和识别规

则，实现城市土地覆盖到土地利用的转换［１２⁃１４］ ．新型

分类器如支持向量机、旋转森林、多分类器等在城市

土地覆盖分类中得到有效应用，空间⁃光谱特征综合

则是提高分类精度的有效途径．在基于像素分类的

基础上，针对城市要素分布特点，面向对象分类方法

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基于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分类

结果，可以对城市构成、结构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
进一步可以和景观格局分析软件结合，对城市景观

７１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１０（１）：１６⁃２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１０（１）：１６⁃２９



图 １　 城市遥感的体系结构

Ｆｉｇ 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结构进行综合分析［１５⁃１６］ ．
２） 城市环境遥感监测．遥感信息能够识别叶绿

素 ａ、悬浮物浓度、ＴＮ 和 ＴＰ 等水体环境质量指标，
进而实现水体环境评价和水质遥感分级［１７⁃１９］ ．遥感

技术在空气污染和大气环境监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

应用价值，可用于近地面空气质量（颗粒污染物、
ＮＯ２、Ｏ３、ＣＯ 等）监测、地表排放估算（如氮氧化物、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ＣＯ、 气溶胶污染源等） 等

方面［２０⁃２３］ ．
３） 城市植被遥感．植被在城市生态系统中发挥

着生态功能、景观功能和生产功能，城市植被遥感主

要包括植被过程中的地表辐射能量收支、地表湿度

和温度变化、植被覆盖和土地退化、植被生物量和净

初级生产量（ＮＰＰ）、植被结构和生态参数、地表生态

过程、土地利用和农用植被提取、陆面植被生态过程

研究等［２４⁃３２］ ．
４） 城市不透水面遥感．不透水面是指城市中各

种不透水建筑材料所覆盖的表面，包括公路、车道、
人行道、停车场、屋顶等．城市不透水面的空间格局

和动态变化引发城市热岛效应、城市点源污染等一

系列环境问题．目前用于估算不透水层比较采用最

广泛的 ２ 种方法是基于混合像元分解的亚像元级估

算方法和基于硬分类的直接识别方法，Ｖ⁃Ｉ⁃Ｓ 模型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ｏｉｌ，植被⁃不透水面⁃
土壤模型）和混合像元分解结合是应用最为广泛的

不透水面信息提取方法［３３⁃４２］ ．
５） 城市热环境遥感．热环境时空分析是城市环

境定量遥感最为活跃的研究方向，大体可分为 ３ 个

阶段：利用卫星遥感数据结合气象观测分析城市热

岛的平面结构和垂直结构，解释城市下垫面热信息

的分布和结构特征；对热岛强度的变化规律和过程

的研究，以发现城市热岛的周期性变化和非周期性

变化规律；通过分析变化背后的各种驱动力以揭示

城市空间热环境变化机制，建立热岛强度与各种可

能的影响因素如 ＮＤＶＩ、植被覆盖度、土地利用类型、
人口密度、容积率等的定量关系［４３⁃４９］ ．

６） 城市环境遥感变化检测与动态分析．为了实

现对城市环境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影响因素的综合分

析，基于多时相遥感信息的城市环境变化检测和动

态分析得到了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可以通

过多时相遥感影像变化检测或分类后比较等操作，
实现对特定城市要素动态变化的分析；另一方面，利
用多时相遥感信息支持下的综合评价结果，可以实

现对城市演变的综合动态分析［５０⁃５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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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城市生态安全与人居环境遥感综合评价．将
遥感数据及派生信息、调查统计数据、实地观测数据

和各种生态环境专题模型结合，实现遥感支持下的

城市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是推进城市遥感应用水平

的重要方面．遥感技术已在城市生态安全、人居环

境、生态风险评价、生态承载力评价等方面得到了较

多的应用，并成为当前和今后城市遥感最为重要的

研究方向之一［６０⁃６９］ ．

２　 地理学视角的城市遥感框架与研究案例

综合以上国际城市遥感大会主要内容、国内外

城市遥感相关研究进展可以看出，目前城市遥感作

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涉及到城市

水环境、土地系统、大气、生态、植被、人类活动各个

方面，结合地理学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方

法，可以构建一个地理学视角的城市遥感研究框架，
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地理学视角的城市遥感研究框架

Ｆｉｇ 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ｏｍ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ｖｉｅｗ

该框架可以将目前从不同要素、不同方法、不同

数据、不同目标出发的城市遥感相关研究予以总结

归纳，更好地体现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空间、城市化作

为一个动态过程、城市内部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城市

化与资源环境响应、人类活动与城市系统作用多方

面的特性．其中，结构与格局重点对城市构成、土地

利用 ／覆盖进行描述，进而结合各种格局分析方法如

景观生态指标等对城市的空间构成进行综合描述．
要素与作用重点对城市各种关键要素如植被、不透

水面、水资源、建设用地等进行定性、定量的专题描

述与分析，对多种要素的相互作用（如地表温度与不

透水面、植被与生态环境）、人类活动与城市自然系

统的相互影响进行研究．变化与过程重点以动态视

角对城市扩展、城市要素变化进行分析，充分利用多

时相遥感影像对城市结构、要素演变进行综合研究，
实现对城市扩展时空过程的综合描述．功能与响应

则将城市自然系统所具备的服务功能、人类活动影

响下城市系统的响应以及不同地理空间范围内城市

与区域相互作用与响应作为一个整体，耦合城市多

源遥感信息和各种专题分析模型，实现对城市问题

的综合研究．

２ １　 结构与格局研究实例

城市结构与格局遥感的重点是对遥感影像进行

土地利用 ／覆盖分类，应用景观生态、空间格局分析

等工具进行统计，实现对城市构成、空间分布、结构

格局的描述．结构与格局遥感的关键问题是土地利

用 ／覆盖遥感分类、空间格局统计分析．目前常用的

格局分析是利用景观格局指标分析城市景观组成的

构成和复杂性，而将遥感分类结果与城市功能格局、
交通格局等结合则是进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

为了得到客观的格局分析结论，高精度、可靠的

分类结果是必要前提．目前城市土地利用 ／覆盖分类

一些前沿研究方向包括：１）引入各种新型分类器，如
支持向量机等；２）采用多分类器集成策略，特别是具

有较好性能的随机森林（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旋转森林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等；３）综合采用空间、光谱、极化、
时序等多维特征；４）应用面向对象分类策略；５）将场

景识别与城市格局分析结合，实现城市场景和结构

类型区、功能区识别．
针对以上发展趋势，我们以多源遥感影像为数

据源，从中提取反映地物光谱、空间和变化的多维特

征，引入先进的机器学习算法，通过分类器优化和多

分类器集成，能够得到优于常规方法的分类结果，从
而为格局分析提供支持．相关分类研究的主要策略

如图 ３ 所示．
以旋转森林（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为例，作为一种最

新的集成学习策略，旋转森林通过样本多样性、特征

子空间和特征旋转等策略，利用决策树基分类器生

成不同的分类输出，最后通过投票法得到最终分类

结果．针对遥感影像分类的特点，从特征旋转、基分

类器选择和空间⁃特征综合应用等方面对旋转森林

进行了改进［７０⁃７２］ ．在特征旋转策略方面，传统的旋转

森林算法采用主成分分析进行特征旋转，在实际遥

感影像分类中则可以采用非线性特征旋转、半监督

特征旋转等策略，从而提高特征空间对不同地物类

别的可分性．在基分类器选择方面，传统旋转森林使

用决策树作为基分类器，对于小样本问题适应性较

差，因此用支持向量机、极限学习机等代替决策树作

为基分类器，可以进一步优化分类结果［７２］ ．针对光谱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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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城市土地利用 ／覆盖遥感分类的研究策略

Ｆｉｇ 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 ｃｏｖｅ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分类的局限性，可以综合应用光谱、极化、空间特征

作为分类输入，或者进行图像分割后在每一分割单

元内提取空间特征，实现多特征支持下的旋转森林

分类［７１］ ．图 ４ 是研究中对旋转森林分类器进行改进

策略的实现，其中左半边分类器为传统旋转森林的

分类策略，右部则为对旋转森林进行不同方案的改

进后的成员分类器，最后通过多分类器投票集成实

现最终分类．

图 ４　 旋转森林分类器改进策略

Ｆｉｇ 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图 ５ 是对某一区域高光谱遥感影像进行改进旋

转森林分类器地表覆盖遥感分类的结果，图 ５ａ 为原

始影像，５ｂ 为旋转森林分类结果，５ｃ 为改进旋转森

林分类器的分类结果［７３］ ．

通过多特征综合、多分类器集成后得到的土地

利用 ／覆盖分类结果，克服了只使用光谱特征分类导

致的斑块数量多、椒盐噪声影响严重等限制，可以获

得更稳定的分类结果，保证了格局分析的可靠性．

２ ２　 要素与作用研究实例

城市是一个多要素构成的复合系统，既涉及到

各种自然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又涉及到人类活动

和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通过多源遥感影像能够提

取城市多种要素的信息，从而实现对单一要素专题

分析、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综合描述．
不透水面是城市构成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遥

感是提取不透水面最有效的信息源．城市热环境（利

０２
杜培军，等．城市遥感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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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遥感影像改进旋转森林分类器分类结果

Ｆｉｇ ５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ｓ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ｉｍａｇｅ

用地表温度表征）是城市环境另外一个重要要素，热
红外遥感反演地表温度是研究城市热环境的基础．
以南京市为例，对不透水面、地表温度 ２ 个重要的要

素信息进行计算，进而分析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系．
采用基于影像的反演算法对遥感影像的热红外

波段进行地表温度反演［７４］ ．利用归一化差值不透水

面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ｎ⁃
ｄｅｘ，ＮＤＩＳＩ，其量值记为 ＩＮＤＩＳ）提取不透水面信息［７５］：

图 ６　 ３ 个时相假彩色影像（Ｒ、Ｇ、Ｂ 分别为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的 ４、３、２ 波段）
Ｆｉｇ ６　 Ｆａｌｓｅ ｃｏｌｏ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Ｒ，Ｇ，ａｎｄ Ｂ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Ｂａｎｄ ４，３，ａｎｄ ２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ＤＩＳ ＝
ｐＴＩＲ － （ｐＶＩＳ１

＋ ｐＮＩＲ ＋ ｐＭＩＲ） ／ ３
ｐＴＩＲ ＋ （ｐＶＩＳ１

＋ ｐＮＩＲ ＋ ｐＭＩＲ） ／ ３
， （１）

式中：ｐＴＩＲ为热红外波段，ｐＭＩＲ为中红外波段，ｐＮＩＲ为近

红外波段．在 ＥＴＭ＋ ／ ＴＭ 影像中，分别为 ６ 波段、２ 波

段和 ５ 波段． ｐＶＩＳ１为可见光红、蓝、绿中的任何一波

段，本研究中选取绿色波段．
图 ６ 为南京市 １９８９、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３ 个时相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遥感影像，图 ７ 为计算的 ３ 个时相

不透水面指数，图 ８ 为反演的地表温度［７６］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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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各年份不透水面指数

Ｆｉｇ ７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图 ８　 各年份地表温度分布

Ｆｉｇ ８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使用回归分析方法定量分析 ＬＳＴ （量值记为

ＴＬＳ）与 ＮＤＩＳＩ 的关系，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在上述提取

的各指数图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样本值在

９５％的置信水平下，极限误差为正负 ３ 个百分点，回
归关系如图 ９ 所示．建立的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图 ９　 ＬＳＴ 与 ＮＤＩＳＩ 的回归关系

Ｆｉｇ ９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ＳＴ ａｎｄ ＮＤＩＳＩ

２２
杜培军，等．城市遥感研究进展．

ＤＵ Ｐｅｉｊｕｎ，ｅｔ 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ＬＳ ＋ ４ ９７７ＩＮＤＩＳＩ ＋ １４ ２８，　 Ｒ２ ＝ ０ ７０４ ７．
可以看出，地表温度和不透水面指数呈正相关

关系，不透水面和建筑覆盖比例高的区域，温度也较

高，大面积的不透水面增加、建筑物增建和植被面积

减小将引起局部地表温度的明显升高，从而产生城

市热岛效应．

２ ３　 变化与过程研究实例

城市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特别是由于人类活动

影响，城市土地覆盖 ／利用和各种要素往往处于动态

变化之中，多时相遥感影像是发现城市变化、描述城

市扩展过程最为有效的数据源．从城市环境变化监

测的遥感技术手段来看，大致可分为：１）基于变化检

测的技术；２）基于土地覆盖遥感的分析；３）基于景观

格局的监测与分析；４）基于不透水面的城市扩展分

析；５）其他方法，如 ＧＩＳ 分析等．
图 １０ 是江苏省 １３ 个地级市不透水面变化过程．
基于 ３ 个时相不透水面信息，可以计算城市扩

展强度，如图 １１ 所示．一级代表的城市扩展强度最

强，二级次之，三级最弱．将江苏省 １３ 个城市的扩展

强度进行分级，其中，１９８５—２０００ 年间，一级扩展强

度城市 １ 个、二级 ５ 个、三级 ７ 个；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
一级扩展强度城市 ５ 个、二级 ３ 个、三级 ５ 个．

在此基础上，可以基于不透水面信息提取城市

建成区，分析城市扩展过程与模式．利用 ＢＣＩ 指数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提取城市不透水

图 １１　 江苏省城市扩展强度级别分布

Ｆｉｇ １１　 Ｕｒｂ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５ ｔｏ ２０１４

面［７７］，进一步基于距离加权的不透水面聚集度计算，

图 １０　 江苏省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不透水面变化

Ｆｉｇ １０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ｖｉｏｕ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５ ｔｏ ２０１４

可以清晰分辨出各个城市的核心区域分布，消除了

城市周边农村、工矿等对城市建成区的影响，在此基

础上人机交互获取不同时期城市建成区范围，实现

对城市扩展过程的动态描述（图 １２）．可以看出，南京

市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属于多中心网状扩展，一方面

是由于南京的自然地貌丰富、长江穿城而过，城市发

展需遵循自然地理条件；另一方面，则是科学的城市

规划使然，南京市的城市发展格局以长江为城镇发

展轴，兼顾江南江北地区，以主城区为核心，以仙林、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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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１９８５—２０１６ 年南京城市建成区实体边界

Ｆｉｇ １２　 Ｅｘ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５ ｔｏ ２０１６

东山、江北新市区为区域中心，实现一核多中心间隔

分布，新城、新区、“大学城”的建设推动了南京的多

中心发展，形成了城市组团跳跃式的城镇空间布局

结构．

２ ４　 功能与响应研究实例

城市各种要素相互作用，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

其服务功能也会相应变化，并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而产生各种响应．综合利用遥感解译信息和多源数

据，可以对城市系统的功能进行定量评价，研究城市

化影响下的区域资源环境效应、环境变化下城市系

统的响应综合．功能与响应是实现城市复合系统综

合研究的重要方面，其核心是遥感解译信息、多源数

据与专题模型的耦合．图 １３ 为耦合多源信息的城市

生态安全评价技术路线，表 １ 为评价过程中各种因

子指标数据的来源，其中遥感解译指标是评价的

基础［６２］ ．

图 １３　 耦合多源信息的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技术路线

Ｆｉｇ １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ｂ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图 １４ 为徐州市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结果．从时间

维、空间维和分类水平上分别进行深入的分析结果

表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徐州生态安全状况形

势严峻，不安全范围逐步扩大，主要以城市市区为中

心向四周扩展，辐射速度有加快的趋势［６２］ ．

表 １　 各种因子指标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ｄｉｃｅｓ

序号 指标因子名称 数据来源
标准化
方法

标准化
值域

１ 人口压力
模拟人口密度
分布

专家级分法 （１，１０）

２ 地下水污染
程度

水质监测数据，
空间插值

专家级分法 （１，１０）

３ 采煤塌陷
遥感塌陷面积
提取，作缓冲区

专家级分法 （１，１０）

４ 单位面积 ＮＤＶＩ 遥感方法提取 极差标准化 （１，１０）

５ 高生态功能类
型景观百分比

景观格局指数
计算

极差标准化 （１，１０）

６ 生态弹性度量
遥感地物分类，
弹性赋值

专家级分法 （１，１０）

７ 高生态功能类
型斑块密度

景观格局指数
计算

极差标准化 （１，１０）

８ 热岛效应强度
遥感温度数据
反演

极差标准化 （１，１０）

３　 城市遥感的发展趋势

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对城市遥感提出了新的挑

战，遥感数据获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城市遥感提供

了越来越多的数据源，人工智能、地理时空大数据分

４２
杜培军，等．城市遥感研究进展．

ＤＵ Ｐｅｉｊｕｎ，ｅｔ 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图 １４　 徐州市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结果

Ｆｉｇ １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Ｘｕｚｈｏｕ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７ ｔｏ ２００７

析与挖掘技术为城市遥感提供了更为智能、快速的

处理和分析工具．综合当前国家需求和技术发展，城
市遥感主要体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１）在城市遥感研究目标上面，应逐步从早期针

对土地利用 ／覆盖、城市典型要素分布的描述性研究

中不断深化，在推进对城市现象、格局和功能解释性

研究的同时，面向城市病、城市功能和城市演变开展

诊断性研究，为城市环境健康、风险防控等提供支

持，进一步综合利用长时间序列遥感数据，推进城市

遥感的目标向预测性和决策性发展．
２）在城市遥感数据源方面，从光学遥感数据向

光学与 ＳＡＲ 并重发展，高空间分辨率光学影像和

ＳＡＲ 影像、高光谱遥感数据和 ＬｉＤＡＲ 数据得到越来

越多的应用．遥感影像、地面观测和统计调查数据的

集成是拓展城市环境遥感数据源的重要方面．地学

传感器网络（ＧＳＮ）、环境传感器网络（ＥＳＮ）、志愿者

地理信息（ＶＧＩ）等新型信息采集技术将和遥感影像

结合，形成星空地一体化的城市遥感信息获取系统．
３）在研究尺度上，形成了全球、国家尺度上的城

市化、城市群、城市、城市重点区域的多尺度研究格

局，不同尺度上都应根据研究对象、研究目标选择适

宜分辨率的遥感数据和图像处理分析方法．特别是

针对城市群、城镇一体化、村镇的遥感研究将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另外，除了空间尺度，对于城市遥感

研究的时间尺度也应该予以重视，实现对城市化与

资源环境响应定位、定性和定时的综合研究．
４）城市遥感信息提取的定性定量集成和分析主

题的多元化．城市环境遥感早期主要集中于定性的

识别分类，但随着定量遥感的快速发展，基于遥感信

息的城市生态环境参数定量描述将成为新的研究热

点．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遥感信息分析主题需

要从空间上的城市扩展与土地利用变化，拓展到生

态环境、人居环境、热环境、景观生态、生态承载力、
环境容量、生态安全等方面，从城市环境的自然分析

转变到人口估算、能源消耗、经济分析、环境健康、公
共安全与应急管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遥感应用．

５）从二维到三维空间的拓展．随着数字化时代

的到来，人们对三维空间信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尤
其是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设，都要求建立城市三维

模型．各种三维城市建模技术和软件已得到了较多

的应用，尤其是 ＬｉＤＡＲ、无人机遥感、倾斜摄影等为

三维城市建模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段．地面沉降作

为城市三维分析和地质灾害监测的另一方面，也是

城市遥感的研究热点．更进一步，研究三维城市空间

中各种自然过程和人为活动的演变趋势及其资源环

境响应，是实现城市遥感精细化的必然要求．
６）城市遥感信息处理新方法研究．近年来遥感

信息处理发展迅速，如地表温度反演、不透水面分

５２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１０（１）：１６⁃２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１０（１）：１６⁃２９



析、基于新型分类器的土地利用 ／覆盖分类、结合景

观生态学指标和生态环境模型的城市生态系统功能

研究等．这些遥感信息处理新方法将为城市遥感的

分析提供坚实的基础，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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