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矿测绘 
第 4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3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南昌市现状城区范围划定方法分析 
 

谭旭  陈胜强 

南昌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DOI:10.12238/gmsm.v4i3.1106 

 

[摘  要] 为更客观真实的反映城市建设的现状,科学合理确定城区范围,避免主观性较强的指标或技术

方法。文中以南昌市第三次国土调查的遥感影像(1m分辨率)数据为依据。使用定量化的标准,明确确定

结果中包含的城区最小划定单元的数量和范围。从而对南昌市现状城区范围进行科学真实确定。 

[关键词] 第三次国土调查；城区范围；划定方法 

中图分类号：S757.4+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第三次国土调查是查实查清土地资

源的重要手段,是完善与细化土地资源

利用的基础数据。本次结合南昌市实际

现状情况与空间发展特征,以南昌市行

政区划矢量边界数据、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数据(“三调”数据)、南昌市公用

设施及管线现状数据(包括电力、给水、

污水、消防、垃圾处理)、南昌市道路交

通线网及设施现状数据、南昌市公共服

务设施现状数据(文化、教育、卫生)、

高德POI数据(南昌市域)、南昌市“批而

未建”用地数据以及其他包括历史、人

文、自然地理的相关数据,对城区范围进

行确定。 

1 城区初始范围确定 

以“三调数据”基底,从中提取城市

“三调”属性代码为201及201A的数据,

共计11662个图斑,面积约328.87平方公

里,以此作为城区初始范围,进行缓冲迭

代分析。 

2 待纳入城区实体图斑基本

分析 

2.1第一次缓冲分析 

本次结合南昌市实际现状情况与空

间发展特征,以确定的城区初始范围为

基础,向外缓冲100米,判断该100米范围

内及与100米缓冲区相交的图斑符合情

况,分析如下： 

2.1.1符合必选条件的图斑共计496

个,面积共计21.73平方公里 

针对必选图斑进行连接条件判定,

判定结果为已连接的图斑共计460个,面

积19.63平方公里,将其纳入城区实体地

域；其余不纳入36个图斑,面积为2.1平

方公里。 

2.1.2符合候选条件的图斑共计

2167个,面积共计37.06平方公里 

针对候选图斑梳理分析可知,共

1800个图斑具备城市居住和承担城市休

闲游憩、自然和历史文化保护以及其他

城市相关必要功能；而不具备相应功能

图斑367个,面积7.44平方公里。 

针对上述具备城市功能的图斑进行

连接条件判定,判定结果为已连接的图

斑共计1800个,面积29.62平方公里,将

其纳入城区实体地域；其余不纳入图斑

为367个,面积为7.44平方公里。  

2.1.3不符合条件的图斑共计403个,

面积约9.54平方公里 

本次予以剔除,不纳入城区实体

地域。 

经统计,通过第一次缓冲分析,新增

纳入城区实体地域图斑为2260个,面积

约为49.25平方公里。 

2.2二次迭代分析 

针对第一次缓冲分析之后的结果,

对新纳入城区实体地域的图斑进行迭代

更新判断,具体分析情况如下： 

2.2.1符合必选条件的图斑共计683

个,面积共计20.07平方公里 

针对必选图斑进行连接条件判定,

判定结果为已连接的图斑共计561个,面

积16.76平方公里,将其纳入城区实体地

域；其余不纳入121个图斑,面积为3.31

平方公里。 

2.2.2符合候选条件的图斑共计

1870个,面积共计18.37平方公里 

针对候选图斑梳理分析可知,共计

1277个图斑具备城市居住和承担城市休

闲游憩、自然和历史文化保护以及其他

城市相关必要功能,而不具备相应功能

图斑593个,面积6.07平方公里； 

针对上述具备城市功能的图斑进行

连接条件判定。判定结果为已连接的图

斑共计1277个,面积12.30平方公里,将

其纳入城区实体地域；其余不纳入图斑

为593个,面积为6.07平方公里。 

2.2.3不符合条件的图斑共计714个,

面积约9.38平方公里 

本次予以剔除,不纳入城区实体地域。 

通过二次迭代更新分析,新增纳入

城区实体地域图斑为1838个,面积约为

29.06平方公里。 

2.3三次迭代分析 

针对三次迭代更新结果,对新纳入

城区实体地域的图斑,进行迭代更新判

断,分析情况如下： 

2.3.1符合必选条件的图斑共计551

个,面积共计15.70平方公里 

本次针对上述必选图斑进行连接条

件判定。判定结果为已连接的图斑共计

403个,面积9.60平方公里,将其纳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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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实体地域；其余不纳入图斑为148个,

面积为6.10平方公里。 

2.3.2符合候选条件的图斑共计

1283个,面积共计13.12平方公里 

针对候选图斑梳理分析可知,共641

个图斑具备城市居住和承担城市休闲游

憩、自然和历史文化保护以及其他城市

相关必要功能；而不具备相应功能图斑

642个,面积7.42平方公里。 

针对上述具备城市功能的图斑进行

连接条件判定,判定结果为已连接的图

斑共计641个,面积5.70平方公里,将其

纳入城区实体地域；其余不纳入图斑为

642个,面积为7.42平方公里。  

2.3.3不符合条件的图斑共计790个,

面积约13.52平方公里 

本次予以剔除,不纳入城区实体

地域。 

通过三次迭代更新分析统计,新增

纳入城区实体地域图斑为1044个,面积

约为15.30平方公里。 

2.4四次迭代分析 

针对四次迭代更新结果,对新纳入

城区实体地域的图斑,进行迭代更新判

断,分析情况如下： 

2.4.1符合必选条件的图斑共计376

个,面积共计9.97平方公里 

针对必选图斑进行连接条件判定,

判定结果为已连接的图斑共计226个,面

积5.11平方公里,将其纳入城区实体地

域；其余不纳入图斑为150个,面积约

4.86平方公里。 

2.4.2符合候选条件的图斑共计

1403个,面积共计9.15平方公里 

针对候选图斑梳理分析可知,共计

396个图斑具备城市居住和承担城市休

闲游憩、自然和历史文化保护以及其他

城市相关必要功能；而不具备相应功能

图斑1007个,面积6平方公里。 

针对上述具备城市功能的图斑进行

连接条件判定,判定结果为已连接的图

斑共计396个,面积3.15平方公里,将其

纳入城区实体地域；其余不纳入图斑为

1007个,面积为6平方公里。 

2.4.3不符合条件的图斑共计1157

个,面积约10.86平方公里 

本次予以剔除,不纳入城区实体地

域。 

通过四次迭代更新分析统计,新增

纳入城区实体地域图斑为622个,面积约

为8.26平方公里。 

2.5五次迭代分析 

针对五次迭代更新结果,对新纳入

城区实体地域的图斑,进行迭代更新判

断,分析情况如下： 

2.5.1符合必选条件的图斑共计394

个,面积共计11.16平方公里 

针对必选图斑进行连接条件判定。

判定结果为已连接的图斑共计42个,面

积1.43平方公里,将其纳入城区实体地

域；其余不纳入图斑为352个,面积为

9.73平方公里。 

2.5.2符合候选条件的图斑共计484

个,面积共计4.27平方公里 

针对候选图斑梳理对照可知,共计

186个图斑具备城市居住和承担城市休

闲游憩、自然和历史文化保护以及其他

城市相关必要功能；而不具备相应功能

图斑298个,面积3.04平方公里。 

针对上述具备城市功能的图斑进行

连接条件判定,判定结果为已连接的图

斑共计186个,面积1.23平方公里,将其

纳入城区实体地域；其余不纳入图斑为

298个,面积为3.04平方公里。  

2.5.3不符合条件的图斑共计650个,

面积约12.77平方公里 

本次予以剔除,不纳入城区实体

地域。 

通过五次迭代更新分析统计,新增

纳入城区实体地域图斑为228个,面积约

为2.66平方公里。 

2.6待纳入城区实体图斑的特殊情

况分析 

基于南昌市现状城市发展建设存在

一定的“组团”开发特征,部分区域已是

城市重要组成部分且承担重要城市功能,

通过上述城区实体图斑的基本分析之后,

尚无法纳入城区实体地域,对其进行特

殊情况判断。 

2.6.1特殊情况一：针对部分已建成

的开发区、工业园区 

主要针对江西桑海集团有限公司、

新祺洲管理处等地区的已建成工业园区,

涉及图斑256个,共计6.81平方公里,直

接纳入城区实体范围。 

2.6.2特殊情况二：针对城市重要交

通枢纽及重要功能区 

主要包括已建成的昌北机场一期、

瑶湖机场、乐化居住功能区及江西应用

技术学院,共计图斑44个,面积约为

10.74平方公里,本次直接纳入。 

其中,昌北机场作为城市重要的交

通枢纽,一期已建设完成,在承担南昌市

经济发展、物流运输等功能的同时,也肩

负着城市及周边地区居民长途交通等功

能,本次将其纳入城区实体地域,纳入图

斑4个,面积约为6.33平方公里；瑶湖机

场位于高新区航空城,飞行区等级为4D,

属A1类跑道型通用机场,本次将其纳入

城区实体地域,纳入图斑6个,面积约为

2.76平方公里。 

2.6.3特殊情况三：针对相邻六镇 

主要针对邻近中心城区的包括生

米、长堎、望城、昌东、麻丘、罗家集

六个乡镇与其生活服务、公共服务、交

通、市政等主要城市功能与现状城市已

一体化发展。本次结合“三调”数据,

将代码为城镇村属性码202,202A属性的

图斑纳入城区实体地域。具体情况如下： 

(1)生米镇纳入图斑2个,面积0.05

平方公里；(2)长堎镇纳入图斑11个,面

积0.1平方公里；(3)望城镇纳入图斑30

个,面积0.68平方公里；(4)昌东镇纳入

图斑1411个,面积29.75平方公里；(5)

麻丘镇纳入图斑8个,面积1.65平方公

里；(6)罗家集镇纳入图斑3个,面积0.06

平方公里。 

上述相邻六镇经特殊情况判断后共

纳入图斑1465个,面积32.29平方公里。 

3 城区实体地域边界校核与范

围确定 

将城区实体地域与市级行政边界、

城镇开发边界(方案)、生态保护红线(方

案)等边界进行叠加校核,情况如下：与

初步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基本不冲突；

不存在超出市级行政区边界的图斑；不

存在与生态保护红线相冲突的斑块。 

综上,本次判定城区实体地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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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共计483.03平方公里,涉及实体图

斑19399个。 

4 城区范围边界判定 

将前文分析确定的城区实体地域范

围内图斑与城区最小划定单元行政区划

(居村委所辖区域)边界数据进行叠加后,

按照直接纳入与判定分析两种情况进行

确定。 

4.1可直接纳入城区范围的最小划

定单元情况 

根据《城区范围确定标准》,将城

区实体地域边界内的城区最小划定单

元直接纳入城区范围,面积为312.89平

方公里。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南昌“三

调”成果中缺乏街道、社区等相关边界

数据,本次结合南昌现状街道、社区的管

理边界以及边缘地区的村庄行政边界等

因素进行统筹考虑,将完全在城区实体

地域边界范围内的最小划定单元(居村

委)全部纳入(城区范围该数据可能存在

不协调的情形)。 

4.2需判定纳入城区范围的最小划

定单元情况 

筛选出城区实体地域边界上的城区

最小划定单元,作为待纳入城区范围的

单元,按照城区最小划定单元中的实体

地域面积占比情况,分为三种类型分别

进行判断。 

4.2.1类型一：占比大于50%的 

实体地域面积占比大于50%的最小

划定单元共计54个,面积约197.49平方

公里,本次将其直接纳入城区范围。 

4.2.2类型二：占比小于5% 

该类城区最小划定单元共计15个,

面积共计66.37平方公里,不予纳入。 

4.2.3类型三：占比在5%-50%之间的 

实体地域面积占比在5%-50%之间的

最小划定单元共计59个,面积约为

271.31平方公里。 

通过“三调”地类确定的最小划定

单元内实体图斑的用地属性占比情况

(以居住用地图斑占该最小划定单元内

实体地域面积比例是否超过50%进行分

析),明确该最小划定单元所承担主导功

能,按照以居住、非居住功能为主分别予

以判定。 

(1)承担居住型功能的最小划定单

元。该类最小划定单元共计36个,本次根

据其满足市政公用设施(包括电力、给水

排水、道路交通、消防和环境卫生五项)

与公共服务设施(包括文化、教育和卫生

三项)的功能条件情况进行判定,具体概

括为“五市政、三公服”。通过判定分析

可知,不满足市政公用设施功能条件或

公共设施功能条件的最小划定单元共计

13个,且与地方历史文化、城市发展密切

相关程度不高,本次予以剔除,包括扬子

洲镇的联民村、为民村、三联村、臣港

村,生米镇的铁路村、山图村、文青村、

青岚村、相里村,樵舍镇的樵舍村,乐化

镇的江桥村,石埠乡的龙岗村,昌东镇的

山湖村；其他23个最小划定单元纳入城

区范围。(2)承担非居住型的最小划定单

元。该类最小划定单元共计23个,针对其

是否满足市政公用设施功能条件情况进

行判定,通过判定分析可知,樵舍镇环湖

村、昌东镇瑶湖水产场不满足市政公用

设施功能条件,且与地方历史文化、城市

发展密切相关程度不高,本次予以剔除；

其他21个最小划定单元予以纳入城市城

区范围。 

5 小结 

综上,占比在5%-50%之间的最小划

定单元按照主导功能不同,通过经“五市

政、三公服”的功能条件符合情况分析

结果可知：不满足“五市政、三公服”

条件,且与城市发展无密切相关的,本次

城区范围予以剔除的最小划定单元共计

10个,面积为46.51平方公里；满足“五

市政、三公服”条件,最终纳入城区范围

的最小划定单元共计48个,面积为

224.80平方公里； 

5.1现状城区范围确定 

(1)通过城区实体图斑缓冲迭代分

析和城区范围纳入情况判断,以最小划

定单元为基础确定南昌市现状城区范围

面积为735.18平方公里。(2)按照上述由

最小划定单元确定的城区范围为基础,

将涉及的居村委所在的街道或乡镇的范

围纳入城区,从而确定由最小统计单元

(街道/乡镇)组成的城区范围,面积为

1182.75平方公里(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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