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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城市数据已经成为当前城市研究的首要和必要条件，辅助研究人员开展城市问题识别、城市发展评估、城

市规划设计、城市运营管理等。“大数据”作为驱动创新的源动力，已成为城市研究人员追捧的热点，但鉴于国内开放数

据现状，真正能称得上是“大数据”的极少，并且大数据的专业性、复杂性致使其在城市研究应用中远未普及。

所以现阶段应大力注重现有传统城市数据收集和建设，打通与专业权威部门的数据通道，再借助新兴数据，聚合成城

市“厚数据”（Thick Data），即在相对准确、及时、样本量不大的数据下，融入时间、空间、人的元素，深层挖掘数据

的内在联系、因果关系及发展方向，是感性为主的思维模式，勾画出近似准确、立体的城市画像，通过数据挖掘等技术，

便捷、高效、精准地查找城市问题，形成各类空间可视化分析结论。为此建议：（1）更深入认识城市运营全过程，含策

划-规划-建设-经营-管理，分析了解各过程真正的现状和需求；（2）综合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城市规划

等多学科中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梳理城市研究的方法论；（3）在传统的城市数据中，借助各项信息技术，收集、整

理互联网资源等多源数据，形成可持续更新的数据源，并与传统数据进行合理叠加；（4）在有条件的基础下，开展手机

信令等大数据使用，注意需要的不是计算能力，而是提升数据提炼简化的水平。

未来城市规划编制机构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工作极致性和专业性，借助“互联网+”的思想，开展城市厚数据的建

设及分析，创新规划编制方式，提高规划编制效率，提升规划编制科学性。

本手册疏漏与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数字规划技术研究中心

数据覆盖范围图例：——全国范围 ——全国大中城市 ——天津市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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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兴城市数据

[1] 居住小区（搜房网等） 

从“搜房网”上获取城市居住小区房源6700条信息，整理成标准数据库，
包括：小区名称、位置、层数、平均房价、物业费用、建筑年代、户数、停车、
是否学区房等信息，通过百度空间位置匹配，坐标转换为天津90本地坐标。

定期进行居住小区相关信息
获取与更新

房价分布

物业费（小区环境）分布

房价与轨道 建筑年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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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价值分析
 由建筑信息计算居住区指标
 居住区物业环境分析（高收入
人群分析）

 不同时期房价，各区发展演变
 由建筑面积，按人均居住面积
估算常驻人口空间分布

 与重点小学等公共设施空间叠
加，分析优质教育资源等设施
空间配置问题

房价与地铁站出
行距离关系



基于网络爬取技术获得的搜房网（www.fang.com）上的写字楼数据，覆
盖全国各大中城市的中心城市范围，其属性有名称、区域、地址、类型、级别、
物业公司、物业管理费、车位数、开发商、层高、建筑面积等信息。再通过百
度地图API匹配到空间，百度坐标本地坐标。

一 新兴城市数据

[2] 写字楼（搜房网、安居客） 

基于写字楼建筑面积的核密度分析

基于写字楼特征的核密
度分析：颜色越深表示
该区域写字楼的目标特
性越集中，说明写字楼
目标特征的聚集性，可
对比分析不同特征的聚
集特性，如写字楼的数
量、建筑面积、级别等。

 写字楼空间聚集性分析
 城市楼宇经济分析、活力度分析
 城市经济空间分析（叠加商业、
交通等数据）

 基于物业费的地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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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属性内容

中心城市甲乙级写字楼



一 新兴城市数据

[3] 大众餐饮（大众点评） 

大众点评网（www.dianping.com）主要提供城市商户信息、消费点评
等信息服务网站，其涉及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商户信息，包括：餐饮、酒店、
休闲娱乐、景点、购物等日常生活类商户。通过网站数据抓取，建立城市商
户信息GIS数据库，约5.5万个，商户信息主要包含:名称、类型、人均消费、
星级、地址、点评数、口味环境服务评分、评价信息等；

餐饮商户 餐饮点评信息

购物商城商户

酒店商户

 餐饮业空间分布特征
 餐饮业发展水平评价
 商业中心的识别
 人流密集区识别
 待开发区域的识别
 依据不同价位，分析居民收入

各类餐饮的空间分布位置 武清区餐饮人均消费分析

武清区餐饮星级水平分析

武清城区人均消费较高区域分布在中信
广场、高铁站及上河雅苑附近

武清城区餐饮综合水平上来看，依次为
中信广场、上河雅苑地区

中心城区餐饮人气数据分析

根据餐饮点评数据可以直观反映中心城区主
要的商业中心区域，如：滨江道、鼓楼地区、
河东万达、文化中心、鞍山西道、时代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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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兴城市数据

[3] 大众餐饮（大众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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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餐饮数量规模上，依次为滨海新区、南开、河西

全市餐饮类型上，特色饮食上依次为：小吃快餐、面
包甜点、火锅、烧烤；传统菜系上：天津菜排名第一、
川菜、清真菜。

天津食客比较青睐的口味上，国际菜系排名靠前，日本
料理和西餐位居第一和第二；传统菜系中上海江浙菜排
名第一，位居所有餐饮类型中第五。

天津各区县餐饮业人均消费比例分析，人均消费50-100元的餐饮商户
南开居首位，在人均消费100以上的餐饮商户和平高居首位



[4] 城市底商（百度地图） 

根据百度地图API接口，编制网络信息点（POI）抓取程序，建立城市底
商所涉及到的银行、宾馆酒店、餐饮、便利超市、休闲娱乐、汽车服务等主
要类型数据库，截止到2015年共计3.5万个POI数据，百度坐标本地坐标。

银行（黄）ATM（红）分布图

底商POI热度（100m）分析

 城市工作生活便利性分析（ATM的一般布点在
较集中居住区、繁华商业区、高密度办公区）

 城市街道活力度分析（与用地结合）
 城市建成区范围分析
 河流、快速路对城市的阻碍分析

和平区 河西区

南开区

城市便利性分析（ATM500m覆核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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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线数据来源于公交查询网站（8848），涵盖整个天津市域，往返公
交线路数据近1100条，各条线路上公交站点总计29000多个。往返线路总长度
达2.2万公里。数据信息包括：线路名称、线路长度、经过站点名称、所属公
司、首末班时间等。

市域范围90%以上居住
用地都有站点覆盖[5] 公交站\线（8848） 

市域范围公交站空间分布图
 公交站覆盖范围，服务水平
 各类用地出行便利性分析
 城市出行中心区识别

天津火车站

公交站点300m覆盖分析 公交站核密度图（500m）

公交站点数与人口关系
环城四区的人均公交站点高于市内
六区和周边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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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线数据来源于公交查询网站（8848），涵盖整个天津市域，往返公
交线路数据近1100条，各条线路上公交站点总计29000多个。往返线路总长度
达2.2万公里。数据信息包括：线路名称、线路长度、经过站点名称、所属公
司、首末班时间等。

市域公交线路

[5] 公交站\线（8848） 

途径文化中心公交线30余条，
按照300m计算覆盖范围

公交线网密度图

市域范围公交线路空间分布图

 公交线网指标计算（线网密度、平均长
度、非直线系数、重复系数等）

 城市空间公交通达度分析
 城市主要节点公众可达度
 公交线与地铁的衔接换乘分析

公交线路长度频率分布

线路长度主要分布在8-27km之间；
平均长度：21.5km；最长线路：83km

天津火车站

中心城区公交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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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城市道路路况（百度地图） 

百度地图根据手机端软件（数十个APP）上报的位置信息进行实时道路路
况分析，根据行车速度划分道路拥堵级别：绿色畅通、黄色一般拥堵、红色拥
堵、暗红色非常拥堵四个级别。利用网络数据爬取技术，开发专用程序， 按照
30分钟时间间隔，抓取整天百度交通拥堵图，转换为天津90坐标，形成实时城
市路况GIS数据库。

每隔半小时的抓取的拥堵PNG图片

就PNG图片按照坐标位置自动拼接
成整体，并开展数字化工作，形成一
整天的拥堵数据

2015-11-05    8:30

2015-11-05    12:00

2015-11-05    18:00

 交通影响评价分析
 结合用地开展拥堵原因分析
 结合车道数，估算交通流量
 作为规划实施条件的参考
 预测城市道路拥堵情况

和平区上午7-9点道路拥堵强度（任何
时段的道路拥堵叠加分析）

和平区（AM 7- AM9）

将全天所有拥堵数据进行叠加分
析，分析全天最拥堵的路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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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道路拥堵数据（高德地图） 

高德地图（阿里巴巴集团）是国内最大的电子地图、导航和LBS服务解决
方案提供商。道路拥堵数据来自于高德公司海量交通出行数据网站，其通过
交通行业浮动车和高德地图超过3亿的用户出行数据的结合，基于多渠道的交
通海量出行数据进行交通拥堵延时指数的数据分析和呈现。

通过对高德交通出行网络数据的收集，获取了2015年7月20日-8月10日
内近20天的交通拥堵数据。数据分为全部道路、快速/高速道路、普通道路三
大类，实时的每种类型的道路拥堵前十名的道路数据。包括道路名称、道路
线路、拥堵延时指数、道路速度、旅行时间、延时时间等道路信息。数据采
集时间间隔为2分钟。共搜集近120万条不同时间的道路拥堵数据。

道路拥堵路段

天津市一天内的主要道路拥堵情况，紫色代表道路拥堵时间越长
（采集2015.7.23全天主要道路拥堵数据，共7万余条 ）。

南京路分时段拥堵指数和行驶速度（ 2015-07-23 ）
主要拥堵时段：07：30-09：30，行驶速度大概25km/h

11：30-12：30，严重拥堵，车速在15km/h
17：00-18：30 ，车速在20km/h

其它时间南京路基本处于30km的速度

 交通影响评价分析
 城市拥堵点分析
 限行政策影响分析
 交通出行预测

拥堵路段的主要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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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峰自驾
（1小时时空圈面积5265km2）

高峰自驾
（1小时时空圈面积3235km2）

天津市某工作日高峰及平峰中心区交通可达性时空圈实证
（早高峰为8-9点，平峰为10-12,13-15点）

[8] 互联网地图出行时长数据 

基于地图服务的出行时间数据，是百度、高德、腾讯等互联网运营商基于
真实交通设施条件、车辆导航、道路交通路况、公共交通运营等多源数据综合
计算的含步行的全出行链出行时间结果数值，并在互联网企业市场竞争的快速
迭代中不断得到优化，在实践中被公众广泛接受。可以基于地图API接口获取
自驾车，公共交通（是否包含轨道）两种交通方式下的两点间出行时长、距离
以及票价，为此可将其作为城市出行“时空圈”测度研究及实证。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刘淼等）

 使时空圈的概念从意象判断变
为实证手段，形成了新型评估
指标和评测方法；

 时空圈面积——反映城市交通
设施“供给侧”的综合服务能
力，

 间接反映城市空间结构、布局、
设施、管理等相关因素；

 城市空间结构、布局分析
 城市间对外腹地水平分析
 城市拥堵影响分析
 公共交通覆盖水平分析
 城市重要节点吸引能力评估
 交通影像评价中辅助建模高峰期自驾 平峰自驾 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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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口热力图（百度地图） 

百度人口热力图，以特殊高亮的形式显示访客热衷的页面区域和访客所在
的地理区域热力图示例图。百度作为国内市民使用最为广泛的互联网工具，于
2011年1月开发了百度热力图（HeatMap），基于智能手机使用者访问百度产
品（如搜索、地图、天气、音乐等）时所携带的位置信息，按照位置聚类，计
算各个地区内聚类的人群密度和人流速度，综合计算出聚类地点的热度，计算
结果用不同的颜色和亮度反映人流量的空间差异。百度热力图的数据每15分钟
更新一次。

百度人口热
力图等级

周一下午4点周一上午9点 周日下午4点

重庆主城区各
组图职住比

工作时间百度
热力图

工作时间活动人数分
组团分布图

休息时间百度
热力图

休息时间活动人数分
组团分布图

天津多时间节点
的人口热力图

重庆主城区职住关系研究（重庆地理信息中心）

中心与外围人口活动
全天（8:00-23:30）变
化情况（单位：万人）

 根据时间进行职住分析
 公共服务设施利用
 人口密度，岗位密度分析
 根据时间确定商业、教育用地
的识别

 节假日进行商业区吸引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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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微博数据（新浪微博） 

微博数据是大量拥有微博应用的用户个体的信息，包括用户的注册信息、
粉丝列表、关注列表、签到数据（具有位置信息）、图片信息等相关信息，
2014年新浪微博月活跃用户1.6亿人，POI签到数据883万条，总签到次数
1.65亿次，总照片0.76亿张。通过网络爬取技术进行特定人群和区域的数据爬
取工作。

对微博上的签到数据进行抓取，
进而评估不同城市活动（如访
友、旅游、就餐、健身等）的
时空分布特征和频率（一周或
一个月），并通过签到次数评
价不同位置的签到（BCL）

微博签到空间可视化及主要地点类型（数据来自互联网）

利用新浪微博网站，选取微博用户
的好友关系及其地理空间数据，并
借鉴Taylor所提出的世界城市网络
研究方法，构建代表城市间的网络
社区好友关系矩阵，进而分析中国
城市网络体系。

基于微博数据的中国城市网络体系
（南京大学 甄峰）

长三角城市群居民活动空间
核密度分布(广东院熊丽芳）  用地类型的识别

 城市的空间结构体系分析
 居民空间活动规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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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共服务设施 [ 医疗为例 ]（百度地图） 

在百度地图上，获取医疗、教育、体育、公安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的名
称、地址及分类，根据地址反算出地理坐标，形成POI数据库。

底商POI热度（100m）分析

! 药店

! 医院

药店（500m）
社区覆盖区域

医院（1km）
社区覆盖区域

 公共中心的位置识别
 公共设施的区位分析
 公共设施的覆盖范围分析
 公共设施的人口覆盖分析
 公共设施的空间均等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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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卫星影像数据 （Google） 

谷歌卫星影像图覆盖全球，国内大中城市更新频率较快，精度在2m左右。
通过工具开发可快速进行全国任何区域影像数据拼接处理、坐标校正工作，制
作规划项目可使用的底图成果。

 辅助用地类型、边界识别
 辅助建设状态的识别（待建、
在建等、建成）

 规划底图
 不同时期城市建设变化分析

天津市域影像图
1.12万平方公里 \ 18级，2m分辨率 \ 5G

2015年9月.新八大里建设情况（2m）

2009年11月.文化中心

2015年9月.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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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灯光数据（NASA） 

城市夜景灯光数据是美国DMSP项目卫星传感器获取的遥感夜景数据，主
要采集的是夜景灯光、火光等产生的信号数据，卫星主要在夜间工作，能探测
到城市灯光甚至小规模居民地、车流等发出的低强度灯光，并使之区别于黑暗
的乡村背景。

 分析城市建设强度
 分析城市间联系强度
 分析城市演变方向

泉州湾城市
演变2003年、
2012年

2012年京津冀地区城市灯光

2012年全球夜景灯光数据，分辨率为750m；
2003年全球夜景灯光数据，分辨率1km；

一 新兴城市数据 -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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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开放街道地图数据（OpenStreetMap,缩写：OSM） 

OSM是一个在线网上地图协作计划，目标是创造一个能让所有人编辑的世
界地图，该数据一般是由地图用户根据手持设备、航空影片以及对相关区域的
熟悉等自由内容进行的本地绘制。

OSM数据以街道网络数据为主，如：高速、主干道、自行车道、地铁等路
网数据，同时还包括部分城市POI信息点和城市面状数据（工业区、住宅区
等），该数据采用开放数据共享开放数据库许可协议授权，官网提供在线区域
下载和镜像下载服务，可以通过osm官网在线浏览全球数据，如下：

 提供城市道路基础数据
 拓扑网络下，区域交通可达
性分析

 与POI叠加进行地块功能划
分

通过数据下载服务，获取中国地区（除台湾省）osm数据

OSM数据的城市地块功能划分应用（BCL 龙赢）

天津中心城区道路网

网址：http://www.openstreetmap.com



[15] 出租车数据（交管局部门） 

根据租车车载GPS实时数据，主要包括相关出行数据信息，包含出行时间、
出行经纬度轨迹坐标，是否载人、瞬时时速、运行方向等，每天数据量达100
余万条。

区域间OD流

滨江道-区域间OD流

上下车点

中心城区一日交通OD数据分布图

上车点密度图（200m）

地铁1、2号线各站打车频度对比图
反映地铁站的利用效率及人流量估算

 道路拥堵指数计算
 公交线网优化分析
 商业区活力度比对
 依时间识别用地类型
 区间联系分析
 主要商圈客源吸引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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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出租车数据（交管局部门） 

一 新兴城市数据 - 18 -

1km\300m下上车点核密度分析——城市中
心区域识别（工作日） 各时段载客数量（工作日）

天津北站 天津西站 天津站
工作日打车量时间分布图

地铁1号线各站点工作日打车 地铁3号线休息日打车量

工作日早高峰上车点
核密度图（300m）

工作日早高峰OD流 工作日河西区早高峰OD流



[16] 手机数据（电信运营商）

手机信令数据：依托运营商建立的信令监测平台，采集手机与基站之间信令
数据的交换，通过后台关联、合成和解析，获到手机匿名ID、事件类别、时
间戳、基站编号、位置区编号等信息，包括通话、非通话期间的事件数据。
手机话单数据：依托运营商建立的计费系统，记录匿名手机ID和计费有关的
通话、短信事件信息、发生时间、基站编号、位置区编号等信息。

手机数据采集图

 区域人口分布及流动分析
 居民出行特征分析
 居住地、就业人口职住识别；区域
通勤人口识别

 城市功能区的发展评估
 区域间OD客流分析

无锡手机信令数据的居民出行调查项目
（无锡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手机信令识别常住人口 区域OD客流分析

手机识别职住分析
上海用手机大
数据看上海城
市空间结构
（钮心毅 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

区域间OD客流分析

基于话单人际关系空间联系图（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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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公交IC刷卡数据

很多大城市公共交通较为发达，公交IC刷卡数据能够更契合市民的出行规
律，反映人口空间分布，识别市民集中出入的区域等。公交IC卡一般为公汽和
地铁两类，数据一般包括：营运单位、卡号、卡类型、交易类型、刷卡日期、
刷卡时间、交易金额、设备号、公交或轨道线路号、车辆号、站点编号、进站
时间等，如公交IC刷卡与公交GPS数据融合，更容易开展城市空间分析。

 公交出行特征分析
 居住工作区域的识别
 客流空间统计分析
 公交线路客流预测
 城市热点区域判读

-37 -一 新兴城市数据 - 20 -

郑州市早高峰小时公交分配
（中规院 吴子啸等）

利用公交IC卡刷卡数据分析北京职住关系和通勤出行（来自CityIf网站）

公交出行OD矩阵
（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院 吴祥国）

公交出行空间分布（万涛）

公交出行空间分布及换乘分析
（北京规划院，张宇）



[18] 政府互联网信息公开—— 天津市土地交易数据 

通过网络抓取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管局网站上的土地交易数据，获取从
2008-2015年共计5000多条土地交易数据，主要包括交易土地时间、面积、成
交总价、用途、所有人、供地方式等信息。可以快速的分析城市土地供应情况，
城市发展方向等。

2014-2015土地出让总价分布

国房局网站土地交易信息 2008-2015.6土地交易数据

2014-2015土地出让总面积分布

黄色：居住用地
红色：商服用地
棕色：工业用地

 用地投资强度分析
 用地投资方向分析
 用地投资效益评估
 多规合一分析

-37 -一 新兴城市数据 - 21 -



[19] 遥感数据（资源卫星） 

规划中常用的遥感数据种类很多，航空摄影像片是城市遥感数据最常用的
一种，其可见光航空像片与肉眼观察一致，最容易进行城市信息肉眼识别。除
此以外还有很多种遥感数据信息应用于城市规划工作中，如：多光谱遥感数据
[MSS、TM、Spot5、Quickbird、中巴等]

1993、2001、2006、2009年4个年份的滨海新区建设用地变化（采用10m分辨率）

环城四区用地变化

滨海新区建设用地年度增减对比

 城市建设用地变化
 城市增长分析研究

用地变化分布图

根据2009-2013年遥感
影像，分析泉州地区
建设用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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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遥感数据（资源卫星） 

根据卫星多光谱信息，开展城市绿地、水域、建设用地、道路等地物信息
提取、大尺度城市热岛变化（气象卫星图像）、城市三维地形、建筑数据的获
取（LiDAR数据）、识别地物的含水量、植物长势等（微波雷达图像）。

林地分布
基于植被提取、影
像图、地形图

归一化植被指数
（NDVI）分析
基于植物的光谱
特征，分析植物
生长状态以及植
被空间分布密度
的最佳指示因子，
正值表示有植被
覆盖。

基于多光谱的植被提取

 植被覆盖指标和变化分析
 城市热岛效应分析
 生态景观破碎化指数
 生态敏感性分析

城市热岛分析
城市混凝土、沥青等地物引起太阳辐
射再分配，导致城市表面辐射率和空
气温度产生差异，形成热岛效应。

[20] 三维实景城市数据

基于倾斜摄影测量技术，采用无人机可以快速、高精度的获取城市现状实
景三维数据，数据精度小于0.1m，10平方公里建模所需时间在2-4天。相对应
传统三维建模更加高效，场景更加真实。

巴黎三维实景数据

深圳光明新区滑坡三维实景辅
助后续的滑坡面积及土方量、
动力学致灾过程模拟

 城市三维实景快速
建设

 利用场景辅助城市
设计方案比选

 城市三维仿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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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传统数据

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

目录》，将城乡规划学成为一级学科，其城市规划理论（包括城市

理论和规划理论）均不断的完善，另外还有大量的法律、法规、规

章和技术标准规范作为工作的依据，其中涉及的城市现状数据的定

义和使用要求均有较完善的解释说明。

- 24 -

《城市规划基础资料搜集规范》详细约定了城
镇体系规划、总规、控规等基础资料搜集的内容、
步骤、方法及成果等，涉及区域的自然、历史、社
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建设和发展条件等
资料。为此建议在开展城市数据建设时，应参考该
规范及其他标准规划，联合各级政府、委办局共同
将传统数据建设完整、准确、实用，再考虑新兴数
据的融合。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015年4月24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2008年12月27日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9年5月1日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施行）

……
法规（国家、地方）

风景名胜区条例（2006年12月1日施行）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年7月1日施行）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2009年10月1日试行）
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2012修正）
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2005年9月1日试行）
……

规章（部门、地方）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年4月1日施行）
港口规划管理规定（2008年2月1日施行）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年1月1日）
天津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09年3月1日施行）

……
技术标准规范（国家、行业、地方）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GB/T50546-2009）

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
城乡用地评定标准（CJJ132-2009）
城市规划数据标准（CJJ/T199-2013）
城市规划基础资料搜集规范（GB/T 50831-2012）
天津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DB/T29-7-2014）
……



二 传统数据

现状用地图

- 25 -

城市建设用地发展方向分析（扇面图、环形图）

基于建筑尺度的人口信息（每个点代表一栋居住建筑，大小代表人口数量）

地块周边
500m和
1000m范围
内的人口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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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宁夏各地市经济强度图

环渤海区人均GDP等级（cartogram图）

环渤海地市GDP

影像+ DEM = 三维场景

千岛湖地区地形

AutoCAD下的等高线数据

SketchUp下地形
数据+三维建筑，
用于规划方案场
景设计

ArcGIS下的地形数据

数字化处理

转
换



二 传统数据 - 27 -

民园夏季日照量（热岛分析）

景观通视分析 人视点下的视觉阻碍分析

噪音分析（舒适性评价）
中心城区西北向建筑迎风面指数三维图

迎风面指数A=AF/AT

风通道频率分析

根据2千地形图，在ArcGIS下编制相应程序，实现自动提取、建筑拼接、层数赋
值、拓扑检查等功能，为用地指标计算、人口分布及城市设计服务。



新常态下的城市发展转型是必然的，是向城镇化、现代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城市

规划种类多、项目数量巨大、规范各异，在同一个地理空间，其复杂程度远超人类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多源数据是当前最重要、急需的资源之一，厚数据+大数据可能是解决规划问题的历史机遇和重要途径。

移动互联网
（互联网数据、手机App、

LBS数据挖掘）

政府行业部门
（民政、房产、国土…数据

交换和共享）

地理信息测绘
（城市地下、地上、地表地

理空间数据）

智慧城市
（通信网络、智能交通、智

能电网、智能建筑……）

数据整合、挖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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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规划编制协同工作方法

基于地理设计（GD）的城市规划编制协同工作方式（第三代）

地理设计（GeoDesign，GD）是CAD绘图工作方式后第三代
设计和规划方法，该方法将设计方案的创作与基于地理环境分
析、系统思考和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分析模拟耦合在一起。地
理分析引入设计过程，通过借助存储于互联网数据库中的描述
项目空间范围内各类自然与社会要素的众多信息层，使得初始
设计草图能及时得到综合评价，效率提升数倍至数十倍。

GD综合采用了GIS、网络、软件开发、CAD等多项技术，具
有多人并行工程特点，侧重全过程的信息互通、数据处理、设
计推敲、空间分析等。

 实例1.红桥区区停车规划项目（主持人：陈富昱等）

现状车位分布 平日上午停车分布

平日晚上停车分布 周末上午停车分布

分区域、类型、时段
的停车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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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规划编制协同工作方法

 实例2.天津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主持人：杨慧萌等）

编制专题模板，并开发驱动打印方式下的批量出图工具

- 30 -



三 规划编制协同工作方法

 实例3.中心城区现状调查工作（主持人：谢水木等）

 实例4.天津市物流布局规划（主持人：范小勇等）

 实例5.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深化调整

 实例6.银川医疗卫生布局规划（主持人：赵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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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录 - 32 -

序号 名 称 工作内容

1 滨海新区城市总体规划
（1）各专项的滨海总规GIS数据库建设.（2）开发WebGIS总规查询系统.（3）滨海新区现状图GIS.（4）构建产业地图、生态空间等专项GIS分
析；

2 天津市总规实施评估报告 （1）基于GIS的现状用地整合工作.（2）人口、工业等多专题用地增长、空间分布分析.（3）各类用地空间统计分析，增长方向分析；
3 滨海总体规划实施评价 （1）现状用地GIS建库.（2）用地空间统计计算.（3）2009、2010年各类用地空间变化分析；

4 环渤海城市发展报告
（1）构建环渤海地区的基础数据、交通数据、多区域规划方案图纸空间定位、地形影像及经济人口统计数据库.（2）进行相应的底图、人口、
GDP、交通方面的空间分析.（3）基于遥感RS的区域建成区、绿地信息提取，分析不同时段变化；

5 全国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
划

（1）对影响流通节点的重点城市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货物进出口等8大因素进行GIS建库及空间分析（2）辅助进行全国流通结点定量分析；

6 宁夏灵武规划
（1）遥感影像坐标校正.（2）采用RS技术进行植被指数NDVI提取.（3）基于自然基础、建设基础、NDVI、土地开发潜力4大一级因子16个二级
因子进行灵武市地区土地适宜性评价；

7 宁夏战略规划
（1）基于三维地形，将土地利用、道路、规划用地叠加在三维地形建立三维宁夏场景.（2）针对产业、人口、经济联系强度进行专题分析.（3）
开发WebGIS战略规划查询系统，项目组内信息共享；

8 京滨新城总体规划
（1）利用地形图、影像图提取构建林地、河堤、水系等12个影响因子的空间GIS库，制作各个因子的专题分析图.（2）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并
出编制专题报告；

9 江达县县城总体规划修编 （1）数字高程模型建设，地形分析（2）道路选线，断面坡度分析；
10 丁青县总体规划 针对现状地形、人口、交通、经济收入、区位、防灾危险源以及三维建筑场景进行现状分析，编制现状分析报告；

11
长城文化休闲功能区总体
规划

（1）负责防灾专项规划，建立规划区域三维地模数据，地质灾害防护分析、地形坡度分析及规划用地森林防火区分析，完成规划区域避难场所
分析.（2）为市政、环评等专项提供地形、生态等GIS基础数据；

12 滨海新区总体规划修编
（1）采用GIS及遥感技术，承担滨海新区土地适宜性评价专题及新区城市增长模型专题两项研究.（2）协助各专项组进行数据的管理及新区现
状用地核查；

13 环外四区总体规划 利用多年遥感影像，提取环外四区建设用地，进行多年建设用地的变化识别分析及比较，直观反映环外四区城市增长情况；

14 津京城际两侧城市设计
(1)基于地形图上建筑及层数，建立规划范围三维建筑SketchUp模型.(2)基于调查文本数据建立现状用地及企业分布GIS数据库，进行用地图分
析、建筑高度分析、工业总产值及树密度分析等；

15 滨海核心区总体规划 （1）基于2000地形图提取建筑物，（按住宅、商业等类型）导出三维建筑物SketchUp模型.（2）控规用地与三维建筑叠加分析；

16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中心城区特色提升

（1）借助ArcGIS三维视线分析功能，对鼓楼和西开教堂地区进行纺锤体景观视线分析.（2）五大道和海河沿岸建筑高度及天际线分析.（3）基
于道路走廊的视域分析等三维分析，辅助城市视觉环境的保护；

 GIS信息技术服务项目内容

为与规划项目紧密协作，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前期中心辅助设计人开展数据收集、处理工作，之后与设计人开展分析理论方法选取和适用
范围讨论，确定分析模型后，开展GIS分析、各类统计、制图等相关工作，提高项目工作效率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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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工作内容

17
基于控规的中新天津生态
城近期建设规划（2011-
2020）

（1）构建控规GIS数据库，并分为住宅、商业、公建、环境、交通、市政6大类.（2）近5千个项目的空间落位、开竣工时间、投资、责任部门.
（3）建立不同类项目开发时序逻辑关系.（4）开发项目位置——投资——项目间关系的动态调整工具，确保近期建设计划高效编制；

18
中心城区控规深化现状工
作

（1）建立10个区用地、设施、人口、建筑的GIS数据；（2）结合各区现状分析报告，开展人口等14项空间统计分析；（3）开发设施点WebGIS
在线录入平台，提升工作效率；

19
天津市永久性生态用地划
定

借助ArcGIS批量制图功能，针对方案的不断修改，按照规划要求批量进行方案成果出图，提高工作效率，避免在ppt、ps、CAD中人工不断修改；

20 天津市医疗卫生布局规划
（1）现状医疗设施与人口的覆盖度分析，查找过饱和的区域.（2）构建医疗设施GIS数据库.（3）开发医疗卫生布局规划信息GIS查询系统，纳
入作为本次规划的一项成果，方便规划管理部门对规划成果的查询使用；

21 天津市文化设施布局规划 （1）按区县进行设施满足度分析，覆盖度分析.（2）依据轨道站点等交通因子开展交通便利度分析.（3）现状和规划GIS建库，空间统计分析；
22 天津市空间管制区规划 （1）采用GIS技术进行CAD数据质量检查.（2）GIS下处理各种空间管制类型用地之间叠加问题.（3）建设空间管制数据库、并空间统计分析；
23 天津市近期建设规划 利用遥感RS技术，对2006、2009年中心城市范围内城市建设用地、绿地及水域等城市特征进行解译，分析各类用地空间变化；

24 天津市住房建设规划
（1）构建地形、交通、人口等十几种因子GIS数据及单因子评价图.（2）层次分析法AHP因子权重分析.（3）多因子土地适宜性评价分析保障房
的空间合理位置；

25 天津市地下空间总规
（1）根据局报审、城建档案馆、分局提交资料等构建中心城区地下空间现状GIS数据库.（2）分类、空间核查、面积统计等.（3）配合管网中心
对管网数据分类统计、长度统计.（4）地下空间分析和制图：地下空间分类图、地下空间高程分布图、分类图、复合功能图、热度分析图、容积
率分布图；

26 天津市商业布局规划
（1）构建市域各种商业业态空间集聚度、业态空间分布等商业影响因子GIS库，并开展空间分析.（2）辅助天津市级、地区级及社区级商业中心
的选择；

27
中心城区地铁上盖物业规
划

利用GIS区域统计功能，对1、2、3、4、5、6、9号线近百个规划站点服务范围800米内的用地情况进行分类汇总分析，用以辅助地铁上盖规划类
型选择；

28 盘山风景区总体规划 （1）三维地模的建设（2）旅游步道的选址分析，断面分析；

29 滨海新区避难场所规划
（1）备选避难场所的Voronoi责任区划分（2）灾害后，避难人员避灾行为分析（3）三级避难场所的布局及配置（4）参考固定避难场所位置的
疏散道路（对外、内部）GIS路径分析；

30 北辰区菜市场布局规划
（1）建设菜市场相关数据库，包括控规、道路中心线、现状菜市场等（2）确定菜市场选址规则，并以此规则建立上万个菜市场候选点（2）采
用最大人流模型对菜市场进行模拟选址并对结果进行优化

31
天津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试点规划研究

（1）地下管线影响因子建库，包括电力管线、供热、供水、路网、燃气、通信排管、再生水、自来水等（2）确定评价指标表中的评价因子、权
重，对综合管廊进行评价（3）综合管廊评价结果线密度分析及可视化表达

……

 GIS信息技术服务项目内容



数字规划技术研究中心

 城市大数据建设及应用研究
城市大数据建设，包括数据标准、数据爬取、数据挖掘、数据
分析等；

 GIS下的规划决策辅助分析
规划相关专题定量GIS分析、地理设计工作平台设计研发等；

 规划院信息化工作相关系统、平台设计及建设
一张图规划汇总系统、档案管理系统、知识系统、移动调研系
统等（我院、山西省院、广州市院等）；

 市城建部门数字产品研发
规划查询系统、项目管理系统、计划管理系统、资金管理系统、
质量管理系统，包括MIS、WebGIS、平板、手机（苹果、安卓）
端等（滨海规国局、市建委、市卫计委、市商委、市城投集团、
市滨海建投集团、市道路管网公司等）

于 靖
GIS专业 数据建设 | 量化分析

李 乐
计算机专业 系统研发 | 大数据

孙保磊
GIS专业 量化分析 | 大数据

张 恒
GIS专业 量化分析 | 决策系统

李 刚

郭晓芳
GIS专业 数据建设 | 量化分析

中心正式成立于2014年，是城市规划产业链外延的尝试，以
多样性的信息技术服务于建设行业，已为近30项市、局、院重点
规划提供数据及GIS分析，研发了多种建设行业信息化产品。

（微信：lig6688）

（微信：zh13021）

（微信：IStevensun）

（微信：Kelsi-Guo）

szgh@
tjcitypl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