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源数据支撑的城市规划实践探索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研究中心（信息中心） 索 超



1、团队介绍

2、成果体系

3、项目应用



团队介绍1
多圈层共建应用团队

课题成员学科多样化

以项目和课题为依托核心圈层：搭建平台、技术突破

共建圈层：课题参与，应用研究

院内推广：技术交流，推广实践

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大数据团队

固定参与课题，生产所成员若干人

转化课题成果，生产所员工根据兴趣参与



成果体系2

18种

数据库

12种 开源数据，可按需抓取

8种 江苏省覆盖，可区域分析

6种 定期更新，可历史比较



成果体系2
空间层次 内容 已有应用

区域层面

网络特征 基于高铁班次数据的城市网络特征分析

等级规模
基于灯光数据的城市等级规模分析
基于POI数据的城市中心功能集聚度对比

经济联系 基于企业数据的城市经济产业联系分析

交通联系 基于交通流数据的城市联系强度分析

市域层面

城市辐射范围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城镇联系强度分析

重要节点识别
基于可视性分析的景观点选取分析
基于GPS调研的时空间行为分析

交通设施建设与需求 基于城乡公交数据的客流走廊分析

旅游业发展格局 基于携程网数据的区域景点分析

城市空间

建成区形态、特征、演变
基于遥感数据的城市建成区形态分析
基于房价数据的城市空间结构分析
基于POI的城市功能片区对比分析

中心体系建设评价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中心体系分析评价

居住与就业空间识别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职住地分析
基于公共自行车使用的城市职住地分析

交通与土地一体化
基于公交刷卡数据的城市公交走廊分析
城市公交沿线地区公交分担率分析
城市公交与用地关系分析

城市活力

公共服务设施供给评价 基于POI数据的居住空间设施活力匹配度分析

商业服务设施活力分析
基于地铁刷卡数据与出租车GPS数据的商圈
划分

生活圈划定与建设评价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宜居空间评价
基于公共自行车联系的城市生活圈划定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生活圈划定

环境影响评价
基于遥感数据的地表环境分析
污染物的时空分布与土地利用相关性分析
RS和GIS支持下的宏观层面通风廊道分析

技术说明书已有应用一览表



成果体系2



项目应用3

解决一些小问题

搭建一个小框架

构建一个小系统



项目应用——解决一些小问题3
《全椒县对接江北新区产业协作及其空间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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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椒县区位图

全椒可以承接哪

些南京江北新区

的腾退企业？



项目应用——解决一些小问题3

江北新区制造业企业分布图

《全椒县对接江北新区产业协作及其空间布局规划》

➢ 天眼查（企业注册信息）
可承接企业名录

名称 所在片区 注册资本
农业机械

南京市扬子粮油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

六合经济开发区 600

汽车零部件

爱威机电南京公司 珠江工业园 139万美元

南京康和电气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珠江工业园 3000

南京嵘颉塑料五金制品厂 珠江工业园 NA

爱威机电（南京）有限公司 珠江工业园 139

南京宁珠电力通讯设备有限
公司

珠江工业园 509

世韩（南京）模具有限公司 浦口经济开发区 491

南京乔泰科技有限公司 浦口经济开发区 59

广来机电（南京）有限公司 浦口经济开发区 20

南京天印专用汽车公司 浦口经济开发区 6520

南京戴卡华舜轮毂公司
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9000

南京力聚精密锻造公司 六合经济开发区 300
汽车电子

南京浦江电子有限公司 珠江工业园 511
南京朔铭电气有限公司 珠江工业园 50

南京京滨化油器有限公司 六合经济开发区 2000万美元

南京浦中车辆配件公司 顶山都市产业园 200

产业腾退片区

产业门类限制

企业规模门槛



3

市场类别 POI标签

家居建材
购物服务-家居建材市场（除布艺）；公司企业-公司-广告装
饰；公司企业-公司-建筑公司

汽车销售 汽车销售；摩托车服务-摩托车销售

农副食品
购物服务-综合市场-农副产品市场、果品市场、蔬菜市场、水
产海鲜市场

纺织服装
购物服务-家居建材市场-布艺市场；购物服务-服装鞋帽皮具
店

文化体育 购物服务-文化用品店、体育用品店

综合市场
以上五种+购物服务-综合市场-综合市场、小商品市场、旧货
市场；购物服务-花鸟鱼虫市场；购物服务-家电电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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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应用——解决一些小问题

《宿迁市中心城区商业服务设施布局规划》

宿迁及周边城市商贸市场数量比较

宿迁商贸市场在区域中是否

存在优势？

高德POI



纺织服装

家居建材 农副产品

综合市场

汽车销售

文化体育

断裂点计算

弱于周边

《宿迁市中心城区商业服务设施布局规划》

宿迁商贸市场对周边城市吸引力对比

• 城市：对泗县、泗洪、泗阳吸引力较

强，对邳州吸引力较弱

• 市场：汽车销售具有较大优势，家居建

材相对较弱

3 项目应用——解决一些小问题



207次

255次

209次

233次
313次

705次

810次

3 项目应用——解决一些小问题

《东台、姜堰、江阴特色田园乡村规划》

村民行为的活动轨迹点

自然村落中哪些空间在规划

中需要重点关注？

佩戴式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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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姜堰、江阴特色田园乡村规划》

根据活动热点与停留点确定公共空间节点 根据活动轨迹完善主要道路与景观步行道

• 整治沿路景观

• 提升节点景观

• 打造滨水景观

• 完善主要道路

• 增加景观步行道

• 增设两处停车场
停留点 活动轨迹

3 项目应用——解决一些小问题



3 项目应用——搭建一个小框架

《高铁效应下的城市规划编制技术研究》及后续

（1）国家层面：高铁网络格局

（2）区域层面：高铁对区域格局影响

（3）城市层面：不同站点的功能差异

（4）站点层面：功能分布特征



注：由于数据使用了G、C、D开头所有高铁班次，所以导致武汉等城市（城际线路多）某些指标非常
高。另外由于地区班次数分布差异导致全国尺度上北方重要城市指标下降。

3 项目应用——搭建一个小框架

《高铁效应下的城市规划编制技术研究》及后续

➢ 国家层面-高铁班次

• 区域联系强度

南北向：中部通道、沿海通道（上海折向北京）

东西向：沪汉蓉、沪昆通道（西向待强化）

• 枢纽结构体系

集聚度最高：武汉、长沙、成都、广深、上海

地位提升：贵阳、南宁、郑州



长三角主要城市一周内高铁出发客流目的地分布长三角主要城市间高铁出行OD示意图

《高铁效应下的城市规划编制技术研究》及后续

➢ 区域层面-高铁客流

• 长三角内高铁网络：扁平化发展趋势

• 单中心转向多中心

3 项目应用——搭建一个小框架



苏州站、苏州北站及园区站上下净客流量分布图

沪宁沿线高铁站点研究分类

火车站名 苏州站 苏州北站 苏州园区站
苏州新
区站

抓取时间 9点之前 9:00-19:00 19点之后 全天 全天 全天

南京-上海
以上客流
为主

以上或者下
客流为主的
情况交叉出
现

以下客流为
主

以下客流为主，净
客流量值较大，且
停靠班次较密集

以上客流为主，
主要产生在上
午

停靠班次两
个交通运输
方向
上共有4次，
离城市中心
较远，目前
对于客运作
用有限

上海-南京
以上客流
为主

以上或者下
客流为主的
情况交叉出
现，总体下
的多

以下客流为
主，且数量
相对较多

以上客流为主，主
要是产生在上午，
且数量相对（南京-
上海）较小

以下客流为主，
主要产生在下
午

区位分析
中心地区，周边居住用地占比较大，交
通便利，易于上下客流集散

苏州市北部，周边
发展相对较弱，交
通便利性有待提高

苏州工业园区
内，周边企业
较多，交通便
利性有待提高

停靠车数 主要停靠站点 次要停靠站点 较少
南京到上海方
向车次的首发

站
主要为以南京站代表的西部站为主

以北京南站为代表
的北方站为主

主要为以南京
站代表的西部
站

相关分析

苏州站作为一个综合枢纽站，承担了主
要的客流运输功能，集散能力强，对于
周边发展的带动作用大。一天内呈现出
较为明显的“朝发夕归”现象。与上海
联系紧密，但也可能是来自南京方向旅
客的一个重要目的地

“外部门户”作用
明显，由于其停靠
车次多，对于未来
周边发展推动性相
对较强，但所辐射
的服务人群和地理
范围有限

园区站限于班
次少、交通等
条件，目前可
能主要承担了
一日出行的需
要。“内部分
流”现象明显

《高铁效应下的城市规划编制技术研究》及后续

➢ 城市层面-高铁余票

• 一城多站特征：城市中心、外部门户、内部分流

3 项目应用——搭建一个小框架



项目应用——搭建一个小框架3
《高铁效应下的城市规划编制技术研究》及后续

➢ 站点层面-POI

• 商务功能分布特征

• 站点流量与商务功能关系

• 站点区位与商务功能关系

高铁站点的空间区位分类及空间特征高铁站点周边商务功能POI与站点流量关系

紧邻核心型

站点

轴线串联型

站点

组团之间型

站点

飞地外延型

站点



3 项目应用——组织一个小系统

《江苏省沿江城镇群生态廊道和特色风貌塑造规划》

序号 大类 小类

1 山水文化特色
河流相关文化资源
湖泊相关文化资源
丘陵相关文化资源

2 古迹园林文化特色

古建筑资源
古典园林资源

遗迹遗址文化资源
墓葬文化资源

3 古镇古村文化特色 古镇古村资源

4 宗教文化特色
佛教文化资源
道教文化资源

5 近现代遗存文化特色 近现代遗存文化资源
6 红色文化特色 红色文化资源

7 风土人文特色
博览文化资源
影视文化资源

8 现代休闲文化特色

主题公园/乐园
田园生态资源
城市休闲资源
温泉特色资源

沿江地区特色资源点分布

携程网景点数据

沿江地区文化特

征如何提炼？



沿江地区文化特色体系构建思路

3 项目应用——构建一个小系统

《江苏省沿江城镇群生态廊道和特色风貌塑造规划》

分片区文化特色资源评价

特色风貌廊道文化特色资源评价



2A-5A级景区分类数量

江南
水乡
田园
特色
风貌
区

资源分类占比情况

江南
丘陵
田园
特色
风貌
区

特色风貌区 资源丰富度 整体分布征 评价内容
文化特色关键词

1 2 3

江南水乡田园特色
风貌区

丰富
资源丰富，分布相对均衡，其中环太湖

地区特色资源分布更为密集

A级景区 山水文化 古迹园林 红色文化

整体资源 风土人文 现代休闲 古迹园林

江南丘陵田园特色
风貌区

一般
主要分布在丘陵地形地带，呈现一定的

带状分布特征
A级景区 山水文化 现代休闲 古迹园林

整体资源 现代休闲 山水文化 风土人文

《江苏省沿江城镇群生态廊道和特色风貌塑造规划》

➢ 分片区文化特色资源评价

3 项目应用——构建一个小系统



《江苏省沿江城镇群生态廊道和特色风貌塑造规划》

➢ 分廊道文化特色资源评价

廊道 资源基础 资源类型

沿江特色景观廊道 基础较好 现代休闲类资源最多，其次是宗教文化、山水文化

新通扬运河特色景观廊道 资源稍逊 现代休闲资源较多，其次是宗教文化、风土人文

宁杭特色景观廊道 基础较好 风土人文类资源较多，其次是山水文化、现代休闲

大运河特色景观廊道 基础较好 现代休闲类资源较多，其次是古迹园林、风土人文

通榆运河特色景观廊道 资源稍逊 红色文化类资源较丰富，其次是风土人文、古迹园林

沿海特色景观廊道 资源稍逊 现代休闲资源较多

特色风貌廊道景观资源质量构成 特色风貌廊道分类资源概况

3 项目应用——构建一个小系统



《江苏省沿江城镇群生态廊道和特色风貌塑造规划》

➢ 文化特色总体评价

评价指标 细分计算说明 权重

景点个数
对分镇景点总数进行最大值标
准化评分

0.2

景点
评分

景色
依据携程网对景点评分计算总
分，对分镇总分进行最大值标
准化

0.2趣味

性价比

景点
等级

3A级景区
3A级景区赋予40分，4A级景
区赋予60分，5A级景区赋予
80分；对分镇总分进行最大
值标准化评分

0.4
4A级景区

5A级景区

景点人气
通过分镇景点评论总数通过最
大值标准化评分

0.2

沿江特色文化基础评价图

特色文化资源评价指标

3 项目应用——构建一个小系统



《江苏省沿江城镇群生态廊道和特色风貌塑造规划》

➢ 分类评价-古迹园林

沿江古迹园林特色体系

3 项目应用——构建一个小系统



《江苏省沿江城镇群生态廊道和特色风貌塑造规划》

山水文化 古镇古村 近代遗产

古迹园林 宗教文化 特色休闲

3 项目应用——构建一个小系统



宜兴市公共自行车活动轨迹图

3 项目应用——构建一个小系统

《宜兴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为宜兴市宜居城市

打造提供规划支撑

多源数据支撑

空间评价 生活圈规划



《宜兴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 城市居住环境评价

• 构建思路

舒适性(amenity)

便利性(convenience)

健康性(health)

安全性(safety)

• 指标内容

7个主要方面

18个评价指标

居住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理念 层面 指标 数据获取手段

舒适性
amenity

空间舒适性
公园绿地可达性* 现状图+GIS分析

建筑密度/容积率 三维现状图

生活舒适性
设施多样化* POI提取

慢行系统 自行车点与慢性步道

便利性
convenience

设施便利性*
+

设施满意度

商业设施*

现状设施点+GIS缓冲
区；

问卷调查

教育设施*

医疗设施*

文化设施*

体育设施*

福利设施*

出行便利性
交通线路数量与等级* 公交数据

到达市中心公交便利程
度*

公交数据与GIS匹配

健康性
health

环境健康性

空气质量 PM2.5动态模型

邻避设施 缓冲区评价

道路噪声 结合环保数据

安全性
safety

社区安全性

社区安全治安/ 犯罪率：公安局资料

社区安全防范/ 问卷调研

紧急避难场所 抗震防灾现状评价

3 项目应用——构建一个小系统



《宜兴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 城市居住环境评价

• 构建多源数据库

• 指标分项评价

• 空间叠置、综合评价

绿地可达性 地块容积率 设施多样性 慢行系统 商业设施

小学可达性 初中可达性 医疗设施可达性 文化设施可达性 体育设施可达性

福利设施可达性 公交线网密度 PM2.5分布图 噪声影响分布图 邻避设施影响 居住环境评价综合评分

3 项目应用——构建一个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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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自行车租借点分布图
自行车出行时间频度分布图

《宜兴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 社区生活圈划定

• 宜兴居民慢行交通出行特征

慢行交通占比55%（公共自行车4.3%）

公共自行车覆盖率70%

出行范围：10分钟左右频率最高

出行速度：10.7公里/小时

3 项目应用——构建一个小系统



图例

自行车租借点间联系强度

数值

1-35

35-80

80-150

150-250

250-500

现状建设用地范围

现状城市道路

现状水系

图例

自行车租借点吸引等级

等级

! 四级中心

! 三级中心

! 二级中心

! 一级中心

现状建设用地范围

现状城市道路

现状水系

自行车租借点间联系强度分析图

自行车租借点吸引等级分析

中心等级 吸引站点数量 吸引总量

一级中心 >10个 >10000次

二级中心 6-10个 6000-10000次

三级中心 3-5个 2000-6000次

四级中心 —— <2000次

设施点吸引等级划分标准

《宜兴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 社区生活圈划定

• 站点联系强度分析

构建联系强度矩阵

短途出行，多中心状态显著

• 站点吸引等级分析

考虑要素：吸引点数、联系强度

基于联系强度划分吸引力等级

3 项目应用——构建一个小系统



“最大化人流量”分配原则示意图 社区生活圈理论范围划定社区生活圈中心点提取

《宜兴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 社区生活圈划定

• 配置原则

兼顾公平与效率

最大化人流量分配方法

• 配置思路

模型：位置分配模型

租借点：服务提供点

居住小区：服务需求点

吸引力等级：配置权重

3 项目应用——构建一个小系统



居住环境评价综合评分社区生活圈

整体完善型

设施不足型

交通不便型

环境不适型

《宜兴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 规划措施引导

• 社区生活圈范围校核：基层社区边界、河流道路

• 与居住环境评价结果叠合，提出改善建议

3 项目应用——构建一个小系统



THANKS！

QQ群：16879315  JUP大数据

公众号：

欢迎联系交流！


